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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2018年第一批标准

编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18]015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

究，在参考并借鉴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前提下，认真总结了蒸压加气混凝土楼板、屋面

板的生产工艺、截面设计、试验研究、工程实践等经验，对以蒸压加气混凝土配筋板材为预

制底板，其上浇筑混凝土叠合层的蒸压加气混凝土叠合板的构性进行了系统的试验研究并经

充分研讨论证及工程试应用，编制此规程。

本规程共分 5章和 2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板材及计算指标、

结构设计、施工与质量验收等。

本规程某些内容涉及到“一种蒸压加气混凝土叠合板”（专利申请号 202020728964.9）

相关专利的使用。涉及专利的具体技术问题，使用者可直接与本规程主编单位协商处理。除

上述专利外，本规程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规程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

责任。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砌体结构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中国建筑东北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东

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65号 邮 编：110002）

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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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蒸压加气混凝土叠合板在工程上的应用，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适用耐久、

确保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 9度及以下地区的新建、改扩建的工业与民用建筑蒸压加

气混凝土叠合板的设计、施工及验收。

1.0.3 蒸压加气混凝土叠合板的设计、施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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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0.3【条文说明】蒸压加气混凝土板为底板的叠合楼板兼具保温与承重一体，用于民用

与工业建筑的楼（屋）盖。其优点为：

1、 自重轻，不大于 750Kg/m3，方便运输与施工，降低地震作用；

2、 导热系数低（不大于 0.14W/m.K)，有利于楼层间保温、隔热，节约能源消耗，符合建筑

节能的要求。

3、 隔声性能好，150mm厚底板计权隔声量为 44dB，加上上部混凝土叠合层，优于现有 PC

构件楼盖；

4、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坯体和板内钢筋热膨胀系数α的不同，在生产过程中板内钢筋产生了

一定的自应力，板材产生了反拱从而增加了板的抗裂能力，除此之外由于反拱的存在还可减

少施工时底板的临时支顶；

5、 板拼缝处或混凝土叠合层里可埋设设备管线，尽量保证房屋的层高不受影响；

6、 板侧企口用细石混凝土灌缝，内墙设板底圈梁及外墙设高位圈梁加上拼缝构造钢筋与叠

合层浇成一体，极大地提高了楼（屋）盖的刚度，试验研究表明，整体构造满足全刚的条件，

有利于房屋的抗震；

7、 施工性好，特别是装配式建筑中会减少模板的支护与拆除工序，可以缩短施工周期并减

少施工成本；

8、 为传统蒸压加气混凝土板开拓了新的应用途径，对提升板材品质、产品更新换代、对接

装配式建筑起着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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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蒸压加气混凝土叠合板 Composite slabs of autoclaved aerated concrete

用蒸压加气混凝土配筋板材作为预制底板，在其上按叠合板的设计要求布置钢筋网片，

而后浇筑混凝土叠合现浇层的叠合楼（屋）面板，简称叠合板。

2.1.2 抗压强度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nce

又称强度"标准差率"，用 CV表示，衡量试验资料中立方抗压强度各观测值变异程度的统

计量，也是衡量板材质量稳定性的重要指标。采用抗压强度标准差与其平均数的比值（相对

值）来表示。

2.1.3 自应力 Self stress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的生产过程中由于蒸压加气混凝土与钢筋的线膨胀系数的差异而在板

截面上产生的预应力。

【条文说明】2.1.3在蒸压加气混凝土板制造过程中的高温、高压蒸养阶段，因钢筋和板

材坯体的线膨胀系数不等造成了钢筋的膨胀远大于坯体，坯体完成蒸养、水化过程并降至常

温时，已经硬化了的板材对钢筋的回缩形成的束缚应力。

2.1.4 板侧槽口 Side Notch

板侧边所加工出的上窄下宽的槽口。

【条文说明】2.1.4对叠合板底板板侧进行槽口处理，使其能更好的与现浇钢筋混凝土进

行协同工作。

2.1.5 高位圈梁 High Ring Beam

砌体结构中约束叠合板平面内变形的混凝土圈梁，其高度为板底圈梁、坐浆与楼板高度

之和。

2.1.6 钢筋焊接网 Welded Mesh of reinforcement

为纵向钢筋和横向钢筋分别以一定的间距排列且互成直角、全部交叉点均焊接在一起的

钢筋网片。

2.1.7 叠合现浇层 Cast-in-situ Layer of Laminated Slab

叠合板中蒸压加气混凝土配筋板材上部所浇筑的混凝土现浇层，简称“叠合层”。

2.1.8 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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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建筑全生命期或部分阶段的几何信息及非几何信息的数字化模型。建筑信息模型以

