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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文件 
 

津建科[2014]186 号 

 

市建设交通委关于颁布《天津市民用建筑围护结

构节能检测技术规程》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国家节约能源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规范我市民用建

筑围护结构节能检测方法，天津市建科建筑节能环境检测有限公

司、天津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试验行业协会等单位按照我委《关

于下达 2013 年度天津市建设系统第一批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制

计划的通知》（津建科[2013]521 号）的要求，对《天津市民用建

筑围护结构节能检测技术规程》（DB/T29-88-2010）进行了全面修

订。经我委组织专家审定，现批准《天津市民用建筑围护结构节

能检测技术规程》（DB/T29-88-2014）为我市地方工程建设标准，

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在我市实施，原《天津市民用建筑围护结构

节能检测技术规程》（DB/T29-88-2010））同时废止。 

各相关单位要认真执行本规程，实施过程中如有不明之处及

修改意见请及时反馈给天津建科建筑节能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天

津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试验行业协会。 

本规程由天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负责管理。 

本规程由天津建科建筑节能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天津市建设

工程质量检测试验行业协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规程由天津市建设工程技术研究所负责征订和发行，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翻印和复制。 
 

天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2014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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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天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3 年度天津

市建设系统第一批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建科教

[2013]521 号)文件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研，认真总结经验

的基础上，修订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
墙体节能工程检测；5.幕墙节能工程检测；6.门窗节能工程检测；

7.屋面节能工程检测；8.楼地面节能工程检测；9.建筑物检测。 
本规程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调整了节能保温系统性能检

测项目；增加了保温材料的种类和防火隔离带系统的技术要求；

增加了建筑玻璃光学性能、充气玻璃的初始气体含量和镀膜玻璃

的膜面位置检测方法；增加了实体中外墙外保温系统用胶粘剂、

抹面胶浆聚合物有效成分检测方法；调整了外窗现场气密性能检

测方法；调整了部分围护结构节能工程用主要材料的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和性能指标；增加了建筑物检测项目。 

本规程由天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负责管理，由天津建

科建筑节能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试验行

业协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

请寄天津建科建筑节能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地址：天津市河东区上

杭路万和里 7 号，邮编：300161) 

本规程主编单位：天津建科建筑节能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天津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试验行业协会 

本规程参编单位：天津市墙体材料革新和建筑节能管理中心 

天津建质建设工程检测试验有限公司 
天津津贝尔建筑工程试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建筑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天津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天津市塘沽区滨海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天津精诚建筑工程检测试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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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卓越建筑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天诚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刘瑞光  王惠明  李胜英  马  彪 
杜家林  刘向东  顾文武  路  芳 

马桐年  孙立艳  张立亚  韩立刚 
郭万江  陈翠红  尚静媛  刘  彤 

韩广成  刘保民  张鹏宇  汪  惠 
任  毅  徐  杰  郭  磊  王晓翠 

孙俊良  袁  玉  杜大勇  毛俊杰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张  方  顾  放  王  平  王庆生 

王向东  王  健  于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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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节约能源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规范我市民

用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检测方法，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我市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围护结

构节能质量检测及热工性能检测。 

1.0.3 民用建筑围护结构节能质量检测及热工性能检测，除应

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及我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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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术 语 

2.0.1 围护结构 building envelope 

  建筑物及房间各面的围挡物，如墙体、屋顶、楼板、地面、

门窗、建筑幕墙（采光顶）等。 

2.0.2  外墙外保温系统 external thermal insulation 

system 

  由保温层、抹面层、固定材料(胶粘剂、锚固件等)和饰面

层构成，并固定在外墙外表面的非承重保温构造总称，简称外

保温系统。 

2.0.3 胶粘剂与抹面胶浆中聚合物有效成分 effective 

polymer in adhesive and base coat 

  胶粘剂与抹面胶浆中所含可在水中均匀分散的粉状或乳液

状聚合物组分，能够改善胶粘剂、抹面胶浆的粘结性与韧性、

使其具备更加良好的粘结力、抗变形性、耐水性的聚合物成分。 

2.0.4 外门窗 external door and window 

  有一个面接触室外空气的门窗。 

2.0.5 中空玻璃 insulating glass unit 

  两片或多片玻璃以有效支撑均匀隔开并周边粘接密封，使

玻璃层间形成有干燥气体空间的玻璃制品。 

2.0.6 充气中空玻璃 gas filled insulating glass unit 

  中空腔内充入氩气或氪气等惰性气体的中空玻璃。 

2.0.7 太阳得热系数 Solar Heat Gain Coefficient 

  又称太阳光总透射比，是指通过玻璃、门窗或玻璃幕墙构

件成为室内得热量的太阳辐射部分与透射到玻璃、门窗或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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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幕墙构件上的太阳辐射照度的比值。 

2.0.8 检测 testing  

  对给定的检测样品，按照规定程序与特定的技术指标进行

比较，确定某一种或多种特性，而进行的技术操作。 

2.0.9  围 护 结 构 传 热 系 数  overall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building envelope 

  围护结构两侧空气温差为 1K(℃)，在单位时间通过单位面

积围护结构的传热量。单位：W/(m
2
·K)。 

2.0.10 热阻 thermal resistance 

表征围护结构本身或其中某层材料阻抗传热能力的物理

量。单位：（m
2
·K/W）。 

2.0.11 传热阻 heat transfer resistance 

    表征围护结构(包括两侧表面空气边界层)阻抗传热能力的

物理量。单位：（m
2
·K/W）。 

2.0.12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 fenestration energy 

efficiency performance labeling 

  表示标准规格门窗的传热系数、遮阳系数、空气渗透率、

可见光透射比等节能性能指标的一种信息性标识。 

2.0.13 热工缺陷 thermal irregularities 

  当围护结构中保温材料缺失、分布不均、受潮或其中混入

灰浆时或当围护结构存在空气渗透的部位时，则称该围护结构

在此部位存在热工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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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建筑围护结构节能工程使用的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对材料有害物质限量的规定。 

3.0.2 建筑围护结构节能工程主要组成材料、构件的检测项

目、检测方法、组批原则、取样规定、检测周期和性能指标等，

除应符合本规程相应章节和附录 A 的要求外，尚应符合有关现

行标准的要求和设计要求。 

3.0.3 建筑围护结构节能质量及热工性能的检测方法、性能指

标和判定依据应符合本规程的要求和设计要求。 

3.0.4 建筑围护结构节能工程质量及热工性能检测应以单体

建筑物作为评价主体。 

3.0.5 建筑围护结构节能工程质量及热工性能检测应由建设

单位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前应提供下列资料： 

  1 施工图设计审查机构审查合格的工程施工图节能设计文

件； 

  2 围护结构和热桥部位节能施工做法或方案； 

  3 保温系统、系统组成材料及建筑部品的性能检测报告； 

4 节能隐蔽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记录。 

3.0.6 检测数值的修约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数值修约规则与

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GB/T 8170。 

3.0.7 从事民用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检测的机构应具备相应资

质，从事节能检测的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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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墙体节能工程检测 

4.1 外墙外保温节能工程检测 

4.1.1 外墙外保温系统性能检测应由系统供应方委托具有相

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同一保温节能系统组成材料复验

应委托同一家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4.1.2 墙体保温材料、防火隔离带材料及其它系统组成材料的

各项性能指标与检测方法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要求。 

4.1.3 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检测项目、性能指标及检测方法应符

合表 4.1.3 的要求。 

表 4.1.3 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检测项目、性能指标及检测方法 

检测项目 性能指标 检测方法 

外 观 
无可见裂缝、无粉化、空

鼓、剥落现象 

与保温板，MPa 
不得小于设计要求，且破

坏发生在保温层内 拉 伸 粘 结

强度 b 
与隔离带 a，kPa 

≥80，且破坏发生在隔离

带内 

抗冲击性 b 符合系统设计要求 

防护层厚度，mm ≥5 

JG/T429 

 耐候

性 

抗风压性 c 
 无断裂、分层、脱开、拉

出现象 
JGJ289 

二层及以上 3J 级 抗冲

击性 首层 10J 级 
GB/T29906

与保温板，g/m2 ≤500 吸水

量 与隔离带 a，g/m2 ≤500 
GB/T2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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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3 

检测项目 性能指标 检测方法 

外 观 
无可见裂缝、无粉化、空

鼓、剥落等现象 与 保 温

板 防护层与保温层拉伸粘

结强度，MPa 

不得小于设计要求，且破

坏界面在保温层上 

外 观 
无可见裂缝、无粉化、空

鼓、剥落等现象 

耐冻

融  

与 隔 离

带 a 防护层与保温层拉伸粘

结强度，kPa 

≥80，且破坏发生在隔离

带内 

GB/T29906

 

水蒸气透过湿流密度，g/（m2•h） ≥0.85 GB/T29906

注：a 系统若无隔离带则不需做此类项目。 

b 系统若含隔离带则此类项目应在抗风压试验结束后进行。 

c 系统若无隔离带则此项目选做，此项目抗风压值为 8kPa，若工程项目风荷载设计

值超过 8kPa 时，应按实际要求确定抗风压值。 

4.1.4 外墙外保温工程施工后，现场检测项目应符合表 4.1.4

的要求。 

表4.1.4 外墙外保温工程现场检测项目、性能指标及检测方法 

序号 检测项目 性能指标 检测方法

1 
基层与胶粘剂拉伸粘结

强度 
≥0.3 MPa 附录 B 

2 
保温板与基层拉伸粘结

强度 

EPS≥0.10 MPa、XPS≥0.15 MPa、泡

沫水泥保温板≥0.10 MPa、模塑石墨聚

苯板≥0.10 MPa、硬泡聚氨酯复合保温

板≥0.12 MPa,且破坏部位位于保温板

内部；其它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 

附录 B 

3 锚栓现场拉拔力 应符合设计要求 JG/T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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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4 

序号 检测项目 性能指标 检测方法

4 系统抗冲击性能 

建筑物首层及门窗口等易受碰撞墙面

部位：10J 级；二层以上墙面等不易受

碰撞部位：3J 级 

JGJ144 

5 外墙节能构造钻芯 

三个芯样厚度的平均值≥设计保温层

厚度的 95%，且每个芯样厚度不得小于

设计保温层厚度的 90% 

GB50411 

6 
胶粘剂、抹面胶浆聚合

物有效成份 

不得低于胶粘剂重量的 2% 

不得低于抹面胶浆重量的 3% 
附录 C 

4.1.5  外墙外保温防火隔离带系统性能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

《建筑外墙外保温防火隔离带技术规程》JGJ 289 的规定。 

4.2 墙体热工性能检测 

4.2.1 建筑墙体的传热系数、热工缺陷、热桥内表面温度、隔

热性能等检测宜在其干燥状态或施工完成 60 天后进行，检测方

法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

的要求，热流计法的检测布点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E 的要求。 

4.2.2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计算应符合相应节能设计的规定。 

4.2.3 外墙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不应低于室内设计计算温

度和湿度所对应的空气露点温度。空气相对湿度 60%条件下，

室内温度所对应的空气露点温度见表 4.2.3。 

表 4.2.3 室内设计计算温度所对应的空气露点温度(℃) 

室内设计计

算温度 
16.0 18.0 20.0 22.0 24.0 

空气露点温

度 
8.3 10.1 11.9 13.7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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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轻质外墙的隔热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夏季外墙内表面

的逐时最高温度均不得高于室外逐时空气温度的最高值。 

4.2.5 分隔供暖与非供暖空间的隔墙、居住建筑的分户墙，其

传热系数应小于或等于 1.50 W/(m
2
·K)，并符合设计要求。 

4.2.6  墙体填充砌块砌体的热阻应符合设计要求，检测方法应

符合行业国家标准《绝热  稳态传热性质的测定标定和防护热

箱法》GB/T 13475 的要求。 

 

 

 

 

 

 

 

 

 

 

 



 天
津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电

子
文
件
仅
供
参
考
 

 
 

请
以
正
式
出
版
物
为
准

 

 9

5 幕墙节能工程检测 

5.1 透明幕墙（采光顶）节能工程检测 

5.1.1 透明幕墙和采光顶节能工程使用的材料、构件等进入工

程现场时应进行抽样检测，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和抽样批次应

符合表 5.1.1 的规定： 

表 5.1.1 透明幕墙节能工程使用的材料、构件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和抽样批次 

