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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照《标准化工作导则》GB/T 1.1-2009，《团体标准化 第 1 部分：良好行为指南》GB/T 

20004.1-2016，《团体标准化 第 2部分：良好行为评价指南》GB/T 20004.2-2018编写的有关要求，以

及《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中建金协 【2017】19号）的相关规定制定。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团体标准管理中心归口管理。 

本标准编制的技术依托为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团体标准专家委员会。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标准，并在广泛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经审查定稿。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窗认证检测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中如有意见或建

议，请寄送中窗认证检测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17号1402室）。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窗认证检测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XXXXXXXXX 

                XXXXXXXXX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XXXX  XXXX XXXX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XXXX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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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幕墙系统技术评价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幕墙系统技术评价的术语和定义、总则、评价机构和人员要求、申请方、评价依

据、评价内容、评价方法与程序、评价结果表达。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建筑幕墙系统技术评价的组织和实施，其他评价活动可参考使用，建筑幕墙系统

研发也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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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9《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7《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189《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210《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T 21086《建筑幕墙》 
GB/T 34327《建筑幕墙术语》 
JGJ 102《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J 113《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JGJ 133《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J 336《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J/T 139《玻璃幕墙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JGJ/T 151《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 
……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幕墙系统 curtain wall system for building 

为达到建筑幕墙设定功能、性能和质量要求，经系统研发而成的，由材料、构造、形式、技术、性

能这一组要素构成的一个整体。 

3.2. 建筑幕墙系统技术评价 assessment for curtain wall system 

基于定量和定性分析对建筑幕墙系统进行的技术评估活动。 

3.3. 评价机构 assessment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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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具备建筑幕墙系统技术评价专业能力，能够独立接受委托，并组织实施建筑幕墙系统技术评
价活动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 

 

4. 总则 

4.1. 评价开展时机 

建筑幕墙系统技术评价工作宜在建筑幕墙系统研发设计活动完成后进行，并根据评价的重点确定必

要的检验项目。 

4.2. 评价原则 

4.2.1. 独立性 

建筑幕墙系统技术评价工作分为外部评价和内部评价，外部评价工作应由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进

行；内部评价工作应由独立于本建筑幕墙系统研发技术组的其他有专业技术能力的评审组进行。建筑幕

墙系统技术评价不应受建筑幕墙系统设计利益相关方的干扰。 

4.2.2. 针对性 

应针对建筑幕墙系统技术的具体特征确定评价程序和选择评价方法，综合考虑建筑幕墙系统的类

型、复杂程度，适用气候环境、建筑类型等要素，确保分析过程科学合理，评价结论完整可靠。 

4.2.3. 客观性 

建筑幕墙系统技术评价时，应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反映建筑幕墙系统技术的实际状况，在可靠的文

件和明确的数据基础上，实事求是的得出评价发现和结论。  

4.3. 主要利害相关方 

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建筑幕墙系统研发设计的各方人员、实体、机构等，包括设计人员、采购人员、

制作人员、安装人员、材料供应商等。 

 

5. 评价机构和人员要求 

5.1. 机构要求 

评价机构应具备建筑幕墙及相关领域专业技术能力，有能力对建筑幕墙系统进行技术评价。 

5.2. 人员要求 

从事建筑幕墙系统评价活动的人员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者具有10年及以上从事建筑幕墙系统设
计、制作、安装和检验检测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员。 

5.3. 评审组要求 

评审小组应由评价机构代表和评审专家共7人及以上的单数组成，其中评审专家人数不得少于评审
小组成员的2/3；评审专家应覆盖设计、制作、安装和检验检测等专业，并应至少包含一名结构专家。
专家组应选举组长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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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申请方 

6.1. 通用要求 

应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具备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其所有活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境外申请人提出评价申请的，应当由其驻中国境内的办事机构或委托中国境内的代理机构办理。 

6.2. 能力要求 

6.2.1. 人员要求 

应配备技术负责人、设计负责人、结构负责人，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应具有与本职工作相匹配的学历

