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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暖边间隔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暖边间隔框的分类、规格和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和随行文件以及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暖边间隔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294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暖边间隔框 warm edge frame (thermally improved frame) 

由耐候型、低导热系数非金属材料制成，用于降低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边部热传导并具有刚性支

撑功能的间隔框。 

 

3.2    

暖边温差导热值 temperature difference value of thermal conductivity for warm edge frame  

评价热量传递性能的参数，由暖边间隔框热传输通道上各处材料的厚度与其导热系数乘积 d・λ的

和值表示，单位为 W/K。 

3.3    

暖边间隔框的等效导热系数 equivalent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warm edge frame  

釆用防护热板法测试获得的评价安装有暖边间隔框的内置遮阳中空玻璃边缘暖边间隔框位置热量

传递性能的参数，以λeq表示。 

4 分类、规格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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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分类 

暖边间隔框按组成方式可分为以下两类： 

——整体式暖边间隔框：以 ZT表示，截面示意见图 1； 

——分体式暖边间隔框：以 FT表示，截面示意见图 2。 

 

标引序号说明： 

1——暖边间隔框盖板 

2——透气孔 

3——复合膜 

4——暖边间隔框体 

H—截面高度 

W--截面宽度 

d--壁厚 

 

图 1 整体式暖边间隔框截面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分体式暖边间隔框间隔条 

2——透气孔 

3——复合膜 

4——暖边间隔框体 

H—截面高度 

W--截面宽度 

d--壁厚 

 

 

图 2分体式暖边间隔框截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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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规格 

暖边间隔框规格以截面宽度表示 ，常见的规格分为 19A、20A、21A、27A 、35A、38A，其他规格

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注：暖边间隔框规格和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的中空腔厚度相适应。 

4.3 标记 

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暖边间隔框的标记依次为：产品名称（暖边间隔框）、本文件编号、组成方

式和规格尺寸。 

 

示例： 

整体式暖边间隔框，规格尺寸为21A，标记为： 

暖边间隔框－T/CECSXXXX－ZT－21A。 

5 要求  

5.1 材料 

5.1.1暖边间隔框体 

暖边间隔框体材料应为改性塑料，且应符合相关标准。暖边间隔框体材料不应采用聚氯乙烯。 

5.1.2 暖边间隔框盖板 

暖边间隔框盖板材料应为改性塑料，且应符合相关标准。暖边间隔框盖板材料不应采用聚氯乙烯。 

5.1.3  分体式暖边间隔框间隔条 

分体式暖边间隔框间隔条材料应为改性塑料，且应符合相关标准。分体式暖边间隔框间隔条材料不

应采用聚氯乙烯。 

5.1.4  复合膜 

复合膜材料应采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材料。 

5.1.5  暖边间隔框连接件 

    暖边间隔框连接件要求见附录 A。 

暖边间隔框  T/CECS XXX  

本文件编号 

组成方式 

规格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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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尺寸及偏差 

5.2.1截面尺寸及允许偏差 

暖边间隔框截面尺寸及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暖边间隔框截面尺寸及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规 格 
截面宽度 W 

截面高度 H 壁厚 d 
基准宽度 允许偏差 

19A 18.5 

±0.25 38～46 0.9～1.8 

20A 19.5 

21A 20.5 

27A 26.5 

35A 34.5 

38A 37.5 

注：截面高度和壁厚的实际尺寸，由供需双方商定。 

 

5.2.2 长度及允许偏差 

暖边间隔框每根出厂长度宜为 5 m，每根允许偏差应为±10mm。 

5.2.3 平直度 

暖边间隔框每根侧边弓形弯曲度不应大于 2.0mm。 

5.2.4 扭曲值 

暖边间隔框扭曲值不应大于 1.0mm。 

5.3 外观质量 

5.3.1 暖边间隔框表面 

暖边间隔框表面应光滑洁净，颜色一致，无油渍、无裂纹、无划伤。 

5.3.2  暖边间隔框透气孔 

透气孔应均匀分布在面向中空腔的支撑边，且不可有间断或盲孔。 

5.3.3  暖边间隔框端口 

暖边间隔框端口应平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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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气孔通透性 

