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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川建科发〔2011〕268
号通知的要求，由四川省建材工业科学研究院会同有关单位在

原《 水泥 基复 合膨 胀玻 化微 珠建 筑保 温系 统技 术规 程 》

DB51/T 5061－2008 的基础上修订完成。  
在本规程编制过程中，规程编制组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开

展了专题讨论，总结了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建筑保温系统

工程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标准、规范，经过试验验证，并在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程分为 8 章及 3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

语、系统分类、基本规定、性能要求、设计、施工、验收等。 
本次规程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修改了界面砂浆、面砖粘结砂浆、耐碱玻纤网格布的

技术要求；  
2）  完善了系统设计要求；  
3）  明确基层找平厚度不得计入保温层厚度；  
4）  补充规定了保温系统空鼓检查方法。  
本规程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四川省建材

工业科学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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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建议，请寄送四川省建材工业科学研究院（地址：成都市恒

德路 6 号；邮编 610081）。  

本 规 程 主 编 单 位 ： 四川省建材工业科学研究院  

本 规 程 参 编 单 位 ：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有限公司  
四川省建筑设计院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

建筑工程公司  
四川省建设科技发展中心  

成都市节能建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江成贵   秦   钢   冯   雅   罗进元  
储兆佛   韦延年   吕   萍   李晓岑  
张仕忠   袁宇鹏   李   斌   张剑民  
曾   沙   李军红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黄光洪   刘   晖   李固华   张   静  
刘   民   甘   鹰   高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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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构造 

4.1  外墙外保温系统 

4. 1. 1  涂料饰面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外墙外保温系统基

本构造见图 4.1.1。  

 

 

图 4.1.1  涂料饰面水泥复合膨胀玻化微珠外墙外保温系统基本构造图 

 
4. 1. 2  面砖饰面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外墙外保温系

统基本构造见图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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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面砖饰面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外墙外保温系统基本构造图 

4.2  外墙内外组合保温系统 

4. 2. 1  涂料饰面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外墙内外组合保温

系统基本构造见图 4.2.1。  

 

 

图 4.2.1  涂料饰面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 

外墙内外组合保温系统基本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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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2  面砖饰面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外墙内外组合保温

系统基本构造见图 4.2.2。  

 

 

图 4.2.2  面砖饰面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 

外墙内外组合保温系统基本构造图 

4.3  外墙内保温系统 

4. 3. 1  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外墙内保温系统基本构造见图

4.3.1。 

 

图 4.3.1  涂料饰面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外墙内保温系统基本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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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分户墙保温系统 

4. 4. 1  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分户墙两侧组合保温系统基

本构造见图 4.4.1。  

 

图 4.4.1  涂料饰面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 

分户墙两侧组合保温系统基本构造图 

4. 4. 2  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分户墙单面保温系统基本构

造见图 4.4.2。  

 

图 4.4.2  涂料饰面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 

分户墙单面保温系统基本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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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楼地面保温系统 

4. 5. 1  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楼面保温系统基本构造见图

4.5.1。  

 
图 4.5.1  C-EVB 楼面保温系统基本构造图 

4. 5. 2  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地面保温系统基本构造见图

4.5.2。  

 
图 4.5.2  C-EVB 地面保温系统基本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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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性能要求 

5. 0. 1  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外墙外保温系统和水泥基复

合膨胀玻化微外墙内外组合保温系统中的外保温构造部分的

性能应符合表 5.0.1 要求。  

表 5.0.1  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外墙外保温系统和水泥基复合膨胀

玻化微珠外墙内外组合保温系统中的外保温构造部分的性能要求 

项   目  性能指标  

耐候性  
符合《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 144 的

规定要求  

吸水量  （浸水 1 h）  ≤1 000 g / m 2  

抗冲击

强度  

涂料系统  
普通型（单网），3 J 冲击合格  
加强型（双网），10 J 冲击合格  

面砖系统  3 J 冲击合格  

抗风压值  不小于工程项目的风荷载设计值  

耐冻融  
寒冷地区 30 次循环，夏热冬冷地区 10 次循环

后表面无裂纹、空鼓、起泡、剥离现象  

不透水性  试样防护层内侧无水渗透  

系统抗拉强度  ≥0.10 MPa，并且破坏部位不得位于各层界面  

饰面砖粘结强度  ≥0.4 MPa 

燃烧性能级别  符合 A 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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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2  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墙体内保温系统的性能应符

