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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使陶土砖幕墙工程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美观实用、节能环保和经济合理，

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陶土砖幕墙工程的安装施工及验收维护。

1.0.3 陶土砖幕墙工程的材料、制作、安装施工、验收维护，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1.0.4 本规程适用于地震区和抗震设防烈度不大于 8度的陶土砖幕墙工程，应用高度不宜大

于 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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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陶土砖 Terracotta bricks

以天然陶土为主要原料，经挤出成型，干燥、烧结的块状烧制品。

2.1.2 建筑幕墙 building curtain wall

由金属构架与面材组成的、不承担主体结构荷载与作用的建筑外围护结构。

2.1.3 陶土砖幕墙 Terracotta bricks curtain wall

以陶土砖（吸水率平均值 6%＜ E ≤10% 挤压陶土砖）为面板的建筑幕墙。

2.1.4 串挂陶土砖幕墙 Hanging ceramic tile curtain wall in series

使用钢筋或不锈钢杆件串挂多孔陶土砖形成的建筑幕墙。

2.1.5 边直度 straightness of sides

在陶土砖的平面内，边的中央偏离直线的偏差。

这种测量适用于板的直边（见图 2.1.3 )，结果用百分比表示。

图 2.1.3

2.1.6 直角度 deviation from rectangularity

砖的一个角紧靠着放在用标准板校正过的直角上（图 2.1.4) ，该角与标准值

的偏差。

图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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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平面度 flatness

1 表面平整度 surface flatness

由板的正面上的 3点测量值定义。

2 中心弯曲度 centre curvature

板面的中心点偏离由四个角点中的三点所确定的平面距离（图 2.1.5-1）。

图 2.1.5-1

3 边弯曲度 edge curvature

板一条边的中点偏离由四个角点中的三点所确定的平面距离（图 2.1.5-2）。

图 2.1.5-2

2.1.8 小色差 colour difference

不同批次的原料和烧结温度、时间差异造成的成品颜色差异。

2.2 符 号

2.2.1 材料力学性能

C30——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为 30N/mm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E——吸水率

f——材料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fce——钢构件端面承压强度设计值

fv——材料抗剪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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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抗压强度

F——破坏荷载

R——断裂模数

 ——材料剪应力设计值

mtf ——砌体弯曲抗拉强度设计值

U——横梁水平方向由组合荷载产生的弯曲

2.2.2 作用和作用效应

P——水密性能设计取值

Rw——幕墙空气隔声性能指标

S ——荷载按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ES ——地震作用和其他荷载按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R——构件抗力设计值；

w——风荷载设计值；

kw ——风荷载标准值；

Ekq ——垂直于幕墙平面的分布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kG ——幕墙构件（包括面板和框架）的重力荷载标准值；

SGk——永久荷载效应标准值；

SWk——风荷载效应标准值；

SEk——地震作用效应标准值；

STk——温度作用效应标准值

N——轴向力设计值；

M——弯矩设计值；

V——剪力设计值；

hgM ——横梁在自重荷载作用下的弯矩；

hG ——横梁自重荷载线分布均布荷载集度设计值；

hkG ——横梁自重荷载线分布均布荷载集度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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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参数

A——型材截面积

t——型材计算校核处抗剪壁厚

xI ——X轴惯性矩

yI ——Y轴惯性矩

X1W ——X轴上部抵抗矩

X2W ——X轴下部抵抗矩

y1W ——Y轴左部抵抗矩

y2W ——Y轴右部抵抗矩

sxS ——型材截面绕 X轴面积矩

syS ——型材截面绕 Y轴面积矩

hH ——幕墙分格高

hB ——幕墙分格宽

LB ——幕墙左分格宽

RB ——幕墙右分格宽

 ——陶土砖幕墙板面高厚比

2.2.4 系数

z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s ——体型系数

0 ——结构构件重要性系数；

RE ——结构构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塑性发展系数；

E ——动力放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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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gz ——阵风系数；

γG——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γW——风荷载分项系数；

γE——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γT——温度作用分项系数；

w ——风荷载的组合值系数；

E ——地震作用的组合值系数；

T ——温度作用的组合值系数；

2.2.5 其他

fd ——作用标准值引起的幕墙构件挠度值

limf,d ——构件挠度限值；

D——陶土砖对角距离

δ——陶土砖直角偏差值

C——陶土砖边的中央偏离直线的值

L——陶土砖短边边长

△C——陶土砖面的中心点偏离值

△S——陶土砖边的中点偏离值

t——陶土砖厚度

H——建筑幕墙高度

[θ e]——主体结构的楼层层间位移角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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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1一般规定

3.1.1 幕墙采用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材料应提供合格证

书、型式检验报告。

3.1.2 幕墙支承构件、连接件及垫片的燃烧性能应为 A 级。

3.1.3 幕墙勾缝剂应选用耐候性材料。材料性能应适应所在区域的气候、环境要求，并应满

足设计要求。

3.1.4 幕墙用金属材料和金属配件除不锈钢、铝合金外，表面均应做防腐处理。

3.2 陶土砖

3.2.1 陶土砖主要原料为天然陶土。陶土砖应高温烧制，烧成温度不宜低于 1200℃左右。

经挤出成型，干燥、烧结、切割等工艺制成。

3.2.2 陶土砖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陶瓷砖》GB/T 4100的规定，力学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抗压强度≥30MPa，破坏强度≥1200N，断裂模数≥3.7MPa。

3.2.3 陶土砖面纹机理分为滑面、磨砂面、砂石面、石纹面等，应根据建筑设计的要求进行

规格尺寸选择。

3.3 金属材料

3.3.1 幕墙采用金属材料及配件的技术要求和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国家标准《钢铁产品牌号

表示方法》GB/T 221、《优质碳素结构钢》GB/T 699、《碳素结构钢》GB/T 700、《非合金

钢及细晶粒钢焊条》GB/T5117、《钢分类 第 1部分：按化学成分分类》GB/T 13304.1、《钢

分类 第 2部分：按主要质量等级和主要性能或使用特性的分类》GB/T 13304.2、《金属覆

盖层钢铁制品热镀锌层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GB/T 13912中的相关规定。热轧钢材强度设

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规定采用，见表 3.3.1。

表 3.3.1 热轧钢材强度设计值(N/mm2)

牌号 厚度或直径 d（mm） 抗拉、抗压、抗弯ƒ 抗剪 ƒν
端面承压 ƒce（刨平顶紧）

Q235

d≤16 215 125

32016＜d≤40 205 120

40＜d≤100 200 115

Q355 d≤16 305 175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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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厚度系指计算点的钢材厚度；对轴心受拉和轴心受压构件系指截面中较厚板件的厚度。

3.3.2 幕墙采用的锚栓，应采用奥氏体不锈钢材，机械性能以及化学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紧固件机械性能不锈钢螺栓、螺钉和螺柱》GB/T 3098.6和《紧固件机械性能不锈钢螺

母》GB/T 3098.15的相关规定。

3.3.3 幕墙镂空处五金件宜采用氟碳喷涂处理，其余位置应采用热镀锌处理；热镀锌层厚度

应符合表 3.3.2中的相关规定，并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金属覆盖层钢铁制品热镀锌层技术要

求及试验方法》GB/T 13912。

表 3.3.2 热镀锌层厚度相关要求

制件及其厚度/mm 镀层局部厚度//um min 镀层平均厚度/um min

钢厚度≥6 70 85

3≤钢厚度<6 55 70

1.5≤钢厚度 45 55

钢铁厚度＜1.5 35 45

钢铁厚度≥6 70 80

钢铁厚度<6 60 70

3.3.4 幕墙用金属构件现场采用焊接时，焊接部位应做好防腐处理。

3.3.5 幕墙用预埋件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0，后置埋件应

采用后扩底机械锚栓，并满足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相关规

定。

3.3.6 钢构件宜采用冷弯薄壁型钢，壁厚应按设计验算，且不应小于 3.5mm，并满足现行国

家标准《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有关规定，表面处理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有关规定。

3.3.7 幕墙用串挂钢筋产品规格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部分：热轧带

肋钢筋》GB 1499.2的规范要求，连接方式应满足设计要求。不锈钢杆件产品规格应满足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用不锈钢通用技术条件》GB/T 34472的规范要求。

3.3.8 幕墙用转接件应满足设计要求；表面应镀锌处理，镀锌厚度应满足表 3.3.2中相关要

求。

16＜d≤40 295 170

40＜d≤63 290 165

63＜d≤80 28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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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水泥砂浆

3.4.1 幕墙用水泥砂浆强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规范要求不小

于M5，且符合设计要求。

3.4.2 水泥砂浆的水泥碱含量应不高于 0.60%，砂浆稠度宜为 60～80mm，外加剂不应含有

可溶性盐。

3.5 勾缝剂

3.5.1 幕墙用勾缝剂颜色应与设计风格相协调。

3.5.2 幕墙用勾缝剂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陶瓷砖填缝剂》JC/T 1004的相关规定，并具备

出厂合格证、型式检验报告。

3.6 防火材料

3.6.1 幕墙的防火层应采用经防腐处理且厚度不小于1.5mm 的耐热钢板,内部填充A级防火

材料。

3.6.2 防火层的密封材料应采用防火密封胶，防火密封胶应有法定检测机构的防火检验报告。

3.6.3 幕墙用防火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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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幕墙的使用年限应不低于 25 年，应根据综合技术经济分析结果选择。

4.1.2 幕墙的性能等级应根据建筑物的类别、高度、体型、功能以及建筑物所在的地理、气

候和环境条件进行设计，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GB/T 21086的有关规定。

4.1.3 应根据建筑立面几何造型确定幕墙立面分格及单块陶土砖的外形及尺寸。

4.1.4 幕墙的质感、色调、构图和线型等立面构成，应与建筑物整体造型色彩相协调。

4.2 幕墙性能

4.2.1 幕墙水密性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易受热带风暴和台风袭击的地区，水密性能设计取值应按下式计算，且取值不应低

于 1000Pa：

0sz1000 wP  (4.2.1)

式中：P ——水密性能设计取值（Pa）；

kw ——基本风压（kN/m2）；

z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s ——体型系数。

2 其他地区，水密性能可按上式计算值的 75%进行设计，且取值不应低于 700Pa。

4.2.2 有采暖、空气调节要求的建筑幕墙，气密性能应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

GB/T 21086中的 3级。

4.2.3 幕墙的抗风压性能设计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幕墙的抗风压性能指标值取正、负风荷载标准值绝对值较大值，风荷载标准值应按

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条文 8.1.1进行计算。

2 在抗风压性能指标值的作用下，幕墙结构的变形不应超过设计值。

4.2.4 幕墙平面位移及抗震性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幕墙平面内变形性能以建筑幕墙层间位移角为性能指标。

2 幕墙应具有承受自身重力产生的水平地震作用力的安全性能。幕墙水平地震作用指

标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规定的等效侧力法计算。

3 幕墙应具有承受地震时主体结构层间相对位移造成的幕墙平面内变形的安全性能。

平面内变形性能指标值应按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规定的

主体结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θ e]的 3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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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幕墙传热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条文 6.3.5计算。

对热工性能要求较高的，应进行现场热工性能试验。

4.2.6 幕墙的隔声性能应满足室内声环境的需要,并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的规定。