暖边间隔框气孔通透性气压差应不小于 0.1MPa。 

5.5 暖边温差导热值 

暖边间隔框的暖边温差导热值应不大于 0.007 W/K。 

5.6 等效导热系数 

暖边间隔框的等效导热系数应不大于 0.15W/（m·K）。 

5.7 热失重 

暖边间隔框的热失重值 Mv 应不大于 0.35% 。 

5.8 耐紫外线照射性能 

504 h紫外线照射试验后，试样表面应无明显变色、粉化等现象。 

5.9 暖边间隔框体热变形 

试件在 90℃恒温下进行 4 h试验后，试样平直度和扭曲值变形应不大于长度的 0.3%。 

5.10 暖边间隔框体热收缩率 

试件在 90℃恒温下进行 4 h试验后，试样长度收缩应不大于 0.1%。 

 

5.11 暖边间隔框盖板热收缩率 

试件在 90℃恒温下进行 4 h试验后，试样长度收缩应不大于 0.1%。 

5.12 可视面冲孔 

试验后，试样应可以被做出冲孔，除了冲出的孔外不应有其他破坏现象。 

5.13 复合膜附着力 

试验后，试样不可有复合膜脱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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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分体式暖边间隔框的间隔条热变形 

90℃4小时试验后，试样变形应不大于长度的 0.3%。 

5.15分体式暖边间隔框的间隔条热收缩率 

90℃ 4 小时试验后，试样长度收缩应不大于 0.1%。 

5.16承重弯曲值 

3 个试件中间点的弯曲值均应不大于 5mm，且不应出现破损开裂等现象。 

6 试验方法 

6.1  材料 

暖边间隔框体、暖边间隔框盖板、分体式暖边间隔框间隔条材料的测试方法见附录B。 

6.2 尺寸及偏差 

6.2.1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温度为 20℃〜25℃，大气压力为 0.86×10
5
Pa〜1.06×10

5
Pa，相对湿度为 40%〜70%的条件

下进行。 

6.2.2 截面尺寸及允许偏差 

采用精度为 0.02mm 的游标卡尺进行测量。 

6.2.3 长度及允许偏差 

采用精度为 1mm 的钢卷尺进行测量。 

6.2.4 平直度 

6.2.4.1 试件 

在暖边间隔框上任意截取 1m 长的试样。 

6.2.4.2 检测方法 

暖边间隔框的侧边平直度通过采用 1m 靠尺和精度为 0.02mm 的塞尺测量。测量时将试件覆合膜面平

放在测试平台上，在自重作用下弯曲达到稳定后，使用塞尺沿长度方向检测暖边间隔框侧边与直尺之间

的最大间隙 fg，fg即为暖边间隔框侧边的弓形弯曲度，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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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 ——暖边间隔框试件 

2 ——直尺 

3 ——测试平台 

fg——暖边间隔框侧边与直尺之间的最大间隙 

图 3 暖边间隔框平直度测量示意图 

6.2.5 扭曲值 

6.2.5.1 在暖边间隔框上任意截取 1m 长的试样。 

6.2.5.2将试件与内置遮阳中空玻璃贴合的侧面朝下放置在平台上，其在自重作用下达到稳定时，沿暖

边间隔框的长度方向用塞尺测量暖边间隔框侧面与平台之间的最大距离 N，N即为暖边间隔框的扭曲值，

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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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N-——扭曲值 

1- ——暖边间隔框试件 

2- ——测试平台 

图 4 暖边间隔框扭曲值测量示意图 

6.3  外观质量 

在良好的自然光或散射光照条件下，目测检验。 

6.4  气孔通透性 

6.4.1 试样 

截取 3 根长度为 500mm±2mm 的暖边间隔框。 

注：对于分体式暖边间隔框截取其间隔条部分。 

6.4.2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温度为 20℃〜25℃，大气压力为 0.86×10
5
Pa〜1.06×10

5
Pa，相对湿度为 40%〜70%的条件

下进行。 

6.4.3 试验装置 

气孔通透性试验装置包括固定支架、进气管、气流调节阀、进气口气压表、出气口气压表和移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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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组成，见图 5。

 

标引序号说明: 