数据对象的形式组织和表现建筑及其组成部分，并具备数据共享、传递和协同的功能。

2.1.9 二维码 2-dimensional bar code

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录

部品所在位置、性能指标、制作单位、制作时间、合格标识等数据符号信息的图案。

2.1.10 板底抹灰石膏 Plaster gypsum morta

以建筑石膏为基料，加入外加剂和轻集料而成的楼屋面板板底抹灰、刮平的材料。

2.2 符 号

2.2.1 材料性能

A —— 蒸压加气混凝土强度等级；

CV —— 抗压强度变异系数；

B —— 蒸压加气混凝土干体积密度等级；

Ec —— 蒸压加气混凝土弹性模量；

fy —— 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fa —— 蒸压加气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

ft —— 蒸压加气混凝土劈拉强度设计值；

ρ —— 配筋率。

2.2.2 几何参数

h —— 截面高度；

as —— 受拉（受压）钢筋截面中心到板底（板顶）的距离。

A0 —— 换算截面面积；

As —— 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

I0 —— 换算截面的惯性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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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计算系数

Bs —— 板材截面短期抗弯刚度；

γ0 —— 结构重要性系数；

γf —— 材料分项系数；

θ —— 荷载长期效应组合对挠度的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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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板材及计算指标

3.1 一般规定

3.1.1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的外观质量要求、制作尺寸偏差及结构性能检验除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蒸压加气混凝土板》GB/T 15762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3.1.2 叠合板不得用于长期处于浸水或化学侵蚀的环境及表面温度经常处于 80℃以上的部

位。

3.1.3 叠合板系统所用的各种材料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的规定。

3.1.4 叠合板的耐火等级及其相应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h）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规定。

3.1.5 不同建筑热工设计气候分区的叠合板屋面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

计规范》GB 50176和现行节能建筑设计标准的规定。

3.2 板材

3.2.1 叠合板底板规格尺寸可按表 3.2.1采用。

表 3.2.1 叠合板底板常用规格（mm）

标志长度（L） 宽度（B） 厚度（D）

1800～6000 600 120、150、200

【条文说明】3.2.1叠合板底板板材在生产加工时要求板内具有特殊的钢筋构造，不允许

在施工现场对板材进行切割等处理。

3.2.2 叠合板底板的蒸压加气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A5.0，不应低于 A3.5。

3.2.3 叠合板底板的蒸压加气混凝土抗压强度变异系数不应大于 0.10。

【条文说明】3.2.3值得指出，并不是所有企业生产的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都能作为叠合

板底板应用，除了板的配筋设计与构造与传统隔墙板不同以外，对抗压强度的稳定性也有严

格要求，只有那些工艺科学合理、质量管理严格的企业产品才可以生产出叠合板底板。遵循

国家标准《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GB 50574第 3.2.2条规定（该条属于强制性条文），

本标准对制品抗压强度提出了变异系数的要求，规定叠合板底板的强度变异系数不应大于

0.10。

变异系数定义为蒸压加气混凝土强度标准差与该批蒸压加气混凝土强度平均值之比，用

符号δ表示。变异系数确定方法如下：



10

抗压强度统计样本数为企业最近 1～3个月的同一品种、同一强度等级的立方抗压强度试

验数据，试件组数不应少于 30，标准差计算公式为：

σ = �=ቬ
� ��耀�

� � ��耀�
�

�
�� ቬ

式中： σ —— 标准差；

a
auif —— 第 i组试件抗压强度试验值（MPa）；

a
auf —— 试件抗压强度平均值（MPa）。

n —— 试验组数。

变异系数按下式计算：

δ= / a
auf

式中：
a
auf —— 蒸压加气混凝土强度平均值。

a
auif —— 第 i组试件抗压强度试验值（MPa）；

a
auf —— 试件抗压强度平均值（MPa）。

n —— 试验组数。

3.2.4 叠合板底板应用时，其含水率不应大于 25％。

【条文说明】3.2.4对板材规定应用时的含水率要求至关重要，因板材的含水率高低会影

响其干燥收缩值的大小，收缩值过大，墙体将必裂无疑。目前生产企业均没有很大的室内堆

场，堆在室外很容易受到雨淋，会加大板材的含水。本规程将应用含水率列入了主要控制指

标。

JGJ/T 17中规定蒸压混凝土制品应用时的含水率不应大于 30%是综合考虑了大部分的制

品生产企业及制品应用的实际，但对于叠合板底板应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部分优质的生产

