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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保温钢筋焊接网架混凝土剪力墙 CCL 建筑体系)技术规程

1 范围

1. 1 为了在 CL 建筑体系的应用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墙体材料改革和建筑节能政策，做到安

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确保质量，制定本规程。

1.2 CL 建筑体系属于剪力墙结构，是由 CL 结构墙体、装配整体式或现浇楼(屋)盖、现浇边缘构件组

合而成的装配整体或整体现浇混凝土结构。

1. 3 本规程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域内 CL 建筑体系建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验收。

1.4 CL 建筑体系的设计与施工验收除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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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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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176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YB/T 5294-2009 一般用途低碳钢丝

JGJ 3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
JGJ 12 轻骨料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

JGJ 18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 26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52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GJ 55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 114 钢筋焊接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DB 64/521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钢筋焊接网架 welded steel frame 

钢筋焊接网架(以下简称" CL网架板")由两层或两层以上起受力或构造作用的钢筋焊网，中间夹

以保温板，用三维斜插钢筋(简称"腹筋")焊接形成的钢筋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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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CL 墙板 CL wall -panel 

CL网架板内外两侧浇筑混凝土后构成的一种钢筋焊接网架混凝土复合墙体。

3.3 

CL 结构墙体 CL structural wall 

CL结构中CL墙板与实体剪力墙的总称.

3.4 

璧率 ratio of wa 川

纵向或横向布置的抗侧力CL墙板与实体剪力墙的截面面积之和占该层建筑面积的百分比。 (CL墙板

截面厚度为墙板总厚度减去保温板的厚度〉。

3.5 

小墙肢 sma I I shearwa I I 

大开间结构设计中，房间中承受坚向荷载的墙肢截面高度与厚度之比大于3且小于5的L形、 T形、十

字形实体钢筋混凝土墙肢。

3.6 

构造墙框柱 constructional wall -frame column 

在一定的建筑物高度和层数范围内， CL墙板之间交接处或CL墙板与普通剪力墙交接处设置的起约束

墙体并起连接作用的构造柱。

3. 7 

构造墙中桂 constructional inner column 

为保证CL墙板整体协同工作性能，当CL墙板较长时按一定间距设置的连接墙板内外侧混凝土层的构

造柱。

3.8 

抉璧桂 support-wal I column 

室内楼层梁或屋面梁与CL墙板相交部位，为承受坚向荷载及增加CL墙板稳定性而设置的构造柱。

4 材料

4. 1 混凝土

4.1.1 CL 建筑体系可使用普通混凝土或轻骨料混凝土。 CL 墙板现浇部分墙体厚度不大于 100mm 时，应

采用自密实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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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2 CL 墙板主体结构混凝土强度等级均不应低于 C25. 不应高于 C50; 非主体结构性混凝土强度等级

不应低于 C15。

4.1.3 CL 墙板的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指标应符合 GB 50010、 JGJ 12 的规定-

4.2 钢筋焊接网

L墙的钢筋网架板主受力侧钢筋焊接网的材质应符合JGJ 114的有关规定:构造侧钢筋焊接网及腹筋

采用皿类冷拔低碳钢丝并应符合四/T 5294-2009中皿类有关规定.

4.3 保温板

CL网架板的保温板应符合建筑节能标准对材料的相应要求.

5 结构设计

5. 1 -般规定

5.1.1 CL 建筑体系房屋适用高度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1 CL 建筑体系房屋适用高度

抗震设防区类型 |非抗震设防区、 7度及以下 I 8度 CO.2g) I 8度低3g) I 9度、 8度〈ωg) lV类场地

房屋高度 | 运 100 I ~80 I 运协 | 运M
5.1.2 抗震设防类别丙类及以下的 CL 建筑体系的抗震等级应符合表 2 的规定.其它抗震设防类别

按 GB 50011 的规定执行。

表2 CL 建筑体系抗震等级

设防烈度 6 7 8 9 

房屋高度(m) 王三80 80-100 骂王24 24-80 ~80 主运24 24-80 运24

剪力墙 四 四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 一般部位 四 四 一
一 一 一 一

构的剪力墙 加强部位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注1 :建筑场地为 I 类时，除6度外应允许按表内降低一度所对应的抗震等级采取抗震构造措施，但相应的计算要

求不应降低z

注2: 接近或等于高度分界时，应允许结合房屋不规则程度及场地、地基条件确定抗震等级z

注3: 高度不超过60m的框架-核心筒结构技框架-剪力糟的要求设计时，应按表中框架一剪力墙结构的规定确定其抗

震等级.

5. 1. 3 CL 墙板进行设计计算时，墙体厚度取值应采用以下方法=

a) 取较厚侧混凝土截面厚度，但应考虑较薄侧混凝土的刚度增大作用和自重，简称 A 法:

b) 取两侧混凝土截面厚度之和，按等厚实体剪力墙进行计算，简称 B 法。采用 B 法时，应满足以

下规定z

1) CL 墙板中的斜插钢筋应满足本规程 7.2.1 条相关规定:

2) 建筑物的高度不应大于 36m. 且地上部分不应大于 12 层:

3) CL 墙板应同时设置竖向边缘构件及暗梁，边缘构件应连通两侧混凝土层，且坚向边缘构件

挣间距不应大于 4.5m. 否则应按本规程第 7. 1. 5 条增设构造墙中柱:

4) CL 墙板保温层的厚度不宜大于 80m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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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4 CL 墙板采用 B 法设计时， CL 墙板或普通剪力墙宜全部落地，剪力墙间距不应大于 12m; 在该间

距内部可采用 L 形、 T 形、十字形小墙肢或短肢剪力墙承重。必要时可采用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框支

