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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适用于铝合金聚氨酯复合门窗产品的生产、检验及使用。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

及专利。本文件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本文件版权所有归属于该文件的发布机构。除

非有其他规定，否则未得许可，此发行物及其中章节不得以其他形式或任何手段进行生产和使用，包括

电子版、影印件，或发布在互联网及内部网络等。使用许可可于发布机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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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建筑五金门窗幕墙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鑫铭格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温格润节能门窗有限公司、临朐县检验检测中心、

上海集韧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北京建工茵莱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科思创（上海）投资有限公司、菲沐盛

（山西）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建筑五金水暖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矫振清、程金学、陈园、于淑斌、林广利、马森源、陈立果、张明亭、刘朋、王东旭、

高伟、董晓玲、张文清、姜淼。

本文件审查人员：刘武强、马林聪、林翎、邵争辉、贺克瑾、杨加喜、王立国。

本文件首次发布。

本文件由北京建筑五金门窗幕墙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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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聚氨酯复合门窗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铝合金聚氨酯复合门窗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及代号、标记、材料及附件、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和随行文件、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铝合金聚氨酯复合型材组成的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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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５２３７（所有部分）　铝合金建筑型材

ＧＢ／Ｔ５８２３　建筑门窗术语

ＧＢ／Ｔ５８２４　建筑门窗洞口尺寸系列

ＧＢ／Ｔ７１０６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

ＧＢ／Ｔ８４７８　铝合金门窗

ＧＢ／Ｔ８４８４　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检测方法

ＧＢ／Ｔ８４８５　建筑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ＧＢ／Ｔ９１５８　建筑门窗力学性能检测方法

ＧＢ／Ｔ１１９７６　建筑外窗采光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ＧＢ／Ｔ１２５１３　镶玻璃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２９６７．６—２００８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膜检测方法　第６部分：目视观察法检验着色阳极氧

化膜色差和外观质量

ＧＢ／Ｔ１４１５５　整樘门　软重物体撞击试验

ＧＢ１５７６３．１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１部分：防火玻璃

ＧＢ１６８０７　防火膨胀密封件

ＧＢ１６８０９　防火窗

ＧＢ／Ｔ１８３６９　玻璃纤维无捻粗纱

ＧＢ／Ｔ２９０４８　窗的启闭力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９０４９　整樘门　垂直荷载试验

ＧＢ／Ｔ２９５３０　平开门和旋转门　抗静扭曲性能的测定

ＧＢ／Ｔ２９５５５　门的启闭力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９７３７　建筑门窗防沙尘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ＧＢ／Ｔ２９７３８—２０１３　建筑幕墙和门窗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ＧＢ／Ｔ２９７３９　门窗反复启闭耐久性试验方法

ＧＢ／Ｔ３１４３３—２０１５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３３９９３　商品二维码

ＧＢ／Ｔ３８２５２　建筑门窗耐火完整性试验方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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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Ｇ／Ｔ４４０　建筑门窗遮阳性能检测方法

ＪＧＪ１１３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ＪＧＪ／Ｔ１５１　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

Ｔ／ＢＢＡ０２—２０２１　铝合金聚氨酯复合型材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８２３、ＧＢ／Ｔ５８２４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铝合金聚氨酯复合门窗　犪犾狌犿犻狀狌犿犪犾犾狅狔狆狅犾狔狌狉犲狋犺犪狀犲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犱狅狅狉狊犪狀犱狑犻狀犱狅狑狊