序

号 
检测项目 

检测

方法
性能指标 抽样批次 

检测

周期

太阳得热系

数 
附录 D 符合设计要求 

遮阳系数 附录 D 符合设计要求 

可见光透射

比 
附录 D 符合设计要求 

1 

透 明 幕

墙 和 采

光 顶 玻

璃 

中空玻璃密

封性能 
附录 D ≤-40℃ 

单项建设工程项目，

同一生产厂家的建

筑幕墙、采光顶分别

抽取 1 组，每组为 4

块中空玻璃 

5d

2 
Low-E 玻璃的膜面辐

射率 
附录 D

在线≤0.25 

离线≤0.15 

并应符合设计

要求 

单项建设工程项目，

同一生产厂家的建

筑幕墙、采光顶分别

抽取 1 组，每组为 1

块中空玻璃 

3d

3 
隔热型材的抗拉强度、

抗剪强度 

GB 

5237.6
≥24 N/mm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

厂家、同一型材抽样

复验有代表性的 1

组，每组为 4 根 

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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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1 

4 

 透光、半透光遮阳材

料的太阳光透射、太阳

光反射比 

附录 D 符合设计要求 

单项建设工程项目，

同一生产厂家同一

品种的抽取 1 组，每

组为 1 块 

4d

5 
结构密封胶的拉伸粘

结强度、硬度、相容性

GB 

16776 

拉伸粘结强度：≥

0.60 MPa 

硬 度 ： 20 ～60

Shore A 

相容性： 试验

试件与对比试

件颜色变化一

致；试验试件、

对比试件与玻

璃粘结破坏面

积的差值≤5% 

单项建设工程项目，

同一厂家、同一品种

的抽取 1 组，每组为

6 支 

30d

5.1.2 建筑幕墙的气密性能检测应符合表 5.1.2 的规定及设

计要求。 

表 5.1.2 建筑幕墙气密性能检测 

建筑层数 性能指标 检测方法 抽样批次 

检

测

周

期

7 层以下 
≥2 级并符

合设计要求

7 层及以上 
≥3 级并符

合设计要求

GB/T 15227 

 单项建设工程项目，同一

厂家的幕墙、采光顶分别抽

取 1 组 

7d

5.1.3 建筑幕墙的水密和抗风压性能检测应符合表 5.1.3 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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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建筑幕墙水密和抗风压性能检测 

检测项目 性能指标 检测方法 抽样批次 

检

测

周

期

水密性能 ≥2 级 GB/T 15227 

抗风压性

能 

应符合设计要

求 
GB/T 15227 

单项建设工程项目，同一厂

家的幕墙、采光顶分别抽取

1 组 

7d

5.1.4 建筑幕墙的传热系数应符合天津市工程建设现行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 29-153 和《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DB 29-1 的要求，检测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

外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8484 或《建筑幕墙保温

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29043 的规定。 

5.2 非透明幕墙节能工程检测 

5.2.1 非透明幕墙节能工程使用的保温材料的密度、导热系数

和燃烧性能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 的要求。 

5.2.2 非透明幕墙传热系数的检测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居住

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 的要求，计算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的规定。 

 

 

 

 

 

 



 天
津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电

子
文
件
仅
供
参
考
 

 
 

请
以
正
式
出
版
物
为
准

 

 12

6 门窗节能工程检测 

6.0.1 无节能性能标识的外门窗和天窗进入工程现场时，应对

其进行下列项目的抽样复验，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1 传热系数、遮阳系数以及气密、水密和抗风压性能； 

2 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遮阳系数，Low-E 玻璃的膜面辐

射率； 

   3 中空玻璃的密封性能； 

  4 门窗框扇密封条的加热收缩率，拉伸恢复率； 

  5 充气玻璃的初始气体含量。 

6.0.2 有节能性能标识的外门窗和天窗进入工程现场时，应对

其水密和抗风压性能进行复验，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6.0.3 外门窗进场复验项目的合格指标、抽检批次及检测方法

应符合表 6.0.3 的要求。 

表 6.0.3 复验项目的合格指标、抽检批次及检测方法 

序

号 
复验项目 性能指标 检测方法 抽检批次 

检测

周期

1 传热系数 符合设计要求 GB/T8484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厂

家、同一型材和同一玻璃

品种的门窗，抽验一樘

7d 

2 遮阳系数 符合设计要求 附录 D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厂

家、同一型材和同一玻璃

品种的门窗，抽验一樘

5d 

3 气密性能 
居建≥7 级，公

建≥6 级 
GB/T7106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厂

家、同一型材和同一玻璃

品种的门窗，抽验一组三

樘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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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0.3  

序

号 
复验项目 性能指标 检测方法 抽检批次 

检测

周期

4 水密性能 ≥3 级 GB/T7106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厂

家、同一型材和同一玻璃

品种的门窗，抽验一组三

樘 

5d 

5 抗风压性能

低层、多层建筑

≥2500 Pa 

中高层、高层建

筑≥3000 Pa

GB/T7106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厂

家、同一型材和同一玻璃

品种的门窗，抽验一组三

樘 

5d 

6 
中空玻璃的密

封性能 
≤-40℃ 附录 D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厂

家、同一型材和同一玻璃

品种的门窗，抽验一组三

樘 

4d 

加热收

缩率
＜2% GB/T 24498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厂

家、同一型材和同一玻璃

品种的门窗，抽验一樘

4d 

7 

门窗

框扇 

密封

条 
拉伸恢

复率
＞97% GB/T 24498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厂

家、同一型材和同一玻璃

品种的门窗，抽验一樘

4d 

8 
Low-E 玻璃的

膜面辐射率

在线≤0.25 

离线≤0.15 

并应符合设计

要求 

附录 D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厂

家、同一型材和同一玻璃

品种的门窗，抽验一樘

（块） 

4d 

9 
充气玻璃的初

始气体含量
≥85% 附录 D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厂

家、同一型材和同一玻璃

品种的门窗，抽验一樘

（不少于 3 块）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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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0.3  

序

号 
复验项目 性能指标 检测方法 抽检批次 

检测

周期

10 

门窗钢

附框、

玻璃钢

附框 

实测壁

厚 
≥2 mm GB/T 8478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厂家

抽验一组 4 根 
3d 

11 门窗钢附框镀锌

层厚度 
≥55μm GB/T13912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厂家

抽验一组 4 根 
4d 

12 
 隔热型材的抗

拉强度、抗剪强度
≥24 N/mm GB 5237.6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厂

家、同一型材抽样复验

有代表性的 1 组 4 根

7d 

金属 ≥1.5mm GB/T 8478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厂家

抽验一块 
3d 

13 

披水板

厚度 
玻璃钢 ≥3 mm GB/T 8478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厂家

抽验一块 
3d 

14 热镀锌钢板披水

板镀锌层厚度 
≥55μm GB/T13912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厂家

抽验一块 
4d 

6.0.4 建筑门窗安装工程现场抽验项目的合格指标、抽验批次

和检测方法应符合表 6.0.4 的要求。 

表 6.0.4 现场抽验项目的合格指标、抽验批次及检测方法 

序

号 
现场抽验项目 性能指标 

检测方

法 
抽验批量 

检测

周期

1 

中空玻璃的玻

璃厚度及间隔

层厚度 

玻璃厚度与设计

值偏差不大于±

0.5mm； 

间隔层厚度与设

计值偏差不大于

±1.0mm； 

附录 D
单位工程抽验不少于玻璃

总面积的 5%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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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0.4  

序

号 
现场抽验项目 性能指标 

检测方

法 
抽验批量 

检测

周期

2 
外门窗镀膜玻

璃的膜面位置
符合设计要求 附录 D

单位工程抽验不少于玻璃

总面积的 5% 
4d 

3 外窗气密性能 符合设计要求 附录 F

同一工程项目、同一厂家、

同一型材和同一玻璃品种

的门窗，抽验一组三樘

4d 

6.0.5 外窗遮阳系数计算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型式检验报告应依据《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

JGJ/T 151 的规定计算； 

  2 复验报告可依据《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JGJ 26-2010 第 4.2.3 条第 4 款的规定计算： 

          SCC＝SCB×(1－FK/FC)           (6.0.5) 

式中：SCC——外窗的遮阳系数； 

   SCB——玻璃的遮阳系数； 

    FK——窗框的面积； 

    FC——外窗的面积，FK/FC为窗框面积比，塑料窗或木窗

FK/FC＝0.3，铝合金窗 FK/FC＝0.2。 

6.0.6 居住建筑的分户门，其传热系数应小于或等于 1.5 

W/(m
2
·K)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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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屋面节能工程检测 

7.0.1 屋面的保温材料及其防火隔离带材料，其密度、厚度、

抗压强度、导热系数、燃烧性能等性能指标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 的要求和相关标准与设计要求。 

7.0.2 屋面传热系数、热工缺陷检测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居

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 的要求。 

7.0.3 屋面传热系数检测后应计算其平均传热系数，平均传热

系数计算应符合天津市工程建设现行标准《天津市居住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DB 29-1 或《天津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 

29-153 的限值要求，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7.0.4 有顶棚的坡屋面应分别检测坡屋面和顶棚的传热系数，

然后计算屋面和顶棚的综合传热系数： 

      K＝K1·K2/(K1·cosα＋K2)      (7.0.4) 

式中：K  —— 屋面和顶棚的综合传热系数[W/(m
2
·K)]； 

   K1 —— 顶棚的传热系数[W/(m
2
·K)]； 

   K2 —— 坡屋面的传热系数[W/(m
2
·K)]； 

   α—— 屋面与顶棚的夹角。 

7.0.5 屋面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不应低于室内设计计算温

度所对应的空气露点温度。检测方法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居

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 的要求。 

7.0.6 轻质屋面隔热性能应符合夏季内表面逐时最高温度均

不得高于室外逐时空气温度最高值。检测方法应符合行业现行

标准《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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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楼地面节能工程检测 

8.0.1 建筑楼板保温性能应满足本标准要求及相关现行标准

要求，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8.0.2 建筑楼板传热系数检测方法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居住

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 的要求。 

8.0.3 建筑楼板传热系数计算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民用

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的规定。 

8.0.4 与土壤接触的地面宜采用挤塑聚苯板，其密度、导热

系数、压缩强度、吸水率和燃烧性能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 的要

求及相关现行标准要求，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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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筑物检测 

9.1 建筑物采暖耗热量检测 

9.1.1 居住建筑围护结构检测后，应检测或计算各户耗热量和

建筑物采暖耗热量指标。建筑物耗热量检测应依据天津市工程

建设现行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29-1 进行判定。 

9.1.2 建筑物采暖耗热量检测应按照本规程附录 G 的要求进

行。 

9.2 外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鼓风门法）检测 

9.2.1 单位工程竣工后，应进行外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能检测，

性能指标符合设计要求。检测方法应按照附录 I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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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围
护
结
构
节
能
工
程
用
主
要

材
料
的
检
测
项
目
、
检
测
方
法
、
性
能
指
标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表
观
密
度

 
G

B
/T

 6
34

3 
（

18
.0
～

22
.0

 ）
kg

/m
3  

5 
/ 

导
热
系
数

 
G

B
/T

 1
02

94
 

≤
0.