层不应超过二层。

5.1.5 抗震设计时， CL 结构底部加强部位的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z

a) 房屋高度大于 2也时，底部加强部位的高度可取底部两层高度和墙体总高度的 1/10 二者中的

较大值:房屋高度不大于 24m 时，底部加强部位可取底部一层。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的剪力墙，

其底部加强部位的高度，可取框支层加框支层以上两层的高度及落地剪力墙总高度的 1/10 二

者中的较大值:

b) 当结构计算嵌固端位于地下一层的底板或以下时，底部加强部位宜向下延伸到计算嵌固端。

5.1.6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应满足下列要求z

a) 框支层内剪力墙应采用实体剪力墙，外墙根据计算需要可采用 CL 墙板或实体剪力墙:

b) 采用 B 法计算时，长矩形平面建筑落地剪力墙间距 1ξ:;1. 5B 且 lζ15m (B 为楼盖宽度) ; 

c) 落地剪力墙截面总面积不应小于上层剪力墙截面总面积的 50%;

d) 转换层楼板厚度不宣小于 180mm;

e) 转换层楼板配筋及上下层刚度比应符合 GB 50011 、 JGJ 3 的要求。

5.2 建筑设计与结构布置

5.2.1 建筑设计应符合抗震概念设计要求。建筑的平面和立面设计宜规则，不应采用严重不规则的设

计方案。结构平面和竖向布置应符合 GB 50011 、 JGJ 3 的规定。

5.2.2 结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z

a) 抗侧力结构平面布置应使纵横向均符合规则、对称要求，对不规则结构应按 GB 50011 规定采

取抗震措施:

b) 抗侧力结构沿竖向应均匀变化，避免刚度和承载力突变。

5.2.3 在 CL 建筑体系中，结构局部可采用小墙股，但应符合以下要求z

a) 在每道横轴上只可布置 1 个小墙肢:

b) 在内墙纵向布置小墙肢时最多只允许布置 2 个:

c) 小墙肢构造应符合本规程第 7.2.5 条要求。

5.2.4 外墙、分户墙、楼电梯间墙宜采用 CL 墙板，其它内承重墙可采用实体混凝士剪力墙。

5.2.5 CL 墙板截面厚度应符合下列要求z

a) 保温层厚度按国家相关规范及当地节能标准确定，且不应小于 50mm; 采用 A法时边缘构件保

温层厚度不应小于30mm;

b) 较薄侧混凝土厚度，不宜大于较厚侧混凝土厚度的二分之一，且采用预制及喷射时不宜小于

40mm，采用现浇时不宜小于SOmm;

c) 建筑物高度在 36m 以下按三、四级抗震等级及非抗震设防并采用 A法取值时，较厚侧混凝土厚

度不应小于 100mm; 其余情况下，较厚侧混凝土厚度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5.2.6 当按 B 法取值时， CL 墙板两侧混凝土厚度之和应满足下列要求z

a) 按一、二级抗震等级设计时，底部加强部位不应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1/16，且不应小于

200mm，其他部位不应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1120，且不宜小于200mm;

b) 按三级抗震等级设计时，底部加强部位不应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 1/20，且不应小于 180mm，

其他部位不应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1尼2，且不宜小于180mm;

c) 按四级抗震等级及非抗震设防设计时，不应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1/23，且不应小于 150mm。

不满足上述要求时应计算墙体稳定，按JGJ3附录规定执行，墙体厚度按混凝土截面总厚度计算。

5.2.7 CL 结构墙体两端及洞口两侧应按表 3 设置边缘构件，并应符合本规程第 7. 1. 5 条相关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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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剪力墙结构边缘构件设置要求

抗震等级 一
四

一
h>24m h:!三24m h>24m h::::;24m 

轴压比大于

表4的底部加 约束 约束 约束 构造 构造 构造

强部位及上一 边缘构件 边缘构件 边缘构件 边缘构件 边缘构件 边缘构件

层

其他部位
构造 构造 构造 构造 构造 构造

边缘构件 边缘构件 边缘构件 墙框柱 边缘构件 墙框柱

注1: h为建筑物高度:

注2: 部分框支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及其上一层设置约束边缘构件，其他部位设置构造边缘构件.

5.2.8 剪力墙设置构造边缘构件的最大轴压比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4 剪力墙设置构造边缘构件的最大轴压比

抗震等级或烈度 一级 (9度〉 一级 (7、 8度) 二、三级

轴压比 I 0.1 I 0.2 I 0.3 

5.2.9 在室内楼层梁或屋面梁与外墙 CL 墙板相交处应设置暗柱，当梁跨度较大时应设置扶壁柱。

5.3 荷载与地震作用

5.3.1 楼面活荷载、风荷载、雪荷载取值及荷载组合应按 GB 50009 的规定执行。

5.3.2 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及反应谱特征周期，应按 GB 50011 执行。对于己编制抗

震设防区划的城市，可按批准的抗震设防烈度或设计地震动参数进行抗震设防。

5.3.3 地震作用计算应符合 GB50011 规定。

5.3.3.1 按底部剪力法计算时:

&，=αιq ……...................................................... (5.3.3-1) 
式中 z

品一结构总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c__结构等效总重力荷载:

α一水平地震影响系数，当房屋高度符合: 6度不大于24m (8层)、 7度不大于21m (7层〉、 8度不大于18m (6层〉

时可取缸，其余应按GB 50011的相关规定执行。

5.3.3.2 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时z

式中

月i=αJ'Ij~iι (i=1 ， 2, ...n , j=1, 2, ...m) ............ ......... ... (5.3.3-2) 

YF~λ;iq/ZALzq...H·H·-··H·H·-uu---nu---nu--.(5.3.N) 
仨1 扣1

几「崩型i质点的结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αf相应于版型自振周期的地震影响系数z

Ã}，-jI辰型i质点的结构水平相对位移z

Y广J振型的参与系数:

6卢集中于质点i的重力荷载代表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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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计算与截面设计

6. 1 一般规定

6.1.1 CL 建筑体系的内力和位移可按弹性方法计算，楼层梁和连梁可考虑局部塑性变形引起的内力重

分布.

