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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深圳市品质消费研究院提出。 

本标准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华威门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品质消费研究院、苏州市富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罗奥易成（上海）门业有限公司、步阳集团有限公司、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金凯德安

防科技有限公司、德施曼机电（中国）有限公司、熊熊安防科技有限公司、茵科门控（珠海保税区）有

限公司、温州市博邦门业有限公司（中意合资）、长春铸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合和建筑五金制品

有限公司、冠星迦南门业（厦门）有限公司、浙江新力门业有限公司、浙江意诺工贸有限公司、重庆美

心麦森门业有限公司、浙江加汇门业有限公司、春天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嘉洛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意高门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杭盛门业有限公司、涛涛集团有限公司、漯河江山天安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中山市志宇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星月门业有限公司、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凯华门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建筑五金水暖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公安部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南京市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院、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温州市质量技术检测科学研究院、永康市质量技术监

测研究院、山东省门业协会、四川省门窗行业协会、粤港澳消防安全协会、浙江省武义县门业行业协

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庆星、高丰、江庆峰、朱力克、张岭、刘斌义、王跃斌、蒋坤建、马志华、

于思洋、胡鑫、陈海艳、唐仙强、董启广、胡晓军、杜浩、曾清亮、迟恩亮、廖邦泓、肖文哲、胡德康、

王万贵、瞿建立、李献宝、吕万祥、李国明、汪雪林、张华礼、冯东平、王晖、吴水根、黄善忠、王丽

娟、白静国、顾建文、冷俊、薛涛、孔庆文、徐健康、周国青、余龙鹏、汤华治。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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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门系统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装甲门系统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商用和商住两用相关公共建筑上使用的装甲门（以下简称装甲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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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2019  针叶树锯材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708  冷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709  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1173—2013  铸造铝合金 

GB/T 1453  夹层结构或芯子平压性能试验方法 

GB/T 2518  连续热镀锌钢板及钢带  

GB/T 3280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T 3880.1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 第 1部分：一般要求 

GB/T 4817—2019  阔叶树锯材 

GB/T 4822—2015  锯材检验 

GB/T 4897  刨花板 

GB/T 5824  建筑门窗洞口尺寸系列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6739—2006  色漆和清漆 铅笔法确定漆膜硬度 

GB/T 7106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8484  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8485  建筑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 8624—2012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8625—2005  建筑材料难燃性试验方法 

GB/T 8813  硬质泡沫塑料 压缩性能的测定 

GB/T 9286—1998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9846  普通胶合板 

GB/T 11718  中密度纤维板 

GB 12955—2008  防火门 

GB 16807  防火膨胀密封件 

GB 17565—2007  防盗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 

GB 18580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 1858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3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20285—2006  材料产烟毒性危险分级 

GB/T 23443—2009  建筑装饰用铝单板 

GB/T 24498  建筑门窗、幕墙用密封胶条 

GB/T 29739  门窗反复启闭耐久性试验方法 

GA/T 73—2015  机械防盗锁 

GA 374—2019  电子防盗锁 

HJ 459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木质和钢质门 

HJ 2537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 

JG/T 125  建筑门窗五金件 合页（铰链） 

http://www.gb688.cn/bzgk/gb/javascript:void(0)
http://www.gb688.cn/bzgk/gb/javascript:void(0)
http://www.gb688.cn/bzgk/gb/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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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装甲门系统 

