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蒸压加气混凝土建筑应用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application of 

autoclaved aeratcd concrete 
 

JGJ/T17 - 2008 

J 824-2008 

 

 

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施行日期：2 0 0 9 年    5   月    1   日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北京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153号 
                                                             
 

关于发布行业标准《蒸压加气 

混凝土建筑应用技术规程》的公告 

 

现批准《蒸压加气混凝土建筑应用技术规程》为行业标准，编号为JGJ/T 

17-2008，自2009年5月日起实施。原《蒸压加气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17-84

同时废止。 

本规程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08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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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发布《一九八八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定计划》（草案）

的通知（计标函[1987]78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

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全面

修订了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符号；3.一般规定；4.材料计

算指标；5.结构构件计算；6.围护结构热工设计；7.建筑构造；8.饰面处理；9.

施工与质量验收。 

本规程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修改过

去的安全系数法为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以分项系数设计表达

式进行计算； 

2．砌体的材料分项系数由原规程的γf = 1.55提高到γf = 1.6，适当提高了

结构可靠度； 

3．根据实际工程的事故调查总结，对受弯板材中的配筋，规定上下层钢筋

网必须有箍筋相连接；同时，为了不使屋面板脱落而要求设置预埋件，与屋架或

圈梁焊接； 

4．将上墙含水率改为宜小于30%，同时又规定了墙体抹灰前含水率为

15%~20%； 

5．为解决抹灰裂缝问题，总结以往经验，在抹灰材料、施工工艺及构造措

施方面，提出相应规定；并推广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专用砌筑砂浆和抹灰材料，

以防止墙体裂缝； 

6．根据现行国家标准《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GB11968、《蒸压加气混凝

土板》GB15762及检测的加气混凝土热工数据，调整了加气混凝土材料导热系数

和蓄热系数计算值的数据； 

7．为适应建筑节能形势的要求及扩大加气混凝土的应用，增加了03级、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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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加气混凝土的热工参数； 

8．根据国家现行标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和《夏

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75的要求，增加了这两个地区加气混凝

土围护结构低限保温厚度的选用表。 

本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

术内容的解释。 

本规程主编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地址：北京市南礼士路62号，邮

编：100045） 

                哈尔滨市建筑设计院 

本规程参编单位：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 

                武汉市建筑设计院 

                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 

                北京加气混凝土厂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顾同曾  周炳章  过镇海  严家禧  蒋秀伦  何世全 

                  高连玉  杨善勤  夏祖宏  杨星虎  崔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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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了在工业与民用建筑中积极合理地推广应用蒸压加气混凝土（以

下简称“加气混凝土”）制品，做到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以确保工程

质量，节约能耗，实现墙体革新和有效地利用工业废料，制订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在抗震设防烈度为6～8度的地震区以及非地震区使

用，强度等级为A2.5级及以上的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强度等级为A3.5级以上的

蒸压加气混凝土配筋板材的设计、施工与质量验收。 

1.0.3  蒸压加气混凝土制品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蒸压加气混凝土砌

块》GB11968、《蒸压加气混凝土板》GB15762及有关标准的规定。 

    1.0.4  蒸压加气混凝土建筑的设计、施工与质量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2 

2  术语、符号 

    2.1  术语 

    2.1.1  蒸压加气混凝土制品 autoclaved aerated concrete 

    以硅、钙为原材料，以铝粉（膏）为发气剂，经过蒸压养护而制造成的砌块、

板材等制品。 

    2.1.2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autoclaved aerated concrete blocks 

    蒸压加气混凝土制成的砌块，可用作承重和非承重墙体或保温隔热材料。 

    2.1.3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 autoclaved aerated concrete plates 

    蒸压加气混凝土制成的板材，可分屋面板、外墙板、隔墙板和楼板。根据结

构构造要求，在加气混凝土内配置经防腐处理的不同数量钢筋网片。 

    2.1.4  蒸压加气混凝土专用砂浆 special mortar for autoclaved aerated 

concrete 

与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相匹配的、能满足加气混凝土砌块、板材建筑施工要

求的内外墙专用抹面和砌筑砂浆。 

加气混凝土粘结砂浆：采用水泥、级配砂、轻骨料、掺合料，以及保水剂、

引气剂等原料，在专业工厂经精确计量、均匀混合，用于砌筑灰缝厚度不大于5mm

的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干混砂浆。该砂浆尤其适用于加气混凝土单一材料保温体

系。 

加气混凝土砌筑砂浆：采用水泥、级配砂、掺合料、保水剂及其它外加剂等

原料，在专业工厂经精确计量、均匀混合，用于砌筑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干混砂浆。

砌筑灰缝厚度≤15mm。 

2.1.5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 average heat-transfer coefficient of 

exterior wall 

外墙主体部位传热系数与热桥部位传热系数按照面积的加权平均值。 

2.1.6 热惰性指标 thermal inertia index 

表征围护结构反抗温度波动和热流波动能力的无量纲指标。 

    2.2  符号 

    2.2.1  材料性能 

Axx—加气混凝土强度等级 

E—加气混凝土砌体弹性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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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加气混凝土板弹性模量 

A
15,cuf —加气混凝土出釜强度等级代表值 

fc—抗压强度设计值 

fck—抗压强度标准值 

ft—抗拉强度设计值 

ftk—抗拉强度标准值 

fy—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fv—沿砌体通缝截面抗剪强度设计值 

0ρ —干密度 

λ —导热系数 

S24—蓄热系数 

2.2.2  作用、作用效应 

M—弯矩设计值 

Mk—按全部荷载标准值计算的弯矩 

Mq—按荷载长期效应组合计算的弯矩 

N—轴向压力设计值 

V—剪力设计值 

    2.2.3  几何参数 

A—截面积 

Ab—垫板面积 

As—纵向受拉钢筋截面积 

e—轴向力的偏心矩 

H0—受压构件的计算高度 

h1—砌块高度 

L1—砌块长度 

x—截面受压区高度 

    2.2.4  计算参数 

1μ —非承重墙［β ］的修正系数 

2μ  —有门窗洞口时的墙［β ］的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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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板材截面长期抗弯刚度 

Bs—板材截面短期抗弯刚度 

C—块型修正系数 

0γ —结构重要性系数 

fγ —材料分项系数 

R—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值 

S—构件的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φ—受压构件的纵向弯曲系数 

α—轴向力的偏心影响系数 

θ—荷载长期效应组合对挠度的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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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规定 

     

3.0.1  在应用蒸压加气混凝土制品时，应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建筑物

的使用要求，进行方案比较和技术经济分析。 

    3.0.2  地震区加气混凝土砌块横墙承重的房屋总层数与总高度的限值应符

合表3.0.2规定。 

表3.0.2  地震区加气混凝土砌块横墙承重房屋总层数与总高度（m）限值 

抗震设防烈度（度） 
强度等级 

6 7 8 

A5.0（B07） 5/16 5/16 4/13 

A7.5（B08） 6/19 6/19 5/16 

注： 1、在有可靠试验依据的情况下，增加墙厚或采取其它有效措施时,总层数和总高度可适当提高； 

2、房屋承重砌块的最小厚度不宜小于250mm； 

3、强度等级栏中括号内为加气混凝土相应的干密度等级。 

    3.0.3  在下列情况下不得采用加气混凝土制品： 

        1.建筑物防潮层以下的外墙； 

2.长期处于浸水和化学侵蚀环境；     

3.承重制品表面温度经常处于80℃以上的部位 

    3.0.4  加气混凝土制品砌筑或安装时的含水率宜小于30％。 

    3.0.5  加气混凝土砌块应采用专用砂浆砌筑。 

    3.0.6  加气混凝土制品用作民用建筑外墙时，应做饰面防护层。 

    3.0.7  采用加气混凝土砌块作为承重墙体的房屋，宜采用横墙承重结构，

横墙间距不宜超过4.2m，宜使横墙对正贯通。每层每开间均应设置现浇钢筋混凝

土圈梁。 

    3.0.8  加气混凝土砌块用作多层房屋的承重墙体，当设防烈度为6或7度时，

应在内外墙交接处设置拉结钢筋，沿墙高度每600mm放置2Φ6钢筋，伸入墙内的

长度不得小于1m。且每开间均应设置现浇钢筋混凝土构造柱。 

    当设防烈度为8度时，除按上述要求设置拉结钢筋外，还应在内外纵、横墙

连接处设置现浇的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构造柱的最小截面应为180mm×200mm，最

小配筋应为4Φ12，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0。构造柱与加气混凝土砌块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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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处宜砌成马牙槎。 

3.0.9  非抗震设防地区的圈梁、构造柱设置可参照地震区的要求适当放宽。

但房屋顶层必须设置圈梁，房屋四角必须有构造柱，马牙槎连接可改为拉结筋连

接。 

3.0.10  加气混凝土墙体的隔声、耐火性能应符合本规程附录A和附录B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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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计算指标 

 

    4.0.1  加气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按出釜状态（含水率为35％～40％）时的

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确定。 

    4.0.2  加气混凝土在气干工作状态时的强度标准值应按表4.0.2-1的规定

确定。强度设计值应按表4.0.2-2的规定确定。 

表4.0.2-1 加气混凝土抗压、抗拉强度标准值（N／mm
2
） 

强度等级 
强度种类 符号 

A2.5 A3.5 A5.0 A7.5 

抗压强度 fck 1.80 2.40 3.50 5.20 

抗拉强度 ftk 0.16 0.22 0.31 0.47 

注：本表抗压强度标准值用于板和砌块，抗拉强度标准值用于板。 

表4.0.2-2 加气混凝土抗压、抗拉强度设计值（N／mm
2
） 

强度等级 
强度种类 符号 

A2.5 A3.5 A5.0 A7.5 

抗压强度 fc 1.28 1.71 2.50 3.71 

抗拉强度 ft 0.11 0.15 0.22 0.33 

注：本表强度设计值用于板构件。 

    4.0.3  加气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可按表4.0.3的规定确定。 

表4.0.3  加气混凝土的弹性模量Ec（N／mm
2
） 

强度等级 
品种 

A2.5 A3.5 A5.0 A7.5 

水泥、石灰、砂加气混凝土 1700 1900 2300 2300 

水泥、石灰、粉煤灰加气混凝土 1500 1700 2000 2000 

注：本表弹性模量用于板构件。 

 

    4.0.4  加气混凝土的泊松比可取为0.20，线膨胀系数可取为8×10－6／℃

（温度范围为：0～100℃）。 

4.0.5  砂浆龄期为28d的砌体抗压强度设计值f、沿通缝截面的抗剪强度设

计值fv和砌体弹性模量E 应根据砂浆强度等级分别按表4.0.5-1、4.0.5-2、

4.0.5-3的规定确定，有关试验方法可按本规程附录C、附录D进行。 

当砌块高度小于250mm，大于180mm，长度大于600mm时，其砌体抗压强度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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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乘以块型修正系数C，C值应按下式计算： 

C＝0.01×
1

2
1

l
h
≤1 

式中：h1—砌块高（mm） 

l1—砌块长度（mm） 

表4.0.5-1 每皮高度250mm的砌体抗压强度设计值f（N／mm
2
） 

加气混凝土强度等级 
砂浆强度等级 

A2.5 A3.5 A5.0 A7.5 

M2.5 0.67 0.90 1.33 1.95 

≥M5 0.73 0.97 1.42 2.11 

注：1.有系统的试验数据时可另定。 

表4.0.5-2 砌体沿通缝截面的抗剪强度设计值fv（N／mm
2
） 

砂浆强度等级 vf  

M2.5 

≥M5.0 

0.03 

0.05 

注：采用专用砂浆时，可根据试验数据酌定。 

表4.0.5—3 每皮高度（250mm）的砌体弹性模量E（N／mm
2
） 

加气混凝土强度等级 
砂浆强度等级 

A2.5 A3.5 A5.0 A7.5 

M2.5 1100 1480 2000 2400 

≥M5 1180 1600 2200 2600 

4.0.6  加气混凝土配筋构件中的钢筋宜采用HPB235级钢。抗拉强度设计值

fy为210N／mm
2
。当机械调直钢筋有可靠试验根据时，可按试验数据取值，但抗拉

强度设计值fy不宜超过250N／mm
2
。冷拔钢筋的弹性模量应取2×10

5
N／mm

2
。 

4.0.7  涂有防腐剂的钢筋与加气混凝土间的粘结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加气混凝土强度等级为A2.5时，粘结强度不应小于0.8N／mm2； 

