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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门窗标识申请程序

一、企业申请门窗标识的条件

1、具备基本的营业资质

企业应持有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有关机

构的登记注册证明。执照在有效期内并经过年检确认，执照批准的经营范

围和经营方式应包含申请标识的产品。

2、具有必要的生产设备

（1）铝合金门窗：双头切割锯、单头切割锯、端铣机（或组合冲床）、

自动角码锯、仿形铣床、组角机、冲床等。

（2）塑料门窗：自动焊接机（三位以上）、双头切割锯、端铣机、仿

形铣床、塑料型材玻璃压条锯、V型角缝清理机、角缝清理机、锁孔槽加

工机、型材 V型切割锯、V型焊接机、增强型钢切割锯、水槽铣等。

（3）木门窗：双头切割锯、单头切割锯、木窗钉扣机、仿形铣床、压

条锯、冲床、组角机、四面刨、打孔机、组框机、开齿机、开榫机、油漆

喷淋线、加工中心等。

3、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和产品检测设备

（1）企业的生产场地面积应至少 1500m2。

（2）企业应具备游标卡尺、塞尺、0～200N管型测力计、万能角度尺、

钢卷尺、钢板尺、直角尺等检测设备。生产铝合金门窗的企业还应具有表

面涂层测厚仪、硬度计，生产塑料门窗的企业还应具有焊角强度试验机、

落锤冲击试验机、尺寸变化率测定仪，生产木门窗的企业还应具有木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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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检测仪。上述仪器设备均应按期标定，保证测量准确性。

4、产品应符合国家颁布的有关门窗标准，并通过型式检验

申请门窗标识的产品应符合我国已经颁布实施的与门窗及其组成材料

和配件相关的标准要求（参见附录二）。

5、产品应具备可靠的质量保证体系，能正常批量生产

企业应按照《建筑门窗生产企业标识产品生产条件现场调查细则》（参

见附录三）的规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技术管理体系，确保具备批量生产

合格的标识产品的能力。企业应特别关注以下三点：

（1）企业应书面任命门窗标识负责人，确保其能够履行相关职责；

（2）企业应制定关于标识证书和标签使用的控制文件，确保标识证书

和标签能正确使用；

（3）企业应制定标识产品的一致性控制文件，确保批量生产的标识产

品与标识证书（标签）之间的一致性。

二、门窗产品单元的划分原则

根据影响门窗产品节能性能指标的不同因素，确定门窗产品单元的划

分原则如下：

（1）按门窗主型材材质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类型，如：按铝合金窗、

塑料窗、木窗等划分；

（2）同一主型材材质中，按相关标准进行系列划分，如：铝合金窗按

按 60系列、70系列、90系列等；

（3）同一主型材材质、框厚度中，按以窗扇开启方式的不同，划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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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单元，如：内平开、外平开、推拉等；

（4）同一主型材材质、框厚度、窗扇开启方式中，按型材截面构造的

不同，划分不同单元，如：保温型 65系列内平开铝合金窗，按采用 I型隔

热条或 T型隔热条或 I型与 T型隔热条混用划分不同单元；

（5）其他组成不变，更换玻璃配置且玻璃槽口宽度变化时，视为不同

单元；

（6）其他组成不变，框材腔体内部增加填充物，视为不同单元。

注：

1 门窗产品的节能性能指标主要受框材、玻璃和开启方式的影响，上

述划分原则是针对框材和开启方式的不同而确定，允许申请门窗标识的产

品更换玻璃配置，但每个单元中最多允许有 5种不同玻璃配置（即玻璃种

类、填充气体种类不同）。

2 每个单元内不同玻璃配置对应的门窗，均需进行传热系数、太阳得

热系数、可见光透射比的模拟计算。另外，每个单元内应抽取节能性能最

优（主要从传热系数和太阳得热系数的优劣来判定）的样品，进行传热系

数和空气渗透率的检测。

3 对于上述划分原则中的第五和第六种情况，可以只进行相应的模拟

计算，不需要重新抽样检测。

三、门窗标识申请与测评流程

1、企业向门窗标识实验室提出委托申请

企业可以向任一门窗标识实验室提出委托申请（电子版），委托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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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生产条件现场调查和产品节能性能检测、模拟计算，并提交下列材料：

（1）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委托单，包括产品描述、主要生产设

备清单、主要检测设备清单、企业生产场地面积；

（2）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申请产品的全项型式检验报告复印件；

（4）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负责人任命书复印件；

（5）产品 AutoCAD图，包括窗的内视立面图、节点图、型材断面图；

门的外视立面图、节点图、型材断面图。

2、门窗标识实验室审核企业的委托申请材料

门窗标识实验室收到企业的委托申请材料后，应于 3个工作日内审查

申请材料的完整性、有效性。审查合格的，门窗标识实验室通知企业提交

书面测评委托单（一式两份，加盖企业公章）。未通过审查的，门窗标识

实验室应告知企业，并提出指导意见。

3、企业与门窗标识实验室签订标识测评协议书

企业与标识实验室签订《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委托协议书》，确定

现场调查时间、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门窗标识测评工作包括：生产条件调

查、抽样、检测、模拟计算、出具报告等。

4、门窗标识实验室开展标识测评工作

（1）企业配合门窗标识实验室委派的现场调查员完成产品生产条件的

现场调查工作、抽样工作。门窗标识实验室确定企业通过现场调查后，应

现场见证企业生产检验用样窗并封样，每种样窗 3樘，用于传热系数和气

密性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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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负责将样品送达门窗标识实验室。

（3）门窗标识实验室收到样品后，应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验、模

拟计算，出具《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及其附件（包括企业生

产条件现场调查报告、样品检测报告、模拟计算报告）。

（4）门窗标识实验室向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检测认证分会建筑门窗

节能性能标识工作秘书处（以下简称标识秘书处）提交《建筑门窗节能性

能标识测评报告》及其附件，通过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检测认证分会（以

下简称检测认证分会）组织的专家审查后，再将报告及其附件提交给企业。

5、企业向检测认证分会提交门窗标识申请材料

企业取得《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及其附件后，再向标识

秘书处提交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申请及有关申请材料：

（1）《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申请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

（2）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各一份，加盖

公章；

（3）申请产品的全项型式检验报告复印件各一份，型式检验报告应在

有效期内；

（4）标识实验室出具的《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及其附件

的原件各一份。

6、标识秘书处组织审查、公示、发证

标识秘书处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将于 10个工作日内申请由检测认

证分会组织专家进行审查：

（1）参与审查专家从专家委员会中随机选择，每个企业的标识申请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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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由 2名专家委员进行审查；

（2）审查采取会审、函审或者网上审查的形式；

（3）若审查专家一致同意，则该企业的申请通过审查；否则，应由专

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组织会议确定最终的审查意见。

对未通过审查的企业或产品，标识秘书处将向企业发出不授予标识的

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通过审查的企业及相关产品，由标识秘书处向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提交审查报告，经协会批准向企业颁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证书，并在相关

网站上统一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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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门窗标识的使用与监督检查

一、标识证书内容

1、标识证书的内容包括：证书编号、产品名称、企业名称、有效期、

发证日期、发证机构、产品标签编号、玻璃配置（玻璃膜层应注明所处位

置）、传热系数、太阳得热系数、空气渗透率、可见光透射比、适宜地区

及查询网址。

2、附页的内容包括：

（1）框材、隔热材料、密封材料、玻璃的详细描述；

（2）产品的详细生产地址；

（3）五金配置明细（多点锁闭系统、承载部件——名称、生产企业）；

（4）门窗节点图；

（5）玻璃增项内容、增项时间。

二、标识证书的使用

1、标识证书有效期 2年。有效期满后，未经换证的标识证书，不得继

续使用，原证书将被注销,，并在网上公布。

2、企业可在产品广告、产品宣传材料上使用标识证书的有关内容。

3、企业可在工程招标、产品销售过程中，向顾客出示标识证书。

三、标签的印制与使用

1、企业获得标识证书后，应按照规定的样式、规格以及标注自行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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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标签的信息应与标识证书的信息一致。

2、标签的内容包括：标签编号、企业名称、产品名称、产品描述（框

材、玻璃）、标准规格产品的节能性能指标（传热系数、空气渗透率、太

阳得热系数、可见光透射比）、查询网址及声明等。

3、标签的使用应满足下列要求：

（1）企业应在获得标识的产品的左下角加贴标签；

（2）企业可将标签粘贴在标识产品的右下角或可直接印刷于产品包装

物、产品使用说明书及广告宣传等印刷品上；

（3）印刷的标签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内容应清晰可辨。

4、标识证书和标签的使用应满足企业制定的标识证书和标签使用的控

制文件的要求。

企业不得利用标识对产品进行虚假宣传，不得转让、伪造或冒用标识。

四、监督检查

1、在标识证书的有效期内，获得标识的企业及其相应产品应接受标识

秘书处的监督检查。

2、在标识证书有效期内，当企业出现违反规定的行为、标识证书和标

签使用不符合规定或标识产品为不合格产品时，按《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

识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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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标识证书的换证、变更与增项

一、标识证书的换证申请与办理

1、企业委托门窗标识实验室进行复查

企业若想在标识证书有效期满后继续使用标识，需要标识证书有效期

满前三个月内，委托门窗标识实验室对标识产品及其生产条件进行复查。

委托时，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1）复查委托申请；

（2）标识证书复印件；

（3）产品描述、主要生产设备清单、主要检测设备清单、企业生产场

地面积；

（4）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5）型式检验报告复印件；

（6）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负责人任命书复印件；

（7）企业质量管理组织机构图，质量管理文件清单，生产工艺说明文

件清单；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如果已通过质量体系认证）；

（8）产品 AutoCAD图，包括窗的内视立面图、节点图、型材断面图；

门的外视立面图、节点图、型材断面图。

注：可以委托原来承担测评工作的门窗标识实验室，也可以委托另外

的门窗标识实验室。

2、门窗标识实验室进行复查

门窗标识实验室对企业生产条件进行复核，同时对其标识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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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出具复查报告，视情况进行抽样复检。

3、企业提交换证申请

标识证书有效期满前三个月，愿继续使用标识的企业应向标识秘书处

提交换证申请及有关申请材料：

（1）《关于更换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证书的申请》，一式三份，加

盖公章；

（2）标识证书与标签使用情况的报告；

（3）标识产品的工程应用报告；

（4）标识产品的型式检验报告复印件；

（5）门窗标识实验室出具的复查报告（对生产条件和标识产品的复查）。

4、标识秘书处组织审查、公布

标识秘书处组织门窗标识实验室和 2名专家对企业的换证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

审查通过的，确定延期时间（一般为 2年），重新颁发证书，并予以

公布。

审查未通过的，不予延期，并通知企业。

二、标识证书变更

标识产品生产企业的名称变更，其他信息不变时，企业需交回原证书，

更换新证书，原证书有效期不变，变更可按如下流程：

（1）企业向原委托标识实验室提交申请材料，包括：

1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证书变更申请表（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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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证书（复印件）；

3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

（2）标识实验室对企业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

（3）企业向标识秘书处提交变更材料，包括：

1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证书变更申请表（加盖公章）；

2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证书（原件）；

3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

4 标识实验室审核意见。

（4）标识秘书处向企业换发证书并在相关网站上予以公布。

三、标识证书增项

1、增项条件

对于已经获得证书的标识产品，当实际工程中需要更换该标识产品的

玻璃，且满足下列要求时，可申请对标识证书进行增项：

（1）除了玻璃之外，产品的其他组成材料不能变更。

（2）更换玻璃后，产品的传热系数模拟计算值不高于目前标识证书中

的玻璃配置最优产品的传热系数值，不需要进行相关检测。

（3）更换玻璃后，产品的传热系数模拟计算值高于目前标识证书中的

所有玻璃配置对应产品的传热系数值，传热系数需要重新检测。

2、增项程序

（1）企业向原承担测评任务的门窗标识实验室提出增项委托申请，并

提交相关材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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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书（包括增项玻璃、密封条、五金配件信息）；

2 原标识证书复印件；

3 更换玻璃配置的相关信息。

（2）门窗标识实验室应在接受委托后的 5个工作日内，对更换玻璃的

产品进行模拟计算，并结合该标识产品的上一次测评报告的内容，出具本

次增项的测评报告。

当更换的玻璃属于中国建筑玻璃数据库中的产品时，标识实验室不需

要检测玻璃的光学热工性能，否则应进行检测，并将检测报告及传热系数

检测报告（需要重新检测的）作为增项测评报告的附件。

（3）企业向标识秘书处提交标识增项申请和增项测评报告。

（4）标识秘书处在接到申请的 5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进行审查。审查

通过的，向企业发出准许增项的通知，准许企业印制和使用标签，在相关

网站予以公布，增项产品信息纳入标识产品证书及数据库；审查未通过的，

向企业发出不予增项通知，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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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产品申请标识

一、新产品与已获标识产品的生产条件一致

当企业申请标识的新产品的生产工艺、生产场地与已获得标识的产品

一致，即在初次生产条件现场调查覆盖的范围内时，且由原来进行现场调

查的门窗标识实验室承担测评任务时，只需对新产品抽样进行产品的节能

性能检测和模拟计算，不需再次进行生产条件现场调查。

这种情况下，企业应提交下列申请资料：

（1）电子版《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测评委托单》（包括产品描述、主要

生产设备清单、主要检测设备清单、企业生产能力的声明）；

（2）产品 AutoCAD图（包括窗的内视立面图、节点图、型材断面图；

门的外视立面图、节点图、型材断面图）；

（3）申请产品的型式检验报告复印件。

二、新产品与已获标识产品的生产条件不一致

当企业申请标识的新产品的生产工艺、生产场地与已获标识产品的生

产条件不一致，即不在初次生产条件现场调查覆盖的范围内时，应按照初

次申请的流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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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门窗标识测评基本要求

一、门窗标识测评依据和软件

1、检测标准

（1）建筑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 GB/T

7106-2019

（2）建筑外窗保温性能检测方法 GB/T 8484-2020

（3）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

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 GB/T 2680-2021

2、热工计算标准

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 JGJ/T 151-2008

注：上述为门窗和玻璃光学检测、热工计算等需执行标准的现行有效

版本，当这些标准修订后，则按最新版本执行。

3、标识测评软件

为保证门窗节能性能指标模拟计算结果的准确和可复验，消除因模拟

计算软件的不同而带来的误差，标识秘书处推荐的门窗模拟计算软件为

“MQMC（标识版）”门窗标识专用版，软件的维护与更新由广东省建筑

科学研究院承担。

门窗标识专用软件具有以下功能：

（1）门窗热工性能计算

门窗标识专用软件可调用“建筑幕墙门窗热工性能计算软件”进行玻

璃光学热工性能计算、窗框二维传热有限元分析计算、整樘窗热工性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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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2）高效智能建模功能

