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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点支式玻璃幕墙是近年来开始在玻璃幕墙工程中应用并迅速发展的一种新的

幕墙型式。由于它的支承条件与一般玻璃幕墙有很大差别，在玻璃面板、支承装置

和支承结构的设计、制作与安装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

工程技术规范》JGJ102 已经不能完全覆盖。为了使点支式玻璃幕墙工程的设计、材

料选用、加工制作、安装施工和工程验收等有章可循，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

经济合理和美观适用，特制订本规程。 

本规程是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使用经验编制

的。 

1.0.2 本规程的适用范围与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的规定

相同。 

1.0.3 玻璃是一种脆性材料，加工与安装过程中产生的刻痕损伤以及缺陷、微细裂

纹等对其承载力均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其设计、制作和安装应有严格的质量管理，

制作和安装企业应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1.0.4 点支式玻璃幕墙属于玻璃幕墙工程，支承装置与支承结构的设计、制作与安

装又与其他多本规范有关，因此本规程未作规定的事项，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玻

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钢

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 以及《钢结构

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05等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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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符号  

2.1 本节共列出了术语 7条，与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和

《点支式玻璃幕墙支承装置》JG/T138的规定相协调，并考虑了点支式玻璃幕墙工程

的特点。 

2.2 本节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设计术语和符号标准》GB/T50083规定了点支

式玻璃幕墙工程设计中常用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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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  

3.1 钢材  

3.1.1 点支式玻璃幕墙的支承结构及与玻璃面板相连接的支承装置大量采用了不锈

钢。目前我国生产的不锈钢钢材牌号齐全，均有现行国家标准，幕墙所采用的不锈

钢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以确保幕墙结构的耐候性和安全性。 
3.1.3 点支式玻璃幕墙的支承结构一般采用碳素结构钢或合金结构钢。实践证明，

防腐处理的效果与表面除锈的等级关系密切，因此本条规定表面除锈不得低于 Sa2
2
1

级。 

3.1.4～ 3.1.5 点支式玻璃幕墙所采用的紧固件(如螺栓、螺母、销、钉、套、垫片

等)分为标准的和非标准的，标准紧固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非标准紧固件

应符合机械零件设计要求。 

3.2 玻璃  

3.2.1 玻璃板块钻孔后强度明显下降，故必须经过钢化处理。钢化处理包括全钢化

及半钢化处理。 

3.2.2 钢化玻璃、夹层玻璃以及中空玻璃等都有国家标准，因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的规定。 

3.2.3 由于钢化玻璃存在自爆的可能(应力级数越高，概率越大)，故必须经过均热

处理。钢化玻璃的自爆是因为玻璃中存在杂质硫化镍，均热处理后，将大大降低由

于硫化镍而引起自爆的概率。 

3.2.4 加工夹层玻璃的方法有干法和湿法两种。干法生产的夹层玻璃质量稳定可靠。 

3.2.5 点支式玻璃幕墙采用中空玻璃时，在自重及外荷载作用下中空玻璃粘结用密

封胶承受一定的荷载，故应采用硅酮结构胶。 

3.2.6 作为幕墙用的防火玻璃，灌浆式防火玻璃的耐候性较差，强度无法满足设计

要求，故宜采用高强度、耐候性好的单片防火玻璃。 

3.3 密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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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点支式玻璃幕墙中玻璃面板所承受的外荷载通过支承装置传递给支承结构，

密封胶大多用于玻璃面板之间的填缝，不作为结构受力材料，故宜采用耐候硅酮密

封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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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不同品牌的密封材料混用时，应做不同密封材料间的相容性试验。 

3.4 其它材料  

3.4.3 幕墙建成后，在正常工作情况下会发生结构层间位移及玻璃变形。若连接件

与玻璃面板为硬性直接接触，易产生玻璃爆裂的现象，同时直接接触亦易产生摩擦

噪音。因此，点连接件与玻璃间应设有衬垫材料，这种材料应具备一定的韧性、弹

性、耐久性，还应有一定的硬度，在使用过程中不应产生明显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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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点支式玻璃幕墙支承结构的型式灵活多样，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因此在进行

