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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深入贯彻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和山东省建筑节能政策及
相关规定，规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应用，做到技术先

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确保工程质量，制定本规程。

１０２　本规程适用于山东省抗震设防烈度为８度及８度以下地
区，以混凝土或砌体、墙板为基层墙体的新建、改建、扩建民用

和工业建筑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的设

计、施工与验收。

１０３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等除应
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山东省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１



２　术　　语

２０１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ｎｅｌ

由保温装饰板、连接固定材料及组件 （胶粘剂、锚固组件、

托架等）、嵌缝材料以及耐候密封胶等组成，置于建筑物外墙外

侧，实现保温、防护和装饰一体化功能的构造系统。

２０２　保温装饰板　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ｎｅｌ

在工厂预制成型的板状制品，由保温材料、装饰面板、不燃

背衬板 （必要时）复合而成，具有保温和装饰功能。保温材料

主要有泡沫塑料保温板、无机保温板、无机有机复合保温板等；

装饰面板由无机非金属材料面板及装饰材料组成，也可为单一无

机非金属材料面板。

２２０３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ｗａｌ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ｎｅｌ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施工安装的工艺过程及所形成的

建筑物实体。

２０４　 背衬板　ｂｏｔｔｏｍｐａｎｅｌ

在保温装饰板背侧，起到平衡层间应力、应变，改善与基层

墙体粘结性能，提高施工时防火安全性，并在储运时起保护作用

的不燃板材。

２０５　基层墙体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外保温系统所依附的外墙，可以是混凝土墙体或砌体墙体。

２０６　胶粘剂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２



把保温装饰板粘贴到基层墙体上的粘结砂浆或阻燃型改性聚

氨酯粘结胶。

２０７　阻燃型改性聚氨酯粘结胶　ｆｌａｍｅ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ｏｌｙｕ
ｒｅｔｈａｎｅ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以ＭＤＩ、阻燃聚醚、阻燃聚酯和多种添加剂为原料复合而成
的压力罐装产品，具有粘结强度高、固化速度快、阻燃等特点。

２０８　界面砂浆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ｍｏｒｔａｒ
用以改善基层墙体或保温层表面粘结性能的聚合物水泥

砂浆。

２０９　密封胶　ｆｌｕｉｄｓｅａｌａｎｔ
具有良好的耐候性能，用于保温装饰板板缝密封的材料。

２０１０　嵌缝材料　ｃａｕｌｋ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对保温装饰板之间的分隔缝进行填充的保温材料。

２０１１　 锚固组件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ｆｉｘｉｎｇ
将保温装饰板固定于基层上的专用固定组件，由连接件和锚

栓等组成。

３



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各组成材料应配套使用。

３０２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应与基层可靠连接，并应有

适应主体结构在各种荷载和作用下变形的能力；在基层正常变形

以及承受自重、风荷载和室外气候的长期反复作用下，不应产生

裂缝、空鼓，不得发生剥落或脱落等破坏。在规定的抗震设防烈

度范围内不应从基层上脱落。

３０３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应具有阻止火焰沿外墙面蔓

延的能力，其防火构造、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的规定。

３０４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应具有防止水渗透性能与透

气性能。

３０５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复合墙体的传热系数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５以

及现行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３７／

５０２６和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３７／５１５５的规定，其防潮

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

的规定。

３０６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各组成部分应具有物理、化

学稳定性。所有组成材料应彼此相容并应具有防腐性。在可能受

到生物侵害 （鼠害、虫害等）时，外墙外保温系统还应具有防

生物侵害性能。

３０７　在正确使用和正常维护的条件下，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
４



温系统的使用年限应符合现行国家 （行业）标准 《外墙外保温

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１４４的有关规定。
３０８　 本规程检测数据的判定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数值修约

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ＧＢ／Ｔ８１７０中规定的修约值比
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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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性能要求

４１　系统性能要求

４１１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性能指标应符合表４１１的

要求。

表４１１　外保温系统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Ⅰ型 Ⅱ型
试验方法

耐候性

外观
无粉化、起鼓、起泡、脱落现象，

无宽度大于０１０ｍｍ的裂缝

面板与保温材料拉伸

粘结强度，ＭＰａ
≥０１０ ≥０１５

拉伸粘结强度，ＭＰａ
≥０１０，
破坏发生在

保温材料中

≥０１５，
破坏发生在

保温材料中

单点锚固力，ｋＮ ≥０３０ ≥０６０

水蒸气透过性能，

ｇ／（ｍ２·ｈ）
防护层透过量大于

保温层透过量

ＪＧ／Ｔ２８７

热阻，ｍ２·Ｋ／Ｗ 符合设计要求 ＧＢ／Ｔ１３４７５

４１２　当需要检验外保温系统抗风荷载性能时，性能指标和试

验方法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试验方法也可采用 ＧＢ／Ｔ３６５８５规

定的方法。当采用无机保温材料或系统有透气构造时，可不检验

水蒸气透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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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组成材料性能要求

４２１　保温装饰板按保温装饰板单位面积质量分为Ⅰ型、Ⅱ型。

Ⅰ型：二层及以上部位保温装饰板单位面积质量不大于

２０ｋｇ／ｍ２，首层部位保温装饰板单位面积质量不大于３０ｋｇ／ｍ２。

Ⅱ型：二层及以上部位保温装饰板单位面积质量２０ｋｇ／ｍ２～

３０ｋｇ／ｍ２，首层部位保温装饰板单位面积质量不大于４５ｋｇ／ｍ２。

４２２　保温装饰板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表４２２１和表４２２２的

要求。

表４２２１　保温装饰板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Ⅰ型 Ⅱ型
试验方法

单位面积质量，ｋｇ／ｍ２
二层及以上

部位≤２０，
首层部位≤３０

二层及以上

部位２０～３０，
首层部位≤４５

拉伸

粘结强度，

ＭＰａ

原强度
≥０１０，破坏发生
在保温材料中

≥０１５，破坏发生
在保温材料中

耐水强度 ≥０１０ ≥０１５

耐冻融强度 ≥０１０ ≥０１５

抗冲击性
用于建筑物首层１０Ｊ冲击合格，
二层及以上部位３Ｊ冲击合格

ＪＧ／Ｔ２８７

抗弯荷载，Ｎ 不小于板材自重 ＪＧ／Ｔ１５９

吸水量，ｇ／ｍ２ ≤５００

不透水性 系统内侧未渗透
ＪＧ／Ｔ２８７

　　注：保温装饰板面板为有釉面发泡陶瓷保温板时，可不检抗冲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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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２２　保温装饰板外观及尺寸允许偏差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外观
颜色均匀一致，