6. 1. 2 CL 建筑体系属于剪力墙结构，可采用平面结构空间协同、空间杆-一墙板元等有限元计算模型.

内力和位移计算时一般可假定楼板在其自身平面内为无限刚性，相应地设计时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楼板

平面内的整体刚度.当楼板会产生明显的平面内变形时，计算时应考虑其影响，或对按刚性假定计算的

结果进行调整.

6.1.3 CL 建筑体系构件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无地震作用组合时: )'，。在:8......... …................................................ (6. 1. 3-1) 

有地震作用组合时z 范:H/如......................................................... (6. 1. 3-2) 

式中=

如一结构重要性系数，对安全等级为一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1. 1; 对安全等级为二级或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的结

构构件不应小于1. 0; 

ι作用效应的组合设计值z

阜-构件承载力设计值z

)IIr:-斗句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应按GB 50011取值-

6.1.4 地震作用计算原则

6. 1. 4. 1 一般情况下，应至少在建筑结构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计算水平地震作用，各方向的水平地震作

用应由该方向抗侧力构件承担:有斜交抗侧力构件的结构，当相交角度大于 15。时，应分别计算各抗侧

力构件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

6. 1. 4. 2 质量和刚度分布明显不对称的结构，应计入双向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扭转影响:其他情况，应
允许采用调整地震作用效应的方法计入扭转影响。

6. 1. 4. 3 结构平面布置应减少扭转的影响.在考虑偶然偏心影响的地震作用下，楼层竖向构件的最大

水平位移和层间位移，不宜大于该楼层平均值的1. 2 倍，不应大于该楼层平均值的1. 5 倍:结构扭转为

主的第一自振周期与平动为主的第一自振周期之比不应大于 0.90

6.1.5 采用 B 法时， CL 建筑体系位移验算应符合以下要求z

L1./h三1/1000................ ….................................... (6. 1. 5) 

式中

4 一楼层层间弹性水平位移z

h 一楼层层高.

6.2 截面设计

6.2.1 采用 B法进行抗震设计的 CL 结构墙体底部加强部位，其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墙肢的轴压比不

应超过表 5 的限值。

表5 Cl 结构墙体轴压比限值

轴压比

NIf.，A.，咽

级
一
3

-o 
动
一ω

M
一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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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措施7 

一般规定

7. 1. 1 结构伸缩缝最大间距可参照 GB 50010 中现浇剪力墙结构规定执行。

7.1.2 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的 CL 墙板钢筋焊接网的保护层最小厚度应在 GB 50011 相关规定基础上按

表 6 的要求进行增加。

7. 1 

单位: mm CL 墙根钢筋焊接网的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增加值表6

焊网钢丝直径

增加厚度

注z 自承重CL墙板钢筋焊接网的保护层暴小厚度不应小于20mm。

7. 1. 3 CL 墙板的连接构造应满足以下规定，具体措施可参见阳悚 A.

7. 1. 3. 1 水平向连接: CL 墙板水平向连接宜设在竖向边缘构件处，可采用 CL 墙板水平钢筋直接锚入边

缘构件的做法，见图 1 (a) ，亦可采取另设附加带肋连筋或附加同规格网片与边缘构件或墙板之间进行绑

扎连接，见图 1 (b) 、 1 (c) 。连筋间距不应小于 200mm 且不应小于 3 倍的网格间距。

φ8 

5 

φ5、 φ6

10 

刷
一
回

〈
-
-
e
ι

3 

二三 IIE (或 1， ) 注 I'E (或 It )2 
L U. l 

~ I.E(或 1. )法 I'E (或 1， ) ~ 'aE(或 1. ) 
扣一一~

(c) (b) (a) 

1-墙板水平钢筋; 2-附加连筋或附加网片; 3-附加网片

CL 墙板水平向连接

7. 1. 3. 2 坚向连接: CL 墙板竖向连接应设在楼层及地梁处，内外侧可采用预留带肋连筋方式，见图 2

且受力钢筋连接应满足等强度要求。连筋间距不应小于 200mm 且不应小于 3 倍的网格间距。搭接长度应

取连筋与坚向钢筋二者直径中的较小值按 100%接头面积率进行计算，且不应小于 400阻。当连筋贯穿暗

梁与上下层墙板坚向钢筋搭接时，见图 2 (d) ，暗梁箍筋最小直径 6阳，最大间距 200mm.

L叫L.)

固 1

{44)EA 

古
阳
一

巨
原
-

d(ddsdd 

1 
基础或地下室
剪力;墙钢筋

7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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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剖
叫-
4

(d) 

固 2 CL 墙报与边缘构件竖向连接

7. 1. 3. 3 附加连筋及焊网的锚固与搭接应满足 JGJ 114、 GB 50010 的相关规定。

7. 1. 4 实体剪力墙的坚向、横向分布钢筋的材质、直径、间距、配筋率等均应满足 GB 50011 的相关规

定。

(c) 

7. 1. 5 边缘构件

7. 1. 5. 1 约束边缘构件

约束边缘构件沿墙肢方向的长度L、配箍特征值儿、箍筋和纵向钢筋宜符合图3及GB 50011的相关要

求。

箍筋J..

且;':4∞|

,___. 
且;;;:300 Vbr l bw 

7. 1. 5. 2 构造边缘构件 困 3 约束边缘掏件 1白|
构造边缘构件的范围可按图4采用，配筋除应满足受弯承载力要求外，并宜符合GB 50011的相关要

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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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耳li 斗暨军进
且~400 且~400

(b)A法暗柱 (c)B法暗柱

胁，且注 140 bc 

•• 

正最翻 1ji
L~ b. 

