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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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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修改f定级检测和二L程检测的检测顺序（见 6 . 5 . 1 和 6.5.2,2008 年版的 6 . 4);

一一气密性能采用空气收集箱法进行检测，调整了气密性能的定级检测加Jf.顺序（见 7 . 1 .l ,

2008 年版的 7 .1) ; 

一一增加了气密性能的工程检测和判定方法〈见 7 .1. 2 和 7.4.2);

一一调整了水街性能的工程检测淋水量（见 8. 3 . 2,2008 年版的 8. 3) ; 

一一修改了水街性能检测结果的判定方法（见 8.5,2008 年版的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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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凤压

性能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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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及抗风压性能的术语和定义、检测原理、检测装置、检测准备、

气密性能检测、水密性能检~~lj 'i/L风压性能检测、重复气密性能检测、重复水密性能检测和检测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外门窗的气密、水密、抗风~性能的试验察检测 。 检测对象只限于门窗或包含附

框的门窗，不涉及其与建筑墙体等其他结构之间的接缝部位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木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门期的引用文件，仅注门期的版木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木（包捐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T 582:3 建筑门窗术语

GB/ T 31433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178 建筑气候厌划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 1 

3.2 

C1B/ T 5823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水文件。

外门窗 external ' vindo,vs and doors 

建筑外门及外窗的统称 。

压力差 pressure difference 

外门窗室内、外表面所受到的空气绝对压力的差俏 。

注 ： 当室外表两所受的压力离了室内表而所受的压力时，压力差｝Jit俏；反之为负倪。

3.3 

气密性能 air permeability perforntance 

可开启部分在i正常锁闭状态时，外门窗阻止空气渗透的能力 。

3.3. 1 

标准状态 standard condition 

空气温度为 293 K(20 ℃〉、大气压力为 10 1 . 3 kPa(760 mmHg） 、空气密度为 1 . 202 kg／旷的试斡

条件。

3.3.2 

空气渗透量 volume of air leakage 

单位时间通过测试体的空气量 。

l 



（~B/T 7106-2019 

3.3.3 

附加空气渗透量 volume of extraneous air leakage 

在空气收集箱测量区域内，除外门窗自身空气渗透量以外的空气惨透量。

3.3.4 

总空气渗透量 total 、喻lume of air leakage 

通过外门窗。身的空气惨透量及附加空气渗透量的总和。

3.3.5 

空气收集箱 collective box 

扣箱 fastened box 

与压力箱开口部位相连接，用于收集并测量渗入或渗出外门窗自身的空气渗透盘及附加空气掺透

量的箱体。

3.3.6 

开启缝长 openable j oint length 

外门窗上可开启部分室内侧接缝民度的总和 。

注：以室内表团测定他为准。

3.3.7 

单位开启缝长空气渗透量 volun1e of air flO\\' through the unit joint length of the opening part 

在标准状态下，通过单位开启缝长的空气渗透量。

3.3.8 

试件面积 area of specimen 

外门窗框外侧范罔内的面积。

洼：以至£内司货商1W~主运｛在为准。

3.3.9 

3.4 

单位面积空气渗透量 刊lume of air flow through a unit area 

在标准状态下，通过外门窗单位面积的空气渗透量 。

水密性能 \Vatertightness perforn1ance 

可开启部分在正常锁闭状态时，在风雨同时作用下，外门窗阳止雨水渗漏的能力 。

3.4. 1 

渗漏 \\'ater leakage 

雨水楼入外门窗室内侧界面，把设计中不应浸湿的部位浸湿的现象。

3.4.2 

淋水量 volume of water spray 

单位时间内喷淋到外门窗室外表面单位面积的水量。

3.5 

抗凤压性能 " 'ind load r esistance performance 

可开启部分在iE常锁闭状态时，在Jxl压作用下 ，外门窗变形不超过允许值且不发生损坏或功能障碍

的能力 。

注 1 外门窗变形包J污受力杆件变形和两板奄形．

注 2 ：损坏也然裂缝、面板破损、连接破坏、在！－结彼坏、钢刷掉落或被打开以及可观察到的不可恢复的变彤等现象。

注 3 ： 功能l*-6导包损 :Ji.金件松动、启闭囚难、胶条脱落等现象。

3.5. 1 

面法线位移 frontal displacement 

外门窗受力杆件或面板表面上任意一点沿面法线方向的钱位移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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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面法线挠度 fron tal deflection 

