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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瓦》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1.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建筑业已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人们

对于建筑的功能和审美情趣的提高，相应地对屋面材料的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有

防水、隔热性能，而且还要有很好的装饰效果。现在已形成了粘土平瓦类、古建筑瓦类、

西式瓦及其它异形瓦类多品种、多规格并存，装饰性强和一般的产品产量此消彼长的局面。

原《烧结瓦》标准将各种类型瓦类产品进行了系列标准化，对以后提高产品质量和行业技

术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后经过十多年的全国烧结瓦产品类型的发展，出现

了新的诸如波形瓦、平板瓦等产品。另外，经过连续几年烧结瓦产品检测数据的汇总，实

物质量如抗弯曲性能、吸水率方面有整体提高，基于此，《烧结瓦》国家标准的修订任务于

2015年 12月 7日下达，批准文件为国标委综合[2015]73号《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2015年

第三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项目批复序号：636，项目计划编号：20153634-T-609，

标准性质：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周期：36个月，负责起草单位为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

西安有限公司，归口单位为全国墙体屋面及道路用建筑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管部门

为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1.2主要工作过程

2015年 4月，由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西安有限公司在前期市场调查的基础上，依据

相关标准申报规定，向全国墙体屋面及道路用建筑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5）

提出了标准申报，提交了相关申报资料。

2016年 1月 18日，由全国墙体屋面及道路用建筑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墙材标

委会函（2016）04号向负责起草单位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西安有限公司下达了修订计划

通知，以此启动了该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标准修订项目负责人随即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

a)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方式，建立工作通讯群，及时进行沟通、讨论和交换意见。

b)确定落实标准参编单位和参编人员，各参编单位安排专人负责标准的编制工作，以

推动计划的开展和落实；

c)各参编单位积极开展调研、广泛收集国内外资料和样品，有试验能力的参编单位可



2

先行一步进行验证试验或提供修订经费支持；

2017年 4月 14日，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西安有限公司标准制定小组内部会议上，

主要编制人员通报了前期调研及资料收集情况，提出了确保工作进度的下部详细计划安排。

2018年 3月底标准修定组再次对标准初稿进行研讨，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和综合研究

实验验证结果的情况下，标准主编单位对标准文稿进行了仔细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2018年 7月下旬至 9月上旬，标准修定组前后两次在广东佛山召开了烧结瓦国家标准

工作研讨会议，集中收集征求了行业骨干企业意见和建议。同时在全国《砖瓦》期刊 2018

年第 8期全文刊登了标准征求意见稿标准文本，向墙材砖瓦行业广泛征求意见。后于9月

底再次时向国内部分企业、墙材协会、质检部门、建设主管部门及施工单位、相关科研院

所、大专院校发出了《烧结瓦》国家标准修订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共 86份，在汇总、

分析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结合编制单位多年的烧结瓦检测实际情况，计划于 2018

年 11月初前编制出《屋面瓦试验方法》国家标准送审稿。

2.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说明

2.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

定进行编写。本标准的制定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标准

的编制过程中，编制小组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标准，在现有标准的基础上，兼顾了以

下原则方向：

（1）以我国现有生产能力和使用要求为主导，以发展方向为目标，修订出适合于我国

产品特点的标准。

（2）原《烧结瓦》标准已积极参照国外先进工业国家标准，并充分考虑我国烧结瓦类

产品的质量现状和企业管理水平，基本解决了原标准中产品单一、范围狭窄、适应性差的

反映，本次修订再次着重于标准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诸如新瓦型、指标调整方面的问题。

（3）十分注意与相关标准的 编分
时 ，

，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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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理改原。烧结 有修为诸协差、编参货量、点分性 理 理改品、合行品 业改产。原行，照国外工业先进国家基本 量和型产品的货量 平制》。合原，结合国 问际生产、 用情 和质量 平，参照 编先进 再次盐 产品的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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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标准的一般水平制定。

