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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迁房屋建设 第一部分：混凝土瓦应用技术要求》团

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混凝土瓦是由水泥、细集料和水等为主要原材料经拌和，挤压、静

压成型或其他成型方法制成的用于坡屋面的屋面瓦及与其配合使用的混

凝土配件瓦。生产过程中能耗低，无烟尘污染产生。强度高，密实性好，

吸水率低，寿命长。由于瓦的单片面积大，单位面积的盖瓦量要比黏土

瓦和琉璃瓦少得多。本标准规定了混凝土瓦的性能要求，为各种光致混

凝土瓦产品的规范性应用提供保证，为国内涉及混凝土瓦生产与使用的

相关单位提供指导，同时也为今后混凝土瓦的产品标准和方法标准的制

定打下基础。

（二）编制过程

为使本标准在混凝土瓦市场管理工作中起到规范信息化管理作用，

标准起草工作组力求科学性、可操作性，以科学、谨慎的态度，在对我

国现有混凝土瓦市场相关管理服务体系文件、模式基础上，经过综合分

析、充分验证资料、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最终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

容。

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标准起草期间主要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1、项目立项及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对国内外混凝土瓦相关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

查研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

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混凝土瓦市场标准化管理中现存问题，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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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产品实际应用经验，为标准起草奠定了基础。

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了混凝土瓦需要具备的特殊条件，明确了技

术要求和指标，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了方向。

2、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成果，基于我国市场行情，经过数次修订，形成了《回迁房

屋建设 第一部分：混凝土瓦应用技术要求》标准草案。

3、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架、

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多方面提升

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起草组形成了《回

迁房屋建设 第一部分：混凝土瓦应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1、主要起草单位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杭州鼎裕建设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的专家

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

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 2022年 11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

编写工作。

2、起草人所做工作

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基础之上，形成本标准草案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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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本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指

南》和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

求进行编制。标准文本的编排采用中国标准编写模板 TCS 2009 版进行

排版，确保标准文本的规范性。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报批稿包括 7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混凝土瓦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施工、

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回迁房屋的混凝土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

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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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76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含光盘）

GB 50345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JC/T 746 混凝土瓦

JGJ 26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75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134 夏热冬冷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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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3.1

混凝土瓦 concrete tiles

以胶凝材料、骨料等为主要原料，经加水拌和成型、养护等工艺制

成的用于屋面的瓦片，包括混凝土屋面瓦和混凝土配件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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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混凝土屋面瓦 concrete roofing tiles

铺设于屋面，与配件瓦等建筑材料共同完成瓦屋面功能的混凝土瓦，

简称屋面瓦。

3.3

混凝土配件瓦 concrete fittings tiles

铺设于屋面特定部位，满足瓦屋面特殊功能，并配合屋面瓦完成瓦

屋面功能的混凝土瓦，简称配件瓦。主要包括：四向脊顶瓦、三向脊顶

瓦、脊瓦、花脊瓦、单向脊瓦、斜脊封头瓦、平脊封头瓦、檐口瓦、檐

口封瓦、檐口顶瓦、排水沟瓦、通风瓦、通风管瓦等。

4 基本要求

4.1 混凝土瓦及其相关材料的选取，应结合本地区的自然条件、民俗

习惯，符合“安全可靠、因地制宜、经济合理”的要求。

4.2 混凝土瓦及其配套材料应具有产品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等技术

文件。

4.3 混凝土瓦屋面工程设计，应根据建筑物性质、使用功能等要求，

进行防水构造设计，重要部位应有节点详图，防水要求应符合 GB 50345
的规定。

4.4 混凝土瓦屋面坡度不应小于 30%；屋面坡度大于 100%以及大风

和地震设防烈度为 7度及以上的地区，瓦材的固定应采取加强措施。

4.5 混凝土瓦屋面工程有保温隔热要求时，屋面热工设计应符合 GB
50176、GJ 26、GJ 134和 JGJ 75的有关规定。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混凝土瓦的外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外观