门窗标识专用软件具有高效智能、自动建模功能，建模时只需读取

AutoCAD的 dxf文件格式即可实现图形的自动转换。

（3）中国玻璃数据库自动更新功能

门窗标识专用软件将中国玻璃数据库收录于软件中，并实现中国玻璃

数据库在线自动更新。

（4）框节点多种玻璃搭配批量计算

门窗标识专用软件具有框节点搭配多种玻璃系统时批量计算功能，无

需更换多种玻璃配置而重复计算。

二、标识产品适用地区

1、我国气候分区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的规定进行气

候分区，主要划分为严寒地区、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暖地区、

温和地区等五个气候区（图 5.1），各气候区主要代表城市见表 5.1。各气

候区大致包括：

（1）严寒地区主要是指东北、内蒙古和新疆北部、西藏北部、青海等

地区，累年最冷月平均温度≤-10℃或日平均≤5℃的天数，一般在 145天以

上地区；

（2）寒冷地区主要是指我国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宁夏、

陕西大部、辽宁南部、甘肃中东部、新疆南部、河南、安徽、江苏北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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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西藏南部等地区。其主要指标为：最冷月平均温度 0~ 10℃，辅助指标为：

日平均温度≤5℃的天数为 90~145天。

（3）夏热冬冷地区主要是指长江中下游及其周围地区。该地区的范围

大致为陇海线以南，南岭以北，四川盆地以东，包括上海、重庆二直辖市，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五省全部，四川、贵州二省东半部，江苏、

河南二省南半部，福建省北半部，陕西、甘肃二省南端，广东、广西二省

区北端；

（4）夏热冬暖地区主要是指我国南部，在北纬 27°以南，东经 97°

以东，包括海南全境，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南部，云南小部分，以

及香港、澳门与台湾。

（5）温和地区主要是指云南和贵州两省区。

表 5.1 不同气候区的主要代表城市

气候区 主要代表城市

严寒地区

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长春、乌鲁木齐、吉林、伊春、海拉尔、

满洲里、牡丹江、克拉玛依、佳木斯、通辽、通化、呼和浩特、抚

顺、哈密、鞍山、张家口、伊宁、大同、包头

寒冷地区

北京、天津、唐山、大连、济南、青岛、喀什、兰州、太原、石家

庄、德州、天水、西安、拉萨、康定、郑州、洛阳、宝鸡、徐州、

银川、丹东、吐鲁番、西宁、连云港、和田、库尔勒、阿克苏

夏热冬冷地区

上海、杭州、南京、宁波、重庆、成都、武汉、长沙、合肥、南昌、

盐城、南通、安庆、九江、黄石、岳阳、汉中、宜昌、株洲、永州、

赣州、涪陵、南充、宜宾、遵义、绵阳、韶关、桂林、衡阳

夏热冬暖地区

广州、深圳、福州、厦门、南宁、海口、三亚、中山、珠海、东莞、

惠州、梅州、湛江、汕头、莆田、龙岩、泉州、贺州、柳州、北海、

梧州、玉林、贵港

在该气候分区的基础上，我国先后制定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JGJ 26、《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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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JGJ 475、《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等，分别对门窗

的节能指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2022年 4月 1日《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

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实施，对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门窗的节能指

标提出要求，同时 JGJ 26、JGJ 134、JGJ 75、JGJ 475、GB 50189中的相关

条文废止。

2、标识产品适宜地区划分原则

标识产品的适宜地区取决于实际工程所在地的相关标准规定和建筑物

整体节能设计与计算的结果。

三、标准规格门窗

1、标准规格窗户

（1）平开窗：尺寸为 1450mm×1450mm，内平开窗扇部分为 850mm，

外平开窗扇部分为 600mm；固定上亮，高度为 350mm（图 5.1~图 5.2）。

图 5.1 内平开窗 图 5.2 外平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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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拉窗：尺寸为 1450 mm×1450mm，中分，单扇活动（图 5.3）。

图 5.3 推拉窗

2、标准规格门（含门框）

（1）平开门：尺寸为 850mm×2050mm（图 5.4、图 5.5）；

图 5.4 内平开门 图 5.5 外平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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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拉门：尺寸为 1750mm×2050mm，中分，两扇活动（图 5.6）。

图 5.6 推拉门

四、标识产品的玻璃配置

1、若门窗标识产品采用多种玻璃配置时，标识检测样窗的玻璃系统应

采用性能最优的配置，进行保温性能及气密性能检测。每个单元的标识产

品最多可搭配 5种玻璃系统。

2、若标识产品配置的玻璃不在中国玻璃数据库数据库中，门窗标识实

验室应进行玻璃光学热工性能测试，出具有效的检测报告，并作为测评报

告的附件。

3、若门窗标识产品采用多种玻璃配置时，需对每种玻璃配置的框节点

热工性能、窗热工性能进行模拟计算，每种玻璃配置均需出具模拟计算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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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门窗产品生产条件现场调查

一、现场调查的依据和范围

1、现场调查依据

企业为了确保批量生产合格的标识产品，应该具备相应的生产能力、

检测能力并建立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门窗标识实验室应按照《建筑门窗

生产企业标识产品生产条件现场调查细则》（参见附录三）开展现场调查

工作。

2、现场调查范围

（1）应覆盖不同种类产品的生产线

当企业申请标识的产品有多个种类时，如同时申请铝合金窗、塑料窗、

木窗等，因生产工艺不同，应对相应的生产线均进行现场调查，以证实其

能力。

（2）应覆盖同一个企业不同生产场地

当企业申请多个生产场地时，如企业有 A场地、B场地，无论企业在

A场地、B场地生产的产品相同或不同，对 A场地、B场地均应进行现场

调查。

不在调查范围内的场地生产的产品不能加贴标识标签。

（3）应分别调查同一集团公司的不同企业

当同一集团公司下属有多个企业时，每个独立注册的企业应单独申请

并接受现场调查。

注：未独立注册的企业视同第（2）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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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人员、工作原则与要求

1、现场调查人员的要求

（1）熟悉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2）熟悉门窗生产工艺流程；

（3）经检测认证分会培训合格。

2、现场调查工作的原则与要求

现场调查人员在实施现场调查时应做到科学、公正、独立、有效。

（1）依据《建筑门窗生产企业标识产品生产条件现场调查细则》（附

件四）开展现场调查工作，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要求。

（2）客观、公正地记录调查的事实，给出准确的调查结论。

（3）调查组全体成员不得与被调查企业存在各种利益关系。

（4）应不断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在现场调查中发现问题，

帮助企业持续改进。

（5）应为被调查企业的保守相关技术、经营秘密，在未得到企业书面

许可不向第三方泄露。

3、现场调查的方式

现场调查即是寻找企业满足要求的证据，可采用多样的方式，如：

（1）查阅相关文件、记录；

（2）观察生产、检测活动；

（3）考察生产设备、设施和环境条件；

（4）与相关人员面谈。

因为在现场的时间有限，通常采用抽样的方法，即通过对样本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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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对整体的评价结论。

三、现场调查的内容

（一）企业与产品的基本条件

1、要求：

（1）企业应持有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企业应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如生产场地、环境条件等。

（3）申请产品应符合国家颁布的有关门窗标准，并通过产品型式检验。

2、调查要点：

（1）查看有关证书的原件，资质证书应在有效期内并通过年检。

（2）查看生产现场和生产工艺布置、等信息。

（3）查看产品的型式检验报告。

（二）质量管理体系

企业应按照《建筑门窗生产企业节能标识产品生产现场调查细则》的

规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保证批量生产产品的一致性。

1、部门及人员的职责

（1）要求：

企业应规定与标识产品质量控制和管理活动有关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

及相互关系，并形成文件。企业还应指定专门的门窗标识负责人，并能履

行相应职责。

（2）调查要点：

① 查阅有关职责规定的文件，重点关注关键工序操作工、检验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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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人员的任职要求、职责规定；生产部门、检验部门的职责规定；

② 查阅门窗标识负责人的任命书，任命书应规定该负责人与标识有关

的职责；

③ 通过调查过程中与门窗标识负责人的沟通以及其职责履行情况，判

断其是否胜任。

2、资源

（1）要求：

企业应为所申请标识的产品配备如下资源：

① 必要的生产设备和适宜的生产环境，以稳定生产符合标准要求的标

识产品，并满足原材料和产品的储存要求；

② 必要的检测设备和检验实验室，检验实验室环境应能满足检验试验

仪器设备的使用及检测工作的要求；

③ 相应的人力资源及技术手段，确保具有节能门窗产品研发能力，对

产品质量有影响的人员具备必要的能力。

（2）调查要点：

① 查看并记录必备的生产资源；

② 查看并记录必备的检测资源；

③ 查看必备的人力资源及技术手段。

3、文件的控制

（1）要求：

生产企业应具备以下文件：

1 与标识产品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或技术要求、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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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标识产品有关的产品设计文件、采购控制文件、生产工艺作业指

导书、产品检验控制文件等；

3 关键原材料进场检验、抽检控制文件；

④ 标识证书和标签的使用、保管控制文件。

（2）调查要点：

① 查看企业是否收集与标识产品相关的外来文件，重点是有效的产品

标准、《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管理办法》；

② 查阅企业是否制定相关文件，尤其标识产品生产作业指导书、产品

检验控制文件、标识证书和标签的使用保管控制文件应符合要求。

4、记录的控制

（1）要求

企业应建立并保持与标识产品有关的记录，并对其标识、储存、保管

和处置进行有效控制，包括：

① 主要原材料及配件供应商签订的质量保证协议，并应保存对供应商

的选择评价、日常管理及相关采购过程的记录；

② 原材料检验记录、过程检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等质量记录，尤其

是玻璃光学热工性能的抽检记录；

③ 标识证书、标签的使用记录；

④ 记录应清晰、完整，并有适宜的保存期限。

（2）调查要点：

① 查看企业是否编制相关记录表格；

② 填写是否清晰、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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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查看记录的保存是否分类清楚、标识清楚、妥善保管、查阅方便；

4 相关原材料与标识证书一致性检查记录，玻璃光学热工性能的抽检

记录。

⑤保存期至少二年。

5、产品研发

（1）要求

企业应对产品进行研发：

1 研发方案或相应文件中应包括门窗热工计算，确定标识产品主要性

能指标及节能性能指标，并明确执行的标准或技术要求；

② 应对生产工艺评审，对产品性能进行验证；

③ 应保存产品研发的记录，记录应能够体现主要性能指标和节能标识

评价指标的实现过程和结果。

（2）调查要点：

① 询问产品研发过程；

② 查阅研发计划、方案等，是否明确产品主要性能指标、节能性能指

标、执行标准等；

③ 查看是否在适宜的阶段对设计的生产工艺进行评审并验证产品性

能；

④ 查看研制记录是否完整。

6、主要原材料和配件的采购

（1）要求

① 企业应制定采购控制文件，对主要原材料和配件的供方保持定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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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和日常管理；

② 明确主要原材料和配件采购的技术要求，特别是节能相关的性能要

求，确保供方提供的材料和配件满足要求；

③ 关键原材料进场检验、抽检控制，如：隔热材料进场检验、玻璃光

学性能抽检等。

（2）调查要点：

① 查看企业是否制定采购控制文件，文件是否明确主要原材料和配件、

对供方的评价方法、采购过程的控制方法、进场检验及抽检方法；

② 查看对供方的定期评价记录及支持性材料；

③ 查看采购计划/采购单是否明确采购物的技术要求，入库单记录信息

是否与采购计划/采购单一致。

7、生产过程的控制

（1）要求

生产企业应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

① 应识别关键工序，关键工序操作人员具备相应的能力，关键工序应

制定相应的工艺作业指导书，明确控制指标、控制方法、检验手段等；

② 产品生产过程中如对环境条件有要求，生产企业应保证工作环境满

足规定的要求；

③应建立并保持对主要生产设备的维护保养制度。

（2）调查要点：

① 询问是否明确关键工序，查看是否制定关键工序工艺文件，文件是

否明确控制指标（包括对环境条件的）、控制方法、检验手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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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询问关键工序操作人员是否满足任职要求，查看培训考核记录；

③ 查看企业是否有手段保证工作环境满足规定的要求；

④ 查看是否制定主要生产设备的维护保养制度，并实施、记录。

8、主要原材料、配件的检验/验证

（1）要求

① 生产企业应按技术文件规定进行原材料、配件的入库检验，检验/

验证项目和主要技术指标应满足采购技术文件的要求，以确保主要原材料、

配件满足规定；

② 主要原材料、配件检验/验证可由门窗生产企业进行，也可由供应商

完成。当检验由供应商完成时，工厂应对供方提出明确的检验要求；

③ 生产企业应保存原材料、配件的检验/验证记录、供方提供的合格证

明及有关检验数据等。

（2）调查要点：

① 查阅是否制定控制文件，规定主要原材料、配件的检验/验证项目、

主要技术指标、抽样要求、合格判定方法等；

② 查看检验/验证记录，是否完整、与采购批次对应、并满足文件的规

定；

③ 当检验由供方完成时，是否在采购合同中明确检验要求；

④ 查看是否保存供方提供的合格证明及有关检验数据。

9、生产过程中的检验

（1）要求

① 生产企业应在产品生产的适宜工序进行过程检验，制定过程检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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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文件，包括过程检验的项目、抽样方法、抽样频度、检验方法、合格判

定等；

② 生产企业应按文件规定进行过程检验，并保存过程检验的相关记录。

（2）调查要点：

① 查看是否制定过程检验控制文件（尤其对关键工序），包括过程检

验的项目、抽样方法、抽样频度、检验方法、合格判定等；

② 查看过程检验记录是否完整、符合文件规定。

10、产品的检验

（1）要求

① 生产企业应制定产品检验控制文件，包括检验项目、抽样方法、抽

样频度、检验方法、合格判定等；

② 生产企业应按文件规定进行产品检验，并保存产品检验的相关记录。

（2）调查要点：

① 查看是否制定产品（最终产品）检验控制文件，包括检验的项目、

抽样方法、抽样频度、检验方法、合格判定等；

② 查看检验记录是否完整、符合文件规定。

11、检测设备的控制

（1）要求

① 生产企业应对检测设备的使用、管理、检定/校准、维修实施有效管

理；

② 生产企业应确保检测设备得到正确使用。检测设备应按规定的周期

进行检定/校准，保持检定/校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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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设备的检定/校准状态应能被使用及管理人员方便识别。

