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5 卷·第 22 期·2021 年 11月

104

10.12345/gcjsygl.v5i22.9275

Abstract

Keywords

建筑节能外窗现场检测的有效对策分析
俞童

江苏省南通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中国·江苏南通

建筑工程的日常检测工作中，往往会在检测方法上展示出明显的局限性，这对于相关情况的把控十分不利，比如外窗的现
场检测中，若是未能采取适宜的检测方法，将会影响到后续的使用。论文将重点探讨建筑节能外窗现场检测的有效对策，
对安装、密封、附加渗透量等多个方面展开分析，改进以往运用到的检测手段，确保工作效率明显提升，获取可靠性理想
的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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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建筑节能外窗的现场检测工作中，重点是依照

7106—2008《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

方法》、 —2007《建筑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

现场检测方法》等标准中的内容进行分析，依照工程检测实际

要求和相关的经验，确保建筑节能外窗的气密性以及水密性得

以准确的分析，保证快速、科学、精准的判断实际情况 [1]。

2 建筑节能外窗现场检测概述

2.1 位置确认

以某市在建小区为例展开分析，建筑总面积是 14万平

方米，建筑外窗为 1.7万平方米，运用的材质是铝合金，构

造为铝合金推拉窗。对于建筑外窗进行检测时，重点分析气

密性以及水密性。相关工作人员进入现场，依照现场检测委

托书中的相关情况，选择对应的试件外窗，检查是否和其他

外窗运用到的配件保持一致，这是检测是否存在代表性的重

点，也是保障建筑外窗实际质量的基础条件 [2]。

2.2 测量和记录

测量与记录属于非常重要的环节，在此阶段的工作中，

应该使用合理的手段落实好具体行动，以便对具体的信息数

据加以分析。运用温度以及风速计对检测现场试件周边室内

外温度和大气压加以判断，明确是否存在着不合理的情况，

借助于钢卷尺测量并将外窗的面积、开启缝长等进行检测，

了解实际的结果是否符合标准及要求。

2.3 安装

使用厚度大于 0.2mm的透明塑料膜对整个窗子加以密

封，之后安装密封板，同时适当的预留好相应的孔洞，方便

及时地将塑料膜合理拆卸。运用风管连接主机和密封板，然

后安装差压传感器，且应该考虑风速仪的实际安装位置，尽

可能地选择靠近被测试样的位置，差压传感器和风速仪必须

保证在校准周期中。

2.4 气密性检测

将电源开关开启，让计算机运行检测程序及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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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气密性三次正压预备加压之后，还需对试件窗落实好正

压附加渗透量的合理检测，之后则是在气密性三次负压预备

加压完成之后合理的融入渗透量检测任务。当完成了渗透量

检测任务之后，应该及时地去掉塑料膜，将预留孔洞依照相

同的加压顺序及时关闭，判断总渗透量，获取最终的气密性

结果数值。

2.5 水密性检测

针对试件窗的具体面积，将淋水量及时地计算出来，

应该在此过程中确保被测试件窗可以实现均匀淋水。按照具

体的情况，分析三个压力差脉冲，压差值应该在 500帕。在

分析具体的淋水量的时候，还应该关注试件窗淋水 5min后

的情况，保证在淋水的过程中一次加压至工程设计值，如果

发现严重渗漏则应及时停止，或持续 15min后停止 [3]。

3 建筑节能外窗现场检测的实践情况

在具体的实践中，还应该结合基本的项目要求进行分

析，需要采取科学化的手段，使得建筑节能外窗现场检测效

果更加理想，维护好外窗的使用效果，以免产生渗漏的问题。

3.1 密封

依照 —2008《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

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中的相关规定分析，在实际密封的

过程中，重点是运用厚度大于 0.2mm的透明塑料膜对整窗

加以密封处理。项目检测的环节，因为实际工程进度的标准

较为突出，墙体多是砂灰墙面，借助于塑料膜针对于试件窗

进行密封，基本的密封效果将不尽如人意，还有部分建筑外

窗的边框上镀有防水膜，从而加剧了密封的难度，导致附加

空气渗透量较大，获取到的测量结果值较小。

3.2 拆卸

附加渗透量检测完成后，还应该及时地将预留口开启，

拆卸塑料膜也需要耗费较多的精力，涉及到较多的工作量，

这便导致检测工作效率明显降低。

3.3 密封板

当前检测机构实际运用到的密封板较多，显现出尺寸

偏小的情况，仅能对 1.8m×1.8m以下的建筑外窗完成有效

的检测，反映出检测局限性的弊端，这对于建筑外墙质量控

制十分不利，甚至还会干扰后续工作的开展。

4 建筑节能外窗现场检测的具体对策

4.1 明确附加空气渗透量定义

在开展相应的工作时，应该重点结合 —2008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中

的相关规定加以分析 [4]。标准中的 5.3.3条款的 b条规定主

要是指试件自身空气渗透量外借助于相应的设备和密封板，

联合着多个部位连接缝所呈现的空气渗透量。基于此，只要

是设备以及密封板等多个部位间的空气渗透量接近零，附加

空气渗透量将不作任何要求。

4.2 考虑塑料膜密封不严的问题

对于塑料膜存在的密封不严问题，应该考虑密封板检

测尺寸局限性，还需转变以往的思路，将传统的材料加以摒

弃，可以采用强度较高、密封性能优良、极易拼接的挤塑板，

联合发泡剂与密封胶加以密封。这个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

挤塑板的实际情况，可以依照现场检测试件窗的具体尺寸进

行切割，完成有效的拼装。在具体的实践中，还应该重点结

合 —2009《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中的相关条

款进行分析，为确保数据信息精准与可靠，工程现场中也应

该做好附加空气渗透量测定工作。具体操作的时候，发泡剂

能够将密封板以及墙面合理的粘结，密封胶可以针对于接缝

区域进行适当的处理，强化具体的密封效果，达到相对理想

的成效 [5]。仪器控制于相对合理的范围中，附加空气渗透量

测试可以不作其他要求，挤塑板本身的高强度和不易变形的

优势，能够保证基本的检测效率。

4.3 水密性检测中的预留口问题

对该类问题，应该做出科学化的分析和判断，观察预留

口的实际情况。可以适当的选择质量较轻、透明度理想的有机

玻璃和挤塑板相互结合，由此分析淋水阶段渗漏的具体位置。

对于相应的预留口，应该适当的处理，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密

封措施，让外窗的防渗漏更加到位，以免干扰业主的正常生活。

5 结语

建筑行业的发展中，节能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便是围

护结构的节能，外窗气密性对于建筑空调能耗可以产生较为

直接的影响，因此需要将其作为重点分析的因素。为保证实

际的节能效果更尽如人意，需要进一步强化建筑外窗的气密

性。在多风多雨的地区，还需分析外窗水密性，可以采取防

渗水的举措，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在当前的项目建设中，

采取何种方式让建筑节能外窗现场检测成效更加理想，成为

了备受瞩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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