表面平整，无破损
目测

尺寸允许

偏差，ｍｍ

长度、宽度、厚度 ±２０

对角线差 ≤３０

板面平整度 ≤２０

ＪＧ／Ｔ４８０

４２３　保温装饰板的面板采用涂料装饰面时，面板宜采用纤维

增强水泥板，也可采用纤维增强硅酸钙板；当装饰面板为自身具

有装饰性的无机非金属板材时，宜采用建筑陶瓷薄板或有釉面发

泡陶瓷保温板。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纤维增强水泥板面板厚度不应小于８ｍｍ，其性能应符合

现行国家 （行业）标准 《纤维水泥平板 第１部分：无石棉纤维

水泥平板》ＪＣ／Ｔ４１２１中Ａ类Ｒ４级Ｃ３级的规定；

２　纤维增强硅酸钙板面板厚度不应小于８ｍｍ，其性能应符

合现行国家 （行业）标准 《纤维增强硅酸钙板 第１部分：无石

棉硅酸钙板》ＪＣ／Ｔ５６４１中Ａ类Ｒ４级Ｃ３级的规定；

３　除首层外建筑陶瓷薄板面板的厚度不宜小于５ｍｍ，且不

应大于８ｍｍ，其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 （行业）标准 《建筑

陶瓷薄板应用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１７２的有关规定；

４　有釉面发泡陶瓷保温板面板性能指标应符合表４２３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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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３　有釉面发泡陶瓷保温板面板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导热系数，Ｗ／（ｍ·Ｋ）
（平均温度２５℃±２℃）

≤０１２
ＧＢ／Ｔ１０２９４
ＧＢ／Ｔ１０２９５

密度，ｋｇ／ｍ３ ≤４００

抗压强度，ＭＰａ ≥３０

抗折强度，ＭＰａ ≥１０

体积吸水率，％ ≤１０

ＧＢ／Ｔ５４８６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ＭＰａ ≥０５０ ＧＢ／Ｔ２９９０６

抗热震性 试验后釉面无裂纹 ＪＧ／Ｔ５１１

抗冻性
试验后无裂纹、无剥落、

无破损现象
ＧＢ／Ｔ３８１０１２

抗釉裂性
试验后无裂纹、无剥落、

无破损现象
ＧＢ／Ｔ３８１０１１

　　注：密度、导热系数试验样品应去除釉面，抗压强度、抗折强度试验时釉面为受压面。

４２４　装饰面性能指标应符合表４２４的要求。

表４２４　装饰面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耐酸性，４８ｈ 无异常 ＧＢ／Ｔ９２７４

耐碱性，９６ｈ 无异常 ＧＢ／Ｔ９２６５

耐盐雾，５００ｈ 无损伤 ＧＢ／Ｔ１７７１

耐人工气候老化，１０００ｈ 合格 ＪＧ／Ｔ２８７

耐沾污性，％ ≤１０ ＧＢ／Ｔ９７８０

附着力，级 ≤１ ＧＢ／Ｔ９２８６

　　注：耐沾污性、附着力仅限平涂饰面。

４２５　保温装饰板用保温材料性能指标应符合表４２５１～表

４２５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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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５１　ＥＰＳ板、ＸＰＳ板、ＰＵ板、ＭＰＲ板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ＥＰＳ板 ＸＰＳ板 ＰＵ板 ＭＰＲ板
试验方法

导热系数，Ｗ／（ｍ·Ｋ）
（平均温度２５℃±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ＧＢ／Ｔ１０２９４
ＧＢ／Ｔ１０２９５

表观密度，ｋｇ／ｍ３ ≥２８ ２５～３５ ≥３５ ３４～３８ ＧＢ／Ｔ６３４３

压缩强度，ｋＰａ ≥１０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ＧＢ／Ｔ８８１３

体积吸水率，％ ≤４０ ≤１５ ≤３０ ≤１０ ＧＢ／Ｔ８８１０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

抗拉强度，ＭＰａ
≥０１２ ≥０２０ ≥０１０ ≥０２０ ＧＢ／Ｔ２９９０６

尺寸稳定性，％
（７０℃±２℃，４８ｈ）

≤０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ＧＢ／Ｔ８８１１

水蒸气渗透系数，

ｎｇ／（Ｐａ·ｍ·ｓ）
≤４５ ≤３５ ≤６５ ≤３５ ＱＢ／Ｔ２４１１

燃烧性能
不低于

Ｂ１级
不低于

Ｂ１级
不低于

Ｂ１级
不低于

Ｂ１级
ＧＢ８６２４

表４２５２　岩棉带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导热系数，Ｗ／（ｍ·Ｋ）
（平均温度２５℃±２℃）

≤００４６ ＧＢ／Ｔ１０２９４、ＧＢ／Ｔ１０２９５

密度，ｋｇ／ｍ３ ≥１００ ＧＢ／Ｔ５４８０

压缩强度，ｋＰａ ≥１００ ＧＢ／Ｔ１３４８０

垂直于表面的抗拉强度，ＭＰａ ≥０１０ ＧＢ／Ｔ３０８０４

憎水率，％ ≥９８０ ＧＢ／Ｔ１０２９９

酸度系数，％ ≥１８ ＧＢ／Ｔ５４８０

长期吸水量，ｋｇ／ｍ２ ≤１０ ＧＢ／Ｔ３０８０７

燃烧性能 Ａ（Ａ１）级 ＧＢ８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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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５３　发泡陶瓷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导热系数，Ｗ／（ｍ·Ｋ）
（平均温度２５℃±２℃）