（2）调查要点：

① 观察检验员是否能够正确使用检测设备，需要时，应制定设备操作

规程；

② 查看检测设备检定/校准记录，是否按周期检定/校准；

③ 查看检测设备是否加贴合格、不合格、停用标签，标签上设备名称

/编号、校准日期、有效期等信息是否完整。

12、放行和交付后活动

（1）要求

生产企业在产品放行后，包装运输应符合要求。交付后应进行用户满

意度调查，以便持续改进。

（2）调查要点：

① 查看包装是否能够有效防护产品，满足企业要求；

② 查看是否进行用户满意度调查，并针对客户意见采取有效措施。

13、标识产品的一致性

（1）要求

企业应对批量生产的标识产品的一致性进行控制，以使标识产品持续

符合要求。控制的内容包括：

① 主要原材料、配件与提交申请备案的清单保持一致；

② 生产场地、现场环境、生产设备与提交申请备案的清单保持一致；

③ 生产工艺与提交申请备案的清单保持一致。

以上内容如有变更，应及时申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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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要点：

查看企业是否制定节能标识产品的一致性控制文件，文件是否规定了

对上述内容的控制方法和变更时应采取的措施。

14、标识证书和标签的使用

（1）要求

企业应建立标识证书和标签使用制度，确保标识证书和标签的使用满

足规定。

（2）调查要点：

① 查看企业是否制定节能标识证书和标识标签使用控制文件，文件是

否规定标识证书及标签的使用范围、保持标识证书及标签的使用记录；

② 查看企业是否分别编制标识证书、标签的使用记录表格。

四、现场调查程序与要求

现场调查流程（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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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首次会议 巡视生产车间 现场核查

填写记录

确定现场调查结论

与企业沟通

召开末次会议

宣布调查结论

企业确认签字

必要时，提出整

改要求

现场封样

提交调查报告

通过

实验室正式受理企

业测评委托后，与企

业商定现场调查时

间

组长编制《现场调

查计划》

与企业确认《现

场调查计划》

第
二
次

不
通
过

第

一

次

不
通
过

提交调查报告

终止测评工作

图 6.1 现场调查流程

1、编制《现场调查计划》

调查组编制《现场调查计划》（参见附录四）明确调查方名称、地址、

调查目的、调查依据、调查范围、调查日期、调查组成员、调查活动的日

程安排等，需与企业协商，并提前一星期内将《现场调查计划》通知企业。

调查组做好准备工作。

2、通知企业，确认《现场调查计划》

门窗标识实验室一般应提前 3个工作日，将《现场调查计划》传真给

企业，由企业进行签字确认后返回门窗标识实验室，并安排有关事宜。

3、召开首次会议

调查组到企业现场后，首先召开首次会议，企业领导、标识负责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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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员应参加，调查组组长介绍门窗标识的要求、意义，宣布本次调查

目的、调查依据、调查范围、调查活动的日程安排等。

4、巡视生产车间

首次会议后安排调查员巡视企业生产车间，初步了解企业规模、资源

等。

5、现场核查

调查员通过不同方法对所要求的调查内容实施调查，如果发现不符合，

应与企业相关人员及标识负责人沟通确认，并使其理解。

6、填写记录

调查员在调查的同时，应填写《首/末次会议签到表》、《企业标识产

品生产条件现场调查记录表》，并应由企业签字确认。记录应如实、具有

可追溯性。

所有现场调查记录应保存至少二年。

7、确定调查结论

调查员根据调查事实，确定调查结论，与企业沟通调查情况及结论。

调查结论按下列情况进行何判定：

针对 14大项条款，可有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三种结论。当每一大

项条款中有一个小条款为基本符合时，该大项条款即为基本符合；当每一

大项条款中有一个小条款为不符合时，该大项条款即为不符合。

当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判定现场调查通过：

① 全部 14大项条款为符合时；

②无一个大项条款为不符合，且不多于 4个大项条款为基本符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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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现场调查不通过：

① 至少一个大项条款为不符合时；

② 多于 4个大项条款为基本符合时。

8、召开末次会议

调查组长召开末次会议，通报调查发现的企业优缺点、调查结论等。

必要时，提出整改要求和整改期限。企业签字确认调查结论。

五、现场调查报告编制及编号规则

调查人员根据现场调查记录编制《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报告》，相

关人员签字、加盖实验室公章，报告一式三份，一份实验室存档，两份寄

送企业。

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报告：报告类别（DC）+实验室编号（4位）+

年度（4位）+企业号（3位）。如广东建科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的模拟

计算于 2010年 10月 1日出具的流水号为 008，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报告

编号为：DC20012010008。

六、现场调查的后期处理

1、对于通过现场调查的，建议企业对存在的不足进行整改；调查员现

场见证企业生产拟申请标识的门窗样品，贴封样单，要求企业将门窗样品

包装、及时寄送至门窗标识实验室。

2、对于未通过现场调查的，调查员应告知企业不通过的原因，即不符

合项的事实以及整改建议要求，企业进行整改，并应在一月内整改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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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整改后，由标识实验室实施第二次现场调查，如仍未通过，则判定该企

业不符合门窗申请条件，终止该企业的标识测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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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模拟计算

一、模拟计算基本要求

1、模拟计算流程

使用标识专用软件进行到模拟计算环节，操作流程如图 7.1所示。

产品抽样、

封样
确定窗型及尺寸

新建框节点

及框节点二

维有限元计

算

通过智能建模功

能，完成框节点的

计算，详见框节点

计算流程图

计算框节点的传热系数、线传热系

数、太阳光总透射比、温度分布等

新建玻璃系

统及光学热

工性能计算

玻璃系统的光学热

工性能计算，详见

玻璃流程图

玻璃系统传热系数、太阳得热系数、

可见透射比等

标准计算边界条件

门窗传热系数、太阳得热系数、可见光透射比计算

结果

自动生成模拟计算报告等

框节点计算结果

玻璃系统计算结果

图 7.1 门窗标识专用软件操作流程

2、框节点二维有限元计算操作流程

框节点的二维有限元传热分析计算流程如图 7.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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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F文件处理

DXF 文 件

自动转换

通过背景层自动

导入

在自动转换中先导入专门用作

自动转换的 DXF文件，再导入

用作底图的 DXF文件

对自动转换

的框节点完

善、赋材料

通过多边形、填

充等功能对框

图形进行作图

通过多边形描绘封闭图形，然

后用填充，可快速完成建模

插入玻璃系

统及玻璃间

隔条

通过玻璃系统库插

入面板系统，玻璃

间隔条库插入间隔

条

先定位确定玻璃系统插入的位

置，即可从玻璃系统库中插入

玻璃系统

获取边界条件，并

对边界条件进行定

义

定义计算边

界条件 采用标准计算边界条件

设置重力方

向

重力方向分为

上、下、左、右、

向里、向外等

边界条件由【工具】中的【设

计类型】确定，主要有产品设

计和工程设计两大类

DXF 文件处理由一个专门的自动转换文件，一个用

作底图的 DXF 文件组成，遇到回字形的图形要加线

段打断，尽量避免小缝隙，DXF保存为 DXF2004或
2000的格式。新建框节点

计算及输出

计算结果

点击【计算】即可进行框有限元分析计算，可输出框传热

系数、线传热系数，等温线分布图、温度分布图、热流分

布图等。

图 7.2 框节点二维有限元计算操作流程

3、玻璃系统计算操作流程

玻璃系统可根据中国玻璃数据库、用户玻璃数据库或用户导入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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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文件进行计算，玻璃光学热工计算流程如图 7.3所示。

新建玻璃系统

定义计算边

界条件

构建玻璃系

统

通过中国玻璃库、

用户玻璃库或用户

导入玻璃文本进行

计算

透明玻璃系统均可构建，并可

选择不同的气体和气体的厚度

进行计算

计算边界条件包括

光学热工性能计算

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由【工具】中的【设

计类型】确定，主要有产品设

计和工程设计两大类

计算角度设

置
常用的计算角度有 90°和 0°，其中 90°对垂直面的门窗幕墙，0°

主要是对天窗、采光顶的计算。

可计算得玻璃系统的传热系

数、太阳得热系数、可见光透

射比、颜色等参数

点击计算即可计算

得玻璃系统的光学

热工性能参数

计算玻璃系

统光学热工

参数

保存计算结果

图 7.3 玻璃系统计算操作流程

4、计算精度

采用门窗标识专用软件的框二维有限元分析计算模块最大误差率不能

大于 2%，计算参数的设置如图 7.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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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计算参数的设置

5、边界条件

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151的规

定，门窗标识软件统一采用该标准规定的标准计算条件。

（1）冬季标准计算条件应为：

室内空气温度 Tin=20℃

室外空气温度 Tout=-20℃

室内对流换热系数 hc,in=3.6 W/(m2·K)

室外对流换热系数 hc,out =16 W/(m2·K)

室内平均辐射温度 Trm,in =Tin

室外平均辐射温度 Trm,out =Tout

太阳辐射照度 Is=300 W/m2

（2）夏季标准计算条件应为：

室内空气温度 Tin=25℃

室外空气温度 Tout=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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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对流换热系数 hc,in=2.5 W/(m2·K)

室外对流换热系数 hc,out =16 W/(m2·K)

室内平均辐射温度 Trm,in =Tin

室外平均辐射温度 Trm =Tout

太阳辐射照度 Is=500 W/m2

传热系数计算应采用冬季标准计算条件，并取 Is= 0 W/m2。计算门窗的

传热系数时，门窗边框的室外对流换热系数 hc,out应取 8 W/(m2·K)，边框附

近玻璃边缘（65 mm内）的室外对流换热系数 hc,out应取 12 W/(m2·K)。

门窗周边框计算边界条件定义如图 7.5所示，边框区域对流换热系数取

8W/(m2·K)，玻璃系统边缘 65mm 部分取 12W/(m2·K)，玻璃系统中部取

16W/(m2·K)。

边框室外对流换热系数 65mm区域室外对流 中部区域室外对流

hc,out取 8W/(m2·K) 换热系数 hc,out取 12W/(m2·K) 换热系数 hc,out取 12W/(m2·K)

图 7.5 产品设计周边框边界条件定义

门窗中竖框或中横框等中部框节点，室外侧对流换热系数均值

16W/(m2·k)，如图 7.6所示。



39

中部区域室外对流

换热系数 hc,out取 16W/(m2·K)

图 7.6 中部框节点对流换热系数

6、模拟计算项目

（1）玻璃系统的光学热工性能计算项目包括：

 单片玻璃半球发射率ζ；

 玻璃系统传热系数 U，[W/(m2·K)]；

 玻璃系统太阳得热系数 SHGC;

 玻璃系统可见光透射比τv。

（2）门窗框二维热传导有限元分析计算项目包括：

 门窗框热流统计方向投影长度；

 门窗框的传热系数 Uf，[Ｗ/(m2·K)]

 门窗框与玻璃接缝的线传热系数ψ，[Ｗ/(m2·K)]；

 门窗框太阳光总透射比；

（3）门窗单元热工性能计算项目包括：

 框窗比，%；

 门窗单元系数传热系数 U，[Ｗ/(m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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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窗单元太阳得热系数 SHGC;

 门窗单元可见光透射比τv。

二、玻璃光学热工性能模拟计算

1、软件使用

（1）玻璃数据库管理

1 玻璃数据库介绍

门窗标识专用软件中的玻璃数据库包括中国玻璃数据库、用户玻璃库。

导入/导出国际标准数据库文件，查看数据库中玻璃的各项光学基本参数和

光谱。

用户玻璃库由用户自行管理，保存由用户导入的玻璃数据。

在玻璃库界面上单击玻璃后，在界面右下角可显示玻璃光谱数据曲线

图，如图7.7所示。

图2.7 玻璃光谱数据曲线显示

2 导入中国、国际标准数据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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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菜单栏【玻璃库I/O】中的【导入用户玻璃库文本】，如图7.8所示，

选择导入的路径及文件即可。支持多文件批量导出，同时选择多个文件点

击导入即可。

图7.8 导入用户玻璃库文本

导入的玻璃放置在用户玻璃数据库中。

国际标准数据库文件格式、中国玻璃数据库文件格式可查阅相关规范

和资料，或参考本软件导出的文件。

（1） 数据格式要求

单片玻璃（包括其他透明材料，下同）的光学、热工性能应根据测定的

单片玻璃光谱数据进行计算。

测定的单片玻璃光谱数据应包括其各个光谱段的透射率、前反射率和

后反射率，光谱范围应至少覆盖 300～2500nm波长范围，不同波长范围的

数据间隔应满足下列要求：

波长为 300～400nm时，数据点间隔不应超过 5nm；

波长为 400～1000nm时，数据点间隔不应超过 10nm；

波长为 1000～2500nm时，数据点间隔不应超过 50nm。

（2） 玻璃文本格式要求

数据库文件中至少包含导热系数，前后半球发射率，及 0.3~2.5微米波

段的透射比、前反射比，后反射比。如想由程序计算前后半球发射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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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需提供至 25微米波段。

波段离散点可参考表 7.2。波段离散点与表不匹配时，程序根据选取某

个波段离散点积分时，如对应无此数据，将取该波段离散点前后两个离散

点的数据进行拟合。当测试的波长仅达到 25μm时，25μm以上数据点可用

25μm代替，如未提供程序会自动代替。

表7.2 各波段离散点

λ(nm) λ(nm) λ(nm) λ(nm) λ(nm) λ(nm)

300 410 630 1000 2050 12400

305 420 640 1050 2100 12900

310 430 650 1100 2150 13500

315 440 660 1150 2200 14200

320 450 670 1200 2250 14800

325 460 680 1250 2300 15600

330 470 690 1300 2350 16300

335 480 700 1350 2400 17200

340 490 710 1400 2450 18100

345 500 720 1450 2500 19200

350 510 730 1500 5500 20300

355 520 740 1550 6700 21700

360 540 750 1600 7400 23300

365 550 760 1650 8100 25200

370 560 770 1700 8600 2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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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570 780 17500 9200 30900

380 580 790 1800 9700 35700

385 590 800 1850 10200 43900

390 600 850 1900 10700 50000

395 610 900 1950 11300

400 620 9500 2000 11800

3 导出中国标准数据库文件

运行菜单栏【玻璃库 I/O】中的【导出中国玻璃数据库文本】，如图 7.9

所示，选择导出的路径和文件名即可。

图7.9 导出中国玻璃数据库文本

4 导出国际标准数据库文件

运行菜单栏【玻璃库 I/O】中的【导出国际玻璃数据库文本】，如图 7.10

所示，选择导出的路径和文件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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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 导出国际玻璃数据库文本

5 查看玻璃信息

选择界面中中国玻璃库、用户玻璃库中的某款玻璃，运行菜单栏【玻

璃库 I/O】中的【查看玻璃信息】，可进入图 7.11界面查看相关信息。

图7.11 查看玻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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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删除用户玻璃

选择界面中用户玻璃库中的某款玻璃，运行菜单栏【玻璃库 I/O】中的

【删除用户玻璃】即可，如图 7.12所示。

图7.12 删除用户玻璃

注：本功能只能删除用户玻璃库中的玻璃文件

（2）气体数据库管理

可计算任意比例混合气体的各项基本参数。操作界面如图 7.13。

图7.13 气体管理器操作界面

1 增加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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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菜单栏【气体库】中的【增加气体】，可进入图7.14界面，用户

