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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说明

1.1 总体说明

本手册为 EPC工程幕墙专业设计管理指南，结合以往幕墙项目经验及

同类项目的资料，综合考虑目前常见 EPC项目的发包模式进行编制。

本设计管理指南以幕墙专业各阶段的设计及相关管理要点为主线，对

幕墙专业基本概念、各阶段及各系统设计管理重点和方式、设计优化

与策划方向等进行综合介绍，提供幕墙专业设计基本概念了解、设计

重点学习及策划思路引导，适用于 EPC项目的幕墙专业管理人员培养。

1.2 编制目的

为提高 EPC项目幕墙专业设计管理能力，提升 EPC项目设计管理效

率，支撑 EPC项目幕墙专业设计、招采和建造工作高效推进，特编写

本指南。

1.3 编制依据

本手册以《中建三局西南公司 EPC工程管理中心业务细则》和《中建

三局西南公司 EPC项目设计管理细则》作为参考，结合幕墙专业特点、

相关（国家、地方）规范以及公司现阶段管理模式进行编制。

1.4 适用范围

本手册主要用于指导 EPC工程幕墙专业设计管理，同时为幕墙专业合

约界面划分和限额管理提供参考，常规总承包项目可参考使用。

1.5 其他说明

各幕墙项目在具体实践中，可结合项目特点，进行适当修正与完善。

本手册内容由 EPC工程管理中心负责解释，执行过程中，各项目如有

相关意见或建议请及时向 EPC中心反馈。

2 幕墙专业概述

2.1 幕墙的基本定义

幕墙是建筑的外墙围护由面板与支承结构组成，相对于主体结构有一

定位移能力，除向主体结构传递自身所受荷载外，不承担主体结构所

受作用的建筑外围护体系。建筑幕墙，包括玻璃幕墙、金属幕墙、石

材幕墙、人造板材幕墙、复合板材幕墙以及由上述不同材料组合的幕

墙。

幕墙的特征在于，①幕墙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整体结构系统；②幕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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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在主体结构的外侧，一般都包覆在主体结构表面之上；③幕墙相

对主体结构在平面内有一定的位移能力。

它只承受直接作用于其上的荷载和作用，不分担主体结构的荷载和作

用。因此，门窗不属于建筑幕墙；在实体外墙上的湿贴石材板也不属

于建筑幕墙。

2.2 幕墙的分类

2.2.1 玻璃幕墙

1）全玻幕墙：由玻璃面板和玻璃肋构成的建筑幕墙；一种全透明、

全视野的玻璃幕墙，具有重量轻、选材简单、加工工厂化、施工快捷、

维护维修方便、易于清洗等特点。可以分为吊挂式玻璃幕墙和座地式

玻璃幕墙。

全

玻

幕

墙

2）点接驳式玻璃幕墙：由玻璃面板、点支承装置及其支承结构构成

的建筑幕墙；每一分格玻璃以点连接形式固定，各种荷载和作用通过

点接驳钢件传递到受力支撑结构系统，再传递给主体结构，可以消除

由于外力引起的玻璃位移。可以分为拉杆式、拉索式、桁架式和混合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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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接

驳

式

玻

璃

幕

墙

3）框架式玻璃幕墙：面板材料在工厂内加工成单元组件，再固定在

框格上。面板所承受的荷载要通过框架传递给主体结构。具有工艺成

熟、主体结构适应能力强、水密性和气密性好、现场工作量大等特点。

可以分为明框玻璃幕墙、隐框玻璃幕墙（建标 38号文禁止使用隐框玻

璃幕墙）和半隐框（横明竖隐或竖明横隐）玻璃幕墙。

明

框

式

玻

璃

幕

墙

隐

框

式

玻

璃

幕

墙

半

隐

框

式

玻

璃

幕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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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元式玻璃幕墙：由面板与支承框架在工厂制成完整的基本结构

单元，直接安装在主体结构上的建筑幕墙；每个独立单元组件在工厂

内加工组装完成，安装可与主体结构施工同步进行。单元组件的竖框

直接固定在主体结构上，所承受的荷载由单元组件的竖框传递到主体

结构。单元式幕墙多用于超高层建筑，单元式幕墙具有安装精度高、

表面平整度高、优良的幕墙性能、施工周期短、造价较高等特点。

单

元

式

玻

璃

幕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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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半单元式玻璃幕墙：先在主体结构上安装竖框或竖框与横梁组成

的框架，单元组件（装饰面板）再固定在竖框或横梁上。具有变位适

应能力强、现场加工工序少、施工周期短、维护保养方便等特点。

6）双层呼吸式玻璃幕墙：由内外双层玻璃组成，通过进出风装置和

遮阳装置，减少能量损耗。具有节能、通风、防尘、隔音等特点，但

施工工序较复杂，造价较高。

双

层

呼

吸

式

玻

璃

幕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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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石材幕墙