夕｜、 门窗受力杆件或面板表面上某一点沿面法线方向的钱位移量的最大差俏 。

3.5.3 

相对面法线挠度 relative fron tal deflection 

面法线挠度和两端测点间距离 t 的比值。

3.5.4 

允许挠度 alto阴晴le deflection 

允许相对面法线挠度 allO\\'able relative fron tal deflection 

主要构件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时的相对丽法线挠度的限值（符号为 lo ） 。

3.5.5 

变形检测 d istortion test 

确定主要构件在变形量为 40%允许挠度时的压力差〈符号为 P i 或 P11 ）而进行的检测 。

3.5.6 

反复加压检测 r epeated pressure test 

确定主要构件在变形量为 60%允许挠度时的原力差（符号为 Pi 或 P12 ）反复作用下是台发生损坏

此功能障碍而进行的检测 。

3.6 

定级检测 grade test 

确定外门窗性能等级而进行的检测。

3.7 

工程检测 engineering test 

确定外门窗是否满足工程设计要求的性能而进行的检测。

3.8 

模拟静压箱法 simuJating static pressure box 1nethod 

利周供Jxl系统，向压力箱内持续充气或抽气，使外门窗宝内、外两侧维持指定的稳定压力芳：或按照

-.rt:周期波动照力差的方法 。

4 检测原理

采用模拟静压梢法，对安装在压力箱上的试件进行气密性能、水磁性能和抗风压性能检测。 气密性

能检测即在稳定照力差状态下通过空气收集箱收集并测量试件的空气渗透量 ；J.k密性能检测即在稳定

照）J ；盖或波动原）J ；益作用下 ，同时向试件室外侧淋水，测定试件不发生渗漏的能力；抗风If. ＇性能检测即

在风荷载标准值作用下测定试件不超过允许变形的能力，以及在风荷载设计值作用下试件抗损坏和功

能障碍的能力 。

5 检测装置

5. 1 组成

检测装置由压力楠、空气收集箱、试件、安装框架、供压装置（包招供风设备 、压力控制装置） 、淋水装

置及测量装置（包括空气流量测量装置 、差斥测量装置及位移测量装置〉组成。 检测装置的构成如图 l

所示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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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明 ：

斥为箱， 8 安装框架

2 淋；j(装置 ； 9 空气流核测t武装置 ；

3 i挂气口挡板； 10 试件 ；

4 Jf.)J控制装堂 ； 11 空气收集箱 ；

5 供风设备 ； 12 密封条；

6 水流量计： 13 位移测量装置 ，

7 羞压测军装臂。 ； 111 封板。

图 1 检测装置示意图

5.2 要求

5.2. 1 1束力箱的开口尺寸所能满足试件安装的要求，斥力箱开口部位的构件在承受检测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最大压力差时，开口部位构件的最大挠度值不应超过 5 mm 或 l/ l 000 ，同时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

能且以不影响观察试件的水密性为最低要求。

5.2.2 空气收集箱与压力相连接且应有良好的密封性能，且在气密性能检测过程中箱体尺寸不应发生

变化。 空气收集箱探度宜为 500 n1m~ 800 mm 。

5.2.3 试件安装植架应保证试件安装牢固，不应产生倾斜及变形，同时不影响试件可开启部分的止常

开启。

5.2.4 供压装置应具备施加it负双向的压力芳：的能力，静态压力控制装置应能调节出稳定的气流，动

态压力控制装置应能稳定的提供：~ s~ 5 s 周期的波动风压，披动风压的波峰值、波谷值应满足检测要

求。 供压和压力控制能力应满足本标准第 7 堂 、第 8 章、第 9 章的要求 。

5.2.5 淋水装置应满足在门窗试件的全部面积上形成连续水膜并达到规定淋水量的要求。淋水装置

宜采用锥角不小于 60。的实心圆锹形喷雾喷嘴，喷嘴布置应均匀，各喷嘴与试件的距离宜相等且不应小

于 500 n1m；淋水装置的喷水量所能调节，并有措施保证喷水量的均匀性。

5.2.6 测量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

a) 空气流量测量装置的测量误差不用大子示值的 5% ;