~b. 
L 

且~400、

且二~400
(e)A法翼柱 (f)B法翼柱

~140 

南T
在γι彪纺织制|

L且l
咽，、

且~400
(h)A法翼柱 (i)B法翼柱

图 4 构造边缘构件

7. 1. 5. 3 构造墙框柱

构造墙框柱的范围可按图5采用，配筋除应满足受弯承载力要求外，当位于房屋四角时，其纵向钢

筋不应小于4φ14，其它部位不应小于4φ12，箍筋直径不宜小于6mm，间距不应大于150阻。当位于洞口

两侧时，内侧应设水平和坚向钢筋不小于1φ12，分别锚入楼层梁及柱内，外侧配不小于1φ10，坚向筋

在角部与相应水平筋搭接不小于200mm，边框部分应设不小于φ3@50的U形钢筋焊网或φ6@200的U形箍筋。

卢mf 去140
←一-→

前
川

4

(a)A法角柱

(d)B法角柱

书础嗡~J
(b)A法丁字柱 (c)A法洞口加强边框

严阳自

(e)B法丁字柱 (f)B法洞口加强边框

图 5 构造墙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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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墙中柱7.1.5.4 

构造墙中柱的范围可按图 6 采用。柱内纵向钢筋不应小于 4φ12，箍筋不应小于 φ6@200.

川江防F叶f
构造墙中桂图 6

扶壁柱

扶壁柱的范围可按图7采用，其配筋应满足计算要求，且配筋率不宜小于O. 7%，箍筋直径不小于φ6 ，

间距不大于150阻。外侧混凝土墙板应设拉筋与扶壁柱锚拉，直径不小于φ8，间距不大于500mm.

b 
卡一一才

7. 1. 6 

。
由N
A
J

扶璧柱固 7

地下室墙体及配筋构造

对于一、二、三级抗震等级房屋高度大于2细时的建筑，与上部CL结构墙体相对应部位均应设置实

体混凝土墙，墙厚不应小于上部墙体厚度，墙体截面设计除应满足承载力要求外，尚应考虑变形、抗裂

及防穆要求.墙体内应设置双层双向钢筋绑扎网或焊网，竖向和水平钢筋直径不宜小于10mm，间距不应

大于250mm.

7. 1. 7 

构造要求

7.2.1 CL 墙板斜插钢筋(腹筋〉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穿过保温板的部分除应进行镀铮处理外尚应进行二次防腐处理，二次防腐层厚度不应小于

O.lmm，防腐层伸入混凝土的长度不应小于5mm;

b) 与任一方向的夹角不得小于 150 ;

c) 直径不应小于保温板厚度的1/60 且不应小于 3mm;

d) 数量不应小于 50 个1m飞
e) 分布均匀。

7.2.2 CL 墙板具体构造措施应按表 7 采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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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暗梁

采用B法时或设置构造墙框柱时. CL墙板在楼面及屋面处均宜按图8的范围设置暗梁。纵筋配筋百分

率对于一级抗震等级不宜小于0.4和80ft/t;中的较大值:二、三级抗震等级及非抗震设防的房屋高度大

于24m时，不应小于4φ14. 其余不应小于4φ120 箍筋直径不宜小于6阻，间距不应大于200阻。

h 
←--一斗

己-3

(a) A 法暗梁 (b) B 法暗梁

图 8 CL 墙板暗梁范围

7.2.4 CL 墙根连梁

7.2.4.1 连梁计算高度可按下列两种方式考虑。一般宣按下列第一种计算，当截面不满足计算要求时，

应按下列第 2 种重新计算高度，此时对受力较大连梁应采取加强措施，如增设交叉斜筋等.

a) 按墙体开大洞口(将洞口开至楼板顶面)考虑，参见图 9 (a) 、 (b) : 

b) 按墙体开实际洞口考虑，参见图 9 (c) 、 (d) 。

(a) A 法 (b) B 法 (c) A 法 (d) B 法

图 9 连梁截面示意图

7.2.4.2 当按第 1 种连梁高度计算时，连梁的纵筋及箍筋均应满足计算配筋要求，此时窗台下墙体与

边缘构件或相邻墙板的连接，应满足抗裂要求。当按第 2 种连梁高度计算时，楼层梁及窗台下墙板作为

整体连梁考虑并应可靠连接。其墙板的坚向钢筋应满足连梁计算抗剪箍筋时对其要求(等强度) .整体

连梁纵向钢筋，应配置在楼层梁底部及窗台下墙板顶面。楼层梁顶部钢筋可按构造要求设置z 对于一、

二、三级抗震等级且高度大于 24m 的房屋，其楼层顶部钢筋不应小于 2φ14. 其余情况下不应小于 2φ12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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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3 构造要求

a) 连梁顶面、底面纵向钢筋伸入墙内的锚固长度，抗震设计时不应小于 laF.:非抗震设计时不应小
于 L 且不应小于 600皿。

b) 沿连梁全长箍筋构造要求按相应抗震等级框架梁端箍筋加密区的构造要求z 箍筋直径不宜小于
6mm，间距不应大于 150mm.

c) 顶层连梁纵向钢筋伸入墙体的长度范围内，应配置间距不大于 150mm 的构造箍筋，其直径同连
梁的箍筋直径。

d) 连梁两侧沿梁高范围内应设置纵向构造钢筋(腰筋) ，其直径不应小于 10 mm，间距不应大于
200mm。对跨高比不大于 2.5 的连梁，梁两侧纵向构造钢筋(腰筋)的总面积配筋率不应小于