建筑设计时，有必要从多方面考虑。 

4.1.2～ 4.1.3 点支式玻璃幕墙的立面和分格设计应便于防火构造处理以及减少玻

璃面板成材时的损耗。同时，钢化炉等设备尺寸也限制了玻璃面板的尺寸。 

4.1.4 高度超过 40m的点支式玻璃幕墙的维护和清洗难以借助升降设备等，为了操

作安全，应设置清洗机。不应采用临时工作吊蓝全手工清洗。 

4.2 性能要求  

4.2.1 点支式玻璃幕墙的风压变形、雨水渗漏、空气渗透、光学、平面内变形、保

温、隔声和耐撞击等性能等级的确定，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物理性能分

级》GB/T15225和《建筑幕墙》JG3035的分级规定执行。 

4.2.3 玻璃幕墙的雨水渗漏性能应以 10min 平均风速计算得到的风荷载作为定级依

据，即计算风荷载标准值时不计入阵风系数。 

4.2.4 当有空调和采暖要求时，由玻璃幕墙空气渗透产生的能耗不容忽视，故应做

到尽可能气密。本条的规定是下限值，不是推荐值 

4.2.5 中空玻璃在内外两片玻璃之间有充气层，与其他种类玻璃相比隔热性能较好，

因此宜在有保温、隔热要求的玻璃幕墙中采用。 

4.2.6 玻璃抵抗平面内变形的能力较差，因此对点支式玻璃幕墙平面内的变形性能

有较高要求。当平面内变形为主体结构按弹性计算的层间相对位移控制值的 3倍时，

玻璃幕墙不应损坏。对不同类型的结构，按弹性计算的层间相对位移控制值可从有

关结构设计规范查得。 

4.3 建筑构造  

4.3.1 对夹层及中空玻璃内外片厚度差值的限制主要是考虑加工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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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钻孔玻璃的孔边距以往国内尚无统一的规定。本条的规定引自芬兰 Tamglass

公司的使用手册。Tamg1ass 公司为国际上生产钢化炉的主要厂家之一，在玻璃加工

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4.3.5 耐候硅酮密封胶比其他嵌缝材料有更好的耐候性，经久耐用。为了保证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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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玻璃幕墙的防雨水渗漏性能，应采用耐候硅酮密封胶进行嵌缝。 

4.3.9 可按后置埋件总数的 5%抽检，抗拔力取设计值的 4倍。 

4.4 安全规定  

4.4.2 参照《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中有关规定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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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设计  

5.1 结构体系  

5.1.2 点支式玻璃幕墙的支承结构体系有杆件体系和索杆体系两种。杆件体系一般

采用钢结构框架支承。索杆体系的形式比较多样，并且还在发展中。图 5.1.2中列出

了目前常用的几种类型。 

5.1.3 结构布置一般可分为单向受力体系和双向受力体系两大类，图 5.1.3是这两类

典型体系的示意。 

5.1.4 点支式玻璃幕墙设计中必须明确玻璃面板、支承装置、支承结构和主体结构

之间的传力关系。幕墙结构设计是指玻璃面板和支承结构的设计，在某些情况下支

承结构可以同时是主体结构的一部分。 

5.2 一般规定  

5.2.1 承载力和刚度是各类结构体系设计的基本内容。 

5.2.2 无抗震设防要求的点支式玻璃幕墙体系应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要求，即

在风荷载作用下玻璃不损坏。有抗震设防要求的点支式玻璃幕墙结构体系，应遵循

抗震设计的一般原则。 

5.2.3 点支式玻璃幕墙体系中的基本构件，除了承受一般建筑结构中的各项荷载作

用外，还承受主体结构位移的影响，这一影响在设计计算时应考虑在内。 

5.2.4 幕墙支承结构中索杆体系的刚度来自截面刚度和拉索预拉力影响两部分，所

以结构分析宜采用几何非线性理论，否则会导致较大的误差。 

5.2.5 对于规则的玻璃面板，本规程第 5.5.2条提供了近似的内力计算公式。对于不

规则的玻璃面板应采用有限元法计算面板内力。 

5.2.6 玻璃面板在一定程度上对支承结构存在应力蒙皮效应。但目前对这一效应还

缺乏充分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所以本规程规定，计算支承结构内力时宜不考虑面板

的应力蒙皮效应。 

5.2.7 点支式玻璃幕墙支承结构的容许挠度，参照现行有关国家标准取为跨度的

1/300。玻璃面板的容许挠度参照现行有关行业标准和工程实践经验取为长边长度的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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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荷载和作用  

5.3.1～ 5.3.4 幕墙结构设计时，荷载及其效应组合等均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GB50009采用。 

5.3.5 墙材料的重力密度按照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取用。 

5.3.6 玻璃面板及其支承装置属于外围护结构，其风荷载计算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的规定采用阵风系数。支承结构是连接于主体结构上的

子结构，本身刚度较小，但其几何尺度远远小于主体结构，在很多情况下其自振周

期小于主体结构。支承结构的振动特性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影响:随主体结构的振动特