采用铝合金聚氨酯复合型材制作框、扇杆件结构的门、窗的总称。

４　分类及代号、标记

４．１　分类及代号

４．１．１　按使用功能分类

ａ）　常规型，代号为Ｃ；

ｂ）　耐火型，代号为Ｎ；

ｃ）　防火型，代号为Ｆ。

４．１．２　按开启形式分类

ａ）　门的开启形式及代号见表１。

表１　门的开启形式及代号

开启类别 平开旋转类 推拉平移类 折叠类

开启形式 平开（合页） 平开（地弹簧） 推拉 提升推拉 推拉下悬 折叠平开 折叠推拉

代号 Ｐ ＤＨＰ Ｔ ＳＴ ＴＸ ＺＰ ＺＴ

　　ｂ）　窗的开启形式及代号见表２。

表２　窗的开启形式及代号

开启

类别
平开旋转类 推拉平移类 折叠类

开启

形式

平开

（合页）

滑轴

平开
上悬 下悬 中悬

滑轴

上悬

内平开

下悬
立转 推拉

提升

推拉

平开

推拉

推拉

下悬
提拉

折叠

推拉

代号 Ｐ ＨＺＰ ＳＸ ＸＸ ＺＸ ＨＳＸ ＰＸ ＬＺ Ｔ ＳＴ ＰＴ ＴＸ ＴＬ ＺＴ

４．１．３　规格和系列

４．１．３．１　以门窗宽、高构造尺寸（Ｂ、Ａ）的千、百、十位数字前后顺序排列的六位数字表示，无千位数字时

以“０”表示。

示例：门窗的Ｂ、Ａ分别为１２００ｍｍ和１５００ｍｍ时，其规格代号为１２０１５０。

４．１．３．２　以门窗框在洞口深度方向的厚度构造尺寸划分其系列，并以其数值表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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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门窗框厚度构造尺寸以其与洞口墙体连接侧的型材截面外缘尺寸确定。

注２：门窗四周框架的厚度构造尺寸不同时，以其中厚度构造尺寸最大的数值确定。

４．２　标记

４．２．１　标记方法

铝合金聚氨酯复合门窗按产品代号（铝合金聚氨酯复合门，代号ＬＪＭ；铝合金聚氨酯复合窗，代

号ＬＪＣ）、开启形式、门窗规格、使用功能、产品系列及本文件编号的顺序进行标记。

４．２．２　标记示例

７５系列铝合金聚氨酯复合内平开窗，宽度为１２００ｍｍ，高度为１５００ｍｍ，耐火型。标记为：

ＬＪＣＰ１２０１５０Ｎ７５Ｔ／ＢＢＡ０３。

５　材料及附件

５．１　一般要求

聚氨酯隔热材料应采用硬泡聚氨酯或无碱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应符合

ＧＢ／Ｔ１８３６９的规定，其他无碱玻璃纤维制品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硬泡聚氨酯密度应≥４００ｋｇ／ｍ
３，

抗压强度≥１５０００Ｎ。

５．２　铝合金聚氨酯复合型材

铝合金聚氨酯复合型材应符合Ｔ／ＢＢＡ０２—２０２１的要求。

５．３　玻璃

玻璃应符合ＧＢ／Ｔ８４７８的规定，防火型门窗采用的防火玻璃应符合ＧＢ１５７６３．１的规定。

５．４　密封及弹性材料

密封及弹性材料应符合ＧＢ／Ｔ８４７８的规定，防火膨胀密封件应符合ＧＢ１６８０７的规定。

５．５　五金配件

门窗框扇连接、锁固用功能性五金配件应满足整樘门窗承载能力的要求，其反复启闭性能应满足门

窗反复启闭耐久性要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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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紧固件

门窗组装机械连接应采用不锈钢紧固件。不应使用铝及铝合金抽芯铆钉做门窗受力连接用紧

固件。

６　要求

６．１　外观及表面质量

６．１．１　产品表面应洁净、无污迹。框扇型材、玻璃表面应无明显的色差、凹凸不平、划伤、擦伤、碰伤等

缺陷。

６．１．２　镶嵌密封胶缝应连续、平滑铝合金聚氨酯复合不应有气泡等缺陷；封堵密封胶缝应密实、平整。

密封胶缝处的铝合金型材装饰面及玻璃表面不应有外溢胶黏剂。

６．１．３　密封胶条应平整连续，转角处应镶嵌紧密不应有松脱凸起，接头处不应有收缩缺口。

６．１．４　框扇铝合金聚氨酯复合型材外表面在一个玻璃分格内的允许轻微表面擦伤、划伤应符合表３的

规定。在许可范围内的型材喷粉、喷漆表面擦伤和划伤，可采用相应的方法进行修饰，修饰后应与原涂

层颜色基本一致。

表３　门窗框扇铝合金聚氨酯复合型材外表面允许轻微的表面擦伤、划伤要求

项目 室外侧要求 室内侧要求

擦伤、划伤深度 不大于表面处理层厚度

擦伤总面积／ｍｍ２ ≤５００ ≤３００

划伤总长度／ｍｍ ≤１５０ ≤１００

擦伤和划伤处数 ≤４ ≤３

６．２　装配

６．２．１　装配尺寸

门窗框、扇装配尺寸偏差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表４　门窗框、扇装配尺寸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项目 尺寸范围
偏差值