1 空气声隔声性能以计权隔声量作为分级指标。

2 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指标 Rw应符合表 4.2.6的要求。

表 4.2.6 建筑幕墙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

分级代号 1 2 3 4 5
分级指标值 Rw/dB 25≤Rw＜30 30≤Rw＜35 35≤Rw＜40 45≤Rw＜50 55≤Rw＜30

注:5级时需同时标注 Rw测试值。

4.3 幕墙构造

4.3.1 幕墙主体结构的抗震缝、伸缩缝、沉降缝等部位的幕墙设计应保证外墙面的功能性和

完整性。

4.3.2 幕墙构件之间的连接构件应满足构件之间的相对位移。

4.3.3 幕墙中不同的金属材料接触处，除不锈钢外均应设置耐热的环氧树脂玻璃纤维或尼龙

垫片。

4.3.4 幕墙常用构造方式为钢筋串挂及不锈钢钢管串挂方式；

图 4.3.1 陶土砖钢筋串挂构造图

1—立柱；2—镀锌钢筋网架；3—连接件；4—镀锌钢板预埋件或后扩底机械锚栓；5—竖向连接镀锌钢

筋；6—防火封堵；7—陶土砖；8—横梁；9—专用防水型勾缝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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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陶土砖不锈钢钢管串挂构造图

1—立柱；2—垫片；3—连接螺栓：4—铝合金挂件；5—陶土砖；6—不锈钢钢管；7—不锈钢螺纹套筒；

8—保温层

图 4.3.3 陶土砖窗洞口处节点构造图

1—立柱；2—钢挂件；3—横向钢筋网片；4—竖向钢筋；5—横梁；6—铝合金挂件；7—陶土砖

4.4 防火、防雷设计

4.4.1 幕墙的防火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幕墙与层间楼板、幕墙与防火墙或者防火隔墙之间的空腔、幕墙与实体墙面洞口边

缘间的间隙均应采用防火隔离层封堵,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

GB/T 5141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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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火分区间应采取隔离措施，密封材料应满足防火性能要求，缝隙采用 A 级防火岩

棉及镀锌钢板填充密实，层间防火高度应不小于 200mm；

除上述要求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

4.4.2 幕墙防雷设计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民用建

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16中规定的防雷建筑物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幕墙的金属框架应与主体结构的防雷体系可靠连接,并保持导电畅通；在有水平均压

环的楼层,应对导通路立柱的连接件与水平均压环焊接连通,形成通路,焊缝和连线应涂防锈

漆。

2 幕墙框架与主体结构连接电阻不应超过 l 欧姆，连接点与主体结构防雷接地柱的最

大距离不宜超过 10m 。

3 幕墙的防雷装置应满足设计要求。

4.5 其他安全性设计

4.5.1 结构的安全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幕墙竣工验收一年后,应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此后每五年应检查一次;

2 幕墙使用十年后应对不同部位的勾缝剂进行粘接性能的抽样检查;此后每三年应检

查一次;

3 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幕墙,应当组织专家进行安全评估,并按意见执行;

4 应保障幕墙结构的完整性,确需改变或附加构造,应事先征得原幕墙设计单位认可。

4.5.2 灾后检查与修复

1 恶劣天气袭击后,应及时对幕墙进行全面的检查,修复或更换损坏的构件。

2 地震、火灾等灾害后,应由专业技术人员对幕墙进行全面的检查.并根据损坏程度制

定处理方案,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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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幕墙结构应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要求。

5.1.2 非抗震设计的幕墙，应计算重力荷载和风荷载效应；抗震设计的幕墙，应计算重力荷

载、风荷载和地震作用效应。当温度作用不可忽略时，幕墙结构设计应考虑温度效应影响。

5.1.3 幕墙结构在施工阶段和正常使用阶段的作用可按弹性方法分别计算，并应按本规程第

5.2 节的规定进行作用的组合。幕墙结构应按最不利作用组合进行设计。

5.1.4 幕墙结构构件应按下列规定验算承载力和挠度：

1 无地震作用组合时，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要求：

RS 0 （5.1.4-1）

2 有地震作用组合时，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要求：

REE / RS  （5.1.4-2）

式中: S ——荷载按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ES ——地震作用和其他荷载按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R ——构件抗力设计值；

0 ——结构构件重要性系数，应取不小于 1.0；

RE ——结构构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3 挠度应符合下式要求：

limf,f dd  (5.1.4-3)

式中： fd ——作用标准值引起的幕墙构件挠度值；

limf,d ——构件挠度限值。

4 双向受弯杆件，两个方向的挠度应分别符合本条第 3款的规定。

5.1.5 当陶土砖面板相对于横梁有偏心时，横梁和立柱设计时应考虑重力荷载偏心产生的不

利影响。

5.1.6 结构构件的受拉承载力应按净截面计算；受压承载力应按有效净截面计算；稳定性应

按有效截面计算。构件的变形和稳定系数可按毛截面计算。

5.1.7 采用螺栓连接、挂接或插接的幕墙构件，应采取可靠的防松动、防滑移、防脱离措施。

5.1.8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幕墙的金属支承结构强度、稳定性等设计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 和《铝合金结

构设计规范》GB 50429 的有关规定。

5.1.9 幕墙平面内变形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非抗震设计时，应按主体结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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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抗震设计时，应按主体结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的 3倍进行设计。

5.2 荷载与作用效应组合

5.2.1 幕墙应能承受自重和设计考虑的各种附加荷载，并能可靠地传递到主体结构。

5.2.2 幕墙计算单元以及直接连接幕墙的支承结构，风荷载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并不应小

于 1.0 kN/m2。

k gz sl z 0w w   （5.2.2）

式中：

kw ——风荷载标准值（kN/m2）；

gz ——阵风系数；

sl ——局部风压体型系数；

z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0w ——基本风压（kN/m2
）。

5.2.3 不直接连结面板、通过其它支承结构间接承受风荷载的幕墙支承结构，其风荷载标准

值应按下式计算，并且不应小于 1.0 kN/m2。

k z s z 0w w   (5.2.3)

式中：

z ——风振系数；

s ——体型系数；

5.2.4 幕墙面板及与其连结的支承结构，垂直于幕墙平面的分布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可按下

式计算：

AGq /kmaxEEk  （5.2.4）

式中：

Ekq ——垂直于幕墙平面的分布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kN/m2）；

E ——动力放大系数，宜取不小于 5.0；

max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kG ——幕墙构件（包括面板和框架）的重力荷载标准值（kN）；

A ——幕墙构件平面面积（m2）。

5.2.5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应按表 6.2.5采用。

表 5.2.5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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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设防烈度 6度 7度 8度

max 0.04
0.08

（0.12）

0.16

（0.24）

注：7、8度时括号内数值分别用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15g和 0.30g的地区。

5.2.6 幕墙面板及与其直接连结的支承结构，其平行于幕墙平面的集中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应按下式计算：

Ek E max kP G  （5.2.6）

式中：

EkP ——平行于幕墙平面的集中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kN）。

5.2.7 不直接连结面板、通过其它支承结构间接承受面板地震作用的幕墙支承结构，宜采用

结构动力学方法计算其承受的地震作用。

5.2.8 幕墙的横梁、立柱、其他支承结构构件以及连接件、锚固件所承受的地震作用，应包

括依附于其上的幕墙构件传递的地震作用和其自身重力荷载产生的地震作用。

5.2.9 幕墙构件承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其作用效应的组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地震设计状况下，应按下式进行：

G Gk w w wk T T TkS S S S       （5.2.9-1）

2 地震设计状况下，应按下式进行：

G Gk E E Ek w w wkS S S S       （5.2.9-2）

式中：

S ——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SGk ——永久荷载效应标准值；

SWk ——风荷载效应标准值；

SEk ——地震作用效应标准值；

STk ——温度作用效应标准值，对变形不受约束的支承结构及构件，可取 0；

γG ——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γW ——风荷载分项系数；

γE ——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γT ——温度作用分项系数；

w ——风荷载的组合值系数；

E ——地震作用的组合值系数；

T ——温度作用的组合值系数。

5.2.10 幕墙构件的挠度验算时，仅考虑永久荷载、风荷载、温度荷载作用。风荷载分项系

数 w 、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G 、温度荷载分项系数 T ，且可不考虑作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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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陶土砖面板设计

5.3.1 陶土砖幕墙面板是由一跨横梁及一跨立柱范围内的矩形陶土砖墙面组成的一个计算

单元。面板尺寸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5.3.2 陶土砖面板板块高厚比验算，应满足下式要求；

  21
0 




h （5.3.2）

式中：

H0 ——墙柱的计算高度；

h ——墙厚或矩形柱与 H0相对应的边长；

1 ——自承重墙允许高厚比的修正系数；按照 GB 50003--6.1.3取值；

2 ——有门窗洞口墙允许高低比的修正系数；按照 GB 50003--6.1.4取值；

  ——墙、柱的允许高低比，按照 GB 50003--表 6.1.1采用；

5.3.3陶土砖面板板块承载力验算，应满足下式要求；

fAN  （5.3.3）

式中：

N ——轴向力设计值；

 ——高厚比  和轴向力的偏心距 e对受压构件承载力的影响系数；确定 时，高

厚比  应按照 GB50003公式 5.1.2计算；

f ——陶土砖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A ——截面面积；

5.3.4陶土砖面板板块抗风验算，应满足下式要求；

WfM mt
（5.3.4）

式中：

M——弯矩设计值；

mtf ——砌体弯曲抗拉强度设计值(GB 50003查表 3.2.2)；

W——截面抵抗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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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陶土砖面板板块与横梁连接钢筋抗剪验算，应满足下式要求；

AfV V (5.3.5)

式中：

V——剪力设计值；

A——水平截面面积；

Vf ——陶土砖抗剪强度设计值，对灌孔的陶土砖砌体取 vgf ；

5.4 横梁设计

5.4.1 横梁构造要求

1 横梁截面主要受力部位的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截面的宽厚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冷弯薄壁型钢

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和《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GB 50429 的相关规定,尚应满足下表

要求：

截面部位 钢型材

Q235 Q345
自由挑出 15 12
双侧加劲 40 33

（2）热轧钢型材截面有效受力部位的厚度不应小于 3.5mm，冷成型薄壁型钢截面有效受力

部位的厚度不应小于 3.0mm，焊接部位厚度不应小于 4mm。在采用螺纹进行受拉、受压连

接时应进行螺纹受力计算。

2 横梁型材的主要受力截面宜为闭口矩形，当采用开口截面横梁时，应按薄壁弯扭构件

设计和计算，考虑约束扭转产生的双力矩。

3 幕墙面板在横梁上偏置使横梁产生较大的扭矩时，应进行横梁抗扭承载力计算，并采

取相应的构造措施。

5.4.2 横梁的强度计算

横梁的强度应满足下式要求:

a
y

y

x

x f
W

M
W

M





 
(5.4.2-1）

5.4.3 横梁的刚度计算

横梁的刚度应满足下式要求:

Umax≤
L
250

,且满足重力作用下Ugmax≤
L
500

,Ugmax≤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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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横梁的抗剪计算

横梁的抗剪强度应满足下式要求:

τmax≤[τ] (5.4.4-1)

5.5 立柱设计

5.5.1 立柱构造要求：

1 幕墙立柱及其支座除传递荷载外，应能适应主体结构的变形。

2 钢型材截面主要受力部位的厚度不应小于 3.5mm，焊接部位厚度不应小于 4.0mm，

采用螺纹进行受拉连接时，应进行螺纹受力计算。

3 立柱的支点应置于主体结构允许受力的部位，若需在主体结构非受力构件部位设支

点，应做必要的结构处理并经验算确定。

4 对偏心受压立柱和偏心受拉立柱的杆件，其有效截面宽厚比应符合本标准第 5.4.1-1

条的规定。

5.5.2 立柱荷载计算

（1）立柱风荷载计算应按下式计算：

2
BBWq RL

kwk


 (5.5.2-1)

wkww qrq  (5.5.2-2)