0.3%。

7.2.5 小墙肢

7.2.5.1 建筑高度不大于 36m 的结构内部小墙股应采用 L 形、 T 形和十字形实体混凝土截面，其截面尺

寸对一、二、三级抗震等级应满足图 10 (a) 、 (b) 、 (c) 要求:对四级抗震等级及非抗震设防建筑，

应满足图 10 (d) 、 (e) 、 (f) 要求。

比旦旦」

;l!:3b，且注目泪。

出旦旦 lo 
o
「
咀

@
一
法

剖
一
、
仆
川f且

:ll b
-
r

飞
』

•

3 
、
，

旦旦主主翌

图 10 小墙肢

7.2.5. 1. 1 小墙肢中纵筋应满足以下要求z

a) 一、二、三、四级抗震等级及非抗震设防时纵筋配筋率分别不应小于1. 2%、1. 0% 、 0.9%、 0.8%、

O. 7%，其轴压比应分别不大于 0.3、 0.4、 0.5 、 0.6 、 0.7:

b) 纵筋直径不应小于 14mm，且不应大于 20mm.

7.2.5. 1. 2 小墙股中箍筋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一级抗震等级时，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10mm: 二、三级抗震等级及非抗震设防房屋高度大于 24m

时，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且以上情况下，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200mm:

b) 四级抗震等级及非抗震设防房屋高度不大于 24m 时，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箍筋间距加密区

不应大于 100mm，非加密区不应大于 150mm:

c) 箍筋肢距不应大于 200m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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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建筑物高度不大于 36m 时，若外墙墙肢长度不超过1. 8田，对二、三级抗震等级洞边构造边缘构

件截面高度可适当减小，但不应小于 200mm. 外墙墙肢的纵筋对二级抗震等级不应小于 4φ16; 三、四级

抗震等级及非抗震设防房屋高度大于 24m 时不应小于 4φ14; 非抗震设防房屋高度不大于 24m 时可按本

规程 7. 1. 5 构造框架柱中加强边框规定执行。

7.2.7 房屋高度不大于 24m 的四级抗震等级及非抗震设防 CL 建筑体系住宅，当符合下列要求时，应允

许不进行截面抗震计算。其余均应进行抗震计算。

7.2.7.1 承重墙体布置应均匀、对称、减少质量、刚度偏心。

7.2. 7. 1. 1 横墙

连通内外纵墙的横墙间距不应大于3个开间且不应大于12m. 其纵横墙之间连接构造应按构造墙框柱

设置。

7.2.7. 1. 2 纵墙

当房屋宽度大于9m时，除两道外纵墙外，中部尚应布置一定数量的内纵墙，其截面面积不应小于外

纵墙截面面积总和的1/3。

7.2. 7. 1. 3 CL 墙板局部尺寸限值应满足表 7 的要求。

表7 CL 墙根局部尺寸眼值

部位 6度 顶
一ω
-
M
U

承重窗间墙最小宽度 (m) I 0.8 

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 (m) I 0.6 

7.2.7.1.4 纵、横向壁率最小限值应满足表 8 要求。

表8 纵、横向壁率最小眼值

抗震设防烈度 6度 7度

墙体方向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壁率(%) 1. 5 1. 5 1. 5 1. 8 

洼z 当房间长宽比接近于1. 0时，横向壁率宜与纵向相同。

7.2. 7. 1. 5 暗梁截面高度不应小于 150mm. 纵向钢筋不应小于 4φ12. 箍筋不宜小于 φ6@200.

7.2.7. 1. 6 门窗洞口处设置连梁高度: 6、 7 度时不应小于 250mm. 8 度时不应小于 300阻，其配筋应不

小于在坚向荷载作用下按简支梁计算的配筋，且不应小于 4φ14; 箍筋不应小于 φ6@100. 连梁上下之 CL

墙板，应与连梁及两侧墙体可靠连接，洞口上下边设不小于 2φ10 的加强钢筋。

7.2. 7. 1. 7 门窗洞边应设置不小于 100mm 宽的混凝土边框，其构造同本规程 7. 1. 5 条相应要求。

7.3 自承重 CL 墙板构造要求

起外围护、填充、隔断、保温作用的自承重 CL 墙板与结构主体的连接应符合 GB 50011 的相关要求.

8 节能设计

8. 1 CL 墙板的节能设计除应符合本规程相关规定外尚应符合 GB 50176、 JGJ 26 、 DB 64/521 等规范及

当地节能规程及细则的相关规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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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层

ζ二

~20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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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CL 墙板楼板处节点构造

8.2 外墙 CL 墙板与楼板交接处，若其内表面温度低于室内空气露点温度则可采取以下措施进行保温处

理，详见图 11.

8.3 CL 墙板热工设计时考虑斜插钢筋及保温板压缩的影响，网架板导热系数应乘以修正系数 α， α 应按

表 9 采用。 CL 墙板主墙体作为外围护墙体时的热工性能可参见附录 B。

表9 保温板导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α

100 

120 

100 

1. 30 
E 

〉
-
数

m
-
h
J
-
系

〈

-
E
一
正

径
-
A
L一
修

直
-
(
一
的

筋
-
量
一
数

插
-
散
一
系

斜
-
E

热导

3 4 

9 施工质量验收

9. 1 一般规定

9. 1. 1 CL 建筑体系工程的施工，应建立健全完善的技术、质量、安全管理保证体系。

施工单位应编制承包项目的施工组织设计，包括编制详尽的CL建筑体系工程专项施工技术方案，并

经审查批准。施工技术方案应包括CL墙体工程各相关分项工程的施工方案、施工顺序、质量、安全、控

制措施。

9. 1. 2 CL 墙体工程应为主体结构分部的子分部工程，称为 CL 墙体子分部工程。 CL 墙体子分部工程可

划分为 CL 网架板的验收、 CL 网架板预制部分混凝土、 CL 网架板 (CL 预制板)的安装、 CL 墙体普通钢

筋、 CL 墙体模板、 CL 墙体混凝土浇筑或喷射等分项工程。

各分项工程检验批的划分除另有规定外，可根据与施工方式相一致且便于控制施工质量的原则，按

工作班、楼层、结构缝或施工段划分为若干检验批。

9. 1.3 对 CL 墙体子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应在各相关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质量控制、资