b ) 羔压测量装置的测量误芹：不应大于示值的 2% ，响应速度应满足波动风压测量的要求，其两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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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点所在试件两侧就近布置；

c) 位移测量装置的精度所达剑满量程的 0.25 % ，其安装支架在测试过程中所牢固，并保证位移的

测量不受试件及其支承设施的变形 、移动所影响 。

5.3 校验

5.3. 1 空气流量测量装置的校验

空气流量测量装置校验方法见附录八，校验周期不所大于 6 个月 。

5.3.2 淋7）（装置的校验

淋水装置的校验方法见附是巴，罔定淋7j(装置校验周期不应大于 6 个月，非罔定淋水装置应在钳次

试验前进行校验。

6 检测准备

6. 1 试件要求

试件所为按所提供图样生产的合格产品或研制的试件，不所附有任何多余的零配件或采用特殊的

组装工艺或改善措施；有附框的试件，外门窗与附框的连接与密封方式向符合设计或工程实际要求。 试

件应按照设计要求组合、装配完好，并保持滔沽 、干燥 。

6.2 试件敢量

相同类型、结构及规格尺寸的试件，应至少检测三，撞 ，且以三橙为一组进行评定。

6.3 试件安装要求

6. 3. 1 试件在安装前，应在环境温度不低于 5 ℃的室内放置不小子 4 h. 

6.3.2 试件应安装在安装框架上，应采取措施避免试件边框变形或开启崩无法开启 。

6.3.3 试件与安装框架之间的连接应牢间并密封。 安装好的试件应垂直，下框应水平，下部安装框不

应高于试件室外侧排水孔 。

6.3.4 试件安装完毕后，所清洁试件表面。

6.4 开启缝长和试件面积测量

6.4. 1 单扇开启的门窗开启缝长为扇与框的搭接长度。

6.4.2 元中挺的双扇平开门窗、双扇推拉门窗，两活动扇搭接部分的缝长按一段计算 。

6.4.3 无附框的试件面积应按其外框外侧包含的面积计算；门窗安装附框时，试件面积应按附框外侧

包含的面积计算。

6.5 检测顺序

6.5. 1 定级检测顺序

定级检测院按照气密、水密、抗风照变形矶、抗风压反复加压 Pi 、产品设计Jxl荷载标准值 I飞 、产品

设计风荷载设计值 pIJW..＇顺序进行。

注： 定级检测有要求时， nJ在产品总ti:十风衍载标准值几后，增加意复气密性能、王重复7j(密性能扮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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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检测顺序6.5.2 