式中：

wkq ——风荷载线分布最大荷载集度标准值(kN/m)

wq ——风荷载线分布最大荷载集度设计值(kN/m)

wr ——风荷载作用效应的分项系数

kW ——风荷载标准值(kN/m
2
)

LB ——幕墙左分格宽

RB ——幕墙右分格宽

（2）分布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计算

AklG ——立柱左边幕墙构件(包括面板和框)的平均自重(kN/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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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rG ——立柱右边幕墙构件(包括面板和框)的平均自重(kN/m
2
)

AklmaxEEAkl Gq   (5.5.2-3)

AkrmaxEEAkr Gq   (5.5.2-4)

2
BBq RL

ek


 EkrEkl qq
(5.5.2-5)

eke q3.1q  (5.5.2-6)

(3)立柱荷载组合

立柱所受组合荷载标准值为:

wkk qq  (5.5.2-7)

立柱所受组合荷载设计值为:

eEw qqq   (5.5.2-8)

5.5.3 立柱强度计算

（1）立柱强度应满足下式要求:

afw
M

A
N







(5.5.3-1)

2
BBG RL

k


 AkrAkl GG
(5.5.3-2)

vkk HGN  (5.5.3-3)

kG NN   (5.5.3-4)

式中：

G ——结构自重分项系数

 ——塑性发展系数

A ——立柱型材截面积

kN ——立柱受力标准值

N ——立柱受力设计值

kG ——幕墙自重线荷载标准值

LB ——幕墙左分格宽

RB ——幕墙右分格宽

vH ——立柱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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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立柱所受弯矩设计值

w ——立柱截面抵抗矩

5.5.4 立柱的刚度计算

立柱的刚度应满足下式要求:

Dfmax≤
L

250
(5.5.4-1)

式中：

Dfmax——立柱最大允许挠度

5.5.5 立柱抗剪计算

立柱的抗剪强度应满足下式要求:

τmax≤[τ]=120 (5.5.4-2)

τ=
Q×Ss×100

Ix×t
(5.5.4-3)

式中：

 ——立梃剪应力

Q ——立梃最大剪力

SS ——立柱型材截面面积矩

xI ——立柱型材截面惯性矩

t ——立柱抗剪壁厚

5.6 连接设计

5.6.1 连接构造要求

1 幕墙应与主体结构可靠连接；支承幕墙的主体结构、结构构件，应能够承受幕墙荷

载。

2 幕墙的立柱、横梁与砌体结构连接时，宜在连接部位的主体结构上增设钢筋混凝土

梁、柱或钢结构梁、柱，混凝土强度等级应不低于 C30。轻质填充墙不得作为幕墙支承结构。

3 幕墙立柱与主体结构宜通过预埋件连接；当采用其他连接措施时，应通过试验检验

其可靠性。

4 幕墙构架与主体结构采用预埋件连接时，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标准》GB/T 50010的有关规定。

5 幕墙构架与主体结构采用后置锚栓连接时，应保证连接可靠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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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应有出厂合格证；

（2） 碳素钢锚栓应经过防腐处理；

（3） 应进行承载力现场检验，检验方法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

术规程》JGJ 145的有关规定；

（4） 每个连接节点不应少于 4个锚栓；

（5） 锚栓直径应通过承载力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 10mm；

（6） 与化学锚栓接触的连接件，热影响区范围内不应进行连续焊接操作；

（7） 锚栓承载力设计值应按其极限承载力除以材料性能分项系数后采用。锚栓材料

性能分项系数，对可变作用不应小于 2.15；对永久作用不应小于 2.50。

6 当连接件与所接触材料，应采用绝缘垫片或其他有效措施进行隔离，防止产生电化

学腐蚀。

7 幕墙构件的连接件、焊缝、连接螺栓，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 和《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GB 50429的

有关规定。

5.6.2 连接设计要求

1 幕墙连接件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刚度和相对于主体结构的位移能力。幕墙竖向立

柱的连接金属角码与其他连接件应采用螺栓连接，并应有防松动措施。

2 幕墙横梁立柱的连接构造应能承受垂直于幕墙平面的水平力、幕墙平面内的垂直力

及绕横梁水平轴的扭转力，其连接构造、紧固件尺寸、数量应由计算确定，横梁与立柱宜采

用铰接的连接构造。

3 横梁和立柱的连接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横梁和立柱应通过连接件、螺栓、螺钉或销钉连接。

(2) 连接件应能承受横梁传递的剪力和扭矩，截面厚度应经计算确定，不宜小于 3.5mm

且不应小于横梁与立柱壁厚的较大值;角码和横梁采用不同金属材料时，除不锈钢外，应采

取措施防止电化学腐蚀。

(3) 横梁与立柱之间的连接螺栓、螺钉或销钉应满足抗拉、抗剪、抗扭承载力的要求。

每个连接处的螺钉或螺栓不应少于 2 个，当开口横梁连接时不宜少于 3 个。螺钉或螺栓直径

不应小于 6mm。不应采用沉头、半沉头的螺钉或螺栓。

4 幕墙面板与横梁、立柱的连接，应满足面板平面和支承结构间相对位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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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工制作

6.1 一般规定

6.1.1 幕墙材料在加工制作前，应对施工图进行核对，并应对已建的建筑物进行复测，按实

测结果调整到幕墙图纸，经设计单位确认后方可生产加工。

6.1.2 陶土砖及其构件的加工制作宜采用专用设备在厂房内完成。设备的加工精度应满足幕

墙设计要求，所采用的设备、机具应保证加工精度的要求，量具应定期进行计量检定。

6.2 金属构件加工
6.2.1 铝合金型材构件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铝合金型材构件应采用专用设备在工厂进行加工；

2 铝合金型材构件表面应光滑，不得有皱折、凹凸、裂纹、表面处理层脱落、裂口、

严重擦伤等缺陷。

6.2.2 钢构件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埋件锚板和锚筋的焊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规定，预理件加工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锚板边长允许偏差应为±5mm;

2） 锚筋长度的允许偏差应为+10mm;对穿穿透式预埋件的锚筋长度的允许偏差应为

-5mm;

3） 锚筋的中心线允许偏差应为±5mm;

2 连接件，支承件的加工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外观应平整，不得有裂纹、毛刺、凹凸、翘曲、变形等缺陷;

2）连接件的加工尺寸如图 6.2.2，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2.2 的规定：

图 6.2.2 连接件、支承件尺寸示意

a-连接件高度;b-连接件长度；c-孔间距;d-孔宽度:e-孔边距;t-璧厚，α-弯曲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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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连接件、支承件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连接件高度 a
+5.0mm

-2.0mm
孔边距 e

1.0mm

0

连接件长度 b
+5.0mm

-2.0mm
璧厚 t

+5.0mm

-2.0mm

孔间距 c ±1mm 弯曲角度α ±2°

孔宽度 d
1.0mm

0

3 预埋件加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有关

规定。

4 焊接连接、螺栓连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冷弯薄

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 及《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的规定。

6.3 陶土砖加工制作

6.3.1 陶土砖应无崩坏、暗裂等缺陷；

6.3.2 陶土砖的长度、宽度、厚度、直角、异型角、造型、外形尺寸均应符合设计要求；

6.3.3 陶土砖外表面的色泽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得有明显的色差；

6.3.4 陶土砖加工尺寸允许偏差尚应符合表 6.3.4-1、6.3.4-2、6.3.4-3、6.3.4-4 的规定；

表 6.3.4-1 长度(宽度)、厚度尺寸控制

表 6.3.4-2 翘曲大小头

砖的尺寸 面翘曲 边翘曲 侧翘曲 大小头

100 以下 / / / ≤1.0
100 以上 200 以下 +0.9 ±0.9 +0.8 ≤1.5
200 以上 300 以下 +1.2 +1.2 +1.2 ≤2.0
300 以上 600 以下 +1.5 +1.5 +1.6 ≤2.0

表 6.3.4-3 吸水率检测

1 自干燥箱内取出后，迅速清扫砖表面，分别秤出重量，即干燥重量(M1);

2 然后将砖放置在真空吸水装置中检测 ;

3 真空检测完成后取出砖，以拧干的湿布迅速擦掉砖表面的水，秤出重量即吸水后重量

(M2);

砖的尺寸(mm) 尺寸偏差(mm) 砖的尺寸(mm) 尺寸偏差(mm)
100 以下 +1.0

室外装饰砖 ±1.5
100 以上 200 以下 +1.0
200 以上 300 以下 +2.0

300 以上 600 以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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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水率计算:保水率=（M2-M1） /M1 x100%.

产品检测标准 :保水量 10LCM²透水系数:(A)级＞2.0x10¯²cm/s

表 6.3.4-4 破坏强度检测

试验体表面向下，以直径 10mm 的支持棒支撑，

跨 距 中 央 上 方 用 直 径 10mm 加 压 棒 施 以

(1±0.2)N/mm 速度施加荷重 ,

P(N)=FxL/B

F=破坏荷重(N)L=跨距(mm)，B=砖的宽度(mm)

按主要用途区分 抗折强度(N)

陶土砖 1200

产品检测标准 :抗折强度(等级 R,4.5)平均值≥MPa 单块最小值 23.4MPa

6.3.5 陶土砖槽口、孔洞加工除应符合本规范表 6.3.4-1、2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宽度、长度、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2 侧面不得有损坏或崩裂现象，槽口内壁应光滑、洁净，不得有目视可见的缺陷:

3 连接部位应无爆边、裂纹等缺陷;

4 加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3.4 的规定：

表 6.3.4 槽口孔洞加工允许偏差(mm)

项目 宽度 长度 深度 槽端到板端边距离 槽中心线到正面的距离

允许偏差 0.5

0

短槽：10.0

0

1.0

0

短槽：10.0

0

0.5

0

6.4 构件、连接件检验

6.4.1 幕墙构件及连接件应按 5%进行随机抽样抽查检查且每组构件不少于 5 件，当有一个

不符合要求时，应加倍进行复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复验时，发现有件不合格，则对该

批构件或组件进行 100%检验。

6.4.2 构件、连接件出厂时，应附有合格证书。



26

7 安装施工

7.1 一般规定

7.1.1 幕墙安装施工应在主体结构验收合格后进行施工。

7.1.2 幕墙构件及连接件的材料品种、规格、色泽和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前应进行检

验。

7.1.3 幕墙的安装施工应编制施工应急预案，其中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概况、质量目标；

2 编制目的、编制依据;

3 施工部署、施工进度计划及控制保证措施;

4 项目管理组织机构及有关的职责和制度;

5 材料供应计划、设备进场计划;

6 劳动力调配计划及劳保措施；

7 与业主、总包、监理单位以及其他工种的协调配合方案:

8 材料供应计划及搬运、吊装方法及材料现场贮存方案；

9 测量放线方法及注意事项;

10 构件、组件加工计划及其加工工艺;

11 施工工艺、安装方法及允许偏差要求;重点、难点部位的安装方法和质量控制措施;

12 项目中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时，应进行论证和制作样板的计划;

13 安装顺序及嵌缝收口要求;

14 成品、半成品保护措施;

15 质量要求、幕墙物理性能检测及工程验收计划:

16 季节施工措施；

17 幕墙施工脚手架的验收、改造和拆除方案或施工吊篮的验收、搭设和拆除方案;

18 文明施工和安全技术措施;

19 施工平面布置图。

7.1.4 幕墙工程的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格轴线的测量应与主体结构测量相配合，如有偏差，应及时调整；

2 应定期对安装定位基准进行校核；

3 对高层建筑的测量，应在风力不大于 4级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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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安装过程中，对型材、陶土砖的表面应采取保护措施；构件存放、搬动、吊装时应轻