03
9W

/(
m

·K
) 

5 
/ 

压
缩
强
度

 
G

B
/T

 8
81

3 
≥

10
0k

P
a 

5 
/ 

垂
直
于
板
面

方
向
的
抗
拉

强
度

 

G
B

/T
 2

99
06

 
≥

0.
10

M
P

a 
5 

/ 

吸
水
率

 
G

B
/T

 8
81

0 
≤

3.
0%

 
7 

/ 

尺
寸
稳
定
性

 
G

B
/T

 8
81

1 
≤

0.
3%

 
5 

/ 

水
蒸
气
渗
透

系
数

 
Q

B
/T

 2
41

1 
≤

4.
5 

ng
/(

P
a·

m
·s

) 
15

 
/ 

1 

模
塑

聚
苯

板
 

弯
曲
变
形

 
G

B
/T

 

88
12

.1
 

≥
20

 m
m

 

同
一

生
产

厂

家
、

同
一

规

格
产

品
、

同

一
批

次
进

场
，

每

50
00

m
2
为

一

批
，

不
足

50
00

m
2
的

按

一
批
计
。

 

整
板

2
张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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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1 

模
塑

聚
苯

板
 

燃
烧
性
能

 

G
B

 8
62

4 

G
B

/T
 

24
06

.2
 

不
低
于

B
1（

C
）
级

 

O
I≥

30
%

 
 

整
板

13
张

 
7 

/ 

表
观
密
度

 
G

B
/T

 6
34

3 
（

22
～

35
）

 k
g 

/m
3  

5 
/ 

压
缩
强
度

 
G

B
/T

 8
81

3 
（

15
0～

35
0）

 k
P

a 
5 

/ 

垂
直
于
板
面

方
向
的
抗
拉

强
度

 

G
B

/T
 2

99
06

 
≥

0.
20

M
P

a 
5 

/ 

导
热
系
数

 

（
25
℃
）

 
G

B
/T

 1
02

94
 

≤
0.

03
2 

W
/(

m
·K

) 
5 

/ 

尺
寸
稳
定
性

 
G

B
/T

 8
81

1 
≤

1.
0%

 
5 

/ 

2 

挤
塑

聚
苯

板
 

吸
水
率

 
G

B
/T

 8
81

0 
≤

1.
5%

 

同
一

生
产

厂

家
、

同
一

规

格
产

品
、

同

一
批

次
进

场
，

每

50
00

m
2
为

一

批
，

不
足

50
00

m
2
的

按

一
批
计
。

 

整
板

2
张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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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水
蒸

气
透
湿

系
数

 
Q

B
/T

 2
41

1 
（

3.
5～

1.
5）

 n
g/

(P
a·

m
·s

) 
15

 
/ 

弯
曲
变
形

 
G

B
/T

 8
81

2.
1 

≥
20

 m
m

 

整
板

2
张

 

5 
/ 

燃
烧
性
能

 
G

B
 8

62
4 

G
B

/T
 2

40
6.

2 

不
低

于
B

1（
C
）
级

 

O
I≥

30
%

 
整
板

13
张

 
7 

/ 

玻
璃

化
转
变

温
度

T
g 

附
录

H
 

板
与
原
料

T
g
差

≤
6.

5℃
 

3 
原
料

T
g

≥
10

1℃

2 

挤
塑

聚
苯

板
 

受
热
残
重

%
 

附
录

H
 

板
与
原
料
受

热
残
重
差
≤

3.
5%

 

同
一

生
产

厂

家
、
同
一
规
格

产
品
、
同
一
批

次
进

场
，

每

50
00

m
2
为

一

批
，

不
足

50
00

m
2
的

按

一
批
计
。

 
整
板

1
张
，
同
批

次

聚
苯
乙
烯
原
料

10
0g

 
3 

原
料
受

热
残
重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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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 
/ 

岩
棉
板

 
岩
棉
带

 
/ 

密
度

 
G

B
/T

 5
48

0 
≥

14
0 

kg
/m

3  
≥

10
0 

kg
/m

3
5 

/ 

导
热
系
数

 
G

B
/T

 1
02

94
 ≤

0.
04

0 
W

/(
m

·K
)

≤
0.

04
8 

W
/(

m
·K

) 
5 

/ 

压
缩
强
度

 
G

B
/T

 1
34

80
 

≥
40

kP
a 

≥
60

kP
a 

5 
/ 

憎
水
率

 
G

B
/T

 1
02

99
 

≥
98

.0
%

 
5 

/ 

垂
直

于
表
面

的
 

抗
拉
强
度

 

G
B

/T
 2

99
06

 
T

R
10

≥
10

kP
a，

T
R

15
≥

15
kP

a，

T
R

80
≥

80
kP

a 
5 

/ 

短
期

吸
水
量

 
G

B
/T

 2
59

75
 

≤
1.

0 
kg

/m
2  

5 
/ 

3 

建
筑

外
墙

外
保

温
用

岩
棉

制
品

 

酸
度
系
数

 
G

B
/T

 5
48

0 
≥

1.
8 

同
一

生
产

厂

家
、
同
一
规
格

产
品
、
同
一
批

次
进

场
，

每

50
00

m
2
为

一

批
，

不
足

50
00

m
2
的

按

一
批
计
。

 

 

整
板

3
张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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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表
观
密
度

 
G

B
/T

 6
34

3 
（

18
.0
～

22
.0
）

kg
/m

3 
  

 
5 

/ 

导
热
系
数

 
G

B
/T

 1
02

94
 

≤
0.

03
3 

W
/(

m
·

K
) 

5 
/ 

压
缩
强
度

 
G

B
/T

 8
81

3 
≥

10
0k

P
a 

5 
/ 

尺
寸

稳
定
性

 
G

B
/T

 8
81

1 
≤

0.
30

%
 

5 
/ 

吸
水
率

 
G

B
/T

 8
81

0 
≤

3.
0%

 
7 

/ 

垂
直

于
板

面

方
向

的
抗

拉

强
度

 

G
B

/T
 2

99
06

 
≥

0.
10

M
P

a 
5 

/ 

水
蒸

气
渗

透

系
数

 
Q

B
/T

 2
41

1 
≤

4.
5 

ng
/(

P
a·

m
·s

) 
15

 
 

弯
曲
变
形

 
G

B
/T

 8
81

2.
1 

≥
20

 m
m

 
5 

 

4 

模
塑

石
墨

聚
苯

板
 

燃
烧
性
能

 
G

B
 8

62
4 

G
B

/T
 2

40
6.

2 

不
低
于

B
1（

B
）
级

 

O
I≥

32
%

 

同
一

生
产

厂

家
、
同
一
规
格

产
品
、
同
一
批

次
进

场
，

每

50
00

m
2
为

一

批
，

不
足

50
00

m
2
的

按

一
批
计
。

 

整
板

2
张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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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表
观
密
度

（
芯
材
）

 
G

B
/T

 6
34

3 
（

40
～

50
）

 k
g/

m
3  

5 
/ 

压
缩
强
度

（
芯
材
）

 
G

B
/T

 8
81

3 
≥

15
0k

P
a 

5 
/ 

导
热
系
数

（
芯
材
）

 
G

B
/T

 1
02

94
 

≤
0.

02
4W

/(
m

·K
) 

5 
/ 

尺
寸

稳
定
性

（
芯
材
）

 
G

B
/T

 8
81

1 
≤

1.
0%

 
5 

/ 

弯
曲
变
形

（
芯
材
）

 
G

B
/T

 8
81

2.
1 

≥
8.

0 
m

m
 

5 
/ 

5 

硬
泡

聚
氨

酯
复

合
保

温
板

 

垂
直

板
面
方

向
的

抗
拉
强

度
（

芯
材
）

 G
B

 5
04

04
附

录
C

 
≥

0.
15

M
P

a 

同
一

生
产

厂

家
、
同
一
规
格

产
品
、
同
一
批

次
进

场
，

每

50
00

m
2
为

一

批
，

不
足

50
00

m
2
的

按

一
批
计
。

 

整
板

2
张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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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试

验
项
目

 
试
验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吸
水

率
（
芯

材
）

 
G

B
/T

 8
81

0 
≤

3.
0%

 
7 

/ 

水
蒸

气
渗
透

系
数
（
芯
材
）
 

Q
B

/T
 2

41
1 

≤
6.

5 
ng

/(
P

a·
m

·s
) 

 
20

 
/ 

氧
指

数
（
芯

材
）

 
G

B
/T

 2
40

6.
2 

≥
30

%
 

整
板

2
张

 

7 
/ 

燃
烧

性
能
分

级
（

芯
材
）

 
G

B
 8

62
4 

不
低

于
B

1（
C
）
级

 
整
板

13
张

 
7 

/ 

面
层

与
芯
材

拉
伸

粘
结
强

度
 

G
B

 5
04

04
 

附
录

C
 

≥
0.

15
 M

P
a 

整
板

1
张

 
5 

/ 

5 

硬
泡

聚
氨

酯
复

合
保

温
板

 

面
层
厚
度

 
G

B
/T

 6
34

2 

附
录

A
 

≤
0.

8 
m

m
 

同
一

生
产

厂

家
、
同
一
规
格

产
品
、
同
一
批

次
进

场
，

每

50
00

m
2
为

一

批
，

不
足

50
00

m
2
的

按

一
批
计
。

 

整
板

1
张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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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干
表

观
密
度

 
JG

/T
15

8 
（

18
0～

25
0）

 k
g/

m
3  

30
 

/ 

导
热
系
数

 
 G

B
/T

10
29

4 
≤

0.
06

0 
W

/(
m

·K
) 

32
 

/ 

抗
压
强
度

 
JG

/T
15

8 
≥

0.
20

M
P

a 
30

 
/ 

软
化
系
数

 
JG

/T
15

8 
≥

0.
5 

32
 

/ 

抗
拉
强
度

 
JG

/T
15

8 
≥

0.
1 

M
P

a 
30

 
/ 

拉
伸

粘
结
强

度
 

JG
/T

15
8 

≥
0.

1 
M

P
a 

10
kg

胶
粉

 

一
袋
颗
粒

 

30
 

/ 

6 

胶
粉

聚
苯

颗
粒

保
温

浆
料

 

燃
烧
性
能

 
G

B
 8

62
4 

不
低

于
B

1（
B
）
级

 

同
一
生
产
时

间
，
同
一
配
料

工
艺
条
件
制

得
的
产
品
每

20
t胶

粉
为
一

批
。

 

60
kg

胶
粉

 

10
袋
颗
粒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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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耐
水
（

M
Pa

）
 

/ 
原

强
度

（
M

Pa
）

 浸
水

48
h,

 

干
燥

2h

 浸
水

48
h,

 

干
燥

7d

/ 
/ 

E
PS

板
 

≥
0.

60
 

≥
0.

30
 

≥
0.

60
38

 
/ 

X
P

S
板

 
≥

0.
60

 
≥

0.
30

≥
0.

60
38

 
/ 

岩
棉
板
（
带
）
 

≥
0.

70
 

≥
0.

40
≥

0.
70

38
 

/ 

石
墨
聚
苯
板

 
≥

0.
60

 
≥

0.
30

≥
0.

60
38

 
 

泡
沫
水
泥
保

温
板

 
≥

0.
60

 
≥

0.
30

≥
0.

60
38

 
/ 

G
B

/T
 

29
90

6 

泡
沫
玻
璃

 
≥

0.
60

 
≥

0.
30

≥
0.

60
38

 
/ 

7 
胶
粘

剂
 

拉
伸
粘
结
强

度
(与

水
泥

砂
浆

) 

JG
/T

42
0 
硬
泡
聚
氨
酯

 

复
合
保
温
板

 
≥

0.
60

 
≥

0.
30

≥
0.

60

同
一
生
产
时

间
，
同
一
配

料
工
艺
条
件

制
得
的
产
品

为
一
批
，
粉

状
产
品

20
t

为
一
批
，
液

体
类
产
品

10
t为

一
批
。

粉
状
产
品
：

8k
g 

液
体
类
产

品
：

2L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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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电

子
文
件
仅
供
参
考
 

 
 

请
以
正
式
出
版
物
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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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E
PS

板
 

≥
0.

10
 

≥
0.

06
≥

0.
10

38
 

/ 

X
P

S
板

 
≥

0.
20

 
≥

0.
10

 
≥

0.
20

38
 

/ 

T
R

10
 
≥

0.
01

0 
≥

0.
00

5
≥

0.
01

0
38

 
/ 

岩
棉

板
 

T
R

15
 
≥

0.
01

5 
≥

0.
01

0
≥

0.
01

5
38

 
/ 

岩
棉

带
 

T
R

80
 
≥

0.
08

0 
≥

0.
05

0
≥

0.
08

0
38

 
/ 

石
墨
聚
苯
板

 
≥

0.
10

 
≥

0.
06

≥
0.

10
38

 
/ 

泡
沫

水
泥

保

温
板

 
≥

0.
10

 
≥

0.
06

≥
0.

10
38

 
/ 

G
B

/T
 

29
90

6 

泡
沫
玻
璃

 
≥

0.
10

≥
0.

