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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省铝型材产业标准联盟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佛山市南海区标准化研究与促进中心、广东坚美铝型材厂（集团）有限公司、广

东伟业铝厂集团有限公司、广亚铝业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华豪铝型材有限公司、广东华昌铝厂有

限公司、广东新合铝业有限公司、佛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中心、佛山市南海区铝型材行业协会 、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华南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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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热铝合金建筑型材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隔热铝合金建筑型材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质量

证明书及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穿条式隔热铝合金建筑型材和浇注式隔热铝合金建筑型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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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7.1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1部分：基材 

GB 5237.2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2部分：阳极氧化型材 

GB 5237.3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3部分：电泳涂漆型材 

GB 5237.4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4部分：粉末喷涂型材 

GB 5237.5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5部分：氟碳漆喷涂型材 

GB 5237.6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6部分：隔热型材 

GB/T 10294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 

GB/T 10295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热流计法 

GB/T 13475 绝热 稳态传热性质的测定 标定和防护热箱法 

GB/T 23615.1  铝合金建筑型材用辅助材料 第1部分：聚酰胺隔热条 

GB/T 23615.2  铝合金建筑型材用辅助材料 第2部分：聚氨酯隔热胶材料 

GB/T 28289  铝合金隔热型材复合性能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 5237.6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传热系数 

表征隔热铝合金建筑型材保温性能的指标。表示在稳定传热条件下，隔热铝合金建筑型材两侧空气

温差为1K，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的传热量。 

4 要求 

4.1 产品分类 

产品分类应符合GB 5237.6的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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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铝合金型材 

隔热型材用的铝合金型材应符合GB 5237.1～5237.5的相应规定。 

4.3 隔热材料 

隔热材料应符合GB 5237.6、GB/T 23615.1和GB/T 23615.2的相应规定。 

4.4 产品尺寸偏差 

产品尺寸偏差应符合GB 5237.1的相应规定，隔热材料按金属实体对待。 

4.5 产品复合性能 

产品复合性能应符合GB 5237.6的相应规定。 

4.6 产品外观 

产品外观应符合GB 5237.6的相应规定。 

4.7 保温性能 

隔热型材的传热系数(K)分为三级，见表1。隔热型材的传热系数级别应在合同中注明，未注明时，

按照3级执行。 

表1 传热系数(K) 

W/（m
2
·K） 

级别 1级 2级 3级 

指标 K＜3.5  3.5≤K＜5.5 5.5≤K＜7.5 

5 试验方法 

5.1 铝合金型材 

铝合金型材按GB 5237.1～5237.5的相应规定进行检测。 

5.2 隔热材料 

隔热材料按GB 5237.6的规定进行检测。 

5.3 产品尺寸偏差 

产品尺寸偏差按按GB 5237.1～5237.5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5.4 产品复合性能 

产品复合性能按GB/T 28289的规定进行试验。 

5.5 产品外观 

外观质量以目视检查，应用正常视力，在自然散射光条件下检查。 

5.6 保温性能 



LB/GDLXC 2—2016 

4 

隔热型材的传热系数(K)测定按附录A的规定，或参照附录A进行模拟计算。 

6 检验规则 

6.1 检查和验收 

按GB 5237.6的规定进行检查和验收。 

6.2 组批 

应符合GB 5237.6的相应规定。 

6.3 检验项目 

每批产品在出厂前均应进行铝合金型材、产品尺寸偏差、产品室温纵向抗剪特征值以及产品外观质

量的检验。供方对产品高温纵向抗剪特征值每年至少检验一次。在新产品定型时，供方对每个系列的隔

热铝合金型材做一次传热系数检验，在新做隔热铝合金型材断面时，对每个系列的传热系数做一次检验。

其他性能一般不检验（供方每三年需至少检验一次），但供方必须保证产品符合本标准的要求。需方要

求对这些性能检验时，须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6.4 取样 

隔热材料的取样按GB 5237.6的规定进行取样。 

6.5 检验结果的判定 

传热系数的判定按表1的规定，其余检验结果按GB 5237.6的规定进行判定。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 

7.1 标志 

检验合格的产品标志应符合GB 5237.6的相应规定。 

7.2 包装、运输、贮存 

产品的包装、运输和贮存符合GB 5237.6的相应规定。 

7.3 质量证明书 

质量证明书应符合GB 5237.6的相应规定。 

8 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订货单（或合同）内容应符合GB 5237.6的相应规定。 

9 其他 

其他内容应符合GB 5237.6的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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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传热系数测定方法 