序

号
项目 要求

1 掉角 在混凝土瓦正表面的角两边的破坏尺寸均不大于 8mm。

2 瓦爪残缺允许一爪有缺，但小于爪高的 1/3。
3 边筋残缺边筋短缺，断裂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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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要求

4 擦边长度不超过 30mm 。

5 裂纹 不允许。

6 分层 不允许。

7 涂层 保留完好

5.2 尺寸允许偏差

混凝土瓦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长度偏差绝对值 ≤4
宽度偏差绝对值 ≤3

方正度 ≤4
平面性 ≤3

5.3 承载力

混凝土瓦的承载力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承载力

项目 波形屋面瓦 平板屋面瓦

瓦脊高度

d(mm)
d＞20 d≤20 -

遮盖宽带

b1(mm)
b1≥
300

b1≤
200

200＜b1
＜300

b1≥
300

b1≤
200

200＜b1
＜300

b1≥
300

b1≤
200

200＜b1
＜300

承载力

标准值

Fc(N)
1800 1200 6 b1 1200 900 3 b1+300 1000 800 3 b1+300

5.4 质量标准差

质量标准差不应大于180g。

5.5 耐热性能

混凝土瓦按JC/T 746中耐热性能检验后，其表面涂层应完好。

5.6 耐水性能

混凝土瓦的吸水率不大于10.0%。

5.7 抗渗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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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瓦按JC/T 746中抗渗性能检验后，瓦的背面不得出现水滴现

象。

5.8 抗冻性能

混凝土瓦按JC/T 746中抗冻性能检验后，其承载力仍不小于承载力

标准值。同时，外观质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

6 施工

6.1 混凝土瓦及其配套材料进人施工现场后，应进行外观检验，并标

记分类存放。

6.2 混凝土瓦作业时，基层应平整、牢固，并应在保温隔热层、防水

层验收合格后进行施工，施工前应进行排瓦测算。

6.3 在铺设混凝土屋面瓦时，宜采用挂瓦条干挂瓦片的施工方式；铺

设混凝土配件瓦时，宜采用挂瓦条干挂及砂浆粘贴瓦片相结合的施工方

式。施工人员宜经专业培训，并应经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6.4 铺设混凝土瓦时，瓦片应在屋面上均匀分散堆放，自下而上作业。

瓦片宜顺工程所在地年最大频率风向铺设。

6.5 采用水泥砂浆施工时，环境温度不应低于 5℃。

6.6 混凝土瓦屋面在基层上铺设卷材防水层时，其搭接宽度不宜小于

100mm；顺水条的间距宜为 500mm，并应在顺水条上铺钉挂瓦条。

6.7 混凝土瓦屋面工程施工作业必须符合下列安全规定：

a) 屋面周边和预留孔洞部位必须按规定，设置安全防护措施；

b) 屋面坡度大于 30%时应采取防滑措施；

c) 施工人员应穿防滑鞋和系安全带；

d) 严禁在雨天、雪天和五级风及以上的天气施工；

e) 施工现场应设置消防设施并应加强火源管理。

6.8 混凝土瓦坡屋面工程施工的每道工序完成后，应检查验收，合格

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并采取成品保护措施。

7 验收

7.1 混凝土瓦屋面工程应按铺瓦面积每 100m2 抽查 1处，每处 10m2，

且不得少于 3处。细部构造应全部检查。

7.2 回迁房屋混凝土瓦屋面工程验收时应提交下列资料：

a) 施工方案；

b) 产品合格证书、出厂检测报告、型式检验报告及进场检验；

c)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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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施工工艺和质量检验记录；

e) 质量验收报告。

三、主要试验和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标准和企业内部工厂管控的项目进行要求规

定和试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的情况

混凝土瓦生产企业规范运营，在国际市场上有机会与其他各国（相

关）企业竞争。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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