和专业技术能力。 

6.2.2. 软件要求 

应配备能满足建筑幕墙系统的设计、结构计算、热工计算相关的软件 

7. 评价依据 

国家法律法规、相关标准规范及研发设计要求。 

 

8. 评价内容 

8.1. 设计依据 

8.1.1. 建筑幕墙系统设计引用标准规范的适用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8.1.2. 建筑幕墙系统设计执行国家、地方政策法规及行业相关技术规定的符合性。 

8.1.3. 建筑幕墙系统研发设计目标制定的合理性，如选材、性能、功能、适用性、经济性等。 

8.2. 技术体系 

建筑幕墙系统技术体系应具有完整性，应包括设计说明、设计图纸、计算书、加工工艺、安装工艺、

检验报告等。 

8.2.1. 材料 

对申请评价方提供的建筑幕墙系统材料选择合理性进行评价，应包含型材、面板、五金、埋件、密

封材料、保温材料、防火材料、防雷材料。 

8.2.2. 构造 

对申请评价方提供的建筑幕墙系统构造合理性进行评价。评价可以从建筑幕墙系统各材料组成的节

点构造、横梁立柱连接构造、安装构造、各材料与构造的装配逻辑关系方面进行。 

8.2.3. 形式 

对申请评价方提供的建筑幕墙系统形式设计的合理性进行评价。应包含材质、分格、开启方式、不

同面材组合及其他延伸功能结构。 

8.2.4.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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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1. 设计规则 

对建筑幕墙系统的面板尺寸、横梁立柱配置、五金选用、风压计算、热工计算、隔声计算等规则进

行评价。 

8.2.4.2. 加工工艺 

对建筑幕墙系统的工艺流程图、工艺卡片进行评价，分析其工艺流程的合理性，并对加工组装工艺

与标准的符合性进行分析。 

8.2.4.3. 安装工艺 

对建筑幕墙系统的安装工艺流程图、安装节点进行评价，分析其可行性、合理性、安全可靠性及与

标准的符合性。 

8.2.4.4. 使用及维护维修 

对建筑幕墙系统的使用手册及维护维修规程进行评价，分析其安全性、合理性、完整性等。 

8.2.5. 性能 

8.2.5.1. 安全性能 

对建筑幕墙系统抗风压性能、抗震性能、耐撞击性能、幕墙层间变形性能、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

承重力性能、防火构造、防雷构造、开启构造等进行评价。 

8.2.5.2. 节能性能 

对建筑幕墙系统气密性能、保温性能、隔热性能、遮阳性能、光学性能等进行评价。 

8.2.5.3. 其他性能 

对建筑幕墙系统水密性能、空气声隔声性能等进行评价。 

9. 评价方法、程序 

9.1. 评价方法 

建筑幕墙系统技术评价方法采用专家评估法。 

9.2. 评价程序 

建筑幕墙系统技术评价的程序应包括评价申请、提交资料、资料初审、典型建筑幕墙检验检测、专

家评审、评价决定和证书公告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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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幕墙系统技术评价流程图 

10. 评价结果表达 

根据评价意见编制完成《建筑幕墙系统技术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a） 申请评价方、设计方的名称、地址、关键技术人员； 

b） 评价报告编号、证书日期及有效期、评价机构名称及标志； 

c） 评价建筑幕墙系统名称和规格型号、评价模式、评价依据及评价单元； 

d） 评价建筑幕墙系统的主要材料，使用区域及使用范围等； 

e） 评价建筑幕墙系统设计方案的设计说明、建筑幕墙分格图、节点示意图、模具图、计算书等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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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建筑幕墙系统研发技术评价提供文件要求 