工程检测应按P.~气密、水；也、抗风压变形（40%风荷载fi.]; 准俏） P'1 ，抗风压反复加压（60%风荷载标

准值）P 12 、风荷载标准值 P13 ，风荷载设计值 p ',n"' (:J{J J，顺序进行。

注：了科,(..i＇皇县求时，可狂风荷就标准值 P： 后，增加重复气密性能、重复水密性能检测。

检测环境6.6 

检测所在宫内进行，且所在环境温度不低于 5 ℃的试验条件下进行。

当进行抗Jxt压性能检测或较高风压的水密性能检测时应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

6.6. 1 

6.6.2 

气密性能检测7 

检测步骤7. 1 

定级检测时，检测加压Jil归于见图 2 。

500 500 500 

7. 1 . 1 

£

＼
咄
咄
阿
飞
回
国

川
同

10~电也10
时间Is

鸣
也
＼
制
我
国
回
响 J. 俭测加压

占

-500 - 500 - 500 

预备加压

洼： 图中符号V表示将试件的可开启部分启闭不少于 5 次。

占
撞测加压

占
预备加压

主

定级检测气密性能加压l顺序示意图图 2

7. 1.2 二L程检测肘，检测斥）J应根据i程设计要求的压力进行川斥，检测加照顺序见罔 3；当二L程对检

测Jf.力无设计要求时，可按 7.1. l 进行；当工程检测Jf.力值小于 50 Pa 时 ，所采用 7.1.1 的加照顺序进行

检测，并回归计算出工程设计压力对应的空气穆透量 。

注 ： 综合考虑丁．程所在地的气象条件、建筑物特点、室内空气调节系统等国索确定丁1等设计要求的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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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EK力值
’ ’ , 

. 
时间／s

」

工程设计压力彼

£
＼
制
我
国
间

£
＼
喇
喇我
国
回
响

_J. 检测力nBi 
在

诩备:lln.EKJ._ 检扭1J:1Jn压
在

预备加压
主

注： 医｜ 中符号V农示将试件的可芳：肩部分加闷不少于 5 次 。

工程检测气密性能加压顺序示意图图 3

预备加压7.2 

在正压预备加压前，将试件上所有可开启部分启闭 5 次，最后关紧 。 在正、负压检测前分别施加三

个压力脉冲。 定级检测时压力差绝对俏。为 500 Pa，加载速度约为 100 Pa/s ，压力稳定作用时间为：3 s ，泄

照时间不少于 1 s。二ll呈检测时斥力差绝对值取凤荷载标准值的 10%和 500 Pa 二者的较大值，加就速

度约为 1 00 Pa/ s , Jf.力稳定作用时间为 3 日 ，世床时间不少于 1 s. 

渗透量检测7.3 

附加空气渗透量检测7. 3. 1 

检测前所在Ff-:力箱一侧，采取密封措施充分密封试件上的可开肩部分缝隙和镶嵌缝隙，然后将空气

收集箱扣好并可靠密封。 按照 7. 1 规定的检测加Jf.顺序进行加斥 ，每级Jf.力作用时间约为 10 8 ＇先遥级

市．斥，后逐级负斥。记录各级斥力下的附加空气、渗透量。 附加空气、渗透量不宜高于总空气渗透量

的 20% 。

总空气渗透量检测7.3.2 

去除试件上采取的密封措施后进行检测，检测程序同 7 . :3 . l 。 记＊各级压力下的总空气渗透量。

检测数据处理7.4 

定级检测数据处理7 .4. 1 

计算7.4. 1. 1 

7.4.1. 1. 1 分别计算出升压和降压过程中各压力差下的两个附加空气渗透量测定值的平均值q ，和两个

总空气渗透量测定俏的平均俏q ， ，则试件本身在备照力差下的空气渗透量 q， 即可按式（1）计算 ：

q, ＝ι － qr .. . ( 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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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 ， 一一试件空气惨透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n13 / h); 

q ， 一一两个总空气渗透量测定俏的平均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时／h);

qi 两个附加空气惨透量测定值的平均值，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 /h） 。

7 .4 . 1. 1.2 按式（2）将 q， 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各压力差渗透量q J:>l＇俏 。

293 、 q ' • p 
q ＝一一一－ ；飞 一一一－

tJ' 101.3 /' T 
... ( 2 ) 

式中 ：

q i>P一一标准状态下的各压力差渗透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旷／h);

p 试验室气压俏，单位为千帕CkPa);