性和自身的独立振动特性。由于前述原因，随主体结构的振动特性起主要作用，所

以在计算支承结构的风荷载时，采用一般建筑结构物的风荷载公式，并以系数 1.1近

似考虑自身振动对风振系数βz的放大效应。 

5.3.8～ 5.3.9 幕墙结构的地震效应计算采用底部剪力法。垂直于玻璃平面的地震作

用和平行于玻璃平面的地震作用不同时考虑。 

5.4 材料物理力学性能  

5.4.1 表 5.4.1取自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表中单片防火

玻璃为经过化学和物理同时处理的防火玻璃，其弯曲强度设计值较大。玻璃的强度

是根据标准试件进行弯曲试验测得的。对于普通玻璃，边缘切割和打磨处理会影响

强度的测试值，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 按 70%的折减考虑

这一影响，由此得到大面强度和边缘强度。对于点支式玻璃幕墙采用的钢化玻璃，

边缘都经精磨和抛光处理，实际上不会对强度测试值产生明显影响，但考虑到玻璃

局部应力和挤压应力很难精确计算，为了确保设计的可靠性，表 5.4.1还是分别给出

大面强度和边缘强度，供设计时根据不同情况选用。 

5.4.3 在点支式幕墙中不锈钢使用较普遍，但目前在其他有关标准中没有不锈钢强

度设计值的明确规定。根据对上海第五钢铁厂近 5 年来所作常用不锈钢牌号

1Cr18Ni9Ti和 0Cr18Ni9的材性试验数据的分析，在 95%保证率下，其屈服强度标准

值均略高于不锈钢材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 f0.2值，因此本规程取 f0.2作为屈服强度的

标准值。通过结构可靠性分析，取β=3.7，并结合工程实践经验，确定材料性能分项

系数采用γf=1.15。这样，就得到第 5.4.3 条的规定。对于不明牌号或材性的不锈钢

产品，必须进行必要数量的材性试验以得到其屈服强度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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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5.4.5 取自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 和不锈钢材料

的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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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玻璃设计  

5.5.1 玻璃面板的跨内弯曲应力计算值比较精确，所以可取大面强度进行验算。局

部应力较难得到精确的计算值，故取边缘强度(大面强度折减后的值)进行验算，以考

虑局部应力的计算误差。 

5.5.2 点支式玻璃幕墙中的玻璃面板通过支承装置连接于支承结构上。支承装置的

点连接处一般采用活动铰，玻璃面板点支座有一定的平移和转动自由度。这样，在

垂直于面板的荷载作用下，玻璃面板中面不会因弯曲产生中面拉应力场。所以，应

该采用小挠度理论计算面板的内力和位移。 

对某一形状和支承条件的玻璃面板，一旦其尺寸比例 la、lb、c 的比例确定后，

则在相同荷载作用下，其应力分布及挠度分布是确定的，其大小与面板的几何尺寸

有关。 

应力σ的大小与 la(或 lb)的二次方成正比，挠度 u与 la(或 lb)的四次方成正比。σ

的大小与荷载的大小成正比，与板面厚度的平方成反比。应力系数α为无量刚值。 

挠度 u 的大小与荷载的大小成正比，与面板厚度的立方成反比，同时与材料的

弹性模量成反比，并与泊桑比有关。挠度系数β与面板的形状及支承条件有关，也

与荷载的分布有关，与材料的弹性模量成反比，但与荷载的大小，面板的平面尺寸

和厚度无关。 

本规程给出了计算四点支承面板最大应力和最大变形的应力系数和挠度系数。

这些公式不适用于六点支承面板。 

对于中空玻璃和夹层玻璃，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 对

计算方法、等效厚度 t的取值有具体规定。 

5.5.4 点支式玻璃幕墙中玻璃面板与边框的温度挤压应力，可根据温差引起的板伸

长与边框空隙的差值计算得到。当按第 5.5.1 条验算时，fg应取边缘强度。根据国外

资料，钢化玻璃自身可承受由温差 290℃左右产生的温度应力，所以本规程未对中央

与边缘温度差产生的温度应力作出规定。 

5.5.6 见 5.5.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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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 根据国内外试验资料，玻璃面板的最大应力往往在支承点的钻孔处。钻孔处

的应力比较复杂，与连接方式、连接配件的加工精度等密切相关。本规程要求设计

和制作单位根据工程具体情况经实验确定。四点支承玻璃面板在垂直于玻璃平面的

荷载作用下，点支承处的反力计算公式(5.5.7—2)是根据荷载由四支承点均匀承担的

假定，并考虑受力不均匀系数 1.2而得到，不适用于六点支承玻璃面板的反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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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中提出的“必要时”主要是指以下几种情况:(1)所采用的连接节点尺寸(包括