≤００５２
ＧＢ／Ｔ１０２９４、
ＧＢ／Ｔ１０２９５

密度，ｋｇ／ｍ３ ≤１５０

抗压强度，ｋＰａ ≥１５０

抗折强度，ＭＰａ ≥０１０

体积吸水率，％ ≤３０

ＧＢ／Ｔ５４８６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ＭＰａ ≥０１０ ＪＧＪ１４４

尺寸稳定性，％ （７０℃±２℃，４８ｈ） ≤０３ ＧＢ／Ｔ８８１１

燃烧性能 Ａ（Ａ１）级 ＧＢ８６２４

４２６　胶粘剂性能指标应符合表４２６的要求。

表４２６　胶粘剂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粘结砂浆
阻燃型改性

聚氨酯粘结胶

试验方法

拉伸粘结

强度，ＭＰａ
（与水泥砂浆）

原强度 ≥０７０ ≥０６０

耐水强度

（浸水４８ｈ，干燥７ｄ）
≥０５０ ≥０５０

拉伸粘结

强度，ＭＰａ
（与保温装饰板）

原强度

与Ⅰ型 ≥０１０

与Ⅱ型 ≥０１５

破坏发生

在保温

材料中

≥０１０

≥０１５

破坏发生

在保温

材料中

耐水强度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７ｄ）

与Ⅰ型 ≥０１０ ≥０１０

与Ⅱ型 ≥０１５ ≥０１５

可操作时间 １５ｈ～４０ｈ ≥３ｍｉｎ

ＧＢ／Ｔ２９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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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２６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粘结砂浆
阻燃型改性

聚氨酯粘结胶

试验方法

剪切粘结

强度，ＭＰａ

标准状态 — ≥０８０

浸水后 （７ｄ） — ≥０８０

热老化 （７０℃±２℃） — ≥０６０

ＪＣ／Ｔ５４７

燃烧性能 — 不低于Ｂ１级 ＧＢ８６２４

　　注：以阻燃型改性聚氨酯粘结胶为胶粘剂时，试件制作后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养护时间至少为
７２ｈ；剪切粘结强度按照ＪＣ／Ｔ５４７中Ｄ类胶粘剂试验方法进行。

４２７　界面砂浆的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 （行业）标准 《混

凝土界面处理剂》ＪＣ／Ｔ９０７的有关规定。
４２８　锚栓的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 （行业）标准 《外墙保

温用锚栓》ＪＧ／Ｔ３６６的有关规定。

４２９　 锚固组件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表４２９的有关规定，锚固
组件宜采用不锈钢或铝合金材料制成。

表４２９　锚固组件主要性能指标

检验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拉拔力标准值，ｋＮ ≥０６０

悬挂力，ｋＮ ≥０１０
ＪＧ／Ｔ２８７

４２１０　 涂饰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合成树脂乳液外墙涂

料》ＧＢ／Ｔ９７５５、《复层建筑涂料》ＧＢ／Ｔ９７７９和现行国家 （行

业）标准 《水性多彩建筑涂料》ＨＧ／Ｔ４３４３、 《外墙水性氟涂

料》ＪＧ／Ｔ５０８、《合成树脂乳液砂壁状建筑涂料》ＪＧ／Ｔ２４的有
关规定，且保温装饰板装饰面性能应符合本规程 ４２３条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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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１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板缝密封采用的改性硅酮
建筑密封胶、中性硅酮建筑密封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硅酮和

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ＧＢ／Ｔ１４６８３的有关规定，位移能力不宜
低于２５级；硅酮建筑密封胶污染性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石材用建筑密封胶》ＧＢ／Ｔ２３２６１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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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设　　计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设计应根据建筑类型、所在

地区等条件选用适宜的外保温系统，不得更改系统构造和组成

材料。

５１２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的热工和节能设计除应符合

本规程第３０５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保温层内表面温度应高于０℃；

２　门窗框外侧洞口四周、女儿墙以及出挑构件等热桥部位

应采取保温措施，上述部位应预留出保温装饰板的厚度；

３　外保温系统应考虑金属锚固件、承托件的热桥影响。

５１３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应做好密封和防水构造设

计，确保水不会渗入保温层及基层，重要部位应有详图。出挑

部位以及延伸至地面以下的部位应做防水处理。在外墙外保温

系统上安装的设备或管道应固定于基层上，并应做密封和防水

设计。

５１４　保温装饰板单块板面积不宜大于０６ｍ２，且长边长度不

宜大于９００ｍｍ。

５１５　Ⅰ型保温装饰板适用于建筑高度不大于１００ｍ的保温装饰

板外墙外保温工程，Ⅱ型保温装饰板适用于建筑高度不大于５４ｍ

的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并应符合表５１５的规定。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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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高度超出限值时，应进行抗风荷载性能验证，并进行专项

设计。

表５１５　保温装饰板规格、锚栓数量及适用建筑高度

　　　　　　建筑高度，ｍ
项目　　　　

≤５４ ＞５４，≤１００

保温

装板规格

尺寸，ｍｍ

Ⅰ型
３００×６００、６００×６００、

６００×９００
３００×６００、６００×６００、

６００×９００

ＩＩ型
３００×６００、６００×６００、

６００×９００
３００×６００、６００×６００

锚栓数量，个／ｍ２ ≥８ Ⅰ型≥１２，Ⅱ型专项设计

５１６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的防火设计应符合国家防火
规范及有关防火规定。防火隔离带应采用 Ａ级保温材料、高度
不应小于３００ｍｍ。用作防火隔离带的保温装饰板，其芯材的燃
烧性能应为 Ａ级。防火隔离带竖缝填缝材料应采用 Ａ级同质
材料。

５１７　保温装饰板芯材的导热系数修正系数应符合山东省节能
设计标准规定。

５２　系统构造

５２１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由胶粘剂、保温装饰板、填缝
材料、密封材料和专用锚固组件构成。采用以粘为主、粘锚结合

的方式将保温装饰板固定在基层墙体上，板缝采用填缝材料封填，

并用硅酮建筑密封胶嵌缝。其基本构造见图５２１１～图５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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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１１　釉面发泡陶瓷板、纤维水泥板或硅酸钙板饰面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构造

图５２１２　纤维水泥板或硅酸钙板饰面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构造

图５２１３　建筑陶瓷薄板饰面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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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　保温装饰板应由带饰面层的面板、保温芯材组成，必要