料检查和观感质量验收及结构实体检验。

9.1.4 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应在所含检验批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9.1.5 检验批的质量验收z

a) 对进场原材料、 CL 网架板及其它构配件的进场检查和复验，应按进场的批次和产品检查、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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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方案执行:

b) 对混凝土强度，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本规程规定的抽样检验方案执行:

c) 本规程中采用记数检验的项目，按抽查总点数的合格点率进行检查:

d) 应检查原材料、 CL 网架及其它构配件的产品合格证及进场复验报告、施工过程中重要工序的自

检和交接检记录、抽样检验报告、见证检测报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等。

9.1.6 检验批合格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z

a) 主控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合格:

b) 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合格:当采用计数检验时，除有专门要求外，其项目的合格点率应

达80%以上，其余误差不得大于规定允许偏差的1.5倍:

c) 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和质量验收记录.

9. 1. 7 检验批、分项工程、 CL 墙体子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记录、验收程序和组织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C

及 GB 50300 的相关规定。

9. 1. 8 在 CL 建筑体系工程的施工验收过程中， CL 墙体子分部工程中的普通钢筋工程、 CL 墙体模板工

程及现浇混凝土工程可根据施工方法并入主体结构分部工程的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或装配

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中验收。

9. 1. 9 CL 墙板的施工可采取一侧〈较薄)预制一侧现浇、两侧同时现浇、两侧同时喷射混凝土、一侧

(较薄)喷射一侧现浇等的施工工艺，施工单位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为确保工程质量，应抽

取有代表性的墙板按照技术方案进行样板试验，试验合格后方可正式施工。

9.2 CL 网架板验收分项工程

9.2.1 CL 网架板装卸及后期应用时严禁丢掷、摔震。现场存放应做好防护架，按使用顺序斜立式存放，

严禁长时间受潮、雨淋，且不应大量存放并严禁明火。

9.3 质量验收标准

9.3.1 主控项目

9.3.1.1 CL 网架板应在明显部位标明拟用的单位工程名称、构件编号。

9.3. 1. 2 CL 网架板进场应具备产品合格证、出厂质量检验报告、原材料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z 按生产及进场批次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z 检查上述相应资料及文件。

9.3. 1. 3 进场的 CL 网架板，在对产品合格证、产品质量证明资料进行核查，对产品标识、形状及只寸、

外观质量进行检查，在合格的基础上按以下检验批对 CL 网架板的力学性能及保温板材料取样复试。

9.3. 1. 3. 1 检查数量z 同类型的主墙体 CL 网架板不应大于 5000旷，且持续进货时间不超过 3 个月。同
类型的 CL 网架板是指两侧钢筋焊网的材质、直径及间距均相同的网架板。保温板不论厚度差异按上述

检验批执行复检。

9.3. 1. 3. 2 检验方法: CL 网架板的力学性能复试应包括网片焊点拉伸试验和网片与腹丝的焊点抗剪试

验。每检验批 CL 网架板各规格网片各取纵、横向拉伸试件 1 个:腹丝与各规格网片焊点抗剪试件各取 1

组，每组 3 个，抗剪试件可在工厂同条件生产工艺下加工。试件要求及试验方法见 JGJ 18 中关于电阻

点焊的相关规定。试验结果应符合以下规定z

a) 钢筋网片焊点拉伸试验的结果应不小于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句:

b) 每组抗剪试件抗剪力的平均值应符合下式计算的结果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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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主:O.3AJι (9.3. 1.3.2) 

式中g

F一一每组试件抗剪力的平均值 (N) ; 

d 一一斜插钢筋〈腹筋〉截面面积(皿勺 z

元一一斜插钢筋〈腹筋〉的屈服强度，冷拔光面钢筋一般为360N/mm2 •

注z 保温板按国家规范检验其厚度、密度、导热系数、抗压强度、氧指数或燃烧性能.

c) 斜插钢筋二次防腐层的厚度不得小于 0.1皿。

9.3.1.3.3 检查数量z 同一检验批内同型号的 CL 网架板，抽检不少于其数量的 10%，且不少于 3 件，

每块 CL 网架板检查不少于 3 个斜插钢筋。

9.3. 1. 3. 4 检验方法z 千分尺测量。

9.3.2 -般项目

9.3.2.1 CL 网架版的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10 的要求。

检查数量z 同一检验批内同型号的 CL 网架板，抽检不少于其数量的 10%，且不少于 3 件。

表10 CL 网架板外观质量要求

项目 质量要求

外观 表面清洁、无油污

钢筋网片及腹筋
无机械损伤，无鳞片状老锈或局部严重锈蚀，腹筋的基层

镀镑层及二次防腐层均匀.

网片漏焊、脱焊点不超过焊点总数的2%. 腹丝与网片钢筋

焊点 焊接牢固，漏焊、脱焊点不超过总焊点的5%. 漏焊、脱焊

不得集中分布.

