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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８４７８—２００８《铝合金门窗》，与ＧＢ／Ｔ８４７８—２００８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第１章范围中增加了“本标准不适用于防爆门窗”（见第１章）；

———第１章范围中删除了“非手动启闭操作的墙体用门、窗以及垂直天窗可参照使用”（见２００８年

版的第１章）；

———删除了“遮阳性能”“遮阳系数”“型材截面主要受力部位”的术语和定义（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２、

３．３、３．７）；

———增加了“门窗保温性能”“门窗隔热性能”“普通型门窗”“隔声型门窗”“保温型门窗”“隔热型门

窗”“保温隔热型门窗”“耐火型门窗”“门窗反复启闭耐久性”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２～３．１０）；

———将“门、窗按使用功能划分的类型和代号”改为“门、窗按主要性能划分的类型和代号”，将２００８年

版的表１和表２合并为表１，其中将“遮阳型”改为“隔热型”，并增加了“保温隔热型”和“耐火

型”（见４．１．２、表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２、表１和表２）；

———将“外门窗框、扇、拼樘框等主要受力杆件所用主型材基材壁厚应经设计计算或试验确定”改为

“外门窗主要受力杆件所用主型材基材壁厚公称尺寸应经设计计算和试验确定”（见５．１．２．１．１，

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１．２．１．１）；

———将主型材基材最小实测壁厚的规定改为主型材基材壁厚公称尺寸及允许偏差精度等级的规

定，并提高了外门窗主型材的基材壁厚要求，增加了内门窗型材基材壁厚和尺寸偏差精度等级

要求；增加了有装配关系的门窗主型材基材非壁厚尺寸允许偏差要求（见５．１．２．１，２００８年版的

５．１．２．１）；

———将“铝合金型材表面处理层厚度要求”改为“铝合金型材装饰面表面处理层适用范围及厚度要

求”，并按外门窗和内门窗分别规定表面处理层适用范围及厚度要求（见表４，２００８年版的表５）；

———增加了外门窗中空玻璃气体层厚度和单腔中空玻璃厚度允许偏差的规定（见５．１．３．１）；

———增加了外门窗用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的要求（见５．１．３．２）；

———增加了保温型、隔热型、保温隔热型和耐火型门窗玻璃的要求（见５．１．３．３、５．１．３．４）；

———增加了耐火型门窗用密封胶、密封胶条、支承块及定位块等密封及弹性材料的要求（见５．１．５．３、

５．１．５．５、５．１．５．６）；

———增加了“规格系列”要求和单樘门窗“优先采用ＧＢ／Ｔ３０５９１规定的常用标准规格门、窗尺寸”

要求（见５．３．１．１、５．３．１．２）；

———将“门窗宽度、高度构造内侧尺寸”“门窗宽度、高度构造内侧尺寸对边尺寸之差”分别改为“门

窗宽度、高度构造尺寸”“门窗宽度、高度构造尺寸对边尺寸差”，并增加“对角线尺寸差”（见

表６，２００８年版的表７）；

———修改了抗风压性能要求，并增加了在１．５犘３ 风压作用下主要受力杆件不应出现危及人身安全

的损坏要求、“在抗风压性能分级指标值犘３ 作用下，玻璃面板的挠度允许值为其短边边长的

１／６０；在１．５犘３ 风压作用下，玻璃面板不应发生破坏”的要求（见５．６．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６．１）；

———水密性能要求增加了外门、外窗的最低要求水密性能值（见５．６．２）；

———气密性能要求增加了具有气密性能要求门窗的最低气密性能值要求（见５．６．３）；

———空气声隔声性能要求增加了隔声型门窗最低要求的隔声性能值（见５．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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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性能要求增加了保温型门窗最低要求的传热系数犓 值的要求（见５．６．５）；

———将遮阳性能及其分级（遮阳系数）改为隔热性能及其分级（太阳得热系数），并规定了隔热型门

窗最低要求的太阳得热系数犛犎犌犆值（见５．６．６，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６．６）；

———增加了耐火型门窗“耐火完整性”要求（见５．６．７）；

———采光性能要求增加了具有辨色要求的门窗颜色透射指数要求（见５．６．８）；

———增加了防沙尘性能要求（见５．６．９）；

———增加了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要求（见５．６．１０）；

———将门“耐撞击性能”改为“耐软重物撞击性能”，适用范围由玻璃面积占门扇面积不超过５０％的

平开旋转类门扩展到各类开启形式的门（见５．６．１１．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６．１０），并在该性能试验方

法中增加了门扇受撞击方向和撞击点的规定（见６．６．９．２）；

———增加了抗扭曲变形性能、抗对角线变形性能、抗大力关闭性能、开启限位抗冲击性能、撑挡定位

耐静荷载性能等力学性能要求（见表９、表１０及５．６．１１．６～５．６．１１．１０）；

———将“反复启闭性能”改为“反复启闭耐久性”（见５．６．１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６．９），并增加了门窗反复

启闭耐久性能分级要求（见表１１）；

———将“性能检验试件分组、数量和试验顺序”修改为“试验次序”，并删除了表１６（见６．７，２００８年版

的６．７、表１６）；

———增加了表１２“产品检验项目”，其中分别列出产品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所有项目及相应的抽

样试件数量（见７．１．１）；

———修改了门窗及框扇装配尺寸偏差检验的组批与抽样规则（见７．２．１．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７．２．１．２）；

———修改了型式检验组批与抽样规则（见７．３．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７．３．２）；

———删除了“产品合格证书”（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８．２）；

———增加了“产品合格证”和“产品质量保证书”（见８．２．１、８．２．２）；

———增加了“产品二维码标记”（见８．３）；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Ｂ“常用密封胶条种类及适用范围”。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建筑幕墙门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４８）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

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坚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山

幕墙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市白云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深圳金粤幕墙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创高幕墙门窗工程

有限公司、福建省南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希洛建筑科技（广东）有限公司、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市深业泰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华加日铝业有

限公司、中山盛兴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贝克洛幕墙门窗系统有限公司、广东坚美铝型材厂（集团）有限公

司、广东华赛特幕墙门窗有限公司、广东伟业铝厂集团有限公司、格兰特工程玻璃（中山）有限公司、广东

高登铝业有限公司、上海奥为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诺托·弗朗克建筑五金（北京）有限公司、杭州之

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泰诺风保泰（苏州）隔热材料有限公司、四川三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

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瑞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凌志新材料有限公司、苏州金刚防火

钢型材系统有限公司、山东华建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亚萨合莱国强（山东）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广亚铝业

有限公司、旭格国际建材（北京）有限公司、佛山市发民佳门窗有限公司、三河和平铝材厂有限公司、江苏

中诚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奋安铝业有限公司、江苏赛迪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石民祥、杨仕超、王洪涛、张喜臣、谭国湘、杜万明、王丽娟、杜继予、顾泰昌、

黄圻、邱建辉、徐勤、李光旭、蒋金博、吴光琼、张国峰、陈慧、张河山、谢光宇、冯涛、王娜、谷秀志、陈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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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绍德、毛伙南、邱胜东、于志龙、冯嘉楠、吕美良、周永文、潘虎、杨颖、戴红亮、刘明、黄日勇、杨文忠、

赵本军、徐海华、王松涛、吴从真、张新娟、孙继超、陈杰、孙德岩、匡卫军、靳云雁、宁晓龙、黄磊、孙圣荣、

廖拓、丘榆。

本标准代替了ＧＢ／Ｔ８４７８—２００８。

ＧＢ／Ｔ８４７８—２００８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ＧＢ／Ｔ８４７８—２００３和ＧＢ／Ｔ８４７９—２００３。

ＧＢ／Ｔ８４７８—２００３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ＧＢ／Ｔ８４７８—１９８７、ＧＢ／Ｔ８４８０—１９８７和ＧＢ／Ｔ８４８２—

１９８７；ＧＢ／Ｔ８４７９—２００３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ＧＢ／Ｔ８４７９—１９８７和ＧＢ／Ｔ８４８１—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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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 合 金 门 窗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铝合金门窗的分类和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产品标志及随行文件、包装、运

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手动启闭操作的建筑外墙和室内隔墙用窗和人行门，以及垂直屋顶窗。

本标准不适用于天窗、非垂直屋顶窗、卷帘门窗和转门，以及防火门窗、防爆门窗、逃生门窗、排烟

窗、防射线屏蔽门窗等特种门窗。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４９５６　磁性基体上非磁性覆盖层　覆盖层厚度测量　磁性法

ＧＢ／Ｔ５２３７（所有部分）　铝合金建筑型材

ＧＢ／Ｔ５８２３　建筑门窗术语

ＧＢ／Ｔ５８２４　建筑门窗洞口尺寸系列

ＧＢ／Ｔ７１０６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ＧＢ／Ｔ８４８４　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ＧＢ／Ｔ８４８５　建筑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ＧＢ／Ｔ９１５８　建筑门窗力学性能检测方法