2 当加气混凝土强度等级为A5.0时的粘结强度不应小于1N／mm2。 

    4.0.8  加气混凝土砌体和配筋构件重量可按加气混凝土标准干容重乘系数

1.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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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构件计算 

 

5.1  基本计算规定 

    5.1.1  加气混凝土结构构件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

一标准》GB50068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构件应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要求，

受弯板材还应满足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受压砌体应满足允许高厚比的要

求。 

    5.1.2  构件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应符合下式要求： 

S0γ ≤ R
RAγ
1
（·）                 （5.1.2） 

式中： 0γ — 结构重要性系数；对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结构构件可分

别取1.1、1.0、0.9； 

S — 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分别表示构件的轴向力设计值N，剪力设

计值V，或弯矩设计值M 等； 

R （·）— 结构构件的抗力函数； 

RAγ — 加气混凝土构件的承载力调整系数，可取1.33。 

    5.1.3  受弯板材应按荷载效应的标准值组合，并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影响进

行变形验算，其最大挠度计算值不应超过l0／200（l0为板材计算跨度）。 

    5.1.4  受弯板材应根据出釜和吊装的受力情况进行承载力验算。此时板材

自重荷载的分项系数应取1.2，并乘以动力系数1.5。 

5.2  砌体构件的受压承载力计算 

    5.2.1  轴心或偏心受压构件的承载力应按下式验算： 

N≤0.75 fAφα                          （5.2.1） 

式中：N — 轴向压力设计值； 

ϕ  — 受压构件的纵向弯曲系数，按本规程第5.2.3条采用； 

α — 轴向力的偏心影响系数，按本规程第5.2.4条采用； 

F — 砌体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程第4.0.5条采用。 

A — 构件截面面积； 

    5.2.2  按荷载设计值计算的构件轴向力的偏心距e，不应超过0.5y，其中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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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截面重心到轴向力所在方向截面边缘的距离。 

    5.2.3  受压构件的纵向弯曲系数φ，可根据构件的高厚比β值乘以1.1后，

按表5.2.3采用。构件的高厚比β应按下式计算： 

h
H 0=β                          （5.2.3） 

式中  H0—受压构件的计算高度，按国家现行《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中

的有关规定采用； 

h—矩形截面的轴向力偏心方向的边长。当轴心受压时为截面较小边长。 

表5.2.3  受压构件的纵向弯曲系数ϕ  

1.1β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ϕ  0.93 0.89 0.83 0.78 0.72 0.66 0.61 0.56 0.51 0.46 0.42 0.39 0.36 

    5.2.4  对于矩形截面，根据轴向力的偏心矩e，轴向力的偏心影响系数α应

按下式计算： 

2121

1

)
h
e

(+
=α                      （5.2.4－1） 

式中   e —轴向力的偏心矩。 

      当墙体厚度h＜200mm时, 式（5.2.4－1）的α值应乘以修正系数η，η应

按下式验算： 

)4.0
2

(9.01 -
h
e

-=η ≤1                  （5.2.4－2） 

    5.2.5  在梁端下设置刚性垫块时，垫块下砌体的局部受压承载力N应按下

式计算： 

N ≤ LfAα75.0                          （5.2.5） 

                      N＝N1＋N0 

式中  N1 —梁端支承压力设计值； 

N0 —上部传来作用于垫块上的轴向力设计值； 

α  —轴向力对垫块下表面积重心的偏心影响系数，按本规程第5.2.4条采

用； 

AL —垫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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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砌体构件的受剪承载力计算 

5.3.1  砌体沿通缝的受剪承载力应按下式验算： 

    V ≤0.75（fv＋0.2 0σ ）A                       （5.3.1） 

式中  V —— 剪力设计值 

fv—— 砌体沿通缝截面的抗剪强度设计值，按本规程第4.0.5条采用； 

0σ ——永久荷载设计值产生的平均压应力； 

A —— 受剪截面面积。 

5.4  配筋受弯板材的承载力计算 

    5.4.1  配筋加气混凝土受弯板材的正截面承载力（图5.4.1）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图5.4.1  配筋受弯板材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简图 

          M ≤0.75fcbx（h0－ 2
x
）            （5.4.1－1） 

    受压区高度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fcbx＝fyAs                                  （5.4.1－2） 

并应符合条件： 

X≤0.5h0                                              （5.4.1－3） 

即单面受拉钢筋的最大配筋率为： 

y

c

f
f

5.0max =µ 100％              （5.4.1－4） 

式中  M  — 弯矩设计值； 

fc  —  加气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程第4.0.2条采用； 

b  —  板材截面宽度； 

h0  —  截面有效高度（图中α为受拉钢筋截面中心到板底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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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  加气混凝土受压区的高度； 

fy  —  纵向受拉钢筋的强度设计值，按本规程第4.0.6条采用； 

As —  纵向受拉钢筋的截面面积； 

    矩形截面的受弯构件可采用附录E的表进行计算。 

    5.4.2  配筋受弯板材的截面抗剪承载力，可按下式验算： 

V≤0.45ftbh0                                   （5.4.2） 

式中  V —剪力设计值 

ft—加气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程第4.0.2条采用。 

    如不能符合公式（5.4.2）的要求，则应增大板材的厚度。 

5.5  配筋受弯板材的刚度计算 

    5.5.1  配筋受弯板材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挠度应按荷载效应标准组

合、并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影响的刚度B，用结构力学的方法计算。所得挠度应符

合第5.1.3条的要求。 

    5.5.2  配筋受弯板材在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的短期刚度 sB ，可按下式计

算： 

sB ＝0.85EcI0                      （5.5.2） 

式中  Ec—加气混凝土的弹性模量，按本规程第4.0.3条采用； 

I0—换算截面的惯性矩。 

    5.5.3  当考虑荷载长期作用的影响时，板材的刚度B可按下式计算： 

Bs
MsM

MB
q

k

+
=

)1-(θ
                 （5.5.3） 

式中  kM —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计算的跨中最大弯矩值； 

qM —按荷载效应的准永久组合计算的跨中最大弯矩值； 

θ—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在一般情况下可取2.0。 

5.6  构造要求 

    5.6.1  砌块墙体的高厚比β应符合下列规定： 

h
H 0=β ≤ ][21 βμμ       （5.6.1） 

    式中  1μ —非承重墙［β］的修正系数，取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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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μ —有门窗洞口墙［β］的修正系数，按第5.6.2条采用； 

［β］—墙的允许高厚比，应按表5.6.1采用。 

注：当墙高H大于或等于相邻横墙间的距离S时，应按计算高度H0＝0.6S验算高厚比。 

表5.6.1  墙的允许高厚比［β］值 

砂浆强度等级 ≥M5.0 M2.5 

［β ］ 20 18 

    5.6.2  有门窗洞口墙的允许高厚比［β］的修正系数 2μ 可按下式计算： 

S
b

- s4.012 =μ       （5.6.2） 

式中  sb — 在宽度S范围内的门窗洞口宽度； 

S — 相邻横墙之间的距离。 

    当按公式（5.6.2）算得的 2μ 值小于0.7时，仍采用0.7。 

    5.6.3  加气混凝土砌块承重房屋伸缩缝的间距不宜大于40m。 

    5.6.4  抗震设防地区的砌块墙体，应根据设计选用粘结性能良好的专用砂

浆砌筑，砂浆的最低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5.0。 

    5.6.5  不宜用加气混凝土砌块做独立柱承重。支承梁的加气混凝土砌块墙

段，必须有混凝土垫块；当有圈梁时，应将圈梁与混凝土垫块浇成整体。 

5.6.6  在房屋底层和顶层的窗口标高处，应沿纵横墙设置通长的水平配筋

带三皮，每皮3Φ4；或采用60mm厚的配筋混凝土条带，配2Φ10纵筋和Φ6的分布

筋，用C20混凝土浇注。 

5.6.7  楼、屋盖的钢筋混凝土梁或屋架，应与墙、柱或圈梁有可靠的连接。 

5.6.8  加气混凝土砌块承重墙上的门窗洞口，不得采用无筋砌块过梁；其

它过梁支承长度每侧不应小于240mm。 

5.6.9  墙长大于或等于层高的1.5倍时，应在墙的中段增设构造柱，其做法

与设在纵横墙间的构造柱相同。 

    5.6.10  受弯板材中应采用焊接网和焊接骨架配筋，不得采用绑扎的钢筋网

片和骨架。钢筋上网与下网必须有连接钢筋或采用其它形式使之形成一个整体的

焊接钢筋网骨架。钢筋网片必须采用防锈蚀性能可靠的并具有良好粘结力的防腐

剂进行处理。 

    5.6.11  受弯板材内，下网主筋的直径不宜超过φ 10，其间距不应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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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m，数量不得少于3φ 6。主筋末端应焊接3根横向锚固筋，直径与最大主筋相

同。中间的分布钢筋可采用φ 4，最大间距应小于1200mm。钢筋保护层应为20mm，

主筋端部到板端部的距离不得大于10mm，（图5.6.11）。 

 

图5.6.11  受弯板材主筋端部锚固示意 

    5.6.12  受弯板材内上网的纵向钢筋不得少于2根，两端应各有1根锚固钢

筋，直径与上网主筋相同。上网钢筋必须与下网主筋有箍筋相连，箍筋可采用封

闭式、U形开口或其它形式。 

    5.6.13  地震区受弯板材应在板内设置预埋件，或采取其它有效措施加强相

邻板间的连接。预埋件应与板内钢筋网片焊接（图5.6.11和图7.2.1）。板材安

装后，与相邻板之间应相互焊牢，或采取其它有效连接措施。 

    5.6.14  屋面板端部的横向锚固钢筋至少应有2根配置在支座承压面以内。

同时支座承压区的长度应满足下列规定： 

    1．当支承在砖墙上时，不小于110mm； 

2．当支承在钢筋混凝土梁和钢结构上时，不小于9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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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加气混凝土应用在具有保温隔热和节能要求的围护结构中时，根据建

筑物性质、地区气候条件、围护结构构造形式，应合理地进行热工设计。当保温、

隔热和节能设计要求的厚度不同时，应采用其中的最大厚度。 

    6.1.2 加气混凝土用作围护结构时，其材料的导热系数和蓄热系数设计计算

值应按表 6.1.2采用。 

表 6.1.2     加气混凝土材料导热系数和蓄热系数设计计算值 

理论计算值 

（体积含水量3%条件下） 
设计计算值 

围护结构 

类别 

干密度 

ρo 

(kg/m3) 

导热系数 

λ 

[W/(m.k)] 

蓄热系数 

S24 

[W/(m
2
.k)] 

灰缝 

影响 

系数 

潮湿

影响

系数 

导热系数 

λ 

[W/(m.k)] 

蓄热系数 

S24 

[W/(m
2
.k)] 

400 0.13 2.06 1.25  0.16 2.58 

500 0.16 2.61 1.25  0.20 3.26 

600 0.19 3.01 1.25  0.24 3.76 

单一 

结构 

700 0.22 3.49 1.25  0.28 4.36 

300 0.11 1.64  1.5 0.17 2.46 

400 0.13 2.06  1.5 0.20 3.09 

500 0.16 2.61  1.5 0.24 3.92 

铺设在

密闭屋

面内 

600 0.19 3.01  1.5 0.29 4.52 

300 0.11 1.64  1.6 0.18 2.62 

400 0.13 2.06  1.6 0.21 3.30 

500 0.16 2.61  1.6 0.26 4.18 

复

合

结

构 
浇注在 

混凝土 

构件中 
600 0.19 3.01  1.6 0.30 4.82 

注：当加气混凝土砌块和条板之间采用粘结砂浆，且灰缝≤3mm时,灰缝影响系数取 1.00。 

6.2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6.2.1 加气混凝土外墙和屋面的传热系数(K值)（当外墙中有钢筋混凝土柱、

梁等热桥影响时，应为外墙平均传热系数 Km 值）和热惰性指标(D 值)，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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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加气混凝土外墙和屋面的传热系数(K 值)和热惰性指标(D 值)，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的规定计算, 外墙的平均传热系

数 Km值应按现行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计算。 

   6.2.3 不同厚度加气混凝土外墙的传热系数 K 值和热惰性指标 D 值可按表

6.2.3采用。 

表 6.2.3 不同厚度加气混凝土外墙热工性能指标(B06级) 