按照安装形式可以分为挂钩式（托板式）和背栓式两大类。

1）挂钩式（托板式）

利用不锈钢挂件（或铝合金挂件）插入开好的石材边槽中并粘接在槽

内，再用螺栓将挂件固定在安装好的金属龙骨上，可以分为短槽式、

通槽式和销钉式。目前销钉式已基本不再使用，使用较多的是通槽式。

 短槽式：在石板上下端各开两个短平槽，采用挂件固定。受力较

销钉式合理，但不易更换，适用于低层建筑。又分为单肢短槽式

和双肢短槽式。单肢短槽式一般采用 T型挂件或蝶型挂件，但现

在 T型挂件已基本淘汰，常用 L型。双肢短槽式是对单肢短槽式

的改进，采用“干”型挂件。

短

槽

式

石

材

幕

墙

结

构

示

意

 通槽式：一般采用铝合金 SE组合挂件（也有部分采用 T型或蝶型

挂件），在石板上下端开通长槽口，具有受力合理、板材抗变形能

力强、容易更换等特点，适用于高层建筑。

通

槽

式

石

材

幕

墙

结

构

示

意

 销钉式：又称插针法，是石材幕墙的第一代产品，在板材上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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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孔，采用托板与销钉固定。具有结构简便，但施工难度较大，

易产生打孔错位等问题，板材抗变形能力不好、不易更换的特点，

现已禁止使用。

销

钉

式

石

材

幕

墙

结

构

示

意

注：中装协〔2016〕89 号第九条，石材幕墙严禁采用 T型挂件和背挑挂件（亦

称为背插式或斜插式）；石材幕墙严禁采用单纯胶粘连接构造，推荐采用机械连

接构造；采用开缝石材幕墙不宜采用短槽式构造。

2）背栓式：是目前较先进的技术，在板材背面钻孔，采用专用的锚

栓与龙骨连接，以单块石材为单元将荷载和作用力通过龙骨传递到主

体结构上。能保证准确的钻孔深度和尺寸，具有连接强度高、板材抗

变形能力强、抗震性强、容易更换等特点，但对石材厚度有较高要求，

适用于高层建筑。

背

栓

式

石

材

幕

墙

结

构

示

意

2.2.3 金属幕墙

1）铝板幕墙：包括铝单板和复合铝板等。铝单板是先进行钣金加工，

背面用电焊植钉的方式预留加强筋的固定螺栓。铝单板容易加工成弧

形及多折边或锐角，且色彩丰富，能够适应多种外墙装饰的需要。复



8/35

合铝板是内外两层纯铝板及中间夹层聚乙烯经辊压热合而成的平板，

其规格是一定的，具有质轻、表面光洁、平整度好、无色差、现场加

工少等特点。

铝

板

幕

墙

2）钢板幕墙：包括不锈钢板及彩涂钢板等。不锈钢板耐久、耐磨，

但不宜过薄，自重较大且造价较高；彩涂钢板是一种带有有机涂层的

钢板，具有耐蚀性好，色彩鲜艳，外观美观，加工成型方便、强度较

好、成本较低等特点，适用于厂房、库房等非民用建筑。

钢

板

幕

墙

3）金属幕墙按结构形式可分单元式和构件式，单元式是指将面板、

横梁、立柱在工厂组装成型，以幕墙单元形式在现场完成安装的有框

幕墙。构件式是在现场依次安装立柱、横梁和面板的有框幕墙。

2.2.4 人造板材幕墙

人造板材幕墙的材料多种多样，普遍具有质量较轻、无色差、造价较

低等特点，其结构形式与石材幕墙和金属幕墙类似。此处介绍几种常

见的人造板材及复合材料。

1）陶板：以天然陶土为主要原料，添加少量石英、浮石、长石及色

料等成分，经过高压挤出成型、低温干燥及高温烧制而成，具有无辐

射、色泽温和、色彩丰富、无光污染等特点。采用干挂结构。进口材

料和国产材料造价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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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板

幕

墙

2）陶瓷薄板：由高岭土黏土和其它无机非金属材料，经高温煅烧等

生产工艺制成的板状陶瓷制品，具有面材薄、质量轻、防火性能好、

造价较低等特点，可实现仿石材的效果。

陶

瓷

薄

板

幕

墙

3）蜂窝板材：一般有蜂窝铝板和蜂窝石材。蜂窝铝板是以高强度合

金铝板作为面、底板，与铝蜂窝芯经高温高压复合而成的金属复合板；

蜂窝石材结构与蜂窝铝板类似，表面材料为天然石材。蜂窝板材具有

重量轻、强度高、色差可控、安装方便等特点，但造价偏高。

蜂

窝

铝

板

及

蜂

窝

石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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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纤维板：有水泥纤维板、木纤维板（千思板）、玻璃纤维板（GRC）
等。水泥纤维板是以水泥为基本材料和胶黏剂，以矿物纤维水泥和其