时可增加背衬板，且应在工厂预制。饰面层可采用氟碳涂料、真

石漆、外墙弹性涂料等；面板可采用具有天然装饰功能的建筑陶

瓷薄板或带釉面的发泡陶瓷保温板等无机非金属面板，不得采用

菱镁材料类面板；保温芯材可为 ＰＵ板、ＸＰＳ板、ＥＰＳ板、ＭＰＲ

板等有机类保温材料或岩棉、发泡陶瓷等无机类保温材料，背衬

板宜采用由标准型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增强的聚合物水泥砂浆或

无机复合板类材料。

５２３　除首层外建筑陶瓷薄板的厚度不应大于８ｍｍ，其他类型

面板的厚度不应小于８ｍｍ。

５２４　保温装饰板宜采用粘锚工艺与基层墙体连接固定，保温

装饰板应用胶粘剂与墙面粘结，除有专门规定外，保温装饰板与

基层墙体的粘结可采用点框法或条粘法，并优先采用条粘法；

Ⅰ型保温装饰板粘结面积比不应小于５０％，Ⅱ型保温装饰板粘

结面积比不应小于６０％，边角部位和小尺寸保温装饰板应增加

粘贴面积比或满粘。保温装饰板与基层之间在下列部位应满粘：

１　建筑物阳角３００ｍｍ及门窗洞口周边１５０ｍｍ范围内；

２　女儿墙顶或挑檐下３００ｍｍ范围内；

３　凸窗底板；

４　单位面积质量大于３０ｋｇ／ｍ３，小于４５ｋｇ／ｍ３时；

５　防火隔离带。

５２５　锚固件应符合系统安装工艺的要求，且应设在保温装饰

板的侧边，每块保温装饰板的锚固点不得少于４个，保温装饰板

每平米不得少于８个，并应符合表５１５的规定，设置于同一边

的锚固件间距不应大于５００ｍｍ，锚固件距保温装饰板角点间距不
７１



应大于２００ｍｍ，且不应小于７５ｍｍ。
５２６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中板与板接缝宽度宜为６ｍｍ～
８ｍｍ，缝内应填塞填缝材料，再嵌缝密封；防火隔离带竖缝填缝
材料应采用Ａ级同质材料，其他部位板缝宜采用聚乙烯泡沫保温
棒、阻燃型聚氨酯泡沫等弹性填缝材料；嵌缝密封材料宜采用改

性硅酮建筑密封胶或中性硅酮建筑密封胶，板缝内密封胶最薄处

厚度不应小于４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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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施　　工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的施工应在主体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合格后进行，施工前应对基层质量进行检查验收。基

层墙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５０２０３和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４的

有关规定。

６１２　施工单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专项施工方案应经监理

（建设）单位审查批准后实施。并组织施工人员进行培训和技术

交底。施工队伍必须具有相应资质。

６１３　保温装饰板制作和安装前应根据设计文件，结合墙面实

际尺寸，进行排板设计。

６１４　实施前在现场采用与工程相同的材料和工艺做样板墙，

经建设、施工、监理各方面确认后，方可进行大面积施工。

６１５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施工前，外门窗洞口应通过

验收，洞口尺寸、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和质量要求，门窗框或辅

框应安装完毕。外墙面上的雨水管卡、预埋铁件、设备穿墙管道

等应提前安装完毕，上述部位及窗口应预留出保温装饰板的

厚度。

６１６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施工现场应按有关规定，采

取可靠的防火安全措施，实现安全文明施工。

６１７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施工各道工序之间应进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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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检验，上道工序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并做隐蔽工程记

录，必要时应保留有影像资料。

６１８　砂浆类材料应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要求配制，计量准确，

配制好的材料应在规定时间内用完。

６１９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施工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保温装饰板安装前应根据施工图和排板图复核尺寸，并

设置安装控制线，墙体上锚固件设置的位置应正确；

２　保温装饰板与基层墙面的粘贴宜用条粘法；

３　保温装饰板板缝应使用弹性填缝材料填充，并用硅酮建

筑密封胶嵌缝密封，密封胶缝口宜呈凹形，板缝内最薄处不应小

于４ｍｍ，填嵌应饱满、密实。

６１１０　采用聚合物砂浆为粘结材料时，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

工程施工期间以及完工后２４ｈ内，墙体表面及环境空气温度不应

低于５℃，采用阻燃型改性聚氨酯粘结胶为粘结材料时，墙体表

面及环境空气温度不应低于 －５℃。夏季应避免阳光暴晒。在５

级以上大风天气和雨天、雪天不得施工。

６１１１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完工后应做好成品保护。

６２　施工机具

６２１　各类作业机具、工具应齐备，并经检验合格、安全、可

靠，各种计量器具应经过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的检定或校核并在

有效期内。

６２２　主要施工设备及施工工具：垂直运输机械、手推车、电

动吊篮或脚手架、手提式电动搅拌器、切割工具、角磨机、抹灰

工具、冲击钻、电锤、手锤、经纬仪及放线工具、自动安平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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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塑料软管、螺丝刀、美工刀、拉线、弹线墨盒、２ｍ靠尺、
塞尺、钢尺等。

６３　施工工序

６３１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施工工序应符合图６３１的
要求。

图６３１　施工工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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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施工要点

６４１　基层墙体应进行界面处理，必要时应进行找平处理；当
基层墙体进行找平处理时，找平后基层表面平整度允许偏差为

３ｍｍ，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基层墙体界面处理时应采用界面砂浆或专用界面剂；
２　基层墙体外侧采用砂浆找平时，找平层厚度可根据基层

墙面的平整度确定，且不宜大于２０ｍｍ；
３　找平层与基层墙体的粘结强度应不低于０４ＭＰａ，并且粘

结界面脱开面积不应大于５０％；找平层垂直度和平整度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１０的
有关规定。

６４２　在基层墙体上应进行锚固组件的现场拉拔试验，试验结
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６４３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施工前，外门窗洞口应通过
验收，洞口尺寸、位置应满足设计要求和质量要求，门窗框或辅

框应安装完毕。

６４４　测量放线、弹线分格、绘排板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根据建筑立面设计和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技

术要求，在墙面上弹出垂直控制线和水平控制线，并应由控制线

处开始测量门窗、线条、墙体等的实际尺寸；

２　根据测量数据绘制建筑外立面草图并确定优化排板分隔
方案，分隔方案要做到节材、美观、安全；

３　弹线分格时，应在建筑外墙大角及其他必要处挂垂直基
准线，每个楼层适当位置挂水平线。应按照设计排板图的分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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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弹出每块板的安装控制线，确定接缝宽度，并制作统一