可自行调整气体比例、温度、气压，并按【计算】按钮进行计算，确认后

即可生成混合体气体加入气体库中。新混合气体名称可采用【规则命名】

或用户自己更改。

图7.14 增加气体界面

2 编辑气体

选择界面中气体库中的某款气体，运行菜单栏【气体库】中的【编辑

气体】即可，如图7.15所示。系统默认的前5种气体无法编辑。

图7.15 编辑气体界面

3 删除气体

选择界面中气体库中的某款气体，运行菜单栏【气体库】中的【删除

气体】即可，如图7.16所示。系统默认的前5款玻璃无法删除。

图7.16 删除气体界面

（3）玻璃系统构建

用户可自行在玻璃库、气体库中选用玻璃或气体，组合玻璃系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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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步骤如下：

1 设置玻璃系统的层数，点击 ，可以选择玻璃系统不同的层

数。在环境条件中选用【JGJ/T 151-2008】计算条件，如图7.17所示。

图7.17 新建玻璃构建窗口

2 选择玻璃及气体。在界面右上角界面的玻璃库（图7.18）和气体库

（图7.19）中，双击可选择玻璃及气体至右中界面（图7.20）。并在左中界

面显示图形示意图（图7.21）。

图7.18 从玻璃库中选择玻璃

图7.19 从气体库中选择玻璃系统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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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0 玻璃系统组合构建

图7.21 玻璃系统显示示意图

3 保存玻璃系统。在图7.17界面中输入玻璃系统名称后，点击【保存】

即可将玻璃系统保存至玻璃系统库中，图7.22。

图7.22 玻璃系统

用鼠标双击界面中的玻璃系统可将玻璃系统加载至当前界面中进行编

辑。

（4）玻璃系统光学热工计算

1 玻璃系统光学计算

创建完玻璃系统后，点击界面图7.17中的【计算】按钮，即可进行计

算。



49

本软件可对单片玻璃或多层玻璃系统进行光学计算，求出可见光透射

比，可见光前后反射比，太阳直接透射比，太阳前后反射比，太阳能总透

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前后半球发射率，太阳得热系数等光学性能。

计算方法依照《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 151-2008。

计算结果显示在界面左下角（图7.23）。

图7.23 玻璃系统计算结果

2 热工计算

创建完玻璃系统后，点击图7.17中的【计算】按钮，会对单片玻璃或

玻璃系统进行热工计算，求出冬季传热系数，夏季传热系数及各玻璃表面

温度等热工计算。

计算方法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 151

执行。计算结果显示在界面左下角（图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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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4 玻璃系统各表面温度

3、边界条件设置

为减少用户设置步骤及计算误差，门窗标识专用软件已根据JGJ/T

151-2008的要求，在程序内部设定了冬夏季的计算边界条件，其中冬季计算

边界条件如图7.25～图7.26所示：

图 7.25 室内边界条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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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6 室外边界条件设置

4、文件保存

完成玻璃系统计算后，输入玻璃系统名称后点击计算，即可保存当前

计算的玻璃系统，如重名则会提示重新输入玻璃系统名称（图7.27、图7.28）。

图7.27 设定玻璃系统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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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8 重名提示

5、使用中国玻璃数据库

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是中国玻璃数据唯一的权威发布机构。

门窗标识专用软件是中国玻璃数据库的运行平台，并可实现玻璃数据的在

线实时更新。进行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时，可直接采用中国玻璃数

据库中的玻璃光谱数据进行光学热工性能计算。

采用中国玻璃数据库组合玻璃系统进行门窗节能标识时，应了解相关

的玻璃企业是否可正常生产所组合的玻璃系统，以保证玻璃系统组合的实

用性。

三、框的传热模拟计算

1、框传热计算规定及原理

（1）框传热计算一般要求

1 框的传热系数Uf应在计算窗的某一框截面的二维热传导的基础上

获得，采用门窗标识专用软件门窗标识版本二维有限元分析模块计算；

2 在框的计算截面中，应用一块导热系数(λ)为0.03[W/(m·K)]的板材替

代实际的玻璃（或其他镶嵌板），板材的厚度等于所替代面板的厚度，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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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框的深度按照实际尺寸，可见部分的板材宽度bp不应小于200mm（图7.29）。

图 7.29 框传热系数计算模型

框传热和框线传热计算原理及封闭空腔的传热原理，详见《建筑门窗

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 151-2008，在此不再重述。

（2）框建模的相关规定

进行窗框节点模拟计算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常用材料的物理性能参数按 JGJ/T 151附录 E～F确定；

2 各种材料外轮廓线可用折线近似代替实际的曲线，且应避免出现小

于 45度的锐角；

3 一般型材空腔内表面的小凹槽与小凸起可适当简化，但跨越玻璃

（或其它镶板）室内外型材的小凹槽与小凸起不可做简化；

4 一般可不考虑窗锁、窗执手及固定螺栓、螺钉的热桥影响，但如果

锁跨越玻璃两侧，且截面积比较大时，应考虑热桥影响；

5 隔热型材的隔热材料（如隔热条、填充的发泡剂等）的尺寸必须与

实际完全相符，不可做简化；

6 各种材料的搭接应完全，不可出现缺口，尤其是隔热材料、密封材

料与窗型材之间；

7 铝合金扣板与其它型材的接触应为线接触（在二维计算中为点接

触），所以接触处的长度不可做简化和修改；各类密封胶条、密封胶与型



54

材之间应为面接触；

8 封闭空腔内填充材料类型应选择“封闭空腔”。

2、框节点 dxf文件处理

框二维有限元分析计算中主对框型材、隔热条、结构胶、玻璃等材料

进行分析计算，在对 dxf文件处理时可将辅助线、图案填充及不参与计算的

锁点、执手等热桥删除。如图 7.30所示，原图形中有非常多的标注、图案

填充、锁点、执手等，经减化后，如图 7.31所示（计算案例中图形单元 1）。

（1）删除框节点图中辅助线、图案填充及不参与计算的锁点、执手等

热桥；

（ 2 ） 将 图 形 拷 贝 出 来 ， 新 建 CAD 文 档 ， 并 另 存 为

AutoCAD2000/LT2000*dxf或 AutoCAD2004/LT2004*dxf文件格式，保存为

1dxf文件；

由于自动转换对 dxf文件的对线段的连接要求较高，在图 7.31的基础

上，应另存一个 dxf文件，并进行简单的理处，并保存为 2dxf格式文件，

而图 7.32则可作为底图直接导入软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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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0 dxf文件减化前

图 7.31 dxf文件减化后

作为自动转换的 dxf文件，应进行以下处理：

（1）删除玻璃系统示意图及玻璃间隔条、玻璃槽口处的密封胶，如图

7.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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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图形中的“回”字形图形至少加上两条线段，以打断“回”字，

如图 7.33所示；

（3）若用户对 dxf文件中的隔热条、密封胶条等进行自动转换时，应

在 CAD中采用多段线对隔热条、密封胶条重新描一次，并将原有的线段删

除，如图 7.34所示。隔热条、密封胶条等图形也可在二维有限元建模工具

中建模。最终可执行自动转换的 dxf文件如图 7.35所示。

图 7.32 删除玻璃系统及密封胶条

图 7.33 加入线段打断“回”字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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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4 隔热条或密封胶条处理

图 7.35 可执行自动转换的 dxf文件

3、软件使用

（1）图形自动转换

首先，可将已有门窗框 CAD节点图在 AutoCAD中进行简单的处理，

将辅助线及不参与计算的锁点、执手等热桥删除，并将图形转为

AutoCAD2000/LT2000以上版本的 dxf文件格式，即可自动导入。目前线条

的格式支持多段线、块、圆弧等，但还不支持面域，如遇到面域时应将其

打散后再导入软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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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运行【文件】菜单栏中的【背景层】命令，将幕墙、门窗框的

dxf文件作为底图导入，操作界面如图 7.36。

图 7.36 背景层导入

【浏览】按钮点击后可选择你 dxf文件路径及名称。

【去除】按钮可清除当前 dxf文件路径及名称。

可将 CAD图中的尺寸进行缩放。ThermCN默认的单位是 mm。当设置

水平方向 100%，竖直方向 100%时，CAD 图中的 100 的单位长度转换到

ThermCN中将为 100mm的长度。

【设置颜色】按钮可以修改底图导入后在建模空间中显示的颜色。默

认为灰色。

【DXF过滤】按钮点击后将弹出图 7.37的界面，可控制 CAD图中的

某些元素不被导入到 ThermCN底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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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7 dxf过滤

若选择【自动转换】则对底图进行自动转换。导入效果如图 7.38所示。

图 7.38 导入底图

图 7.39 可执行自动转换的 dx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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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已处理好的 dxf2文件通过背景层中自动转换的功能导入框二维有限

元分析计算软件中，如图 7.40、图 7.41所示。

图 7.40 选择自动转换功能

图 7.41 dxf2文件自动转换

将 1dxf文件作为底图导入，此时背景层导入中不再选择自动导入功能，

1dxf作为底图用进一步的建模工作，如图 7.42、图 7.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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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2 背景层导入不选择自动转换功能

图 7.43 1dxf文件作为背景层导入

注：背景层的自动转换功能，最好通过两个 dxf文件配合使用，一个

dxf文件专门作为自动转换图形，另一个 dxf文件则主要作为底图导入，这

样的操作方法可大大提高建模的工作效率。

（2）图形绘制

1 绘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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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多边形，矩形区域绘图工具进行绘制模型，或根据导入的底图

进行描图。

选择菜单栏的【绘图】项中的【多边形】/【矩形】。或者选择工具栏

中的 。即可进行绘制多边形或矩形区域。

描图过程中，系统自动捕捉底图以及已存在的区域的端点（用黄色的

框圈出，图 7.44）。

在绘图的过程中单击右键，可自动由最后一个点回复到第一个绘图点。

图 7.44 绘图点捕捉

2 编辑区域

对已存在的图形区域的点可进行添加点，删除点，移动某端点或移动

某条边等编辑；对已存在的图形可进行删除，移动，镜像，旋转等操作。

选定某个或多个区域之后即可进行操作。

（1） 插入点

选择菜单栏的【绘图】项中的【插入点】，或工具栏中的 。鼠标移

动到某选定区域边上，系统会自动捕捉最近的点，之后点击鼠标左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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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点成功，如图 7.45所示。

图 7.45 插入点

（2） 删除点

选择菜单栏的【绘图】项中的【删除点】。然后把鼠标移动到选定的

某个区域的节点上，然后单击左键，即可删除节点，如图 7.46所示。

图 7.46 删除点

（3） 编辑点

选择菜单栏的【绘图】项中的【编辑点】，或工具栏中的 。然后把

鼠标移动到选定的某个区域的节点或边上，按住左键，然后移动鼠标，移

动后释放左键，即可调整区域形状。此时系统也保持识别是否接近某个存



64

在的区域的节点或边上，自动向接近的节点和边上靠拢，如图 7.47所示。

图 7.47 编辑点

（4） 移动多边形

选择菜单栏的【绘图】项中的【移动多边形】，或工具栏中的 。选

定要移动的区域后，按紧鼠标左键，再移动鼠标，移动后释放鼠标即完成

区域的移动。

（5） 垂直/水平

选择菜单栏的【绘图】项中的【镜像】中的【垂直】或【水平】。将

根据原点位置将当前的所有区域进行垂直或水平镜像移动，如图 7.48所示。

图 7.48 移动多边形

（6） 旋转

选择菜单栏的【绘图】项中的【旋转】。可根据原点位置将当前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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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区域进行任意角度的旋转。图 7.49是区域向右旋转 90°后的结果。

图 7.49 旋转图形

3 赋予区域材料属性

新建节点：同“新建工程”一样。

节点中可以通过选择可确定当前材料属性，如图 7.50所示。

图 7.50 赋予材料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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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某个区域后，再对工具栏中的材料选项条进行选择，可对已有材

料属性进行修改。

工具栏中的 ，是材料属性吸管工具。对某一已经存在的区域进行选

取可以使当前选择的材料属性与选择区域的材料属性相同。

工具栏中的 ，是填充工具。选择之后，在建模空间中点击左键，系

统自动判断当前区域是否存在围绕当前点的区域，如果不存在则警告。如

果存在，假如是已经创建好的区域，则用当前材料属性代替此区域的材料

属性，假如不存在则创建新区域，并赋予当前材料属性。灵活运用填充工

具能提高建模速度。如图 7.51所示，先创建一辅助区域将某预建立的区域

闭合，然后填充，再删除辅助区域。这样做比直接用【多边形】工具来得

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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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1 填充图形

（3）插入玻璃系统

通过双击区域或【查看】 【玻璃系统/非透明面板系统】，打开玻

璃系统计算模块。如在框节点中插入图 7.52 所示玻璃库中已存在的

6+12A+6Low-E玻璃系统（玻璃系统的计算操作详见“玻璃系统光学热工性

能计算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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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2 玻璃系统操作界面

选择菜单栏中的【数据库】中的【玻璃系统/非透明面板系统】，如图

7.53所示则弹出图 7.54的界面，通过下拉可选择所需的玻璃系统，软件自

动读取玻璃系统模块中的玻璃系统模块。

图 7.53 玻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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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4 玻璃系统/非透明面板系统

玻璃系统选择栏可以选择要插入的玻璃系统的名称，选择之后，会显

示玻璃片数、U值和玻璃厚度等参数。

单击【插入】，即弹出如图 7.55所示的对话框。

图 7.55 插入玻璃系统

【方向】即设置玻璃系统插入的方向，是以当前玻璃系统原点位置为

基准的，可通过【玻璃次序】设置玻璃系统室外侧的方向。

可通过菜单栏中的【绘图】中的【定位】调整玻璃系统原点位置。

可通过设置位定点，设置玻璃系统的准确插入位置，也可以将定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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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玻璃系统附近，再通过【移动区域】功能将玻璃系统移动到所需的

位置（图 7.56）。

图 7.56 玻璃系统插入定位点

图 7.55中设置还包括 CR空腔高度、室外玻璃不可见部分的高度、间

隔条高度、室外玻璃边缘高度、玻璃系统高度及使用公称单位。

【CR 空腔高度】指结露性能计算时玻璃系统的高度，默认值值为

1000mm；

【室外玻璃不可见部分的高度】指玻璃系统插入框或被密封胶覆盖的

部分，如图 7.57所示；

【间隔条高度】指玻璃系统中铝合金间隔条或暖边隔热条等的高度，

如图 7.57所示；

定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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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玻璃边缘高度】指 JGJ/T151 中规定的室外侧对流换热系数为