ＧＢ／Ｔ９９６９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ＧＢ１１６１４　平板玻璃

ＧＢ／Ｔ１１９４４　中空玻璃

ＧＢ／Ｔ１１９７６　建筑外窗采光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ＧＢ／Ｔ１２９６７．６—２００８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膜检测方法　第６部分：目视观察法检验着色阳极氧

化膜色差和外观质量

ＧＢ／Ｔ１３３０６　标牌

ＧＢ／Ｔ１４１５５　整樘门　软重物体撞击试验

ＧＢ／Ｔ１４６８３　硅酮和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

ＧＢ／Ｔ１５５１９　化学转化膜　钢铁黑色氧化膜　规范和试验方法

ＧＢ１６７７６　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

ＧＢ２３８６４　防火封堵材料

ＧＢ２４２６６　中空玻璃用硅酮结构密封胶

ＧＢ／Ｔ２４２６７　建筑用阻燃密封胶

ＧＢ／Ｔ２９０４８　窗的启闭力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９０４９　整樘门　垂直荷载试验

ＧＢ／Ｔ２９５３０　平开门和旋转门　抗静扭曲性能的测定

ＧＢ／Ｔ２９５５５　门的启闭力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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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２９７３７　建筑门窗防沙尘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ＧＢ／Ｔ２９７３８—２０１３　建筑幕墙和门窗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ＧＢ／Ｔ２９７３９　门窗反复启闭耐久性试验方法

ＧＢ／Ｔ３０５９１　建筑门窗洞口尺寸协调要求

ＧＢ／Ｔ３１４３３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３３９９３　商品二维码

ＧＢ／Ｔ３８２５２　建筑门窗耐火完整性试验方法

ＪＣ／Ｔ８８１　混凝土接缝用建筑密封胶

ＪＣ／Ｔ２３０４　建筑用保温隔热玻璃技术条件

ＪＧ／Ｔ２５５　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

ＪＧ／Ｔ４４０　建筑门窗遮阳性能检测方法

ＪＧ／Ｔ４５５　建筑门窗幕墙用钢化玻璃

ＪＧＪ１０２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ＪＧＪ１１３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ＪＧＪ／Ｔ１５１　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８２３、ＧＢ／Ｔ５８２４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铝合金门窗　犪犾狌犿犻狀犻狌犿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采用铝合金建筑型材制作框、扇杆件结构的门、窗的总称。

３．２

门窗保温性能　狋犺犲狉犿犪犾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狀犵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狅犳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门窗在冬季阻止热量从室内高温侧向室外低温侧传递的能力，用传热系数犓 表征。

３．３

门窗隔热性能　犺犲犪狋狊犺犻犲犾犱犻狀犵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狅犳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门窗在夏季阻隔太阳辐射得热的能力，用太阳得热系数犛犎犌犆（太阳能总透射比）表征。

　　注：门窗的夏季隔热还包括其阻止室外高温产生的温差得热部分，但因其温差得热远小于太阳辐射得热，故门窗隔

热性能主要以其太阳得热系数表征。

３．４

普通型门窗　狅狉犱犻狀犪狉狔狋狔狆犲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只有气密性能、水密性能和抗风压性能指标要求的外门窗和下列两种内门窗：１）仅有气密性能指标

要求的；２）无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抗风压性能、隔声性能、保温性能、耐火完整性等性能指标要求的。

３．５

隔声型门窗　狊狅狌狀犱狆狉狅狅犳犻狀犵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空气声隔声性能值不低于３５ｄＢ的门窗。

３．６

保温型门窗　狋犺犲狉犿犪犾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狀犵狋狔狆犲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传热系数犓 小于２．５Ｗ／（ｍ２·Ｋ）的门窗。

３．７

隔热型门窗　犺犲犪狋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狀犵狋狔狆犲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太阳得热系数犛犎犌犆不大于０．４４的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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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保温隔热型门窗　狋犺犲狉犿犪犾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狀犵犪狀犱犺犲犪狋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狀犵狋狔狆犲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传热系数犓 小于２．５Ｗ／（ｍ２·Ｋ）且太阳得热系数犛犎犌犆不大于０．４４的门窗。

３．９

耐火型门窗　犳犻狉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关闭状态耐火完整性犈 不小于３０ｍｉｎ的门窗。

３．１０

门窗反复启闭耐久性　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狋狅狉犲狆犲犪狋狅狆犲狀犻狀犵犪狀犱犮犾狅狊犻狀犵犳狅狉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门窗承受活动扇长期反复启闭操作使用后保持其正常使用功能的能力，以不发生影响正常启闭使

用的变形、故障和损坏的反复启闭次数表征。

３．１１

主要受力杆件　犿犪犼狅狉犾狅犪犱犫犲犪狉犻狀犵犳狉犪犿犲犿犲犿犫犲狉

承受并传递门窗自身重力及水平风荷载等作用力的门窗中横框、中竖框、扇梃以及组合门窗拼樘框

等型材构件。

３．１２

主型材　犿犪犼狅狉狆狉狅犳犻犾犲狊

组成门窗框、扇杆件系统的基本构架，在其上装配开启扇或玻璃、辅型材、附件的门窗框和扇梃型

材，以及组合门窗拼樘框型材。

３．１３

辅型材　狊狌狆狆犾犲犿犲狀狋犪犾狆狉狅犳犻犾犲

门窗框、扇杆件系统中，镶嵌或固定于主型材杆件上，起到传力或某种功能作用的附加型材。

　　注：玻璃压条、披水条、封口边梃型材等是常用的辅型材。

３．１４

门窗附件　犪犮犮犲狊狊狅狉犻犲狊犳狅狉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门窗组装用的配件和零件。

３．１５　

双金属腐蚀　犫犻犿犲狋犪犾犾犻犮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

由不同金属构成电极而形成的电偶腐蚀。

［ＧＢ／Ｔ１０１２３—２００１，定义３．１４］

３．１６

验证　狏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通过提供客观证据对规定要求已得到满足的认定。

［ＧＢ／Ｔ１９０００—２０１６，定义３．８．１２］

４　分类和标记

４．１　分类和代号

４．１．１　用途

门、窗按外围护结构用和内围护结构用，划分为两类：

ａ）　外门窗，代号为 Ｗ；

ｂ）　内门窗，代号为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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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类型

门、窗按主要性能划分的类型及代号见表１。

表１　门、窗的主要性能类型及代号

类型 普通型 隔声型 保温型 隔热型 保温隔热型 耐火型

代号 ＰＴ ＧＳ ＢＷ ＧＲ ＢＷＧＲ ＮＨ

用途 外门窗 内门窗 外门窗 内门窗 外门窗 内门窗 外门窗 外门窗 外门窗

主

要

性

能

抗风压性能 ◎ — ◎ — ◎ — ◎ ◎ ◎

水密性能 ◎ — ◎ — ◎ — ◎ ◎ ◎

气密性能 ◎ ○ ◎ ◎ ◎ ◎ ◎ ◎ ◎

空气声隔声性能 — — ◎ ◎ ○ ○ ○ ○ ○

保温性能 — — ○ ○ ◎ ◎ — ◎ ○

隔热性能 — — ○ — — — ◎ ◎ ○

耐火完整性 — — — — — — — — ◎

　　注：“◎”为必选性能；“○”为可选性能；“—”为不要求。

４．１．３　品种

门、窗按开启形式划分的品种及代号分别见表２、表３。

表２　门的品种及代号

开启类别 平开旋转类 推拉平移类 折叠类

开启形式 平开（合页） 平开（地弹簧） 推拉 提升推拉 推拉下悬 折叠平开 折叠推拉

代号 Ｐ ＤＨＰ Ｔ ＳＴ ＴＸ ＺＰ ＺＴ

表３　窗的品种及代号

开启类别 平开旋转类 推拉平移类 折叠类

开启形式
平开

（合页）

滑轴

平开
上悬 下悬 中悬

滑轴

上悬

内平开

下悬
立转 推拉

提升

推拉

平开

推拉

推拉

下悬
提拉

折叠

推拉

代号 Ｐ ＨＺＰ ＳＸ ＸＸ ＺＸ ＨＳＸ ＰＸ ＬＺ Ｔ ＳＴ ＰＴ ＴＸ ＴＬ ＺＴ

４．１．４　系列

以门、窗框在洞口深度方向的厚度构造尺寸（犆２）划分，并以其数值表示。

　　注１：门、窗框厚度构造尺寸以其与洞口墙体连接侧的型材截面外缘尺寸确定。

　　注２：门、窗四周框架的厚度构造尺寸不同时，以其中厚度构造尺寸最大的数值确定。

　　示例：门、窗框厚度构造尺寸为７０ｍｍ时，其产品系列称为７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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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５　规格