塞尺；

４　根据实际弹线情况，结合设计排板图，出具相对应每块

板的实际尺寸和详细构造图清单。

６４５　胶粘剂配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按材料供应商产品说明书的要求配制；

２　砂浆类胶粘剂搅拌时间自投料完成后不应小于５ｍｉｎ，并

宜按操作时间内的用量配制；配制完成后应按产品说明书中的规

定时间用完，夏季施工宜在２ｈ内用完；

３　阻燃型改性聚氨酯粘结胶装卸时严禁抛摔和碰撞，避免

阳光直射，在使用前应晃动罐体，按使用说明书连接好专用喷

嘴，观察喷射出的物料状态是否满足粘结使用要求。

６４６　保温装饰板粘贴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保温装饰板可采用条粘法和点框粘法粘贴，并优先采用

条粘法。每块板涂抹胶粘剂的面积与板面积之比应满足本规程第

５２４条的规定；

２　条粘法的条状呈水平方向，粘结砂浆宽度不应小于

１００ｍｍ，阻燃型改性聚氨酯粘结胶宽度不应小于１５ｍｍ。点框粘

法的边框胶粘剂宽度不应小于８０ｍｍ，并在板边上部留出５０ｍｍ

宽度的透气口，然后在保温板中部均匀涂抹粘结点，每个粘结点

的直径不应小于１２０ｍｍ；

３　粘贴保温装饰板应从勒脚部位开始，自下而上，沿水平

方向铺设粘贴，在最下面一排板的底边处固定通长托板条；

４　保温装饰板粘贴的平整度、垂直度应符合要求。每贴完

一块，应及时清除挤出的胶粘剂；板与板之间的缝隙要均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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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达到设计要求；

５　采用阻燃型改性聚氨酯粘结胶粘贴保温装饰板时，应在
清洁墙面后用水枪或喷壶润湿被粘墙面，粘结胶厚度宜为１０ｍｍ
±１ｍｍ。
６４７　锚固组件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墙面锚固位置钻孔宜在保温装饰板粘贴前进行，根据排
板图确定的锚固件位置，钻孔备用，钻孔深度为锚固深度再加上

１０ｍｍ，并随即清理钻孔灰尘；
２　保温装饰板粘贴完毕后即可进行锚固件安装，锚固件进

入混凝土基层的有效锚固深度不应小于２５ｍｍ，进入砌体墙体基
层的有效锚固深度不应小于５０ｍｍ；
３　将锚固件固定于墙体上，并拧紧膨胀锚栓，确保膨胀锚

栓尾部回拧使之与基层充分锚固。胶粘剂未干前，锚栓预拧不应

过紧，应在胶粘剂干燥２４ｈ后拧紧。
６４８　保温装饰板粘贴２４ｈ后应填塞填缝材料，填缝材料距离
板面深度宜为５ｍｍ。
６４９　填塞填缝材料后应打密封胶。应先将保温装饰板板缝处
清理干净，根据板缝宽度及分格宽度的要求弹出分格线，沿线贴

上纸胶带，再使用专用胶枪打硅酮建筑密封胶。密封胶应均匀适

量，密封深度宜为５ｍｍ，最薄处不应小于４ｍｍ；密封胶与保温
装饰板板面搭接宽度不应小于１ｍｍ，在保温装饰板上的厚度宜为
１ｍｍ～２ｍｍ。密封胶施工完后可将纸胶带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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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验　　收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的验收除应执行本规程的规

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

准》ＧＢ５０３００、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ＧＢ

５５０１５和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的相关

规定。

７１２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应在基层墙体质量验收合格

后施工，施工过程中应及时进行质量检查、隐蔽工程验收和检验

批验收，施工完成后应进行墙体节能分项工程验收。

７１３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应对下列部位或内容进行隐

蔽工程验收，并应有详细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

１　保温层附着的基层墙体及其表面处理；

２　保温装饰板的粘结方式和粘结面积比；

３　保温材料厚度；

４　锚固组件及锚固节点做法；

５　墙体热桥部位处理；

６　板缝、构造节点及固定方式；

７　各种变形缝处的保温做法。

７１４　检验批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面，１０００ｍ２面积划

分为一个检验批，不足１０００ｍ２也为一个检验批；
５２



２　检验批的划分也可根据方便施工与验收的原则，由施工

单位与监理 （建设）单位共同商定。

７１５　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检验批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２　主控项目应全部合格；

３　一般项目应合格；当采用计数检验时，至少应有９０％以

上的检查点合格，且其余检查点不得有严重缺陷；

４　应具有完整的施工方案和质量检查记录。

７２　主控项目

７２１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性能指标应符合本规程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型式检验报告。

７２２　用于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的材料、构件等，其品

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现行国家、行业标准和本规程的

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 （同一厂家、同一品种为一批），每

批随机抽取３个试样进行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应按照其出厂检验

批进行核查。

７２３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使用的保温隔热材料，其导

热系数、密度、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燃烧性能应符合设计

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２４　材料进场时应按照表７２４的要求在施工现场抽样复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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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

表７２４　材料现场抽样复验项目

序号 材料名称 复验项目

１ 保温装饰板 　单位面积质量、拉伸粘结强度、热阻或传热系数

２ 保温芯材
　密度、导热系数、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燃烧性
能、吸水率 （憎水率）

３ 锚栓 　抗拉承载力标准值

４ 锚固组件 　单点锚固力

５ 粘结材料 　拉伸粘结强度

６ 面板材料
　密度、导热系数、抗压强度、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
度、燃烧性能

检验方法：随机抽样送验，核查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同厂家、同品种产品，按照扣除门窗洞后的保温

墙面面积，在５０００ｍ２以内时应复验１次；当面积增加时，除燃

烧性能之外的其他各项参数按每增加５０００ｍ２应增加１次，燃烧

性能按每增加１００００ｍ２应增加１次，增加的面积不足规定数量时

也应增加１次。

同工程项目、同施工单位且同时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 （群体

建筑），可合并计算保温墙面抽检面积。

７２５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施工前应按照设计和施工方

案的要求对基层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基层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

收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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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６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各层构造做法应符合设计要

求，并应按照经过审批的施工方案施工。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

收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２７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保温材料厚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２　保温材料与基层及各构造层之间的粘结或连接必须牢固。