拿轻放，不得碰撞、损坏和污染构件;。

7.1.6 焊接作业时，应防止烧伤型材及面板表面。施焊后，应及时对钢材表面进行处理。

7.2 施工准备

7.2.1 幕墙安装施工前，应检查现场并确认具备幕墙安装施工的条件。

7.2.2 幕墙构件应按照安装顺序排列放置，储存架应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在室外储存时

应采取防护措施。

7.2.3 幕墙预埋件位置偏差过大时，应制定专项处理方案，经原设计单位确认，监理审批后

实施。

7.3 预埋件、后锚固连接件

7.3.1 幕墙构件与主体结构宜通过预埋件连接，预埋件应与主体结构可靠固定。

7.3.2 幕墙采用后锚固螺栓(膨胀螺栓或化学螺栓)时，应注意满足下列要求:

1 应有检验证书、出厂合格证和质量保证书；

2 立柱与主体结构连接的螺栓组应采用不锈钢或热镀锌碳素钢，每处不少于 2 个，直

径不小于 10mm，长度不小于 110mm；

3 应进行现场拉拔试验，拉拔力满足设计要求；

4 后锚固锚栓构造和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145，

并宜采取防止锚栓螺母松动和锚板滑移措施。

7.3.3 平板型预埋件和后置锚固连接件锚板的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3.4 的要求。

表 7.3.4 平板型预埋件和后置锚固连接件锚板的安装允许偏差(mm)

项目 允许偏差

标高 ±10

平面位置 ±20

7.4 幕墙施工

7.4.1 幕墙立柱的安装:

1 立柱主龙骨宜由下往上安装，层间通过转接件与埋板连接，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2 立柱与连接件应采用螺栓组连接，连接件与预埋板或后置埋板焊接固定；

3 相邻两根立柱安装标高偏差不应大于 3mm，同层立柱端部的标高偏差不应大于

5mm，相邻两根立柱固定点的距离偏差不应大于 2mm。

7.4.2 幕墙横梁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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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横梁应安装牢固。一端与立柱焊接连接，另一端与立柱螺栓连接，伸缩间隙宽度

应满足设计要求；

2 同一根横梁两端或相邻两根横梁的水平标高偏差不应大于 lmm;同层横梁的标高

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一幅幕墙宽度不大于 35m时，不应大于 5mm；

2) 当一幅幕墙宽度大于 35m时，不应大于 7mm；

7.4.3 竖向串挂钢筋、不锈钢管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横梁上定位竖向串挂钢筋及不锈钢光管位置，将钢筋焊接固定于横梁上。

2 串挂钢筋应进行热镀锌处理，串挂钢筋、不锈钢管间距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

3 焊缝应及时采取防腐蚀措施。

7.4.4 陶土砖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陶土砖钢筋串挂安装

1） 砌筑前基层龙骨应验收合格；

2） 钢筋应串挂于陶土砖砖孔内，陶土砖应采用“三一砌筑法”砌筑；

3） 横向钢筋网片及钢角码安装间距应满足设计要求，陶土砖砖孔采用砂浆填满后，进

行下一层陶土砖安装，砌筑应分段施工，分段检查复核。

4） 窗洞口处陶土砖应采用铝合金挂件干挂安装。

2 陶土砖不锈钢管串挂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锈钢套固定芯安装间距应满足设计要求；

2） 串挂不锈钢管安装高度满足设计要求；

3） 不锈钢钢管应串挂陶土砖砖孔内，并应安装限位垫片；

4） 窗洞口处陶土砖应采用铝合金挂件干挂安装。

7.4.5 其他构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气槽、孔及雨水排出口等应按设计要求施工，不得遗漏；

2 临时构件、临时螺栓应在紧固后及时拆除；

3 现场焊接时，应对焊接部位进行防锈处理。

7.4.6 陶土砖勾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窗洞口干挂陶土砖的挂槽内及挂件表面的灰粉及残渣应清理干净；

2 陶土砖幕墙横缝、竖缝不应超过 8mm，缝隙间应采用砂浆填充密实；

3 应选用专用耐碱勾缝剂，施工完毕后及时清洗表面。

4 不宜在雨天及夜晚施工，温度应符合设计和产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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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安全规定

7.5.1 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施工现场临时用电

安全技术规范》JGJ46、《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 中的有关规定外，尚应

符合施工组织设计中确定的各项要求。

7.5.2 施工机具在进场之前，应全面检查、检修；使用中应定期安全检查，开工前，应试运

转，手持电动工具应进行绝缘电压试验。

7.5.3 采用外脚手架时，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经过计算，与主体结构应可靠连接。

7.5.4 采用吊篮施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编制专项施工方案，非常规吊篮需组织专家论证。使用前应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

符合要求方可使用；

2 安装吊篮的场地应平整，并应能承受吊篮自重和各种施工荷载的组合设计值，不

能落地的吊篮应有相应的措施;

3 吊篮用配重与吊篮应可靠连接;

4 每次使用前应进行空载运转并检查安全锁是否有效;进行安全锁试验时，吊篮离地

面高度不得大于 2m，并只能进行单侧试验；

5 施工人员应经过培训，熟练操作施工吊篮;

6 吊篮不应作为竖向运输工具，并不应超载;

7 不应在空中进行施工吊篮检修；

8 吊篮上作业人员必须戴安全帽、配系安全带，安全带必须系在安全绳上并与主体

结构有效连接;

9 吊篮上不得放置电焊机，也不得将吊篮和钢丝绳作为接地线，完工后，吊篮应降

至地面，并切断吊篮电源;

10 施工完成后，吊篮及吊篮钢丝绳应固定牢靠，并应做好电器防雨、防潮和防尘措

施；长期停用，应对钢丝绳采取有效的防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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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现场焊接作业前，应清除焊接施工位置下方楼层和地面上的可燃物。焊接施工时，应

在焊接点的下方设置接火斗。接火斗应采用镀锌钢板制成，接火斗内部应敷设岩棉毡并喷洒

清水，防止焊渣飞溅。

7.5.6 施工过程中，不得在窗台、栏杆上放置施工工具，每完成一道施工工序后，应及时清

理施工现场遗留的杂物。在脚手架和吊篮上施工时，不得随意抛掷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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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程验收

8.1 一般规定

8.1.1 工程验收时，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部分或全部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1 竣工图或施工图、结构计算书、设计变更文件、设计说明及其他设计文件。

2 建筑设计单位对工程设计文件的确认。

3 工程所用各种材料、五金配件、构件及组件的产品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进场

验收记录和复验报告。

4 后置埋件的现场拉拔强度检测报告。

5对于封闭式幕墙，应提供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抗风压性能检测报告；地震设计状况

时，尚应提供平面内变形性能检测报告。

6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7 施工质量检查记录。

8 幕墙构件和组件的加工制作记录；幕墙安装施工记录。

9 幕墙框架与主体结构防雷接地点之间的电阻检测记录。

10 现场淋水试验记录。

8.1.2 幕墙工程应对下列隐蔽工程项目进行验收：

1 幕墙预埋件或后置埋件的连接点；

2 幕墙构件的连接节点（包括主体、主次龙骨、串挂钢筋及钢筋网片等）；

3 幕墙变形缝及墙面转角处构造节点；

4 幕墙周边、与相邻幕墙交接部位封边、收口安装；

5 钢材端口、钢材焊缝的二次防腐；

6 幕墙防火、防雷构造。

7 收口节点。

8.1.3 各分项工程检验批应按下列规定划分：

1 相同设计、材料、工艺和施工条件的幕墙工程每 1000㎡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1000㎡也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2 同一单位工程的不连续的幕墙工程应单独划分检验批。

3 对于异型或有特殊要求的幕墙，检验批的划分应根据陶土砖幕墙的结构、工艺特点

及工程规模，由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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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检查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个检验批应至少抽查一次。

2 对于异型或有特殊要求的幕墙工程，应根据结构和工艺特点，由监理单位（或建设

单位）和施工单位协商确定。

8.1.5 幕墙立柱和横梁及各种预埋件，数量、规格、位置和防腐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

8.1.6 幕墙与主体结构预埋件的连接、立柱与横梁的连接及陶土砖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8.1.8 幕墙的抗震缝、伸缩缝、沉降缝等部位的处理应保证使用功能和饰面的完整性。

8.1.9 幕墙工程的设计应满足维护和清洁的要求。

8.2 工程验收

Ⅰ 主控项目

8.2.1 幕墙工程所用材料、五金配件、构件及连接件的品种、规格、性能和等级，应符合设

计要求及国家现行产品技术规范的规定。

检验的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检查产品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材料进场验收记录

和复验报告。

8.2.2 幕墙的造型、立面分格、颜色、光泽、花纹和图案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8.2.3 陶土砖串挂筋的规格、长度、数量、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尺量检查；检查进场验收记录或施工记录。

8.2.4 幕墙主体结构上的预埋件和后置埋件的位置、数量及后置埋件的拉拔力必须符合设计

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进场验收记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后置埋件的拉拔试验检测报告。

8.2.5 连接件与埋件的连接、立柱与连接件的连接、横梁与立柱的连接、陶土砖与横梁的连

接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应牢固。

检验方法：观察；手扳检查、仪器检查；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表 8.2.5 陶土砖幕墙立柱、横梁的安装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方法

竖缝及墙面垂直度

幕墙高度（H）（m）
≤10

激光经纬仪或经纬仪H≤30

60≤H>3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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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H>60 ≤20

幕墙平面度 ≤2 2m靠尺、钢板尺

竖缝直线度 ≤2 2m靠尺、钢板尺

横缝直线度 ≤2 2m靠尺、钢板尺

缝宽度（与设计值比较） ±2 卡尺

两相邻面板之间接缝高低差 ≤1.5 深度尺

8.2.6 构件和连接件的防腐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8.2.7 各种结构变形缝、墙角的连接节点、收口节点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技术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8.2.8 幕墙的物理性能和热工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封闭式幕墙的抗风压性能、气密性能、水密性能、平面位移性能检测实

验报告，检查幕墙节能设计计算书。

8.2.9 防火、保温材料及构造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8.2.10 幕墙防雷装置应与主体结构的防雷装置可靠连接，且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试验记录。

Ⅱ 一般项目

8.2.11 幕墙表面应平整、洁净，无污染，颜色基本一致。不得有缺角、裂纹、裂缝、斑痕

等不允许的缺陷。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8.2.12 砖缝应平直，均匀。勾缝应饱满、密实、连续、均匀、无气泡，深浅基本一致、缝

宽基本均匀、光滑顺直，缝的宽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8.2.13 幕墙构件和面板接缝应横平竖直，宽基本均匀。

检验方法:观察。

8.2.14 转角部位砖边缘整齐、合缝顺直，压向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

8.2.15 滴水线宽窄均匀、光滑顺直，流水坡向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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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6 隐蔽节点的遮封，装修应整齐美观；

检验方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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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保养与维护

9.1 幕墙工程竣工验收后，应制定幕墙的保养、维护计划与制度，定期进行幕墙的保养与

维护。

9.2 幕墙的保养应根据幕墙墙面积灰污染程度，确定清洗幕墙的次数与周期，每 2 年应清

洗一次；并不应使用碱性清洗剂。

9.3 幕墙应每隔 5年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对陶土砖面材、转角接缝、构件及连接件等全

面检查。

9.4 幕墙的检查与维护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9.4.1 螺栓松动时，应及时拧紧；连接件锈蚀应除锈补漆或更换。

9.4.2 面板松动、破损时，应及时修补与更换，并应确保更换后颜色一致。

9.4.3 勾缝剂破损时，应及时修补与更换，并应确保更换后颜色一致。

9.4.4 幕墙构件和连接件损坏，或连接件与主体结构的锚固松动或脱落时，应及时采取措

施加固修复或更换。

9.4.5 五金件有脱落、损坏或功能障碍时，应进行修复或更换。

9.4.6 台风、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后，应对幕墙进行全面检查，并视损坏程度进行维护