12W/m2·k部分，默认值为 65mm, 如图 7.57所示；

【玻璃系统高度】指插入玻璃系统的高度，由室外玻璃不可见部分的

高度点开始算起，JGJ/T151中要要求不得小于200mm，软件默认值为200mm，

如图 7.57所示。

图 7.57 插入玻璃系统设置示意图

（4）计算边界定义

点击工具栏中的【边界条件】 ，或【绘图】 → 【边界条件】可对

系统进行边界条件自动识别，在首次对图形进行自动识别时所有的边界条

件均为“绝热”，如图 7.58所示。

间隔条高度

室外玻璃不

可见部分的

高度

玻璃系统高度

室外玻璃边

缘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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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8 首次识别边界条件

若为已识别过的图形重新识别时，则会弹出如图 7.59的对话框。

图 7.59 边界条件识别

选择【保留所有原有边界条件，同时根据材料调整发射率】则会保留

原有的边界条件，同时增加新增的边界条件，如果已有区域经过调整，则

边界条件的发射率会根据调整过的区域进行调整。

选择【保留所有原有边界条件】则不会对原有边界条件的发射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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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选择【不保留所有原有边界条件】则完全重新识别边界条件。

单击【确认】之后，系统首先会对区域的正确性进行判断，如果存在

区域相交，闭合区域未赋予材料性质，或区域与区域未连接到一起，系统

就会报错，如图 7.60所示。如果区域正确，则系统会显示出区域的外围边

界，并根据外围边界所在的材料，赋予边界的发射率。

图 7.60 框节点建模有误

（5）赋予边界条件

1 赋予边界操作

双击识别后的边界条件线，或选择边界条件点击回车，即可出现如图

7.61所示的界面。可选定边界条件库中的某一边界条件。同时可对边界条

件的发射率进行设置。初始发射率是根据边界条件所在的区域的材料的发

射率又系统自动识别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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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1 边界条件

也可以单击边界条件之后，直接在工具条中的边界条件/材料选择条里

面选择，如图 7.62所示。

图 7.62 边界条件

2 边界多选操作

边界条件的选定支持多选。先选择第一段边界条件线后，按住【SHIFT】

键，逆时针方向，选择最后一段边界条件线，则从第一段边界条件线到最

后一段边界条件线中所有的边界条件线均会被选择到，如图 7.6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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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3 多选边界条件线

多选边界条件时，弹出图 7.64所示的对话框中，发射率如果有不同的

话，将显示-1，如果修改发射率，将同时修改所有选中的边界条件发射率。

图 7.64 多选边界条件线对话框

本软件也可以通过按住【Ctrl】键，选择两段或多段边界条件线。

（6）设置重力方向

选择菜单栏中的【查看】中的【重力方向】，可对模型的重力方向进

行设置，重力方向将影响到模型中的空腔计算方法。如图 7.6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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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5 重力方向设置

重力方向设置中包括上、下、左、右、垂直屏幕向里、垂直屏幕向外

等 6个选择方向。

注：在门窗、幕墙计算中通常左边框、右边框、竖框等节点选择【垂

直屏幕向里】，上框、下框及横框节点选择【下】方向。

（7）管理材料库

选择菜单栏中的【数据库】中的【材料库】，弹出图 7.66所示的界面，

可进行材料库的管理，其详细操作过程可参考材料库。

当前版本可用的材料类型包括固体，框空腔，玻璃空腔。

【新建】可自定义增加新型的材料。

【改名】可修改自定义材料的名称。

【颜色】可修改自定义材料的颜色。

【删除】可删除用户自己新增的材料，但不能删除系统默认的材料。

【另存库为…】可将当前的材料库进行备份，以防系统删除后材料库

丢失。

【读取库】可将备份的材料库读取到当前的材料库中。

注意：每次修改完毕后系统将提示是否此次修改保存，如果保存了将

无法恢复原来的材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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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6 材料库

（8）管理玻璃系统库

玻璃系统是读取玻璃系统模块所创建的玻璃数据库。

选择菜单栏中的【数据库】中的【玻璃系统】，则弹出图 7.67所示的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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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7 插入玻璃系统

玻璃系统选择栏可以选择要插入的玻璃系统的名称，选择之后，会显

示玻璃片数、U值和玻璃厚度等参数。

（9）计算参数设置

选择菜单中的【设置】中的【参数设置】。即弹出如下对话框，如图

7.68所示，可设置一些计算参数。

图 7.68 计算参数设置

1 网格控制长度关系到计算精度，一般选取 3~6mm，所计算的节点较

简单时选择低值，计算节点较复杂时可选择高值。

2 最大迭代次数限制有限元迭代的次数，指本软件在满足不了最大误

差率的要求下自动停止计算的迭代计算次数，一般设置 6~8次即可。

3 最大误差率控制有限元迭代精度，控制迭代的停止条件。最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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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两次计算中各网格节点温度之差最大值/当前计算中网络节点最大与最

小温度之差，一般采用默认值 0.5%即可。

4 等温线温度间隔控制两等温线之间的温度差。

5 温度场每网格边均分段数控制生成温度场的精度，分段越多越精确。

6 选择了计算线传热系数，则在有限元计算中将玻璃用一块传热系数

为 0.03W/(m·K)的固体代替再进行计算，同时在计算文件中生成代替后的计

算结果。等温线和温度场都按玻璃系统时实际情况的计算结果。

（10）进行有限元计算

选择菜单中的【计算】的【分析计算】或工具栏中的 。计算过程中

无法进行修改操作。并在结果输出栏中显示当前计算状态。如图 7.69所示。

图 7.69 有限元分析

若在计算过程中需要修改节点，须对节点停止计算后再修改。点击【计

算】中的【停止】选项，即可终止程序的分析计算，可进行模型的修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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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5、计算结果显示与保存

（1）计算结果显示

计算完之后，可以选择多种结果显示。选择菜单中的【显示】进行控

制，如图 7.70所示。可【显示等温线】、【显示网格线】、【显示分析结

果】、【显示温度分布图】、【显示热流分布图】等。

图 7.70 显示功能

1 显示等温线（图 7.71）

图 7.71 显示等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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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显示网格线（图 7.72）

图 7.72 显示网格线

3 显示分析计算结果

可对某个节点数据双击，还可对节点进行定位，如图 7.73所示。



82

图 7.73 显示分析结果

图 7.74 框节点等温线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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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显示温度分布图

在【显示】中选择【显示温度分析布】即可得到框节点的温度分布图，

如图 7.75所示。若需要在在显示温度场的同时显示框区域边框，在【显示】

中选择【显示区域边框】如图 7.76所示。

图 7.75 温度分布图

图 7.76 显示区域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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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框计算结果保存

选择菜单中的【计算】中的【框计算结果】或工具栏中的 。即可得

到如图 2.85所示的界面。

图 7.77 框节点计算结果

6、边界条件设置

选择菜单栏中的【数据库】中的【边界条件库】，可进行边界库的管

理，其详细操作过程可参考边界条件库。边界条件的设置如图 7.78~图 7.83

所示

当前版本的模型包括【简单】和【复杂模型】。【简单】模型只包括

温度和热流量。【复杂】模型包括【热流】、【表面换热】、【太阳辐射】

等。其中【太阳辐射】支持【自动封闭模式】、【黑体辐射模式】和【线

性模式】。【自动封闭模式】系统将自己根据模型判断某个边界受到的辐

射。【黑体辐射】则将所有辐射源都当做黑体。【线性】则将边界的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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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常量。

【新建】可新建一边界条件。

【删除】可删除一边界条件。

【改名】可改变当前边界条件名称。

【颜色】可选择当前边界条件在建模空间中显示的颜色。

【保存库】可将当前边界条件保存为系统边界条件库。

【另存为...】可将当前边界条件备份，以防系统移除后丢失。

【读取库】可将备份的边界条件恢复到当前系统中。

图 7.78 室外边界条件（对流换热系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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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9室外边界条件（对流换热系数 8）颜色

图 7.80 室外边界条件（对流换热系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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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1 室外边界条件（对流换热系数 12）颜色

图 7.82 室外边界条件（对流换热系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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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3 室外边界条件（对流换热系数 16）颜色

7、小于 5mm空腔的处理

根据《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第 7.4.7 的规定：“ 如果两

个相对立表面的最短距离小于 5mm，则应在此处分割框内空腔。”该条文

所指的空腔是封闭空腔。由于小于 5mm的空腔，特别是葫芦状的空腔，对

节点传热系数的计算有较大的影响，必须进行分割处理。如图 7.84~图 7.86

所示。

图 7.84 小于 5mm的葫芦状空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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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5 葫芦状空腔分割处理

图 7.86 小于 5mm细小空腔分割处理

8、微通风空腔的处理

（1）小断面的沟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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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断面的沟槽或由一条宽度大于 2mm但小于 10mm的缝隙连通到室外

或室内环境的空腔可作为轻微通风空腔来处理，如图 7.87~7.89所示。在使

用门窗标识专用软件模拟计算窗框节点时，将此类沟槽与缝隙封闭起来，

填充类型应选择“微通风空腔”。

如果轻微通风的空腔的开口宽度小于或等于 2mm，则可作为封闭空腔

来处理。在使用门窗标识专用软件模拟计算窗框节点时，将此类沟槽与缝

隙封闭起来，填充类型应选择“封闭空腔”。

图 7.87 轻微通风的沟槽和空腔

图 7.88 微通风空腔(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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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9 填充微通风空腔

（2）大断面的沟槽

大断面的沟槽或连通到室外或室内环境的缝隙宽度大于 10mm的空腔

应作为通风良好的空腔来处理（图 7.90）。通风良好的空腔应将其整个表

面视为暴露于外界环境中，表面换热系数 hin和 hout应按《建筑门窗玻璃幕

墙热工计算规程》“第 10章计算边界条件”的规定确定。

图 7.90 通风良好的沟槽和空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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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间隔条的处理

（1） 间隔条采用标准的间隔条，如非标准间隔条，应提供间隔条 dxf

文件格式的图纸；

（2）间隔条中第一度密封材料为丁机橡胶，导热系数为 0.24 W/m2·K；

第二度密封材料为聚硫胶，导热系数为 0.4W/m2·K。

（3）间隔条中填充干燥剂的材料为分子筛，导热系数统一为 0.10

W/m2·K。

（4）门窗标识专用软件中包括目前常用的铝合金间隔条模型，泰诺风

TGI暖边胶条模型和美国创奇 Duraseal暖边胶条模型，由上述两家企业提

供收录于软件数据库中（图 7.91）。

图 7.91 暖边胶条

在门窗标识专用软件框节能计算二维有限元分析计算模块中点击【数

据库】→【玻璃间隔条库】，如图 7.92 所示。

第一度密封材

料，丁机橡胶

第二度密封材

料，聚硫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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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2

在玻璃间隔条库中铝合金间隔条模型，泰诺风 TGI暖边胶条模型和美

国创奇 Duraseal暖边胶条模型，如图 7.93、图 7.94所示。

图 7.93 选择玻璃系统铝合金标准间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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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4 选择玻璃系统暖边间隔条

选择所需的间隔条后，点击图 7.93或图 7.94中的【插入】即会出现间

隔条的模型，鼠标移动至插入点，单击右键进行旋转，单击左键插入即可

（图 7.95）。

图 7.95 插入玻璃间隔条

10、材料选择的规定

（1）常用材料的导热系数

固体材料的相关参数选用表 7.1中的数据。

表 7.1常用材料的导热系数

用途 材料 密度（kg/m3）
导热系数

（W/(m2·K)）

窗框

铜 8900 380
铝（铝合金） 2800 160
黄铜 8400 120
铁 7800 50
不锈钢 7900 17
建筑钢材 7850 58.2
PVC 1390 0.17
硬木 700 0.18
软木（常用于建筑构

件中）
500 0.13

玻璃钢（UP树脂） 1900 0.40
透 明 建筑玻璃 25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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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材料 密度（kg/m3）
导热系数

（W/(m2·K)）
材料 PMMA（有机玻璃） 1180 0.18

聚碳酸脂 1200 0.20

隔热

聚冼氨 (尼龙) 1150 0.25
尼龙 66+25%玻璃纤

维
1450 0.30

高密度聚乙烯 HD 980 0.50
低密度聚乙烯 LD 920 0.33
固体聚丙烯 910 0.22
带有 25%玻璃纤维的

聚丙烯
1200 0.25

PU (聚亚氨脂树脂) 1200 0.25
刚性 PVC 1390 0.17

防水 氯丁橡胶 (PCP) 1240 0.23

密封

条

EPDM (三元乙丙) 1150 0.25
纯硅胶 1200 0.35
柔性 PVC 1200 0.14
聚酯马海毛 --- 0.14
柔性人造橡胶泡末 60～80 0.05

密 封

剂

PU (刚性聚氨酯) 1200 0.25
固体/热融异丁烯 1200 0.24
聚硫胶 1700 0.40
纯硅胶 1200 0.35
聚异丁烯 930 0.20
聚脂树脂 1400 0.19
硅胶（干燥剂） 720 0.13
分子筛 650 ～750 0.10
低密度硅胶泡沫 750 0.12
中密度硅胶泡沫 820 0.17

（2）固体材料的表面发射率值

对远红外线不透明镀膜表面的标准发射率εn应在接近正入射状况下利

用红外谱仪测出其谱线的反射曲线，并应按照下列步骤计算出来：

1 按照表 7.3给出的 30个波长值，测定相应的反射系数 Rn(λi)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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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数学平均值，得到 283K温度下的常规反射系数。





30

1
)(

30
1

i
inn RR  （7.1）

2 在 283K温度下的标准发射率按下式计算：

nn R1 （7.2）
表 7.3 用于测定 283K下标准反射率 Rn的波长（单位；μm）

序号 波长 序号 波长
1 5.5 16 14.8
2 6.7 17 15.6
3 7.4 18 16.3
4 8.1 19 17.2
5 8.6 20 18.1
6 9.2 21 19.2
7 9.7 22 20.3
8 10.2 23 21.7
9 10.7 24 23.3
10 11.3 25 25.2
11 11.8 26 27.7
12 12.4 27 30.9
13 12.9 28 35.7
14 13.5 29 43.9
15 14.2 30 50.0

3 用表 7.4给出的系数乘以标准发射率εn即得出校正发射率ε。
表 7.4 校正发射率与标准发射率之间的关系εn

标准发射率εn 系数ε/εn
0.03 1.22
0.05 1.18
0.1 1.14
0.2 1.10
0.3 1.06
0.4 1.03
0.5 1.00
0.6 0.98
0.7 0.96
0.8 0.95
0.89 0.94

注：其它值可以通过线性插值或外推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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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窗热工性能模拟计算