以门窗宽、高构造尺寸（犅２、犃２）的千、百、十位数字前后顺序排列的六位数字表示，无千位数字时以

“０”表示。

　　示例１：门窗的犅２、犃２ 分别为１１５０ｍｍ和１４５０ｍｍ时，其规格代号为１１５１４５。

　　示例２：门窗的犅２、犃２ 分别为６００ｍｍ和９５０ｍｍ时，其规格代号为０６００９５。

４．２　标记

４．２．１　标记方法

门、窗的标记顺序为：产品名称、标准编号、用途代号、类型代号、系列、品种代号、产品名称代号（铝

合金门ＬＭ；铝合金窗ＬＣ）、规格代号、主要性能符号及等级或指标值。

　　注１：外门窗可能标记的主要性能符号及等级或指标值：抗风压性能犘３—水密性能Δ犘—气密性能狇１／狇２—隔声性

能〈犚ｗ＋犆ｔｒ〉—保温性能犓—隔热性能犛犎犌犆—耐火完整性犈。

　　注２：内门窗可能标记的主要性能符号及等级或指标值：气密性能狇１／狇２—隔声性能〈犚ｗ＋犆〉—保温性能犓。

铝合金门（窗）　ＧＢ／Ｔ８４７８　




　

用途代号







　

类型代号









　

系列











　

品种代号















产品名称代号

















规格代号



















　

主要性能符号


及等级或指标值

４．２．２　标记示例

　　示例１：外窗、普通型、５０系列、滑轴平开、铝合金窗，规格代号为１１５１４５，抗风压性能５级，水密性能３级，气密性能

７级，其标记为：

铝合金窗　ＧＢ／Ｔ８４７８　ＷＰＴ５０ＨＺＰＬＣ１１５１４５犘３５／Δ犘３／狇１７

　　示例２：外门、保温型、７０系列、平开、铝合金门，规格代号为０８５２０５，抗风压性能６级，水密性能５级，气密性能

８级，保温性能犓 值２．５，其标记为：

铝合金门　ＧＢ／Ｔ８４７８　ＷＢＷ７０ＰＬＭ０８５２０５犘３６／Δ犘５／狇１８／犓２．５

　　示例３：外窗、保温隔热型、８０系列、内平开下悬、铝合金窗，规格代号为１４５１４５，抗风压性能５级，水密性能４级，气

密性能７级，保温性能犓 值２．５，隔热性能犛犎犌犆值０．５，其标记为：

铝合金窗　ＧＢ／Ｔ８４７８　ＷＢＷＧＲ８０ＰＸＬＣ１４５１４５犘３５／Δ犘４／狇１７／犓２．５／犛犎犌犆０．５

　　示例４：外窗、耐火型、６０系列、平开、铝合金窗，规格代号为１１５１１５，抗风压性能４级，水密性能３级，气密性能６级，

其标记为：

铝合金窗　ＧＢ／Ｔ８４７８　ＷＮＨ６０ＰＬＣ１１５１１５犘３４／Δ犘３／狇１６

　　示例５：内门、隔声型、１２５系列、提升推拉、铝合金门，规格代号为１７５２０５，隔声性能〈犚ｗ＋犆〉３级，其标记为：

铝合金门　ＧＢ／Ｔ８４７８　ＮＧＳ１２５ＳＴＬＭ１７５２０５〈犚ｗ＋犆〉３

　　示例６：内窗、保温型、８０系列、推拉、铝合金窗，规格代号１７５１４５，保温性能犓 值２．５，其标记为：

铝合金窗　ＧＢ／Ｔ８４７８　ＮＢＷ８０ＴＬＬＣ１７５１４５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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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７：外门、保温耐火型、７０系列平开铝合金门，规格代号为０８５２０５，抗风压性能６级，水密性能５级，气密性能

８级，保温性能犓 值２．５，室外侧耐火完整性犈 为３０ｍｉｎ，其标记为：

铝合金门　ＧＢ／Ｔ８４７８　ＷＢＷＮＨ７０ＰＬＭ０８５２０５犘３６／Δ犘５／狇１８／犓２．５／犈３０（ｏ）

５　要求

５．１　材料与附件

５．１．１　一般要求

铝合金门窗所用材料与附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常用材料与附件标准参见附录 Ａ。

也可采用性能和质量不低于附录Ａ标准要求的其他材料与附件。

５．１．２　铝合金型材

５．１．２．１　基材横截面尺寸及允许偏差

５．１．２．１．１　外门窗主要受力杆件所用主型材基材壁厚公称尺寸应经设计计算和试验确定。

５．１．２．１．２　门、窗用主型材基材壁厚（附件功能槽口处的翅壁壁厚除外）公称尺寸除应满足５．１．２．１．１要

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外门不应小于２．２ｍｍ，内门不应小于２．０ｍｍ；

ｂ）　外窗不应小于１．８ｍｍ，内窗不应小于１．４ｍｍ。

５．１．２．１．３　有装配关系的门窗主型材基材壁厚公称尺寸允许偏差应采用 ＧＢ／Ｔ５２３７．１规定的超高

精级。

５．１．２．１．４　有装配关系的门窗主型材基材非壁厚尺寸允许偏差宜采用ＧＢ／Ｔ５２３７．１规定的超高精级。

５．１．２．２　表面处理

５．１．２．２．１　铝合金型材应根据门、窗的不同使用环境选择符合ＧＢ／Ｔ５２３７．２～ＧＢ／Ｔ５２３７．５规定的表面

处理类型，型材表面处理层的适用范围和厚度要求还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表４　铝合金型材装饰面表面处理层适用范围及厚度要求

表面处理层 阳极氧化 电泳涂漆 喷粉 喷漆

适用范围ａ

及厚度ｂ

要求

外

门

窗

阳极氧化＋封孔

阳极氧化＋电解着色＋封孔

膜厚级别不低于ＡＡ１５

局部膜厚≥１２μｍ

有光或消光透明漆膜

膜厚级别 Ａ、Ｂ

（阳极氧化膜局部

膜厚≥９μｍ）

光泽平面效果；

砂纹、二次喷涂木纹

立体效果；

装饰面局部

厚度≥５０μｍ

内

门

窗

阳极氧化＋封孔

阳极氧化＋电解着色＋封孔

阳极氧化＋染色＋封孔

膜厚级别不低于ＡＡ１０

局部膜厚≥８μｍ

有光或消光有色漆膜

膜厚级别Ｓ

（阳极氧化膜局部

膜厚≥６μｍ）

锤纹、皱纹、大理石纹、

立体彩雕纹、热转印

木纹、金属效果

装饰面局部

厚度≥４０μｍ

四涂层（高性能金属漆）

装饰面局部膜厚≥５５μｍ

三涂层（一般金属漆）

装饰面局部膜厚≥３４μｍ

二涂层

（单色漆；珠光云母漆）

装饰面局部膜厚≥２５μｍ

　　
ａ 适用于外门窗的表面处理层也可用于内门窗。

ｂ 电泳、喷粉和喷漆型材某些装饰表面（如内角、凹槽等）的局部膜层厚度允许低于规定值，但不应出现露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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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２．２　隐框窗中与硅酮结构密封胶黏结部位的型材应采用阳极氧化，其膜厚级别不应低于ＡＡ１５。

５．１．３　玻璃

５．１．３．１　门窗玻璃应采用符合ＧＢ１１６１４规定的平板玻璃及其制品。钢化玻璃应符合ＪＧ／Ｔ４５５的规

定。中空玻璃应符合ＧＢ／Ｔ１１９４４的规定，且外门窗用中空玻璃气体层厚度不应小于９．０ｍｍ，单腔中

空玻璃厚度允许偏差值宜采用±１．５ｍｍ。

５．１．３．２　门窗用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应符合ＪＧ／Ｔ２５５的规定。外门窗用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的

中空腔内装有传动机构的间隔框应采用具有耐候性的非金属断热材料的复合型构造，并应采用三边框

形式。

５．１．３．３　门窗用保温型、隔热型、保温隔热型玻璃应符合ＪＣ／Ｔ２３０４的规定。

５．１．３．４　耐火型门窗用玻璃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规定，其耐火完整性不应小于３０ｍｉｎ。

５．１．４　钢材

门窗所用钢材宜采用奥氏体不锈钢材料。采用其他黑色金属材料，应根据使用需要，采取热浸镀

锌、锌电镀、黑色氧化、防锈涂料等防腐处理。

５．１．５　密封及弹性材料

５．１．５．１　门窗所用密封胶应具有与所接触的材料的相容性和与所需粘接基材的黏结性。

５．１．５．２　门窗玻璃镶嵌、杆件连接密封和附件装配所用密封胶宜采用ＧＢ／Ｔ１４６８３中规定的Ｇｗ类产

品；门窗与洞口安装所用密封胶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６８３中Ｆ类的规定或ＪＣ／Ｔ８８１的规定；隐框窗中空玻