T 一一试验室空气温度值，单位为开尔文（K) • 

7 .4. 1. 1.3 按式（：3）所提供的回归方程计算出走 ， C ，并接式 （11）计算出在 10 Pa 压力羔下的空气渗透量

q’ 。 具体计算方法见附录 C 中 C. 2 。

式小：

h 一一拟合系数 ；

c 一一缝隙渗透系数；

t:.P 压力差，单位为帕（Pa);

q o1• = k (t::,P γ 

q' = k • 10' 

qi 一一10 Pa 压力羞下空气渗透量值，单位为立方米每米小时· ［m3/(m • h） ］ 。

7 .4 . 1. 1. 4 lf}f. 、负照分别按式（ 1 ） ～式（的进行计算 。

7 .4 . 1.2 分级指标值确定

7 .4 .1. 2. 1 按式（5）和式（的分别计算土q l 俏，或±qz 俏 。

式中：

士 ~q'
q i ＝－一－

± ο 一土q'
1 2 - A 

.. . ( 3 ) 

.. . ( 4 ) 

... ( 5 ) 

…( 6 ) 

q i一－10 Pa 压力芳下，单位开启缝长空气渗透量值，单位为立方米每米小时［旷／（m • h) J; 
q z一－10 Pa 压力芳下，单位面积空气渗透盘值，单位为立方米每平方米小时［m.i/ (m2 • h) ] ; 

l 开启缝长，单位为米（m) ;

A 一一试件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Z ） 。

7 .4. 1.2.2 取二槛试件的主q i 值或全q z 值的最不利值，依据 c;T~／T 3143:3 ，确定按照开启缝长和面积各

自所属等级。 最后取两者中的不利级别为该组试件所属等级。 止、负压分别定级。

7 .4 .2 工程检测数据处理

7 .4 .2.1 分别计算州在设计压力差下的附加空气渗透量测定俏 q f 和总空气渗透量测足值 q， ，则试件

在该设计压力差下的空气渗透量 q, J安式（7）进行计算：

q , ＝仇 － qf .. . (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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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 ， 一一试件空气惨透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n13 / h); 

ι一一总空气渗透量测定值，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nl ＇~ / h); 

qf一一附加空气惨透量测定筒，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nl'l / h）。

7.4.2.2 按式（2）、式（5）、式（6）计算试件在该设计压力差下的单位开启缝长空气渗透量 q i 和单位面积

空气渗透童们。 正ff、负照分别进行计算 。

7.4.2.3 ＝：橙试件正、负ff.按照单位开启缝长和单位面积的空气渗透量均应满足J.:程设计要求，杏则应

多lj定为不满足工程设计要求。

8 水密性能检测

8. 1 检测方法

检测分为稳定加压法和波动加压法，检测加压顺序分别见图 4 和图 5 。 工程所在地为热带风暴和

台风地l泛的工程检测，应采用波动加压法；定级检测和工程所在地为非热带风暴和台风地 l泛的工程检

测，可采用稳定加照法。 已进行波动J1n照法检测可不再进行稳定J1n斥法检测。 水密性能最大检测ff.)J

峰值所小于抗风斥检测Jf.力差值 pl 或 P13 0 热带风暴和台风地庶的划分按照 GB 50178 的规定执行 。

8.2 预备加压

在预备加压前，将试件上所有可开启部分启闭 5 ~欠，最后关紧。检测加压前施加二个压力脉冲，定

级检测B>J'J束力差绝对值为 500 Pa,JJn载速度约为 100 Pa/s,Ff)J稳定作用时间为：3 s，泄f束时间不少于｝ S 0 

工程检测时Jf.力差绝对值取风荷载标准值的 10%和 500 Pa 二者的较大值，加载速度约为 100 Pa/ s,Jf. 

力稳定作用时间为 3 s，地压时间不少于 I S o 

8.3 稳定加压法

8. 3. 1 定级检测

按照｜刽 4 和表 1 顺序加压，并按以下步骤操作：

a) 淋；j(：对整个门窗试件均匀地淋水，淋水量为 2 l,/ (m2 • min） 。

1ρ 加斥：在淋水的同时施加稳定Ff力，逐级加Ff至出现掺漏为止 。

c) 观察记录：在运级:Jl压及持续作用过程中，观察记录渗漏部位 。

8.3.2 工程检测

工程检测按以下步骤操作 ：

在〉 淋水：对整个门窗试件均匀地淋水。 年降水量不大于 400 mm 的地区，淋水量为 1 l,/ (m2 • n1in); 