1、整窗热工性能计算原理

（1）整窗传热系数计算

整樘窗的传热系数 Ut采用下式计算：

t

ψffgg
t A

UAUA
U   




（7.3）

式中：Ut——整樘窗的传热系数［W/(m2·K)］；

Ag——窗玻璃（或者其它镶嵌板）面积(m2)；

Af——窗框面积(m2)；

At——整樘窗面积(m2)；

lψ——玻璃区域（或者其它镶嵌板区域）的边缘长度(m)；

Ug——窗玻璃（或者其它镶嵌板）的传热系数［W/(m2·K)］，按本

章“玻璃光学热工性能计算”计算；

Uf——窗框的传热系数［W/(m2·K)］，按本章“框传热计算”计算；

ψ——窗框和窗玻璃（或者其它镶嵌板）之间的线传热系数［W/(m2·K)］，

按本章“框传热计算”计算。

（2）整樘窗太阳得热系数计算

整樘窗的遮阳系数是指：在给定条件下，外窗的太阳能总透射比与相

同条件下相同面积的标准玻璃（3mm厚透明玻璃）的太阳能总透射比的比

值。

整樘窗的遮阳系数应采用下式计算：

87.0
tgSC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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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C——整樘窗的遮阳系数；

gt——整樘窗的太阳能总透射比。

上式中整樘窗的太阳得热系数 SHGC（太阳能总透射比 gt）应采用下式

计算：

t

ffgg
t A

AgAg
gSHGC  

（7.5）

式中：SHGC——整樘窗的太阳得热系数；

gt——整樘窗的太阳能总透射比；

Ag——窗玻璃（或者其它镶嵌板）面积(m2)；

Af——窗框面积(m2)；

gg——窗玻璃区域（或者其它镶嵌板）太阳能总透射比；

gf——窗框太阳能总透射比；

At——整樘窗面积(m2)。

（3）整樘窗可见光透射比计算

整樘窗的可见光透射比是指：采用人眼视见函数进行加权，标准光源

透过门窗成为室内的可见光通量与投射到门窗上的可见光通量的比值。

整樘窗的可见光透射比应采用下式计算：

t

gv
t A

A



（7.6）

式中：τt——整樘窗的可见光透射比；

τv——窗玻璃（或者其它镶嵌板）的可见光透射比，按本章“玻璃光

学热工性能计算”进行计算；

Ag——窗玻璃（或者其它镶嵌板）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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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整樘窗面积(m2)。

2、软件使用

（1）新建标识项目

在【工程】中可进行【新建门窗】、【编辑门窗】、【生成计算报告】、

【当前工程目录查看】等相关操作，如图 7.96所示。

图 7.96 工程栏目内容 图 7.97 快速操作按键内容

在软件的快捷方式显示中也有工程的相关操作按键，如图 7.97所示。

目前软件中玻璃厚度默认采用公称尺寸，以方便在标识中采用多款的

玻璃品种。

【公称尺寸】主要是指玻璃的厚度，一般来说玻璃的实际厚度均不会

为整数，如公称尺寸厚度为 6mm的玻璃可能其实际厚度为 5.98mm等。选

择使用公称尺寸后在玻璃传热系数计算中将采用公称尺寸，同时在框节点

二维有限元分析计算中也采用公称尺寸进行计算，如图 7.98所示。

图 7.98 选择公称尺寸后玻璃厚度显示

新建门窗

编辑门窗

删除门窗

复制门窗

导入门窗

刷新所有门窗

朝向计算

报告信息填写

生成计算报告

当前工程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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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窗设计操作

标识软件完成产品抽样、封样后标识软件自动生成门窗热工模拟计算

的窗型和尺寸，如图 7.99所示。

图 7.99 自动生成门窗窗型和尺寸

在“建筑门窗幕墙热工性能计算软件”栏目中可进行新建门窗、编辑

门窗、复制门窗、导入门窗、删除门窗等操作。

快速工具栏中点击【新建门窗】，或在空白外单击右键弹出窗口均可

新建门窗，如图 7.100、图 7.101所示。点击【新建门窗】弹出图 7.102所

示的对话框，输入门窗名称即可。

图 7.100 工具栏创建新门窗 图 7.101 右键创建新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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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2 新建门窗对话框

点击图 7.102中的确定后可弹出图 7.103~图 7.105所示的对话框，目前

软件中收录的窗框主要为内平开窗、外平开窗、推拉窗等。

图 7.103 内平开窗窗型及尺寸

图 7.104 外平开窗窗型及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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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5 外平开窗窗型及尺寸

选定已有的门窗点击【编辑门窗】或右键选择【编辑门窗】，即可快

速进入该门窗的编辑界面。

选定已有的门窗点击【删除门窗】或右键选择【删除门窗】，即可删

除该门窗在工程显示中删除，但不会删除其内容。

选定已有的门窗点击【复制门窗】或右键选择【复制门窗】，即可将

选定的门窗内容全部复制。本功能对于不同的朝向具有相同的门窗时非常

方便，只需复制门窗后再选择不同的朝向和数量即可（图 7.106、图 7.107）。

图 7.106 复制门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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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7 复制门窗对话框

选择【导入门窗】门窗功能后，将弹出图 7.108所示的对话框，选择门

窗所保存的位置导入门窗即可。

图 7.108 导入门窗对话框

【刷新所有门窗】功能可快速更新门窗计算结果，查看门窗计算是否

完成，若计算完成将在“是否完成计算”中打对小勾，如图 7.109所示。

图 7.109 更新门窗结果显示

3、门窗热工性能计算

在完成所有的玻璃系统（或非透明面板系统）和框节点的计算后，可

将计算结果反馈到门窗进行门窗的热工性能计算。

在门窗操作界面选择框节点，并右则的【节点信息】→【导入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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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弹出图 7.110所示的对话框，可通过文件路径选择所需的框节点。

图 7.110 导入框节点

同样的操作方法导入其他的节点，如图 7.1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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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0 框节点导入

在门窗中选择某一块玻璃在右侧的【玻璃系统信息】中则可下拉选择

所需的玻璃系统（6Low-E+12A+6），如图 7.112所示。若门窗的玻璃系统

全部相同，可通过选择全部的玻璃，然后下拉选择所需的玻璃，则所有的

玻璃系统均会定义。也可以通过吸取属性后填充的方法快速定义玻璃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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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2 导入玻璃系统

完成门窗所有的框节点及玻璃系统导入后，如图 7.113所示，则可进行

门窗的热工性能计算。

图 7.113 完成玻璃系统及框节点的导入

点击工具栏中的【分析计算】 按键，或【计算】→【分析计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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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算出门窗的热工性能，并在右侧的门窗信息中显示，如图 7.114所示。

门窗计算结果显示如图 7.115所示。

图 7.114 门窗计算结果

图 7.115 门窗计算结果显示

【输出栏】中节点计算结果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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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检查模型

总共含有 12个节点。12个节点完成计算，0个节点未完成计算。

模型正确，计算完毕。

门窗总面积：2.102 m2。

框总面积：0.756m2。

框/窗比：35.971 % 。

门窗传热系数： 2.75 W/ m2·K 。

门窗可见光透射比τv：0.254 。

门窗中可显示玻璃系统的颜色，【显示】→【颜色类型】中可显示透

明颜色、前反射颜色、后反射颜色，如图 7.116~图 7.117所示。

图 7.116 门窗颜色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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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7 门窗前反射颜色

图 7.118 门窗后反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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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件保存

完成标识产品热工性能计算后，点击【工程】→【生成报告】，如图

7.119所示。

报告中内容的填写详见本章第三节-标识信息。

图 7.119 报告信息填写

点击生成【生成报告】后将弹出图 7.120所示的进度框。

图 7.120 生成模拟计算报告

点击打开项目所在文件快捷方式 ，即可快速查看所生成的报告，如

图 7.1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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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1 生成报告文件夹

五、模拟计算报告

1、模拟计算报告编号规则

模拟报告：报告类别（MN）+实验室编号（4位）+年度（4位）+产品

流水号（3位）+玻璃系统配置（1位）。如广东建科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

心的模拟计算于 2010年 10月 1日出具的流水号为 008，玻璃系统配置为 1

的模拟计算报告编号为：MN20012010008-1。

（1）模拟计算报告内容

门窗热工性能模拟计算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委托单位信息，包括委托单位名称，生产地址，联系地址，联系人

等，详见附件“门窗节能标识热工性能模拟计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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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门窗标识样品信息，包括型材信息、玻璃产品信息、隔热材料信息、

密封材料信息等内容，具体格式要求详见附件“门窗节能标识热工性能模

拟计算报告”。

3 模拟计算依据，包括模拟计算依据的标准、模拟计算软件、模拟计

算边界条件等内容。

4 模拟计算结果，包括玻璃系统光学热工性能计算结果及截图，框二

维有元分析计算结果及截图，整樘窗热工性能计算结果，详见附件“门窗

节能标识热工性能模拟计算报告”。

5 门窗立面内视图，主要框节点大样图。

（2）模拟计算报告统一格式

1 模拟计算报告附图中门窗大样图应采用立面内视图，并需标明锁点

的位置和数量，框节点图需注明室内外侧，主要型材编号；

2 模拟中要求不同的边界条件有不同的颜色。室内统一为“粉红色”，

室外 16 W/(m2·K)为“蓝色”，12 W/(m2·K)为“浅蓝”，8 W/(m2·K)为“绿

色”。

3 玻璃系统光谱曲线截图，框二维有限元分析模拟截图应包括等温线

截图，温度分布截图。

4 框节点命名：模拟计算中框节点计算文件应按以下规定命名：

1）框节点名称前加上门窗产品型号；

2）框节点名称后加上所搭配玻璃系统的名称；

3）左、右边、中竖框节点命名排列的顺序为水平方位（左、右）+框

类型+垂直方位（上、下），如左边框-上、左边框-下等；

4）上、下边框，中横框节点命名排列的顺序为垂直方位（上、下）+

框类型+水平方位（左、右），如下框-左、下框-右、中横框-上等；

如某标识热工模拟计算门窗的产品型号为 JK55，所搭配的玻璃系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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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ow-E（XETB179）+12Air+5Clear，则其节点如图 7.122所示。

JK55左边框-下

JK55左边框-上

JK55下框-左 JK55下框-右

JK55右边框-下

JK55右边框-上

JK55上框-左 JK55上框-右

JK55中竖框-上

JK55中竖框-下

JK55中横框-左
JK55中横框-右

图 7.122 模拟计算节点命名案例

5）模拟计算报告中节点的截图应横置，重力方向设置正确，如图 7.123、

图 7.124所示，节点计算结果见表 7.5、7.6。

图 7.123 模拟计算节点（左边框-下）示例

表 7.5 模拟计算节点（左边框-下）计算结果

名称 传热系数U
W/(m2·K)

太阳光总透射比

g
重力方向 框投影长度

mm
线传热系数

W/(m·K)
左边框-下 2.8 0.0495 屏幕向里 103.97 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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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4 模拟计算节点（左横框-右）示例

表 7.6 模拟计算节点（左边框-下）计算结果

名称 传热系数U
W/( m2·K)

太阳光总透射比

g
重力方向 框投影长度

mm
线传热系数

W/(m·K)
左横框-右 3.0 0.0313 向左 129.89 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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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标识测评报告

一、标识测评报告编号规则

测评报告编号规则：报告类别（CP）+实验室编号（4 位）+年度（4

位）+产品流水号（3位）。测评报告、模拟计算报告、调查报告中的流水

号应一致。

如广东建科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于 2010年 10月 1日出具的流水号

为 006的测评报告编号为：CP 2001 2010 006。

证书编号：2022 0102 010002 01

二、标识测评报告内容

标识测评报告是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各项工作的结果汇总，包括现场生

产条件调查结果、保温性能和气密性检测结果、模拟计算结果等，标识测

评报告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委托单位信息，包括委托单位名称，生产地址，联系地址，联系

人等；

（2）门窗标识样品信息；

1 产品基本信息：产品名称、产品型号、开启形式、框窗面积比、规

格尺寸等；

2 型材信息：生产企业、主型材型号/壁厚、隔热材料信息、填充物/

填充位置等；

3 玻璃产品信息：生产企业、玻璃配置、镀膜/着色玻璃牌号、玻璃间

隔条信息等；

4 密封材料信息：生产企业，材质、规格、型号等内容；

5 隔热材料信息：生产企业，材质、规格、型号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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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识测评依据，包括开展生产条件现场调查的依据，玻璃光学热

工性能、整樘窗保温性能和气密性能检测标准；

（4）标识测评结论中应包括现场生产条件调查结果、玻璃光学热工性

能检测结果（采用中国玻璃数据库中的玻璃除外）、保温性能和气密性实

检测结果、整窗热工性能模拟计算结果等；

（5）标识门窗样品保温性能检测结果与模拟计算保温性能误差率，必

须小于 5%，其中模拟计算结果作为分母；

（6）报告附件，包括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报告，模拟计算报告，传

热系数检测报告，空气渗透率检测报告，玻璃光学热工性能检测报告等。

三、标识测评报告及相关文件提交

1、门窗标识测评提交的文件要求

门窗标识测评文件提交包括：

（1） 申请标识的门窗设计图纸（Auto CAD格式）；

（2） 申请标识的企业相关资质证书扫描（PDF文件格式），包括企

业的营业执照和相关的资质证书证明文件；

（3） 标识申请表，申请标识的企业需盖章；

（4） 生产现场条件调查报告扫描（PDF文件格式），调查报告必须

有调查人员签字和被调查企业盖章确认；

（5） 申请标识门窗产品的型式检测报告；型式检测报告必须在有效

期内，且型式检测报告必须满足相应的产品标准要求，且至少包括以下的

检测结果：外观、尺寸（包括型材壁厚和装配尺寸等）、装配质量、构造、

抗风压性能、水密性能、气密性能、启闭力、反复启闭性能；

（6） 玻璃光学热工性能检测报告扫描（PDF文件格式），直接采用

中国玻璃数据库除外。玻璃光学热工性能检测报告必须包括玻璃系统传热

系数、太阳得热系数、可见透射比、镀膜玻璃表面发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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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整樘窗保温性能检测报告和气密性实验室检测报告扫描（PDF

文件格式），必须出具正式检测报告，标识实验室签字盖章；

（8） 整樘窗热工性能模拟计算报告扫描（PDF文件格式）；

（9） 模拟计算文件，包括玻璃系统数据库、边界条件库、材料库，

框节点计算文件，框节点 dxf处理文件，建议将模拟计算文件夹整体压缩上

传；

（10）其他相关文件。

四、标识测评文件审查

1、标识测评审查基本要求

标识实验室完成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后，将测评文件提交到标识秘

书处，由检测认证分会组织专家对测评报告进行审查。

（1）检测认证分会向标识专家分配任务时应统筹安排，每位标识专家

评审任务不建议超过 10个型号，且应保证同一型门窗须有两位标识专家同

时进行评审；

（2）标识专家在接受到检测认证分会分配的评审任务后，应在 10个

工作日内完成评审工作；

（3）如门窗测评资料不齐全，无法保证评审顺利开展时应在接受评审

任务后三内提出；

（4）标识实验应根据本细则的相关要求，提交完整、准确、有效的测

评文件和相关资料。

2、资料文件审查要点

（1）申请标识企业营业执照是否有效；

（2）核查申请企业相关的资质证书；

（3）申请标识企业是否具备必要的生产设备、检测设备及生产场地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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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实标识实验室与申请企业所签定协议中的门窗产品型号；

