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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节能检测技术规范 第二部分：围护结构现场实体检测部分
山东省地方标准（DB37/T 724－2007）

 1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建筑外墙节能构造、围护结构各部位传热系数、外窗及窗口气密性、冬季平均室内温度的检测方法和
判定规则等内容。

 本规范适用于民用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围护结构现场实体检测以及工程竣工验收检测。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
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范，然而，鼓励根据本规范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
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 50411-2007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DBJ 14-036-2006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J 14-037-2006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37/T 723-2007建筑节能检测设备技术要求

 3术语和定义

 3.1

 钻芯法

 指利用钻芯检测设备对外墙节能构造进行检测的方法。

 3.2

 同类建筑物

 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同一类建筑物：

 1)相同的外围护结构做法；

 2)相同的建筑体形系数控制类别；

 3)相同的窗墙面积比。

 3.3

 辅助热（冷）箱-热流计法

 把热箱和冷箱置于墙体一侧，使箱内恒温，并与室外空气产生一定的温差，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热流计法检测。

 3.4

 外窗窗口单位空气渗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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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在常温常压下，当窗内外压差为10Pa，单位窗口面积单位时间内由室外渗入的空气量，包括窗缝隙渗透的空气
量和外窗与围护结构之间安装缝隙渗透的空气量。

 3.5

 房间平均室温

 在某房间室内活动区域内一个或多个代表性位置测得的，不少于24h检测持续时间内室内空气温度逐时值的算术平
均值。

 3.6

 户内平均室温

 由住户内除厨房、设有浴盆或淋浴器的卫生间、淋浴室、储物间、封闭阳台和使用面积不足5m2的空间外的所有其
它房间的平均室温通过房间建筑面积加权而得到的算术平均值。

 3.7

 建筑物平均室温

 由同属于某居住建筑物的代表性住户或房间的户内平均室温通过户内建筑面积（仅指参与室温检测的各功能间的建
筑面积之和）加权而得到的算术平均值，代表性住户或房间的数量应不少于总户数或总间数的10%。

 3.8

 室内活动区域

 在室内居住空间内，由距地面或楼板面为100mm和1800mm，距内墙内表面300mm，距外墙内表面或固定的采暖空
调设备600mm的所有平面所围成的区域。

 3.9

 热流密度

 单位面积所传递的热量q,称为热流密度。

 4基本规定

 4.1节能建筑围护结构施工完成后，应对围护结构的外墙节能构造、围护结构各部位的传热系数和外窗的气密性进
行现场实体检测。

 4.2节能建筑围护结构现场实体检测项目、检测技术和检测方法必须符合本规范的要求，采用的检测设备应符合DB3
7/T 723-2007的规定。

 4.3节能建筑围护结构现场实体检测项目包含应检项和宜检项，其中节能建筑围护结构的外墙节能构造、围护结构
各部位传热系数、外窗气密性为应检项，冬季平均室温为宜检项。

 4.4检测抽样应按照本标准的有关规定，在同一类建筑物中随机抽取。

 5围护结构外墙节能构造检测

 5.1检测目的

 验证外墙保温材料的种类和厚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检查保温层构造做法是否符合设计和施工方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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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检测机构

 外墙节能构造的现场实体检测应由建设单位委托施工单位实施，并由监理人员见证，也可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实
施。

 5.3检测数量

 5.3.1外墙节能构造现场检测，其抽样数量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但合同中约定抽样数量不应低于本规范的要求。当无
合同约定时应按下列规定抽样。

 每个单位工程的外墙至少抽查3处，每处一个检查点；当一个单位工程外墙有2种以上节能保温做法时，每种节能做
法的外墙应抽查不少于3处。

 5.3.2钻芯检测外墙节能构造的取样部位，应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1)取样部位应由监理（建设）与施工双方共同确定，不得在外墙施工前预先确定；

 2)取样部位应选取节能构造有代表性的外墙上相对隐蔽的部位，并兼顾不同朝向和楼层；取样部位必须确保钻芯操
作安全，且应方便操作；

 3)取样部位均匀分布，不宜在同一个房间外墙上取2个或2个以上芯样。

 5.4检测方法

 5.4.1围护结构的外墙节能构造检测应采用钻芯法检测，可采用空心钻头，从保温层一侧钻取直径70mm的芯样。钻
取芯样深度为钻透保温层到达结构层或基层表面，必要时可钻透墙体。当外墙的表层坚硬不易钻透时，也可局部剔除
坚硬的面层后钻取芯样。但钻取芯样后应恢复原有外墙的表面装饰层。

 5.4.2钻取芯样时应尽量避免冷却水流入墙体内及污染墙面。从空心钻头中取出芯样时应谨慎操作，以保持芯样完整
。当芯样严重破损难以准确判断节能构造或保温层厚度时，应重新取样检测。

 5.5检测结果及判定

 5.5.1对钻取的芯样，应按照下列规定检查和判定。

 1)对照设计图纸观察、判断保温材料种类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必要时也可采用其他方法加以判断；