06
≥

0.
10

38
 

/ 

7 
胶
粘

 

剂
 

拉
伸
粘

 

结
强
度

 

(与
保
温
板

) 

JG
/T

42
0 
硬
泡
聚
氨
酯

复
合
保
温
板

 
≥

0.
15

破
坏

部
位

位
于

保
温

板
内

≥
0.

10
≥

0.
15

同
一
生
产
时

间
，
同
一
配

料
工
艺
条
件

制
得
的
产
品

为
一
批
，
粉

状
产
品

20
t

为
一
批
，
液

体
类
产
品

10
t为

一
批
。

 粉
状
产
品
：

8k
g 

液
体
类
产

品
：

2L
 

38
 

/ 



 天
津
工
程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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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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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可
操
作

 

时
间

 

G
B

/T
 

29
90

6
（

1.
5～

4.
0）

 h
 

30
 

无
要
求

的
按

1.
5h

放

置
 

7 
胶
粘

剂
 

胶
粘

剂
中

聚
合

物
有

效
成

分
含

量
 

见
附
录

C
 

≥
2.

0 
%

 

同
一
生
产
时

间
，
同
一
配

料
工
艺
条
件

制
得
的
产
品

为
一
批
，
粉

状
产
品

20
t

为
一
批
，
液

体
类
产
品

10
t为

一
批
。

粉
状
产
品
：

8k
g 

液
体
类
产

品
：

2L
 

5 
/ 

 



 天
津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电

子
文
件
仅
供
参
考
 

 
 

请
以
正
式
出
版
物
为
准

 

 
30

 

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耐
水
（

M
Pa

）

/ 
原
强
度

（
M

Pa
）

浸
水

48
h,

 
干
燥

2h

浸
水

48
h,

 
干
燥

7d

耐
冻
融

（
M

Pa
）

/ 
/ 

E
PS

板
 

≥
0.

10
≥

0.
06

≥
0.

10
≥

0.
10

66
/ 

X
P

S
板

 
≥

0.
20

≥
0.

10
 

≥
0.

20
≥

0.
20

66
/ 

TR
10

 
≥

0.
01

0
≥

0.
00

5
≥

0.
01

0
≥

0.
01

0 
66

/ 
岩
棉

板
 

TR
15

 
≥

0.
01

5
≥

0.
01

0
≥

0.
01

5
≥

0.
01

5 
66

/ 

岩
棉

带
 

TR
80

 
≥

0.
08

0
≥

0.
05

0
≥

0.
08

0
≥

0.
08

0 
66

/ 

8 
抹
面

 
胶
浆

 拉
伸
粘
结

强
度

 
 

G
B

/T
 

29
90

6 

石
墨
聚
苯
板

 
≥

0.
10

破 坏 部 位 位 于 保 温 板 内

≥
0.

06
≥

0.
10

≥
0.

10

同
一
生
产
时

间
，
同
一
配

料
工
艺
条
件

制
得
的
产
品

为
一
批
，
粉

状
产
品

20
t

为
一
批
，
液

体
类
产
品

10
t为

一
批
。

 粉
状
产
品
：

8k
g 

液
体
类
产

品
：

2L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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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泡
沫
水
泥

保
温
板

 
≥

0.
10

≥
0.

06
≥

0.
10

≥
0.

10
66

 
/ 

G
B

/T
 

29
90

6
泡
沫
玻
璃

 ≥
0.

10
≥

0.
06

≥
0.

10
≥

0.
10

66
 

/ 
拉
伸
粘
结

强
度

 

JG
/T

42
0 

硬
泡
聚
氨

酯
复
合
保

温
板

 

≥
0.

15

破
坏

部
位

位
于

保
温

板
内

≥
0.

10
≥

0.
15

≥
0.

15
66

 
/ 

压
折
比
（

水
泥
基
）
≤

3.
0 

30
 

/ 
柔
韧
性

 
开
裂
应
变
（
非

水
泥
基
）
≥

1.
5 

%
 

30
 

/ 

可
操
作
时

间
 

G
B

/T
 

29
90

6
（

1.
5～

4.
0）

 h
 

30
 

无
要
求

的
按

1.
5h

放

置
 

8 
抹
面

 

胶
浆

 

抹
面
胶
浆

中
聚
合
物

有
效
成
分

含
量

 

见
附
录

C
 

≥
3.

0%
 

同
一
生
产
时

间
，
同
一
配

料
工
艺
条
件

制
得
的
产
品

为
一
批
，
粉

状
产
品

20
t

为
一
批
，
液

体
类
产
品

10
t为

一
批
。

粉
状
产
品
：

8k
g 

液
体
类
产

品
：

2L
 

5 
1 



 天
津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电

子
文
件
仅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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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请
以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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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物
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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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
1.

5h
 

可
操
作
时

间
 

JG
/T

15
8 

在
可
操
作
时
间
内
拉

伸
粘
结
强
度
≥

0.
7 

M
P

a 
30

 
/ 

/ 
标
准
状

态
浸
水
处
理

冻
融
循
环

处
理

 
/ 

/ 

与
水
泥
砂

浆
 

≥
0.

7 
M

P
a
≥

0.
5 

M
P

a
≥

0.
5 

M
P

a
66

 
/ 

拉
伸
粘
结

强
度

 
JG

/T
15

8 

与
胶
粉
聚

苯
颗
粒
保

温
浆
料

 

≥
0.

1 
M

P
a
≥

0.
1 

M
P

a
—

 
44

 
/ 

9 
抗
裂

 

砂
浆

 

压
折
比

 
JG

/T
15

8 
≤

3.
0 

同
种

产
品

，

同
一

级
别

，

同
一

规
格

，

粉
状

材
料

20
t，

液
体
材

料
10

t
为
一

批
。

 

4k
g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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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电

子
文
件
仅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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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请
以
正
式
出
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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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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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 
标

准
状
态

 
浸
水
处
理

 
/ 

/ 

与
水
泥
砂
浆

 
≥

0.
5 

M
P

a
≥

0.
3 

M
P

a
15

 
/ 

与
E

PS
板

 
≥

0.
10

 M
P

a
≥

0.
10

 M
P

a

且
E

P
S

板
 

破
坏

拉
伸
粘
结

 

强
度

 
JG

/T
15

8 

与
X

P
S
板

 
≥

0.
20

 M
P

a
≥

0.
20

 M
P

a

15
 

且
X

P
S

板
 

破
坏

10
 
界
面

 

砂
浆

 

涂
覆
在
聚
苯

板
上
后
的
可

燃
性

 

JG
/T

15
8 

60
s
内
无
火
焰
及

燃
烧
滴
落
物
引
燃
滤
纸
现
象

同
种
产
品
，
同

一
级
别
，
同
一

规
格
，
粉
状
材

料
20

t，
液
体

材
料

10
t为

一

批
。

 

4k
g 

5 
/ 

   



 天
津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电

子
文
件
仅
供
参
考
 

 
 

请
以
正
式
出
版
物
为
准

 

 
34

 

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单
位
面
积

 

质
量

 

JC
/T

 

84
1 

≥
16

0 
g/
㎡

 
3 

/ 

拉
伸
断
裂
强

力
(经

、
纬
向

) 
JC

/T
84

1 
≥

12
50

N
/5

0
㎜

 
/ 

耐
碱
拉
伸

 

断
裂

 

强
力
保
留
率

 

(经
、
纬
向

) 

JC
/T

84
1 

≥
75

%
 

40
 

/ 

断
裂
伸
长
率

 

(经
、
纬
向

) 

JC
/T

 

84
1 

≤
4.

0%
 

40
 

/ 

可
燃
物
含
量

 
JC

/T
 

84
1 

≥
12

%
 

7 
/ 

11
 

耐
碱

玻
璃

纤
维

 

网
布

 

氧
化
锆
、

 

氧
化
钛
含
量

(%
) 

JC
/T

 

84
1 

Z
rO

2
含
量
≥

16
.0
，

或
Z

rO
2
含
量

(1
4.

5±
0.

8)

且
T

iO
2
含
量

(6
.0
±

0.
5)
，
或

Z
rO

2
和

T
iO

2
总

含
量
≥

19
.2
且

Z
rO

2
含
量
≥

13
.7

 

同
一
规
格
，
同

一
生
产
工
艺
，

稳
定
连
续
生

产
的
材
料
每

50
00

m
2
为
一

批
，
不
足

50
00

m
2
按
一

批
计
。

 

4 
m

2  

7 
/ 



 天
津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电

子
文
件
仅
供
参
考
 

 
 

请
以
正
式
出
版
物
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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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干
燥
时
间

 
JG

/T
15

8 
表
干
时
间
≤

4h
，
实
干
时
间
≤

8h
 

3 
/ 

断
裂
伸
长
率

 J
G

/T
15

8 
≥

10
0%

 
10

 
/ 

12
 
弹
性

 

底
涂

 

表
面
憎
水
率

 J
G

/T
15

8 
≥

98
%

 

同
种
产
品
，
同

一
级
别
，
同
一

规
格
，

 1
0t

为
一
个
检
验

批
，
不

 

足
10

t按
一
批

计
。

 

5k
g 

5 
/ 

/ 
/ 

普
通
型

(P
) 

柔
性

(R
) 

弹
性

(T
) 

/ 
/ 

容
器
中
状
态

 
JG

/T
 

15
7 

无
结

块
，
均
匀

 
3 

/ 

施
工
性

 
JG

/T
 

15
7 

刮
涂
无
障
碍

 
3 

/ 
13

 

建
筑

外
墙

用
腻

子
 

干
燥

时
间

(表

干
) 

JG
/T

 

15
7 

≤
5h

 

同
种
产
品
，
同

一
级
别
，
同
一

规
格
，

 1
0t

为
一
个
检
验

批
，
不

 

足
10

t按
一
批

计
。

 

5k
g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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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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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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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薄
涂
腻

子
 

1m
m

无
裂
纹

 
初
期
干
燥
抗
裂

性
 

JG
/T

 
15

7 
厚

涂
腻

子
 

2m
m

无
裂
纹

 
5 

/

打
磨
性

 
JG

/T
 

15
7 

手
工
可

打
磨

 
—

 
5 

/

吸
水
量

 
JG

/T
 

15
7 

≤
2.

0g
/1

0m
in

 
10

 

耐
水
性

96
h 

JG
/T

 
15

7 
无
异
常

 
14

 
/

耐
碱
性

48
h 

JG
/T

 
15

7 
无
异
常

 
12

 
/

标
准
状

态
≥

0.
60

M
P

a 
17

 
/

粘
结
强
度

 
JG

/T
 

15
7 

冻
融
循
环

5
次

≥
0.

40
M

P
a 

24
 

/

柔
韧
性

 
JG

/T
 

15
7 

直
径

10
0m

m
，

无

裂
纹

 

直
径

50
m

m
，
无

裂
纹

 
—

 
10

 
/

13
 建

筑

外
墙

用
腻

子
 

低
温
贮
存
稳
定

性
 

JG
/T

 
15

7 
三
次

循
环
不
变
质

 

同
种
产
品
，
同

一
级
别
，
同
一

规
格
，

 1
0t

为
一
个
检
验

批
，
不

 

足
10

t按
一
批

计
。

 

5k
g 

6 
/   



 天
津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电

子
文
件
仅
供
参
考
 

 
 

请
以
正
式
出
版
物
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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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平
涂
用
涂
料

 
G

B
/T

 

16
77

7 
断
裂
伸

长
率
≥

15
0%

 
10

 
/ 

连
续
性
复
层
建

筑
涂
料

 

G
B

/T
 

16
77

7 
主
涂
层
的
断

裂
伸
长
率
≥

10
0%

 
10

 
/ 

14
 

外
墙

饰
面

涂
料

 
浮
雕
类
非
连

续
性
复
层
建

筑
涂
料

 

G
B

 

97
79

 
主
涂
层
初
期
干

燥
抗
裂
性
满
足
要
求

 

同
种
产
品
，
同

一
级
别
，
同
一

规
格
，

 1
0t

为
一
个
检
验

批
，
不

 

足
10

t按
一
批

计
。

 

2k
g 

5 
/ 

原
强
度

 
浸
水
后

热
老

化
后

冻
融

循
环

后
 

晾
置
时

间
 

20
m

in
后

拉
伸
粘
结
强

度
 

JC
/T

 

54
7 

≥
0.