合表 5.0.2 的要求。  

表 5.0.2  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墙体内保温系统的性能要求 

项    目  性能指标  

抗冲击性  30 kg 砂袋冲击 5 次，无裂纹、脱落  

系统抗拉强度  ≥0.10 MPa，且破坏位置不得位于各层界面  

燃烧性能级别  符合 A 级要求  

5. 0. 3  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楼地面保温系统的性能应符

合表 5.0.3 的要求。  

表 5.0.3  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楼地面保温系统的性能要求 

项     目  性能指标  

抗压荷载  
200 mm×200 mm 面积、300 kg 荷载作用下

10 min，卸载后受压部位无明显永久性凹陷和

破坏  

裂纹  砂浆或细石混凝土保护层不应开裂  

燃烧性能级别  符合 A 级要求  

5. 0. 4  界面砂浆的性能应符合表 5.0.4 的要求。  

表 5.0.4  界面砂浆的性能要求 

项   目  计量单位  指   标  

拉伸粘结强度  

原强度  MPa ≥0.5 

耐水  MPa ≥0.3 

耐冻融  MPa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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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5  膨胀玻化微珠的性能应符合表 5.0.5 的要求。  

表 5.0.5  膨胀玻化微珠的性能要求 

项   目  计量单位  指   标  

粒径  % 2.5 mm 筛筛余量为 0 

堆积密度  kg/m 80～130 3 

筒压强度  kPa ≥120 

导热系数（25 °C）  W/(m·K) ≤0.050 

体积吸水率  % ≤45 

体积漂浮率  % ≥80 

表面玻化闭孔率  % ≥80 

5. 0. 6  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保温浆料干粉的性能应符合

表 5.0.6-1 的要求。  

表 5.0.6-1 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保温浆料干粉的性能要求 

项   目  计量单位  
指   标  

Ⅰ型  Ⅱ型  

外观质量  —  均匀、无结块  均匀、无结块  

粉料干密度  kg/m 2 0 0～ 2 5 0  3 2 6 0～ 3 0 0  

放射性  
I —  r  ≤1.0 ≤1.0 

I —  R a  ≤1.0 ≤1.0 

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保温浆料硬化后的性能应符合

表 5.0.6-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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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6-2  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保温浆料硬化后的性能要求 

项   目  计量单位  
指   标  

Ⅰ型  Ⅱ型  

干表观密度  kg/m 260～300 3 300～380 

导 热 系 数  W/(m·• K) ≤ 0 . 0 7  ≤ 0 . 0 8  

蓄热系数  W/(m2 ≥0.95 ·K) ≥1.2 

抗压强度（28 d）  kPa ≥250 ≥400 

压剪粘结强度（28 d）  kPa ≥80 ≥100 

线性收缩率  % ≤0.3 ≤0.3 

软化系数 (28 d) —  ≥0.6 ≥0.6 

燃 烧 性 能 级 别  —  A 级  A 级  

5. 0. 7  抗裂砂浆的性能应符合表 5.0.7 的要求。  

表 5.0.7  抗裂砂浆的性能要求 

项   目  计量单位  指   标  

拉伸粘  
结强度  

原强度（养护 28 d）  MPa ≥0.7 

耐水（养护 28 d＋7 d 浸水）  MPa ≥0.5 

可操作时间（1.5 h，养护 28d）  MPa ≥0.7 

压折比  —  ≤3.0 

5. 0. 8  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的性能应符合表 5.0.8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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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8  耐碱玻纤网格布的性能要求 

项   目  计量单位  
性能指标  

普 通 型  加 强 型  

网孔中心距  mm 4×4 6×6 

单位面积质量  g/m ≥160 2 ≥270 

耐碱断裂强力 (经、纬向）  N/50 mm ≥1 000 ≥1 500 

耐碱断裂强力保留率(经、纬向） % ≥80 ≥80 

断裂应变（经、纬向）  % ≤5 ≤5 

5. 0. 9  柔性耐水腻子的性能应符合表 5.0.9 的要求。  

表 5.0.9  柔性耐水腻子的性能要求 

项   目  计量单位  指   标  

容器中状态  —  均匀、无结块  

施工性  —  刮涂无障碍  

干燥时间 (表干 ) h ≤5 

打磨性  —  手工可打磨  

低温稳定性  —  
－5 °C 冷冻 4 h 无变化，  

刮涂无障碍  

耐水性 96 h —  无异常  

耐碱性 48 h —  无异常  

柔韧性  —  直径 50 mm，无裂纹  

粘结强度  
标准状态  MPa ≥0.60 

冻融循环 5 次  MPa ≥0.40 

5. 0. 10  柔性腻子性能应符合表 5.0.10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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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10  柔性腻子的性能要求 