它纤维为增强材料，经多道工序制成的板材；木纤维板（千思板）是

由普通型或阻燃型高压热固化木纤维（HPL）芯板与装饰面层经高温

高压固化粘结成型的板材；玻璃纤维板（GRC）是以耐碱玻璃纤维为

增强材料、水泥砂浆为基体材料的纤维混凝土复合材料，可以做较复

杂的造型。纤维板一般造价不高，可以满足不同的造型需求。

木纤维板（千

思板）

玻璃纤维板

（GRC）

水泥纤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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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装饰保温一体板：是由装饰面板和保温层（有的材料还有背板）

粘接而成的复合板材。装饰面板可以是金属板、石材、陶瓷薄板等，

保温层可以是岩棉板、发泡水泥、改性 IPS聚苯板等。具有稳定性好、

重量轻、施工工序少、工期短等特点。

装

饰

保

温

一

体

板

2.2.5 其他外立面材料

除上述幕墙材料外，幕墙专业还涉及到遮阳板、百叶、栏杆、雨棚等

分项，另外建筑外立面还有其他材料，如真石漆、水包沙、面砖、外

门窗等，这些材料虽不属于幕墙，但在项目专业界面划分时，因同属

建筑外立面设计，通常也划分到幕墙专业，因此也需要同时进行设计

管理。

2.3 幕墙专业相关规范

2.3.1 设计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2003）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3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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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幕墙》（GB/T21086-2007）
《铝合金门窗》（GB/T8478-2020）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113-2015）
《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
《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GB50429-2007）
《建筑钢结构焊接技术规程》（JGJ81-2002）（J218-2002）
《钢结构焊接规范》（GB/T50661-2011）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2002）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2016）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2014）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 ）

《玻璃幕墙光学性能》（GB/T18091-2015）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7）
《建筑结构静力学手册》（第二版）

《四川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515027-2019）
《四川省玻璃幕墙工程技术标准》（DBJ51/T139－2020）

2.3.2 性能标准

《建筑幕墙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15227-2007）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7106-
2008）
《建筑幕墙平面内变形性能检测方法》（GB/T18250--2015）

2.3.3 材料标准

1）铝材

《建筑铝型材第 1部分 基材》（GB/T5237.1-2008）
《建筑铝型材 第 2部分 阳极氧化、着色型材》（GB/T5237.2-2008）
《建筑铝型材 第 4部分 粉末喷涂型材》（GB/T5237.4-2008）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5部分 氟碳喷涂型材》（GB/T5237.5-2008）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6部分隔热型材》（GB/T5237.5-2008）
《铝型材截面几何参数算法及计算机程序要求》（YS/T437-2009）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GB3190-2008）
《变形铝及铝合金牌号表示方法》（GB16474-2011）
《变形铝及铝合金状态代号》（GB/T1647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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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材

《碳素结构钢》（GB/T700-2006）
《优质碳素结构钢技术条件》（GB699-2015）
《碳素结构和低合金结构钢热扎厚钢板及钢带》（GB3274-2007）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热轧薄钢板和钢带》（GB/T912-2008）
《结构用无缝钢管》（GB/T8162-2008）
《结构用冷弯空心型钢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GB/T6728-
2002）
《建筑结构用冷弯薄壁型钢》（JGJ/T 380-2016）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2002）

3）不锈钢

《不锈钢热扎钢板及钢带》（GB/T4237-2015）
《不锈钢冷扎钢板及钢带》（GB/T3280-2015）
《干挂天然花岗石饰面建筑板材及其不锈钢挂件 第 2部分干挂不锈钢

配件》（JC830.2-2005）

4）铝板

《铝幕墙板板基》（YS/T429.1-2014）
《铝及铝合金轧制板材》（GB/T3880-2006）
《铝及铝合金彩色涂层板、带材》（YS/T431-2009）
《铝幕墙板氟碳喷涂铝单板》（YS/T429.2-2012）

5）玻璃

《建筑用安全玻璃第 1部分防火玻璃》（GB15763.1-2009）
《建筑用安全玻璃第 2部分钢化玻璃》（GB15763.2-2005）
《中空玻璃》（GB/T11944-2012）
《建筑用安全玻璃第 3部分夹层玻璃》（GB15763.3-2009）
《半钢化玻璃》（GB17841-2008）
《镀膜玻璃第二部分低辐射镀膜玻璃》（GB/T 18915.2-2013）