加固。

9.4.7 幕墙出现局部或整体形变时，应及时拆除与更换。

9.4.8 幕墙出现泛碱时，应使用中性清洗剂清洗表面，并采用防碱涂料涂刷，形成保护层。

9.5 幕墙保养与维护应符合以下规定：

9.5.1 不应在 4级以上风力或大雨天气进行检查、保养与维护作业；

9.5.2 机具设备应操作方便、安全可靠；

9.5.3 高处作业者应遵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的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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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维修拆除利用

10.1 幕墙回收利用应在保护环境前提下，节省材料和资源，减少浪费，降低成本，提高

建筑可持续性。

10.2 幕墙材料拆除后，陶土砖粉碎后宜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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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说明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38

引用标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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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定 说 明

本规程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近年来陶土砖幕

墙行业设计、施工、检测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

准，通过对陶土砖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试验，陶土砖幕墙抗风压性能试验、水密

性能试验、气密性能试验和耐撞击性能试验等，取得了相应的重要技术参数。

本规程编制原则为：（1）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2）实事求是，规程

使用人应严格遵守规程有关规定；（3）充分考虑产品标准和工程标准的协调性

等。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款规定，

《陶土砖幕墙工程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

对条款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等进行了说明。本条文说

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及附录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

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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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近几年，随着建筑幕墙行业的飞速发展，一些工程中采用陶土砖幕墙作为建筑外围护

结构。但在陶土砖幕墙的设计、加工制作和安装施工中，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无法对

现场质量及后续验收做规范管控。

为了使陶土砖幕墙工程的设计、材料选用、性能要求、加工制作、安装施工和工程验收

等有章可循，做到安全可靠、实用美观和经济合理，本规程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规程是依照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并在对我国近些年来使用陶土砖幕墙

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结合陶土砖幕墙的特性和技术要求，同时参考一些关于陶土砖幕墙的文

献、资料进行编制。

1.0.4 本规程对陶土砖幕墙的适用高度和抗震设防烈度，是根据已建成的幕墙建筑统计数据

及《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336中 1.0.2人造板材幕墙许用建筑最大高度，并结合

国家、行业标准的相关规定和工程实践经验确定的。当陶土砖幕墙的应用高度和抗震设防烈

度大于本规范所适用的范围时，应根据工程实际进行专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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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陶土砖通常采用优质陶土高温烧制，以天然陶土为主要成分，用石英、长石等为骨料，

经过挤出成型，干燥、烧结形成的砖体。

2.1.4 本条文明确定义了本规范适用的串挂陶土砖幕墙，陶土砖通过自带孔洞利用钢筋或不

锈钢杆件，通过立柱、横梁与主体结构连接的建筑幕墙。

2.1.8 由于不同批次的原料以及烧结温度、烧结时间差异而导致成品颜色存在差异，在生产

过程中较为常见。为减少颜色差异带来的影响，生产过程中应严格控制原料的采购和质量检

测，规范烧结工艺参数，加强生产过程中的监控和质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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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1一般规定

3.1.2 幕墙所用材料应具有一定的防火功能以防止建筑物火灾蔓延，减少火灾造成的损失。

但幕墙作为非承重的建筑外墙围护结构，又必须具有一定的热工性能，以达到建筑外墙的保

温隔热要求，所以，幕墙用的材料不可能都是不燃材料，在幕墙工程的加工制作、安装施工

和使用中可能会存在火灾隐患，因此，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考虑到材料燃烧性能和国内消防设备的可救援高度，本条对幕墙用主要材料的

燃烧性能等级进行了规定。

3.1.3 幕墙所用的勾缝剂应具有与接触材料相适应得粘结性能和耐久性，并具有与主体结构

变形相适应能力，确保幕墙设计性能。陶土砖勾缝剂通常采用彩色瓷砖填缝剂，这种勾缝剂

通常具有良好的粘结性和耐候性，能够抵抗水分、温度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保护陶土砖

幕墙的完整性和美观性。

在使用填缝剂进行勾缝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适应气候和环境要求：填缝剂应能够适应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如温度变化、湿度等，

以确保性能不受影响。

良好的粘结性和耐久性：填缝剂应具有良好的粘结性，能够牢固地粘合陶土砖，同时具

有耐久性，能够抵抗水分、化学物质的侵蚀。

美观性：填缝剂的颜色和质地应与陶土砖相匹配，以保证整体的美观性。

3.1.4 幕墙所用金属构件和金属配件会承受大气环境中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除不锈钢材料

外，碳素结构钢、低合金结构钢等金属材料，都应进行热浸镀锌或其他有效的表面防腐处理，

保证幕墙的耐久性，防止失效。

3.2 陶土砖

3.2.1 随着工业的进步，新一代的陶土砖，采用高温烧制，并运用现代化辊道窑或隧道窑的

工业制造流程，并将其改为外墙装饰。

陶土砖以天然陶土为主要成分，用石英、长石等为骨料，经过挤出成型，干燥、烧结、

切割形成的砖。陶土砖采用高温烧制，烧成温度大概在 1200℃左右，一般吸水率在 6%--10%。

3.2.2 陶土砖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陶瓷砖》GB/T 4100的规定，确保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性和耐久性，力学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破坏强度：陶土砖应满足《陶瓷砖试验方法第 4 部分:断裂模数和破坏强度的测定》GB/T

3810.4中规定要求。抗冲击性：陶土砖应满足 GB/T 3810.5 中规定要求。

《陶瓷砖》GB/T 4100标准还涵盖了陶瓷砖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性能、抽样和接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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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要求和试验方法、标记和说明等方面的详细规定，为陶土砖的生产和质量控制提供了全

面指导。

3.2.3 陶土砖面纹机理分为滑面、磨砂面、砂石面、石纹面等，面纹机理的选择应根据建筑

设计的要求进行规划。

陶土砖面纹机理的多样性为建筑设计提供了丰富选择。滑面陶土砖以平整光滑的表面特

性，适用于需要简洁、现代感的建筑外观设计。磨砂面陶土砖则因具有一定的防滑性能和独

特的质感，常用于需要增加安全性和美观性的场所，如室内外墙面。砂石面陶土砖，以自然、

质朴的风格，适用于体现自然质感的建筑设计。石纹面陶土砖适用于需要模拟自然石材效果

的建筑幕墙。

应根据建筑的功能、风格、视觉效果来选择陶土砖的面纹机理。例如：对于需要强调建

筑现代感和科技感的设计，滑面陶土砖是最佳选择；而对于希望营造自然、温馨氛围的住宅

或商业空间，磨砂面、砂石面或石纹面陶土砖则更为适合。此外，考虑到施工的便捷和维护

的难易程度，选择合适的面纹机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3.3 金属材料

3.3.2 幕墙经常受到自然环境的不利因素影响，如日晒、雨淋、风沙等，因此材料的选择至

关重要。奥氏体不锈钢因优良的耐腐蚀性和机械性能，被广泛应用于幕墙的构件中。特别是

对于暴露于室外或处于高腐蚀环境的不锈钢承重构件，其镍含量应当不小于 12%，而非外

露的不锈钢构件的镍含量应当不小于 10%，以确保其耐腐蚀性。此外，紧固件如螺栓、螺

钉、螺柱等的机械性能、化学成分应符合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GB/T 3098系列的规

定，以确保安全性和可靠性。

3.3.3 幕墙镂空处五金件经常受到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如日晒、雨淋、风沙等，因此需特

别加强耐候性和耐久性。采用热镀锌工艺，可以显著提高五金件的抗腐蚀性能，延长使用寿

命。氟碳喷涂处理进一步增强了五金件的耐候性和美观性，能够更好地抵御外界环境的侵蚀，

保持长久的美观和功能。

3.3.4 幕墙用金属构件现场采用焊接时，为确保焊接部位的耐久性和安全性，需对现场焊接

处要进行防腐处理，以保证焊接部位免受腐蚀和氧化，从而延长幕墙的使用寿命，为便于检

查每道防腐应使用不同的颜色。

第一道防腐使用富锌底漆。能够有效地保护金属表面，防止其与空气中的氧气和水分接

触，从而延缓腐蚀过程。富锌底漆的优点在于锌含量较高，可以在金属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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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腐蚀性物质的侵入。

防锈漆（第二道和第三道）主要为防锈漆，能够确保钢材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不会因氧化

而生锈。

通过这三道防腐处理工艺，可以大大提高陶土砖幕墙用金属构件的耐腐蚀性和使用寿命，

确保幕墙的安全性。

3.3.5 幕墙预埋件加工制作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满足标准《混凝工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0的相关要求。预埋件出现漏埋或偏位时应设置后置埋件，后置埋件连接应进行专项设

计；埋件使用年限不低于 50年，后锚固连接所用锚栓均为“后扩底机械锚栓” 锚杆材质为

碳素钢，性能等级为 5.8级，表面热镀镀锌处理平均厚度不应小于 45um，同时幕墙后锚固

系统使用年限不低于 50年，后锚固安全等级为二级，厂家应能提供质量保证书。锚栓承载

力应进行现场拉拔试验确定，检验方法及抽样规则参照《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的有关规定。

3.3.6 幕墙钢构件通常采用冷弯薄壁型钢，其壁厚不得小于 3.5mm，不宜大于 6mm。这一

规定能保证钢结构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应对各种环境因素和外部荷载的影响。

3.3.7 陶土砖幕墙的串挂钢筋，必须符合《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

1499.2规范标准要求，以确保质量和性能达到特定的要求。在具体的工程中，钢筋的直径、

强度等指标都需要严格按照该规范来确定，从而保证陶土砖幕墙的结构稳固性。

对于不锈钢杆件，产品规格应满足《建筑幕墙用不锈钢通用技术条件》GB/T 34472规

范要求。不锈钢杆件在材质、尺寸、表面处理等方面都要有明确且严格的标准。不锈钢的材

质成分、杆件的长度和截面形状等都要符合该规范，以适应建筑幕墙的使用环境和功能需求。

3.3.8 转接件在幕墙结构中起到连接和承载的关键作用，如果转接件不能满足设计要求，可

能会导致幕墙的整体稳定性和安全性出现问题。钢角码表面镀锌处理增强钢角码的防腐性能。

在潮湿的环境中，未经镀锌处理的钢角码容易生锈腐蚀，从而影响其连接强度和使用寿命。

镀锌处理能够在钢角码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有效地阻止氧化和腐蚀的发生。例如，在一些

沿海地区或者酸雨较多的区域，如果钢角码没有经过良好的镀锌处理，其腐蚀速度会大大加

快，进而影响陶土砖幕墙的结构稳定性。

3.4 水泥砂浆

3.4.2 采用水泥砂浆砌筑时，应采用低碱水泥砂浆，防止水泥砂浆中存在可溶性盐和碱析出

到表面造成泛碱，影响墙面的美观和对结构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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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碱水泥是一种是一种含碱量较低的水泥，具有良好的抗腐蚀性和耐候性。除了强度等

级外，低碱水泥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指标，如抗折强度、抗腐蚀性、耐候性等。这些指标也

会因水泥的品种、生产工艺和原材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选择低碱水泥时，需要根据工程

的具体要求来确定等级和其他技术指标。

3.5 勾缝剂

3.5.1 应根据设计要求，选择合适的勾缝剂颜色，可以增强幕墙的美观性和耐用性。如果设

计风格偏向现代简约，可能会选择中性色或浅色调的勾缝剂，以保持整体的简洁和现代感。

相反，如果设计风格偏向复古或传统，可能会选择深色或具有特定纹理的勾缝剂，以符合整

体的设计主题和氛围。

3.5.2 勾缝剂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陶瓷砖填缝剂》JC/T 1004的相关规定，并具备出厂合