外墙厚度δ 

(mm) 

传热阻 RO 

[(m2·K)/W] 

传热系数 K 

[W/(m2·K)] 
热惰性指标 D 

150 0.82(0.98) 1.23(1.02) 2.77(2.80) 

175 0.92(1.11) 1.09(0.90) 3.16(3.19) 

200 1.02(1.24) 0.98(0.81) 3.55(3.59) 

225 1.13(1.37) 0.88(0.73) 3.95(3.98) 

250 1.23(1.51) 0.81(0.66) 4.34(4.38) 

275 1.34(1.64) 0.75(0.61) 4.73(4.78) 

300 1.44(1.77) 0.69(0.56) 5.12(5.18) 

325 1.54(1.90) 0.65(0.53) 5.51(5.57) 

350 1.65(2.03) 0.61(0.49) 5.90(5.96) 

375 1.75(2.16) 0.57(0.46) 6.30(6.36) 

400 1.86(2.30) 0.54(0.43) 6.69(6.76) 

注:1、表中热工性能指标为干密度 600kg/m3
加气混凝土,考虑灰缝影响导热系数 

λ= 0.24W/(m.k)，蓄热系数 S24=3.76W/(m
2
.k) 

2、括号内数据为加气混凝土砌块之间采用粘结砂浆，导热系数λ=0.19W/(m.k)，蓄热系

数 S24=3.01W/(m
2
.k) 

3、其他干密度的加气混凝土热工性能指标可根据本规程表 6.1.2的数据计算。 

4、表内数据不包括钢筋混凝土圈梁、过梁、构造柱等热桥部位的影响。  

    6.2.4不同厚度加气混凝土屋面板的传热系数 K值和热惰性指标 D值可按表

6.2.4采用。 

表 6.2.4 不同厚度加气混凝土屋面板热工性能指标(B06级) 

屋面板厚度δ 

(mm) 

传热阻 RO 

[(m2·K)/W] 

传热系数 K 

[W/(m2·K)] 
热惰性指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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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1.02 0.98 3.55 

225 1.13 0.88 3.95 

250 1.23 0.81 4.34 

275 1.34 0.75 4.73 

300 1.44 0.69 5.12 

325 1.54 0.65 5.51 

350 1.65 0.61 5.90 

注 :1、表中热工性能指标为干密度 600kg/m3
加气混凝土 ,考虑灰缝影响导热系数λ

=0.24W/(m.k)，蓄热系数 S24=3.76W/(m
2
.k) 

2、其他干密度的加气混凝土热工性能指标根据表 6.1.2的数据计算。 

6.2.5 在严寒、寒冷和夏热冬冷地区，加气混凝土外墙中的钢筋混凝土梁、

柱等热桥部位外侧应做保温处理，经处理后,当该部位的热阻值不小于外墙主体

部位的热阻时，则可取外墙主体部位的传热系数作为外墙的平均传热系数，否则

应按 6.2.2条的规定计算外墙平均传热系数。 

6.2.6加气混凝土外墙和屋面的隔热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

设计规范》GB50176的有关规定。单一加气混凝土围护结构的隔热低限厚度可按

表 6.2.6-1采用；复合屋盖中加气混凝土隔热低限厚度可按表 6.2.6-2采用。 

表 6.2.6-1加气混凝土围护结构隔热低限厚度 

围护结构类别 隔热低限厚度（mm） 

外墙（不包括内外饰面） 175~200 

屋面板 250~300 

 

表 6.2.6-2  复合屋盖中加气混凝土隔热低限厚度（mm） 

钢筋混凝土屋面板厚度 加气混凝土隔热低限厚度 

120 

150 

180~200 

160~180 

注： 1、表中隔热层厚度包括加气混凝土碎块找坡层（以平均厚度计）和加气混凝土砌块保 

温层厚度； 

 2、采用其他材料找坡层或其它构造形式的复合屋面构造形式中，加气混凝土隔热层厚

度应根据热工计算确定。      

6.2.7 当采用加气混凝土作为复合墙体的保温、隔热层时，加气混凝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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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在水蒸汽流出的一侧。 

6.2.8  采用加气混凝土做保温层的复合屋面或单一屋面，每 50m
2
应设置排湿

排汽孔 1个(图 6.2.8)。在单一加气混凝土屋面板的下表面宜做隔汽涂层。 

 

图 6.2.8  加气混凝土复合及单一屋盖排湿排汽孔构造示意图 

6.2.9 加气混凝土砌块用作复合屋面的保温、隔热层时，可先在屋面板上做找坡

层和找平层，将加气混凝土砌块置于找坡层之上，然后在隔热层上做防水层(图

6.2.9)。 

 

图 6.2.9  复合屋盖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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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构造 

7.1  一般规定 

      7.1.1  当加气混凝土外墙墙面水平方向有凹凸线脚和挑出部分时，应做泛

水和滴水。 

    7.1.2  加气混凝土制品与门、窗、附墙管道、管线支架、卫生设备等应连

接牢固。当采用金属件作为进入或穿过加气混凝土制品的连接构件时，应有防锈

保护措施。 

    7.1.3  加气混凝土屋面板表面不宜镂槽；如有特殊要求，可在板的上部表

面沿板长方向镂划，深度不得大于15mm。墙板表面不得横向镂槽；有特殊要求时

可在板的一面沿板长方向镂划。双面配筋的墙板，其镂划深度不应大于15mm。单

网片配筋隔板镂划深度不得大于板厚的1/3，并不得破坏钢筋的防锈层。 

7.2  屋面板 

    7.2.1  采用加气混凝土屋面板做平屋面时，当由支座找坡时，坡度应符合

设计要求，支座部位应平整，板下应铺专用砂浆。在地震区应采取符合抗震要求

的可靠连接措施，对设置有预埋件的屋面板，预埋件应通过连系钢筋使板与板之

间以及板与支座之间有牢固的构造连接。（图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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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加气混凝土屋面板不应作为屋架的支撑系统。 

7.2.3  加气混凝土屋面板的挑出长度（图7.2.3）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沿板宽方向不宜大于板宽的1/3； 

2 与相邻板应有可靠的连接； 

3 沿板长方向不宜大于板宽的2/3。 

图7.2.3  屋面板挑出长、宽度示意图 

 

    7.2.4  当不切断钢筋和不破坏钢筋防腐层时，加气混凝土屋面板上可开一

个孔洞（图7.2.4）。如开较大的孔洞，应另行设计。 

 

 

2/3B 

2/3 B 

图7.2.1  有抗震设防要求的加气混凝土屋面板构造示意 

 

1—抗震加气混凝土屋面板 

2—预埋角铁 

3—Ф8钢筋环与预埋角铁和Ф8通长钢筋焊接 

4—Ф8通长钢筋 

5—梁内预埋Ф10钢筋，间距1200与Ф8通长钢筋焊接 

6—专用砌筑砂浆坐浆 

7—钢筋混凝土梁或圈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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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4  屋面板上开洞示意图 

    7.2.5  在加气混凝土屋面板上做卷材防水层时，屋盖应有良好的整体性，

当为两道以上卷材时，在板的端头缝处应干铺一条宽度为150～200mm的卷材，第

一层采用花撒或点铺或在底层加铺一层带孔油毡。卷材的搭接部分和屋盖周边应

满粘，第二层以上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7.2.6  当加气混凝土屋面板采用无组织排水时，其檐口部位应有合理的防

水、排水和滴水构造，不得顺板侧或板端自由流淌。 

    7.2.7  加气混凝土屋面板底表面不应做普通抹灰，宜采用刮腻子喷浆或在

其下部做吊顶等底表面构造处理方式。 

7.3  砌块 

7.3.1  加气混凝土砌块作为单一材料用作外墙，当其与其他材料处于同一

表面时，应在其它材料的外表设保温材料，并在其表面和接缝处做聚合物砂浆耐

碱玻纤布加强面层或其它防裂措施。 

在严寒地区，外墙砌块应采用具有保温性能的专用砌筑砂浆砌筑，或采用灰

缝小于等于3 mm的密缝精确砌块。 

    7.3.2  对后砌筑的非承重墙，在与承重墙或柱交接处应沿墙高1m左右用2

Ф4钢筋与承重墙或柱拉结，每边伸入墙内长度不得小于700mm，地震区应采用通

长钢筋。当墙长≥5.0m或墙高≥4.0m时，应根据结构计算采取其他可靠的构造措

施。 

    7.3.3  对后砌筑的非承重墙，其顶部在梁或楼板下的缝隙宜作柔性连接，

在地震区应有卡固措施。 

    7.3.4  墙体洞口过梁，伸过洞口两边搁置长度每边不得小于300mm。 

    7.3.5  当砌块作为外墙的保温材料与其它墙体复合使用时，应采用专用砂

浆砌筑。并沿墙高每500～600mm左右，在两墙体之间应采用钢筋网片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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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外墙板 

7.4.1  加气混凝土墙板作非承重的围护结构时，其与主体结构应有可靠的

连接。当采用竖墙板和拼装大板时，应分层承托；横墙应按一定高度由主体结构

承托。 

在地震区采用外墙板应符合抗震构造要求。 

    7.4.2  外墙拼装大板，洞口两边和上部过梁板最小尺寸应符合表7.4.2的规

定。 

表7.4.2  最小尺寸限值 

洞口尺寸 

宽×高（mm） 
洞口两边板宽 

（mm） 
过梁板板高 

（mm） 

900×1200以下 300 300 

1800×1500以下 450 300 

2400×1800以下 600 400 

注：300或400mm板材如需用600mm宽的板材在纵向切锯，不得切锯两边截取中段。如用作过

梁板，应经结构验算。 

7.5  内隔墙板 

7.5.1 加气混凝土隔墙板，宜采用垂直安装（过梁板除外）。板与主体结构

的顶部构造宜采用柔性连接， 

板上端与主体结构连接的水平板缝应填放弹性材料，压缩后的厚度可控制在

5mm左右。 

    板下端顺板宽方向打入楔子（如用木材应经防腐处理），应使板上部通过弹

性材料与上部主体结构顶紧。板下楔子不再撤出，楔子之间应采用豆石混凝土填

塞严实，或采用其它有效的方法固定。 

    7.5.2 板与板之间无楔口槽平接时，应采用专用砂浆粘结，且饱满度应大于

80%。 

沿板缝高度每800mm应按30°角上下各钉入铝合金片或涂锌金属片（图

7.5.2）。 

7.5.3  在加气混凝土隔墙板上吊挂重物时，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设计和

施工。  

7.5.4 在隔墙板上设置暗线时，宜沿板高方向镂槽埋设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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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2  金属片钉入板缝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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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饰面处理 

 

    8.0.1  加气混凝土墙面应做饰面。外饰面应对冻融交替、干湿循环、自然

碳化和磕碰磨损等起有效的保护作用。饰面材料与基层应粘结良好，不得空鼓开

裂。 

    8.0.2  加气混凝土墙面抹灰前应在其表面用专用砂浆或其它有效的专用界

面处理剂进行基底处理后方可抹底灰。 

    8.0.3  加气混凝土外墙的底层，应采用与加气混凝土强度等级接近的砂浆

抹灰，如室内表面宜采用粉刷石膏抹灰。 

    8.0.4  在墙体易于磕碰磨损部位，应做塑料或钢板网护角，提高装修面层

材料的强度等级。 

    8.0.5  当加气混凝土制品与其它材料处在同一表面时，两种不同材料的交

界缝隙处应采用粘贴耐碱玻纤网格布聚合物水泥加强层加强后方可做装修。 

8.0.6  抹灰层宜设分格缝，面积宜为30m
2
，长度不宜超过6m。 

8.0.7  加气混凝土制品用于卫生间墙体，应在墙面上做防水层（至顶板底

部），并粘贴饰面砖。 

8.0.8  当加气混凝土制品的精确度高，砌筑或安装质量好，其表面平整度

达到质量要求时，可直接刮腻子喷涂料做装饰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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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施工质量及验收 

9.1  一般规定 

    9.1.1  装卸加气混凝土砌块时，应轻拿轻放避免磕碰，并应严格按不同等

级规格分别堆放整齐。 

    9.1.2  应采用专用工具装卸加气混凝土板材，运输时应采用包装的绑扎措

施。 

9.1.3  加气混凝土制品的施工堆放场地应选择靠近安装地点，场地应坚实、

平坦、干燥。不得直接接触地面堆放。 

墙板堆放时，宜侧立放置，堆放高度不宜超过3m。 

屋面板可平放，应按表9.1.3要求堆放保管（图9.1.3），并应采用覆盖措施。 

 