玻璃面板厚度)、用材(包括衬垫材料)或构造方式等与以前已做试验的节点有变化时，

(2)对重要结构，设计单位或业主提出要求时，以及(3)施工单位对节点所用材料等有

疑问时。 

5.6 支承装置选用  

5.6.2 为了尽可能使连接点处受力简单，且减小玻璃孔边应力，本条规程规定连接

处宜采用活动铰连接。 

5.7 钢支承结构设计  

5.7.1 杆件体系支承结构属于一般的钢结构体系，可以按现行钢结构设计规范进行

设计验算。 

5.7.2 索杆体系支承结构是一种张拉结构体系。必须首先设计并确定索杆体系在初

始状态下的预拉力分布，然后从初始状态出发，计算各组合荷载作用下索杆体系的

内力和位移。 

索杆体系初始状态的预拉力分布涉及到分布规律和具体数值两个方面。分布规

律可能是唯一的，也可能存在很多组。现有理论可以很方便地分析并确定索杆体系

的预拉力分布规律。一旦分布规律确定后，给定任一张拉索的拉力数值就可以得到

整个体系的数值分布。预拉力的分布必须使索杆体系是平衡和稳定的，只有这样，

索杆体系的初始状态才是可以张拉成形的。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广泛适

用的理论来确定一个合理的和优化的初始状态预拉力分布。 

在初步确定索杆体系的初始状态后，可以采用非线性理论计算各种组合荷载效

应下索杆体系的内力和位移，即索杆体系的各种工作状态。工作状态下的索杆体系

必须满足强度、稳定和位移的规范要求。目前对于索杆体系工作状态的非线性计算

理论和方法已很成熟，也有相应的各类境外和国产软件可以直接应用。 

5.7.3 根据国外研究资料，拉索的容许拉力可以取整索破断拉力的 1/3 左右。本规

程取为 1/3.5。考虑荷载分项系数 1.4 后，即得抗拉力设计值为整索破断拉力标准值

除以 2.5。 

5.7.4 点支式幕墙钢结构连接强度的设计值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J50017取用。销钉连接在点支式玻璃幕墙结构中采用很广泛，本规程给出了常用

销钉连接的构造图。销钉连接应进行设计，可参照有关标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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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作  

6.1 一般规定  

6.1.1 点支式玻璃幕墙对制作及安装的要求均较高，在玻璃板块和配套件制作前，

应对已完成的主体结构进行详细实测，并按实测结果调整幕墙各部分尺寸。 

6.1.2 点支式玻璃幕墙使用的材料和零附件都必须有产品合格证书，应符合第 3 章

的规定。严禁使用不合格和过期的材料。 

6.1.3 点支式玻璃幕墙的玻璃面板及构件的加工精度要求较高。为保证加工精度和

幕墙整体质量，所采用的加工设备及机具都应符合要求，并应定期进行检查和计量

认证。 

6.2 玻璃板块加工  

6.2.1 钢化玻璃不能进行机械加工，因此玻璃的切裁、磨边、钻孔等都必须在钢化

前完成。 

6.2.4～ 6.2.5 玻璃板块的尺寸偏差越小越好。本条规定的允许偏差，对于玻璃板块

采用的一般加工工艺都应能达到。 

6.2.6 玻璃板块钻孔的允许偏差是根据机械加工原理、公差理论、玻璃钻孔设备及

刀具的加工精度而定的。规定孔轴线垂直度的原因是，如果加工过程中产生孔轴线

较大的倾斜，玻璃板块承受荷载的能力将下降，易被破坏。规定孔同轴度的原因是，

同轴度偏差较大会造成装配困难。 

锪孔是一个机械加工名词，是指在工件原有小孔的基础上，钻削一个直径相对

较大、深度较浅的平底孔，目的是更好地实现点连接处的密封。玻璃锪孔通常采用

专用玻璃铣磨头在精度极高的玻璃铣、钻加工中心完成；规定锪孔深度不大于单层

玻璃公称厚度的 2/5，是出于对玻璃强度的考虑，锪孔过深将导致玻璃强度降低，此

外，也参照了法国点支式配件制造商的《标准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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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玻璃孔周边是点支式玻璃幕墙的薄弱环节，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应力集中。

本条的规定主要为了减少因钻孔崩边而导致玻璃板块应力集中；此外，对崩边提出

了处理方法。浮头式连接件在玻璃上、下表面有两个较大环形固定部件，对崩边造

成的外观缺陷能有效的装饰。对已出现的崩边经正确的修磨处理后可有效地消除微

裂纹，不影响后续的钢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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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本条规定是参考法国《点支式玻璃幕墙的技术规定》制订的。 