粘结面积比、粘结强度和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保温板材与

基层的粘结面积比、粘结强度应做现场试验；

３　锚固件数量、锚固位置、锚固深度和拉拔力应符合设计

要求，锚固件应进行锚固力现场拉拔试验。

检验方法：观察；手扳检查；保温材料厚度采用钢针插入或

剖开尺量检查；粘结面积比、粘结强度和锚固力核查试验报告；

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不少于３处。

７２８　保温装饰板拼缝处的密封胶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应平

滑、顺直、均匀、不得有空穴或气泡，不得污染板表面，板缝不

得渗漏。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用钢针插入，尺量检查；用卡斯特管

检测渗透量。

检查数量：按不同部位，每类抽查１０％，并不少于５处。

７２９　门窗洞口四周的侧面，墙体上凸窗四周的侧面，应按设

计要求采取节能保温措施。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观察检查，必要时抽样剖开检查；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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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５％，并不少于５个洞口。

７２１０　外墙热桥部位的隔断热桥或保温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

收记录。

检查数量：按不同热桥种类，每种抽查 ２０％，并不少于

５处。

７２１１　外墙传热系数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现场实体检测。

检查数量：每个单体工程不少于１处。

７３　一般项目

７３１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用材料与构件的外观和包装

应完整无破损，符合设计要求和产品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３２　施工产生的墙体缺陷，如穿墙套管、脚手眼、孔洞等，

应按照施工方案采取隔断热桥措施，不得影响墙体热工性能。

检验方法：对照施工方案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３３　墙体上容易碰撞的阳角、门窗洞口及不同材料基体的交

接处等特殊部位，应采取防止开裂和破损的加强措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按不同部位，每类抽查１０％，并不少于５处，少

于５处时应全数检查。
９２



７３４　保温装饰板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７３４的规定。

表７３４　保温装饰板安装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检查方法

１ 立面垂直度 ≤３ ２ｍ垂直检测尺检查

２ 表面平整度 ≤３ ２ｍ靠尺和塞尺检查

３ 阴阳角方正 ≤３ 直角检测尺检查

４ 接缝高低差 ≤２ 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５ 接缝宽度 ≤２ 钢直尺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１０％，并不少于５处。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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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１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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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可”，反面词采用 “不可”；

２　本规程中指定应按其他标准、规范执行时，采用：“应
按……执行”或 “应符合……规定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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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ＧＢ８６２４
２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
３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
４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１０
５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３００
６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
７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５
８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

ＧＢ／Ｔ１０２９４
９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热流计法》ＧＢ／

Ｔ１０２９５
１０　 《模塑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ＧＢ／

Ｔ２９９０６
１１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３３
１２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１４４
１３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ＪＧ／Ｔ２８７
１４　 《外墙保温用锚栓》ＪＧ／Ｔ３６６
１５　 《外墙保温复合板通用技术要求》ＪＧ／Ｔ４８０
１６　 《建筑装饰用发泡陶瓷保温板》ＪＧ／Ｔ５１１
１７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导则》ＲＩＳＮＴＧ０２８
１８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３７／５０２６
１９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３７／５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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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近年来，我国的建筑节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外墙外
保温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建筑节能市场的客观要求，出现

了多种外墙外保温技术。保温装饰板一体化外墙外保温系统作为

一种新兴的外墙外保温技术，因其特有的工厂化预制成型、现场

安装施工、产品质量稳定、施工便捷等技术优势，在我国的建筑

节能工程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推广应用。为进一步规范保温装饰

板一体化外墙外保温技术在山东省建筑节能工程中的应用，保障

工程质量，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制定本规程。

１０２　本条规定包括了三项内容。一是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
８度及８度以下地区，二是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民用和工业
建筑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三是适用于普通混凝土墙板、轻集料

混凝土墙板和加气混凝土墙板等非砌筑类外墙，以及采用烧结多

孔砖、混凝土多孔砖、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加气混凝土砌块、

自保温砌块等材料的砌筑类外墙。不适用于木基层墙体。

对工业建筑和既有民用建筑外墙外保温工程可参照执行。既

有建筑的基层处理应主要注意墙体是否坚实，墙面是否空鼓以及

饰面砖、涂料饰面层处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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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与分类

２０２　保温装饰板应由带饰面层的面板、保温芯材组成，必要时可
增加底衬，且应在工厂预制。饰面层可采用氟碳涂料、真石漆、外

墙弹性涂料等；面板采用无机非金属面板 （不得采用菱镁材料类面

板），也可采用具有装饰功能建筑陶瓷薄板或有釉面发泡陶瓷保温

板；保温芯材可为硬泡聚氨酯 （ＰＵ）、挤塑聚苯板 （ＸＰＳ）、高强度
膨胀聚苯板 （ＥＰＳ）、复合塑料微泡保温板 （ＭＰＲ）等有机类保温材
料或岩棉、发泡陶瓷等无机类保温材料，底衬宜采用由标准型耐碱

玻璃纤维网格布增强的聚合物水泥砂浆或无机板类材料。

２０６　胶粘剂的产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工厂生产的液状粘
结剂，在施工现场按使用说明加入一定比例的水泥或由厂商提供

的干粉料，搅拌均匀即可使用。另一种是在工厂里预混好的干粉

状粘结剂，在施工现场只需按使用说明加入一定比例的拌合用

水，搅拌均匀即可使用。

２０７　阻燃型改性聚氨酯粘结胶，该类型产品为近几年市场上
广泛使用的专用粘结剂，主要特点是工厂化罐装生产，现场直接

喷涂使用，发泡率低，低温下仍能够满足使用要求，也避免了砂

浆类粘结剂在现场搅拌时由于拌合水量的不同或者高温季节操作

时间过长水分蒸发所造成的砂浆粘结质量问题。阻燃型改性聚氨

酯粘结胶与各类基层墙体的粘结强度高，对于存在光滑界面的墙

体基层只需要清理干净表面浮尘即可，尤其适合作为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带瓷砖墙体的保温板粘结材料。在外墙外保温工程的注浆

加固和砌块间、墙板间粘结施工中也大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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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本规程将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