图9.1.3  屋面板堆放要求示意图 

表9.1.3  屋面板堆放要求 

堆放方式 堆放限制高度 垫           木 

位置 长度 断面 

尺寸 根数 
平放 3.0m以下 

距端头 

≤600mm 
约900 

mm 
100mm 

×100mm 
板长4m以上时，每点两根。

4m以下时，每点一根。 

    9.1.4  穿过或紧靠加气混凝土墙体（或屋面板）的上下水管道，应采取防

止渗水、漏水的措施。 

    9.1.5  承重加气混凝土墙体不宜进行冬期施工。非承重墙体的冬期施工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9.1.6  在加气混凝土墙体或屋面板上钻孔、镂槽或切锯时，应采用专用工

具。不得任意剔凿、不得横向镂槽。 

9.2  砌块施工 

    9.2.1  砌块砌筑时，应上下错缝，搭接长度不宜小于砌块长度的1/3。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26 

    9.2.2  砌块内外墙墙体应同时咬槎砌筑，临时间断时可留成斜槎，不得留

“马牙槎”。灰缝应横平竖直，水平缝砂浆饱满度不应小于90％。垂直缝砂浆饱满

度不应小于80％。如砌块表面太干，砌筑前可适量浇水。 

    9.2.3  地震区砌块应采用专用砂浆砌筑，其水平缝和垂直缝的厚度均不宜

大于15mm。非地震区如采用普通砂浆砌筑，应采取有效措施，使砌块之间粘结良

好，灰缝饱满。当采用精确砌块和专用砂浆薄层砌筑方法时，其灰缝不宜大于3mm。 

    9.2.4  后砌填充砌块墙，当砌筑到梁（板）底面位置时，应留出缝隙，并

应等待7d后，方可对该缝隙做柔性处理。 

    9.2.5  切锯砌块应采用专用工具，不得用斧子或瓦刀任意砍劈。洞口两侧，

应选用规格整齐的砌块砌筑。 

    9.2.6  砌筑外墙时，不得在墙上留脚手眼，可采用里脚手或双排外脚手。 

9.3  墙板安装 

    9.3.1  应使用专用工具和设备安装外墙板，当墙板上有油污时，应在安装

前将其清除。外墙板的板缝应采用有效的连接构造，缝隙应严密，粘结应牢固。 

    9.3.2  内隔墙板的安装顺序应从门洞处向两端依次进行，门洞两侧宜用整

块板。无门洞口的墙体应从一端向另一端顺序安装。 

    9.3.3  平缝拼接缝间粘结砂浆应饱满，安装时应以缝隙间挤出砂浆为宜。

缝宽不得大于5mm。 

    9.3.4  在墙板上钻孔、开洞，或固定物件时，必须待板缝内粘结砂浆达到

设计强度后进行。 

9.4  屋面工程 

    9.4.1  应采用专用工具安装屋面板，不得用钢丝绳直接兜吊，不得用普通

撬杠调整板位。 

    9.4.2  当在屋面板上部施工时，板上部的施工荷载不得超过设计荷载，否

则应加临时支撑。 

    9.4.3  应按设计要求焊接屋面板上的预埋件，不得漏焊。 

9.5  墙体抹灰 

    9.5.1  加气混凝土墙面抹灰宜采用干粉料专用砂浆。内外墙饰面应严格按

设计要求的工序进行，待制品砌筑、安装完毕后不应立即抹灰，应待墙面含水率

达15%~20%后再做装修抹灰层。抹灰工序应先做界面处理，后抹底灰，厚度应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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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当抹灰层超过15mm时应分层抹，一次抹灰厚度不宜超过15mm，其总厚度宜

控制在20mm以内。 

    9.5.2  两种不同材料之间的缝隙（包括埋设管线的槽），应采用聚合物水

泥砂浆耐碱玻纤网格布加强，然后再抹灰。 

    9.5.3  抹灰层宜用中砂，砂子含泥量不得大于3％。 

    9.5.4  抹灰砂浆应严格按设计要求级配计量。掺有外加剂的砂浆，应按有

关操作说明搅拌混合。 

    9.5.5  当采用水硬性抹灰砂浆时，应加强养护，直至达到设计强度。 

9.6  工程质量验收 

    9.6.1  验收砌块墙体时，砌块结构尺寸和位置的偏差不应超过表9.6.1-1

的规定，墙板结构尺寸和位置的偏差不应超过9.6.1-2的规定。 

表9.6.1-1  砌体结构尺寸和位置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查方法 

砌体厚度 ±4 

基础顶面和楼面标高 ±15 

轴线位移 10 

 

每层 5 
墙面垂直 

全高 10 

用2m长靠尺检查 

表面平整 6 用2m长靠尺检查 

水平灰缝平直 7 用10m长的线拉直检查 

 

表9.6.1-2  墙板结构尺寸和位置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查方法 

拼装大板的高度或宽度两对角线长度差 ±55 拉线 

每层 5 
垂直度 

全高 20 
外墙板

安装 
平整度 表面平整 5 

用2m靠尺检查 

垂直度 墙面垂直 4 内墙板

安装 平整度 表面平整 4 
用2m靠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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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墙门、窗框余量10mm ±5  

9.6.2  屋面板施工时支座的平整度偏差不得大于5mm，屋面板相邻的平整度

偏差不得大于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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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蒸压加气混凝土隔墙隔声性能 

表 A 蒸压加气混凝土隔墙隔声性能表 

下列各频率的隔声量（dB） 

隔墙做法 构造示意 
125 

HZ 

250 

HZ 

500 

HZ 

1000 

HZ 

2000 

HZ 

4000 

HZ 

100~3150 

Hz的计权隔

声量 Rw（dB） 

75mm 

厚砌块墙 

双面抹灰 
 

29.9 30.4 30.4 40.2 49.2 55.5 38.8 

100mm

厚砌块墙

双面抹灰 

 

34.7 37.5 33.3 40.1 51.9 56.5 41.0 

37.4 38.6 38.4 48.6 53.6 57.0 
44.0 

（砌块） 
150mm

厚砌块墙

双面抹灰 

 
37.4 38.6 38.4 48.6 53.6 57.0 

46.0(板材) 

(B06 级无抹灰层) 

100mm 

厚条板， 

双面刮腻

子喷浆  

32.6 31.6 31.9 40.0 47.9 60.0 39.0 

两道75mm

厚砌块墙，双

面抹混合灰 

 

35.4 38.9 46.0 47.0 62.2 69.2 49.0 

两道75mm

厚条板，双

面抹混合灰 

 

38.6 49.3 49.4 55.6 65.7 69.6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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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各频率的隔声量（dB） 

隔墙做法 构造示意 
125 

HZ 

250 

HZ 

500 

HZ 

1000 

HZ 

2000 

HZ 

4000 

HZ 

100~3150 

Hz的计权隔

声量 Rw（dB） 

一道75毫米

厚砌块和一

道半砖墙，双

面抹灰  

40.3 40.8 55.4 57.7 67.2 63.5 55.0 

31.0 37.2 41.1 43.1 51.3 54.7 45.2(板材) 200毫米

厚条板，双

面刮腻子

喷浆  
39.0 40.1 40.4 50.4 59.1 48.4 

48.4（砖块）

（B06 级无抹

灰层） 

注：1.本检测数据除注明外，均为 B05级水泥、矿渣、砂加气混凝土砌块 

    2.砌块均为普通水泥砂浆砌筑。 

    3.抹灰为 1：3：9（水、石灰、砂）混合砂浆。 

    4.B06级制品隔声数据系水泥、石灰、粉煤灰加气混凝土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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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蒸压加气混凝土耐火性能 

表 B 蒸压加气混凝土耐火性能表 

材料 体积密度级别 厚度（mm） 耐火极限（h） 

75 2.5  

100 3.75  

150 5.75  

水泥、矿渣 

砂为原材料 

 

B05 

200 8.0  

100 6  水泥、石灰、粉煤

灰为原材料 
B06 

200 8  

150 >4  

加气

混凝

土砌

块 

水泥，石灰、砂为

原材料 
B05 

100 3 

100 3  

屋面板 B05 

3300×600×150 1.25  水泥、

矿渣、

砂为

原材

料 

墙板 B05 2700×（3×600）×15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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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体抗压强度的试验方法 

C.0.1 加气混凝土砌体试件采用三皮砌块，包括 2 条水平灰缝和 1 条垂直灰

缝（图 C.0.1）。试件的截面尺寸一般为 200×600mm。砌体高度与较小边的比值

可采用 3~4。 

 

                          图 C.0.1  砌体试件示意图 

C.0.2砌体抗压强度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在砌筑前，先确定加气混凝土强度和砂浆强度。每组砌体至少应作一组

（3块）砂浆试块，与砌体相同的条件养护，并在砌体试验的同时进行抗压试验。 

2．砌体试件采用 3 个为 1 组，按附图 C.0.1 所示砌筑砌体，其砌筑方法与

质量应与现场操作一致。 

3．试件在温度为（20±3）℃的室内自然条件下，养护 28d，放在压力机上

进行轴心受压试验。 

试验时采用等速[加载速度为每秒 0.5N/(mm2·s)]分级加载，每级荷载约等于

预计破坏荷载 10%，直至破坏为止。 

4．根据破坏荷载，按下列公式确定砌体抗压试验强度 f，并计算 3个试件的

平均值：                      
A

Pf
φ
ψ

=                      (C.0.2-1) 

A
S5.18

75.0

1

+
=ψ                    (C.0.2-2) 

式中   P—破坏荷载（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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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试件的受压面积（mm2）; 

       φ—纵向弯曲系数，按本规程第 5.2.3条采用； 

       Ψ—截面换算系数；                  

       S—试件的截面周长（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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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砌体水平通缝抗剪强度试验方法 

 

D.0.1．试件尺寸：砌体标准尺寸见图

D.1。灰缝厚度为 8~15mm。若砌块生产规

格不同，试件尺寸可按图 D.0.1中括号内的

数值确定。 

D.0.2．试件制作：砌体水平砌筑，砌

块的砌筑面需为切割面，同一水平的左右灰

缝不得相连。试件砌筑完成后，顶部压二皮

砌块，直至试验前取下。 

抗剪试件一般砌筑 2～3组、每组 3～5

个，砌筑的同时留一组砂浆标准试件（至少 

3块），在室内条件下一起养护和存放，待砂浆达到预期强度后进行试验。                           

D.0.3．试验方法：试件按图 D.0.3-1安装，直接在试验机或其他设备上加

载，传力板和垫板尺寸和制作见图 D.0.3-2。 

 

图 D.0.3-1  试件安装示意图          图 D.0.3-2  传力板和垫板尺寸示意图 

    试验时可采用等速连续或分级加载，加载过程力求缓慢、均匀。当试件出现

滑移并开始卸载时，即认为达到极限状态，记下最大荷载值 P（N），其中应包括

试件上的全部附加重量。 

D.0.4．抗剪强度：按下式确定砌体水平通缝的抗剪强度 fv,并计算各组试件

 

图 D.0.1 砌体标准尺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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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值。 

bh2
p

fv =                               (D.0.4) 

式中  ƒv — 砌体水平通缝的抗剪强度（N/mm2） 

B — 砌体试件宽度（mm）； 

   H — 试件剪切面长度(mm),见图 D.0.1，图 D.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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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配筋加气混凝土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承载力计算表 

  