格证、型式检验报告，这是为了确保幕墙勾缝剂的质量和性能符合要求，从而保证幕墙的美

观、防水、抗渗等功能。根据《陶瓷砖填缝剂》JC/T 1004标准，幕墙勾缝剂有一系列的技

术要求，例如具有良好的粘结力、抗渗防裂柔韧性能、色彩丰富多样、良好的防霉憎水功能

等。具体的性能指标包括但不限于：抗折抗压强度、耐磨性、耐水性、收缩值等。

3.6 防火材料

3.61-3.6.3 本条所提到的对防火层的处理,首先要将保温材料和防火材料严格区分开来。所

谓填充指楼层之间有一道防火隔层，隔层的隔板必须用经防腐处理厚度不小于 1.5mm 的镀

锌钢板包起来，不得用铝板,更不允许用铝塑复合板，因以上两种材料的耐火极限太低，起

不到防火作用。



50

4 建筑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4.1.3 陶土砖幕墙的选型是建筑设计的内容，建筑师不仅要考虑立面造型和结构形式，

而且要根据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建筑设计立面和使用年限要求，综合技术、经济进行分析选

择。在选用陶土砖幕墙时应考虑到地理条件、工程位置、地震状况等，并且在设计时考虑维

护修理，对雨水的排出及能否拆装等方面的问题，在选用时要从严控制。陶土砖幕墙的立面

分格，应根据建筑立面几何造型的需要，合理确定单块砖外形及尺寸，有效提高陶土砖的原

材料利用率，并与其生产加工能力相适应。

4.1.4 陶土砖幕墙，宜在楼层间设置凸出或凹进的装饰线条。陶土砖的质感、色调、构图和

线型等立面构成，应与建筑物其他部位协调，并考虑构造安全、排水等问题。

4.2 幕墙性能

4.2.1 封闭式幕墙应进行水密性能设计，开放式幕墙不不需进行水密性能设计。幕墙的水密

性能与建筑物的重要性、使用功能、建筑物所在地的气候条件以及幕墙的使用寿命和功能直

接有关。由于雨水渗漏与幕墙所受的正风压有关，所以局部风压体型系数取值为 1.2(外表面

+1.0，内表面-0.2)，墙角边的负风压不予考虑。

在沿海受热带风暴和台风袭击的地区，即国家标准《建筑气候区划标准》GB 50178中

的ⅢA区和 A区，易有大风暴雨天气，并具有风雨同时性，幕墙的水密性能指标值，应按

照本条的公式计算确定。其他地区刮大风时很少下雨，或下雨时很少刮风，因此，本规范提

出其他地区可按照本条公式计算值的 75%进行设计。水密性能等级见国家标准《建筑幕墙》

GB/T 21086表 13，该表中某一水密性能等级下规定了幕墙固定部分和可开启部分的水密性

能等级。

4.2.2 封闭式幕墙应进行气密性能设计，开放式幕墙不要求气密性能，幕墙的气密性能与幕

墙的热工性能直接有关，但在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仅规定了透明

幕墙的气密性要求，本规范人造板材幕墙为非透明幕墙，对于有采暖、空气调节要求的建筑，

本条根据国家标准《建筑幕墙》GB/T 21086 关于气密性能设计指标的一般规定，提出了幕

墙整体气密性能等级的最低要求。进行幕墙设计时，除了满足本条的规定外，还应符合现行

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要求。

4.2.3 幕墙的抗风压性能指标值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

定，根据幕墙所在位置(墙面或墙角边)计算确定，抗风压性能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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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幕墙》GB/T 21086的规定。框架结构按 1/550，钢结构按 1/300控制层间位移角。

4.2.4 建筑主体结构类型决定了主体结构楼层最大弹性层间位移角。抗震设计的幕墙，平面

内变形性能指标值应按照主体结构楼层最大弹性层间位移角的 3倍确定;非抗震设计的高层

建筑，在风荷载作用下也会产生层间位移，其幕墙的平面内变形性能指标值应按照主体结构

楼层最大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确定。

4.2.5 建筑幕墙作为非承重的建筑外墙围护结构，应符合建筑物整体节能设计对幕墙的要求。

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对围护结构外墙(包括非透明幕墙)的传

热系数限值规定是强制性要求。建筑物建筑节能设计所要执行的标准除现行国家标准《公共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外，还包括各地方制定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地方标准。

4.2.6 幕墙的空气声隔声性能应根据建筑的使用功能和环境条件进行设计。不同功能的建筑

所允许的噪声等级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的规定确定，

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GB/T 21086 的规定。

4.3 幕墙构造

4.3.1 主体结构变形缝两侧会发生较大的相对位移，跨越变形缝的幕墙面板很容易破坏。因

此，跨越变形缝的幕墙面板应当采用与主体结构变形相适应的构造措施。

4.3.2 幕墙构件由于工作荷载、主体结构变形和热胀冷缩影响，造成构件之间的相对位移，

一方面会造成构件连接处间隙的变化及影响密封效果，另一方面会造成构件连接处材料之间

的挤压和摩擦而产生噪声。因此，幕墙金属构件连接处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构件材料的刚

性接触，并预留适当的间隙和采取有效的密封措施。

4.3.3 不同金属相互接触处容易产生双金属腐蚀，会降低幕墙的耐久性或污染幕墙表面，影

响幕墙的安全性和外观。因此，要求设置绝缘垫片或采取其他措施防止两种不同金属直接接

触。当采用绝缘垫片安装比较困难时，宜在接触部位涂氟碳漆或磁漆进行绝缘。

4.3.4 本条文阐述的主要是陶土砖与幕墙骨架连接采用的构造方式。

陶土砖采用水泥砂浆砌筑与钢龙骨相结合的方式连接固定；竖向立柱与横向热镀锌角钢

构成金属框架，在陶土砖内布置竖向连接钢筋，在热镀锌角钢位置通长布置钢筋，热镀锌钢

筋网片与竖向连接钢筋焊接；通过砂浆把钢筋与陶土砖粘接为一个整体，通过金属框架与主

体结构连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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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 陶土砖钢筋串挂构造图

1—立柱；2—镀锌钢筋网片；3—连接件；4—镀锌钢板预埋件或后扩底机械锚栓；5—竖向连接镀锌钢

筋；6—防火封堵；7—陶土砖；8—横梁；9—专用防水型勾缝剂；

不锈钢串挂陶土砖幕墙是相邻两块陶土砖交错处设有孔洞，不锈钢杆通过孔洞贯穿陶土

砖，上下相邻的陶土砖之间安装垫片，在竖直方向上间隔一定数量的陶土砖设有一个铝合金

挂件，铝合金挂件与不锈钢杆连接，铝合金挂件与不锈钢杆连接处相邻的上下两块陶土砖均

有缺口，两块陶土砖上的缺口形成的空间用于容纳所述铝合金挂件。

图 4.3.2 陶土砖不锈钢钢管串挂构造图

1—立柱；2—垫片；3—连接螺栓：4—铝合金挂件；5—陶土砖；6—不锈钢钢管；7—不锈钢螺纹套筒；

8—保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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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铝合金挂件穿进陶土砖槽口内，用专用紧固件与陶土砖背侧固定，铝合金挂件另一端

与钢横梁栓接固定。

图 4.3.3 陶土砖窗洞口处节点构造图

1—立柱,2—连接件，3—横向钢筋网片,4—竖向钢筋，5—横梁，6—铝合金挂件,7—陶土砖

4.4 防火、防雷设计

4.4.1 建筑幕墙与楼板、隔墙等防火分隔构件之间采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封堵，使其在规定

的耐火时间内与相应的分隔构件协同工作，以阻止热量、火焰和烟气蔓延，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技术措施。防火封堵材料的耐火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火封堵材料》GB 23864 的

规定，且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对相应的楼板、隔墙的耐

火极限要求。岩棉和矿渣棉是建筑幕墙防火封堵构造中常用的填充材料，层间防火最小高度

200mm，工程中要视实际封堵部位的耐火极限要求确定具体厚度尺寸，必要时应经国家认

可的有关机构进行防火封堵构造系统的耐火试验确定。岩棉或矿渣棉比较松散，因此，采用

岩棉或矿渣棉进行防火、防烟封堵时，应加以承托，承托板应采用耐火极限符合要求的板材，

并应具有一定的强度和刚度，防止在火焰或高温作用下变形、脱落。一般情况下，工程中宜

采用厚度不小于 1.5mm 的热镀锌钢板，不得采用单层铝板、铝复合板，防止岩棉或矿渣棉

飞溅、脱落。

4.4.2 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中尚没有很具体、明确的幕墙防

雷系统的规定，但幕墙防雷系统的设计原则应符合该标准的要求。幕墙是附属于主体建筑的

围护结构，幕墙的金属框架一般不单独作防雷接地，而是利用主体结构的防雷体系，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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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防雷设计相结合，因此要求与主体结构的防雷体系可靠连接，并保持导电通畅。通常，

幕墙的立柱宜采用柔性导线上、下连通。在有水平均压环的楼层，立柱的预埋件或固定件应

采用圆钢或扁钢与水平均压环焊接连通，形成导电通路，焊缝和连线应涂防锈漆。

4.5 其他安全性设计

4.5.1 对于幕墙竣工验收后的维护检查，需要按照一定的周期和规定进行，以确保幕墙的安

全性和功能性。幕墙的设计文件和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规范是确定检查周期的重要依据。

不同的幕墙类型、材料、构造及使用环境等，都可能对检查周期产生影响。幕墙所处的使用

环境也是决定检查周期的重要因素。例如，位于海边、化工厂附近等腐蚀性较强的环境中的

幕墙，其检查周期可能需要缩短；而位于环境相对温和、无严重污染地区的幕墙，检查周期

则可适当延长。幕墙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如渗水、松动、开裂等。这些问题

的出现将直接影响幕墙的安全性和使用寿命。因此，在幕墙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现异常情况，

应及时进行检查和维护，必要时缩短检查周期。

4.5.2 灾后检查与修复是确保建筑幕墙安全性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在经历恶劣天气、地震、

火灾等自然灾害后，幕墙作为建筑的外围护结构，其受损情况可能直接影响到建筑的整体安

全和使用功能。

恶劣天气后的检查与修复,在恶劣天气（如台风、暴雨、冰雹等）袭击后，应立即组织

人员对幕墙进行全面的检查。检查内容应包括幕墙构件的完整性、连接件的紧固情况、密封

胶条和密封胶的密封性、排水系统的畅通情况等。对于损坏、松动的构件，应及时进行修复

或更换。

地震、火灾对幕墙的破坏可能涉及结构性损伤。因此，在灾后应由具备相关资质的专业

技术人员对幕墙进行全面的检查。检查内容除了构件完整性和连接件紧固情况外，还应特别

关注幕墙结构的稳定性、承重构件的受损度以及防火隔离层的破坏等。专业技术人员应评估

幕墙的损坏程度，并制定相应的处理方案。处理方案应综合考虑安全性、经济性和可行性，

确保修复后的幕墙能够满足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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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4 幕墙作为外围护构件，主要受自重、风荷载、地震作用以及温度作用影响，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应考虑作用效应的基本组合；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作用的分项系数均取 1.0。