虑。外保温系统的设计和安装是遵照系统供应商的设计和安装说

明进行的。整套组成材料都由系统供应商提供，系统供应商最终

对整套材料负责。系统供应商应对外保温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做

出规定。

３０２　当主体结构由于各种应力产生正常位移等变形时，外保

温系统不应形成裂缝、脱胶或从基层墙体脱落。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应能承受风荷载的作用而不产生

破坏。风荷载作用包括压力、吸力和振动。当需计算外保温工程

的风荷载时，应按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９的有关规定

执行。

室外气候主要有温差、日晒雨淋、冻融等。

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应有可靠连接，避免地震时脱落伤人，应

符合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１的相关规定。

３０３　这是一条火灾情况下的安全性要求。如果防火构造措施

采用不当，发生火灾时，会成为火灾蔓延的途径。外保温系统的

防火安全性要求应作为该技术应用的重要条件，外保温系统和保

温材料应有防火测试方法和分级标准，并规定在建筑上的使用范

围。如需进行防火性能定型试验，定型试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的防火性能试验方法》ＧＢ／Ｔ２９４１６的规定

进行。

３０４　 水会对外保温系统产生多种破坏，如保温性能降低、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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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破坏、材料起泡、水与空气中的酸性气体反应而对系统产生的

损坏等，因此外保温系统应防止雨、雪浸入，防止内表面和隙间

结露。

外保温系统应有利于气态水排出。系统中的水分主要是基层

墙体中的水分、外保温系统施工时材料中的水分、系统渗漏浸入

及冷凝水等。如果外保温系统透气性不好，水汽扩散受阻，可造

成多种不利影响，如破坏保温板的粘结强度等。

３０６　所有部件都应表现出化学物理稳定性。如果并不是完全
知道，至少也应是有理由可预见的。在相互接触的材料之间出现

反应的情况下，这些反应应该是缓慢进行的。

所有材料应是天然耐腐蚀或者是被处理成耐腐蚀的。金属固

定件应进行镀锌或涂防锈漆等防锈处理。

所有材料应是彼此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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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性能要求

４１　系统性能要求

４１１　 外保温工程在实际使用中会受到相当大的热应力作用，

这种热应力主要表现在饰面层及面板层上。饰面层及面板层温度

在夏季阳光直射下可高达６０℃ ～７０℃，突降暴雨所引起的表面

温度变化可达５０℃之多，这就要求它能够经受住周期性热湿和

热冷气候条件的长期作用。耐候性试验正是人工模拟这种严酷的

高温降雨、冷热循环的加密组合。

外保温系统的抗冲击性、吸水量、不透水性和水蒸气透过性

能都与面板的种类及厚薄有关。对于无机面板来说，厚的面板层

抗冲击和不透水性好，薄的面板层水蒸气渗透阻小，但面板层过

薄又会导致不透水性差。在实际工程应用过程中应注意采取一定

的技术措施，如设置排气孔等，以保证系统的水蒸气透过性能满

足工程设计要求。系统的耐冻融性能与系统吸水量有关，一般情

况下保温装饰板的吸水量都比较小。

４２　组成材料性能要求

４２１　 考虑到 ＧＢ５００１６规定建筑首层的保护层厚度不小于

１５ｍｍ，且首层部位脱落危险性并不高，适当增加首层部位单位

面积质量。

４２３　 目前国内保温装饰板面板常用的材料为纤维增强水泥

板、纤维增强硅酸钙板、建筑陶瓷薄板等无机非金属类面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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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釉面发泡陶瓷保温板为面板复合有机保温材料的保温装饰板技

术也非常成熟，本条对上述面板材料做出了规定。

４２５　 随着北方寒冷地区建筑节能率的不断提升，保温层度越
来越厚，给外保温系统带来了连接可靠性和防火安全性的双重考

验，采用Ａ级保温材料做保温层的保温装饰板已经无法满足这种
要求，只有通过ＥＰＳ、ＸＰＳ等有机保温材料复合Ａ级保温材料的
构造防火设计才能满足既节能又防火的要求。

４２６　 对阻燃型改性聚氨酯粘结胶的性能指标提出了具体要
求，由于该产品在功能上不属于墙面保温材料，无氧指数值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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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设　　计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本规程中涉及的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种类比较多，

每种外保温系统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都有其特定的组成材料和

系统构造，不得随意更改。

５１２　要求基层外表面温度高于０℃，目的是保证基层和胶粘

剂不受冻融破坏。

用三维温度场分析程序 （ＳＴＤＡ）计算表明，门窗框外侧洞

口不做保温与做保温相比，外保温墙体平均传热系数增加最多可

达７０％以上。空调器托板、女儿墙以及阳台等热桥部位的传热

损失也是相当大的。

当外保温系统中采用金属固定件和承托件时，应考虑它们的

热桥影响，需做修正。

５１４　保温装饰板尺寸过大时，一方面自重过大，脱落等安全

隐患多，另一方面还可能因基层的不平整而导致虚粘以及表面平

整度不易调整等质量问题。

５１５　本条关于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使用高度的规定参

考借鉴了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导则》ＲＩＳＮＴＧ０２８

２０１７的相关规定。但随着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产品技术的不

断改进和提高，其使用高度在保证工程安全性和耐久性的前提

下，可适当放宽，但必须提供通过专项技术论证的设计文件和施

工技术方案。

３４



５１６　可燃保温材料不仅应对其板材进行界面处理，同时还应
采取必要的防火构造措施。防火隔离带可有效阻止系统的火焰传

播；全面积粘贴的无空腔构造有利于提高系统防火等级，火的发

生和蔓延都离不开空气，空腔构造会加速火焰传播，空腔越大、

越连贯就越不利于防火。

５２　系统构造

５２２　保温芯材为硬泡聚氨酯时，因硬泡聚氨酯粉化严重，宜
增加底衬。

５２５　 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不同的基层，选择塑料锚栓的承
载机理和锚固深度 （表１）。

表１　不同基层塑料锚栓的承载机理和锚固深度

适用基层 安装方式 承载机理 锚固深度

　普通混凝土 旋入式或敲击式 摩擦承载 ≥２５ｍｍ

　烧结普通砖、蒸压灰砂砖、
蒸压粉煤灰砖砌体以及轻骨

料混凝土

旋入式或敲击式 摩擦承载 ≥５０ｍｍ

　烧结多孔砖、蒸压灰砂空
心砖、烧结空心砖砌体

旋入式
摩擦或／和
机械锁定承载

≥５０ｍｍ

　普通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和烧结空心砌块

旋入式
摩擦或／和
机械锁定承载

≥５０ｍｍ

蒸压加气混凝土 旋入式或敲击式 摩擦承载 ≥５０ｍｍ

５２６　采用适当的板缝宽度和勾缝深度，不仅便于勾缝，而且
还能消除系统的变形应力，有利于保证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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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施　　工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是外保温工程施工应遵循的最基