（5）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的关系

烧结瓦的内在质量与外观质量是满足建筑物屋面使用的基本条件。内在质量即物理性

能是保证建筑物屋面防水、隔热、耐久的必要条件；尺寸偏差、外观质量是保证建筑施工

和满足建筑物美观的必备条件。在修订标准时，考虑以物理性能要求为主，兼顾尺寸偏差、

外观质量要求。

2.2标准主要内容的说明

2.2.1范围

根据实际使用中有特色的功能——有装饰效果和主要生产工艺——烧结（焙烧），将产

品定名为“烧结瓦”，另一层隐含意义是将原料的适用范围扩大，包括粘土、页岩、耐火土、

陶土等任何“粘土”所制成的烧结制品。

2.2.2规范性引用文件

抽样方案和检验规则部分引用GB/T3810.1《陶瓷砖试验方法第 1部分：抽样和接收条

件》，试验方法引用了最新制定的GB/T 36584《屋面瓦试验方法》，产品分类命名及更易于

同建筑应用融合方面引用了 JGJ/T 191《建筑材料术语标准》，对于GB/T9195-1999《陶瓷

砖和卫生陶瓷分类及术语》中未包括的，但又在产品实际中存在的缺陷，其术语单独作了

解释。

2.2.2分类

按现有的原料和生产工艺情况，新标准的品种分类中包容了所有烧结瓦产品。其中形

状分类作为核心命名标记，表面状态分类重点强调装饰效果特色，吸水率分类更易于引导

建筑应用。

参阅资料国外先进国家除法国制订有NP31-306《粘土平板瓦》、NP31-305《槽瓦》、

NP31-301《滑移瓦》几个标准外，其它国外工业先进国家的瓦标准均包括了许多不同规格

类型的瓦，如前苏联标准中包括平瓦、板瓦、波形瓦、S形瓦等 5个瓦型十种规格的产品；

英国标准包括有平瓦、S形瓦、脊瓦等；澳大利亚标准中包括有平瓦、边锁瓦、马赛式瓦、

土式瓦、西班牙式瓦共 5种。美国ASTM-1167-11《粘土瓦》标准中引入了产品按吸水率

不同分类引导使用的理念。所以考虑新标准中包括多种类型的瓦是适宜的，而且随着行业

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新的瓦产品，标准的适应性则更强。

新标准未对产品规格进行定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以外形尺寸的长和宽表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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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通常的结构尺寸，这样修订基于以下考虑：

（1）现有的生产企业已根据多年生产经验，规格已成为系列化，各种规格的搭配逐渐

成为定数并随时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进行着调整。

（2）随着我国住宅产业化、城镇建筑要求的提高，目前已逐步形成新的建筑业格局

和建筑风格，这就更需要多品种、多规格的产品来美化和装饰我们的建筑物。

（3）对于西式瓦及其它异形瓦产品，目前以引进生产线时国外的规格为主，逐渐会

根据国内市场需求增加规格成为系列，产量正处上升阶段。所以新标准中不宜提出定型也

不现实。

（4）为避免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和贸易中规格无所适从，新标准中要求每种产品必须

有公称规格，以外形尺寸的长、宽表示，在此基础上检查尺寸允许偏差和订货要求。

基于上述理由，为适应屋面装饰多样化需要，保持原标准中给出通常规格及结构尺寸的

做法，会给生产企业和用户更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也使标准的适用性和引导性大大增强。

本标准等级划分是将物理性能与产品等级脱钩，物理性能合格的产品根据尺寸偏差和

外观质量分为优等品、合格品。也就是说在满足实际使用性能（如防水、隔热、耐久牢固）

的基础上强调美观装饰效果。照顾到不同档次装饰的选用要求和使生产企业有一个赶超的

目标。

2.2.3尺寸偏差

瓦产品的尺寸偏差直接影响到瓦之间及和配件搭配使用是否合适，也影响着实际使用

功能，如防水和装饰效果，对此生产企业和用户都很关注。本标准修订时参考了重点调研

企业的意见及近十多年来烧结瓦产品的质量跨越式进步，在原标准基础上调整加严了允许

偏差指标。

2.2.4外观质量

总体来说，试验方法等同于原标准，各分项目指标要求在原标准基础上调整加严，以

适应目前质量交付验收的质量水平和判定敏感性。

2.2.5吸水率

本标准吸水率试验方法引用最新制定的GB/T 36584《屋面瓦试验方法》，为真空吸水

法，吸水率指标上限也调整为≤18%，对照原标准提高加严幅度不小，主要依据是烧结瓦产

品质量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日趋精细化，原标准引用的24h冷浸法的吸水率指标已失去生产

控制指导的意义和敏感性。

2.2.5 抗弯曲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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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瓦具有一定的抗弯曲破坏能力，主要是为了经受长途运输、施工、风雪冰雹等载