企业制品已经能够满足 25%的要求，同时鉴于楼（屋）面构件的重要性，本规程将含水率的

要求提高至 25%。

3.2.5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的抗冻性能应符合表 3.2.5的规定。

表 3.2.5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的抗冻性能

抗 冻 指 标 质 量 损 失 强 度 损 失

D35 ≤5% ≤25%

注：1 D35指冻融循环 3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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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品的抗冻性能试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试验方法》GB/T 11969

规定执行。

3.2.6 叠合板底板不应有未切割面，切割面不应残留切割渣屑。

【条文说明】3.2.6蒸压加气混凝土为模具浇筑成型，为了制品脱模方便，通常要在模具

表面涂刷废机油等脱膜剂。若不将制品的油面切掉，必然严重影响墙体质量和抹灰质量，故

生产企业必须具备制品“六面扒皮”的能力。同样当加气混凝土坯体切割钢丝过粗（直径大于

0.8mm）时，切割面将残留较多的切割附着屑，这些附着于板材表面的渣屑将成为影响墙体

质量与抹灰质量的障碍。经验表明当采用高强细钢丝时可有效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

3.2.7 叠合板底板应配置钢筋网笼，横向分布筋间距不应大于 500mm。

3.2.8 叠合板底板上下钢筋焊接网片（图 3.2.8）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叠合板底板下网片的纵向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且不宜大于 10mm，其间距不应大

于 200mm；主筋端部应设 3根横向锚固筋，直径不应小于最大主筋，间距不应大于 50mm；

横向分布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

2 叠合板底板上网片的纵向钢筋不应少于 2根，端部横向钢筋距板边不大于 50mm；

3 叠合板底板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20mm。

图 3.2.8 上下钢筋网片构造

1——下网片纵向钢筋 2——下网片横向锚固筋 3——上网片纵向钢筋

4——上网片端部横向钢筋

3.2.9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中配置的钢筋网片焊点质量检验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筋混

凝土用钢 第 3部分：钢筋焊接网》GB/T 1499.3、《钢筋焊接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14

的规定。

3.2.10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中配置的钢筋应用防锈剂作防锈处理。防锈钢筋与蒸压加气混凝土

间的粘接强度不应小于 1.0MPa，防锈能力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蒸压加气混凝土板钢筋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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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锈性能试验方法》JC/T 855的规定。

【条文说明】3.2.10蒸压加气混凝土为轻质多孔硅酸盐混凝土，孔隙率大于 60％，因而

环境中的有害介质很容易对板内钢筋进行侵袭，会导致受力钢筋生锈，因此应对板内的钢筋

进行防锈处理。本《规程》对钢筋防锈处理明确提出了要求，要有严格的保证，这是配筋构

件的关键性技术要求。工程实践表明蒸压加气混凝土配筋构件的钢筋防锈如果处理不好，将

是造成构件破坏或不能使用的主要原因，因此强调钢筋防锈必须可靠，在产品标准中给以严

格的保证。

3.2.11 板材宜标有部品编号、应用部位、加工时间、检验标记等标识系统，标识系统应满足

唯一性要求。

3.3 计算指标

3.3.1 蒸压加气混凝土强度标准值应按表3.3.1—1采用，强度设计值应按表3.3.1—2采用。

表3.3.1-1 蒸压加气混凝土抗压、劈拉强度标准值 （N/mm2）

强度类别
强 度 等 级

A3.5 A5.0

抗压强度 fa k 2.83 4.05

劈拉强度 ft k 0.45 0.49

表3.3.1-2 蒸压加气混凝土抗压、劈拉强度设计值 （N/mm2）

强度类别
强 度 等 级

A3.5 A5.0

抗压强度 fa 2.02 2.89

劈拉强度 ft 0.32 0.35

3.3.2 蒸压加气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应按表 3.3.2采用。

表 3.3.2 蒸压加气混凝土的弹性模量（N/mm2）

品 种
强 度 等 级

A3.5 A5.0

蒸压水泥、石灰、砂制品 1900 2300

蒸压水泥、石灰、粉煤灰制品 1700 2000

http://www.csres.com/detail/232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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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蒸压加气混凝土干密度应按表 3.3.3采用。