璃二道密封胶应采用符合ＧＢ２４２６６规定的硅酮结构密封胶，其玻璃与框架型材黏结用的硅酮结构密

封胶应符合ＧＢ１６７７６的规定。

５．１．５．３　耐火型门窗用密封胶应采用符合 ＧＢ／Ｔ２４２６７规定的阻燃密封胶，且其耐火性能应达到

ＧＢ２３８６４规定的耐火完整性不小于１．０ｈ，并应符合５．１．５．１要求。

５．１．５．４　应根据门窗的使用环境和功能要求选择单一材质或复合材质密封胶条（参见附录Ｂ），并应考

虑密封胶条与其接触部位材料的相容性和污染性。

５．１．５．５　耐火型门窗用密封胶条应根据其使用部位需要选择阻燃密封胶条，并在适当部位选用遇火膨

胀密封胶条。采用自粘胶带固定安装的遇火膨胀密封胶条，不应含容易导致胶条脱落的塑化剂。

５．１．５．６　玻璃支承块、定位块等弹性材料应符合ＪＧＪ１１３玻璃安装材料的有关规定；耐火型门窗玻璃支

承块、定位块等弹性材料应采用阻燃材料。

５．１．６　五金配件

门窗框扇连接、锁固用功能性五金配件应满足整樘门窗承载能力的要求，其反复启闭性能应满足门

窗反复启闭耐久性要求。

５．１．７　紧固件

门窗组装机械联接应采用不锈钢紧固件。不应使用铝及铝合金抽芯铆钉做门窗受力联接用紧

固件。

５．２　外观及表面质量

５．２．１　产品表面应洁净、无污迹。框扇铝合金型材、玻璃表面应无明显的色差、凹凸不平、划伤、擦伤、

碰伤等缺陷。

５．２．２　镶嵌密封胶缝应连续、平滑，不应有气泡等缺陷；封堵密封胶缝应密实、平整。密封胶缝处的铝

合金型材装饰面及玻璃表面不应有外溢胶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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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　密封胶条应平整连续，转角处应镶嵌紧密不应有松脱凸起，接头处不应有收缩缺口。

５．２．４　框扇铝合金型材在一个玻璃分格内的允许轻微表面擦伤、划伤应符合表５的规定。在许可范围

内的型材喷粉、喷漆表面擦伤和划伤，可采用相应的方法进行修饰，修饰后应与原涂层颜色基本一致。

表５　门窗框扇铝合金型材允许轻微的表面擦伤、划伤要求

项目 室外侧要求 室内侧要求

擦伤、划伤深度 不大于表面处理层厚度

擦伤总面积／ｍｍ２ ≤５００ ≤３００

划伤总长度／ｍｍ ≤１５０ ≤１００

擦伤和划伤处数 ≤４ ≤３

５．３　尺寸

５．３．１　规格

５．３．１．１　规格系列

门窗洞口宽、高标志尺寸应符合ＧＢ／Ｔ５８２４规定的建筑门窗洞口尺寸系列的指定规格。

门窗宽、高构造尺寸应根据门窗洞口宽、高标志尺寸（或构造尺寸），按照实际应用的门窗洞口装饰

面层厚度、附框和安装缝隙尺寸确定。

５．３．１．２　单樘门窗

单樘门、窗的宽、高尺寸规格，应采用ＧＢ／Ｔ５８２４规定的基本门、窗规格，并优先采用ＧＢ／Ｔ３０５９１

规定的常用标准规格门、窗尺寸。

５．３．１．３　组合门窗

由两樘或两樘以上的单樘门、窗采用拼樘框连接组合的门窗（如带形窗、条形窗、连窗门等），其宽、

高构造尺寸也应与ＧＢ／Ｔ５８２４规定的洞口宽、高标志尺寸相协调。

５．３．２　门窗及装配尺寸

５．３．２．１　门窗及框扇装配尺寸偏差

门窗尺寸及形状允许偏差和框扇组装尺寸偏差应符合表６的规定。

表６　门窗及框扇装配尺寸偏差 单位为毫米

项目 尺寸范围
允许偏差

门 窗

门窗宽度、高度构造尺寸

≤２０００ ±１．５

＞２０００～３５００ ±２．０

＞３５００ ±２．５

门窗宽度、高度构造尺寸

对边尺寸差

≤２０００ ≤２．０

＞２０００～３５００ ≤２．５

＞３５０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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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单位为毫米

项目 尺寸范围
允许偏差

门 窗

对角线尺寸差
≤２５００ ２．５

＞２５００ ３．５

门窗框与扇搭接宽度 — ±２．０ ±１．０

框、扇杆件接缝高低差
相同截面型材 ≤０．３

不同截面型材 ≤０．５

框、扇杆件装配间隙 — ≤０．３

５．３．２．２　玻璃镶嵌装配尺寸

门窗框、扇玻璃镶嵌装配尺寸应符合ＪＧＪ１１３规定的玻璃最小装配尺寸要求。多腔中空玻璃镶嵌

装配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采用结构装配玻璃的隐框窗，玻璃与铝型材杆件之间的硅酮结构密封胶和中空玻璃之间的二道密

封硅酮结构密封胶，其黏结宽度、厚度应按ＪＧＪ１０２规定的硅酮结构密封胶设计要求计算确定，且黏结

宽度不应小于７ｍｍ、黏结厚度不应小于６ｍｍ。

５．４　装配质量

５．４．１　门窗框、扇杆件连接牢固，装配间隙应进行有效的密封。

５．４．２　门窗附件安装牢固，开启扇五金配件操控灵活，门窗启闭无卡滞。

５．４．３　紧固件就位平正，并按设计要求进行密封处理。

５．４．４　门窗开启锁固五金配件安装位置正确，锁闭状态应符合设计要求。

５．５　构造

５．５．１　门窗框扇杆件间的连接构造应牢固可靠，人接触的部位应平整，外露的孔洞及边缘尖角宜进行

封堵包饰。

５．５．２　应根据门窗的功能和设计使用要求设置童锁、防坠落、防夹手、防雷等安全性装置。

５．５．３　宜根据门窗的功能和设计使用要求设置微通风、防蚊纱、披水板等功能性装置。

５．５．４　门窗附件、五金配件的安装连接构造应具有更换和维修的便利性。

５．５．５　门窗下框不宜开设贯通型安装孔。开设贯通型安装孔的门窗下框应采取有效的防水密封构造。

５．５．６　隐框构造的玻璃下端应设置不少于两个铝合金或不锈钢托条，托条和玻璃面板支承构件之间应

可靠连接，托条与玻璃之间应设置柔性垫片。托条截面应通过计算确定，并应能承受该分格玻璃的重力

荷载设计值。中空玻璃的托条应能托至外片玻璃。

５．５．７　不同金属材料接触面应采取防止双金属腐蚀的措施。

５．６　性能

５．６．１　抗风压性能

５．６．１．１　外门窗的抗风压性能分级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规定。在性能分级指标值犘３ 作用下，主要受

力杆件面法线挠度应符合表７的规定，且不应出现使用功能障碍；在１．５犘３ 风压作用下不应出现危及人

身安全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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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门窗主要受力杆件面法线挠度允许值 单位为毫米

支承玻璃种类 单层玻璃、夹层玻璃 中空玻璃

相对挠度值 犔／１００ 犔／１５０

挠度最大值 ２０

　　注：犔为主要受力杆件的支承跨距。

５．６．１．２　在抗风压性能分级指标值犘３ 作用下，玻璃面板的挠度允许值为其短边边长的１／６０；在１．５犘３

风压作用下，玻璃面板不应发生破坏。

５．６．２　水密性能

外门窗的水密性能分级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规定。在性能分级指标值Δ犘 作用下，不应发生渗

漏现象。外门的水密性能值Δ犘 不应小于１５０Ｐａ，外窗的水密性能值Δ犘 不应小于２５０Ｐａ。

地弹簧平开门和其他无下框的门不作水密性能要求。

５．６．３　气密性能

门窗的气密性能分级及指标绝对值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规定。具有气密性能要求的外门，其单位开

启缝长空气渗透量狇１ 不应大于２．５ｍ
３／（ｍ·ｈ），单位面积空气渗透量狇２ 不应大于７．５ｍ

３／（ｍ２·ｈ）；具有

气密性能要求的外窗，其单位开启缝长空气渗透量狇１ 不应大于１．５ｍ
３／（ｍ·ｈ），单位面积空气渗透量

狇２ 不应大于４．５ｍ
３／（ｍ２·ｈ）。地弹簧平开门和其他无下框的门不作气密性能要求。

　　注：门窗的气密性能指标即单位开启缝长或单位面积空气渗透量分为正压和负压下测量的正值和负值。

５．６．４　空气声隔声性能

门窗的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规定，外门窗以“计权隔声量和交通噪声频谱修

正量之和（犚ｗ＋犆ｔｒ）”作为分级指标；内门窗以“计权隔声量和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犚ｗ＋犆）”作为