ξ γ0 A0 ξ γ0 A0 

0.01 0.995 0.010 0.26 0.870 0.226 

0.02 0.990 0.020 0.27 0.865 0.234 

0.03 0.985 0.030 0.28 0.860 0.241 

0.04 0.980 0.039 0.29 0.855 0.248 

0.05 0.975 0.048 0.30 0.850 0.255 

0.06 0.970 0.058 0.31 0.845 0.262 

0.07 0.965 0.067 0.32 0.840 0.269 

0.08 0.960 0.077 0.33 0.835 0.275 

0.09 0.955 0 .086 0.34 0.830 0.282 

0.10 0.950 0.095 0.35 0.825 0.289 

0.11 0.945 0.104 0.36 0.820 0.295 

0.12 0.940 0.113 0.37 0.815 0.301 

0.13 0.935 0.121 0.38 0.810 0.308 

0.14 0.930 0.130 0.39 0.805 0.314 

0.15 0.925 0.139 0.40 0.800 0.320 

0.16 0.920 0.147 0.41 0.795 0.326 

0.17 0.915 0.155 0.42 0.790 0.332 

0.18 0.910 0.164 0.43 0.785 0.337 

0.19 0.905 0.172 0.44 0.780 0.343 

0.20 0.900 0.180 0.45 0.775 0.349 

0.21 0.895 0.188 0.46 0.770 0.354 

0.22 0.890 0.196 0.47 0.765 0.360 

0.23 0.885 0.203 0.48 0.760 0.365 

0.24 0.880 0.211 0.49 0.755 0.370 

0.25 0.875 0.219 0.50 0.750 0.375 

注：表中  
oc

sy

o bhf
Af

=
h
x

=ξ ，
osy

RA
o hAf

M
=

2
-1=

γξ
γ ，

2
0

0 bhf
MA

c

RA
o

γ
ξγ == ， 

0
y

c
s bh

f
f

=A ξ   或  
00 hf

MA
y

RA
s γ

γ
=  ,  2

0c
RA

0 bhf
A

=M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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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我国 60个城市围护结构冬季室外计算温度 te(℃) 

序名 地名 

围护结构室外

计算温度

te(℃) 

序名 地名 

围护结构室外

计算温度

te(℃) 

1 北京 -14 31 四平 -26 

2 天津 -12 32 哈尔滨 -31 

3 石家庄 -14 33 嫩江 -39 

4 张家口 -21 34 齐齐哈尔 -30 

5 秦皇岛 -15 35 牡丹江 -29 

6 保定 -13 36 佳木斯 -32 

7 唐山 -14 37 伊春 -35 

8 承德 -18 38 济南 -12 

9 太原 -16 39 青岛 -11 

10 大同 -22 40 德州 -14 

11 运城 -11 41 郑州 -9 

12 呼和浩特 -23 42 拉萨 -9 

13 锡林浩特 -31 43 日喀则 -14 

14 海拉尔 -40 44 西安 -10 

15 通辽 -25 45 榆林 -23 

16 赤峰 -23 46 延安 -16 

17 二连浩特 -32 47 兰州 -15 

18 多伦 -31 48 酒泉 -21 

19 沈阳 -27 49 敦煌 -20 

20 丹东 -19 50 天水 -12 

21 大连 -17 51 西宁 -18 

22 抚顺 -27 52 银川 -21 

23 本溪 -23 53 乌鲁木齐 -30 

24 锦州 -19 54 塔城 -30 

25 鞍山 -23 55 哈密 -24 

26 锦西 -18 56 伊宁 -30 

27 长春 -28 57 喀什 -16 

28 吉林 -31 58 克拉玛依 -31 

29 延吉 -24 59 吐鲁番 -21 

30 通化 -28 

 

60 和田 -16 

      摘自《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93附录三附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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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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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蒸压加气混凝土建筑应用技术规程》JGJ/T 17-2008，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08年 11月 14日以第 153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第一版的主编单位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哈尔滨市建筑设计院，参加

单位是清华大学、中国建筑东北设计院、北京加气混凝土厂等共 16个单位。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

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蒸压加气混凝土建筑应用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

条顺序编织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供使用者参考。在使用中如发现本条文说明有

不妥之处，请将意见函寄主编单位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地址：北京市南礼士路

62号，邮编 1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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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蒸压加气混凝土的生产和应用在我国尽管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但

就全国范围来看，大量建厂生产加气混凝土还是近十多年的事情。 

    从加气混凝土制品在各类建筑中的应用效果来看，技术经济效益较好，受到

设计、施工和建设单位的好评。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家提出墙体改革和节约能源的

政策以来，更使加气混凝土材料有用武之地。 

    但是，在推广应用过程中，也暴露出应用技术与之不相适应的问题，如设计、

施工不尽合理，辅助材料不够配套，以致在房屋的施工和使用中不断出现一些质

量问题，影响加气混凝土更快更广泛的推广应用。 

    为了更好的推广和应用加气混凝土制品，充分发挥这种材料的优点，扬长避

短，确保建筑的质量和安全，是本规程的编制目的。 

    1.0.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6度和6度以上地震区占全国国土面积2/3

以上。因此，任何一种材料要广泛用于房屋建筑中，必须了解它的抗震性能和适

用范围。 

    本规程针对加气混凝土砌块和屋面板等构件应用于抗震设防地区及非地震

区作出相应规定。 

    加气混凝土制品的原材料主要是硅、钙两种成分，如当前国内主要生产两个

品种的加气混凝土，即水泥、石灰、砂加气混凝土和水泥、石灰、粉煤灰加气混

凝土。过去所进行的材性和构性试验中，以干密度为B05级、强度为A2.5级的水

泥矿渣砂加气混凝土制品较多。后来大量发展干容重为B06级、强度的A3.5级的

水泥、石灰、粉煤灰的加气混凝土制品，又做了大量的材性试验工作。最近又开

发作为保温用的B03和B04级的制品，这类制品仅作为保温材料使用。故本规程适

用水泥、石灰、砂以及水泥、石灰、粉煤灰两种加气混凝土制品以及有可靠检测

数据的其它硅、钙为原材料的加气混凝土制品。从实验室的试验来看，它们之间

的材性基本上是相似的，因此制定本条，扩大了本规程的应用对象。对于其差异

之处，将引入不同的设计参数加以区别对待。对配筋板材，为提高其刚度和钢筋

的粘结力要求强度等级在A3.5以上。 

    对于非蒸压加气混凝土制品，由于其强度低、收缩大，只能作为保温隔热材

料使用。不属于本规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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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加气混凝土制品的质量应符合《蒸压加气混凝土板》GB11762和《蒸

压加气混凝土砌块》GB11968的要求，这两个产品质量标准是最低的质量要求，

为了确保建筑质量，对于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不应在建筑上使用。 

    1.0.4  本规程是现行设计和施工标准的补充文件，规程仅根据加气混凝土

的特性做了一些必要的补充规定。在设计、施工和装修中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

关标准的要求。 

 

3  一般规定 

 

    3.0.1  从应用效果来看，在民用房屋建筑和一般工业厂房的围护结构中用

加气混凝土墙板、砌块、屋面板和保温材料是适宜的，它充分利用了体轻和保温

效果好的优点，技术经济效果比较好。但应结合本地区和建筑物的具体情况进行

方案比较，做到“物尽其用”。 

    3.0.2  多年的实践已经取得许多经验。但对于砌块作为承重墙体用于地震

区，还缺乏宏观震害经验，出于安全考虑，参考其他砌体材料，对以横墙承重的

房屋，限制其总层数及总高度是必要的。 

    表3.0.2给出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强度等级与干密度的对应关系，是根据现行

国家标准《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GB11968和《蒸压加气混凝土板》GB11762

的规定。如B05级产品即干密度小于等于500kg/m3的产品，其它级别产品以此类

推。 

    3.0.3  加气混凝土制品长期处于受水浸泡环境，会降低强度。在可能出现0

℃以下的地区，易受局部冻融破坏。对浓度较大的二氧化碳以及酸碱环境下也易

于破坏。其耐火性能较好，但长期在高温环境下采用承重制品如墙、屋面板应慎

重，因其在长期高温环境下易开裂。 

    3.0.4  控制加气混凝土制品在砌筑或安装的含水率是减少收缩裂缝的一项

有效措施，这已为工程实践证明。首先控制上房含水率，不得在饱和状态下上房；

其次控制墙体抹灰前含水率，墙体砌筑完毕后不宜立即抹灰，一般控制在15％以

内再进行抹灰工艺。通过试验研究证明，对粉煤灰加气混凝土制品以及相对湿度

较高的地区，制品含水率可适当放宽，但亦宜控制在20％左右。 

    3.0.5  实践证明，采用普通水泥砂浆或混合砂浆砌筑加气混凝土砌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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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切实可行的措施，不能保证缝隙砂浆饱满及两者粘结良好，这是墙体开裂的主

要原因之一。因此承重墙体宜采用专用砌筑砂浆。 

    3.0.6  工程调查的结果表明，没有做饰面的加气混凝土墙面（尤其是外墙），

经过数年后，由于干湿、冻融循环等自然条件影响，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因此，

做外饰面是保护加气混凝土制品耐久性的重要措施。 

    3.0.7  震害经验表明，地震区采用横墙承重的结构体系其抗震性能优于其

它结构布置形式。为此，加气混凝土砌块作为承重墙体时，应尽量采用横墙承重

体系。同时，参考其它砌体房屋的震害经验，其横墙间距取较小的数值。 

    3.0.8  加气混凝土砌块承重房屋的抗震性能还取决于它的整体性。为了加

强砌块墙体内外墙的连接，按照不同烈度设置拉结钢筋。 

    构造柱是砌体结构防止地震时突然倒塌的有效抗震措施，对于加气混凝土砌

块承重的房屋，设置钢筋砼构造柱是十分必要的。 

    3.0.9  在加气混凝土砌块作为承重结构时,虽在非地震区建造，但也应加强

房屋结构的整体性。因此，在一般在房屋顶层应设置现浇圈梁；房屋四角应有钢

筋混凝土构造柱等。 

3.0.10  隔声和耐火性能仅做过干密度为500～600kg／m
3
的加气混凝土制

品的试验。其它干密度制品目前仅能根据理论推算，有待各厂家逐步完善，经试

验后补充数据。 

 

4  材料计算指标 

 

    4.0.1  加气混凝土强度等级的定义是 

    1.考虑到加气混凝土生产的特点，为了方便生产检验和准确地标定加气混凝

土强度，由原规程的气干状态（含水率10％）检验强度改为出釜状态（含水率35

％～40％）检验强度。 

    2.在出釜状态随机抽取远离侧模边250mm以上的3块砌块，在每个砌块发气方

向的中间部位切割3个边长100mm立方体试块构成一组，用标准试验方法测得的、

具有95﹪保证率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作为加气混凝土抗压强度等级的标准

值。 

    3.加气混凝土强度等级（亦称标号）的代表值（A2.5、A3.5、A5.0、A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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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指在出釜状态立方体抗压强度检验时3个试块为一组的平均值，应等于或大于

强度等级（A2.5、A3.5、A5.0和A7.5）代表值（且其中1个试块的立方体抗压强

度不得低于代表值的85％），以确保加气混凝土在应用时的安全度。 

    4.加气混凝土在出釜状态时的强度等级代表值 A
15•cuf ，是本规程加气混凝土各

项力学指标的基本代表值。 

    4.0.2  按照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并

参照《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要求，依据原《蒸压加气混凝土应用技

术规范》JGJ17－84的编制背景材料《我国加气混凝土主要力学性能统计分析研

究报告》（哈尔滨市建筑设计院1982年10月）和《加气混凝土构件的计算及其试

验基础》（清华大学抗震抗爆工程研究室科学研究报告集第二集1980年）所提供

的试验资料数据，并考虑到目前我国加气混凝土在气干状态（含水率10％）时的

实际强度，对加气混凝土的抗压、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按下述原则和方法确

定。 

    1 抗压强度：按正态分布曲线统计分析确定。 

    1）抗压强度标准值：ƒck： 

    取其概率分布的0.05分位数确定，保证率为95％。 

A
cuck ff 1510.188.0 ⋅×= -1.645б                       （1）                       

式中    ƒck — 抗压强度标准值（N／mm2）； 

0.88 — 考虑结构中加气混凝土强度与试件强度之间的差异对试件强度

的修正系数； 

1.10 — 出釜强度换算成气干强度的调整系数； 

A
cuf 15⋅  — 加气混凝土出釜强度等级代表值（N／mm2）； 

б— 标准差（N／mm
2
）； 

    按正态分布曲线统计规律，加气混凝土强度的变异系数 A
cuf f 15/ ⋅= σδ 为

0.10～0.18，取 fδ ＝0.15确定标准差б后，代入（1）式得出本规程加气混凝土

抗压强度标准值（见表4.0.2-1） 

    2) 抗压强度设计值fc： 

    参照《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及其条文说明的可靠度分析，根据安

全等级为二级的一般建筑结构构件，按脆性破坏，要求满足可靠指标 7.3=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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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综合分析后，对于板构件加气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由加气混凝土抗压强度标