门 窗

门窗宽度、高度构造尺寸

≤２０００ ±１．５

＞２０００～≤３５００ ±２．０

＞３５００ ±２．５

门窗宽度、高度构造尺寸对边尺寸之差

≤２０００ ≤２．０

＞２０００～≤３５００ ≤２．５

＞３５００ ≤３．０

４

犜／犅犅犃０３—２０２１



表４　门窗框、扇装配尺寸允许偏差 （续）

单位为毫米

项目 尺寸范围
偏差值

门 窗

对角线尺寸之差
≤２５００ ２．５

＞２５００ ３．５

门窗框与扇搭接宽度 — ±２．０ ±１．０

框、扇杆件接缝高低差
相同截面型材 ≤０．３

不同截面型材 ≤０．５

框、扇杆件装配间隙 — ≤０．３

６．２．２　框、扇装配

６．２．２．１　门扇和窗扇装配后启闭灵活，不应有妨碍启闭的碰擦。

６．２．２．２　门扇和窗扇关闭并锁紧后，各处密封胶条均应处于压合状态。

６．２．２．３　推拉门窗必须加防脱落装置。

６．２．３　玻璃装配

门窗框、扇玻璃镶嵌构造尺寸应符合ＪＧＪ１１３规定的玻璃最小安装尺寸要求。多层中空玻璃镶嵌

装配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６．２．４　密封材料装配

６．２．４．１　密封胶条装配应平整连续、均匀、牢固，接口严密并用胶黏牢，无堆皱、拉伸、脱槽等现象。接头

处不应有收缩缺口。

６．２．４．２　使用硅胶密封时，胶缝应连续、填充密实，表面光滑平整，无气孔、脱胶、断胶等现象。

６．２．５　五金装配

门窗开启锁固五金配件安装位置正确，安装牢固，数量齐全。操控灵活，启闭无卡滞、无噪声。

６．３　力学性能

铝合金聚氨酯复合门窗的力学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８４７８的规定。

６．４　物理性能

６．４．１　气密性能

按７．４．１进行门窗的气密性能试验后，依据ＧＢ／Ｔ３１４３３—２０１５中表９，应满足表５的要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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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气密性能评级要求

评级 试验空气渗透量
单位缝长狇ｌ／［ｍ

３／（ｍ·ｈ）］

单位面积狇２／［ｍ
３／（ｍ２·ｈ）］

气密性能分级

一级
狇１≤０．５０

狇２≤１．５０
８级

二级
１．００≥狇ｌ＞０．５０

３．００≥狇２＞１．５０
７级

三级
１．５０≥狇ｌ＞１．００

４．５０≥狇２＞３．００
６级

６．４．２　水密性能

按７．４．１进行外门窗的水密性能试验后，依据ＧＢ／Ｔ３１４３３—２０１５中表１６，应满足表６的要求。

表６　水密性能评级要求

单位为帕

评级 试验分级指标压力差值Δ狆／Ｐａ 水密性能分级

一级 Δ狆≥５００ ５级以上（含５级）

二级 ３５０≤Δ狆＜５００ ４级

三级 ２５０≤Δ狆＜３５０ ３级

６．４．３　抗风压性能

外门窗的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指标值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４３３—２０１５的规定。在性能分级指标值狆３ 作

用下，主要受力杆件面法线挠度应符合表７的规定，且不应出现使用功能障碍；在１．５倍狆３ 风压作用下

不应出现危及人身安全的损坏。

外门窗在抗风压性能分级指标值狆３ 作用下，玻璃面板的挠度允许值为其短边边长的１／６０；在

１．５狆３风压作用后，玻璃面板不应发生损坏。

表７　外门、窗主要受力杆件相对（面法线）挠度

单位为毫米

支撑玻璃种类 单层玻璃、夹层玻璃 中空玻璃

相对挠度 犔／１００ 犔／１５０

相对挠度最大值 ２０

　　注：犔为主要受力杆件的支承跨距。

６．４．４　保温性能

按７．４．２进行门窗的保温性能试验或计算后，依据ＧＢ／Ｔ３１４３３—２０１５中表１１，应满足表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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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保温性能评级要求

评级 试验传热系数值犓／［Ｗ／（ｍ２·Ｋ）］ 保温性能分级

一级 犓＜１．１ １０级

二级 １．１≤犓＜１．６ ８级～９级

三级 １．６≤犓＜２．０ ７级

６．４．５　空气声隔声性能

门窗的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及指标值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４３３—２０１５的规定，外门窗以“计权隔声量和