门扇由独立金属内胆模块与表面不同材质饰面材料模块任意组合，由门框模块、三维可调铰链、锁

具等组合而成的装甲门，统称为装甲门系统。 

3.2   

金属内胆模块 

金属内胆四周由金属型材或折弯 U型金属龙骨通过焊接或组装等方式形成的骨架，纵向龙骨不低于

一条，室内、室外一面或两面金属板材通过焊接或螺丝固定方式与骨架连接，内胆芯填充不同密度、不

同性能的填充材料，形成一体化门扇内胆模块组件。 

4   产品分类 

4.1  型式 

装甲门系统为平开式（代号为 P）。 

4.2  开关门方向代号 

开关门方向代号包括： 

a）  门扇顺时针方向,由内向外关,代号为 5.0； 

b）  门扇顺时针方向,由外向内关,代号为 5.1； 

c）  门扇逆时针方向,由内向外关,代号为 6.0； 

d）  门扇逆时针方向,由外向内关,代号为 6.1。 

4.3  规格 

装甲门的规格尺寸应符合 GB/T 5824的规定,特殊洞口尺寸由厂方和使用方根据洞口规格定制。 

4.4  门扇数量区分 

装甲门系统单开门，代号为Ⅰ，装甲门系统双开（子母）门，代号为Ⅱ。 

4.5  金属材质区分 

金属内骨架材质：金属型材+金属板材，代号为 X，金属板材折弯+金属板材，代号为 B。 

4.6  按耐火性能分类（可根据建筑设计要求和用户需求定制） 

装甲门系统防火性能分类及代号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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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装甲门系统防火性能分类及代号 

名 称 耐 火 性 能 代 号 

装甲门系统 

  耐火隔热性≥1.50 h 

  耐火完整性≥1.50 h 
A1.50（甲级） 

  耐火隔热性≥1.00 h 

  耐火完整性≥1.00 h 
A1.00（乙级） 

4.7  按防盗安全级别分类 

装甲门系统防盗安全级别按 GB 17565进行分类，共分为 2两级，其中中文代号为“甲”、“乙”，

拼音字母代号分别为“J”、“Y”，装甲门系统无丙级和丁级类别。 

4.8  符号，代号 

4.8.1  装甲门系统符号：ZJM。 

4.8.2  装甲门系统代号如图 1所示： 

 

图1  装甲门系统代号 

示例 1：ZJM—1128—X—5A1.00（乙级）—J—Ⅰ：表示隔热（A类）装甲门系统，洞口宽度 1100mm，洞口高度 2800mm，

内胆系统骨架为金属型材构件，门扇顺时针方向关闭，耐火极限不少于 A 1.00h 的要求、防盗功能不少于乙级防盗的要

求。 

示例 2：ZJM—1525—B—6A1.50（甲级）—Y—Ⅱ：表示隔热（A类）装甲门系统，洞口宽度 1500mm，洞口高度 2500mm，

内胆系统骨架由金属板材折弯形成构件，门扇逆时针方向关闭，耐火极限不少于 A 1.50h的要求、防盗功能不少于甲级

防盗的要求。 

示例 3：ZJM—2124—X—5—J—Ⅱ：表示装甲门系统洞口宽度 2100mm，洞口高度 2400mm，内胆系统骨架为金属型材

构件，门扇顺时针方向关闭，无防火功能的双扇门，甲级防盗功能的装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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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装甲门系统所有的金属构件表面，均应进行防腐蚀防锈处理。五金件宜使用标示 SUS304 及以上的