1——移动支架 

2——出气口压力表 

3——暖边间隔框试件 

4——进气口气压表 

5——气流调节阀 

6——进气管 

7——固定支架 

图 5 气孔通透性试验装置示意图 

6.4.4 试验过程 

6.3.4.1将试样放置于试验装置上，将试样与支架之间接口完全密封。 

6.3.4.2 缓慢开启气流调节阀，当进气口的压力保持在 0.4MPa时，记录出气口的压力。 

6.3.4.3进气口压力减去出气口压力的差值作为该试样的气孔通透性气压差。 

6.3.4.4 对三根试样进行试验，记录三个数值，取平均值作为暖边间隔框气孔通透性气压差 。 

6.5  暖边温差导热值 

暖边温差导热值用热传递通道非金属材料厚度和非金属材料导热系数之积的和值∑（d•λ）来表示，

其数值越小，隔热性能越好。典型结构整体式暖边间隔框见图 6，暖边温差导热值 计算见公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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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暖边间隔框计算图示 
 

Σ(𝑑𝑖 × 𝜆𝑗) = (𝑑1 × 𝜆1) + (𝑑2 × 𝜆1) + (𝑑3 × 𝜆1) + (𝑑4 × 𝜆2) (1) 

式中： 

di—暖边间隔框的热传递通道材料厚度，单位为米（m）； 

λj——暖边间隔框材料的等效导热系数，单位为瓦每米每开尔文［W/(m・K)］。 

6.6  等效导热系数 

按附录 C 规定的方法测试暖边间隔框的等效导热系数。 

6.7  热失重 

6.7.1 试样 

任意截取 3 根长度为 100mm±2mm的暖边间隔框样品。 

6.7.2 样品状态调节 

将截取的样品放置在环境温度 23℃±2℃的干燥器皿中不少于 24 小时，使其达到稳定状态。 

6.7.3 试验步骤 

6.7.3.1称量样品的质量 m1，精确到 0. 0001 g。 

6.7.3.2将样品放置到 70℃的环境中保持 168 h。 

6.7.3.3将样品取出后立即放置到真空干燥器皿中冷却 0.5 h ,并称量样品的质量 m2。 

6.7.4 结果计算  

按式（2）的计算方法计算样品的热失重 MV0 ， 取 3 个样品的平均值作为该产品的平均热失重 MV。 

   =
( 1   2)

 1
× 1   ( ) 

式中： 

MV0 ——单个样品的热失重； 

λλ

λ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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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试验前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m2 ——试验前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6.8 耐紫外线照射性能 

6.8.1试样 

任意截取 4 根 510 mm 长度的暖边间隔框样品，试验用 3 根，另外一根保存备用。 

6.8.2辐照光源 

辐照光源应采用功率为 300W、315 nm〜380 nm 波长范围内辐照强度不应小于 40 W/m
2 的紫外灯。 

6.8.3试验步骤 

6.8.3.1 将 3根暖边间隔框样品可视面面向光源方向，试样中心与光源距离应为 300 mm±5mm。 

6.8.3.2 连续照射 504 h后，取出样品并与保留的备用样品比对。 

6.8.3.3 目视观察测试后的暖边间隔框可视面颜色变化情况。 

6.7.3.4 将透明胶带在离开暖边间隔框可视面端头 10mm 处，沿暖边间隔框可视面表面 20mm 铺贴紧

密，然后快速剥离，观察胶带上暖边间隔框粉末粘结情况。 

6.9  暖边间隔框体热变形  

6.9.1 试样 

试样为 4 根 200 mm 长度的暖边间隔框体。 

6.9.2 检测设备 

检测设备包括可自动控温、且温度满足 150℃以上的温控箱，精度为 0.02mm 的塞尺和 1m靠尺。 

6.9.3 检测步骤 

将试样平整放入 90℃恒温的温控箱，保持 4 h后取出，放在 20℃室温冷却 0.5 h后，按 6.2.4.2 和

6.2.5.2 的规定的方法测量平直度和扭曲值。 

6.10 暖边间隔框体热收缩 

6.10.1 试样 

试样为 6 根 200 mm 长度的暖边间隔框。 

6.10.2 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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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设备包括可自动控温、且温度满足 150℃以上的温控箱，精度为 0.01mm 的卡尺。 