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犚ｗ＋犆ｗ）”作为分级指标，内门窗以“计权隔声量和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之

和（犚ｗ＋犆）”作为分级指标。外门窗的空气声隔声性能不应低于３级。

按７．４．３进行门窗的空气声隔声性能试验后，依据ＧＢ／Ｔ３１４３３—２０１５中表１８，应满足表９的要求。

表９　空气声隔声性能评级要求

单位为分贝

评级
计权隔声量和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ｄＢ

外门窗（犚ｗ＋犆ｔｒ） 内门窗（犚ｗ＋犆）
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

一级 犚ｗ＋犆ｔｒ≥４０ 犚ｗ＋犆≥４０ ５级以上（含５级）

二级 ３５≤犚ｗ＋犆ｔｒ＜４０ ３５≤犚ｗ＋犆＜４０ ４级

三级 ３０≤犚ｗ＋犆ｔｒ＜３５ ３０≤犚ｗ＋犆＜３５ ３级

６．４．６　隔热性能

外门窗隔热性能指标太阳得热系数犛犎犌犆分级及指标值应符合表６的规定。有隔热要求的外门

窗，其太阳得热系数不应大于０．４４。

表１０　外门窗隔热性能分级

分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分级指标值

犛犎犌犆
０．７≥犛犎犌犆＞０．６０．６≥犛犎犌犆＞０．５０．５≥犛犎犌犆＞０．４０．４≥犛犎犌犆＞０．３０．３≥犛犎犌犆＞０．２犛犎犌犆≤０．２

６．４．７　采光性能

外窗采光性能指标及分级应符合ＧＢ／Ｔ１１９７６的规定。有天然采光要求的外窗，其透光折减系数

犜 不应低于３级。

６．４．８　耐火完整性

门窗的耐火完整性能不低于０．５ｈ。

６．４．９　防火性能

防火窗的防火性能应符合ＧＢ１６８０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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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１０　反复启闭耐久性

门窗反复启闭耐久性能以不发生影响正常启闭使用的变形、故障和损坏的反复启闭次数为性能指

标，其分级应符合表１１的规定。

表１１　反复启闭耐久性分级表

单位为万次

开启类别
分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反复启闭试验时锁固及限位装置配置要求

推拉平移类窗

平开旋转类窗
３ ２ １

内平开窗、内开下悬窗可不包括撑挡、插销等

装置的反复启闭

内平开下悬窗 １．５万次内平开下悬启闭＋１万次９０°平开启闭 ９０°平开启闭试验不包括撑挡的反复启闭

６．４．１１　防沙尘性能

门窗防沙尘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８４７８的规定。

６．４．１２　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

门窗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８４７８的规定。

７　试验方法

７．１　外观及表面质量

按ＧＢ／Ｔ１２９６７．６—２００８第８章规定的观察条件，采用钢直尺及目视观察法检验。复合部位的外

观质量在自然散射光条件下，以正常视力目视检查。

７．２　装配

７．２．１　装配尺寸

７．２．１．１　门窗宽度、高度构造内侧尺寸采用钢直尺、钢卷尺进行测量；门窗框与扇搭接宽度应在门、窗扇

宽度和高度的中点处，用精度为０．０２ｍｍ的游标卡尺进行检测。

７．２．１．２　框扇杆件接缝高低差用精度０．０２ｍｍ的深度尺测量；框扇杆件装配间隙应用精度０．０２ｍｍ的

塞尺测量。

７．２．１．３　门窗框、扇相邻构件装配间隙用精度为０．０２ｍｍ的塞尺测量，相邻构件连接处同一平面高低

差用精度０．０２ｍｍ的塞尺测量。

７．２．２　框、扇的装配

采用目视观察和手试方法检查。

７．２．３　玻璃装配

采用目视观察和手试方法检查。

７．２．４　密封材料装配

采用目视观察和手试方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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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５　五金装配