不锈钢材质，门扇门框若选用钢质材料宜使用镀锌板，表面处理应均匀、光滑、无露底。电镀层色泽均

匀，镀层无脱落。饰面装饰板表面应做环保型油漆或装饰材料的基材本色。如果使用 PET免表面处理材

料作为内饰面板，贴膜层同材料基层间应粘接牢靠，无卷皮松脱，表面装饰层应具备防潮防锈功能。 

5.2  永久性标记 

永久性标记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装甲门应有永久性防盗安全级别标记； 

b）  防盗安全级别标记由其中文代号和平面圆组成，中文代号应位于直径为φ25mm 的平面圆中； 

c）  以宋体凹印形式永久固定在内侧铰链边上角，距地面高度 1600mm±100mm 的位置上。 

5.3  材料 

5.3.1  门框、门扇骨架、加强衬板 

5.3.1.1  冷轧钢板应符合 GB/T 708的规定，材质表面宜使用镀锌或电解板材料。 

5.3.1.2  热轧钢板应符合 GB/T 709的规定。 

5.3.1.3  连续热镀锌钢板及钢带应符合 GB/T 2518的规定。 

5.3.1.4  不锈钢冷轧钢板应符合 GB/T 3280的规定。 

5.3.1.5  钢板公称厚度需符合表 2的规定；其他金属材质其厚度不得低于表 2对应部位材料厚度。 

5.3.1.6  钢质板材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2 钢板公称厚度 

单位：mm 

部件名称 材料厚度  

门框钢板厚度 ≥2.0-δ 

门扇钢板厚度 
外面板≥1.0-δ； 

内面板≥1.0-δ； 

门框骨架钢板 ≥2.0-δ 

门扇骨架钢板 ≥1.5-δ 

框、扇上需安装螺丝的加强衬板 ≥3.5-δ 

注：δ为 GB/T 708、GB/T 709 中规定的允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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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钢质板材允许偏差 

单位：mm 

轧制方式允许偏差 
公称厚度  

2.00 1.80 1.50 1.00 

冷轧薄钢板允许偏差 -0.15 -0.14 -0.12 0 

热轧薄钢板允许偏差 -0.17 -0.17 -0.15 0 

5.3.2  木材 

5.3.2.1  木材应符合 GB/T 153—2019或 GB/T 4817—2019中二等材的要求。 

5.3.2.2  木材如需阻燃处理，应按 GB/T 8625—2005 规定，达到难燃性要求。 

5.3.2.3  木材经干燥处理后的含水率不应大于 12 %；木材在制成成品后的含水率不应大于当地的平衡

含水率。 

5.3.2.4  安装在降水较多、高温潮湿区域的装甲门表面材质应采用防水实木多层板材料，并用抗 UV

老化油漆处理。漆膜厚度应大于 20.0µm。 

5.3.3  人造板 

5.3.3.1  人造板的等级应符合表 4的要求。 

表4 装甲门所用人造板等级 

材料名称 等级 执行标准 

胶合板  一等品 合格品 GB/T 9846 

中密度纤维板  优等品 合格品 GB/T 11718 

刨花板 P2 型 GB/T 4897 

5.3.3.2  人造板如需阻燃处理，应按照 GB 8624—2012 的规定，达到难燃性能 B1级要求。 

5.3.3.3  人造板经干燥处理后的含水率不应大于 12%；人造板制成成品后的含水率不应大于当地的平

衡含水率。 

5.3.3.4  人造板应选用有利于保护环境、保障人身安全的材料，其有害物质释放量应符合 GB 18580

的要求。 

5.3.4  铝饰面板 

5.3.4.1  采用铸造加工方法生产（铸铝板），应选用GB/T 1173—2013中规定的合金代号为ZAl104的铸

造铝板，其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符合该标准的要求，或力学性能不低于上述规定牌号的其他铸造铝板

材料。 

5.3.4.2  如采用压力加工方法生产（挤压铝板），应选用GB/T 23443—2009中规定的铝板，其化学成

分和力学性能符合该标准的要求。 

5.3.4.3  铸铝板厚度应不小于7mm，挤压铝板厚度不应小于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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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4  其他铝合金饰面板其外观标准需符合GB/T 3880.1的规定。 

5.3.5  铜材饰面 

5.3.5.1  宜采用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加工性能，耐腐蚀性能铜锌合金，如牌号为：H59。  