准值除以加气混凝土材料分项系数 fγ 求得，加气混凝土材料分项系数取

40.1=fγ 。加气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为 

                       ck
f

c ff
γ
1

=                            (2) 

按（2）式得出本规程加气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见表4.0.2-2） 

2 抗拉强度：与抗压强度处于同一正态分布曲线，变异系数相同，按抗拉强

度与抗压强相关规律： 

1) 抗拉强度标准值  cktk ff 09.0=                           （3） 

2) 抗拉强度设计值  ct ff 09.0=                            （4） 

由此得表4.0.2-1和表4.0.2-2中的相应值。 

4.0.3  加气混凝土的弹性模量仍按原规程的定义和方法确定。 

1) 水泥矿渣砂加气混凝土和水泥石灰砂加气混凝土取为： 

        1010.1310 15 ×= •
A

cuc fE                           （5） 

2) 水泥石灰粉煤灰加气混凝土取为： 

        1010.1280 15 ×= •
A

cuc fE                           （6） 

按（5）、（6）式得出本规程加气混凝土弹性模量（见表4.0.3） 

4.0.4  加气混凝土的泊桑比、线膨胀系数系参照国内的科研成果和国外标

准而定。 

4.0.5  砌体的抗压强度、抗剪强度和弹性模量。 

本条是根据国内北京、哈尔滨、重庆等地有关单位的科研成果而定的。 

国内目前生产的块材尺寸，一般的高度为250～300mm，长度为400～600mm，

厚度按使用要求和承载能力确定。影响砌体强度的主要因素是砌块的强度和高

度，本标准以块高250-300mm作为标准给出砌体强度。 

砂浆为广义名称，包括水泥砂浆、混合砂浆、粘结剂和保温砂浆等，砌筑加

气混凝土应优先采用专用砂浆。由于加气混凝土砌块强度不高，试验表明采用高

强度等级的砂浆对其砌体强度增长得不多，强度太低的砂浆又不易保证较大砌块

的砌体整体工作性能，故只给出M2.5和M5.0两个砂浆强度等级做为砌体强度正

常选用指标，高于M5.0的砂浆强度等级仍按M5.0砂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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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0.5-1中的砌体抗压强度系按国内的科研成果，以高250mm、长600mm砌

块为准，按砌体强度与砌块材料立方强度的线性关系给定的。 

当砂浆强度等级为M2.5时，砌体抗压强度标准值为fk =0.6fck，fck为加气混凝

土砌块材料立方抗压强度标准值。 

当砂浆强度等级为M5.0时，砌体抗压强度标准值为fk =0.65fck。 

砌体的材料分项系数由原规程的 55.1=fγ ，提高到 6.1=fγ ，将砌体抗压强

度标准值除以此材料分项系数即得砌体抗压强度设计值:  

当砂浆为M2.5时，f =fk/γf=0.375fck；当砂浆为M5.0时，f =fk/γf=0.406fck， 

按上式得出砌体抗压强度设计值见表4.0.5-1。 

当砌块高度小于250mm、大于180mm，长度大于600mm时，其砌体抗压强度按

块型变动，需乘以块型修正系数C进行调整。 

块型修正系数： 

0.1≤01.0
1

2
1

L
hC =                    (7) 

只取小于1的C值进行修正。 

式中：   1h ——砌块高度（mm） 

         1L ——砌块长度（mm） 

砌体沿通缝的抗剪强度，系规程编制组采用普通砂浆砌体试验的科研成果而

标定的，见表4.0.5-2。采用专用砂浆时的抗剪强度，因离散性较大不便统一规

定。 

砌体的弹性模量取压应力等于砌体抗压强度40%时的割线模量，按原来试验

统计公式，当砂浆标号为M2.5～M5.0时为： 

aR=E α                                  (8) 

21

6

4501550
1006.1

RR
+

×
=α                             (9) 

式中：E—加气混凝土砌体弹性模量（kg/cm
2
）； 

α—系数； 

Ra—加气混凝土砌体的抗压强度值 Ra =0.6R1(kg/cm
2
)； 

R1—砌块的抗压强度（kg/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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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砂浆强度（kg/cm
2
） 

将上述公式中各项的单位，由kg/cm
2
变换为N/mm

2
，并将本规程的加气混凝土

强度等级和砂浆强度等代入，经计算调整后得表4.0.5-3所列值。 

4.0.6  加气混凝土配筋构件的钢筋强度取值按国内科研成果并参照《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给出的。配筋构件的钢筋，宜采用HPB235级钢，其

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取210N/mm2。 

经过机械调直和蒸养时效的HPB235级钢筋，屈服强度可提高。通过规程编制

组的试验和各主要生产厂的采样分析，其提高值离散性较大。有的生产厂机械调直

设备完善，管理较好，质量控制较严，机械调直能起冷加工作用，调直蒸压后的钢

筋抗拉强度提高较多，且性能稳定。有的生产厂机械调直设备陈旧，型号较杂，管

理较差,钢筋机械调直后的强度变化不大。鉴于此种情况不宜作统一规定。如果生

产厂能保证钢筋调直后提高强度，且有可靠试验根据时，当钢筋直径等于或小于

12mm时，调直蒸压后的钢筋抗拉强度可取250N/mm
2
，但抗压强度均为210N/mm

2
。 

4.0.7  规程对钢筋防腐处理明确提出要有严格的保证，这是配筋构件的关

键性技术要求。工程实践表明加气混凝土配筋构件的钢筋防腐如果处理不好，将

是造成构件破坏或不能使用的主要原因，因此强调钢筋防腐必须可靠，在产品标

准中给以严格的保证。 

本规程提出的涂有防腐剂的钢筋与加气混凝土的粘着力不得小于0.8N/mm2

（A2.5）和1N/mm2（A5.0），这是最低要求，并不作为产品标准的依据。产品标

准应提高保证数据，储存可靠的安全度。 

4.0.8  将砌体和配筋构件的重量综合在一起进行标定。主要是考虑加气混

凝土的密度小，各类构件密度差的绝对值不大。为了便于应用和简化，以加气混

凝土干容重为准，给定一个综合增重系数1.4，考虑了使用阶段的超密度，较大

含水率、钢筋量、胶结材料超重等因素。各地可根据所采用的加气混凝土制品干

密度指标乘以增重系数，切合实际而又灵活。在目前国内各生产厂产品密度离散

性较大的情况下，不宜给出统一标定的设计密度绝对指标。 

 

5  结构构件计算 

5.1 基本计算规定 

5.1.1 我国颁布《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后，统一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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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度和表达式形式，各种设计规范都根据此标准所规定的原则相继地进行修

订。与本规程密切相关的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砌体结构设计

规范》GB50003，《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等。 

本应用技术规程的原版本JGJ17-84是此前制定的。因此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修

订。本规程中结构构件计算部分遵循的修订原则如下： 

1 根据统一标准GB50068规定的原则，采用了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

设计法和分项系数表达的计算式； 

2 在实际工程中，加气混凝土构件常常和钢筋混凝土、砖砌体构件等结合使

用。同一建筑物内各构件的设计可靠度应该相等或相近。在确定加气混凝土的材

料强度和弹性模量的设计值，以及砌体强度设计值时，采用了与混凝土或砖砌体

相同或略高的可靠度指标（β值）； 

3 设计人员对常用的荷载、混凝土结构和砖砌体结构等的设计规范都很熟

悉，本规程中构件计算公式的形式和符号都与同类受力构件（如板受弯、砌体受

压）在相应规范中的计算式基本一致，以方便使用、避免混淆。 

4 考虑到加气混凝土材质的特点和差异，以及构件在运输或建造过程中可能

受到损伤等不利因素，在构件承载能力的极限状态设计基本公式（5.1.2）中，

在承载力设计值R一边引入一个调整系数（ RAγ ）。 

在原规程JGJ17-84中，基于同样的考虑在确定加气混凝土构件的设计安全系

数K值时就比原混凝土结构和砖砌体结构规范所要求的安全系数有一定提高（表

1）。为了使两本规程很好地衔接，也注意到近年加气混凝土配筋板材的质量有

所提高，本规程对于配筋板和砌体采取相同的承载力调整系数值 33.1=RAγ ，相

当于对加气混凝土构件的安全系数提高 33.1 倍。此值与表1中原规程的安全系数

提高值相当。 

表1  原规程与相关规范安全系数的比较 

构件种类 配筋板 砌体 

受力种类 受弯 受剪 受压 受剪 

加气混凝土应用规程JGJ17-84 2.0 2.2 3.0 3.3 

钢筋混凝土规范TJ10-74 1.4 1.55   

砖砌体规范GBJ3-73   2.3 2.5 

加气混凝土构件的安全系数提高比 1.43 1.42 1.30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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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规程在工程实践中使用已二十多年，表明设计安全系数取值合理。本规程

按上述修改后，对典型构件进行对比计算，构件可靠度与原规程的计算结果基本

相同，故构件可靠度有切实保证，且比原规程略有改进。 

关于构件的极限承载力和变形等性能的计算方法和参数值的确定，在原规程

JGJ17-84的编制说明中已经列举了试验依据和分析。在制定本规程时如无重大补

充和修改，将不再重复。 

5.1.2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的一般计算式按照《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

一标准》GB50068的原则确定。承载力调整系数 RAγ 及其数值专为加气混凝土构

件而设定。 

5.1.3  关于构件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由于加气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值低，

需验算受弯板材的变形。 

试验证明，由于制造过程中形成的初始自应力和加气混凝土的抗折强度较高

等原因，适筋受弯板材的开裂弯矩与极限弯矩的比值约为Mcr/Mu=0.5～0.7，

远大于普通混凝土构件的相应值。因此，加气混凝土板材在使用荷载下一般不会

出现受弯裂缝，而且钢筋外表有防腐涂层可防止锈蚀，故不需作抗裂验算。 

5.1.4  本条用以计算板材截面上网的配筋数量。板材的自重分项系数根据

生产经验由原规程的1.1增加至1.2。 

5.2  砌体构件的受压承载力计算 

5.2.1  轴心和偏心受压构件的承载力计算式与原规程中的相同，也与现行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的同类计算式相似。构件的纵向弯曲系数φ和轴

向力的偏心影响系数α 分列，系数0.75即承载力调整系数（ RAγ =1.33）的倒数

值（下列有关计算式中同此）。 

5.2.2  加气混凝土砌体的偏心受压试验表明，大小偏心受压破坏的界限偏

心距在e=（0.48～0.51）y范围内。当e＞0.5y时，砌体的一侧出现拉应力，极限

承载力很低，且破坏突然，设计时宜加以限制。 

5.2.3  长柱砌体的试验结果表明，加气混凝土砌体的纵向弯曲系数φ与砖

砌体（砂浆M2.5）的数值相近。本条根据构件高厚比β值确定系数φ的方法，

以及表5.2.3中的φ值同原规程，也与《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中的相应

条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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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的修正值取为1.1 ，系参考了规范GB50003的规定，并通过试算和对比试

验结果后确定。构件的计算高度HO，按规范GB50003中的有关规定取用。  

5.2.4  加气混凝土短柱砌体的偏心受压试验证明，偏心影响系数α值与砌

体和砂浆强度的关系不大，且与砖砌体的相应值吻合，故可采用该规范GB50003

中相应的计算式，即式（5.2.4-1）。 

5.2.5  由于加气混凝土本身强度较低，梁端下应设置刚性垫块。加气混凝

土砌体的试验表明，其局部承压强度较砌体抗压强度（f）提高有限，计算式

（5.2.5）中仍取后者。 

5.3  砌体构件的受剪承载力计算 

按照统一标准GB50068的原则，原规程的公式变换成本规程公式（5.3.1），

其中 kσ 前的系数值推导如下： 

    由JGJ17-84的    KQ=（ 0qj 6.0+R σ ）A 

以K=3.3代入得：        A)6.0+R(
3.3

1
=Q 0qj σ       （10） 

本规程的表述式为      A)x+f(75.0=V kvk σγ  

以平均荷载系数 24.1=γ 代入得：   

                （11） 

     

在式（5.3.1）中 kV=Q ， kσσ =0 ，为使本规程和原规程的计算安全度相同，

必需符合 

qjqjv R501.0R
3.3

1
75.0
24.1

f =•=                     （12） 

3.0≈301.0=
3.3
6.0

•
75.0
24.1

=x                       (13) 