6.10.3 检测步骤    

用卡尺测量试样长度值，将试样平整放入 90℃恒温的温控箱，保持 4 小时后取出，放在 20℃的室

温下冷却 0.5 h后测量试样长度，计算试样的收缩率。  

6.11  暖边间隔框盖板热收缩 

参照 6.10 暖边间隔框体收缩试验方法进行测试。 

6.12 可视面冲孔 

6.12.1 试样 

截取长度为 200mm 的暖边间隔框 3 件。 

6.12.2 检测设备 

气动冲床和刀口模，刀口模的具体形式由供需双方商定。 

6.12.3 检测步骤 

将 3 件试样依次放入刀口模内进行冲孔，完成后取出，观察有无除了被冲孔之外的其他破损现象。 

6.13 复合膜附着力 

6.13.1 试样 

任意截取长度为 200mm 的暖边间隔框试件。 

6.13.2 检测设备 

划格器，测试胶带（例如：3M 600 胶带或等效产品） 

6.13.3 检测步骤 

用划格器在暖边间隔框的复合膜上十字交叉划出方格，至少三处，清理干净后用测试胶带粘紧，呈

45°角度快速撕开测试胶带，复合膜不可脱落。 

6.14 分体式暖边间隔框的间隔条热变形 

参照 6.9 暖边间隔框体热变形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 

6.15 分体式暖边间隔框的间隔条热收缩 

参照6.10暖边间隔框体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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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承重弯曲值 

6.16.1试样 

  任意截取 5根长度为 2.5m 的暖边间隔框，取 3根试样进行试验。 

6.16.2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包括固定座、砝码、塞尺、靠尺和固定支架，如图 6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fg——弯曲值 

1——靠尺 

2——固定支架 

3——暖边间隔框试件 

4——砝码 

5——固定座 

 

6.16.3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温度为 20℃〜25℃，大气压力为 0.86×10
5
Pa〜1.06×10

5
Pa，相对湿度为 40%〜70%的条件

下进行。 

6.16.4 试验过程 

6.16.4.1 在 3 根试件可视面上，从中间向两边每间隔 400 mm 开一个宽度为 4 mm 的缺口，缺口长度为

可视面的宽度，每个试件开 6个缺口。 

6.16.4.2 在试件每个缺口装入一个固定座，两边各放一件未开缺口的暖边间隔框，固定座两侧用胶带

缠紧。 

6.16.4.3 将缠好的暖边间隔框放入固定支架，中间悬空，将靠尺置于顶部，用塞尺测量暖边间隔框中

间部位与靠尺的间隙尺寸 fg1。 

6.16.4.4 在固定座下依次平均挂上砝码，累计 6kg。 

6.16.4.5 在暖边间隔框的中间部位用塞尺测量暖边间隔框与靠尺之间的间隙尺寸 fg2. 

图 6 承重弯曲值测试方法示意图 

A 

A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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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4.6 将 fg2和 fg1的差作为 fg,fg即弯曲值。 

6.16.4.7对 3根试件逐个进行试验，试验后观察试件情况，暖边间隔框不得出现开裂破损等现象。 

7 检验规则 

检验项目 7.1 

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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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暖边间隔框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整体式暖边间隔框 分体式暖边间隔框 

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材料 

暖边间隔框体 - √ - √ 5.1.1 6.1 

暖边间隔框盖

板 
- √ - - 5.1.2 6.1 

分体式暖边间

隔框的间隔条 
- - - √ 5.1.3 6.1 

尺寸及偏差 

截面尺寸 √ √ √ √ 5.2.1 6.2.2 

长度及允差 √ √ √ √ 5.2.2 6.2.3 

平直度 √ √ √ √ 5.2.3 6.2.4 

扭曲值 √ √ √ √ 5.2.4 6.2.5 

外观质量 

表面 √ √ √ √ 5.3.1 

6.3 透气孔 √ √ √ √ 5.3.2 

端口 √ √ √ √ 5.3.3 

气孔通透性 √ √ √ √ 5.4 6.4 

暖边温差导热值 - √ - √ 5.5 6.5 

等效导热系数 - √ - √ 5.6 6.6 

热失重 - √ - √ 5.7 6.7 

耐紫外线照射性能 - √ - √ 5.8 6.8 

暖边间隔框体热变形 - √ - √ 5.9 6.9 

暖边间隔框体热收缩率 - √ - √ 5.10 6.10 

暖边间隔框盖板热收缩率 - √ - - 5.11 6.11 

可视面冲孔 - √ - √ 5.12 6.12 

复合膜附着力 - √ - √ 5.13 6.13 

分体式暖边间隔框的间隔条

热变形 

 