网片网格 符合设计要求，纵横向钢筋相E垂直

保温板 不得破损、不得松动

9.3.2.2 CL 网架板应按表 11 的要求，检查允许偏差项目，检查数量同本条第 1 款。

表11 CL 网架板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皿〉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长度 +5. -10 

高度 +5. -10 

两对角线差 运25

外伸连接钢筋或网片 士20

总厚度 同二块不少于2个侧面
钢尺检查

士 10

保温板厚度 +3. 0 同一块不少于3个点

各网片间距 ::!::10 同一块不少于3个点

网片网格(连续3格〉 士 10 同一片纵横向各1次

9.4 CL 网架板预制部分混凝土分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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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 CL 墙板预制部分混凝土应满足以下质量验收标准，其余现浇部分混凝土应满足本规程 9.6.2 相

关规定。

9.4.2 CL 网架板预制部分混凝土应满足以下要求及 JGJ 55 的规定，根据混凝土强度等级、耐久性和工

作性等要求进行配合比设计。

检查方法z 检查配合比设计资料。

9.4.2.1 混凝土工作性能符合施工技术方案要求。现场搅拌时，其原材料每盘称量偏差应符合表 12 的

规定。

表12 原材料每盘称量的允许偏差

材料名称 允许偏差

水泥、掺合料 士2%

粗、细骨料 ::!::3% 

水、外加剂 士 2%

注1 :各种衡器应定期校验，每次使用前应进行零点校核，保持计量准确:

注2: 当遇到雨天或含水率有显著变化时，应增加含水率检测次数，并及时调整水和骨料的用量。检查数量z 每工

作班抽查应不少于1次.检验方法z 复称。

9.4.3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用于检查混凝土强度的试件应在混凝土的浇筑地点随机抽

取留置。

9.4.3.1 检查数量z 取样与试件留置应符合 GB50204 相关规定。

9.4.3.2 检验方法z 检查施工记录及试件强度试验报告。

9.4.4 混凝土垫块等零星混凝土浇筑时，其规格、间距、布置形式应符合施工技术方案要求。

9.4.4. 1. 1 检查数量z 每工作班抽检不少于 10% 。

9.4.4. 1. 2 检验方法z 观察、钢只测量。

9.4.5 除上述规定外，一侧预制混凝土施工工艺尚应按 GB 50204 关于预制构件的主控项目检查。

9.5 CL 网架板安装分项工程

9.5.1 施工应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9.5. 1. 1 CL 网架板拼接和吊装前，应对其编号、型号、规格、连接钢丝及埋件、预留孔等进行核对。

9.5.1.2 CL 网架板安装前须依照设计图纸核对基础或楼面相应的位置的标高及预留连接(搭接〉钢筋、

埋件等.符合设计要求方可进行安装。

9.5. 1. 3 按照施工技术方案实施 CL 网架板的吊运、安装和临时固定。安装就位后按照施工技术方案采

取临时固定措施，以保证其稳定。

9.5.2 质量验收主要应满足以下要求。

9.5.2.1 主控项目

9.5.2. 1. 1 在基础或楼面上安装 CL 网架板，基础或楼面的混凝土强度必须达到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

体要求时，应在混凝土强度不少于 10N/mm2或具有足够的支撑时方可安装。

9. 5. 2. 1. 1. 1 检查数量z 全数检查。

9. 5. 2. 1. 1. 2 检验方法z 检查施工纪录。

9.5.2.1.2 CL 网架板安装节点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

9. 5. 2. 1. 2. 1 检查数量t 全数检查。

9. 5. 2. 1. 2. 2 检验方法z 观察、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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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2. 1. 3 CL 网架板安装的轴线位置与垂直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3 的规定。

检查数量z 同一检验批同型号的构件不少于10%，且不少于3块。

表13 CL 网架板 (CL 预制板)安装的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轴线位置偏移 4 钢尺检查

垂直度 5 经纬仪或吊线、钢尺检查

注E 检查轴线应沿纵横两个方向量测，并取其中的较大者

9.5.2. 1. 4 CL 网架板保温层拼装时，应对缝紧密，最大板缝不应超过 20 皿，否则应采用聚氨醋填充。

检查数量z 每个检验批不少于 20%。

检验方法z 观察、塞尺检查。

9.5.2.2 一般项目

. 9. 5. 2. 2. 1 CL 网架板安装前应按照设计要求在相应部位标志中心线、安装线、标高等控制尺寸和控制

线并进行检验。

9. 5. 2. 2. 1. 1 检查数量z 全数检查。

9. 5. 2. 2. 1. 2 检验方法z 观察，钢尺量测。

9.5.2.2.2 CL 网架板安装的一般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4 的规定。

检查数量:同一检验批同型号的构件不少于10%，且不少于3块。

表14 CL 预制墙板安装的-般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皿)

节点中心起的纵向长度 预制墙板 0 , -10 

板顶面标高 预制墙板顶 0 , -10 

预埋件中心线位置
预埋件 8 

预埋螺栓 4 

预留洞
中心线位置 10 

尺寸 +10 , 0 

注z 检查中心线位置时，应沿纵横两个方向量测，并取其中较大者.

9.6 CL 墙板普通钢筋及模板分项工程

CL墙板普通钢筋及模板工程按 GB 50204 相关规定执行。

9. 7 CL 墙板现浇混凝土分项工程

9. 7.1 施工

9. 7. 1. 1 两侧同时现浇施工工艺宜按以下工序进行z

a) CL 网架板两侧用以固定保温层位置的卡具的制作与安装:

b) CL 墙板边缘构件(暗柱〉钢筋绑扎和安装:

c) CL 网架板的吊装、就位、节点连接锚筋绑扎:

d) 模板支设:

检验方法

钢尺检查

水准仪或拉线、钢尺检查

钢尺检查

e) CL 墙板两侧及其边缘构件自密性混凝土的浇筑、拆模、养护及试块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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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1. 2 CL 墙板的现浇混凝土部分施工应采用工作性能良好，掺加减水剂，水灰比小的自密性混凝土，

且混凝土浇筑时不得采用插入式振捣器对墙板直接振捣，但可以采用其它辅助振捣方式。 CL 墙板竖向边

缘构件应和墙体现挠混凝土同时浇筑，墙顶边缘构件可与楼、屋面结构同时浇筑。

9. 7. 1. 3 施工工艺可参照本规程附录 D 执行。

9.7.2 质量验收标准

CL 墙板现浇混凝土工程的质量验收除应按 GB 50204 相关规定执行外，对外观质量和只寸偏差尚应

按本规程执行。

9. 7. 2.1 主控项目

9. 7. 2. 1. 1 现浇结构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

对已经出现的严重缺陷，应由施工单位提出技术处理方案，并经监理(建设)单位认可后进行处理。

对经处理的部位，应重新检查验收。

9. 7. 2. 1. 1. 1 检查数量z 全数检查。

9. 7. 2. 1. 1. 2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技术处理方案。

9.7.2. 1. 2 现浇结构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和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混凝土设备基础不应有影响结构性

能和设备安装的只寸偏差.