5.4  配筋受弯板材的承载力计算 

5.4.1  正截面承载力的基本计算公式（5.4.1-1）,（5.4.1-2）由原规程的

公式按统一标准的原则和符号改写，且与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中的有关公式一致。系数0.75即承载力调整系数（ 33.1=RAγ ）的倒数值。 

式（5.4.1-3）、（5.4.1-4）分别为界限受压区相对高度的限制条件和适筋

受弯破坏的最大配筋率。由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在计算受弯构件

AxfV kvk )(
24.1
75.0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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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改用了平截面假定，本规程随之作相应变化。 

根据已有试验结果（详见“加气混凝土构件的计算及其试验基础”，清华大

学，1980），配筋加气混凝土板在弯矩作用下的截面应变符合平截面假定，适筋

破坏时压区加气混凝土的最大应变为2×10-3～4×10-3，平均值为2.8×10-3。由此

得界限受压区相对高度 

    

s

y

s

y

E0028.0
f

+1

1
=

E
f

+0028.0

0028.0
=ξ                （14） 

而等效矩形应力图的相对高度为  

s

y
b

E0028.0
f

+1

75.0
=75.0= ξξ                    （15） 

所以        %100×
f
f

=
y

c
bmax ξμ                          （16） 

规 钢本 程中 筋屈服强度 2/)250(210 mmNf y = ， 25
s mm/N100.2E ×= ，代入

式（15）得： 

              )5185.0(545.0=bξ                     （17） 

与试验结果（见前面同一文献） 5.0=bξ 相一致。故本规程建议采用

%100×
f
f

5.0=
y

c
maxμ 。 

5.4.2  原规程的计算式中，板材抗剪承载力取为 0.055 oc bhf ,是根据板材

均布荷载和集中荷载试验结果所得的最小抗剪能力。改写成本规程的表达式，并

将加气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转换成抗拉强度（ ct f09.0f = ），故 

oto
t

oc
RA

bhf458.0=bh
09.0
f

055.0
333.1
1

=hf055.0
1

γ
 

取整后即得式（5.4.2）。 

5.5  配筋受弯板材的挠度验算 

5.5.1  这是一般的方法，同普通混凝土构件的计算 

5.5.2  加气混凝土板材的试验表明，在使用荷载的短期作用下，一般不出

现受弯裂缝，且抗弯刚度（ sB ）接近常值。为简化计算，将换算截面的弹性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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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ocIE 予以折减，系数值 0.85比实测值（0.81～1.04，平均为 0.94）偏小，计

算结果可偏安全。 

5.5.3  计算公式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水泥矿渣砂加气混凝土板的长期荷载试验中，实测得 6年后挠度增长 1.4～

1.7倍。据其发展规律推算，在 20年和 30年后将分别达 1.886和 2.063，故暂

取Θ=2.0。 

5.6  构造要求 

5.6.1～5.6.2  验算高厚比β的计算式同原规程，也同《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50003。允许高厚比[β ]值（表 5.6.1）参照该规范和工程经验确定。 

5.6.3  控制房屋伸缩缝的间距是减轻砌体裂缝现象的重要措施之一。最大

距离 40m约可安排三个住宅单元。 

5.6.4  砌筑墙体所用的砂浆，由原规程建议的混合砂浆改为“粘结性能良

好的专用砂浆”，以保证砌块的粘结强度和砌体质量（砌体强度）。 

5.6.5   加气混凝土砌块由于强度偏低，不宜直接承担局部受压荷载，因此

要采用垫块或圈梁作为过渡。 

5.6.6   为增强房屋的整体性，对加气混凝土砌块承重的底层和顶层窗台标

高处，设置通长的现浇混凝土条带。 

5.6.7   楼、屋盖处的梁或屋架，必须与相对应位置的墙、柱或圈梁有可靠

的连接，以增强房屋的整体性能，提高其抗震能力。 

5.6.8   承重加气混凝土砌块房屋，门窗洞口的过梁应采用钢筋砌块过梁

（跨度≤900）或钢筋混凝土过梁（跨度较大时）。支承长度均不应小于 240mm。 

5.6.9   加气混凝土砌块墙长大于层高的 1.5倍时，为了保持砌块墙体出平

面外的稳定性，应在墙中段设置起稳定作用的钢筋混凝土构造柱。 

5.6.10  加气混凝土与钢筋的粘结强度较低，板材中的钢筋网片和骨架都要

加焊接，以充分地发挥钢筋的受力作用。钢筋上、下网片之间设连接箍筋，以加

强板材的压区和拉区的整体联系作用。 

加气混凝土的透气性大，为防止钢筋锈蚀，板材内所有的钢筋（网片）都必

须经过可靠的防腐处理。 

5.6.11  板材内钢筋的直径和数量的限制，参照国内外的有关试验研究和工

程经验制定。试验证明，当主筋末端焊接三根相同直径的横向锚固筋，可保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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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板材的跨中主筋屈服时、端部不产生滑移。 

根据工程经验，主筋末端到板端部的距离，由原规程要求的小于等于 15mm，

改为小于等于 10mm。 

5.6.12  当板材起吊时，上网纵向钢筋受拉，因此，上网钢筋不得少于 2根，

并与下网受力主筋相连。 

5.6.13  为增强地震区加气混凝土屋盖结构的整体刚度，对加气混凝土屋面

板与板之间加强连接是十分必要的。为此，在板内埋设预埋铁件，并在吊装后加

以焊接。由于加气混凝土强度等级较低，因此，预埋件应与板主筋或架立筋焊接。 

5.6.14 若板材的支承长度过小，不仅安装困难，还易发生局部损坏，影响

承载力。本条的限制值是根据板材主筋的长度，板材试验和工程经验而确定。 

 

6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本条是加气混凝土围护结构热工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规定，在同

一地区，同一建筑中，从满足保温、隔热和节能要求出发，求得的加气混凝土外

墙和屋面的保温层厚度可能不同，实际使用时，应取其中的最大厚度。 

    6.1.2 根据目前加气混凝土生产和应用中有代表性的密度等级、使用情况、

有无灰缝影响及含水率等等，对加气混凝土围护结构材料热工性能有主要影响的

计算参数——导热系数和蓄热系数计算值的规定，以便使计算结果具有可比性和

一定程度的准确性，并更接近实际应用效果。 

    在根据保温隔热和节能要求计算确定加气混凝土围护结构或加气混凝土保

温隔热层厚度时，正确确定和选用加气混凝土材料导热系数和蓄热系数的计算

值，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因为如果计算值的确定和选用不当（偏高或偏低）则将

影响计算结果的正确性，使计算结果与实际效果偏离较大，或在实际上不能满足

保温隔热和节能要求。 

    计算值的确定应具有代表性，亦即材料的品种、密度，以及在围护结构中所 

处的状况（潮湿和灰缝影响等）应具有代表性，本规程表 6.1.2中所列的 4种密

度(400、500、600、700kg/m3)、2种构造（单一结构和复合结构）、3种状况（单

一结构中体积含水率 3％的正常含水率和灰缝影响；复合结构中，铺设在密闭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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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内和浇筑在混凝土构件中所受潮湿和灰缝的影响），具有代表性，且与《民用

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 的取值接近。按本表计算值采用，基本上能够反

映实际情况。 

6.2 保温和节能设计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6.2.1  对加气混凝土围护结构（主要包括外墙和屋面）的传热系数 K 值和

热惰性指标 D值，应符合国家现行节能设计标准的有关规定，因近年来我国建筑

节能迅速发展，对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的要求不断提高，有些城市（如北京、天

津等）已先行实施节能 65%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适用于我国严寒、寒冷、

夏热冬冷和夏热冬暖地区的节能50%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行业标准目前正在修订

中，《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也已实施。为了适应这种不断发展变化

的形势的需要，作出本条规定。满足相关节能标准要求的保温厚度，以及满足《民

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要求的低限保温、隔热厚度的规定。 

    6.2.2  本条规定了加气混凝土外墙和屋面传热系数 K值、热惰性指标 D值，

以及外墙中存在钢筋混凝土梁、柱等热桥情况下外墙平均传热系数的计算方法。    

    6.2.3  本表所列为干密度为 600 kg/m
3
的加气混凝土外墙砌筑和粘接不同

做法的传热系数 K值和热惰性指标 D值，供参考选用。 

    6.2.4  本表所列为干密度为 600 kg/m3的加气混凝土单一材料屋面板的传

热系数 K值和热惰性指标 D值，供参考选用。 

    6.2.5  加气混凝土外墙中常存在钢筋混凝土梁、柱等热桥部位，如果不在

这些热桥部位的外侧做保温处理，则将严重影响整体的保温效果，并有在这些部

位的内表面结露长霉的危害，故作出本条规定。 

6.2.6  本条从我国许多地区夏季有隔热的要求出发,对加气混凝土外墙和

屋面能够满足《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 隔热要求的厚度列出数据，

但还应与满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要求的计算厚度进行比较，取其中的最大厚度。 

6.2.7  为避免加气混凝土复合墙体冬季内部冷凝受潮，降低保温效果，并

引起结构损坏，作出本条规定。 

6.2.8  为避免加气混凝土复合屋面冬季内部冷凝受潮，降低保温效果，并

引起防水层损坏，作出本条规定。 

6.2.9  本条还有另一种做法，既在屋面板上先做找坡层和防水层，再将加

气混凝土块铺设在防水层上面，然后再做刚性防水层或其他防水层，实质上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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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倒置屋面。这种做法有利于加气混凝土内部潮湿的散发，对改善屋面的保温、

隔热性能和保护防水层有利。 

 

7  建筑构造 

7.1  一般规定 

7.1.1  在低温下，加气混凝土外表受潮结冰，体积增大 1.09倍，在实际使

用过程中，一般均外层结冰，这样就封闭了内部水分向外迁移的通道。当加气混

凝土的内部水分向表面迁移时，在表层产生较大破坏应力，加气混凝土抗拉强度

低，只有 0.3～0.5Mpa，所以局部冻融容易产生分层剥离。 

7.1.2 加气混凝土系多孔材料，出釜含水率为 35～40%,使用过程中，水分

不可能全部蒸发；其次在潮湿季节中，它也会吸入一部分水分；三是加气混凝土

属于中性材料，PH值在 9-11之间。上述因素对未经处理的铁件均会起锈蚀作用，

所以进入加气中的铁件应做防锈处理。 

7.1.3  加气混凝土屋面板上镂划沟槽容易破坏钢筋保护层，所以一般不宜

镂划，横向镂槽会减小板材的受力面积，而且如施工不当，有可能伤及更多的纵

向钢筋，所以不宜横向镂划。在沿纵向镂划的，其深度应小于等于 15mm，以不

触及钢筋保护层为原则。 

7.2  屋面板 

7.2.1  加气混凝土屋面板是兼有保温和结构双重功能的构件，并由于机械

钢丝切割，厚度精确，只要安装精确可不必在其上表面做找平层，如支座处找坡，

则支座必须平整。在荷载允许情况下在屋面板上部可做找坡层。在地震区屋面必

须有两个要求，板内上下网片应有连接和板上应设预埋件，构造方法如图 7.2.1

所示，或其它行之有效的连接方法。 

7.2.2  加气混凝土屋面板强度偏低，在屋盖体系中，不应考虑作为水平支

撑，因此应对屋架上部支撑予以适当加强。 

7.2.3  沿板长和板宽方向不得出挑过多，以避免上部受拉产生裂缝，参考

国外有关资料，其挑出长度给予限制，并采取相应构造连接措施。 

7.2.4  板两端为受力钢筋的锚固区，不能在此范围内开洞，如需切断钢筋

时，应对板的承载力进行验算。在正常情况下，只能按图 7.2.4允许的范围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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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加气混凝土屋面板两端有横向锚固钢筋，因此严禁切断使用。需要纵向切锯