3、检测报告审查要点

（1）产品型式检测报告

1 检测报告是否在有效期内；

2 检测项目是否存在缺项，至少包括外观、尺寸（包括型材壁厚和装

配尺寸等）、装配质量、构造、抗风压性能、水密性能、气密性能、启闭

力、反复启闭性能检测结果；

3 型式检测附图中的节点是否与申请标识产品一致。

（2）保温性能检测报告

1 检测报告必须是由标识实验室签字盖章正式出具的检测报告的扫

描文件，不得提交电子版本；

2 检测报告中明确检测设备型号和检测条件；

3 检测结果（传热系数）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4 检测报告应附门窗大样图和主要节点图。

（3）气密性能检测报告

1 检测报告必须是由标识实验室签字盖章正式出具的检测报告的扫

描文件，不得提交电子版本；

2 检测报告中明确检测设备型号和检测条件；

3 检测结果应包括 10 Pa作用压力差下单位面积空气渗透量值和 10Pa

作用压力差下单位缝长空气渗透量值，并明确气密等级；

4 检测报告应附门窗大样图和主要节点图。

（4）玻璃光学热工性能检测报告

1 指实验测试的玻璃样品，采用中国玻璃数据库的玻璃时可不提供检

测报告；

2 检测报告必须是由标识实验室签字盖章正式出具的检测报告的扫

描文件，不得提交电子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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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测报告中明确检测设备型号，检测条件，检测依据标准；

4 检测结果应包括玻璃系统传热系数、太阳得热系数、可见光透射比、

镀膜玻璃表面发射率；

5 检测报告应包括以下附图：玻璃太阳光透射比光谱曲线、玻璃面太

阳光光谱反射比光谱曲线、膜面太阳光光谱反射比光谱曲线。

3、模拟计算文件审查要点

(1) 模拟计算必须由持有培训合格证的人员完成；

(2) 检查所提供的标识计算文件是否齐全，应包括数据库文件、节点

计算文件、工程文件、幅面文件、自动生成的计算报告等；

(3) 标识软件中玻璃系统的命名应符正确，且玻璃光学热工性能计算

结果正确；

(4) 框节点边界条件应符合《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

151）相关要求，并根据本导则要求设置颜色；

(5) 框节点材料定义应正确；

(6) 框节点重力方向定义正确；

(7) 门窗框与墙体接缝处采用聚氨酯泡沫填充；

(8) 框节点划分合理，图块不应出现“回字型”；

(9) 小于 5mm空腔，特别是葫芦状空腔，应按 JGJ/T 151的要求进行

打断；

(10) 大于 2mm小于 10mm的室内外侧槽口应填充为微通风空腔处理，

小于 2mm时当作封闭空腔处理；

(11) 玻璃槽口配合尺寸不满足 JGJ/T 113的要求。

(12) 塑料窗（PVC-U）框节点中钢衬应进行贴合处理；

(13) 铝合金型材与隔热材料进行咬合处理，并与实际情况一致；

(14) 框节点中不应有辅助作图的图块；

(15) 框节点计算模型中应避免锐角，小缝隙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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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框节点计算模型中直线只需起点和终点即可，不应有多余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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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标识信息应用

一、工程设计

1、建筑工程门窗的选用

建筑工程设计时应根据工程所在气候区，确定适宜该地区门窗性能指

标，根据性能指标和建筑项目的相关需要，在门窗标识网站选择适合的产

品，选择适合的产品。

（1）根据节能标准或建筑节能设计的需要，选择传热系数、太阳得热

系数、空气渗透率均满足要求的产品，根据自然采光要求，选择可见光透

射比满足要求的产品。

（2）工程应用的玻璃产品可使用标识证书中所列明的玻璃系统配置，

如果需要使用不在标识证书所列的玻璃系统，可委托原标识测评实验室按

照第四章中的“标识增项”的相关规定处理。

（3）标识产品的五金配件更改或锁点系统发生变化，门窗气密性能、

水密性能、抗风压性能和机械力学性能应进行检测。

（4）工程应用的门窗规格尺寸一般与标识试件不同，选定门窗后应委

托门窗生产企业或标识实验室根据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证书中的数据，根据

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151的规定，采用

门窗标识专用软件计算工程设计中所用窗型的热工性能。

2、门窗标识产品信息的工程应用

工程中需要应用的门窗标识产品信息主要包括：

（1）标识证书：每种玻璃配置对应的整窗传热系数、太阳得热系数、

可见光透射比、空气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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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评报告：窗框的传热系数、每种玻璃配置对应的线传热系数及

每种玻璃配置的传热系数、太阳得热系数、可见光透射比。

以上信息使用应按以下方法：

（1） 工程中使用的门窗规格尺寸与标识样品一致时，可直接使用标

识证书中的整窗传热系数、太阳得热系数、可见光透射比、空气渗透率；

（2） 工程中使用的门窗规格尺寸与标识样品不一致时，空气渗透率

直接采用标识证书中单位开启缝长的空气渗透率数据，根据开启缝长计算

整窗的单位面积空气渗透率；

如果工程使用标识证书中的玻璃配置，玻璃系统的传热系数、太阳得

热系数、可见光透射比可直接使用标识证书中的数据；按照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151的规定，根据测评报告中窗

框的传热系数、每种玻璃配置对应的线传热系数及每种玻璃配置的传热系

数、太阳得热系数、可见光透射比，使用标识专用软件计算工程中门窗的

传热系数、太阳得热系数、可见光透射比，并出具热工计算书。

如果使用的玻璃系统不在标识证书所列中，委托原标识测评实验室按

照第四章中的“标识增项”的相关规定进行增项之后，使用标识专用软件

计算工程中门窗的传热系数、太阳得热系数、可见光透射比，并出具热工

计算书。

二、工程验收、复验

应用节能性能标识门窗产品的门窗工程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

标准》GB 50210、《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的有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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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性能标识门窗产品进场后，除了按照相关标准对其外观、品种、

规格及附件等进行检查验收、对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查，还应进行下列验

收工作：

（1）检查门窗标识产品的标识证书、测评报告的有效性；

（2）核实现场所用产品的构造、型材等材料、配件与标识证书及测评

报告中产品信息的一致性；并在工程现场抽样剖开测量门窗框构造，进行

核查确认；

（3）核查玻璃产品光学热工性能见证复验报告，核查玻璃厂家名称、

型号与标识证书、测评报告及热工计算报告中产品信息、性能参数的一致

性；

（4）检查工程中实际采用的门窗热工计算报告，并与设计要求进行比

对。

门窗热工计算报告核查时，应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核实门窗工程的施工图及相关设计文件中门窗框构造与标识证书

和模拟计算报告是否一致；

（2）核实门窗工程的施工图及相关设计文件中玻璃系统与标识证书和

模拟计算报告是否一致；

（3）核实门窗工程的采用的五金配件、密封胶条等是否与标识证书一

致；

（4）根据标识证书与测评报告中的相关数据与玻璃见证复验报告中的

数据，按照 JGJ/T 151标准，采用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用软件，对工程中的

所有门窗类型进行传热系数、太阳得热系数、可见透射比计算；

（5）计算报告中应包括：门窗标识证书的相关信息，玻璃产品的相关

信息，框传热系数、线传热系数等参数，工程中所有窗型的传热系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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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得热系数、可见光透射比，并统计出各个朝向门窗热工性能参数，并判

断是否满足建筑节能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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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收费指导价

一、实验室收费指导价

型材 系列
开启

方式

玻璃

配置
单元

现场调

查费用

检验项目及费用（元）

模拟

计算

测评

报告
1

测评和申请

总费用

计算公式

型式检验
节能性能

（抽检）

其他型

检必做

项目

三性
保温

性能

气

密

保

温

铝合

金

系列

1

开启

1
配置 1

单元

1

8000

7600 2500 2500 500 500 4000 3000
8000+20600*

单元数

塑料
系列

2

开启

2
配置 2

单元

2
6100 2500 2500 500 500 4000 3000

8000+19100*

单元数

铝木

复合

系列

3

开启

3
配置 3

单元

3
10800 2500 2500 500 500 4000 3000

8000+23800*

单元数

注 1：上表中所列项目为按材质分类的检测单元举例说明。

注 2：玻璃检测费用为 3500元/种（不包含在上表中）；如采用标准数据库中玻璃，则玻璃检测

费用可免。标准玻璃数据库网址：http://cl.glassmo.com/_glass/index.asp。

注 3：型式检验项目为产品标准中要求的必检项目，其他非必检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检测；

节能性能抽检项目为气密性能和保温性能，检测费用不重复收取，仅收取报告费用。

注 4：现场调查费用是一次性收取，不包括差旅费，现场调查差旅费由企业承担。

注 5：每增加一种玻璃配置增加模拟计算报告费用 500元，每个单元最多允许有 5种玻璃配置。

注 6：上表为标识实验室进行检测的指导价，标识实验室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浮动。

二、标识证书申请和专家咨询费

标识证书申请时，委托单位还应支付标识申请、专家评审等费用 4000

元/单元，证书工本费 300元/单元。

同次申请，每增加一个单元增加 1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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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名单及联系方式

序号 公司名称 实验室名称 区域
联系

人
联系电话

1 建科环能科技有限

公司

国家建筑幕墙门窗质

量检验检测中心
北京 张素丽 010-88386984

2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安全玻璃及石英

玻璃质量检验检测中

心

北京 张浩运 010-51167309

3
天津津贝尔建筑工

程试验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天津津贝尔建筑工程

试验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天津 周阳 15922155281

4 上海建科检验有限

公司

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

司
上海 徐勤 021-64891080

5
江苏省建筑工程质

量检测中心有限公

司

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

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江苏 姜美琴 025-85420069

6 浙江省建设工程质

量检验站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

检验站有限公司
浙江 闫鑫 0571-88277346

7 福建省建研工程检

测有限公司

福建省建研工程检测

有限公司
福建 李光旭 0591-62090960

8
河南省建筑工程质

量检验测试中心站

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

检验测试中心站有限

公司

河南 邬强 0371-86010746

9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检测总站有限公

司

广东 杜文淳 025-82572903

10
广州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检测中心有限

公司

广州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广东 杨建坤 020-36191400

11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研检测有限

公司
广东 黄远洋 0755-23931780

12
四川省建筑工程质

量检测中心有限公

司

四川省建筑工程质量

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四川 金洁 028-83372502

13
天津市建筑工程质

量检测中心有限公

司

天津市建筑工程质量

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天津 张海川 022-27472368

14 天津建科建筑节能

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天津建科建筑节能环

境检测有限公司
天津 杜大勇 022-24666077

15 天津市贰拾壹站检 天津市贰拾壹站检测 天津 张家钊 022-2392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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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有限公司

16
山东省建筑工程质

量检验检测中心有

限公司

山东省建筑工程质量

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

司

山东 梅国永 0531-85595115

17 健研检测集团有限

公司

健研检测集团有限公

司门窗性能实验室
福建 祖伟杰 0592-2273765

18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

筑工程质量检测中

心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

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

限公司

广西 王劭 0771-3178661

19 贵州省建筑科学研

究检测中心

贵州省建筑科学研究

检测中心
贵州 雷艳 0851-83712429

20 宁夏建筑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

宁夏建筑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
宁夏 邵海东 0951-2077691

21 新疆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检测中心

新疆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检测中心
新疆 陈向东 0991-7812060

22
甘肃省建筑科学研

究院（集团）有限

公司

甘肃省建筑科学研究

院（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 肖娅婷 0931-2658668

23 北京建筑材料检验

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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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高伟 010-81568966

24
新疆西北产品质量

检测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西北检测科研基地 新疆 相文涛 0991-6993578

25 雄安绿研检验认证

有限公司

雄安绿研检验认证有

限公司
河北 郭清 0312-5660626

26
河北省建筑工程质

量检测中心有限公

司

河北省建筑工程质量

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河北 刘建林 0311-891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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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相关标准规范

1、工程设计与验收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10-2018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2015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411-2019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5-2021

建筑门窗术语 GB/T 5823-2008

建筑门窗洞口尺寸系列 GB/T 5824-2008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26-2018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节能节能设计标准 JGJ 75-2012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134-2010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475-2019

塑料门窗工程技术规程 JGJ 103-2008

铝合金门窗工程技术规范 JGJ 214-2010

2、计算与检测

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等以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 GB/T 2680-2021

建筑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8485-2008

建筑幕墙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 GB 15227-2007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7106-2019

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8484-2020

门窗反复启闭耐久性试验方法 GB/T 29739-2013

建筑门窗幕墙热工计算规程 JGJ/T 15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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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门窗产品

铝合金门窗 GB8478-2020

钢门窗 GB/T 20909-2007

木门窗 GB/T 29498-2013

建筑用塑料门 GB/T 28886-2012

建筑用塑料窗 GB/T 28887-2012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玻璃钢）门 JG/T 185-2006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玻璃钢）窗 JG/T 186-2006

钢塑共挤门窗 JG/T 207-2007

玻纤增强聚氨酯节能门窗 JG/T 571-2019

4、型材、配件与组成材料

型材：

铝合金建筑型材 GB 5237.1~ GB 5237.6-2017

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型材 GB 8814-2017

聚氯乙烯(PVC)门窗增强型钢 JG/T 131-2000

建筑用隔热铝合金型材 JG175-2011

玻璃：

中空玻璃 GB 11944-2012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 2部分 钢化玻璃 GB 15763.2-2005

半钢化玻璃 GB/T 17841-2008

中空玻璃稳态 U值（传热系数）的计算和测定 GB/T 22476-2008

平板玻璃 GB 1161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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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 3部分 夹层玻璃 GB 15763.3-2009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 4部分 均质钢化玻璃 GB 15763.4 -2009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JGJ 113-2015

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 JG/T 255-2020

五金：

建筑门窗五金件 传动机构用执手 JG/T 124-2017

建筑门窗五金件 合页（铰链）JG/T 125-2017

建筑门窗五金件 传动锁闭器 JG/T 126-2017

建筑门窗五金件 滑撑 JG/T 127-2017

建筑门窗五金件 撑挡 JG/T 128-2017

建筑门窗五金件 滑轮 JG/T 129-2017

建筑门窗五金件 单点锁闭器 JG/T 130-2017

建筑门窗五金件 通用要求 GB/T 32223-2015

建筑门窗五金件 旋压执手 JG/T 213-2017

建筑门窗五金件 插销 JG/T 214-2017

建筑门窗五金件 多点锁闭器 JG/T 215-2017

建筑门窗五金件 双面执手 JG/T 393-2012

建筑门窗用通风器 JG/T 233-2017

粘结与密封材料：

建筑门窗、幕墙用密封胶条 GB 24498-2009

建筑用硬质塑料隔热条 JG/T 174-2005

建筑用隔热铝合金型材 JG/T 17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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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窗用弹性密封胶 JC/T 485-2007