表 3.3.3 蒸压加气混凝土干密度（kg/m3）

干密度级别 B05 B06

干密度ρd 525 625

3.3.4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的自重应按蒸压加气混凝土干密度的 1.4倍采用。

【条文说明】3.3.4 该条文引自行业标准《蒸压加气混凝土建筑应用技术规程》JGJ/T 17 ，

主要是考虑到了板材密度的离散、板材含水率以及板内的钢筋。

3.3.5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配筋网片宜采用热轧光圆钢筋（HPB300）、热轧带肋钢筋（HRB400）

或高延性冷轧带肋钢筋（CRB600H），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及弹性模量可按表 3.3.5采用。

表 3.3.5 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及弹性模量（N/mm2）

钢 筋 牌 号 抗拉强度设计值 fy 弹性模量 Es

HPB300 270 2.10×105

HRB400 360 2.00×105

CRB600H 430 1.90×105

3.3.5【条文说明】 CRB600H高强钢筋是国内近年来研制开发的新型细直径带肋钢筋，

其设计强度明显高于目前常用的 HRB400热轧带肋钢筋，这种钢筋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冷

轧带肋钢筋，这是因为将Q235钢筋冷轧成肋的工艺过程中，又让钢筋在线回火，从而在大

幅度提高强度的同事又提高了延性，而价格又较低，用作混凝土结构构件或蒸压加气混凝土

板材的受力钢筋和分布钢筋，既可有利于钢筋与混凝土（蒸压加气混凝土）的握裹，减少钢

筋用量并降低成本，还能方便施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十分显著。砌体结构专业委员会

编制的《CRB600H高延性高强钢筋应用技术规程》CECS 458:2016由于其先进性、适用性、

经济性好，于 2018年获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创新奖”。

3.3.6 混凝土、钢筋和钢材的各项力学性能指标和耐久性要求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和中国工程建设协会标准《CRB600H

高延性高强钢筋应用技术规程》CECS 458等有关规定。

3.3.7 叠合层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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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叠合板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用可靠指标度量结构构件的可靠

度，采用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进行计算，并应满足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

4.1.2 叠合板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有关规定计算。

4.1.3 叠合板的安全等级和设计使用年限应与整个结构保持一致。

4.1.4 叠合板的设计，对持久设计状况应进行承载力、变形及裂缝控制验算。

4.1.5 叠合板应进行施工和使用两阶段设计，其承载力、挠度、裂缝宽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条文说明】4.1.5 研究表明，以蒸压加气混凝土板为底板的叠合板的主要控制因素为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开裂、挠度等指标，因此除承载力以外，还应进行挠度和裂缝控制验算。

4.1.6 叠合板不宜在结构转换层、平面复杂或开洞较大的薄弱部位、上部结构嵌固端等部位

应用。

【条文说明】4.1.6 结构转换层、平面复杂或开洞较大楼层的楼板薄弱部位、作为上部结

构嵌固部位的地下室楼板等部位的楼盖整体性和面内刚度要求较高，为保障结构整体性能，

宜采用现浇楼板。若需采用叠合楼盖，应增大现浇叠合层厚度，并加强叠合板与支撑结构的

连接。

4.1.7 对结构进行整体分析时，宜采用刚性楼面假定。

【条文说明】4.1.7 叠合楼板及叠合屋面板是有现浇面层的装配式楼板，在进行结构内力

与位移计算时，可视为水平放置的深梁，具有很大的面内刚度，可近似认为楼板在其自身平

面内为无限刚性。

4.1.8 叠合板应按单向简支板进行设计。

4.1.9 施工阶段设有可靠支撑的叠合板，应按本规程 4.2节的规定进行整体受弯构件设计计

算，施工阶段不加支撑的叠合板，应按本规程附录 A的规定进行计算。

【条文说明】4.1.9 施工阶段应采取可靠措施，按整体受弯构件进行设计计算，否则应进

行二阶段受力计算。

4.1.10 宜采用信息化手段对建筑设计图纸进行叠合板底板的排板、编号，生成底板规格明细

表。

【条文说明】4.1.10 宜利用 BIM技术将施工图纸进行板材编号而生成，做到“一楼面一明

细”并顺序对部品编码，以方便板的加工、运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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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4.2.1 蒸压加气混凝土叠合板的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4.2.1）：