5.3.5.2  使用拉伸液压和锻铜工艺的铜板抗拉强度应大于195Mpa。 

5.3.5.3  门框表面包覆铜板厚度不得低于0.8mm， 门扇表面饰面厚度不得低于0.6mm，铜板底部用聚氨

酯材料不得低于1mm，并贴附不小于3mm的衬板上。手工锻造铜板的厚度不得低于0.5mm ，铜板底部用聚

氨酯材料不得低于1mm，并贴附不小于3mm的衬板上。 

        5.3.6  填充材料 

5.3.6.1  填充材料按照装甲门系统功能分类选取： 

a)  防盗：纸蜂窝、铝蜂窝、发泡剂； 

b)  防盗+隔音：铝蜂窝、隔音棉、岩棉； 

c)  防盗+隔音+保温：苯板、发泡剂； 

d)  防盗+防火：珍珠岩、硫氧镁防火板、防火发泡水泥； 

e)  防盗+防火+隔音：珍珠岩、硫氧镁防火板、防火发泡水泥、特种防火密封材料。 

5.3.6.2  多孔材料如蜂窝状填充材料展开后的平面压缩强度不应小于250kPa/m
2
。 

5.3.6.3  聚氨酯泡沫填充材料的压缩强度不应小于160kPa/m
2
。 

5.3.6.4  PS保温板填充材料的密度不应小于35kg/m³。 

5.3.6.5  防火填充材料的燃烧性能和产烟毒性应分别达到GB 12955—2008中5.2.1的规定。 

5.3.6.6  其他材质填充，抗压强度不小于160kPa/m
2
，应对人体无毒无害的环保材质。 

5.3.7  粘结剂 

5.3.7.1  粘结剂应是对人体无毒无害的产品，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 18583的要求。  

5.3.7.2  防火粘结剂应符合 GB/T 20285—2006中产烟毒性危险分级 ZA2级的要求。 

5.3.8  油漆、涂料   

5.3.8.1  油漆、涂料应为环保产品，应符合下列规定；水性涂料应符合 HJ 2537 的要求。 

5.3.8.2  木材和人造板上使用的溶剂型涂料应符合 GB 18581的要求。 

5.3.8.3  金属材料上所用的溶剂型涂料中的有害物质限值应符合表 5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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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金属材料上所用溶剂型涂料中有害物质限值 

5.3.9  密封件 

5.3.9.1  密封胶条应符合GB/T 24498的要求。 

5.3.9.2  防火膨胀密封件应符合GB 16807的要求。 

5.3.9.3  密封件安装宜采用镶嵌嵌入式。 

5.4  小五金及零部件 

5.4.1 锁具 

5.4.1.1  机械防盗锁应符合GA/T 73—2015中C级机械防盗锁的要求，防盗锁芯的级别应达到C级。 

5.4.1.2  防火锁应符合GB 12955—2008中防火锁的要求。 

5.4.1.3  电子防盗锁应符合GA 374—2019中B级电子防盗锁的要求。 

5.4.2 铰链 

5.4.2.1  宜用重型三维可调铰链，一般使用三维可调明铰链，也可使用开启角度大于等于90°三维可

调暗藏式铰链，单个铰链承受的垂直静载荷不低于120Kg，启闭次数不少于20万次。 

5.4.2.2  有防火功能要求的铰链耐火性能应符合GB 12955—2008的规定，铰链熔融温度不低于950°

C 。  

5.4.3  辅助五金 

5.4.3.1  根据客户要求单扇门门扇与门框、双扇门子门与母门之间可安装开启角度小于10°的防盗链。 

5.4.3.2  根据客户要求门扇可安装大于135°广角门镜或智能门镜或电子摄像头等。 

5.4.3.3  根据客户要求无下框的门扇底部可加装自动升降密封条。 

5.5  外观质量 

项目 
聚氨酯涂料 

醇酸涂料 硝基类涂料 
面漆 底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含

量(g/L) ≤     

光泽(60°)≥80,580 

光泽(60°)<80,670 
670 500 720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

HDI）含量总和(%) ≤ 
0.4 — — 

苯含量(%) ≤                              0.3 

注 1：应按产品规定的配比和推荐的最大稀释比例混合后进行测定。 

注 2：如聚氨酯类涂料规定了稀释比例或由双组分或多组分组成时，应先测定固化剂(含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预聚物)

中的含量，再按产品明示的施工配比计算混合后涂料中的含量。如稀释剂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产品施工配

比规定的最小稀释比例进行计算。 

注 3：包含二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三氯甲烷、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四氯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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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框、门扇等构件表面应光洁平整，无明显非设计变形、压痕、划痕等损坏，无明显毛刺、飞边、