采用目视观察和手试方法检查。

７．３　力学性能

７．３．１　启闭力

门的启闭力按ＧＢ／Ｔ２９５５５的规定进行试验；窗的启闭力按ＧＢ／Ｔ２９０４８的规定进行试验。

７．３．２　耐软重物撞击性能

门耐软重物撞击性能按ＧＢ／Ｔ１４１５５的规定进行试验，除双向开启的平开旋转类门按一侧方向撞

击外，其他开启形式的门应按室内、外两侧方向撞击，并按下列规定确定门扇薄弱部位：

ａ）　撞击点高度为门扇高度１／２处，且不大于１２００ｍｍ；

ｂ）　单扇门水平撞击点为门扇宽度１／２处；

ｃ）　双（多）扇门水平撞击点除单个门扇宽度１／２处外，还应增加不同邻接构造形式的门边梃处；

ｄ）　有中横梃的门扇除上述撞击点外，还应增加中横梃的中点。

７．３．３　耐垂直荷载性能

门窗耐垂直荷载性能按ＧＢ／Ｔ２９０４９的规定进行试验。

７．３．４　抗静扭曲性能

门抗静扭曲性能按ＧＢ／Ｔ２９５３０的规定进行试验。

７．３．５　抗扭曲变形性能、抗对角线变形性能

推拉平移类门窗抗扭曲变形性能和抗对角线变形性能按ＧＢ／Ｔ９１５８的规定进行试验。

７．３．６　抗大力关闭性能、开启限位抗冲击性能

平开旋转类外门窗抗大力关闭性能和开启限位抗冲击性能按ＧＢ／Ｔ９１５８的规定进行试验。

７．３．７　撑挡定位耐静荷载性能

内平开窗、外开上悬窗撑挡定位耐静荷载性能试验按ＧＢ／Ｔ９１５８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采用摩擦

式撑挡的窗施加荷载为４０Ｎ，采用锁定式撑挡的窗施加荷载为２００Ｎ。

７．４　物理性能

７．４．１　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抗风压性能

按ＧＢ／Ｔ７１０６的规定，并以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抗风压性能的顺序进行试验。

７．４．２　保温性能

按ＧＢ／Ｔ８４８４的规定进行传热系数试验；或按ＪＧＪ／Ｔ１５１的规定，在冬季标准计算条件下计算门

窗传热系数。仲裁试验方法为ＧＢ／Ｔ８４８４规定的实测方法。

７．４．３　空气声隔声性能

按ＧＢ／Ｔ８４８５的规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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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４　隔热性能

太阳得热系数应按ＪＧ／Ｔ４４０规定的光学性能法试验。或按ＪＧ／Ｔ４４０规定的人工光源法进行试

验。仲裁试验方法为光学性能法。

７．４．５　采光性能

外窗的采光性能按ＧＢ／Ｔ１１９７６的规定进行试验。

７．４．６　耐火完整性

按ＧＢ／Ｔ３８２５２的规定进行试验。

７．４．７　防火性能

按ＧＢ／Ｔ１２５１３的规定进行试验。

７．４．８　反复启闭耐久性

门窗反复启闭耐久性按ＧＢ／Ｔ２９７３９的规定进行试验。

７．４．９　防沙尘性能

外门窗的防沙尘性能按ＧＢ／Ｔ２９７３７的规定进行试验。

７．４．１０　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

外门窗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按ＧＢ／Ｔ２９７３８—２０１３的规定进行试验。

８　检验规则

８．１　检验类别与项目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产品检验项目见表１２。

表１２　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试件数量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要求 试验方法 适用产品

１ 外观及表面质量
全数（出厂检验）

３樘（型式检验）
◎ ◎ ６．１ ７．１

２
装

配

装配尺寸 １０％且不少于３樘

其他
全数（出厂检验）

３樘（型式检验）

◎ ◎ ６．２ ７．２

门、窗

３

４

５

６

力

学

性

能

启闭力 ３樘 — ◎

耐软重物撞击性能 ３樘 — ◎

耐垂直荷载性能 ３樘 — ◎

抗静扭曲性能 ３樘 — ◎

６．３ ７．３

门、窗

门

竖轴平开旋转类

门、窗和折叠平

开门

竖轴平开旋转类

门、折叠平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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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产品检验项目 （续）

序号 检验项目 试件数量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要求 试验方法 适用产品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力

