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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系统窗水密性检测报告



江河创建集团“莫兰蒂”台风对厦门幕墙工程的影响分析

4
0

1
2

4、提高防水性能措施

提高防水台阶高度至少达到40mm，雨水不会倒灌进入室内，且前端增加排水孔，设置为长

圆孔排水孔，防止排水孔无法排水。

5*30长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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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3.3、玻璃面板破损

u 玻璃面板应进行结构计算

u 推荐采用夹胶玻璃

u 控制龙骨变形

u 钢化夹胶中空玻璃的夹胶应在室外

u 半钢化玻璃耐撞击性能较差

u 钢化玻璃必须进行均质处理

u 严格控制钢化玻璃许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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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玻璃面板应严格进行结构计算，必须满足规范要求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2003

单片玻璃面板的厚度不应小于6mm，夹层玻璃单片厚度不宜小于5mm，夹层玻璃和中空玻璃的单片

玻璃厚度相差不宜大于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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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物体砸毁厚玻璃碎片粘接在胶片上，不飞散

玻璃碎片（二次危害源）

u 胶片可以增加玻璃抗穿透性能，同时还可以有

效控制玻璃碎片飞散，防止碎片被台风卷起对

玻璃造成二次打击。

中空玻璃 夹胶中空玻璃

3.3.2、推荐采用夹层玻璃



江河创建集团“莫兰蒂”台风对厦门幕墙工程的影响分析

u 上海2011年【沪府令第77号】对玻璃要求

除了夹层玻璃，没有更好的防坠落措施，采用均质

处理、超白玻璃都无法完全避免玻璃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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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上海《建筑幕墙工程技术规范》DGJ08-56-2012对玻璃要求

人流密集建筑、临街位置必须采用夹层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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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采光顶、重点工程以及人流量非常大的

位置，工程造价允许条件下，建议采用SGP胶

片，SGP胶片具有残余强度高，破损之后可以

继续抵抗外界荷载，安全储备高。

u 重点工程建议采用SGP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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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严格控制龙骨挠度限值

《建筑幕墙》GB/T 21086-2007第5.1.1.2条

u 严格按照《建筑幕墙》GB/T 21086-2007控制幕墙龙骨挠度

u 基本未出现龙骨损坏和重大变形情况，说明龙骨受力体系合理，严格按照规范执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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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夹胶钢化中空玻璃的夹胶在室外，单片在室内；

u 单片玻璃位于外侧，玻璃面板易发生碰撞损坏；

单片玻璃在室外

夹胶玻璃在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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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半钢化玻璃虽然有较好的平整度，但耐撞击的能不如钢化玻璃，同等条件下不推荐采用；

半钢化玻璃被撞碎裙楼玻璃面板较多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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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钢化玻璃 半钢化玻璃 备注

中部强度 84 MPa 56 MPa /

边缘强度 67 MPa 38 MPa /

端面强度 59 MPa 40 MPa /

平整度 一般 好 /

是否自爆 是 否 /

是否单独 是 否 半钢化玻璃需采用夹胶形式

说明：玻璃面板统一按照8mm玻璃面板进行假定

1)、选择抗冲击强度高的玻璃，通过咨询玻璃厂家，无半钢化玻璃耐撞击实验数据，结合玻璃抗弯强度

数据分析，钢化玻璃耐撞击强度最高，其次半钢化玻璃，浮法玻璃最低。

2)、在台风多发地区，同等条件下建议采用钢化玻璃，如果玻璃可以适当加厚也可以采用半钢化玻璃

u 钢化玻璃与半钢化玻璃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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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钢化玻璃必须进行均质处理，并选用质量有保证厂家，条件允许，宜采用超白玻璃；

玻璃自爆（明显蝴蝶斑）

u 均质处理自爆率小于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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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白玻璃具有低铁、高透(透过率91.5%以上)，最主要是其具有NIS杂质少，能显著降低玻璃自爆

率，比普通钢化玻璃自爆率低30倍，只有万分之一

u 建议采用超白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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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弯弧玻璃弯弧半径不宜太小

u 玻璃厂家反馈弯钢化玻璃的极限弯弧半径为750mm，建议半径不小于1500mm

u 幕墙采用的弯弧玻璃为弯钢化玻璃，其表面应力分布不均匀程度比弯钢化玻璃更为不利

u 圆形构件局部体型系数分布不规律，局部最大可以达到2.6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50009-2012第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