对超过尺寸偏差且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的部位，应由施工单位提出技术处理方案，并经

监理(建设)单位认可后进行处理。对经处理的部位，应重新检查验收。

9. 7. 2. 1. 2. 1 检查数量t 全数检查.

9. 7. 2. 1. 2. 2 检验方法z 量测，检查技术处理方案。

9.7.2.2 -般项目

CL 墙板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5 的规定。

检查数量z 按楼层、结构缝或施工段划分检验批。在同一检验批内，应抽查构件数量的10%，且不

少于3件，或有代表性的自然间10% ，且不少于3间。

表15 CL 墙板一般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皿) 检验方法

轴线位置 5 钢尺检查

垂直度
层高 8 经纬仪或吊线、钢尺检查

全高 (H) H/1000且运30 经纬仪、钢尺检查

标高
层高 0，一 10 水准仪或拉线、钢尺检查

全高 (H) 士30
钢尺检查

CL复合剪力墙截面尺寸 +8 , -5 

表面平整度 8 2米靠尺和塞尺检查

预埋件 10 

预埋设施中心位置 预埋螺栓 5 
钢尺检查

预埋管、预留孔 5 

预留洞中心线位置 15 

两侧混凝土厚度 士5
钻芯取样或预留观测孔

保温板及钢筋网相对位移 10 

i主 z 检查中心线位置时，应沿纵、横两个方向测量，并取其中的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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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CL 墙报喷射混凝土分项工程

9.8.1 施工

9.8. 1. 1 一侧或两侧喷射混凝土施工工艺宜按以下工序进行z

a) 混凝土试配、设备调试等前期准各工作:

b) CL 墙板边缘构件钢筋绑扎:

c) CL 网架版的吊装、就位、节点连接锚筋绑扎z

d) 混凝土的喷射及试块留置:

e) 混凝土的养护:

f) 一侧喷射一侧浇筑时按本规程第 9.6.1 条进行现浇混凝土的模板支设和浇筑。

9.8. 1. 2 施工工艺可参照本规程附录 E 执行。

9.8.2 质量验收标准

CL墙板喷射混凝土工程的质量验收除两侧混凝土层厚度外均应按本规程9.6.2相关规定执行且尚应

满足以下要求。

9.8.2.1 主控项目

喷射混凝土抗压强度满足设计要求。

9.8.2. 1. 1 检查数量z 采用同材料、同配合比、同喷射工艺的喷射混凝土可划分为一个检验批，在同

一检验批中，每一工作班的每 50旷或小于 50旷混凝土应在喷射现场随机至少制取一组 (3 块〉试块用于

检验混凝土强度。

9.8.2. 1. 2 检验方法z 检查施工记录及试件强度试验报告。试块的制作方法及强度的合格判定应满足

本规程附录 F.

9.8.2.2 一般项目

喷射混凝土层厚度的允许偏差值范围为: -5mm.........+8mm. 

9.8.2.2.1 检查数量z 按楼层、结构缝或施工段划分检验批。在同一检验批内，应抽查构件数量的 10%，

且不少于 3 件，或有代表性的自然间 10%，且不少于 3 间。

9.8.2.2.2 检验方法z 钢尺检查

9.9 工程验收

9.9.1 CL 墙体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记录z

a) 设计变更文件:

b) 原材料及 CL 网架板出厂合格证及进场复验报告:

c) 钢筋接头的试验报告:

d) CL 墙体工程施工记录:

e) 混凝土试件的性能试验报告:

f)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g) 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验收记录:

h) 混凝土结构实体检验记录:

i) 工程的重大质量问题的处理方案和验收记录:

j) 其它必要的文件和记录。

9.9.2 CL 墙体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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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关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

b) 应有完整的质量控制资料:

c) 观感质量验收合格:

d) 结构实体检验结果满足国家相关规范规定。

9.9.3 当 CL 墙体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a) 经返工、返修或更换构件、部件的检验批，应重新进行验收:

b) 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到设计要求的检验批，应予以验收:

c) 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核算并确认仍可满足结构安全

和使用功能的检验批，可予以验收:

d)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能够满足结构安全使用要求的分项工程，可根据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文件进

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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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CL 墙板构造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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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墙板与墙框柱及加强边框的构造节点可按表A. 1 选用。A. 1 

CL 墙板与墙框柱及加强边框的构造节点表A. 1 

②B法阳角构造墙框柱①A法阳角构造墙框柱

室内室内(楼梯间)
室外

④B法阴角构造墙框柱

22 

室内(楼梯间)

4 
0·-

室内

(44)24 

③A法阴角构造墙框柱

1L咀ιι) L 

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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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续)

⑤A法构造暗柱 ⑥B法构造暗柱

室外 ←土包L→

⑦A法端部暗柱 ③B法端部暗柱

室内(楼梯间) I LaE (La) 

L LLE飞IJLI l 

室内 | 室内

⑨A法洞口ül.加强构造 ⑩B法洞口边加强构造

室外 室内(楼梯间)

室内丰
十、 1尘12锚入梁(柱)

室内丰
+、 1尘12锚入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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