幕墙构件的结构重要性系数，与设计使用年限和安全等级有关。

幕墙结构计算中，地震效应相对风荷载效应较小，一般不超过风荷载效应 20%，当幕

墙构件抗震调整系数小于 1.0时构件抗力设计值会放大，则幕墙结构设计偏于不安全，综上

考虑,调整系数取 1.0。

5.1.5 陶土砖面板自重较大，且当陶土砖面板偏离截面形心时，面板的重力偏心导致横梁扭

转变形，需考虑不利影响，必要时进行横梁的抗扭承载力验算。

5.2 荷载与作用效应组合

5.2.3 风荷载计算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对于主要承

重结构，风荷载标准值的表达有两种形式：1、平均风压加上由脉动风引起的结构风振等效

风压；2、平均风压乘以风振系数。在结构的风振动计算中，通常是受力方向基本振型起主

要作用，基于上述考虑，我国采用风振系数作为表达形式。风振系数综合考虑了结构在风荷

载作用下的动力响应，包括风速随时间、空间的变异性和结构自身的动力特性等。

基本风压ω0是根据全国各气象台站历年来的最大风速记录，统一换算为离地 10m 高、

10min平均年最大风速(m/s)，根据该风速数据统计分析确定重现期为 50年的最大风速，作

为当地的基本风速 v0，再按贝努利公式确定基本风压。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将基本风压的重现期由以往的 30年改为

50年，在标准上与国外大部分国家取得一致。经修改后，各地的基本风压并不全是在原有

的基础上提高 10%，而是根据风速观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重新确定。为了能适应不同

的设计条件，风荷载计算可采用与基本风压不同的重现期。

风荷载随高度的变化由风压高度变化系数描述，其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GB 50009采用。对原规范的 A、B两类，其有关参数保持不变；C类系指有密集建

筑群的城市市区，其粗糙度指数系数由 0.2提高到 0.22，梯度风高度仍取 400m；新增加的

D类系指有密集建筑群且有大量高层建筑的大城市市区，其粗糙度指数系数取 0.3，梯度风

高度取 4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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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荷载体型系数是指风荷载作用在幕墙表面上所引起的实际压力(或吸力)与来流风的

速度压的比值，它描述的是建筑物表面在稳定风压作用下静态压力的分布规律，主要与建筑

物的体型和尺度有关，也与周围环境和地面粗糙度有关。由于它涉及的是关于固体与流体相

互作用的流体动力学问题，对于不规则形状的固体，问题尤为复杂，无法给出理论上的结果，

一般均应由试验确定。鉴于原型实测的方法对一般工程设计的不现实，目前只能采用相似原

理，在边界层风洞内对拟建的建筑物模型进行测试。

建筑物表面风荷载分布不均匀，在檐口附近、边角部位较大，根据风洞试验结果和有关

资料，在上述区域风吸力系数可取-1.8，其余墙面可考虑-1.0。考虑围护结构开启的可能性，

室内压取-0.2。综上，幕墙风荷载体型系数可分别按-2.0和-1.2采用。

阵风系数βgz 是瞬时风压峰值与 10min平均风压(基本风ω0)的比值，取决于场地粗糙度

类别和建筑物高度。在计算幕墙面板、横梁、立柱的承载力和变形时应考虑阵风系数，以保

证幕墙构件的安全。对于跨度较大的支承结构，其承载面积较大，阵风的瞬时作用影响相对

较小，但由于跨度大、刚度小、自振周期相对较长，风力振动的影响成为主要因素，可通过

风振系数βgz 加以考虑。风振动的影响一般随跨度加大而加大。参照国内支承钢结构的风

振系数 B研究情况，拉杆和拉索结构的风振系数 B为 1.8~2.2。另外，根据研究建议，当索

杆体系跨度为 15m至 40m时，风振系数取 2.0~2.7。

阵风影响和风振影响在幕墙结构中是同时存在的。一般来说，幕墙面板及其横梁和立柱由于

跨度较小，阵风的影响较大，而风振动的影响在张拉杆索体系和大跨度支承钢结构中较为敏

感。由于目前的研究工作和实践经验不多，本规范仍然采用阵风系数的表达方式。阵风系数

的取值，除 D类地面粗糙度、40m以下的情况外，多在 1.4~2.0之间，大体上与目前大跨度

钢结构风振系数的研究成果相接近，不会过大或过小地估计风荷载的动力作用影响。

5.2.4 常遇地震(大约 50年一遇)作用下，幕墙的地震作用采用简化的等效静力方法计算，

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的规定采用。由

于陶土砖面板是不容易发展成塑性变形的脆性材料，为使设防烈度下不产生破损伤人，考虑

动力放大系数βE。按照《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的有关非结构构件的地震作用计

算规定，幕墙结构的地震作用动力放大系数可表示为:

21E  

式中

 ——非结构构件功能系数，可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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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结构构件类别系数，可取 0.9;

1 ——体系或构件的状态系数，可取 2.0;

2 ——位置系数，可取 2.0。

按照上式计算，幕墙结构地震作用动力放大系数 E 约为 5.0。

5.2.9 在永久荷载、风荷载、地震作用、温度作用下，幕墙构件产生的内力(应力)应按基本

组合进行承载力极限状态设计，求内力(应力)的设计值，以最不利的组合作为设计依据。作

用效应组合时的分项系数按《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GB 50009和《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的规定采用。

非地震作用时，风荷载、温度荷载均为可变荷载。两种可变作用同时达到最大值的可能

性很小。因此，在进行效应组合时，第一个可变作用的效应应按 100%考虑(组合值系数取

1.0)，第二个可变作用的效应可进行适当折减(组合值系数小于 1.0)。

地震作用时，在《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中规定当地震参与组合时，地震作

用的组合值系数取 1.0，风荷载起主导作用的建筑风荷载的组合值系数如取 0.2。为保持和《建

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的统一性，本标准规定:有地震作用组合且风荷载参与组合时，

风荷载组合值系数取 0.2。

结构的自重是永久荷载，所有的基本组合工况中都应包括这一项。当永久荷载作用对结

构设计有利时，其分项系数 G 应取不大于 1.0。

按照以上说明，幕墙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中，理论上可考虑下列典型组合工况:

（1）1.3G+1.0×1.5W+0.6×1.5T（永久荷载不利、风荷载主控）

（2）1.0G+1.0×1.5W+0.6×1.5T（永久荷载有利、风荷载主控）

（3）1.3G+0.6×1.5W+1.0×1.5T（永久荷载不利、温度作用主控）

（4）1.0G+0.6×1.5W+1.0×1.5T（永久荷载有利、温度作用主控）

有地震作用组合时：

（1）1.3G+1.0×1.3E+0.2×1.5W（永久荷载不利）

（2）1.0G+1.0×1.3E+0.2×1.5W（永久荷载有利）

以上组合公式中，G、W、E、T 分别代表永久荷载、风荷载、地震作用、温度作用标

准值产生的应力或内力。风荷载、地震、温度作用可正可负，作用效应组合时，应考虑使得

荷载效应向不利方向发展来确定荷载作用的正负号值。

5.3 陶土砖面板设计

5.3.2在进行幕墙结构设计时，高厚比验算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以确保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需要严格按照《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要求，对幕墙的高厚比进行准确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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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结构设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5.4 横梁设计

5.4.1 现行国家标准《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中，对各种截面的宽厚比均

作出了具体规定，截面的宽厚比应按此标准进行设计。

5.4.2 横梁承受的面板自重计算

横梁在自重作用下的弯矩应考虑横梁上部面板及下部面板自重，并采用下式计算：

2
hhhg BG

8
1M 

(5.4.2-1)

hkGh GG   (5.4.2-2)

h
AkhuAkhu

hk H
2
GGG 


 (5.4.2-3)

hhrh BG
2
1G  (5.4.2-4)

式中：

hgM ——横梁在自重荷载作用下的弯矩(kN·m)

hG ——横梁自重荷载线分布均布荷载集度设计值(kN/m)

hkG ——横梁自重荷载线分布均布荷载集度标准值(kN/m)

AkhuG ——横梁上部面板自重（kN/m2）

AkhdG ——横梁上部面板自重（kN/m2）

rhG ——横梁端部承受的重力荷载（kN）

hH ——幕墙分格高（m）

hB ——幕墙分格宽（m）

横梁承受的组合荷载作用计算

横梁承受地震作用组合标准值应分别考虑横梁上部及下部地震组合标准值，并采用下式

计算：

AkhumaxEEAku Gq   (5.4.2-5)

AkhdmaxEEAkd Gq   (5.4.2-6)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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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kq ——横梁承受平面外地震荷载组合标准值（kN/m2）

EAkuq ——横梁上部承受平面外地震荷载组合标准值（kN/m2）

EAkdq ——横梁下部承受平面外地震荷载组合标准值（kN/m2）

E ——动力放大系数

max ——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横梁承受风荷载组合标准值按下式计算:

KAK wq  (5.4.2-5)

横梁承受面荷载组合设计值应分别计算横梁上部及横梁下部承受面荷载组合设计值，

并按下式计算:

EAkuEEkwAu qwq   (5.4.2-6)

EAkdEEkwAd qwq   (5.4.2-7)

(3)横梁在组合荷载作用下的弯矩分横梁上下部分别计算

1. 组合荷载作用产生的线荷载设计值为:

2
Bqq h

Auu  (5.4.2-8)

2
Bqq h

Add  (5.4.2-9)

式中:

uq ——横梁上部在组合荷载作用下产生的线荷载设计值

dq ——横梁下部在组合荷载作用下产生的线荷载设计值

2. 组合荷载作用产生的线荷载标准值为:

2
Bqq h

Akuk  (5.4.2-10)

2
Bqq h

Akdk  (5.4.2-11)

式中:

ukq ——横梁上部在组合荷载作用下产生的线荷载标准值

dkq ——横梁下部在组合荷载作用下产生的线荷载标准值

3 横梁在组合荷载作用下的弯矩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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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huh MMM  (5.4.2-12)

2
huhu Bq

12
1M  (5.4.2-13)

2
hdhd Bq

12
1M  (5.4.2-14)

式中：

hM ——横梁在组合荷载作用下的弯矩(kN·m)

huM ——横梁上部在组合荷载作用下的弯矩(kN·m)

hdM ——横梁下部在组合荷载作用下的弯矩(kN·m)

(4)横梁强度应满足下式要求:

σ=
Mhg

γ×Wx2
+

Mh
γ×Wy2

×103≤ fa (5.4.2-15)

式中：

 ——横梁计算强度(N/mm2)

x2W ——X轴抵抗矩

y2W ——y轴抵抗矩

 ——塑性发展系数

hgM ——横梁在自重荷载作用下的弯矩(kN·m)

hM ——横梁在组合荷载作用下的弯矩(kN·m)

5.4.3 幕墙横梁是双向受弯构件，在水平和竖向均要满足变形要求，以防止横梁变形过大影

响幕墙的正常使用功能和外观效果。

Uhu——横梁上部水平方向由组合荷载产生的弯曲（mm）

Uhu=
qku×Bh4

120×E×Iy
(5.4.3-1)

Uhd——横梁下部水平方向由组合荷载产生的弯曲（mm）

Uhd=
qkd×Bh4

120×E×Iy
(5.4.3-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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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ku——横梁上部面板所受组合荷载标准值（kN/m）

qkd——横梁下部面板所受组合荷载标准值（kN/m）

综合产生的弯曲为:

hdhu UUU  (5.4.3-3)

Du=
U

Bh×1000
≤ 1/250即满足挠度要求 (5.4.3-4)

Dg=
Uhg

Bh×1000
≤ 1/500即满足挠度要求 (5.4.3-5)

Uhg : 自重作用产生的弯曲

Uhg=
5×Ghk×Bh4×108

384×E×Ix
≤ 3mm 即满足挠度要求 (5.4.3-6)

5.4.4 横梁剪力设计值需要分别计算横梁上下部分面板的组合荷载所产生的剪力设计值：

du QQQ  (5.4.4-1)