分级指标。隔声型门窗的隔声性能值不应小于３５ｄＢ。

５．６．５　保温性能

门窗的保温性能分级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规定。保温型门窗的传热系数犓 应小于２．５Ｗ／（ｍ２·Ｋ）。

５．６．６　隔热性能

门窗隔热性能指标太阳得热系数犛犎犌犆 分级应符合表８的规定。隔热型门窗的太阳得热系数

犛犎犌犆不应大于０．４４。

表８　门窗隔热性能分级

分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分级指标值

犛犎犌犆

０．７≥犛犎犌犆

＞０．６

０．６≥犛犎犌犆

＞０．５

０．５≥犛犎犌犆

＞０．４

０．４≥犛犎犌犆

＞０．３

０．３≥犛犎犌犆

＞０．２
犛犎犌犆≤０．２

５．６．７　耐火完整性

门窗的耐火完整性分级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２５２的规定。耐火型门窗要求室外侧耐火时，耐火完整性

不应低于犈３０（ｏ）；耐火型门窗要求室内侧耐火时，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犈３０（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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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８　采光性能

５．６．８．１　外窗采光性能指标及分级应符合ＧＢ／Ｔ１１９７６的规定。有天然采光要求的外窗，其透光折减

系数犜ｒ不应小于０．４５；具有辨色要求的门窗，其颜色透射指数犚ａ不应小于６０。

５．６．８．２　同时有隔热性能要求的外窗，尚应综合考虑太阳得热系数的要求。

５．６．９　防沙尘性能

５．６．９．１　外门窗防沙性能以一定压差和时间内通过单位开启缝长进入室内沙的质量犕 为分级指标；防

尘性能以一定压差和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进入室内可吸入颗粒物透过量犆 为分级指标。门窗防沙、防

尘性能分级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规定。

５．６．９．２　具有防沙性能要求的外门窗，其防沙性能指标犕 不应大于６．０ｇ／ｍ；具有防尘性能要求的外门

窗，其防尘性能指标犆不应大于６０．０ｍｇ／ｍ
２。门窗防沙尘性能指标具体要求应根据其应用所在地区

的沙、尘天气情况和使用要求，参照ＧＢ／Ｔ３１４３３—２０１３附录Ａ确定。

５．６．１０　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

外门窗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以发射物的质量犿 和速度狏为指标，其分级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规

定。具有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要求的外门窗，应按ＧＢ／Ｔ２９７３８—２０１３附录Ｂ的规定，根据其应用所在

地基本风速、建筑物防护级别和安装高度确定相应的冲击级别及指标。

５．６．１１　力学性能

５．６．１１．１　性能项目

门窗力学性能为活动扇在机械力作用下保持正常使用功能的能力，应根据门、窗的开启形式和使用

特点确定其力学性能要求。门、窗的力学性能要求项目应分别符合表９、表１０的规定。

５．６．１１．２　启闭力

门窗启闭力以活动扇操作力和锁闭装置操作力为性能指标，其分级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规定。

门、窗在其分级指标值启、闭力作用下，应能灵活开启和关闭。

表９　门的力学性能项目

项目

平开旋转类 推拉平移类 折叠类

平开

（合页）

平开

（地弹簧）
推拉

提升

推拉

推拉

下悬

折叠

平开

折叠

推拉

启闭力 √ √ √ √ √ √ √

耐软重物撞击性能 √ √ √ √ √ √ √

耐垂直荷载性能 √ √ — — — √ —

抗静扭曲性能 √ √ — — — √ —

抗扭曲变形性能 — — √ √ √ — —

抗对角线变形性能 — — √ √ √ — —

抗大力关闭性能 √ — — — — — —

　　注：“√”表示要求；“—”表示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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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窗的力学性能项目

项目

平开旋转类 推拉平移类 折叠类

内平开

（合页）

滑轴

平开

外开

上悬

内开

下悬

滑轴

上悬

中

悬

内平开

下悬
立转 推拉

提升

推拉
提拉

推拉

下悬

折叠

推拉

启闭力 √ √ √ √ √ √ √ √ √ √ √ √ √

耐垂直荷载性能 √ √ — — — — √ √ — — — — —

抗扭曲变形性能 — — — — — — — — √ √ √ — —

抗对角线变形性能 — — — — — — — — √ √ √ — —

抗大力关闭性能 √ — √ √ — √ √ — — — — — —

开启限位抗冲击性能 √ √ √ √ √ √ √ — — — — — —

撑挡定位耐静荷载性能 √ — √ — — — — — — — — — —

　　注：“√”表示要求；“—”表示不要求。

５．６．１１．３　耐软重物撞击性能（门）

门耐软重物撞击性能以门扇所能承受的软重物体最大下落高度为性能指标。其分级应符合

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规定。门扇薄弱部位在性能分级指标值高度下落的砂袋撞击后，门应保持正常启闭功

能，玻璃（或其他面板）不应脱落，除钢化玻璃外，不应有玻璃破坏。

５．６．１１．４　耐垂直荷载性能（竖轴平开旋转类门、窗和折叠平开门）

门窗耐垂直荷载性能以开启扇自由端所能承受的最大垂直荷载作为性能指标，其分级应符合

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规定。在分级指标值作用下，门窗扇自由端残余下垂量不应大于３ｍｍ，且保持正常启

闭功能。

５．６．１１．５　抗静扭曲性能（竖轴平开旋转类门、折叠平开门）

抗静扭曲性能以开启扇所能承受的垂直其平面的最大水平静态试验荷载作为性能指标，其分级应

符合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规定。在分级指标值作用下，门扇自由端残余变形量不应大于５ｍｍ，且保持正常

启闭功能。

５．６．１１．６　抗扭曲变形性能（推拉平移类门窗）

推拉门窗活动扇开启部位在启、闭方向上承受２００Ｎ作用力后，其镶嵌位置残余变形量不应大于

１ｍｍ，且保持正常启闭功能。

无外凸执手的推拉门窗不作此性能要求。

　　注：推拉门窗扭曲变形是活动扇顶部和底部同时受阻时强行推拉外凸执手的启、闭力产生的局部镶嵌残余变形。

５．６．１１．７　抗对角线变形性能（推拉平移类门窗）

推拉门窗（左右推拉窗、提拉窗）活动扇在其一端角部卡阻情况下，其开启部位在启、闭方向上承受

２００Ｎ作用力后，扇对角线残余变形量不应大于５ｍｍ，且保持正常启闭功能。

５．６．１１．８　抗大力关闭性能（平开门、平开旋转类外窗〈滑轴类除外〉）

平开旋转类外门窗活动扇开启４５°±５°时，其开启部位在７５Ｐａ乘以活动扇面积的荷载作用力下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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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关闭，重复１０次，门窗不应发生影响正常使用的变形、故障和损坏。

５．６．１１．９　开启限位抗冲击性能（平开旋转类外窗）

平开旋转类外窗活动扇在开启部位通过１０ｋｇ重物的自由落体惯性力进行开启限位冲击试验３次

后，限位装置不应发生破坏，框扇连接功能正常。

５．６．１１．１０　撑挡定位耐静荷载性能（内平开窗、外开上悬窗）

窗在撑挡定位开启状态下，在活动扇开启部位垂直扇平面向关闭和开启方向分别施加荷载，摩擦式

撑挡为４０Ｎ作用力、锁定式撑挡为２００Ｎ作用力（采用锁定式伸缩撑定位的外开上悬窗，开启方向加载

应在最大可开启位置），撑挡及其与框、扇连接部位不应发生破坏，定位功能正常。

５．６．１２　反复启闭耐久性

门窗反复启闭耐久性以不发生影响正常启闭使用的变形、故障和损坏的反复启闭次数为性能指标，

其分级应符合表１１的规定。

门窗框扇连接铰链配件（滑轮、滑撑、合页等）应满足整樘门窗反复启闭耐久性各分级试验次数要

求，试验中不得更换；门、窗的反复启闭试验时如不包括锁固及限位等装置，则该类装置的反复启闭次数

应满足其产品标准的相关要求和整樘门窗反复启闭使用要求。

复合开启形式（如折叠平开、折叠推拉、提升推拉等）的门、窗，其反复启闭次数由供需双方商定。

表１１　门窗反复启闭耐久性分级表 单位为万次

开启类别
分　　级

１ ２ ３

反复启闭试验时锁固

及限位装置配置要求

推拉平移类

平开旋转类

门 １０ ２０ —
可不包括锁闭、插销等装置的反

复启闭

窗 １ ２ ３
内平开窗、内开下悬窗可不包括

撑挡、插销等装置的反复启闭

内平开下悬窗 １．５万次内平开下悬启闭加１万次９０°平开启闭
９０°平开启闭试验不包括撑挡的

反复启闭

地弹簧门
２０（单向）

１０（双向）

５０（单向）

２５（双向）

１００（单向）

５０（双向）

可不包括锁闭、插销等装置的反

复启闭

　　注１：门窗锁固装置包括门窗锁闭器、童锁等锁闭装置和门窗插销等固定装置。

　　注２：门窗限位装置包括门窗的撑挡、微通风定位器等装置。

　　注３：地弹簧门属于手动操作启闭的平开旋转类门，其反复启闭耐久性分级按其启闭特性单独列出。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材料与附件