图 4.2.1 蒸压加气混凝土叠合板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简图

1——叠合板底板 2——叠合层

M ≤ 0.75 fcbx（h0-
2
x
） （4.2.1—1）

x = ����
���

（4.2.1—2）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尚应符合下式的规定：

x ≥ 0.133h0 （4.2.1—3）

式中： M —— 弯矩设计值；

fc —— 叠合现浇层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b —— 板材截面宽度；

h0 —— 叠合板截面有效高度；

x ——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fy
—— 纵向受拉钢筋的强度设计值；

As —— 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

【条文说明】4.2.1 根据蒸压加气混凝土板的施工工艺及生产质量要求，板材受力钢筋直

径不宜大于 10mm，按最大配筋计算受压区高度 x=430×78.5×10/(11.9×600)=47.3。受压区

高度小于叠合层最小厚度，因此取消了预制板最大配筋率的限制。

为符合平截面假定，混凝土压应力达到 fc时的混凝土压应变取为 0.002，钢筋的极限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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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取为 0.001，中和轴到板顶的距离为 z，则：

z/(h0-z)=0.002/0.01

x=0.8z=0.133h0

4.2.2 叠合板的截面抗剪承载力，可按下式验算：式中：

V ≤0.35ft bh0 （4.2.2）

式中： V —— 剪力设计值；

fta —— 蒸压加气混凝土劈拉强度设计值。

【条文说明】4.2.2 根据已有试验结果（“ 加气混凝土构件的计算及其试验基础”，清华

大学，1980），板材的抗剪承载力为 0.055fabh0，按本规程 fa与 ft的比值最小值 6.31，将蒸压

加气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转换成抗拉强度。则：

0.055fabh0=0.055×6.31ftbh0=0.35 ftbh0

4.2.3 叠合板底板在翻转、运输、吊运、安装等短暂设计状况下的施工验算，可按照现行行

业标准《蒸压加气混凝土制品应用技术标准》JGJ/T 17的条文规定执行。

4.3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4.3.1 叠合板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出现裂缝。在荷载标准组合作用下，板的正截面受拉边缘应

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σck � σpc ≤ ��� ……………（4.3.1-1）

σck =
�����
��

……………（4.3.1-2）

�pc =
��
��ቬ

� �������

��ቬ
� � ��ቬ …………（4.3.1-3）

�� = σ� �� � ��ቬ ……………（4.3.1-4）

式中： ck —— 荷载标准组合(不包括预制板自重)作用下抗裂验算边缘的混凝

土法向应力；

pc —— 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在抗裂验算边缘的混凝土预压应力(考

虑预制板自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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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蒸压加气混凝土的劈拉强度标准值；

�� —— 荷载标准组合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值；

�� —— 叠合板验算边缘的换算截面弹性抵抗矩；

�� —— 预制板纵向受力钢筋自应力引起的预加力；

p —— 预制板纵向受力钢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钢

筋自应力，扣除全部应力损失后的值，按表 4.3.2取值。

pe —— 预制板纵向受力钢筋合力点到预制板换算截面形心的距离；

1ss、AA —— 预制板受拉区、受压区的钢筋截面面积；

��ቬ —— 预制板换算截面面积；

��ቬ —— 预制板换算截面惯性矩；

�� —— 预制板自重标准值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值；

h —— 预制板截面高度；

��ቬ —— 预制板换算截面形心到预制板顶面的距离。

4.3.2 钢筋有效自应力（ p ）值可按表 4.3.2采用。

表 4.3.2 有效自应力 p （N/mm2）

钢筋种类 HPB300 HRB400 CRB600H

p 88 84 80

注：有效自应力按釜内温度 195℃计算，其他养护温度时按附录 B计算。

【条文说明】4.3.2 自应力是指配筋加气混凝土墙板在制造过程中，经过高温高压蒸养，

由于钢筋和加气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不同，钢筋相对伸长。出釜脱模后，温度降为常温，由