本要求。设计文件应当经过设计审查机构审查，施工方案应通过

建设或监理单位的审查。由于材料供应或其他原因等，施工中可

能提出变更设计的要求，为了避免影响保温节能效果，对涉及保

温的变更应加以限制。

６１２　从事外保温施工作业人员的操作技能对于外保温施工效

果影响较大，某些施工人员可能对许多外保温材料和工艺并不熟

悉，故应在外保温施工前对相关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必要的实际

操作培训，技术交底和培训均应留有记录。

６１３　样板墙不仅可以直观地看到和评判其质量与工艺状况，

还可以对材料、做法、效果等进行直接检查，并可以作为验收的

实物标准，也是对作业人员技术交底过程。

６１５　本条规定了在保温层施工前，应将雨水管卡、预埋铁件、

设备穿墙管道等提前安装好，并考虑到保温装饰板厚度对构件的

影响。

６１６　基层的可粘结性受表面清洁状况、所用材料、施工工艺

等影响很大。如果基层的垂直度和平整度超差，或者因强度不足

需要用修补材料找平。

６１７　外保温工程所用材料多数为易燃或可燃的有机材料，易

着火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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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８　为了控制工程质量，特别是将被后续工序覆盖，以后不
易直接检查的工序例如：保温层附着的基层及其表面处理工序、

保温板的粘结或固定工序、安装锚固件工序、墙体热桥部位的处

理、保温装饰板缝的癳缝等等，应做好隐蔽工程记录，对于重点

部位应留有图文影像资料。

６１１３　施工时应及时清理滴水槽、门窗框、管道、槽盒上残存
砂浆。移动吊篮、翻拆脚手板应防止破坏已做好的墙面，刚施工

好的门窗洞口、边、角、垛宜采取保护性措施防止撞击，其他工

种作业时不得污染或损坏墙面，禁止踩踏窗口。同时各构造层在

硬化前应防止水冲、撞击、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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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验　　收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２　本条规定了外保温工程验收的顺序。

７１３　本条列出通常应该进行隐蔽工程验收的具体部位和内容，

以规范隐蔽工程验收。当施工中出现本条列出的内容时，应在施

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中对隐蔽工程验收内容加以补充。

需要注意，本条要求隐蔽工程验收不仅应有详细的文字记

录，还应有必要的图像资料。这是为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更好地

记录隐蔽工程的真实情况。对于 “必要”的理解，可理解为有

隐蔽工程全貌和有代表性的局部 （部位）照片。其分辨率已能

够表达清楚受检部位情况为准。照片应作为隐蔽工程验收资料与

文字资料一同归档保存。

７２　主控项目

７２２　外保温工程使用的材料的品种、规格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不能随意改变和替代。在材料进场时通过目视和尺量、称重等方

法检查，并对其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查确认。检查数量为每种材

料按进场批次每批次随机抽取３个试样进行检查。当能够证实多

次进场的同种材料属于同一生产批次时，可按该材料的出厂检验

批次和抽样数量进行检查。如果发现问题，应扩大抽查数量，最

终确定该批材料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７２４　本条列出了外保温工程采用的保温装饰板、粘结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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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场复验的具体项目。复验的试验方法应遵守相应产品的试验方

法标准。复验指标是否合格应依据设计要求和产品标准判定。复

验抽样频率为：同一厂家的同一种类产品 （不考虑规格）应至

少抽样复验３次。当单位工程建筑面积超过２００００ｍ２时应抽查６

次。不同厂家、不同种类 （品种）的材料均应分别抽样进行复

验。所谓种类，是指材质或材料品种。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

由具备见证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

７２５　为了保证外保温工程质量，需要对墙体基层表面进行处

理，然后进行保温层施工。基层表面处理对于保证安全和节能效

果很重要，由于基层表面处理属于隐蔽工程，施工中容易被忽

略，事后无法检查。本条强调对基层表面进行的处理应按照设计

和施工方案的要求进行，以满足保温层施工工艺的需要。并规定

施工中应全数检查，验收时则应核查所有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７２６　除面层外，外保温工程各层构造做法均为隐蔽工程，完

工后难以检查。因此本条给出了施工中实体检查和验收时资料核

查两种检查方法和数量。在施工过程中对于隐蔽工程应该随做随

验，并做好记录。检查的内容主要是外保温工程各层构造做法是

否符合设计要求，以及施工工艺是否符合施工方案要求。检验批

验收时则应核查这些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７２７　本条要求的粘结强度和锚固拉拔力试验，应委托具备见

证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采用的试验方法可以在承包合同中

约定，也可选择现行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推荐的相关试验方法。

７２９　本条所指的门窗洞口四周墙侧面，是指门窗洞口的侧面，

即与外墙面垂直的４个小面。这些部位容易出现热桥或保温层缺

陷。对于外墙和毗邻不采暖空间墙体上的上述部位，以及凸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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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部分的四周墙侧面和地面，均应按设计要求采取隔断热桥或保

温措施。当设计未对上述部位提出要求时，施工单位应与设计、

建设或监理单位联系，确认是否应采取处理措施。

７２１０　热桥对于墙体总体保温效果影响较大，故要求均应按设
计要求采取隔断热桥或保温措施。当缺少设计要求时，应提出办

法洽商，或按照施工技术方案进行处理。完工后采用热工成像设

备进行扫描检查，可以辅助了解其处理措施是否有效。

７３　一般项目

７３１　在出厂运输和装卸过程中，外保温工程用材料与构件的
外观如棱角、表面等容易损坏，其包装容易破损，这些都可能进

一步影响到材料的性能。如：包装破损后材料受潮，运输中出现

破损等，这类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７３２　本条所指出的部位在施工中容易被忽视，而且在各工序
交叉施工中容易被多次损坏，因此要重视这些部位，按设计要求

或施工方案采取隔断热桥和保温密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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