６．１．１　质量验证

铝合金门窗所用材料及附件进厂时，检查产品合格证或质量保证书等随行技术文件，或通过必要的

测量、试验，验证其所标示的性能和质量指标值与附录Ａ所示相应标准（或合同要求）的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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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铝合金型材

６．１．２．１　基材横截面及尺寸偏差

基材壁厚采用分辨力为０．５μｍ的膜厚检测仪和分辨力不低于０．０２ｍｍ的量具测量表面处理层膜

厚和型材总壁厚，型材同一类型部位测点不应少于５点。基材的实测壁厚为型材总壁厚与表面处理层

厚度之差，精确到０．０１ｍｍ，取平均值。

基材非壁厚尺寸偏差检验按ＧＢ／Ｔ５２３７．１的规定执行。

６．１．２．２　表面处理层厚度

采用分辨力为０．５μｍ的膜厚检测仪在型材的同一类型部位测量，测点不应少于５点，取平均值。

６．１．３　玻璃

玻璃的品种、性能及质量按６．１．１的规定进行验证。

６．１．４　钢材

钢材表面热浸镀锌、锌电镀及防锈涂料处理层厚度检验按ＧＢ／Ｔ４９５６的规定进行；钢铁黑色氧化

膜质量检验按ＧＢ／Ｔ１５５１９规定进行。

６．１．５　密封及弹性材料

密封材料与所接触材料的相容性、黏结性、污染性，以及玻璃支承、定位弹性材料的性能质量，按使

用要求和６．１．１的规定进行验证。

６．１．６　五金配件与紧固件

五金配件承载能力及反复启闭性能和紧固件的材质与力学性能，按６．１．１的规定进行验证。

６．２　外观与表面质量

按ＧＢ／Ｔ１２９６７．６—２００８第８章规定的观察条件，采用钢直尺及目视观察法检验。

６．３　尺寸

采用钢卷尺、钢直尺、游标卡尺、深度尺、塞尺检验。

６．４　装配质量

采用目视观察和手试方法检查。

６．５　构造

采用目视观察和手试方法检查。

６．６　性能

６．６．１　抗风压性能、水密性能、气密性能

同一试件以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抗风压性能的顺序按ＧＢ／Ｔ７１０６的规定进行试验。

６．６．２　空气声隔声性能

按ＧＢ／Ｔ８４８５的规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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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３　保温性能

按ＧＢ／Ｔ８４８４的规定进行传热系数试验；或按ＪＧＪ／Ｔ１５１规定，在冬季标准计算条件下计算门窗

传热系数。仲裁试验方法为ＧＢ／Ｔ８４８４规定的实测方法。

６．６．４　隔热性能

太阳得热系数按ＪＧ／Ｔ４４０规定的光学性能法试验；或按ＪＧ／Ｔ４４０规定的人工光源法进行检测。

仲裁试验方法为光学性能法。

６．６．５　耐火完整性

按ＧＢ／Ｔ３８２５２的规定进行试验。

６．６．６　采光性能（外窗）

外窗采光性能按ＧＢ／Ｔ１１９７６的规定进行试验。

６．６．７　防沙尘性能

防沙尘性能按ＧＢ／Ｔ２９７３７的规定进行试验。

６．６．８　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

外门窗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按ＧＢ／Ｔ２９７３８—２０１３的规定进行试验。

６．６．９　力学性能

６．６．９．１　启闭力

门的启闭力按ＧＢ／Ｔ２９５５５的规定进行试验；窗的启闭力按ＧＢ／Ｔ２９０４８的规定进行试验。

６．６．９．２　耐软重物撞击性能

门耐软重物撞击性能按ＧＢ／Ｔ１４１５５的规定进行试验，除双向开启的平开旋转类门按一侧方向撞

击外，其他开启形式的门应按室内、外两侧方向撞击，并按下列规定确定门扇薄弱部位：

ａ）　撞击点高度为门扇高度１／２处，且不大于１２００ｍｍ；

ｂ）　单扇门水平撞击点为门扇宽度１／２处；

ｃ）　双（多）扇门水平撞击点除单个门扇宽度１／２处外，还应增加不同邻接构造形式的门边梃处；

ｄ）　有中横梃的门扇除上述撞击点外，还应增加中横梃的中点。

６．６．９．３　耐垂直荷载性能

门窗耐垂直荷载性能按ＧＢ／Ｔ２９０４９的规定进行试验。

６．６．９．４　抗静扭曲性能

门抗静扭曲性能按ＧＢ／Ｔ２９５３０的规定进行试验。

６．６．９．５　抗扭曲变形性能

推拉平移类门窗抗扭曲变形性能按ＧＢ／Ｔ９１５８的规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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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９．６　抗对角线变形性能

推拉平移类门窗抗对角线变形性能按ＧＢ／Ｔ９１５８的规定进行试验。

６．６．９．７　抗大力关闭性能

平开旋转类外门窗抗大力关闭性能按ＧＢ／Ｔ９１５８的规定进行试验。

６．６．９．８　开启限位抗冲击性能

平开旋转类外窗开启限位抗冲击性能按ＧＢ／Ｔ９１５８的规定进行试验。

６．６．９．９　撑挡定位耐静荷载性能

内平开窗、外开上悬窗撑挡定位耐静荷载性能试验按ＧＢ／Ｔ９１５８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采用摩擦

式撑挡的窗施加荷载为４０Ｎ，采用锁定式撑挡的窗施加荷载为２００Ｎ。

６．６．１０　反复启闭耐久性

门窗反复启闭耐久性按ＧＢ／Ｔ２９７３９的规定进行试验。

６．７　试验次序

采用同一组试件进行二项及以上项目试验时，应按照前一项试验结果不影响后一项试验结果的原

则（如先无损试验、后破坏性试验等）确定试验先后次序和试件的统筹使用。

当建筑门窗同时具备保温型和耐火型要求时，应在同一樘试件上按保温性能和耐火完整性的顺序

进行性能测试。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类别与项目

７．１．１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见表１２。

表１２　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试件数量
出厂

检验

型式

检验
要求 试验方法 适用产品

１ 外观及表面质量

全数

（出厂检验）

３樘

（型式检验）

◎ ◎ ５．２ ６．２

２ 尺寸
１０％

不少于３樘
◎ ◎ ５．３ ６．３

３ 装配质量

全数

（出厂检验）

３樘

（型式检验）

◎ ◎ ５．４ ６．４

４ 构造 ３樘 — ◎ ５．５ ６．５

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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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续）

序号 检验项目 试件数量
出厂

检验

型式

检验
要求 试验方法 适用产品

５ 抗风压性能

６ 水密性能

７ 气密性能

３樘

— ◎ ５．６．１

— ◎ ５．６．２

— ◎ ５．６．３

６．６．１

外门、外窗

外门、外窗，有气密性要求

的内门、内窗

８ 空气声隔声性能 ３樘 — ◎ ５．６．４ ６．６．２ 隔声型门窗

９ 保温性能 １樘 — ◎ ５．６．５ ６．６．３ 保温型、保温隔热型门窗

１０ 隔热性能 １樘 — ◎ ５．６．６ ６．６．４ 隔热型、保温隔热型门窗

１１ 耐火完整性 １樘 — ◎ ５．６．７ ６．６．５ 耐火型外门窗

１２ 采光性能 １樘 — ○ ５．６．８ ６．６．６ 有此项性能要求的外窗

１３ 防沙尘性能 １樘 — ○ ５．６．９ ６．６．７ 有此项性能要求的外门窗

１４ 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 １樘 — ○ ５．６．１０ ６．６．８ 有此项性能要求的外门窗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力