的板材要与厂方协商，经计算后采用特殊配筋，专门生产允许可切锯的板材。 

7.2.5  加气混凝土屋面板因用切割机切割，一般两面都比较平整。如用支

座找坡，只要支座处平整，屋面上下都会十分平整，可不做找平层，直接铺卷材

防水层。如屋面板上须做找坡层和找平层，则在设计时应验算板的上部荷载，不

要超过设计荷载。 

加气混凝土层面板因宽度较窄（600mm）刚度差，当铺好卷材防水层后，如

其上部有施工荷载或温差伸缩变形时，易于将端头缝防水层处拉裂，尤其当满铺

时更易拉裂。因此为防止端头缝开裂，除采取板材预埋件相互焊接外，还应在防

水层做法上采取一定措施，在端头缝处干铺一条卷材的作用：一是加强作用，二

是允许滑动，花撒和点铺的作用，均是允许有伸缩余地，以免在薄弱部位拉裂。 

7.2.6  加气混凝土易受局部冻融破坏，同时也易受干湿循环破坏，所以在

一些经常有可能处于干湿交替部位如檐口、窗台等排水部位应做滴水处理。 

7.2.7  坯体经钢丝切割后，在制品表面有一些鱼鳞状的渣末，在使用过程

中相当一段时间，会有掉落现象，因此，在其底面必须进行处理，一般以刮腻子

喷浆为宜，因板表面抹灰较难保证质量，不做抹灰，对卫生要求较高的建筑，以

及公共建筑等一般均做吊顶。 

7.3  砌块 

7.3.1  加气混凝土保温性能好，在寒冷地区宜作为单一材料墙体，其用材

厚度要比传统材料薄，如与其它材料处于同一表面，如外露混凝土构件（圈梁、

柱或门窗过梁），则在采暖地区在该部位易产生“热桥”，同时两种材料密度不同，

收缩值和温度变形不一，外露在同一表面易在交接处产生裂缝。所以无论在采暖

或非采暖地区，在构件外表面均应有保温构造。由于在严寒地区其墙厚比传统墙

体减薄，相应的灰缝距离也短，易于在灰缝处出现“热桥，所以应采用保温砂浆

砌筑，但有的产品精确度、灰缝可控制在 3mm以下，则灰缝产生“热桥”的可能

性较小。 

7.4  外墙板 

7.4.1  加气混凝土用作外墙板，因其强度偏低，不宜将每层墙板层层叠压

到顶。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以分层承托为宜，尤其在地震区的高层建筑中，必

须各层分别承托本层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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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外墙拼装大板是由过梁板，窗下板和洞口两边板三部分组合，洞口

两边宽度和过梁板高度不宜太窄，否则在板材组装运输和吊装过程中易于损坏。

外墙板一般为对称双面布筋每面 4 根，如要切锯成过梁板，最小宽度不宜小于

300mm，以使切锯后的板内保持有 4 根钢筋，并根据洞口大小经结构检算后方可

使用，也可与厂方协商生产专用板材。 

7.5  内隔墙板 

7.5.1  一般民用建筑隔墙的平面较为复杂，垂直安装的灵活性比较大，为

保证隔墙板的牢固，在地震区梁（或板）下应该预埋件将板上部卡住。为防止上

部结构产生挠度或地震时结构变形，将板压坏，在板顶部应放柔性材料。板材安

装时其下部用楔子将板往上顶紧，楔子应顺板宽方向打入，这样使板之间越挤越

紧，不能从厚度方向对楔。当然同时也应采用上部固定方式。板缝间打入金属片

的目的，是板之间用胶粘后的补强措施，一旦发生振动而不致开胶。 

7.5.3  加气混凝土强度低、板材薄，如民用建筑中墙板上安装卫生设备、

暖气片、热水器、吊柜等重物，或在工业建筑中固定管道支架时，应采用加强措

施，如穿墙螺栓夹板锚固等。 

 

8 饰面处理 

8.0.1  加气混凝土的饰面不仅是美观要求，主要是保护加气混凝土墙体耐

久性必不可少的措施。良好的饰面是提高抗冻、抗干湿循环和抗自然碳化的有效

方法，对有可能受磕碰和磨损部位，如底层外墙，墙体阳角、门窗口、窗台板、

踢脚线等要适当提高抹灰层的强度，当做完基层处理后，头道底灰一般抹强度与

制品强度接近的混合砂浆。待头道抹灰初凝后，再抹强度较高的面层。 

8.0.2  加气混凝土的吸水特性与传统的砖或混凝土不同，它的毛细作用较

差，形似一种“墨水瓶”结构，其单端吸水试验表明，是先快后慢，吸水时间长，

24 小时内吸水速度快，以后渐缓，直到 10d 以上才能达到平衡，但量不多。所

以如基层不作处理，将不断吸收砂浆中的水分，使砂浆在未达到强度前就失去水

化条件，造成抹灰开裂空鼓，根据德国标准，对加气混凝土的饰面层的基层,其

吸水率的要求是 A=0.5kg/m2·h，所以宜采用专用抹灰砂浆或在粉刷前做界面处

理封闭气孔。减少吸水量，并使抹灰层与加气有较好的粘结力。 

8.0.3  因加气混凝土本身强度较低，故抹底灰层的强度应与加气混凝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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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弹性模量和收缩值等相适应，以避免抹灰开裂。 

8.0.4  根据 8.0.3 条原则加气混凝土的底灰强度不宜过高，如表面要做强

度较高的砂浆，则应采取逐层过渡，逐层加强的原则。 

8.0.5  在设计中力求避免两种不同材料在同一表面。如遇此情况，则应对

该缝隙或界面进行处理，如用聚合物砂浆及玻纤网格布加强。但采用聚合物砂浆

所用水泥必须用低碱水泥，玻纤网格布一定要用耐碱和涂塑的，其性能应符合标

准要求。 

8.0.6  这是防止抹灰层开裂的措施之一，尤其是住宅的山墙，工业厂房的

外墙，都是窗户小、墙面大。 

8.0.7  在卫生间使用时，其墙面应做防水层，一般采用防水涂料一直做到

上层顶板底部，表面粘贴饰面砖。 

8.0.8  目前国内有些厂家已能达到这一标准. 

 

9  施工质量验收 

9.1  一般规定 

9.1.1  因加气混凝土砌块本身强度较低，要求在搬动和堆放过程中尽量减

少损坏，有条件的应采用包装运输。 

9.1.2  板材如不采取捆绑措施，在运输过程中易产生倾倒损坏或发生安全

事故。板材运输采用专用车辆和包装运输，其目的是使板材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

避免受损。 

9.1.3  墙板均按构造配筋，如平放易造成板材断裂，因此规定墙板应侧立

放置。堆放高度限值是从安全考虑。屋面板可平放，其堆放规定是参照瑞典、日

本的做法。 

9.1.4  加气混凝土制品系气孔结构，孔内如渗入水分、受冻、膨胀，易于

破坏制品，干湿循环易于使制品开裂，或产生盐析破坏。 

9.1.5  因目前加气砌块砌体冬季施工的经验尚少，为慎重起见，暂规定承

重砌块砌体不宜进行冬季施工。   

9.1.6  在加气混凝土的墙体、屋面上钻孔镂槽，一定要使用专用工具，如

乱剔、乱凿易于破坏制品及其受力性能。 

9.2  砌块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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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砌块砌筑时，错缝搭接是加强砌体整体性，保证砌体强度的重要措

施，要求必须做到。 

9.2.2～9.2.3  承重砌块内外墙体同时砌筑是加强砌块建筑整体性的重要

措施，在地震区尤为必要，根据工程实际调查，砌块砌筑在临时间断处留“马牙

槎”，后塞砌块的竖缝大部分灰浆不饱满。留成斜槎可避免此不足。 

砌体灰缝要求饱满度，是墙体有良好整体性的必要条件，而采用专用砂浆更

能使灰缝饱满得到可靠保证，致于灰缝的宽度，取决于砌块尺寸的精确度。精确

砌块可控制在≤3mm。 

灰缝厚度的规定是参照砖石结构规范和砌块尺寸的特点而拟定的，灰缝太

大，易在灰缝处产生热桥，且影响砌体强度。 

砌块的吸水特性与粘土砖不同，它的初始吸水高于砖。因持续吸水时间又较

长，因此，用普通砂浆砌筑前适量浇水，能保证砌筑砂浆本身硬化过程的水化作

用所必要的条件，并使砂浆与砌块有良好的粘结力，浇水多少与遍数视各地气侯

和制品品种不同而定。如采用精确砌块，专用胶粘剂密缝砌筑则可不用浇水。 

9.2.4  砌块墙砌筑后灰缝会受压缩变，一定要等灰缝压缩变形基本稳定后

再处理顶缝，否则该缝隙会太宽影响墙体稳定性。 

9.2.5  针对目前施工中不采用专用工具而用斧子任意剔凿，造成砌块不应

有的破损。尤其是门窗洞口两侧。因门窗开闭经常受撞击，要求其两侧不得用零

星小块。 

9.2.6  砌筑加气砌块墙体不得留脚手眼的原因有两点： 

1  加气砌块不允放直接承受局部荷载，避免加气砌块局部受压； 

2  一般加气砌块墙体较薄，留脚手眼后用砂浆或砌块填塞，很难严实且极

易在该部位产生开裂缝或造成“热桥”。 

9.3  墙板安装 

9.3.1  内外墙板安装时需有专用的机具设备，如夹具，无齿锯，手电钻、

手工刀锯和特制撬棍等。外墙拼接缝如灌缝和粘结不严，如在雨季有风压时，雨

水就有可能侵入缝内。墙板板侧如有油污应该除净，以保证板之间的粘结良好。 

9.3.2  如内隔墙板由两端向中间安装，最后安装的中间条板很难使粘结砂

浆饱满，致使在该处产生裂缝。因而规定了从一端向另一端依次安装，边缝作特

殊处理。如有门洞，则从门洞处向两端安装。门洞处因需固定门框，宜用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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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9.3.4  控制拼缝厚度和粘结砂浆饱满，以及施工中尽量减少墙面和

楼层震动是防止板缝出现裂缝的几项主要措施。 

9.4  屋面工程 

9.4.1  针对目前施工中不采用专用工具如吊装不用夹具而用钢丝索起吊，

撬板用普通撬杠调整使屋面板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特制订本条。 

9.4.2  为确保施工安全，施工荷载应予控制，一般不得在加气屋面板上推

小车等，否则应在板下采取临时支撑等措施。 

9.4.3  为保证屋面板之间以及屋面板与支座之间的有效连接，以保证有效

地抵抗地震力的破坏，故相互之间的焊接一定要认真进行。 

9.5  内外墙抹灰 

9.5.1  加气混凝土制品为封闭型的气孔结构，表面因钢丝切割破坏了原来

的气孔。并有许多渣末存在。其表面的初始吸水快，而向制品内的吸水速度缓慢，

因此在做饰面前应作界面处理，方法是多样的，如可以刷界面处理剂，也可以采

用专用砂浆刮糙。界面处理的作用是不使加气混凝土制品过多地吸取抹灰砂浆中

的水分，而使砂浆在未充分水化前失水而形成空鼓开裂。同时也能增强抹灰层与

加气墙的粘结力。工程实践表明，在界面处理前，一般在墙面均用水稍加湿润。

这一工序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同时，一次性抹灰厚度较厚易于开裂，分层抹可以

避免开裂。为控制加气混凝土墙含水率太高引起的收缩裂缝，因此建议控制墙体

抹灰前的含水率，在墙体砌筑完毕后不应立即抹灰，因砌筑好的墙最利于排除块

内水分，加速完成收缩过程，各地可根据不同气侯条件确定抹灰前墙体含水率，

一般宜控制在 15-20%，也不排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控制墙体抹灰前的含水率。 

9.5.2  这是避免不同材料之间变形而产生裂缝较为有效的措施，但聚合物

砂浆和玻纤网格布的质量至关重要，应符合有关标准。 

9.5.3～9.5.4  在施工中，对抹灰砂浆配比、计量、混料应严格要求，从实

际情况看，所以引起墙面抹灰开裂，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用料不当，计量不准，操

作工艺不规范，如采用过高标号的水泥、配比不计量、砂子含泥量高、掺入外加

剂后捣拌时间不够等等，使原设计的砂浆面目全非，这在施工中要特别注意。 

9.5.5  基于加气混凝制品的材性特点，除注意基面处理、抹灰强度、控制

一次抹灰厚度等措施外，对其养护也是十分重要，水硬性材料一般可采用喷水养

护，亦可采取养护剂养护。如采用气硬性和石膏类抹灰，则没有必要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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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工程质量验收 

9.6.1  验收指标是参照砖石砌体施工验收规范中有关条文和国内部分地区

工程实践调查总结而得。 

9.6.2  屋面板相邻平整度偏差不得超过 3mm，这是根据加气混凝土屋盖上

不做找平层而直接做防水层的要求，这不仅与施工质量有关，而且受加气屋面板

外观尺寸的影响较大，因此符合质量标准的板方可上房使用，当然支座的平整度

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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