 2)用分度值为1mm的钢尺，在垂直于芯样表面(外墙面)的方向上量取保温层厚度，精确到1mm；

 3)观察或剖开检查保温层构造做法是否符合设计和施工方案要求。

 5.5.2在垂直于芯样表面(外墙面)的方向上实测芯样保温层厚度，当实测芯样厚度的平均值达到设计厚度的95%及以
上且最小值不低于设计厚度的90%时，应判定保温层厚度符合设计要求；否则，应判定保温层厚度不符合设计要求。

 5.5.3当取样检测结果不符合设计要求时，应委托具备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增加一倍数量再次进行取样检测。仍不符
合设计要求时应判定围护结构节能构造不符合设计要求。

 6围护结构各部位传热系数检测

 6.1检测目的

 通过实际检测，验证受检建筑围护结构主体各部位的传热系数是否符合设计标准限值要求。

 6.2检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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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护结构各部位传热系数检测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具备建筑节能现场检测专项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

 6.3检测数量

 6.3.1具有相同外围护结构做法的建筑物应随机抽样检测，检测数量为总幢号数的20%。不同建筑外围护结构做法应
当分别抽样检测。

 6.3.2检测部位应从受检建筑的外墙、屋顶、地下室顶板、楼梯间隔墙等主体围护结构中分别选取，不应有漏检项。
每一类型主要围护结构，受检部位不得少于1处。测点位置宜在检测部位中心，不应靠近热桥、裂缝和有空气渗漏的
部位，并避免阳光直射和雨雪侵袭。

 6.4检测方法

 6.4.1围护结构各部位传热系数检测应采用辅助热（冷）箱热流计法。

 6.4.2热流计和温度传感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热流计应分别安装在检测点的内外两侧表面上，且应与围护结构表面完全接触；

 2)温度传感器应分别安装在检测点的内外两侧表面上，并靠近热流计。温度传感器和与之相连的的信号传输线（0.2
m），应与受检围护结构表面紧密接触。

 6.4.3当室外平均气温低于25℃时检测采用热箱，高于25℃时采用冷箱，建立围护结构内侧箱内局部恒温，箱体应安
装在检测点的围护结构内侧，并确保检测点热流、温度传感器位于箱体中心部位，箱体应与围护结构内表面紧密结合
。

 6.4.4检测时间宜避开气温剧烈变化的天气。热箱（冷箱）箱体内空气温度与室外空气应保持一定温差，且逐时温差
应大于10℃，并应保证检测过程中的任何时刻，受检围护结构两侧表面温度的高低关系应保持不变。

 6.4.5正式开始检测前，应开机察看各检测点连接是否正常。检测期间，应逐时记录检测部位内、外热流计输出热电
势和内、外表面温度，采样时间间隔宜小于20分钟。应每天察看、判断数据是否异常，并做出相应处理。

 6.4.6检测持续时间不应少于96h，同时达到下列条件时，可结束测量：

 1)末次热阻R计算值与24h之前的热阻R计算值相差不大于5％；

 2)检测期间内第一个INT（2*DT/3）天内与最后一个同样长的天数内的热阻R计算值相差不大于5％。

 注1：末次热阻R计算值是指24小时的整数倍时间内的热阻R计算值，作为判断末次热阻R一般取检测结束前最后24
小时内的热阻R计算值。

 注2：检测期间指箱内墙体温度基本稳定后至检测结束前的时间，不包括箱内降温或升温的最初阶段。DT为检测持
续天数，INT表示取整数部分。

 6.5检测结果及判定

 6.5.1围护结构各部位的热阻检测值，应按式（1）采用算术平均法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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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外窗及窗口气密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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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检测目的

 验证外窗及窗口整体气密性能是否符合《居住建筑节能设计规范》DBJ
14-037-2006或《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规范》DBJ 14-036-2006的要求。

 7.2检测机构

 建筑物外窗窗口整体气密性能检测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建筑节能现场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

 7.3检测数量

 外窗及窗口气密性检测，应按下面的规定抽样：

 每个单位工程的外窗至少抽查3樘。当一个单位工程外窗有2种以上品种、类型和开启方式时，每种品种、类型和开
启方式的外窗应抽查不少于3樘。

 7.4检测方法

 7.4.1建筑物外窗窗口整体气密性能的检测应采用循环加减压的方法检测。

 7.4.2建筑物外窗窗口整体气密性能的检测应在室外风速不超过3.3m/s的条件下进行。每次检测前应测量外窗面积，
弧形窗、折线窗应按展开面积计算。

 7.4.3建筑物外窗窗口整体气密性能的检测应在室内侧的窗洞口上安装密封板形成静压箱，确认密封良好后，按照以
下步骤进行检测：

 1）预加压三次，压差绝对值为150Pa，加压速度为50Pa/s。压差稳定作用时间不少于3s，卸压时间不少于1s，检查密
封板的密封状态；

 2)空气渗透量测量按照100Pa、150Pa、100Pa的顺序加压减压，每级压差作用时间不少于10s，记录升降压100Pa时的
测量值；

 3)将压力改为负压，重复上述流程。

 7.4.4环境参数（室内外温度、室内外大气压力）应进行同步检测。

 7.5检测结果及判定

 7.5.1分别计算出升压和降
压过程中在100Pa压差下的两个空气渗透量测定值的平
均值qt(m3/h)，利用式（3）将qt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空气渗透量qb(m3/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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