学

性

能

启闭力 ３樘 — ◎ ５．６．１１．２ ６．６．９．１ 门、窗

耐软重物撞击性能 ３樘 — ◎ ５．６．１１．３ ６．６．９．２ 门

耐垂直荷载性能 ３樘 — ◎ ５．６．１１．４ ６．６．９．３
竖轴平开旋转类门、窗和折

叠平开门

抗静扭曲性能 ３樘 — ◎ ５．６．１１．５ ６．６．９．４
竖轴平开旋转类门

折叠平开门

抗扭曲变形性能 ３樘 — ◎ ５．６．１１．６ ６．６．９．５

抗对角线变形性能 ３樘 — ◎ ５．６．１１．７ ６．６．９．６

推拉平移类门窗

抗大力关闭性能 ３樘 — ◎ ５．６．１１．８ ６．６．９．７
平开门、平开旋转类外窗

（滑轴类除外）

开启限位抗冲击性能 ３樘 ◎ ５．６．１１．９ ６．６．９．８ 平开旋转类外窗

撑挡定位耐静荷载性能 ３樘 ◎ ５．６．１１．１０ ６．６．９．９ 内平开窗、外开上悬窗

２４ 反复启闭耐久性 １樘 — ◎ ５．６．１２ ６．６．１０ 门、窗

　　注：“◎”为必选性能；“○”为可选性能；“—”为不要求。

７．１．２　门窗性能的型式检验项目，应根据４．１．２规定的６种门窗类型（普通型、隔声型、保温型、隔热型、

保温隔热型、耐火型）确定必需的主要性能项目（５．６．１～５．６．７）；按照产品使用要求确定选择性能项目

（５．６．８～５．６．１０）；并按照其开启形式确定５．６．１１．１规定的力学性能项目。

７．２　出厂检验

７．２．１　组批与抽样规则

７．２．１．１　外观及表面质量和装配质量为全数检验。

７．２．１．２　门窗及框扇装配尺寸偏差检验，每１００樘为一个检验批，不足１００樘也为一个检验批。从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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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批中按不同类型、品种、系列、规格分别随机抽取５％且不少于３樘。

７．２．２　判定与复验规则

抽检产品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该批产品合格。

抽检产品检验结果如有多于１樘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抽检项目中如有１樘（不多于１樘）不合格，可再从该批产品中抽取双倍数量产品进行重复检验。

重复检验的结果全部达到本标准要求时判定该项目合格，复检项目全部合格，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否则

判定该批产品出厂检验不合格。

７．３　型式检验

７．３．１　检验时机

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　正式生产后，产品的原材料、构造或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停产半年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ｄ）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ｅ）　正常生产时应每两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７．３．２　组批与抽样规则

从不少于１００樘的出厂检验合格批中任选一批作为型式检验批，按表１２规定的试件数量随机

抽取。

７．３．３　取样方法

产品型式检验应选取各种用途、类型、品种、系列中常用的门窗立面形式和尺寸规格的单樘基本门、

窗作为代表该产品性能的典型试件。常用铝合金门窗型式检验典型试件立面形式及规格参见附录Ｃ。

７．３．４　判定与复验规则

抽检产品全部符合５．２～５．６要求，该产品型式检验合格。

外观及表面质量、门窗及框扇装配尺寸偏差、装配质量、启闭力检验项目的判定和复验应符合７．２．２

的规定。

性能检验项目中若有不合格项，可再从该批产品中抽取双倍试件对该不合格项进行重复检验，重复

检验结果全部达到本标准要求时判定该项目合格，否则判定该产品型式检验不合格。

８　产品标志及随行文件

８．１　产品标志

８．１．１　基本标志内容

铝合金门、窗产品标志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产品标记；

ｂ）　产品商标；

ｃ）　制造商名称、生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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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２　警示标志和说明

对于结构复杂、开启方法比较特殊，使用不当会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产生使用安全问题的门窗产

品，应设置简明有效的使用警示标志和说明（包括文字及图示）。

８．１．３　标志方法

８．１．３．１　按８．１．１要求的产品标志内容应采用标牌标示，标牌的印制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３０６的规定。

８．１．３．２　门的产品标牌应固定在上框、中横框等明显部位。

８．１．３．３　窗的产品标牌应固定在上框、中横框、窗扇梃侧面等适当部位（开启后可看到）。

８．１．３．４　产品使用警示标志和说明应在门、窗的把手或执手等启闭装置附近粘贴。

８．２　产品随行文件

８．２．１　产品合格证

单樘门、窗产品应有产品合格证，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ａ）　执行产品标准号；

ｂ）　出厂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及检验结论；

ｃ）　产品检验日期、出厂日期、检验员签名或盖章（可用检验员代号表示）。

８．２．２　产品质量保证书

每个出厂检验批或交货批应有产品质量保证书，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ａ）　产品名称、商标及标记（包括执行的产品标准编号）；

ｂ）　产品型式检验的性能参数值，并注明该产品型式检验报告的编号；

ｃ）　产品批量（樘数、面积）、尺寸规格型号；

ｄ）　门窗框扇铝合金型材表面处理种类、色泽、膜厚；

ｅ）　玻璃及镀膜的品种、色泽及玻璃厚度；

ｆ）　门窗的生产日期、检验日期、出厂日期，质检人员签名及制造商的质量检验印章；

ｇ）　制造商名称、地址及质量问题受理部门联系电话；

ｈ）　用户名称及地址。

８．２．３　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

８．２．３．１　每批门窗出厂或交货时应有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的编制应符合

ＧＢ／Ｔ９９６９规定。

８．２．３．２　门窗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产品说明、安装说明、使用说明和维护保养说明等主要方面，

具体内容参见附录Ｄ。

８．３　产品二维码标记

８．３．１　宜采用二维码对每樘门窗产品进行标识，使用户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产品标志、产品随行文

件等信息。

８．３．２　产品二维码标记应具有永久性，满足门窗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等追溯性要求。

８．３．３　二维码的数据结构、信息服务和符号印制质量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３３９９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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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包装、运输和贮存

９．１　包装

９．１．１　应根据门窗铝合金型材、玻璃和附件的实际情况，采取合适的无腐蚀作用材料包装。

９．１．２　包装箱应有足够的承载能力，确保正常运输和保管条件下不受损坏。

９．１．３　包装箱内的各类部件，避免发生相互碰撞、窜动。

９．１．４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及使用方法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的规定。

９．２　运输

９．２．１　在运输过程中避免包装箱发生相互碰撞。

９．２．２　搬运过程中应轻拿轻放，严禁摔、扔、碰击。

９．２．３　运输工具应有防雨措施，并保持清洁无污染。

９．３　贮存

９．３．１　产品应放置通风、干燥的地方。严禁与酸、碱、盐类物质接触并防止雨水侵入。

９．３．２　产品严禁与地面直接接触，底部垫高大于１００ｍｍ。

９．３．３　产品放置应用非金属垫块垫平，产品宜立放且立放角度不小于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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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常用材料与附件标准

犃．１　铝合金型材

ＧＢ／Ｔ５２３７．１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１部分：基材

ＧＢ／Ｔ５２３７．２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２部分：阳极氧化型材

ＧＢ／Ｔ５２３７．３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３部分：电泳涂漆型材

ＧＢ／Ｔ５２３７．４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４部分：喷粉型材

ＧＢ／Ｔ５２３７．５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５部分：喷漆型材

ＧＢ／Ｔ５２３７．６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６部分：隔热型材

ＧＢ／Ｔ２３６１５．１　铝合金建筑型材用隔热材料　第１部分：聚酰胺型材

ＧＢ／Ｔ２３６１５．２　铝合金建筑型材用隔热材料　第２部分：聚氨酯隔热胶

ＪＧ／Ｔ１７４　建筑铝合金型材用聚酰胺隔热条

ＪＧ１７５　建筑用隔热铝合金型材

犃．２　钢材

ＧＢ／Ｔ６９９　优质碳素结构钢

ＧＢ／Ｔ７００　碳素结构钢

ＧＢ／Ｔ７０６　热轧型钢

ＧＢ／Ｔ７０８　冷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ＧＢ／Ｔ７１１　优质碳素结构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ＧＢ／Ｔ７１６　碳素结构钢冷轧钢带

ＧＢ／Ｔ２５１８　连续热镀锌钢板及钢带

ＧＢ／Ｔ３２７４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ＧＢ／Ｔ３２８０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ＧＢ／Ｔ４２３７　不锈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ＧＢ／Ｔ４２３８　耐热钢钢板和钢带

ＧＢ／Ｔ６７２５　冷弯型钢通用技术要求

ＧＢ／Ｔ６７２８　结构用冷弯空心型钢

ＧＢ／Ｔ９７９９　金属及其他无机覆盖层　钢铁上经过处理的锌电镀层

ＧＢ／Ｔ１１２５３　碳素结构钢冷轧薄钢板及钢带

ＧＢ／Ｔ１３９１２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犃．３　玻璃

ＧＢ１１６１４　平板玻璃

ＧＢ／Ｔ１１９４４　中空玻璃

ＧＢ１５７６３．１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１部分：防火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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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１５７６３．２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２部分：钢化玻璃