5M
P

a 

54
 

/ 

15
 

面
砖

粘
结

砂
浆

 

横
向
变
形

 
 J

C
/T

 

10
04

 
≥

1.
5m

m
 

同
种
产
品
，
同

一
级
别
，
同
一

规
格
，
粉
状
材

料
20

t，
液
体

材
料

10
t为

一

批
。

 

5k
g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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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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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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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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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拉
伸
粘
结
原

强
度

 

JC
/T

 

54
7 

≥
0.

2M
P

a 
30

 
/ 

收
缩
值

 
JC

/T
 

10
04

 
≤

2 
m

m
/m

 
30

 
/ 

标
准
状
态

 
≥

3.
5M

P
a 

抗
折
强
度

 
JC

/T
 

10
04

 
冻
融
循
环
处
理

≥
3.

5M
P

a 
45

 
/ 

30
m

in
 

≤
2.

0 
g 

吸
水
量

 
JC

/T
 

10
04

 
24

0m
in

 
≤

5.
0 

g 
30

 
/ 

16
 

面
砖

勾
缝

料
 

横
向
变
形

 
JC

/T
 

10
04

 
≥

1.
5m

m
 

同
种
产
品
，
同

一
级
别
，
同
一

规
格
，
粉
状
材

料
20

t，
液
体

材
料

10
t为

一

批
。

 

5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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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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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方
法

 
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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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单
块
面
积

 
G

B
/T

 

38
10

.2
 

≤
15

0 
cm

2 
3 

/ 

厚
度

 
G

B
/T

 

38
10

.2
 

≤
7 

m
m

 
3 

/ 

单
位
面
积
质

量
 

G
B

/T
 

38
10

.2
 

G
B

/T
 

38
10

.3
 

≤
20

kg
/c

m
2  

10
 

/ 

吸
水
率

 
G

B
/T

 

38
10

.3
 

0.
2～

3 
%

 
10

 
/ 

17
 
饰
面

砖
 

抗
冻
性

 
G

B
/T

 

38
10

.12
 

40
次
冻

融
循
环
无
破
损

 

同
种
产
品
，
同

一
规
格
，
同
一

批
次
，
抽
检
一

组
。

 

10
块
整
砖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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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焊
点
抗
拉
力

 
Q

B
/T

 

38
97

 
≥

65
N

 
3 

/ 

18
 

镀
锌

电
焊

网
 

镀
锌
层
质
量

 
G

B
/T

 

18
39

 
≥

12
2g

/m
2  

同
一

生
产

厂

家
、
同
一
规
格

产
品
、
同
一
批

次
进

厂
，

每

40
00

m
2
为

一

批
，

不
足

40
00

m
2
的

按

一
批
计

 

2m
2  

3 
/ 

A
类

基
层

墙

体
 

≥
0.

60
kN

 

B
类

基
层
墙

体
≥

0.
50

 k
N

 

C
类

基
层
墙

体
≥

0.
40

 k
N

 

D
类

基
层

墙

体
 

≥
0.

30
 k

N
 

锚
栓
抗
拉
承

 

载
力
标
准
值

 JG
/T

 3
66

 E
类

基
层
墙

体
≥

0.
30

 k
N

 

7 
/ 

19
 
锚
栓

 

锚
栓
圆
盘
抗

拔
力
标
准
值

 JG
/T

 3
66

 
≥

0.
50

 k
N

 

同
一

厂
家

生

产
的

同
一

规

格
、
同
一
批
次

的
产

品
每

5

万
个
为
一
批
。

25
件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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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密
度
等
级

 
/ 

B
04

 
B

05
 

B
06

 
/ 

干
体
积
密
度

kg
/m

3  

G
B

/T
 

11
96

9 
≤

42
5 

≤
52

5 
≤

62
5 

7 
/ 

导
热
系
数

W
/(

m
·

K
) 

G
B

/T
 

10
29

4 
≤

0.
11

 
≤

0.
13

 
≤

0.
15

 
7 

/ 

抗
压
强
度

M
Pa

 

G
B

/T
 

11
96

9 
≥

2.
5 

≥
2.

5 
≥

3.
5 

7 
/ 

20
 砂

加
气

保
温

 

砌
块

 

干
燥
收
缩

（
标
准
法
）

m
m

/m
 

G
B

/T
 

11
96

9 
≤

0.
50

 
≤

0.
50

 
≤

0.
50

 

同
品
种
、
同
规

格
、

 

同
等
级
的
砌

块
，
以

10
00

0

块
为
一
检
验

批
。

 

3
组
，
每
组

5

块
 

24
 

/ 

表
观
密
度

 
G

B
/T

 

54
86

 
≤

20
0 

kg
/m

3  
7 

/ 

21
 泡

沫
水

泥
保

 

温
板

 

导
热
系
数

(平
均
温
度

25
℃

) 

G
B

/T
 

10
29

4 
≤

0.
05

3 
W

/(
m

•K
) 

同
品
种
、
同
规

格
、
同
等
级
的

砌
块
，
以

10
00

0
块
为

一
检
验
批
。

5
块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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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抗
压
强
度

 
G

B
/T

 

54
86

 
≥

0.
35

 M
P

a 
7 

/ 

垂
直
于
板
面
方

向
的
抗
拉
强
度

 

G
B

/T
 

29
90

6 
≥

0.
10

 M
P

a 
7 

/ 
21

 泡
沫
水

泥
保
温

板
 

体
积
吸
水
率

 
G

B
/T

 

54
86

 
≤

9.
0%

 

同
品
种
、
同
规

格
、
同
等
级
的

砌
块
，
以

10
00

0
块
为

一
检
验
批
。

5
块

 

7 
/ 

/ 
/ 

Ⅰ
型

 
Ⅱ
型

 
/ 

/ 

干
密
度

 
G

B
/T

 

20
47

3 
24

0～
30

0 
kg

/m
3

30
1～

40
0 

kg
/m

3  
30

 
/ 

抗
压
强
度

 
G

B
/T

 

54
86

 
≥

0.
20

 M
P

a 
≥

0.
40

 M
P

a 
30

 
/ 

导
热
系
数

 
G

B
/T

 

10
29

4 
≤

0.
07

0 
W

/(
m
·

K
)

≤
0.

08
5 

W
/(

m
·

K
) 

30
 

/ 

22
 建

筑
保

温
砂
浆

 

压
剪
粘
结
强

度
 

G
B

/T
 

17
37

1 
≥

50
kP

a 
≥

50
kP

a 

同
种
产
品
，
同

一
级
别
，
同
一

规
格

60
t为

一
批
。

 

10
kg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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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干
密
度

 
JG

J 
25

3 
≤

30
0 

kg
/m

3  
30

 
/ 

抗
压
强
度

 
JG

J 
25

3 
≥

0.
30

 M
P

a 
30

 
/ 

原
强
度

 
≥

50
 k

P
a 

30
 

/ 
压
剪
粘
结
强

度
 

JG
/T

 

28
3 

耐
水
强
度

 
≥

50
 k

P
a 

40
 

/ 

导
热
系
数

 
G

B
/T

 

10
29

4 
≤

0.
05

3 
W

/(
m
·

K
) 

30
 

/ 

23
 建

筑
用

保
温
砂

浆
 

拉
伸
粘
结
强

度
 

JG
J 

25
3 

≥
0.

10
 M

P
a 

同
种
产
品
，
同

一
级
别
，
同
一

规
格

60
t为

一
批
。

 

10
kg

 

30
 

/ 

干
密
度

 
G

B
/T

 

26
00

0 
≤

30
0 

kg
/m

3  
30

 
/ 

24
 膨

胀
玻

化
微
珠

保
温
隔

热
砂
浆

 
抗

压
强
度

 
G

B
/T

 

26
00

0 
≥

0.
20

M
P

a 

同
种
产
品
，
同

一
级
别
，
同
一

规
格

60
t为

一
批
。

 

10
kg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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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方
法

 
性
能
指
标

 
组
批

 
取
样
规
定

 

周 期
 

(d
) 

备
注

导
热
系
数

 
G

B
/T

 

10
29

4 
≤

0.
07

0 
W

/(
m
·

K
) 

30
 

/ 

24
 膨

胀
玻

化
微
珠

保
温
隔

热
砂
浆

 
抗
拉
强
度

 
G

B
/T

 

26
00

0 
≥

0.
10

M
P

a 

同
种
产
品
，
同

一
级
别
，
同
一

规
格

60
t为

一
批
。

 

10
kg

 

30
 

/ 

/ 
/ 

未
处

理

（
14

d）
浸
水
处
理

冻
融
循
环

处
理

 
/ 

/ 

JC
/T

 

90
7 

与
水
泥
砂

浆
 

≥
0.

6M
P

a
≥

0.
5M

P
a
≥

0.
5M

P
a

25
 

/ 

与
X

PS
板

 
≥

0.
20

M
P

a

≥

0.
20

M
P

a

≥

0.
20

M
P

a
66

 
 

25
 界

面
剂

 
拉
伸
粘
结
强

度
 

G
B

/T
 

29
90

6 
与
岩
棉

 
破
坏
界
面
在
岩
棉
上

 

同
一
生
产
时

间
，
同
一
配
料

工
艺
条
件
制

得
的
产
品
为

一
批
，
粉
状
产

品
20

t为
一

批
，
液
体
类
产

品
10

t为
一

批
。

 

粉
状
产
品
：

8k
g 

液
体
类

 

产
品
：

2L
 

66
 

岩
棉
选

用
T

R
80

岩
棉
带

注
：
材
料
的
性
能
指
标
在
设
计
上
有
要
求
的
，
遵

从
设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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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外墙外保温节能系统现场检测方法 

B.1 基层与胶粘剂的拉伸粘结强度检测方法 

B.1.1 本试验应在保温板材粘贴完工 28d 后进行，取样部位选

取有代表性的 5 处。 

B.1.2 试验方法 

B.1.2.1  检测仪器、辅助工具及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的粘结强度检测仪，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数显式

粘结强度检测仪》JG3056 的规定。 

  2 钢直尺的分度值应为 lmm。 

  3 粘结标准块：按长、宽、厚的尺寸为 40×40×(6～8)mm，

用 45 号钢或铬钢材料制做的标准试件。 

  4  应具备下列辅助工具及材料： 

1)手持切割锯；2)粘结剂，粘结强度宜大于 3.0MPa；3)胶带。 

B.1.2.2  断缝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断缝应从胶粘剂表面切割至基层表面，深度应一致。 

  2  试样切割长度和宽度应与标准块相同。 

B.1.2.3  标准块粘贴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粘贴标准块前，应小心除去保温材料，不得破坏胶粘

剂层，确保胶粘剂表面清洁并保持干燥。当现场温度低于 5℃

时，标准块宜预热后再进行粘贴。 

  2  粘结剂应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配比使用，应搅拌均匀、

随用随配、涂布均匀，粘结剂硬化前不得受水浸。 

  3  标准块粘贴后应及时用胶带固定。 

B.1.2.4  粘结强度检测仪的安装(图 B.1.2)和测试程序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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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要求： 

  1  检测前在标准块上应安装带有万向接头的拉力杆。 

  2  应安装专用穿心式千斤顶，使拉力杆通过穿心千斤顶中

心并与标准块垂直。 

  3  调整千斤顶活塞时,应使活塞升出 2mm 左右，并将数字

显示器调零，再拧紧拉力杆螺母。 

  4  匀速摇转千斤顶手柄升压，直至试样断开，记录粘结强

度检测仪的数字显示器峰值，该值即是粘结力值。 

  5  检测后降压至千斤顶复位，取下拉力杆螺母及拉杆。 

 

图 B.1.2 粘结强度检测仪安装示意图 

B.2 保温板材与基层粘结强度检测方法 

B.2.1 本试验应在保温板材粘贴完工 28 天后进行。 

B.2.2 以每 5000 ㎡同类保温体系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5000 ㎡

应按 5000 ㎡计，每批应取一组 9 个试样，每相邻的三个楼层应

至少取一组试样，试样应随机抽取，取样间距不得小于 1m，并

应兼顾不同楼层不同朝向。 

B.2.3 试验方法应按本标准附录 B.1.2 规定进行试验，试样尺

寸为 100mm×100mm，断缝应从保温板材表面切割至基层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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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记录每个测点的粘结力值和破坏部位。当破坏部位位于