荷作用而不致断裂。本标准在修订重点考虑了以下方面：

（1）抗弯曲性能是鉴别产品烧结程度的重要指标，在使用方面主要是做为运输和维修

屋面时不致损坏的判别指标，指标制定中只要满足上述两方面的要求就可以保证产品的使

用功能。

（2）指标高低和尺寸的连带关系

抗弯曲性能试验结果的高低直接和某种瓦的规格尺寸和结构尺寸有关，指标太高，就

在可能使企业走上增加厚度来满足抗弯曲性能的误区。

各种瓦适宜的铺设方式和粘结方法不尽相同，如平瓦类产品铺设时下面有的坐泥灰，

有的直接拉挂在钢或木挂瓦木条上；三曲瓦、双筒瓦、鱼鳞瓦、牛舌瓦类产品下覆水泥防

水层，且左右不搭接，所以实际使用中产品可能产生弯曲破坏的受力情况各异。

鉴于以上，并经过重点试验验证后确定的指标为：平瓦、脊瓦、板瓦、筒瓦、沟头瓦、

滴水瓦、平板瓦的弯曲破坏荷重不小于 1200N； J形瓦、S形瓦、波形瓦产品的弯曲破坏

荷重不小于 1600N；三曲瓦、双筒瓦、鱼鳞瓦、牛舌瓦的弯曲强度不小于 10.0Mpa。对照

原标准，本标准的抗弯曲性能指标对于青瓦和三曲瓦、双筒瓦、鱼鳞瓦、牛舌瓦提高了要

求，这也与其质量进步程度相匹配。

2.2.6抗冻性能

为保证烧结瓦产品的耐久性，原标准及其它所有国内、外相关标准都规定进行抗冻性

能的试验要求。所谓耐久性能是指材料使用过程中在各种因素使用下，能经久不变质、不

破坏而保持原有性能的能力，并以保持其工作性能的期限度量。影响瓦耐久性能的因素主

要有物理和化学两大方面，且更多的是物理作用（如气候的干湿变化、温度变化、冻融变

化）而使瓦遭到破坏。本标准修订时除保留原标准中的慢冻法（15次冻融循环），又引入

了快冻法（100次冻融循环），两者任选其一，目的为适应交付验收增加质量鉴别敏感性的

显示需要。

2.2.7抗盐性能

此项技术要求内容修改采用澳大利亚AS 4046.7-2002《屋面瓦的测试方法 方法 7抗盐

性测试》。引入此项试验的目的主要检验产品在盐雾环境下安全使用性能，这对于海边景观

建筑屋面的材料选用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2.2.8耐急冷急热性能

此项技术要求内容同原标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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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抗渗性能

此项技术要求内容同原标准相同。

2.2.10耐酸碱性能

此项技术要求内容与现行标准GB/T3810.13-2016《陶瓷砖试验方法第 13部分：耐化

学腐蚀性的测定》基本相同，对于装饰效果要求较高有釉瓦产品选用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2.2.11抗风性能

此项技术要求内容参照采用美国 ASTMD3161/D3161M -16a 《陡坡屋面制品的抗风

性标准试验方法（风扇诱导法）》。引入此项试验的目的主要检验产品在大风环境下安全使

用性能，这对于所有建筑屋面的材料选用及合理铺设安装方面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2.2.12模拟雨淋

此项技术要求内容参照采用美国ASTMC1167-11《粘土瓦规格标准》中“6.6 渗透性

测试”。引入此项试验的目的主要检验产品在雨淋环境下安全使用防水实用功能，这对于所

有建筑屋面的材料定型设计开发及搭接安装方面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2.2.13判定规则

本标准修订时在此章节最大特点是将抗风性能和模拟雨淋检验项目以表注的方式指明

为型式检验项目，日常验收选做项目，由供需双方商定。目的在于在烧结瓦产品易于融入

贸易和交付验收规则且合理利用和节约质量成本。

2.2.14附录A(资料性附录) 使用

保持该项内容，目的是促使生产企业贯彻“用户第一”的经营宗旨和及时让新产品进

入市场为广大用户了解、接受。为了强化产品标准与施工规范、图集的接口，增强标准的

适用性，引用了目前有关烧结瓦产品应用方面的标准规范。

3. 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分析

通过广泛收集样品，在科学研究分析的基础上，部分重点项目进行了补充验证（详见

《验证试验报告》部分）。

4. 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该项目严格按照标准制定的程序进行，广泛征求了意见。在技术内容上不涉及专利，

标准的实施过程中也不会涉及专利。

5.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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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烧结瓦产品的设计、生产、应用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许多有

社会责任心、有实力的企业都在投入研发和生产。烧结瓦今后将是建筑屋面工程领域地的

主流产品，正在以现代工业的自动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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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标准发布后，加强标准的培训宣贯，强化产品包装的正规标记潜移默化的影响，

以使生产者了解掌握标准，同时也使施工者熟悉标准，还要使用户知道标准，继而推广产品。

11.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代替GB/T21149-2007

12.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烧结瓦》国家标准的修订中，我们大量参阅了国内外同类产品的相关标准，进行了全

国调研和试验研究，并征求了部分用户、生产企业及专家的意见，尽可能使新标准出台后有

很好的适用性、实用性和方向引导性。但由于我们的水平和人力有限，因而在修订中也难免

存在着了解情况不够全面、研究工作不够深入，现谨请审查，不当之处恳请惠予指正。

《烧结瓦》国家标准修订组：路晓斌 姜仙莉

二○一八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