- - - √ 5.14 6.14 

分体式暖边间隔框的间隔条

热收缩率 
- - - √ 5.15 6.15 

承重弯曲值 - √ - √ 5.16 6.16 

注：“√”表示必需检验项目；“—”无需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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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批与抽样规则 7.2 

7.2.1 组批 

釆用相同材料在同一工艺条件下生产的相同规格的暖边间隔框。 

7.2.2 抽样 

7.2.2.1对于产品的外观质量、外形及尺寸按表 3的要求随机抽取。 

表 3 抽样表                              单位为根 

批量范围 抽检数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2～8 

9～15 

16～25 

26～50 

51～90 

91～150 

151～280 

281～500 

501～1200 

1201～3200 

2 

2 

3 

5 

5 

8 

13 

20 

32 

50 

0 

0 

0 

1 

1 

2 

3 

5 

7 

10 

1 

1 

1 

2 

2 

3 

4 

6 

8 

11 

 

7.2.2.2 按照每生产 10000 m 抽 3 根样品做气孔通气性检测。 

注：按每根出厂长度 5 m 计算，2000 根即为 10000m。 

判定规则 7.3 

7.3.1 出厂检验 

7.3.1.1 所抽样品的尺寸及偏差、外观质量不合格数小于或等于表 3规定的合格判定数，则判定该批产

品的尺寸及偏差、外观质量为合格；不合格数等于或大于表 3 的不合格判定数，则该批产品尺寸及偏差、

外观质量不合格。 

7.3.1.2 气孔通透性全部试样均符合要求为合格，否则该项不合格。 

7.3.2 型式检验 

表 2中所有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8 标志和随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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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8.1 

标志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应包括产品名称、规格、分类、等效导热系数值、数量、批号、

执行标准等。 

随行文件  8.2 

产品的随行文件应包括合格证并配有安装使用说明。安装使用示例见附录 D。 

9 包装、运输与贮存 

9.1 包装  

9.1.1暖边间隔框应密封包装。 

9.1.2产品的每个包装单位内，应附有合格证。 

9.1.3 应标明“朝上、轻搬正放、防雨、防潮”等字样。 

9.2 运输 

运输时应防止日晒、雨淋、撞击和挤压，避免剧烈震动，且满足厂家要求。 

9.3 贮存  

9.3.1 暖边间隔框应放置于通风良好，清洁、干燥的环境中，避免高温、髙湿，需有序堆放。 

9.3.2  暖边间隔框严禁与油脂、酸、碱等物品接触。 

9.3.3  暖边间隔框应水平放置，避免弯折、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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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暖边间隔框连接件 

A.1 暖边间隔框连接件常用规格为 19A、20A、 21A、27A、35A、38A 等，其他规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

定。 

注：连接件规格尺寸应和暖边间隔框相适用。 

A.2 连接件宜采用角插件，外形示意图见图 A.1。 

A.3 角插件可根据需要设计成具备不同功能性的角插件。 

 

 

 

 

图 A.1 暖边框连接件示意图 

  

a)主视图 a)左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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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暖边间隔框材料测试方法 

 

B.1 试样名称 

   暖边间隔框体、暖边间隔框盖板、分体式暖边间隔框的间隔条。 

B.2 检测设备 

检测设备包括硬物和测电笔，辅以目视、耳听的方式。 

B.3 检测步骤 

B.3.1 观察试件截面断口，看有无金属光泽，若有则为金属材料，反之则为非金属材料。 

B.3.2 用硬物依次敲击试件，若试件发出清脆的金属音则为金属材料。若试件发出的声音比较沉闷则为

非金属材料。 

B.3.3 将试件加温，如果试件软化则为非金属，反之则为金属。 

B.3.4 用测电笔测量试件，如果导电则为金属，反之则为非金属。 



 

 

20 

 

附录 C 

（规范性） 

暖边间隔框等效导热系数测试方法 

 

C.1 测试装置 

试验装置为符合 GB/T 10294 设计原理的防护热板装置，具体技术指标如下： 

— 热阻测量精度 0.00001m
2
 • K/W； 

— 计量单元和防护单元面积之和为 200 mm×200 mm,冷却单元面积为 200 mm×200 mm,冷热板控温

精度要求在 0.001℃; 