于蒸压加气混凝土强度增高及钢筋两端的可靠锚固，使钢筋受拉，挤压蒸压加气混凝土板造

成的预应力状态。

p 指纵向受力钢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钢筋自应力，扣除全部应力损失

后的值。

线膨胀系数：α=ΔL/(L*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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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模量：E = σ / ε=σ/(ΔL/L)

钢筋自应力：σ =E(ΔL/L)=E(α钢筋-α加气砼)Δt

钢筋应力σ数值大小仅与钢筋的弹性模量成正比。

钢筋的线膨胀系数(α钢筋)取值 12x10-6(1/℃)，蒸压加气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α加气砼)取值

8x10-6(1/℃)，蒸压加气混凝土蒸养温度可按 195℃采用。

由于蒸压加气混凝土系为高温高压蒸汽养护，硅钙水化反应进行的比较完全，其塑性流

变比普通混凝土小，故蒸压加气混凝土的徐变指数（徐变值/初始变形）为 0.8～1.2，而普通

混凝土则为 1～4。根据现有资料分析，蒸压加气混凝土的收缩和徐变在五年内渐趋稳定，自

应力总的损失约为总量的 40%。

4.3.3 叠合板的挠度按结构力学方法计算，在荷载效应的标准值组合作用下，并考虑长期作

用的影响，其最大挠度计算值不应大于 200/0l （ 0l 为板的计算跨度）。

4.3.4 叠合板应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挠度验算，按荷载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

的刚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 �k
Mq��k

�s (4.3.4-1)

Bs=0.7Ec I0 （4.3.4-2）

式中： Bs —— 按荷载的标准组合计算的叠合板短期刚度；

Mk —— 按荷载的标准组合计算的跨中最大弯矩值；

Mq —— 按荷载的准永久组合计算的跨中最大弯矩值；

I0 —— 叠合板换算截面惯性矩。

4.3.5 叠合板在使用阶段的预应力反拱值可用结构力学方法按预制构件的刚度 Ec I01进行计

算。在计算中，钢筋的自应力应扣除全部应力损失；考虑应力长期影响，可将计算所得的反

拱值乘以增大系数 1.75。

4.4 构造要求

4.4.1 叠合板底板厚度不应小于 120mm，叠合层厚度不应小于 50mm，当叠合层内需预埋管

线时，厚度不应小于 70mm。

4.4.2 蒸压加气混凝土楼、屋面板侧面应有板顶放置钢筋的槽口，槽口尺寸宜按图 4.4.2采用，

h小于 150mm时，a取 45mm，h大于等于 150mm时，a取 7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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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 板材槽口

4.4.3 叠合板跨度大于 4m时，应在距支座 1/4跨范围内设置抗剪钢筋网片（图 4.4.3）。

图 4.4.3 支座抗剪钢筋网片示意图

1——高位圈梁 2——叠合板底板 3——叠合层 4——抗剪钢筋网片

4.4.4 叠合板底板端部下网片横向锚固筋，应有不少于 2根配置在支座承压区以内，且支座

承压区的长度不应小于 90mm。

4.4.5 当采用砌体结构时，建筑外墙应设置混凝土高位圈梁（图 4.4.5），叠合层混凝土应与

高位圈梁浇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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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5 外墙混凝土高位圈梁节点示意图

1-墙体 2-圈梁 3-砌体或保温板 4-加气混凝土叠合板

4.4.6 叠合层中钢筋网的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8mm，钢筋网格尺寸不宜大于 200mm×200mm。

4.4.7 叠合板的设备线管宜敷设在叠合层内。

4.4.8 叠合板用于潮湿房间时，应在板底做防水防潮处理。

4.4.9 叠合板底宜采用蒸压加气混凝土用抹灰砂浆或石膏薄层砂浆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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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与质量验收

5.1 一般规定

5.1.1 叠合板施工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5.1.2 装卸板材应采用专门机具，并应按国家现行标准进行设计、验算或试验检验，不得使

用钢丝绳直接吊装及用撬杠调整板位。

5.1.3 叠合板底板在储藏、运输及施工过程中应采取对板材进行保护的措施。

5.1.4 叠合板底板在现场堆放时应设置垫块，并限制堆放的高度（图 5.1.4）。

图 5.1.4 板材堆放

5.1.5 在墙、梁的侧面，施工现场按排板图画出板缝及预埋线管位置线，并标出板号。

5.2 叠合板施工

5.2.1 叠合板安装时的定位宜通过现场扫码确定。

5.2.2 叠合板底板安装前应确认板材的主筋位置，不得反向吊运、安装。

5.2.3 叠合板施工荷载不得超过设计荷载，且不应作为屋架的支撑系统。

5.2.4 对施工阶段设有可靠支撑设计的叠合楼板、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规范》GB 50666的规定对模板与支撑进行设计，并应提出支撑的布置图。