学

性

能

抗扭曲变形性能 ３樘 — ◎

抗对角线变形性能 ３樘 — ◎

抗大力关闭性能 ３樘 — ◎

开启限位抗冲击性能 ３樘 — ◎

撑挡定位耐静荷载性能 ３樘 — ◎

６．３ ７．３

推拉平移类门窗

平开门、平开旋

转类外窗（滑

轴类除外）

平开旋转类外窗

内平开窗、

外开上悬窗

１２ 气密性能

１３ 水密性能

１４ 抗风压性能

３樘

— ◎ ６．４．１

— ◎ ６．４．２

— ◎ ６．４．３

７．４．１

外门、外窗，有气

密性要求的内门、

内窗

外门、外窗

１５ 保温性能 １樘 — ◎ ６．４．４ ７．４．２ 外门、外窗

１６ 空气声隔声性能 ３樘 — ◎ ６．４．５ ７．４．３ 门、窗

１７ 隔热性能 １樘 — ◎ ６．４．６ ７．４．４ 外门、外窗

１８ 采光性能 １樘 — ○ ６．４．７ ７．４．５
有此项性能要求

的外窗

１９ 耐火完整性 １樘 — ◎ ６．４．８ ７．４．６
有此项性能要求

的外门、外窗

２０ 防火性能 １樘 — ◎ ６．４．９ ７．４．７ 防火型外窗

２１ 反复启闭耐久性 １樘 — ◎ ６．４．１０ ７．４．８ 门、窗

２２ 防沙尘性能 １樘 ○ ６．４．１１ ７．４．９
有此项性能要求

的外门、外窗

２３ 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 １樘 ○ ６．４．１２ ７．４．１０
有此项性能要求

的外门、外窗

　　注：“◎”为必选性能；“○”为可选性能；“—”为不要求。

８．２　出厂检验

８．２．１　组批与抽样

８．２．１．１　外观质量和装配质量为全数检验。

８．２．１．２　门窗及框扇装配尺寸偏差检验，每１００樘为一个检验批，不足１００樘也为一个检验批。从每个

检验批中按不同类型、品种、系列、规格分别随机抽取５％且不少于３樘。

８．２．２　判定规则

抽检产品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当其中１项不合格时，应加倍抽

样，对不合格的项目进行复检，复检项目全部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品，该项仍不合格，则判定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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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产品为不合格。

８．３　型式检验

８．３．１　检验条件

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开发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　正式生产后，产品的原材料、构造或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停产半年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ｄ）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ｅ）　正常生产时应每年度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８．３．２　抽样与判定规则

从产品出厂检验合格的检验批中，随机抽取３樘进行型式检验，所检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则

判定该批产品合格。性能检验项目中若有不合格项，可再从该批产品中抽取双倍试件对该不合格项进

行重复检验，重复检验结果全部达到本文件要求时判定该项目合格，否则判定该产品型式检验不合格。

８．３．３　综合判定

应对所有要求项目进行检验，所有项目均合格，且品质等级均达到对应分级技术要求，则该批产品

为合格，凡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９　标志和随行文件

９．１　标志

在检验合格产品上的标志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产品标记；

ｂ）　产品商标；

ｃ）　制造商名称和生产日期；

ｄ）　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

对于采用二维码标识的产品，应满足以下条件：

ａ）　使用者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产品标志、产品随行文件等信息；

ｂ）　产品二维码标记应具有永久性，满足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等追溯性要求；

ｃ）　二维码的数据结构、信息服务和符号印制质量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３３９９３的规定。

９．２　随行文件

９．２．１　产品合格证

产品应有产品合格证，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ａ）　执行产品标准编号；

ｂ）　出厂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及检验结论；

ｃ）　产品检验日期、生产日期、检验员签名或盖章（可用检验员代号表示）。

９．２．２　产品质量保证书

每个出厂检验批或交货批应有产品质量保证书，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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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产品名称、商标及标记（包括执行的产品标准编号）；

ｂ）　产品型式检验的性能参数值，并注明该产品型式检验报告的编号；

ｃ）　产品批量、尺寸规格型号；

ｄ）　门窗的生产日期、检验日期、出厂日期，质检人员签名及制造商的质量检验印章；

ｅ）　制造商名称、地址及质量问题受理部门联系电话；

ｆ）　用户名称及地址。

１０　包装、运输和贮存

１０．１　包装

产品表面应有保护措施，宜用无腐蚀性的软质材料包装；包装应牢固，并有防潮措施；产品出厂时应

附有产品清单及产品检验合格证。

１０．２　运输

产品的运输工具应有防雨措施并保持清洁，在运输、装卸时，应保证产品不变形、不损伤、表面完好。

１０．３　贮存

１０．３．１　产品应放置在通风、防雨、干燥、清洁、平整的地方，严禁与腐蚀性物质接触。

１０．３．２　产品贮存环境温度应不高于５０℃，距离热源应不小于１ｍ。

１０．３．３　产品严禁与地面直接接触，底部垫高应大于１００ｍｍ。产品宜立放，立放角度应不小于７０°，并

有防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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