年降水量为 400 m rn ~ 1 600 mm 的地区，淋水量为 2 L/ ( m2 • min） ；年降水量大于 1 600 mm 

的地区，淋水量为 3 L/ ( m2 • n1in） 。 年降水量地区的划分按照 （_1B 50 178 的规足执行 。

h) J1n斥：在淋水的同时施J1n稳定照力 。 直接J1n1茶至水密性能设计值，Ff)J稳定作用时间为 15 min 

或产生渗漏为止。

c) 观察记录：在JI ·压及持续作用过程中，观察记录掺漏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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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经／Pa

700 
700 

600 
500 

500 

400 

300 

200 

100 

。

时问
I 0 min 出~mi千叫min问坦问且问~I

预备加压 检测加压

注： 闺中符号V农示：｜每试，仰的可开肩部分归闷不少于 5 次 。

图 4 稳定加压顺序示意图

表 1 稳定加压顺序表

Jmi我顺序 2 4 5 6 7 8 9 10 1 1 

检测压力／Pa 。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500 GOO 700 

持续时间／min 10 5 5 5 5 「;) 5 5 5 5 5 

注．二'..1检测压力大于 700 Pa 肘，每阶段增加麟度不宜大于 200 Pa ，持续时间为 5 min，检测结果妥标注实测压

力值。

8.4 波动加压法

按照图 5 和表 2 JI顶序加压，并按以下步骤操作 ：

a) 淋7j( ：对整个门窗试件均匀地淋水，淋水量为 3 L / ( n12 • min） 。

b）川Jf. ：在稳足淋水的同时施加披动ff力 ， 波动ff力的大小用平均值表示，被幅为平均值的

0 . 5 倍。定级检测时，逐级加压至出现渗漏。工程检测时，直接加压至水密性能设计值，加载

速度约为 100 Pa／旦，波动压力作用时间为 15 min 或产生渗漏为止 。

c) 观察记录 ：在升FF-.1攻持续作用过程巾 ，观察并记录惨漏部位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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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量重／Pa

l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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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600 
500 

500 

4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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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min 

预备加压

I 05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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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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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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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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饨
，＆

卢叫与：！！！.卢问且叫且引且叫且叫 5 mi n I 5 min I 5 min 
时间

检测加压

注： 囱中符号’表示将试件的可开启部分启闭不少于 5 次．

图 5 波动加压顺序示意图

表 2 波动力日压顺序表

加压 顺序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上限俏／Pa 。 150 225 :300 375 450 525 600 750 900 1 050 

激动
平均值／Pa 150 200 250 ::iso 500 600 700 。 100 300 400 

压力值

下限值／Pa 由 50 75 100 125 150 175 200 250 300 350 

波动周期／s 。 3~ 5 

4罪级力H压时间／1nin 10 5 

注．当波动压力平均值大子 700 Pa 时 ，每阶段平均值增加I限度不宣大子 200 Pa，持续时间为 5 min，检测结果妥

你注实j"J压力值。

8.5 检测数据处理

8. 5. 1 定级检测撒据处理

记录钳个试件的渗漏压力差值。 以渗漏压力差值的前一级检测压力差值作为该试，｛牛水密性能检测

值。 以三桂试件中水密性能检测值的最小值作为水密性能定级检测值，并依据（7B/T 3 11133 进行定级。

8.5 .2 工程检测数据处理

二橙试件在加压至水密性能设计值时均未出现渗漏，判定满足工程设计要求，否者判为不满足工程

设计要求 。

9 抗凤压性能检测

9. 1 检测项目

抗凤照性能检测包含变形检测、反复加照检测、安全检测 。 定级检测的安全检测包含产品设计风荷

载标准值巳检测、产品设计风荷载设计，俏 p nrnx ( p mnx取 l .4P 3 ）检测 。 丁．程检测的安全检测包含风荷载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3713101311

5006131

https://d.book118.com/437131013115006131
https://d.book118.com/437131013115006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