横梁上部组合荷载线分布呈三角形分布 Qu=qu×
Bh
4

(5.4.4-2)

横梁下部组合荷载线分布呈三角形分布 Qd=qd×
Bh
4

(5.4.4-3)

式中：

Q ——组合荷载作用下横梁剪力设计值(kN)

uQ ——横梁上部面板的组合荷载所产生的剪力设计值(kN)

dQ ——横梁下部面板的组合荷载所产生的剪力设计值(kN)

qu ——横梁上部组合荷载线荷载最大值

qd ——横梁下部组合荷载线荷载最大值

Bh ——幕墙分格宽

横梁剪应力按下式计算：

τ = ( τh2+τv2) (5.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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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h=
Q×Ssy×100

Iy×t
(JGJ102 6.2.5-2)

τv=
Grh×Ss×100

Iz×t
(JGJ 102 6.2.5-2)

式中：

τ ——横梁剪应力

Ssy ——横梁型材截面面积矩

Iy ——横梁型材截面惯性矩

t ——横梁抗剪壁厚

除应满足设计要求还应符合《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 的规定。

5.6 连接设计

5.6.2 幕墙横梁主要承受水平力和垂直力，由于垂直力主要为面板自重和外表装饰物的长期

作用荷载，而面板常以偏心载荷形式作用于横梁上，由此产生的扭矩应予重视。横梁和立柱

的连接宜采用一端焊接、另一端螺栓连接构造，并设置可调节长圆孔。

横梁和立柱之间的连接设计应根据构件的材质确定，幕墙设计应对横梁与立柱的连接强

度进行验算。横梁一般通过连接件、螺栓、螺钉或焊缝与立柱连接。近年来，采用弹销钉连

接横梁与立柱的方式也得到了广泛运用。进行横梁与立柱的构造设计时，应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横梁扭转。

横梁和连接件采用不同金属材料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双金属腐蚀。

横梁连接件是传力的关键，应控制其最小尺寸，保证在安装使用中不变形损坏。宜采用

铝合金或不锈钢。连接用螺栓、螺钉应采用 A 类(奥氏体型)不锈钢，材质和机械性能应符合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规定。由于单个螺栓连接易扭转松动，规定每一连接处不

少于 2个。

主体结构与幕墙体系，由于荷载、温度、沉降等因素，均会产生纵向和横向变形。这些

变形是不协调的，因此在构造上应有相对位移的余地。通常情况下，跨层立柱间的面板只要

满足设计构造要求，不会发生因主体变形而导致面板变形破损，但对于多、高层钢结构等主

体结构楼层最大位移角较大的建筑，应对此处面板的变形进行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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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工制作

6.2 金属构件加工

6.2.1 陶土砖幕墙在窗台、檐口与其他材料交接收口处通常采用干挂式工艺，因此会使用到

配套铝合金挂件，需对铝合金挂件的加工制作质量严格控制。

6.2.2 连接件、支承件的要求应满足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GJ/T 139的

有关规定； 陶土砖施工常用连接件多为槽钢连接件及角钢支承件，加工质量对幕墙结构安

全尤为重要，因应严格控制。

6.3 陶土砖加工制作

6.3.1 -6.3.5 在陶土砖的规格尺寸形状，都已符合设计要求的前提下，还应检查陶土砖烧制

过程中的裂纹，翘曲。



64

7 安装施工

7.1 一般规定

7.1.1 主体结构应当满足幕墙安装的基本要求，安装前，应对主体结构的施工质量进行验收。

尤其是外立面很复杂或平面形状比较特殊的建筑，主体结构必须与建筑结构设计相符，并满

足相应验收规范的要求。

7.1.4 本条内容强调了进行测量放线时，应注意的相关事项:

1 幕墙分格轴线、控制线的测量应与主体结构测量相配合，并应及时将发现的主体结

构施工误差反映给幕墙设计人员，对幕墙的分格进行调整。

2 为确保幕墙的安装质量，应定期对幕墙的安装定位基准进行校核;

3 风力大于 4 级时，主体结构的位移会影响测量放线的精确度，也容易发生安全问题，

不宜进行测量放线。

7.1.6 焊接施工时，掉落的焊接熔渣(焊渣)温度非常高，很容易烧伤龙骨及陶土砖表面，因

此应采取措施进行防护。

焊接后，应进行检查。发现热镀锌碳素钢型材表面有灼伤时，应清理干净并进行防腐蚀

处理；

7.3 预埋件、后锚固连接件

7.3.2 幕墙立柱与混凝土主体结构宜通过预埋件连接，预埋件应在主体结构混凝土施工时埋

入，实际工程中，会出现未埋、漏埋、预埋件位置偏离设计位置太远、设计变更造成已埋设

预埋件无法使用等原因，需要进行后锚固连接设计。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

规程》JGJ 145，对幕墙工程中常用的机械锚栓(膨胀型及扩底型锚栓)和化学锚栓的后锚固连

接的构造措施和后锚固施工，进行了具体详细的规定。按照该规程进行的设计和施工，能够

保证后锚固连接的可靠性。

7.4 幕墙施工

7.4.1 在一幅幕墙中，立柱安装位置的准确性，影响整个幕墙的安装质量。立柱轴线与建筑

物轴线距离的允许偏差，关系到幕墙安装完成之后的立面效果。对于呈弧形、圆形、四周封

闭以及凹凸不平的建筑平面，尤其重要。为后续的安装施工带来困难；一般情况下，一根立

柱的长度与一个层高相当，上、下两条立柱接头之间采用芯柱或连接件连接，以适应和消除

主体变形和温差变形的影响。芯柱或连接件的安装质量应符合本规定。

7.4.2 横梁通过焊接或栓接与立柱连接，横梁是直接承受面板自重和面板所受水平荷载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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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件；横梁应安装牢固，横梁两端应采取措施适应和消除横向变形的影响。因此横梁与立

柱连接方式为一端焊接一端栓接。横梁的安装质量决定了幕墙水平线条的水平度和板缝接缝

的质量。因此在本规程中对横梁与立柱的连接方式、安装偏差做了相关要求。

7.4.4 串挂形式的陶土砖幕墙目前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钢筋串挂，其串挂钢筋为镀锌螺纹钢，

另一种为不锈钢串挂，其串挂方式为不锈钢管；陶土砖有专用的收口砖，其安装形式通常为

干挂形式，干挂件通常采用铝合金挂件；

7.4.5 通气槽孔及雨水排出孔的位置和安装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防止水流入幕墙浸蚀幕

墙内部钢构件，影响幕墙结构安全、寿命、功能；封边、封口安装，要符合设计规定的构造，

防止雨水渗入。

7.4.6 陶土砖采用砂浆砌筑方式时，勾缝剂常常会返碱污染幕墙表面，影响观感，因此勾缝

剂应选用耐碱的专用勾缝剂；陶土砖勾缝应使用美纹纸保证缝顺直、宽窄一致。

7.5 安全规定

7.5.1-7.5.6 陶土砖安装施工应根据国家有关劳动安全、卫生法规和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

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安全操作规程，并获得

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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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程验收

8.1 一般规定

8.1.1 工程验收分为资料验收和工程现场验收。幕墙工程验收资料应符合现行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工程所在地地方标准及本标准的相关规定。

本条列出了陶土砖幕墙工程验收时，应提交的基本验收资料范围。对于具体的工程而

言，除了设计文件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必须提交之外，其他资料，应根据工程实际涉及的部

分，提交相应部分的验收资料。

陶土砖幕墙验收前应检查以下文件和记录：

1 陶土砖幕墙工程的施工图、结构计算书、设计说明及其他设计文件。检查施工图是

否完整，包括所有必要的细节和标注。结构计算书应详细列出计算过程，确保其符合相关标

准和规范。设计说明应清晰阐述设计意图、材料选择和特殊要求。其他设计文件，如变更通

知、补充图纸等，也应一并检查。

2 建筑设计单位对陶土砖幕墙工程设计的确认文件。确认文件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设

计单位出具。检查文件是否包含对幕墙设计的认可、签字和盖章。

3 工程所用各种材料、五金配件、构件及组件的产品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进场

验收记录和复验报告。确保所有材料和构配件都有合格证书，并核对证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性能检测报告应涵盖所有必要的检测项目，且结果应符合相关标准。进场验收记录应详细记

录每批材料和配件的到场情况、数量、质量等信息。复验报告应对关键材料和配件进行再次

检测，确保其质量稳定。

4 后置埋件的现场拉拔强度检测报告。检查报告是否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

报告中应包含检测数据、结果分析和结论。确保拉拔强度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

5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应详细记录施工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和节点。

检查记录应完整，包含隐蔽验收照片、记录数据和信息。验收时应核对记录与实际施工情况

是否一致。

6 构件和组件的加工制作记录，幕墙安装施工记录。加工制作记录应详细记录构件和

组件的制作过程、尺寸、数量等信息。幕墙安装施工记录应包含安装顺序、方法、关键节点

等详细信息。检查记录应真实反映施工情况，检查是否存在异常或不符合要求的情况。

7 开放式幕墙应在安装前完成外墙淋水试验，并填写现场淋水检验记录；封闭式幕墙

应在安装完成后进行外墙淋水试验，并填写现场淋水试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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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陶土砖幕墙工程应对下列隐蔽工程项目进行验收：

1 预埋件（或后置埋件）。检查预埋件（或后置埋件）的规格、型号、位置是否符合

设计要求。核查预埋件（或后置埋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是否牢固，有无松动现象。对于后

置埋件，还需检查其现场拉拔强度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2 构件的连接节点（包括主次龙骨、串挂钢筋及钢筋网片等）。检查主次龙骨的规格、

尺寸、间距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核查连接节点的焊接、螺栓连接等是否牢固，有无虚焊、漏

焊或松动现象。对于串挂钢筋及钢筋网片，应检查其布置是否合理，与龙骨的连接是否可靠。

3 变形缝及墙面转角处的构造节点。检查变形缝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能否有效吸收结

构变形。核查墙面转角处的构造节点是否平滑、美观，有无明显的凹凸不平或错位现象。检

查防水节点是否按图施工，对于有特殊要求的节点，检查其处理措施是否得当，能否满足使

用要求。

6 幕墙层间防火构造。检查防火材料的种类、厚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防火规范。

核查防火构造的设置是否完整，有无遗漏。检查防火材料与幕墙构件的连接是否紧密，有无

缝隙或孔洞。对于特殊部位的防火处理，如窗口、洞口等，应检查其处理措施是否有效，能

否阻止火势蔓延。幕墙防雷构造。检查防雷材料的种类、尺寸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防雷

规范。核查防雷构造的设置是否完整，是否与主体结构有效链接，是否防锈到位，有无遗漏

现象。检查防雷设施（接闪器、防雷均压环）与幕墙金属构件的连接，幕墙金属构件与主体

结构连接是否贯通有效。防雷隐蔽时应检查接地电阻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8.1.3 各分项工程的材料检验应按下列规定划分：

1 幕墙工程的设计、材料、工艺和施工条件均相同时，每 1000 ㎡应作为一个检验批。

这种划分方式是基于工程规模和一致性考虑的，使得检验工作更加高效且有针对性。

对于面积不足 1000 ㎡的幕墙工程，也应单独划分为一个检验批。这是为了确保即使是

小规模的工程也能得到充分检验，确保质量不受影响。

2 在同一单位工程中，如果存在不连续的幕墙工程（如因建筑结构、功能需求等原因

导致的分隔），应单独划分检验批。

8.1.8 变形缝是为了适应建筑物在地震、温度变化或地基沉降等情况下产生的位移和变形。

因此，必须保证它们的使用功能不受影响，同时保持饰面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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