A.1 方法原理 

用热箱的冷室和热室模拟室外和室内的环境温度，在保持热室和冷室温度的过程中，测量热室保持

与冷室间温差所消耗的能量计算单位面积建筑型材传递热能的能力，来判定型材的隔热性能。在测试过

程中，以隔热型材的单位投影面积（隔热型材室内与室外两侧金属型材的投影面积中的较大者）损耗的

热能来测定隔热型材的传热系数。 

A.2 实验装置  

A.2.1 热箱 

热箱的结构和布置应符合GB/T 13475的规定，热室空气温度应能控制在10℃～30℃之间，冷室空气

温度应能控制在-20℃～0℃之间，温度波动不应超过0.5℃，应能连续准确地记录消耗的能量。热箱结

构简图见图A.1。 

A.2.2 试件框 

采用导热系数不大于0.04 W/（m·K）的均质材料制成，孔洞厚度至少为300mm，以减少边缘效应的

影响。材料导热系数可用GB/T 10294或GB/T 10295规定的方法测定。 

A.2.3 标定板 

采用两块（厚度分别约为20mm和60mm）质地均匀的导热系数已知的平板（或各分层厚度和导热系数

均已知的复合板）。标定板导热系数应不大于0.04 W/（m•K）。 

A.2.4 辅助隔热材料 

用于填充空隙和连接多个型材的导热系数已知的绝热材料，导热系数应不大于0.04 W/（m·K）。

建议采用与标定板材质、导热系数相同的材料。辅助材料两侧面的平行度应不大于±0.5°。 

A.2.5 感温元件 

铜-康铜热电偶，测温不确定度应不大于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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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热箱外壁 2—热室 3—冷室 4—试件框 5—试件 6—热室加热装置 

7—冷室制冷装置 8—冷室挡风板 9—冷室气流调节扇 10—感温元件 

图A.1 热箱结构简图 

A.2.6 辅助材料切割器 

为保证辅助隔热材料的尺寸精度宜采用辅助材料切割器。 

A.3 试样 

A.3.1 试样为GB 5237.6规定的隔热型材，长度为950mm±5mm，切斜度不大于±2mm。 

A.3.2 安装时应在孔洞中安装多个相同规格的型材作为一组被测试样，或按门窗型设计将多种规格型

材作为一组试样。 

A.3.3 试样总的有效投影面积（有效投影面积为型材两侧面积较大一边的面积）应不小于热箱孔洞面

积的30％。 

A.4 标定 

A.4.1 总则 

    热室外壁热流系数 M1（W/K）及试件框热流系数 M2（W/K）的标定分别独立进行。以初始条件为基

准，分别变换冷室空气温度和环境温度，以每次变换温度 5K 的方式各进行 3次标定测试并计算。标定

工作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并保持环境温度变化不超过±5℃，如设备结构或附件发生变更均需重新进行

标定。 

A.4.2 标定板的安装和热电偶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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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1 安装时标定板应在孔洞靠近热室安放，标定板端面应尽可能贴紧试件框，标定板的两边都不

应伸出试件框冷边或热边的表面（见图A.1）。安装间隙应用密封胶密封。 

A.4.2.2 热电偶在标定板及试件框上按面积均匀布局见图A.2，热电偶在热箱空间的布局按         

GB/T 13475和设备说明进行。 

 

1—试件框  2—标定板  3—热电偶 

图A.2 热电偶在标定板和试件框上的布局 

A.4.3 标定测试步骤 

A.4.3.1 对流条件的设定 

A.4.3.1.1 安装薄的标定板，设定热室与冷室的空气温差不小于30K（如热室空气温度为20℃、冷室空

气温度为-10℃）。 

A.4.3.1.2 保持外环境温度、热室空气温度和冷室的空气温度恒定，观察加热器能耗仪，在状态稳定

后每隔30min记录各温度感应器的温度和能耗，连续记录不少于6次。 

A.4.3.1.3 通过调节风扇速度使标定板的总表面热阻达到（0.17±0.01） m
2
·K/W。记录此条件下的

风速，在其后的标定和试样测试过程中均应保持相同风速。在一定气流速度下标定板的总表面热阻Rs,t

按公式（1）计算。 

 

ca

cascan
ts

q

ΔθΔθ
R ，， 

,
…………………………………………………………（1） 

式中： 

△θ n,ca ——标定板两边的环境温差，K 

△θ s,ca ——标定板两边的表面温差，K 

qca ——穿过标定板的热流密度，W/m
2
，根据公式（2）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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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cas
ca

R

Δθ
q ， ……………………………………………（2） 

式中： 

Rca ——标定板的热阻，m
2
·K/W，复合标定板的热阻根据公式（3）计算： 


j

j

ca
λ

d
R ………………………………………………（3） 

式中： 

dj  ——第j层的厚度，m 

λ j ——第j层的导热系数，W/(m.k) 