项   目  计量单位  指   标  

容器中状态  —  均匀、无结块  

施工性  —  刮涂无障碍  

干燥时间 (表干 ) h ≤5 

打磨性  —  手工可打磨  

低温稳定性  —  
－5 °C 冷冻 4 h 无变化，  

刮涂无障碍  

耐碱性  48 h —  无异常  

柔韧性  —  直径 50 mm，无裂纹  

粘结强度  
标准状态  MPa ≥0.60 

冻融循环 5 次  MPa ≥0.40 

5. 0. 11  饰面涂料的性能除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的要

求外，还应满足表 5.0.11 的抗裂性要求。  

表 5.0.11  饰面涂料的抗裂性要求 

项   目  指   标  

平涂用涂料  断裂伸长率≥150% 

连续性复层建筑涂料  主涂层的断裂伸长率≥100% 

浮雕类非连续性复层建筑涂料  主涂层初期干燥应无裂纹  

5. 0. 12  面砖粘结砂浆的性能应满足表 5.0.1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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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12  面砖粘结砂浆的性能要求 

项   目  计量单位  指     标  

滑移  mm ≤0.5 

压折比  —  ≤3.0 

线性收缩率  % ≤0.3 

拉伸胶  
结强度  

原强度  MPa ≥0.5 

浸水后  MPa ≥0.5 

热老化后  MPa ≥0.5 

冻融循环后  MPa ≥0.5 

凉置 20 min 后  MPa ≥0.5 

5. 0. 13  面砖勾缝料的性能应符合表 5.0.13 的要求。  

表 5.0.13  面砖勾缝料的性能要求 

项   目  计量单位  指   标  

外   观  MPa 均匀一致  

颜   色  —  与标准样一致  

凝结时间  h 大于 2 h，小于 24 h 

压折比  —  ≤3.0 

透水性（24 h）  mL ≤3.0 

拉伸粘  
结强度  

常温常态 14 d MPa ≥0.6 

耐水 (常温常态 14 d，浸
水 48 h，放置 24 h) 

MPa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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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14  金属应采用不锈钢或经过表面防腐处理的金属制成，

塑料钉和带圆盘的塑料膨胀套管应采用聚酰胺（polyamide 6、
polyamide 6.6）、聚乙烯或聚丙烯制成，制作塑料钉和套管不

得使 用回 收的 再生 材料 。塑 料锚 栓有 效锚 固深 度不 小 于

25 mm，塑料圆盘的直径不小于 50 mm。其技术性能指标应符

合表 5.0.14 的要求。  

表 5.0.14  锚栓的性能要求 

项   目  指   标  

单颗锚栓抗拉承载力标准值 /kN ≥0.80 

5. 0. 15  外保温系统采用的饰面砖应带有燕尾槽，其性能除应

分别符合 GB/T 4100、JC/T 457、GB/T 7697 标准要求外，还应

同时满足表 5.0.15 性能指标要求。  

表 5.0.15  饰面砖的性能要求 

项   目  计量单位  指   标  

尺寸  

6 m 以下墙面  
表面面积  cm ≤410 2 

厚    度  cm ≤1.0 

6 m 以上墙面  
表面面积  cm ≤190 2 

厚    度  cm ≤0.75 

单位面积质量  kg/m ≤20 2 

5. 0. 16  热镀锌电焊网的性能应符合表 5.0.16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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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16  热镀锌电焊网的性能要求 

项     目  计量单位  指     标  

工   艺  —  热镀锌电焊网  

丝   径  mm 0.9±0.08 

网孔尺寸  mm 12.7×12.7 

焊点抗拉力  N ≥65 

镀锌层质量  g/m ≥122 2 

5. 0. 17  在水泥基复合膨胀玻化微珠建筑保温系统中所采用

的附件，包括射钉、密封膏、密封条、金属护角、盖口条等应

分别符合相应的产品标准要求。  
5. 0. 18  型式检验按照附录 A 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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