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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参考ISO16933:2007《建筑玻璃防爆炸冲击波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场地

试验法》编制,与ISO16933:2007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建筑幕墙门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4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深圳市

新山幕墙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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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

公司、中山盛兴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安全

玻璃及石英玻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州铝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银晶玻璃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洪涛、刘会涛、王新祥、顾泰昌、杜继予、魏东海、孙诗兵、邓贵智、白宝鲲、

徐勤、姜清海、王双军、张国峰、韩松、谭国湘、郭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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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对于有防爆炸要求的建筑,重视和提高幕墙和门窗的防爆炸冲击波性能显得尤为重要。欧盟、美
国及国际标准化组织先后发布了防爆炸相关标准,目前主要有:

———EN13123-1:2001《门窗和百叶窗 防爆炸 分级要求 第1部分:激波管》
———EN13124-1:2001《门窗和百叶窗 防爆破 检测方法 第1部分:激波管》
———EN13123-2:2004《门窗和百叶窗 防爆炸 分级要求 第2部分:距离检测》
———EN13124-2:2004《门窗和百叶窗 防爆炸 检测方法 第2部分:距离检测》
———ASTMF1642-04(2010)《玻璃和玻璃系统承受冲击波作用的检测方法》
———ISO16933:2007《建筑玻璃 防爆炸安全玻璃 场地爆炸冲击波荷载检测和分级》
———ISO16934:2007《建筑玻璃 防爆炸安全玻璃 激波管荷载检测和分级》

0.2 我国于2006年启动了建筑幕墙和门窗的防爆炸空气冲击波的检测研究,先后对激波管法和距离

检测法进行了模拟试验,并采用距离检测法对玻璃幕墙实际工程进行了足尺寸检测。结果表明距离检

测法较为直观,检测方法较容易实现。本标准采用距离检测法。

0.3 玻璃幕墙和门窗防爆炸冲击波性能检测适用于下列情况:
———工程所在地发生过爆炸袭击或存在爆炸袭击的可能;
———建筑物本身的重要性和建筑功能要求;
———建筑物的设计、使用相关各方有检测要求;
———工程所在地易于遭受爆炸袭击;
———工程附近存在易遭受爆炸袭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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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幕墙和门窗抗爆炸冲击波
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幕墙和门窗防爆炸冲击波性能的术语和定义、分级、试件、试验场地和仪器设备、
检测步骤、数据处理、结果判定和检测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以玻璃为面板材料的幕墙和门窗的防爆炸冲击波性能分级及检测。其他建筑构件的

防爆炸冲击波性能检测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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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6722 爆破安全规程

GJB338A 梯恩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防爆炸冲击波性能 air-blastresistanceperformance
玻璃幕墙和门窗在正常使用状态下(开启扇关闭)遭受爆炸空气冲击波作用时,保护室内人或物的

能力。

3.2 
自由场冲击波压力 free-fieldair-blastpressure
冲击波传播过程中不受其他边界影响的某点冲击波压力值。

3.3 
空气冲击波压力历程 air-blastpressurehistory
物体表面上某一点所承受的空气冲击波自由场压力或反射压力变化过程。

3.4 
汽车炸弹级 vehiclebombsclassification
由100kgTNT当量的炸药发生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等级。
注:100kgTNT当量是指炸药的爆炸造成的威力,相当于100kgTNT爆炸所造成的威力相同。汽车炸弹级常用

于对尺寸较大的玻璃幕墙进行试验。

3.5 
手持炸药包级 hand-carriedsatchelbombsclassification
人工可携带量级的炸药发生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等级。
注:手持炸弹级常用于对尺寸较小的玻璃门窗进行试验。

3.6 
爆炸垫 blastmat
防爆炸冲击波性能检测时放置在炸药下方的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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