— 平衡条件下计量板允许温差为 0.1℃，冷板允许温差为 0.2℃。 

C.2 测试环境 

温度为 23℃±2℃，相对湿度为 30%〜70%。 

C.3 测试样品 

C.3.1暖边间隔框，按图 C.1 所示将 10 根长度为 200mm 的暖边间隔框平行排列，平板玻璃与暖边间隔

框之间缝隙处均匀涂抹、填充导热硅脂，导热硅脂的导热系数要求在 3.0W/(m•K)以上，并将其整体压

合尺寸为 200mm×200mm 的两块平板玻璃之间，使暖边间隔框之间及平板玻璃与暖边间隔框之间完全

粘合。 

 

标引序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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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板玻璃； 

2- 导热硅脂； 

3- 导热垫； 

dg1，dg2——两块平板玻璃和分别粘贴于玻璃表面的导热垫的综合厚度； 

dges——试样总厚度。 

图 C.1 暖边间隔框试样示意图 

 

C.3.2若暖边间隔框是中空构造，在测试前应填充满 3A 分子筛，分子筛粒径选取 Φ0.5mm～0.9mm, 最

后将试样四周用铝箔胶带密封。3A 分子筛应填充满分体式暖边间隔框的间隔条中空腔内。 

C.4 热阻测试程序 

C.4.1启动防护热板装置，为确保试样与相邻的面板充分接触传递热量，放入装置前分别在试样的上下

表面粘贴厚度为 1mm，尺寸为 200mm×200mm，导热系数大于 3.0W/（m •K)的导热垫。 

C.4.2设定冷热板温度，冷板设定 20℃,热板设定 35℃。 

C.4.3 当冷热板温度达到设定值后，逐时测量冷热板平均温度变化的绝对值不大于 0.1℃，温差变化的

绝对值不大于 0.3℃，且上述温度和温差的变化不是单向变化，则表示已达到稳定状态。 

C.4.4冷热板温度达到稳定状态 10 分钟后，开始进行测试，间隔为 5 分钟测试一次，共测试两次，取

计算平均值记为试样的总热阻 Rges。 

C.5 计算 

C.5.1等效热阻的计算 

试样等效热阻 Req 按公式(C. 1)计算。 

𝑅𝑒𝑞 = 𝑅𝑔𝑒𝑠  𝑅𝑔 (C. 1) 

式中: 

Req ——试样等效热阻，单位为平方米开尔文每瓦(m
2
 • K/W)； 

Rges ——试样总热阻，单位为平方米开尔文每瓦(m
2
 • K/W)； 

Rg ——两块平板玻璃和分别粘贴于玻璃表面的导热垫的综合热阻，可单独进行测试，取实测值，

单位为平方米开尔文每瓦(m
2
 • K/W)。 

C.5.2试样等效导热系数的计算 

试样等效导热系数按公式(C. 2)计算: 

λ
𝑒𝑞
=
𝑑𝑔𝑒𝑠   ⋅ 𝑑𝑠

𝑅𝑒𝑞
(C.  ) 

 

式中: 

λeq--试样等效导热系数，单位为瓦每米每开尔文[W/(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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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es——试样总厚度，单位为米(m) 

dg—两块平板玻璃和分别粘贴于玻璃表面的导热垫的综合厚度，取实测值，单位为米(m)； 

Req—试样等效热阻，单位为平方米开尔文每瓦(m
2
 •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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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暖边间隔框安装使用示例 

 

暖边间隔框和暖边间隔条通过连接件连接成全暖边系统组件，全暖边系统组件的左侧框，右侧框和

上边框使用暖边间隔框，下边使用暖边间隔条。详见图 D.1。 

 

标引序号说明： 

1——翻页控制轮； 

2,9,16——暖边间隔框； 

3——定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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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百叶帘； 

5——密封胶； 

6——底梁； 

7——提拉手柄； 

8——升降拉绳； 

10——内磁盘滑块 2； 

11——配重连接器； 

12——配重铅块； 

13——插角； 

14——暖边间隔条； 

15——下翻页轮； 

17——翻页拉绳； 

18——内磁盘滑块 1； 

19——翻转手柄； 

20——上翻页轮； 

21——翻页轴。 

图 D.1 暖边间隔框安装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