A.4.3.2 热室外壁热流系数M1（W/K）的标定 

A.4.3.2.1 拆除薄的标定板，安装厚的标定板，按A.4.3.1.1的要求设定温度，按A.4.3.1.3记录的数

值设定风速。 

A.4.3.2.2 保持热箱冷室空气温度不变，以每次变换外环境温度5k的方式重复A.4.3.1.2相同步骤3次。 

A.4.3.3 试件框热流系数M2（W/K）的标定 

A.4.3.3.1 按A.4.3.1.1的要求设定温度，按A.4.3.1.3记录的数值设定风速。 

A.4.3.3.2 保持热箱外环境温度不变，以每次变换冷室空气温度5K的方式重复A.4.3.1.2相同步骤3次。 

A.4.4 标定的计算 

A.4.4.1 热室外壁热流系数M1（W/K）及试件框热流系数M2（W/K）用公式（4）和公式（5）计算。 

n21n

n2n1
1

 




QQ
M …………………………………………（4） 

式中： 

Qn1，Qn2       ——第一次及第二次变换环境温度时热室的加热功率，W 

Δ θ n1，Δ θ n2 ——第一次及第二次变换环境温度时热室外壁内外表面面积加权平均温差，K 

   

c21c

2c21c1
2

 


 cacacacacaca AΔθQAΔθQ

M ………………………（5） 

式中： 

Qc1，Qc2 ——第一次及第二次变换冷室温度时热室的加热功率，W 

Λ ca    ——标定板的热导率，W/（m
2
·K），

ca

ca
R

1
  

Aca     ——测试平面上辅助隔热材料的投影面积，m
2
 

Δ θ ca1，Δ θ ca2 ——第一次及第二次变换冷室温度时标定板热边和冷边表面的温差，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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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θ c1，Δ θ c2 ——第一次及第二次变换冷室温度时试件热边和冷边表面积加权平均温差，K 

A.4.4.2 对于M1的计算，将第二次和第三次变换环境温度时的数据代入公式（4）也应得到接近的值，

两次计算的结果可验证M1与环境温度的线性关系，实际运用时可取平均值。M2的计算同理。 

A.5 试样测试 

A.5.1 试样的安装和热电偶布局 

A.5.1.1 试样在测试台上安放，端面应尽可能靠近试件框，试样在冷室或热室的任何部分都不应伸出

试件框的表面。以辅助隔热材料填充多个试样之间的间隙，应根据型材的玻璃安装槽设计决定辅助隔热

材料的厚度和安装位置，安装时辅助隔热材料应紧密接触隔热型材试样的复合部位，见图A.3。 

 

1—试件框  2—辅助隔热材料  3—型材隔热材料  4—型材金属部件  5—密封部位 6—热室 7—冷室 

图A.3 试样的安装 

A.5.1.2 边缘不规则的型材，在用大块的辅助隔热材料进行连接和填充时，对不属于型材设计的小空

腔应用较小的辅助隔热材料填充，见图A.4 

               

1—大块试件框  2—辅助隔热材料  3—型材隔热材料  4—型材金属部件  5—热室 6—冷室 

图A.4 小空腔的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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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3 热电偶在试件框和热箱空间的布局与标定测试相同，热电偶在试样和辅助隔热材料上的布局

见图A.5。 

 

1—试件框  2—试样  3—辅助隔热材料  4—热电偶   

图A.5 热电偶在试样和辅助隔热材料上的布局 

A.5.2 试样测试步骤 

A.5.2.1 试验过程中，环境温度与热室设定温度温差应不大于±5℃，环境湿度应不大于60%。 

A.5.2.2 按照图A.3和图A.4安装好试样并对安装缝隙用密封胶予以密封，按照图5安装热电偶。 

A.5.2.3 设定热室空气温度为20℃，冷室空气温度为-20℃，按照A.4.3.1.2的步骤进行测试和记录。 

A.6 结果计算及表示 

A.6.1 试样的传热系数K，用公式（6）计算。 

 

nf

fifissur2ekin

ΔθA

AΔθΔθMΔθMΦ
K

fi






,1
……………………………（6） 

式中： 

K   ——试样的传热系数，W/（m
2·K） 

Φ in    ——保持热室温度恒定的输入能耗，W，  

△θ ek  ——热室外壁内外表面面积加权平均温差，K 

△θ sur  ——试件框热边和冷边表面面积加权平均温差，K 

△θ n   ——测试时系统两边的空气温差，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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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s,fi ——辅助隔热材料两边表面的温差，K 

At     ——测试区域（孔洞）的总投影面积，m
2 

Af     ——试样总的有效投影面积，m
2
 

Afi     ——测试平面上辅助隔热材料的投影面积，m
2
，Afi＝At－Af 

Λ fi    ——辅助隔热材料的热导率，W/（m
2
·K），

fi

fi

fi

fi
dR




1
 

A.6.2 每次试验的结果取2位小数，取2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并修约到一位小数作为传热系数K的检测结

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