保温板材与胶粘剂层界面时，如果粘结面积＜50%，则该点应废

弃并重新选点进行测试。 

B.2.5  9 个测点的粘结强度均应满足本规程表4.1.4的要求和

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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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外墙外保温系统用胶粘剂、抹面胶浆

聚合物有效成分检测方法 

C.0.1 本方法适用于外墙外保温系统用胶粘剂、抹面胶浆原材

料及实体中胶粘剂、抹面胶浆所含聚合物有效成分的测定。聚

合物有效成分检测是指对样本中所含聚合物的种类进行鉴别及

对聚合物的有效成分含量进行测定。 

C.0.2 检测仪器、辅助工具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高倍体视显微镜 

     目镜：20× ；物镜：0.7～4.0 倍可调节 

     观察条件： 

反射光：明场 

  2  偏光显微镜(OM) 

     目镜：10× ；物镜：16×、25×、40×、63× 

观察条件： 

透射光：明场、单偏光、正交偏振光 

反射光：明场、暗场、单偏光、正交偏振光、荧光 

物镜转盘：6孔对中物镜转盘 

数字化图像分析工作站：计算机、数码摄像头、打印机、 

图像分析软件 

3  综合热分析仪(DSC-TG) 

温度范围：（室温～1500）℃ 

升温速率：（0～100）℃/min ；冷却速度：＜20 min 

量热准确度/精度：A 级 

天平分辨率：0.1µ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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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傅里叶变换红外吸收光谱仪(IR) 

波数测量范围：(4000～400)cm
－1
 

分辨力：＞1.0cm
－1 

5  X-射线衍射仪(XRD) 

最大输出功率：≥2kW 

角度重复性：≤0.004
o
 

测量精度：≤0.04
o
 

整机综合稳定度：≤±3% 

6  应具备下列辅助工具 

磁力搅拌加热器、旋转蒸发器、电子天平（0.1mg）、电热

鼓风控温干燥箱、试样粉碎机、脂肪提取器等，以及标准砂样

筛、称量瓶、坩埚、量筒、烧瓶等试验工具。 

C.0.3  样品处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1  胶粘剂、抹面胶浆原材料样本于电热鼓风控温干燥箱中

80℃下烘干至恒重。 

2  实体材料中胶粘剂样本应清除其表面上粘附的保温板、

基层水泥砂浆，于电热鼓风控温干燥箱中 80℃下烘干至恒重。 

3  实体材料中抹面胶浆样本应去除表面粘附的保温板，并

用边长小于表面抗裂玻纤网网眼内缘 1mm 的打孔器切取各网眼

中间部分的抹面胶浆，应避免将紧贴玻纤网格布的硬化胶浆及

玻纤网格布切下来，于电热鼓风控温干燥箱中 80℃下烘干至恒

重。 

C.0.4  样品中聚合物有效成分分离处理应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  将上步处理的受检样本研磨，至全部通过 0.075mm 孔径

的方孔筛。 

2  取若干份(每份宜为 0.5g 左右)研细过筛后的受检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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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50mL 标口三角瓶中，分别与(20～25)mL 不同溶剂混匀，盖

上瓶塞静置 30 分钟至 1 小时后，取少量底部固形物颗粒，在载

玻片上摊平，用显微镜观察，宜选择溶胀程度高的溶剂对样本

进行溶出分离。 

3  称取样本重量约 5g，应精确至 0.1mg，记为 m1。转入

100mL 标准口三角瓶中，加入选出的溶剂 40mL 和磁力搅拌子，

瓶口装上通冷凝水的回流冷凝管，固定在磁力加热搅拌器上，

开动搅拌器控制搅拌子稳定在适当转速，使样品充分混匀。宜

设定适当温度使瓶中溶剂处于回流状态，维持搅拌状态回流 1

小时，降温至室温，分出并收集回流上清剂。剩余样本 80℃烘

干称重后，重复上述操作，直至样本恒重。以上步骤可采用脂

肪提取器，溶剂体积增加至 300mL，保持回流状态淋洗样本至

恒重，收集回流上清液。 

4  上述步骤处理后的剩余样本达到恒重后，记为 m2，应

精确至 0.1mg。 

5  将收集的回流上清液取少量滴于有方形凹槽的样品板

上，放入红外线干燥箱中烘干，待溶剂完全挥发后，测定 XRD

谱图。若出现样品中无机组分的衍射峰，则判定有杂质混入，

此次分离失败，应重新进行前述检测步骤。 

6  不含无机组分杂质的回流上清液除去溶剂、干燥，分离

完成。 

C.0.5  通过测定溶出物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吸收光谱，确定溶出

物的聚合物种类，该结果为外墙外保温系统用胶粘剂、抹面胶

浆聚合物有效成分种类。 

C.0.6  外墙外保温系统用胶粘剂、抹面胶浆聚合物有效成分含

量应按以下步骤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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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测定受检样本溶出分离处理前后的重量差，即 m1

减去 m2，三次平行测定结果偏差应不大于 m1的 0.1%。三次测定

结果平均值记为m。 

2  通过测定溶出物的差示扫描量热-热重谱图确定溶出物

中聚合物有效成分的百分含量 P，应精确至 0.1%。 

3  聚合物有效成分的含量 X 由以下公式得到： 

100%P
m

m
X

1




            (C.0.6) 

式中：X—受检样本中聚合物有效成分百分含量,% 

      m1—受检样本溶出分离处理前的质量,g          

m—受检样本溶出分离处理前后的质量差,g 

      P—从受检样本中溶出分离的聚合物有效成分百分含

量,% 

C.0.7  实体中聚合物有效成分检测在外墙外保温分项工程完

成后进行。 

C.0.8  实体中聚合物有效成分检测的取样部位和数量，应遵循

以下规定： 

取样位置为已完工的外墙外保温分项工程外墙实体，建筑

实体单栋每 10000m
2
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10000m

2
按一个检验批

计，一批中至少取 3 个点，应选取相对隐蔽部位，并宜兼顾不

同朝向和楼层，可在外墙外保温节能系统拉伸粘结强度检测同

时进行取样，取样数量为各点相加胶粘剂、抹面胶浆各 5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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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建筑玻璃性能检测方法 

D.1 建筑玻璃的光学性能检测方法 

D.1.1  建筑玻璃的光学性能检测设备应采用分光光度计和傅

里叶转换红外光谱仪，性能及精度要求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

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GB/T 2680 的规定。 

D.1.2  每次检测前应对分光光度计和傅里叶转换红外光谱仪

的光路进行校准，保证光路无偏离无遮挡。 

D.1.3  检测条件应满足环境温度(23±5)℃，相对湿度≤50%。 

D.1.4  对玻璃样品的室内外侧进行标记，当送检样品为多层玻

璃应先拆分成单片玻璃并分别标记，试样被测区域表面应洁净

无污损。当试样为非钢化玻璃时，可将其切割成尺寸大于光斑

面积，同时不大于设备测量区域的矩形，也可不进行切割，将

分光光度计的光路外引，在人造暗室环境下进行检测；当试样

为钢化玻璃且样品大小超过仪器测量区域范围时，应将分光光

度计的光路外引，在人造暗室环境下进行检测，不得对样品进

行其它加工处理。 

D.1.5  建筑玻璃的光学性能检测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玻

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

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GB/T 2680 进行，地面上

标准的太阳辐射相对光谱分布的波长范围、间隔、计算常数应

按照 JGJ/T 151-2008 附录 D 的规定进行选取。 

D.1.6  建筑玻璃遮阳系数应依据现行国家行业标准《建筑门窗

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 151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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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

g
SC             (D.1.6) 

式中： SC ── 试样的遮阳系数； 

     g ── 试样的太阳光总透射比（太阳得热系数），%。 

D.1.7 遮阳系数计算中所需边界条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室内空气温度 Tin=25℃； 

2 室外空气温度 Tout=30℃； 

3 室内对流换热系数 hc,in=2.5 W/(m
2K)； 

4 室外对流换热系数 hc,out =16 W/(m
2K)； 

5 室内平均辐射温度 Trm,in =Tin； 

6 室外平均辐射温度 Trm,out =Tout； 

7 太阳辐射照度 Is=500 W/m
2
。 

D.2 充气玻璃的气体含量检测方法 

D.2.1  当建筑工程设计使用充气玻璃时，应进行充气玻璃的气

体含量检测。 

D.2.2  充气中空玻璃样品应为工程现场见证取样不少于 3块。 

D.2.3  检测环境应满足(23±2)℃，相对湿度 30%～75%。检测

前全部试样在该环境放置不少于 24h。   

D.2.4  检测设备主要为顺磁性氧分析仪，仪器分辨率在 0.1%，

精度应≤±1.0%( /  )。 

D.2.5  检测前应对氧分析仪进行校准，校准分别使用已经确定

氧气浓度的干燥空气和纯度为 99.9%以上的氩气或氪气。 

D.2.6  取气时，试样竖直放置，用尖锥在试样中间将间隔框穿

透，立即将排空气体的气密注射器穿过胶垫插入中空玻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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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D.2.6 所示，将中空腔中的气体抽入注射器，然后再把注

射器里的气体推入中空腔，如此反复进行两次后，将 20ml 气体

抽入注射器。 

 

 

 

 

 

 

 

 

 

图 D.2.6 气体含量检测示意图 

1.气密注射器  2.胶垫  3.中空玻璃间隔框 

D.2.7  将取好气体试样的注射器插入仪器进气口，然后将气体

缓慢注入分析仪，显示器数值稳定后即为测量结果。两腔及以

上中空玻璃分别测量。 

D.2.8  充气玻璃的初始气体含量应≥85%( /  )。3 块试样均

合格该项性能为合格。 

D.3 镀膜玻璃膜面位置检测方法 

D.3.1  当建筑工程设计使用镀膜中空玻璃时，应进行膜面位置

现场检测。 

D.3.2  本试验应为工程现场见证检测，抽验比例不少于玻璃总

面积的 5%，试样规格不小于(300×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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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3  检测设备为接触式镀膜中空玻璃膜层位置检测仪，其它

可达到检测目的的仪器也可使用。 

D.3.4  对中空玻璃试样室内外侧进行标记，试样被测面表面洁

净无污损。测试玻璃样品时,将仪器平放于试样中心部位并接触

玻璃表面进行检测。记录膜层所在位置。当试样为双玻中空玻

璃时，室外片外侧为第 1 面，室外片内侧为第 2面，室内片内

侧为第 3 面，室内片外侧为第 4 面；当试样为三玻两腔中空玻

璃时，1～4面标记顺序与双玻中空玻璃相同，第Ⅲ片玻璃的室

外侧为第 5面，室内侧为第 6 面（图 D.3.4）。 

        
双玻中空玻璃      三玻两腔中空玻璃 

图 D.3.4 中空玻璃试样示意图 

D.3.5  检测结果膜层所在位置应与工程设计要求一致。所有被

测玻璃均合格该项检测结果为合格。 

D.4  中空玻璃及间隔层厚度检测方法 

D.4.1  中空玻璃应进行玻璃厚度及间隔层厚度的现场检测。 

D.4.2  本试验应为工程现场见证检测，抽验比例不少于玻璃总

面积的 5%，试样规格不小于(300×300)mm。 

D.4.3  检测设备为手持式中空玻璃厚度检测仪，精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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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mm。其它可达到检测目的的仪器也可使用。 

D.4.4  用设备测量室内侧玻璃、室外侧玻璃和空气层厚度，测

量位置为被测试样中心部位，检测过程不得对被测试样造成破

坏，玻璃厚度测量值与设计值的偏差均不得大于±0.5mm，间隔

层厚度与设计值偏差均不得大于±1.0mm。 

D.5 中空玻璃密封性能检测方法 

D.5.1 中空玻璃密封性能检测应采用符合以下要求的仪器： 

  露点仪：测量管的高度为 300 mm，测量面为铜质材料，直

径为 50±1(mm)；温度计：温度测量范围可以达到-60 ℃，精

度小于或等于 1 ℃(见图 D.5.1)。 

 

1 铜槽  2 温度计  3 测量面 

图 D.5.1 露点仪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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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2 检测样品应从进入工程现场的门窗中随机抽取，每组应