ＧＢ１５７６３．３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３部分：夹层玻璃

ＧＢ１５７６３．４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４部分：均质钢化玻璃

ＧＢ／Ｔ１７８４１　半钢化玻璃

ＧＢ／Ｔ１８９１５．１　镀膜玻璃　第１部分：阳光控制镀膜玻璃

ＧＢ／Ｔ１８９１５．２　镀膜玻璃　第２部分：低辐射镀膜玻璃

ＪＧ／Ｔ２５５　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

ＪＧ／Ｔ４５５　建筑门窗幕墙用钢化玻璃

犃．４　密封材料

ＧＢ／Ｔ５５７４　工业用橡胶板

ＧＢ／Ｔ１４６８３　硅酮和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

ＧＢ１６７７６　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

ＧＢ２４２６６　中空玻璃用硅酮结构密封胶

ＧＢ／Ｔ２４２６７　建筑用阻燃密封胶

ＧＢ／Ｔ２４４９８　建筑门窗、幕墙用密封胶条

ＪＣ／Ｔ４８３　聚硫建筑密封胶

ＪＣ／Ｔ４８５　建筑窗用弹性密封胶

ＪＣ／Ｔ６３５　建筑门窗密封毛条

ＪＣ／Ｔ８８１　混凝土接缝用建筑密封胶

犃．５　五金配件

ＧＢ／Ｔ２４６０１　建筑窗用内平开下悬五金系统

ＧＢ／Ｔ３２２２３　建筑门窗五金件　通用要求

ＪＧ／Ｔ１２４　建筑门窗五金件　传动机构用执手

ＪＧ／Ｔ１２５　建筑门窗五金件　合页（铰链）

ＪＧ／Ｔ１２６　建筑门窗五金件　传动锁闭器

ＪＧ／Ｔ１２７　建筑门窗五金件　滑撑

ＪＧ／Ｔ１２８　建筑门窗五金件　撑挡

ＪＧ／Ｔ１２９　建筑门窗五金件　滑轮

ＪＧ／Ｔ１３０　建筑门窗五金件　单点锁闭器

ＪＧ／Ｔ２１３　建筑门窗五金件　旋压执手

ＪＧ／Ｔ２１４　建筑门窗五金件　插销

ＪＧ／Ｔ２１５　建筑门窗五金件　多点锁闭器

ＪＧ／Ｔ２６８　建筑用闭门器

ＪＧ／Ｔ３０８　建筑门用提升推拉五金系统

ＪＧ／Ｔ３９３　建筑门窗五金件　双面执手

ＱＢ／Ｔ２４７４　插芯门锁

ＱＢ／Ｔ２４７６　球形门锁

ＱＢ／Ｔ２６９７　地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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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６　连接件与紧固件

ＧＢ／Ｔ４１　１型六角螺母Ｃ级

ＧＢ／Ｔ６５　开槽圆柱头螺钉

ＧＢ／Ｔ９５　平垫圈Ｃ级

ＧＢ／Ｔ９７．１　平垫圈　Ａ级

ＧＢ／Ｔ８１８　十字槽盘头螺钉

ＧＢ／Ｔ８１９．１　十字槽沉头螺钉　第１部分：４．８级

ＧＢ／Ｔ８４５　十字槽盘头自攻螺钉

ＧＢ／Ｔ８４６　十字槽沉头自攻螺钉

ＧＢ／Ｔ８５９　轻型弹簧垫圈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

ＧＢ／Ｔ３０９８．２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

ＧＢ／Ｔ３０９８．５　紧固件机械性能　自攻螺钉

ＧＢ／Ｔ３０９８．６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栓、螺钉和螺柱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０　紧固件机械性能　有色金属制造的螺栓、螺钉、螺柱和螺母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１　紧固件机械性能　自钻自攻螺钉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５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母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９　紧固件机械性能　抽芯铆钉

ＧＢ／Ｔ３０９８．２１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自攻螺钉

ＧＢ／Ｔ５７８０　六角头螺栓　Ｃ级

ＧＢ／Ｔ５７８１　六角头螺栓　全螺纹Ｃ级

ＧＢ／Ｔ６１７０　１型六角螺母

ＧＢ／Ｔ６１７２．１　六角薄螺母

ＧＢ／Ｔ１２６１５．１　封闭型平圆头抽芯铆钉　１１级

ＧＢ／Ｔ１２６１６．１　封闭型沉头抽芯铆钉　１１级

ＧＢ／Ｔ１２６１７．１　开口型沉头抽芯铆钉　１０、１１级

ＧＢ／Ｔ１２６１８．１　开口平扁圆头抽芯铆钉　１０、１１级

ＧＢ／Ｔ１３８２１　锌合金压铸件

ＧＢ／Ｔ１５１１４　铝合金压铸件

ＧＢ／Ｔ１５８５６．１　十字槽盘头自钻自攻螺钉

ＧＢ／Ｔ１５８５６．２　十字槽沉头自钻自攻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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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常用密封胶条种类及适用范围

　　门窗常用密封胶条种类及适用范围见表Ｂ．１。

表犅．１　常用密封胶条种类及适用范围

类别
框扇室内、外

密封胶条

框扇中间

密封胶条

玻璃镶嵌

密封胶条
可供选择的颜色

单

一

材

质

胶

条

三元乙丙密封胶条 √ √ √ 黑色

硅橡胶类密封胶条 √ √ √ 黑色、彩色、透明

热塑性硫化胶条 √ √ √ 黑色、彩色

增塑聚氯乙烯胶条 √ √ √ 黑色、彩色

遇火膨胀胶条ａ — — — 黑色

阻燃密封胶条 √ √ √ 黑色、彩色

复

合

材

质

胶

条

夹线胶条 — — √ 黑色

表面喷涂胶条 — — √ 黑色

软硬复合胶条 √ — √ 黑色

海绵复合胶条 √ √ √ 黑色

遇水膨胀胶条 — — √ 黑色

包覆胶条 √ — — 黑色、彩色

　　注１：“√”为适用；“—”为不适用。

　　注２：增塑聚氯乙烯胶条不宜在型材表面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腈苯乙烯丙烯酸酯的材质上使用。

　　注３：包覆胶条不适用于室外侧。

　　
ａ 遇火膨胀胶条在其他适当部位选用。

４２

犌犅／犜８４７８—２０２０

绿
洲
同
济



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铝合金门窗型式检验典型试件立面形式及规格

　　铝合金门窗型式检验典型试件的立面形式及规格见表Ｃ．１、表Ｃ．２。

表犆．１　铝合金门型式检验典型试件立面形式及规格 单位为毫米

序号 门立面形式和宽、高构造尺寸 适用门型

１

单扇平开类

（合页）平开门（ＰＭ）

弹簧门（ＴＨＭ）

地弹簧门（ＤＨＭ）

２

双扇平开类ａ

（合页）平开门（ＹＰＭ）

弹簧门（ＴＨＭ）

地弹簧门（ＤＨＭ）

３

双扇推拉类ｂ

推拉门（ＴＭ）

提升推拉门（ＳＴＭ）

推拉下悬门（ＸＴＭ）

折叠推拉门（ＴＺＭ）

　　
ａ 其中一扇可为固定扇。

ｂ 可为两个活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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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２　铝合金窗型式检验典型试件立面形式及规格 单位为毫米

序号 窗立面形式和宽、高构造尺寸 适用窗型

１

平开窗（ＰＣ）

（外开、内开）

滑轴平开窗（ＨＺＰＣ）

（外开、内开）

２

内平开窗（ＰＣ）

平开下悬窗（ＰＸＣ）

上悬窗（ＳＸＣ）

下悬窗（ＸＸＣ）

滑轴上悬窗（ＨＳＸＣ）

３

推拉窗ａ（ＴＣ）

推拉下悬窗（ＸＴＣ）

平开推拉窗ａ（ＰＴＣ）

提升推拉窗ａ（ＳＴＣ）

４ 提拉窗 （ＴＬＣ）

　　注１：表中未列出的其他窗型可参照上述表中相近开启形式选择样窗形式和尺寸。

　　注２：固定窗可以选用序号１～３中任意一种立面形式。

　　
ａ 可为两个活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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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铝合金门窗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的主要内容

　　铝合金门窗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主要内容如下：

ａ）　产品说明，包括：

１）　产品名称、特点（包括材料及附件）及主要用途和适用范围；

２）　产品命名和标记代号的组成及其代表意义；

３）　产品型式检验的门、窗物理性能和力学性能参数值。

ｂ）　安装说明，包括：

１）　门窗安装条件和安装技术要求，包括安装程序、方法、所用材料及器具；

２）　安装调整注意事项，安装验收检验项目和方法；

３）　安装施工时应采取的安全技术措施；

４）　门窗易损件更换及采用替代件的安装条件及技术要求。

ｃ）　使用说明，包括：

１）　门窗正确的开启和关闭操作方法，易出现的错误操作和防范措施等，宜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表述清楚；

２）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包括不允许在开启扇上额外悬挂或施加重物、启闭障碍物等；

３）　清洁门窗的正确清洗方法和正确使用清洁材料，以及清洁门窗时应注意的安全问题等。

ｄ）　维护保养说明，包括：

１）　开启扇的启闭机构需定期进行润滑、调整和紧固的要求；

２）　五金配件、紧固件、密封胶条、密封毛条等易损件需及时检查要求以及易损件更换及替代

的建议及周期；

３）　玻璃出现破损情况时应采取的措施及更换时的安全措施等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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