遮阳：

建筑用遮阳金属百叶窗 JG/T251-2017

建筑用遮阳天蓬帘 JG/T252-2015

建筑用曲臂遮阳蓬 JG/T253-2015

建筑用遮阳软卷帘 JG254-2015

建筑遮阳通用技术要求 JG/T 274-2018

建筑用遮阳非金属百叶帘 JG/T 49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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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建筑门窗生产企业标识产品生产条件现场调查细则

企业应按照《建筑门窗生产企业节能标识产品生产现场调查细则》的

规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保证批量生产产品的一致性。

本文件适用于对所有申请建筑门窗节能标识的企业生产条件的现场调

查。

1、有关部门门窗及人员的职责

企业应规定与标识产品质量控制和管理活动有关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

及相互关系，并形成文件。企业还应指定专门的门窗标识负责人，并能履

行相应职责。

2、资源

企业应为所申请标识的产品配备如下资源：

①必要的生产设备和适宜的生产环境，以稳定生产符合标准要求的标

识产品，并满足原材料和产品的储存要求；

②必要的检测设备和检验实验室。检验实验室环境应能满足检验试验

仪器设备的使用及检测工作的要求；

③相应的人力资源，确保从事对产品质量有影响的人员具备必要的能

力。

3、文件的控制

生产企业应具备以下文件：

① 与标识产品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或技术要求、实施细则；

② 与标识产品有关的产品设计文件、采购控制文件、生产工艺作业指

导书、产品检验控制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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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标识证书和标签的使用、保管控制文件。

4、记录的控制

企业应建立并保持与标识产品有关的记录，并对其标识、储存、保管

和处置进行有效控制，包括：

① 主要原材料及配件供应商签订的质量保证协议，并应保存对供应商

的选择评价、日常管理及相关采购过程的记录；

② 原材料检验记录、过程检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等质量记录；

③ 标识证书、标签的使用记录；

④ 记录应清晰、完整，并有适宜的保存期限。

5、产品研制

企业应对产品进行开发：

① 应在开发方案或相应文件中确定标识产品主要性能指标及节能性

能指标，并明确执行的标准或技术要求。

② 应对生产工艺评审，对产品性能进行验证。

③ 应保存产品开发的记录，记录应能够体现主要性能指标和节能标识

评价指标的实现过程和结果。

6、主要原材料和配件的采购

① 企业应制定采购控制文件，对主要原材料和配件的供方保持定期评

价和日常管理。

② 明确主要原材料和配件采购的技术要求，特别是节能相关的性能要

求，确保供方提供的材料和配件满足要求。

7、生产过程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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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应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

① 应识别关键工序，关键工序操作人员具备相应的能力，关键工序应

制定相应的工艺作业指导书，明确控制指标、控制方法、检验手段等；

② 产品生产过程中如对环境条件有要求，生产企业应保证工作环境满

足规定的要求；

③ 主要生产设备的加工精度应满足要求。④ 应建立并保持对主要生

产设备的维护保养制度。

8、主要原材料、配件的检验/验证

① 生产企业应按技术文件规定进行原材料、配件的入库检验，检验/

验证项目和主要技术指标应满足采购技术文件的要求，以确保主要原材料、

配件满足规定。

② 主要原材料、配件检验/验证可由门窗生产企业进行，也可由供应商

完成。当检验由供应商完成时，工厂应对供方提出明确的检验要求。

③ 生产企业应保存原材料、配件的检验/验证记录、供方提供的合格证

明及有关检验数据等。

9、生产过程中的检验

① 生产企业应在产品生产的适宜工序进行过程检验，制定过程检验控

制文件，包括过程检验的项目、抽样方法、抽样频度、检验方法、合格判

定等。

② 生产企业应按文件规定进行过程检验，并保存过程检验的相关记录。

10、产品检验

① 生产企业应制定产品检验控制文件，包括检验项目、抽样方法、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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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频度、检验方法、合格判定等。

② 生产企业应按文件规定进行产品检验，并保存产品检验的相关记录。

11、检测设备的控制

① 生产企业应对检测设备的使用、管理、检定/校准、维修实施有效管

理。

② 生产企业应确保检测设备得到正确使用。检测设备应按规定的周期

进行检定/校准，保持检定/校准记录。

③ 设备的检定/校准状态应能被使用及管理人员方便识别。

12、放行和交付后活动

生产企业在产品放行后，包装运输应符合要求。交付后应进行用户满

意度调查，以便持续改进。

13、标识产品的一致性

企业应对批量生产的标识产品的一致性进行控制，以使标识产品持续

符合要求。控制的内容包括：

① 主要原材料、配件与提交申请备案的清单保持一致；

② 生产场地、现场环境、生产设备与提交申请备案的清单保持一致；

③ 生产工艺与提交申请备案的清单保持一致。

以上内容如有变更，应及时申报确认。

14、标识证书和标签的使用

企业应建立标识证书和标签使用制度，确保标识证书和标签的使用满

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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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计划

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计划

调查项目编号：

企业签字确认及公章：

项目类型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现场调查

调查类型 □初次调查 □增项 □复查 □其他

受调

查方

名 称

地 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调查

目的

□初次：评价企业的生产条件（包括基本条件、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满足要求。

□增项：针对增项的产品，评价企业的生产条件（包括基本条件、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满足

要求。

□复查：企业标识证书到期时，评价其生产条件（包括基本条件、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持续

满足要求。

□其他：

调查

依据

□ 建筑门窗生产企业标识产品生产条件现场调查细则；

□ 适用于企业生产条件要求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

□ 其他：

调查
范围

企业标识产品的生产条件，其申请产品包括：

调查日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调查组

姓 名 性别 调查职务 联系电话 编号

保密及公正性声明：

调查组全体成员（含技术专家）郑重承诺：在现场调查过程中接触到的一切有关受调查组织的秘

密信息，调查组全体成员承担保守秘密的责任，未经受调查组织书面许可不向第三方泄露，调查组全

体成员及其所在组织在调查时及调查前两年内未对被调查方进行过任何技术转让、咨询等有违调查公

正性的活动。

调查组全体人员签字：

调查组长签字/日期： 专业管理人员签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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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计划

调查项目编号：

调查活动安排

现

场

调

查

活

动

安

排

日期/时间 部门/场所 主要调查内容/条款 调查员

备注： 现场调查时需对标准规格检测样品进行封样。

其它说明：

1、 请受调查方为每个调查小组安排一名向导协助调查组活动。

2、 调查组采用的语言为汉语，如需要采用其他语言，请提前联系。

3、 请受调查方协助安排有关的会议地点。

4、 请受调查方提供必要的文件复印。

5、 按调查日程安排，受调查方的有关人员应在本岗位。

调查组长签字/日期： 专业管理人员签字/日期

向导的作用：建立联系；安排特定

部分的访问；确保调查组了解和遵

守有关场所的安全规则；代表受调

查方对调查进行见证；在收集信息

过程中做出澄清或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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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企业标识产品生产条件现场调查记录表

编号：

企业标识产品生产条件现场调查记录表

生 产 企 业：

标识实验室：

现场调查员：

调 查 时 间：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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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 本表共分 14 大项条款，每条款下设若干小项。在进行现场调查时针对

每一小项进行评价，每个小项有不同选择，在适宜内容前的“□”内画

“√”。

2. 对有下划线的选项，如“文件编号： 。”要在横线处填写工

厂相应文件的编号。

3. 在“调查结果”内应给出适当的简要说明；当有“不符合”或“基本符

合”选项时，应在后面的“调查结果”内要写出原因。

4. 对不适用条款，以双横线划掉该条款。如：“ 双横线 ”。

5. 在每一页的“调查员：”处应有调查员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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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区域 调查项目及内容 调查结果

相关部门及

各类人员职责

描述部门及人员职责的文件编号：

相关部门职责：□明确 □基本明确 □不明确

人员职责描述；□明确 □基本明确 □不明确

其它：

标识负责人
指定的节能标识负责人：

节能标识负责人：□胜任 □基本胜任 □不胜任

其它：

资质及资源
生产许可证许可号：

生产许可证： □有效 □无效

型式检验报告：□合格 □不合格

生产环境：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生产设备： □齐全 □基本齐全 □不齐全

实验室环境：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检测设备： □齐全 □基本齐全 □不齐全

人力资源配备：□满足 □基本满足 □不满足

其它：

文件和记录
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或技术要求、实施细则：

□齐全 □基本齐全 □不齐全

质量体系文件（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等）：

□完整 □基本完整 □不完整

技术管理文件（产品设计文件或标准图集、工艺卡等）：

□完整 □基本完整 □不完整

记录的标识、储存、保管、处置控制：

□有效 □基本有效 □无效

记录保管有效期规定：

□合理 □基本合理 □未规定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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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区域 调查项目及内容 调查结果

产品的研制*
产品研制的文件编号：

研制产品的结果评审：□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研制产品结果的确认：□有效 □基本有效 □无效

研制活动的记录： □完整 □基本完整 □不完整

其它：

采购
采购控制的文件编号：

采购控制文件： □完整 □基本完整 □不完整

供方的评价/选择：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采购的控制： □有效 □基本有效 □无效

采购相关记录： □完整 □基本完整 □不完整

其它：

主要原材料/配件

的检验/验证

原材料检验的文件编号：

项目/技术指标规定：□合理 □不合理

检验人员技能： □满足 □基本满足 □不满足

检验/验证的执行： □有效 □基本有效 □无效

由供方检验时的要求：□明确 □基本明确 □不明确

相关记录： □完整 □基本完整 □不完整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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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区域 调查项目及内容 调查结果

生产过程控制
生产过程控制的文件编号：

关键工序的确定：□合理 □基本合理 □不合理

控制措施：□有效 □基本有效 □无效

人员操作/技能：□满足 □基本满足 □不满足

作业指导书：□齐全 □基本齐全 □不齐全

下料工序的设备： 型号/规格：

加工精度：□满足 □基本满足 □不满足

控制： □有效 □基本有效 □无效

钻孔/铣挺的设备： 型号/规格：

加工精度：□满足 □基本满足 □不满足

控制： □有效 □基本有效 □无效

塑料窗焊接设备： 型号/规格：

环境条件：□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加工精度：□满足 □基本满足 □不满足

控制： □有效 □基本有效 □无效

框/扇组装设备： 型号/规格：

控制： □有效 □基本有效 □无效

玻璃安装控制： □有效 □基本有效 □无效

生产设备的维护/保养：□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生产相关记录： □完整 □基本完整 □不完整

其它：



143

调查区域 调查项目及内容 调查结果

过程检验
过程检验的文件编号：

检验阶段的设定： □适宜 □基本适宜 □不适宜

项目/要求/方法： □合理 □基本合理 □不合理

检验人员技能： □满足 □基本满足 □不满足

检验的执行：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相关记录： □完整 □基本完整 □不完整

其它：

产品检验
检验的文件编号：

检验的频次： □适宜 □基本适宜 □不适宜

项目/要求/方法： □合理 □基本合理 □不合理

检验人员技能： □满足 □基本满足 □不满足

检验的执行：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相关记录： □完整 □基本完整 □不完整

其它：

检验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档案： □完整 □基本完整 □不完整

计量/检定：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状态标识： □明确 □基本明确 □不明确

使用/保存环境：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设备操作规程：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人员操作技能：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相关记录： □完整 □基本完整 □不完整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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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区域 调查项目及内容 调查结果

放行和交付后活动
包装运输：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用户反馈意见处理：□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顾客满意度调查：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其它：

标识产品的一致性
一致性控制的文件编号：

文件规定：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一致性的控制： □有效 □基本有效 □无效

相关记录： □完整 □基本完整 □不完整

其它：

标识证书和标识标

签的使用

使用管理制度文件编号：

文件规定：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证书的使用及记录： □满足 □基本满足 □不满足

证书使用的上报：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标签的使用及记录： □满足 □基本满足 □不满足

标签使用的上报：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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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申请表

编号：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申请表

委托单位： （盖章）

标识实验室（名称及代码）：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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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申请单位应如实填写本申请表，一式三份，要求字迹工整，清晰。

有关表格若不够，可增加附表。

二、应同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或登记注册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2.产品的《型式检验报告》复印件；

3.标识实验室出具的《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及其附件的

原件。

三、关于产品描述

1．产品信息描述应与对应的测评报告描述一致。

2. 生产企业应写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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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信息

委托单位

联 系 人 电话 传真

邮编、通讯地址 E-mail

生产企业

联 系 人 电话 传真

邮编、生产地址 1 厂区面积

邮编、生产地址 2 厂区面积

邮编、生产地址 3 厂区面积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企业类型 企业外资国别或地区

二、产品信息

本次共 种产品申请节能性能标识

产品名称（窗型） 产品型号

标准尺寸 宽 mm×高 mm 开启方式

设计图纸 图号： 框窗面积比 ％

框材

生产厂家 （全称）

材质与表面处理

主型材型号/壁厚

（mm）

填充物/填充位置

玻璃 1

生产厂家（单片） （全称）

配置

镀膜/着色玻璃牌号

间隔形式 间隔气体

密封胶种类

玻璃 2

生产厂家（单片） （室外片）: （室内片）:

配置 （室外片）＋ （气体）＋ （室内片）

镀膜/着色玻璃牌号

间隔形式 间隔气体

密封胶种类

玻璃 3
生产厂家（单片） （室外片）: （室内片）:

配置 （室外片）＋ （气体）＋ （室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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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膜/着色玻璃牌号

间隔形式 间隔气体

密封胶种类

玻璃 4

生产厂家（单片） （室外片）: （室内片）:

配置 （室外片）＋ （气体）＋ （室内片）

镀膜/着色玻璃牌号

间隔形式 间隔气体

密封胶种类

玻璃 5

生产厂家（单片） （室外片）: （室内片）:

配置 （室外片）＋ （气体）＋ （室内片）

镀膜/着色玻璃牌号

间隔形式 间隔气体

密封胶种类

隔热

材料

生产厂家 （全称）

材质、规格、型号

密封条
生产厂家

材质、规格、型号

配套件
生产厂家 （全称）

型号/规格

该产品生产能力（m2/年）

该产品上年度产量（m2）

测评标识实验室名称

测评报告编号

（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同时申请节能性能标识时，“产品信息”部分可复制，添加相关内容）

三、主要生产设备

序号 名称 产地 型号 数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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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检测设备

序号 名称 产地 型号 数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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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承诺

我单位自愿申请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本申请表所载信息及所附申

请材料真实、完整，不存在虚假信息。一旦获得批准，愿意遵守所有相关

规定并接受监督。

企业法人代表（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六、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员会意见

专家委员（签字）：

年 月 日

七、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检测认证分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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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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