抽取3 樘样品。 

D.5.3 检测应在温度23±2(℃)、相对湿度30～75(%)的环境中

进行。检测前应将全部样品在该环境中放置至少24 h。 

D.5.4 检测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⑴向露点仪的容器中注入深约25 mm的乙醇或丙酮，再加入

干冰，使其温度降低到-40 ℃～-43 ℃，并在试验中保持该温度。 

  ⑵将样品水平放置，在上表面涂一层乙醇或丙酮，使露点仪

与该表面紧密接触，停留时间按表D.5.4的规定。 

表 D.5.4 不同原片玻璃厚度露点仪测试时间 

原片玻璃厚度(mm) 接触时间(min) 

≤4 3 

5 4 

6 5 

8 6 

≥10 8 

  ⑶移开露点仪，立刻观察玻璃样品的内表面有无结露或结

霜，应以中空玻璃内表面不出现结露或结霜现象为判定合格的依

据。3 樘样品中的所有中空玻璃均应合格。 

D.5.5 对于三玻两腔及以上的中空玻璃应分别测试中空玻璃的

两个表面。 

D.6  Low-E 玻璃的膜面辐射率检测方法 

D.6.1  Low-E 玻璃的膜面辐射率等于垂直辐射率乘以下面相

应玻璃表面的系数，涂金属氧化物膜的玻璃表面为 0.94，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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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膜或含有金属膜的多层涂膜的玻璃表面为 1.0。 

D.6.2  垂直辐射率按式 D.6.2 计算： 

     1h h h                      (D.6.2) 

1 h   

25

( )
4.5

h G      

式中： h ──垂直辐射率，%； 

       h ──试样的热辐射反射率，%； 

      ( ) ──试样实测热辐射光谱反射率，%； 

       G ──绝对温度 293K 下，热辐射相对光谱分布，见

GB/T 2680-1994 中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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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热流计和温度传感器的安装 

E.0.1 热流计和温度传感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流计应直接安装在被测围护结构的内表面上，且应与

表面完全接触，同一被测部位热流计不应少于 3 个； 

2 温度传感器应在被测围护结构内、外侧表面安装。内表

面温度传感器应靠近热流计处安装不少于 2 个，外表面温度传

感器 1 个，宜与热流计的位置相对应。温度传感器连同 0.1m

长引线应与被测表面紧密接触，传感器表面的辐射系数应与被

测表面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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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外窗现场气密性能检测方法 

F.0.1  外窗现场气密性能的检测应在受检外窗几何中心高度处

的室外瞬时风速不大于3.3m/s的条件下进行。  

F.0.2  外窗现场气密性能检测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窗

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现场检测方法》JG/T211进行。 

F.0.3  对室内外空气温度、室外风速和大气压力等环境参数应

进行同步检测。  

F.0.4  外窗选取应均匀分布在单体建筑各朝向的底层、顶层和

中间层。 

F.0.5  差压表、大气压力表、环境温度检测仪、室外风速计和

长度尺的不确定度分别不应大于 2.5Pa、200Pa、1℃、0.25m/s

和 3mm。空气流量测量装置的不确定度不应大于测量值的 13%。 

F.0.6  在开始正式检测前，应对检测系统附加渗透量进行现场

标定： 

1  单体建筑宜选择首层外窗进行标定； 

2  标定程序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窗气密、水密、

抗风压性能现场检测方法》JG/T211进行；  

3  在进行顶层和中间层等非底层外窗检测时，在生产厂

家、窗型尺寸、检测装置以及操作程序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可

省略现场标定步骤，直接采用首层外窗标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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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建筑物采暖耗热量检测方法 

G.1  一般规定 

G.1.1  检测工作应在正常供暖情况下，检测期间应保持外门窗

关闭，有效连续观测时间不少于7天。 

G.2  超声波热流量计法 

G.2.1  采用超声波热流量计进行检测。 

G.2.2  检测室内外空气温度、供回水流量和温度。 

G.2.3  安装超声波热流量计和室内外空气温度传感器,每小时

记录检测数据。 

G.2.4  建筑物单位耗热量计算 

1 室内外平均温差 ΔT （K）应按下式计算： 

nT
T

n


                         (G.2.4-1) 

ΔTn = Tin - Ten                                         (G.2.4-2) 

式中:ΔTn —— 室内外空气温度差，K 

2 建筑物单位耗热量qs (W/m
2
) 应按下式计算:  

     
2

s

Q
q

t A



                         （G.2.4-3） 

式中：Q —— 检测期采暖消耗总热量，W·h 

      t —— 检验时间，h 

      A2 —— 被测建筑面积，m
2
 

3  标准条件下建筑物单位耗热量qJ（W/m
2
）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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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J

q T
q

T






标

                                          （G.2.4-4） 

式中：ΔT标  -标准规定的室内外计算温差,K 

4  正常居住条件下建筑物单位耗热量q′H（W/m
2
）应按下式

计算： 

JH qq                              (G.2.4-5) 

5  无人居住的条件下建筑物单位耗热量q′H（W/m
2
）应按下

式计算： 

IHJH qqq   
                       (G.2.4-6) 

式中：qI.H-单位建筑面积的建筑物内部得热，取3.80 W/m
2
。 

G.3  超声波流量计法 

G.3.1  采用超声波流量计进行检测。 

G.3.2  安装温度和流量检测仪表、数据采集仪,每1小时记录数

据。  

G.3.3  应检测室内外空气温度、供回水温度、流量等内容. 

G.3.4  建筑物单位耗热量计算: 

1 检测期建筑物单位时间供热量Qg(W) 应按下式计算： 

1
g

( )

3600
Q

n
i gn hn

i

C G T T

n







 

                (G.3.4-1) 

式中: C —— 水的比热容（取4186.8J/kg·℃） 

Gi —— 每小时的供水流量,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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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n —— 每小时的平均供水温度,℃ 

Thn —— 每小时的平均回水温度,℃ 

n —— 检测期记录数据次数 

2  实测建筑物单位耗热量qs (W/m
2
) 应按下式计算: 

0

g
s

Q
q

A
                          (G.3.4-2) 

式中: A0 —— 被测建筑面积,m
2
 

3  计算标准条件下建筑物单位耗热量qJ（W/m
2
）应按下式计

算： 

s
J

q T
q

T






标

                         (G.3.4-3) 

G.4  间接计算法 

G.4.1  间接计算法计算建筑物单位耗热量是通过实测建筑物围

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和房间的气密性等参数，计算建筑物传热耗热

量与空气渗透耗热量，再计算建筑物单位耗热量。 

G.4.2  建筑物单位耗热量计算应按天津市工程建设现行标准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29-1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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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外墙外保温系统用挤塑聚苯板玻璃化

转变温度及受热残重检测方法 

H.1  XPS 板及其原料玻璃化转变温度检测方法 

H.1.1  本方法适用于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用挤塑聚苯板及其

原料的玻璃化转变温度的测定。 

H.1.2  检测仪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差示扫描量热仪 

温度范围：20℃～300℃ 

控温精度：±0.05℃ 

量热精确度：A级 

动态量热分辨率：0.04µW 

量热灵敏度：1.0µW 

基线重现性：40µW 

动态范围：±350mW 

2  电子天平：0.1mg 

H.1.3  试样 

挤塑聚苯板：试样尺寸100mm×100mm，数量3个。切割时需

离挤塑板边缘15mm以上。 

原料：试样质量5g，数量3组。从100g原料缩分而来。 

H.1.4  试样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应按照以下步骤测定： 

1  挤塑聚苯板与原料的检测方法一致； 

2  试样进行检测前，应进行状态调节，在温度（20±2）℃、

相对湿度（50±10）%条件下放置24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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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启差示扫描量热仪，并将仪器调节到符合要求的工作

状态； 

4  从试样上取3.0±0.2㎎的待测样品，用万分之一电子天

平准确称重后，装入差示扫描量热仪的样品测试舱内； 

5  差示扫描量热仪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测试： 

预热段：以每分钟20℃的升温速率，升温至200℃，保温1

分钟； 

降温段：以每分钟10℃的降温速率，降温至20℃，保温2分

钟； 

测试段：以每分钟20℃的升温速率，升温至150℃，测试结

束。 

H.1.5  试验结果处理 

1  玻璃化转变温度按以下步骤从仪器采集的测试段差示扫

描量热谱线中读取。确定开始偏离基线的点A及转变后偏离基线

的点B。将转变前后的基线延长，两线之间的垂直距离为阶差ΔJ，

在ΔJ/2 处可以找到C点，C点所对应的温度值即为玻璃化转变温

度Tg，精确至0.1℃。 

 

注：允许通过计算机软件直接测量相应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2  玻璃化转变温度以3个试样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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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值。当最大值或最小值，与中间值之差超过中间值0.5℃时，

应剔除此值，并应取其余两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值；当最大

和最小值，均超过中间值0.5℃时，应按前述步骤重新试验。 

H.2  XPS 板及其原料受热残重检测方法 

H.2.1  本方法适用于检测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用 XPS 板及

其原料受热残重的测定。 

H.2.2  检测仪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同步热分析仪 

温度范围：20℃～1000℃ 

升温速率：每分钟 50℃ 

量热精确度：A 级 

天平灵敏度：0.1µg 

2 电子天平： 

分度值 0.1mg 

H.2.3  试样 

1  挤塑聚苯板：试样尺寸 100mm×100mm，数量 3 个。切

割时需离挤塑板边缘 15mm 以上。 

2  原料：试样质量 5g，数量 3 组。从 100g 原料缩分而来。 

H.2.4  试样的残重应按照以下步骤测定： 

1  挤塑聚苯板与原料的检测方法一致； 

2  样品进行检测前，应进行状态调节，在温度（20±2）℃、

相对湿度（50±10）%条件下放置 24 小时以上； 

3  开启同步热分析仪，并将仪器调节到符合要求的工作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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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试样上取 5.0±0.2 ㎎的样品，用万分之一电子天平

准确称重后，装入同步热分析仪的样品测试舱内； 

5  同步热分析仪以每分钟 20℃的升温速率，从室温升温

至 800℃，测试结束。 

H.2.5  试验结果  

1 试样的残重应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精确至 0.1%： 

%100
0


w

w
W r

r       (H.2.5) 

式中：Wr —试样残重,%  

    wr —经过同步热分析仪测试后试样的质量,g 

w0 — 试样初始质量,g 

注：允许通过计算机软件直接测量试样的受热残重。 

2 残重以 3个试样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值。当

最大值或最小值与中间值之差超过中间值 0.5%，应剔除此值，

并应取其余两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值；当最大和最小值，

均超过中间值 0.5%时，应按前述步骤重新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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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外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鼓风门法）检

测方法 

I.1  一般规定 

 

I.1.1  外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能检测应在室外风力小于 3 级，

风速仪检测风速小于 3m/s 的条件下进行。 

I.1.2  抽样方法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居住建筑按单体工程抽检，抽检总户数的 5%，且不少于

2 户。 

2 公共建筑按不同功能区抽检，每个功能区不少于 1 处。 

3 如需对整个建筑进行评价，在建筑构造许可的情况下，

可以对部分建筑单元或整个建筑进行检测。 

I.2 鼓风门法 

I.2.1  鼓风门检测仪，测量精度±2Pa。 

I.2.2  检测步骤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测量室内空气温度、湿度、大气压力，待检房间内有效

体积和室外风速，并将房间内杂物清理出房间。 

    2  检查并封闭待检房间墙面线缆走管外露洞口、门窗、地

漏、空调洞口等。 

    3  在待检房间门口安装鼓风门检测仪。 

    4  接通电源,调节风速控制器,对室内加压（减压），当室

内外压差达到60Pa并稳定后，停止加压（减压），记录空气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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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逐级降低室内压力，压差每级降低5Pa，待稳定后记录流

量，直至25Pa。 

    6  正压、负压状态各检测一遍。取两次同级压力的平均值

作为该级压力空气流量。 

I.2.3  计算方法： 

    当压差为50Pa时，应按下式计算换气次数
50

N 
（h

-1
）。 

50

L
N

V
                            

式中：L —— 压差50Pa时正压和负压下空气流量的平均值,m
3
/h 

V —— 被测房间换气体积,m
3
 

房间换气次数Ｎ（h
-1
）应按下式计算： 

50 50

34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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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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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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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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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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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 