5.2.5 施工时严禁将屋楼、屋面板锯短使用。

5.2.6 叠合板底板安装时应用粘结砂浆进行坐浆连接。

5.2.7 浇注叠合层前应清除叠合板底板上的残渣浮灰并浇水湿润，润水深度宜为 6mm～8mm。

5.2.8 叠合层厚度、钢筋保护层厚度、混凝土强度等级、钢筋规格及相关构造应符合设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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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5.2.9 叠合层钢筋网片宜采用平搭接，搭接位置应在结构的非主要受力区域。

5.2.10 叠合层混凝土应均匀连续浇筑，投料高度不宜大于 500mm。

5.2.11 叠合层混凝土应边浇筑、边振捣。振捣器宜采用平板振动器。

5.2.12 叠合层浇筑完毕后应用塑料布覆盖，待终凝后改为撒水养护。养护的时间不少于 14

天。

5.3 质量验收

5.3.1 板材生产企业应按照有关标准规定或合同要求，对供应的板材应提供包括含水率、劈

拉强度、抗压强度变异系数等技术参数的产品出厂质量证明书。

5.3.2 当板材附有二维码时，应按设计文件提供的板材明细表对叠合板底板的自有信息进行

扫码核对。

5.3.3 叠合板的检验批应按一个楼层、一个施工段划分为一个检验批，且每检验批不应大于

1000m2，每批检查面积应为 10m2。

Ⅰ 主控项目

5.3.4 叠合板底板的品种、规格、板型、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或质量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5.3.5 叠合板底板的结构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出厂合格证和叠合板底板结构性能检验报告。

检查数量：同一类型叠合板底板不超过 1000 个为一批，每批随机抽取 1 个构件进行结

构性能检验。

5.3.6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的干体积密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及本规程的规定。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出厂合格证和板的干体积密度检验报告。

检查数量：每批次抽检数量为 3组。

5.3.7 叠合层现浇混凝土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规定。

检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T 50107的要求进行。

检查数量：每连续浇注工作日为一批次。按同批预留样块全数进行检验，每批抽取次数

不应少于一次，每次制作预留样块不应少于 3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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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一般项目

5.3.8 叠合板底板板侧槽口的位置、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测量。

检查数量：每批次抽查不应少于 5处。

5.3.9 叠合板底板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3.9的规定。安装轴线偏差应全数检查，其余项目

每个检验批至少抽查 10%，并不得少于 5处，少于 5处时，全数检查。

表 5.3.9 底板安装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1 轴线位置偏移 3 用经纬仪或拉线和尺量检查

2 相邻板底平整度 3 用钢尺检查

3 板缝偏差 5 用钢尺检查

5.3.10 叠合层的钢筋网片交叉点开焊数量不得超过《钢筋焊接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14 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

判定数量：交叉点开焊数量不超过整个钢筋网片交叉点总数的 1%；任一根钢筋上开焊点

数不超过该钢筋上交叉点总数 50%，否则为不合格。

5.3.11 叠合层内钢筋表面不得有油渍及其它影响使用的缺陷。

检验方法：观察

判定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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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蒸压加气混凝土无支撑叠合板

A.0.1 施工阶段不加支撑的蒸压加气混凝土板叠合板，内力应分别按下列两个阶段计算。

1 第一阶段：后浇的叠合层混凝土未达到强度设计值之前的阶段。荷载由预制底板承担，

预制底板按简支构件计算；荷载包括预制底板自重、叠合层自重以及本阶段的施工活荷载。

2 第二阶段：叠合层混凝土达到设计规定的强度值之后的阶段。叠合板按整体结构计算；

荷载考虑下列两种情况并取较大值：

施工阶段：考虑叠合板自重、面层、吊顶等自重以及本阶段的施工活荷载；

使用阶段：考虑叠合板自重、面层、吊顶等自重以及使用阶段的可变荷载。

A.0.2 预制底板和叠合板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本规程第 4．2节计算，其中，弯矩设计