2.3.4 验收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2011）
《玻璃幕墙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GJ/T139-2001）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11）

注：标准均需以最新年号版本及最新替代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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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其他

上述规范是主要的幕墙专业相关规范，除此之外，幕墙设计时还应参

考建筑、消防、防雷等相关的规范及材料本身的相关规范或标准。

2.4 幕墙专业各阶段设计概述

2.4.1 方案设计阶段

1）方案设计一般流程

幕墙专业在方案阶段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建筑专业进行建筑外立面设计。

一般由建筑专业先提出建筑设计理念，进行建筑造型设计，幕墙专业

针对建筑专业提出来的建筑设计概念及意向图，研究各处外立面可选

用的幕墙系统及材料，分析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是否满足设计、安

装要求，并分析各方案的优劣，为建筑专业提供技术支撑。建筑外立

面方案确定后，需根据设计要求，确定各个立面各类幕墙的位置、类

型及主要的分格尺寸，并初步判断各类幕墙系统的可行性。对于外立

面较复杂的项目，幕墙专业需要编制专项方案设计，结合建筑方案和

泛光照明设计、BMU系统设计（用于超高层），对建筑外立面进行深

化，展示各幕墙系统的局部效果，并对幕墙结构进行初步计算。幕墙

专业方案需分别向设计院与甲方汇报，双方认可后，需设计院与甲方

签字确认。

2）方案设计输出成果

对于常规幕墙方案，幕墙专业设计主要是配合建筑专业编制方案文本，

涉及到幕墙专业的成果主要有建筑外立面效果图、建筑外立面夜景效

果图、各幕墙系统的面材及颜色选择及相关设计说明等。

对于需要单独编制幕墙专业方案的项目，方案阶段的主要成果为幕墙

专业方案文本，需包含项目概况说明、各幕墙系统的位置及面积统计

表、建筑外立面效果图、建筑外立面夜景效果图、各幕墙系统的面材

及颜色选择、各幕墙系统的放大效果图、主要节点设计图、相关设计

说明及计算等。

2.4.2 初步设计阶段

1）初步设计一般流程

初步设计开始前，应配合建筑、结构专业，确定幕墙各系统的位置及

形式、分格尺寸及连接形式、典型和特殊幕墙节点的选定等。

待建筑专业初步设计中的外立面设计稳定后，幕墙专业可以开始初步

设计，初步设计需确定各系统的分格尺寸及节点做法并进行设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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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和相关的计算。

幕墙初步设计基本确定后，需配合进行幕墙预埋件图纸的编制。因预

埋件施工是与地上部分主体施工同步进行的，所以预埋件图纸应在地

上部分主体施工前编制完成。

幕墙初步设计基本确定后，可以开始泛光照明设计深化，包括效果深

化、各类灯具布置及做法、泛光照明功率计算等。

2）初步设计输出成果

主要的输出成果包括：项目概况说明、幕墙专业设计范围、设计依据、

图纸目录、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预埋件图、主要幕墙系统、幕

墙主要材料表、大样图、节点图、幕墙计算书、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

设计等。

各地对幕墙初步设计图纸的深度均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在进行初步设

计时，应注意当地的相关规范和要求，图纸的深度应满足相关的规范

要求。

2.4.3 施工图及深化设计阶段

1）施工图及深化设计一般流程

待主体专业施工图中的外立面相关图纸设计稳定后，幕墙专业可以开

始施工图设计，包括建筑外立面深化、幕墙平立剖面图及详图设计，

特殊节点详图设计、幕墙结构计算书及设计说明完善、泛光照明的机

电设计和特殊节点详图设计等。

对于泛光照明较复杂的项目，泛光照明方案确认后，应单独进行泛光

照明的施工图设计，并配合幕墙专业进行各节点的深化。

幕墙专业施工图完成后，应按照项目所在地的相关规定，将施工图图

纸送外审并根据审查意见修改完善。

2）施工图及深化设计输出成果

主要的输出成果包括：封面、图纸目录、设计说明、幕墙型材表、总

平图、立面图、平面图、剖面图、大样图、门窗表、节点图、预埋件

图、幕墙计算书、热工计算书等。深化设计也应针对上述图纸进行深

化，完成后纳入施工图纸中。

幕墙专业的深化设计包括幕墙支撑体系、防水体系、保温体系、防火

体系、分格细化、各节点深化等，还需进行泛光照明与幕墙系统的节

点深化、楼宇大字的底座和灯光预留预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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