1.设计任务书 

设计任务书应对所研发的建筑幕墙系统使用的相关材料、所要达到的性能等级、适用的气候环境、

使用的区域、造价范围等提出要求。 

2.设计说明 

2.1设计依据 

应列出本建筑幕墙系统研发技术所参照和引用国家和地方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文件

等设计依据。 

2.2本建筑幕墙系统特点 

应表明本建筑幕墙系统研发技术构造形式和连接节点具有的安全性、合理性和先进性。 

2.3建筑幕墙性能要求 

应表明本建筑幕墙系统研发技术能达到的物理性能等级，包括抗风压性能、水密性能、气密性能、

热工性能、空气声隔声性能、平面内变形性能和抗震要求、防撞击等性能、采光性能、承重力性能等。 

2.4建筑幕墙系统研发技术中材料要求 

应表明系统研发技术中选用的主要材料，如：铝合金型材、钢材、玻璃、金属板、石材、人造板及

其它板材、硅酮结构胶、耐候密封胶、各类紧固件、开启扇五金件及其它配套密封材料的材质、规格、

主要性能和技术指标。 

2.5建筑幕墙系统研发技术中的附属装置 

设置建筑幕墙清洗设备装置的，应表明满足该装置与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和建筑幕墙相互关系的技

术指标。 

3. 建筑幕墙平、立面、大样图 

建筑幕墙系统研发技术建筑图应选用有代表性建筑形式： 

建筑幕墙立面图应可标示封顶、封底节点，应设有开启扇、外门，应包含层间； 

建筑幕墙平面图应可标出与墙体交接节点，应设有开启扇、外门，应跨越不同的防火分区，应有90°

阴阳角结构、应有135°转角结构； 

建筑幕墙剖面图应剖切到开启扇，应能表示出封顶、封底节点、层间节点的做法。 

4.节点详图 

节点详图应索引到建筑幕墙平、立、剖图，应包含但不限于标准节点图、开启节点图、转角节点图、

封顶节点图、层间节点图、封底节点图、防火节点图、防雷节点图、和不同类别建筑幕墙的交接节点图，

标注尺寸齐全，注明选用材料名称、规格、材质要求和索引号。 

5.材料断面图 

在建筑幕墙系统研发技术中的铝合金型材、胶条等如有需要新开模具情况时，模具图应进行编号，

主要的铝型材或胶条编号在前，互相配合、关联的型材或胶条应连续编号；模具图上应标注铝型材或胶

条的细部尺寸、材质和表面处理等具体指标。 

6.计算书 

建筑幕墙系统研发技术中的计算书应包含结构计算和热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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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书中的计算依据应包含：使用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文件等，如需软件计算需标明计算软件

名称及版本号； 

结构计算内容应包含面材计算、横梁计算、立柱计算、焊缝计算、连接件计算、埋件计算； 

热工计算应包含项目计算标准条件、材料性能参数等。 

7.制作工艺 

建筑幕墙系统研发技术中的加工工艺主要包括建筑幕墙系统的制作工艺流程，工艺卡片，型材、面

板的加工图纸等文件。 

8.安装工艺 

建筑幕墙系统研发技术中的安装工艺主要包括建筑幕墙系统的安装工艺流程图、建筑幕墙与主体结

构连接件（三维可调节）节点构造详图和土建结构阴、阳角部位及特殊复杂建筑幕墙构造部位的处理方

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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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二 
（资料性附录） 

 
建筑幕墙系统技术评价报告示例 
 

建筑幕墙系统技术评价报告 
报告编号：                                                                  共  页  第  页 

委托方  

通讯地址  

联系人  电话  

系统名称  幕墙系列  

支撑结构  面材  

使用范围  使用区域  

软件信息 

应用专业 软件名称 版本号 

绘图软件   

结构计算软件   

热工计算软件   

人员信息 

设计人员 专业 姓名 

技术负责人   

设计负责人   

结构负责人   

主要性能指标 

气密性能  水密性能  

抗风压性能能  幕墙层间变形性能  

保温性能    

建筑幕墙系统技术评价结论 

 
 
 

 
 
 

批准：                审核：                主评：                    报告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