   2《外墙外保温系统耐候性试验方法》JG/T429-2014 

   3《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 144 

   4《模塑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GB/T 29906-2013 

   5《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6《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2009 

   7《建筑外墙外保温防火隔离带技术规程》JGJ 289-2012 

8《外墙保温用锚栓》JG/T 366-2012 

9《硬泡聚氨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JG/T 420-2013 

10《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JG/T15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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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本规程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总结了我国和我市建筑节能工程领域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

国内外先进经验、技术标准修订了本规程。 

  为便于广大建设、设计、施工、监理、检测和科研等单位

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天津市

民用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检测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

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及执行

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

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规

定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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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根据有关规定，民用建筑的施工凡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的，不得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如何对我市民用建筑

围护结构节能质量及热工性能进行检测，判定其是否满足相关

标准要求，规范建筑节能检测方法，已成为落实民用建筑节能

管理必需的支撑手段。 

1.0.2 本规程主要针对的是天津市新建、改建和扩建民用建筑

围护结构的节能质量及热工性能，即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中有具体节能性能指标要求的围护结构。 

1.0.3 本规程对我市民用建筑围护结构节能质量检测及热工

性能检测做出了规定。建筑工程检测涉及许多方面，节能检测

是其中一个方面，因此，按本规程进行节能检测时，尚应符合

国家及本市现行有关标准、规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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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2.0.13 术语通常为在本规程中出现的其含义需要加以

界定、说明或解释的重要词汇。尽管在确定和解释术语时尽可

能考虑了习惯和通用性，但是理论上术语只在本规程中有效，

列出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出现错误理解。当本规程列出的术语在

本规程以外使用时，应注意其可能含有与本规程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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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2 建筑围护结构各种组成材料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要求，

进入工程现场时，应对关键质量进行复验，以确保节能效果。

各种材料、部品和构件的检测项目、检测方法、组批原则、取

样规定、检测周期和性能指标等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和设计

要求。 

3.0.3 居住建筑或公共建筑围护结构节能质量及热工性能的

检测值应符合相应节能设计标准要求，并应符合设计要求。有

的设计人员在设计中会提高围护结构节能性能，即设计值会优

于标准值。因此，检测值还应符合设计值。检测人员进行检测

时，应认真查阅设计图纸中的设计值，并标注在检测报告的标

准值/设计值栏中，以便进行合格与否的判定。  

3.0.7 建筑围护结构节能质量及其热工性能检测较为复杂，并

涉及建筑热工、供暖和空调、检测技术、误差理论等多方面的

专业知识，并非简单的测量尺寸、见证有无、操作仪表、抄表

记数等，所以，要求检测人员具有一定的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因此，本规程从技术角度对从事节能检测的人员素质

提出基本要求。当然，检测机构也应具有相应的检测资质。否

则，必然会出现检测市场鱼目混珠的局面，使建筑节能检测工

作陷入一片混乱无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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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墙体节能工程检测 

4.1 外墙外保温节能工程检测 

 

4.1.2 墙体保温材料(模/挤塑聚苯板、岩棉板/带、聚氨酯板、

保温砂浆等)，外墙防火隔离带材料(岩棉带、泡沫玻璃板、发

泡水泥板等)及其它系统组成材料(耐碱玻纤网、胶粘剂、抹面

胶浆、锚栓等)的性能指标与检测方法除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

外，尚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和设计要求。结合本市特点，本规

程附录 A 中部分材料的性能指标高于相关标准要求。 

4.1.3 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检测项目、性能指标除应符合本规程

表 4.1.3 的要求外，尚应符合相关现行标准和设计要求。 

4.1.4 为确保外墙保温工程质量，外墙外保温系统施工完毕

后，应对涉及外保温工程质量的关键项目进行现场检测。保温

板拉伸粘接强度现场检测，按保温板种类不同，其拉伸粘接强

度值应有所不同，表中给出了常用保温材料与基层的拉伸粘结

强度限值和破坏部位要求，其它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胶粘剂

中聚合物有效成分不低于胶粘剂总重 2%，抹面胶浆中聚合物有

效成分不低于抹面胶浆总重 3%。 

4.2 墙体热工性能检测 

4.2.2 外墙传热系数检测后，应根据外墙保温具体做法依据天

津市工程建设现行标准《天津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 

29-1 或《天津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 29-153 的规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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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其平均传热系数。外墙平均传热系数应符合相应现行标准中

的设计要求，并应符合设计要求。检测人员应认真阅读设计图

纸，确定检测位置，以正确判定所检测外墙传热系数的合格与

否。 

4.2.4 天津夏季炎热，如果外墙隔热性能差，其内表面烘烤感

强，不利于提高室内舒适度，为了满足人们基本舒适度要求，

就要增加空调运行时间，不利于节能。因此，轻质外墙的隔热

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4.2.5 居住建筑的户间隔分户墙主要是考虑实施计量供热收

费改革后，邻户不供暖会对供暖户影响较大，故居住建筑分户

墙的保温性能应符合天津市工程建设现行标准《天津市居住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DB 29-1 的要求，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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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幕墙节能工程检测 

5.1 透明幕墙（采光顶）节能工程检测 

5.1.1 透明幕墙和采光顶材料、构件进入工程现场应对其玻

璃、隔热型材等节能性能进行检测。对于外遮阳的透光、半透

光遮阳材料应进行太阳光透射、太阳光反射比检测。 

5.1.2 天津为寒冷地区，建筑幕墙的气密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建筑幕墙》GB/T 21086 的要求。检测方法应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建筑幕墙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 15227

的规定。 

5.1.3 建筑幕墙的水密和抗风压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

筑幕墙》GB/T 21086 的要求。检测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

筑幕墙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 15227 的规定。 

5.1.4 建筑幕墙传热系数应符合相应节能设计标准的要求，热

工计算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

JGJ/T 151 的规定。 

5.2 非透明幕墙节能工程检测 

5.2.2 非透明幕墙传热系数计算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建筑门

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 15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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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门窗节能工程检测 

6.0.1 同一工程项目中的门窗，同一厂家、同一型材和同一玻

璃品种，抽样复验一组标准尺寸(外门0.85 m×2.05m,外窗1.45 

m×1.45 m)或接近标准尺寸的外门窗。当外窗采用了活动外遮

阳或中空玻璃内置活动遮阳装置时，只要遮阳设施启闭灵活，

能够完全伸展并遮蔽玻璃就可认为符合设计要求，可视同外窗

遮阳系数满足设计要求，不需再进行复验。中空玻璃的密封性

能是针对进场门窗玻璃的复验，并非玻璃产品的密封性能。中

空玻璃的密封性能不满足要求，会对其通透性有很大的影响。 

6.0.4 为确保外门窗和天窗的节能质量，安装完毕后应对其所

采用的中空玻璃进行检测。其中：间隔层厚度，镀膜玻璃的膜

面位置等均与节能性能密切相关，故应进行检测检查。对于门

窗设计采用 Low-E 玻璃的，如果检测不到镀膜的，一定不是

Low-E 玻璃。 

6.0.5 外窗型式检验时，其尺寸大小、分格形式均是按统一规

定制做的，外窗遮阳系数应依据《建筑门窗幕墙热工计算规程》

JGJ/T 151 的规定计算。而外窗复验时，同一建筑物中外窗尺

寸有大有小，送检的外窗尺寸往往并非标准尺寸。即使是外窗

分格形式相同，但尺寸大小不同，其窗框面积比不同，则其遮

阳系数会不同。故复验外窗时，应尽量抽取标准尺寸(1.45 m

×1.45 m)或接近标准尺寸的外窗进行复验。 

6.0.6 分隔供暖与非供暖空间的门窗，如居住建筑分户门的传

热系数应符合设计要求，否则会影响其节能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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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屋面节能工程检测 

7.0.3 屋面传热系数检测后，应计算其平均传热系数。屋面平

均传热系数不仅应符合相应现行标准的要求。有时屋面平均传

热系数的设计值会优于标准值，因此，屋面平均传热系数还应

符合设计要求。 

7.0.4 有顶棚坡屋面的传热系数无法直接检测，可分别检测坡

屋面和顶棚的传热系数，然后计算坡屋面和顶棚的综合传热系

数。当计算屋面传热量时，传热面积按顶棚面积计算。 

7.0.6 天津夏季炎热，如果屋面隔热性能差，其内表面烘烤感

强，不利于提高室内舒适度，为了满足人们基本舒适度要求，

就要增加空调运行时间，不利于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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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楼地面节能工程检测 

8.0.1 楼板保温材料按保温层放置的部位可分为楼板上或楼

板下，板上多采用挤/模塑聚苯板，板下多采用矿物棉喷涂等。 

8.0.2 楼板传热系数检测时，室内外温差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 的要求。楼板传热系数

检测布点应参照本规程附录 E 进行。 

8.0.3 楼板传热系数检测后的计算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的规定。 

8.0.4 由于保温材料均被覆盖在细石混凝土下方，故对保温材

料的抗压强度和吸水率加以控制。挤塑聚苯板抗压强度高、吸

水率低，因此与土壤接触的地面保温材料宜采用挤塑聚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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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筑物检测 

9.1 建筑物采暖耗热量检测 

9.1.1 通过计算居住建筑供暖耗热量指标和各户耗热量，可得

到标准状态下建筑供暖耗热量指标和各户采暖耗热量，从而可

校核建筑物供暖能耗指标和各户耗热量，并为计量供热提供参

考。 

9.2 外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鼓风门法）检测 

9.2.1  为提高舒适度、优化建筑整体节能效果，应对建筑物的

整体气密性能进行检测，通过采用鼓风门法来确定建筑物的换

气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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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外墙外保温系统用胶粘剂、抹面胶浆

聚合物有效成分检测方法 

 

在天津市范围内的几次对外墙外保温质量的专项检查中发

现，外墙外保温普遍存在开裂、脱落现象，所使用的胶粘剂、

抹面胶浆中聚合物有效成分不足是重要原因。部分材料供应商

出售的胶粘剂、抹面胶浆中掺加的聚合物有效成分远低于胶粉

生产厂家的推荐掺量，胶粘剂、抹面胶浆的售价低于合理成本

价格，上墙后保温系统的安全性自然无法保证。 

在已完工的外墙外保温分项工程外墙实体上切取已经硬化

后的胶粘剂、抹面胶浆，对其中所掺加聚合物有效成分含量进

行检测，根据掺加量能够对外墙外保温的质量作出有效、迅速

的判断，避免劣质外墙外保温系统带来的安全隐患。 

为了能够改善胶粘剂、抹面胶浆的粘结性与韧性、使其具

备更加良好的粘结力、抗变形性、耐水性，在其中加入粉状或

乳液状聚合物，实际使用的聚合物有效成分有乙烯醋酸乙烯、

苯丙、丁苯、纯丙这四种。大量试验数据表明，胶粘剂中聚合

物有效成分不低于胶粘剂总重 2%，抹面胶浆中聚合物有效成分

不低于抹面胶浆总重 3%，才能保证胶粘剂、抹面胶浆的产品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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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外墙外保温系统用挤塑聚苯板玻璃化

转变温度及受热残重检测方法 

在 XPS 板生产过程中超量掺加再生料，将会造成发泡过程

中聚苯乙烯熔融体的流体性能改变，不利于生成合理的孔结构；

过量掺加无机填料，将影响 XPS 板孔壁的均匀性，造成内部应

力分布不均匀，容易导致产品出现后期变形。并且，对超量掺

用再生料的 XPS 板的检测结果表明，再生料的大量添加会降低

产品的氧指数，影响产品的燃烧性能。 

同类的研究结果显示塑料中再生料的添加会使塑料的玻璃

化转变温度降低，用玻璃化转变温度指标衡量再生料的添加与

否是可行的。在高温下塑料中的有机物分解，残重可认为是掺

加的无机填料。经过对 XPS 板材及对应的聚苯乙烯原料的玻璃

化转变温度、残重进行测定，规定了原料的两项指标，同时规

定了由加工过程引起的 XPS 板相对于原料玻璃化转变温度降低

的允许范围为 6.5℃、无机填料含量增加的允许范围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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