值应按下列规定取用：

预制底板

M1＝M1G＋M1Q （A.0.2-1）

叠合板

M＝M1G＋M2G＋M2Q （A.0.2-2）

式中：

M1G——预制底板自重和叠合层自重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设计值；

M2G——第二阶段面层、吊顶等自重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设计值；

M1Q——第一阶段施工活荷载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设计值；

M2Q——第二阶段可变荷载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设计值，取本阶段施工活荷载和使用

阶段可变荷载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设计值中的较大值。

A.0.3 预制底板和叠合板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按本规程第 4．2节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其中，剪力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取用：

预制底板

V1＝V1G＋V1Q （A.0.3-1）

叠合板

V＝V1G＋V2G＋V2Q （A.0.3-2）

式中：

V1G——预制底板自重和叠合层自重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剪力设计值；

V2G——第二阶段面层、吊顶等自重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剪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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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Q——第一阶段施工活荷载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剪力设计值；

V2Q——第二阶段可变荷载产生的剪力设计值，取本阶段施工活荷载和使用阶段可变荷载

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剪力设计值中的较大值。

在计算中，叠合板斜截面上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Vcs应取预制底板的强度等级进行计算。

A.0.4 预制底板和叠合板应进行正截面抗裂验算。在荷载的标准组合下，抗裂验算边缘混凝

土的拉应力不应大于蒸压加气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抗裂验算边缘混凝土的法向应力应按

下列公式计算：

预制底板

σck =
�ቬ�
��ቬ

(A.0.4-1)

叠合板

σck =
�ቬ��
��ቬ

� ���
��

(A.0.4-1)

式中：

M1k——第一阶段荷载标准组合下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值，取M1k=M1Gk+M1Qk，此处，

M1Gk为预制底板自重和叠合层自重标准值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值，M1Qk为第一阶段施工活

荷载标准值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值；

M2k——第二阶段荷载标准组合下在计算截面上产生的矩值，取M2k=M2Gk+M2Qk，此处M2Gk

为面层吊顶等自重标准值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值，M2Qk为使用阶段可变荷载标准值在计算

截面产生的弯矩值；

W01——预制底板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W0——叠合板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此时，叠合层的混凝土截面面积应按弹性

模量比换算成蒸压加气混凝土的截面面积。

A.0.5叠合板应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挠度验算，按荷载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

的刚度可按下式计算：

� = ��
B��
B�ቬ

�ቬ �ቬ���M����
��� (A.0.5-1)

�� = �ቬ�� ���� (A.0.5-2)

Bs1=0.85Ec I01 （A.0.5-3）

Bs2=0.7Ec I0 （A.0.5-4）

式中：

kM ——按荷载的标准组合计算的跨中最大弯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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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 ——按荷载的准永久组合计算的跨中最大弯矩值；

I01——预制底板换算截面的惯性矩；

I0——叠合板换算截面的惯性矩。

A.0.6 叠合板在使用阶段的预应力反拱值可按本规程4.3.5 条的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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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内钢筋自应力

B.0.1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内钢筋的初始自应力值可按下式计算：

σP = Es (αs-αa)Δt (B.0.1-1)

式中： σP ——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内钢筋的初始自应力；

Es —— 钢筋弹性模量；

αs —— 钢筋的线膨胀系数，取值 12x10-6(1/℃)；

αa —— 蒸压加气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取值 8x10-6(1/℃)；

Δt —— 蒸压加气混凝土蒸养温度与正常使用温度的差值。

B.0.2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内钢筋的初始自应力值可按表 B.0.2选用。

表 B.0.2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内钢筋的初始自应力值

钢筋品种 HPB300 HRB400 CRB600H

板内钢筋的自应力 147 140 133

注：表中数值按蒸压加气混凝土蒸养温度 195℃正常使用温度 20℃计算。

B.0.3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内钢筋的自应力损失终极值可取初始自应力值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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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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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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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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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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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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用 标 准 名 录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GB/T 15762

《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试验方法》GB/T 11969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室温试验方法》GB/T 228.1

《钢筋混凝土用钢筋焊接网》GB/T 1499.3

《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GB/T 232

《碳素结构钢》GB/ T 700

《蒸压加气混凝土应用技术标准》JGJ 17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钢筋涂层防锈性能试验方法》JC/T 855

《焊接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14

http://www.csres.com/detail/193352.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232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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