6.2.9 当玻璃板块由两片单层玻璃组合而成时，在制作过程中玻璃必须单层分别加

工后再合片。如果两片玻璃孔径大小一致，则所有的孔都要对位，操作非常困难，

主要是因为单片玻璃制作时存在形状、尺寸、孔位、孔径等允许偏差；常用的方法

是两片单层玻璃钻大小不同的孔，以使四孔完全对位。 

6.3 连接件构造  

6.3.1 国内外各大幕墙厂加工制造的连接件，制作工艺及材料、尺寸上各有差异，

但形式上基本类同，故可通用。此外，用于中空玻璃面板的连接件有两种形式，本

条作了规定。 

6.3.2 连接件分多种形式，但基本的组成部件是类同的，故将其中较为复杂的沉头

活动式连接件在图 6.3.2中表示。 

6.4 爪件构造  

6.4.2 爪件目前常使用不锈钢或碳素钢精密铸造工艺，故其加工制作的精度应满足

《铸件尺寸公差》GB/T6414的相关规定。采用机加工工艺制造的爪件，其尺寸应满

足《公差与配合》的有关规定，制造精度本规程选定为不低于 IT10。同时对 H型爪

件的配合、公差等级作了规定。 

6.4.3 在点支式玻璃幕墙中爪件是外露的，因而外观质量就显得比较重要；铸造时

形成的缺陷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故严重缺陷是不允许的。铸造爪件的表面要经处理

后才能达到规定的质量要求，表面处理方式包括不锈钢的喷丸、电解抛光、机械抛

光等；碳钢、合金钢的镀铬、镀锌、涂装等。 

6.4.4～ 6.4.5 考虑到幕墙安装方便，爪件应有调节能力。当爪臂为不可转动结构的

爪件时，采用四孔调节方式；当爪臂为可转动结构的爪件时，采用爪臂转动调节方

式。 

6.5 支承结构构件加工  

6.5.2～ 6.5.3 钢拉杆、钢拉索加工制作的关键是螺纹的加工、拉杆头的加工以及拉

索头机械固定部位的加工。本条对其尺寸偏差、外表面粗糙度以及螺纹精度等都作

了规定。 

本条要求对钢丝绳进行预张拉处理，是为了减小钢丝绳受力后的伸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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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装  

7.1 一般规定  

7.1.1 点支式玻璃幕墙的主体结构主要为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其垂直度和外

表面平整度及结构尺寸偏差，除应符合有关结构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要求外，还应满

足玻璃幕墙安装的基本条件。 

7.1.2 点支式玻璃幕墙表面如严重污染，会对竣工清洁造成困难。 

7.1.3 本规定是保证点支式玻璃幕墙工程安装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 

7.1.4 点支式玻璃幕墙的材料、零附件和结构构件等应提交出厂合格证明，并按质

量要求进行检查和验收，不合格者应更换。 

7.2 施工准备  

7.2.3 目的是保证点支式玻璃幕墙支承装置和支承结构的正确位置，确保玻璃幕墙

的安装质量。 

7.2.4 避免由于运输过程造成构件变形而影响玻璃幕墙安装质量。 

7.2.5 为保证点支式玻璃幕墙与主体结构连接的牢固可靠。 

7.3 安装  

7.3.1 点支式玻璃幕墙的施工测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

的有关规定，并与主体结构施工测量轴线配合，使其满足质量要求。 

7.3.2 当点支式玻璃幕墙的支承结构采用钢拉杆和钢拉索体系时，拉杆及拉索中预

拉力的大小对支承结构的安全性及外形准确性至关重要，因此在安装过程中必须严

格控制预拉力值。 

7.3.4 对点支式玻璃幕墙爪件安装提出的要求是为了: 

1 确保爪件表面与玻璃面平行。 

2 通过爪件三维调整以保证玻璃面板位置的精确度。 

7.3.7 耐候硅酮胶施工前，应充分清洁胶缝及粘结面并加以干燥，以确保胶缝质量。

胶缝两侧玻璃应贴保护胶纸，避免玻璃表面受污染。 

7.5 安装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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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由于点支式玻璃幕墙吊装构件的尺寸较大，为确保安全，应设置警戒范围，

并进行试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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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程验收及维修  

8.1 工程验收  

8.1.1 本条列出了点支式玻璃幕墙工程验收时应提交的资料。对于重要的结构，除

应提交材料和构件的出厂质量合格证书外，还应有对材料性能的复检报告。 

8.1.2、8.1.4 强调了点支式玻璃幕墙有别于一般框支式玻璃幕墙，在观感检验方面

专门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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