缺角、污染、不应有的痕迹等缺陷，其装饰表面质量应达到表 6规定。 

表6 装饰表面质量要求 

装饰表面 质量要求 

原木饰面 

腐朽、分层、死节、虫眼等 不允许。 

半活结、夹皮、树脂道、树胶道 
最大单个直径≤10mm；每平方饰面板上缺陷直径大于

5mm总数小于3 个。 

 活节 每平方最多两个，最大单个直径小于 10mm。 

 裂纹 最大单个宽度≤0.3mm，最大单个长度≤100mm。 

毛刺、刀痕、划痕、崩角、崩边、污斑、砂

痕等 
不明显。 

木皮饰面 

裂缝、条缺损（缺丝）、叠层、补条、补片、

透胶、板面污染、划痕、拼接离缝等 
不明显。 

多层板防水性 要求水温连续煮 72 小时水煮不脱层、不膨胀。 

半活节、夹皮、树脂道、树胶道、髓斑等 
最大单个直径≤10mm；每平方米板面上缺陷总数小于5 

个，单个直径≤5mm 的不计。 

活节 每平方最多允许一个，最大单个直径≤10mm。 

铜饰面 

划痕、凹陷 不明显。 

油漆附着力 不得低于 GB/T 9286-1998 中的 2 级要求。 

油漆褪色时限 5 年。 

铝饰面 

划痕、凹陷 不明显。 

油漆附着力 不得低于 GB/T 9286-1998 中的 2 级要求。 

油漆褪色时限 5 年 

石材 

强度 
石材后面可选用衬板贴附压力缩强度不得低于 131Mpa，

弯曲强度不得低于 8.3Mpa。 

厚度 不低于 3mm。 

宽度 可拼接。 

其他材料饰

面 

压痕、皱纹、污斑 不明显。 

表面孔隙 不明显，且表面孔隙总面积不大于表面积的0.3％。 

颜色不匹配，光泽不均 不明显。 

喷塑涂层 

颜色或纹理效果 与设计要求或确认的色卡、样板一致。 

色差 同批次产品色差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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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续) 

装饰表面 质量要求 

喷塑涂层 

缩孔、起泡、针孔、开裂、桔纹（有桔纹要

求的除外）、剥落、粉化、颗粒、流挂、露

底、基材腐蚀等 

不允许。 

颗粒杂质及其它轻微缺陷 不明显。 

油漆涂层 

颜色和纹理效果 符合设计和用户的要求。 

色差 同批次产品色差不明显。 

表面漆膜流挂、漏漆、污染、表面漆膜皱皮、

漆膜鼓泡、分层、褪色、掉色等 
不允许。 

漆膜粒子、刷毛、杂渣、加工痕迹、白楞、

划痕等 
不明显。 

针孔、缩孔、白点 直径≤0.5mm，且每平方米数量不多于 5 个。 

5.6  涂层质量 

5.6.1  涂层硬度 

涂层硬度应不低于GB/T 6739—2006中2H的要求。 

5.6.2  漆膜附着力 

漆膜附着力不得低于 GB/T 9286—1998中的 2级要求。 

5.7  门扇、门框尺寸 

5.7.1  门扇与门框的搭接尺寸不应小于12mm， 

5.7.2  门扇与门框铰链边贴合面间隙不应大于5mm,有防火要求的贴合面间隙不应大于3mm，门的开启边

在关门状态与门框贴合面间隙不应大于5mm。 

5.7.3  门扇、门框的尺寸极限偏差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7  尺寸极限偏差 

     单位：mm  

名称 项    目 极限偏差 

门扇 

高度 H -2.0～0 

宽度 W -2.0～0 

厚度 T +2.0～-1 

门框 

内裁口高度 H＇ 0～+2.0 

内裁口宽度 W＇ 0～+2.0 

侧壁宽度 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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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门扇、门框的形位公差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8  形位公差 

名称 项    目 公差 

门扇 

两对角线长度差｜L1-L2｜ ≤3.0mm 

扭曲度 D   ≤5.0mm 

宽度方向弯曲度 B1 ＜2 ‰ 

高度方向弯曲度 B2   ＜2 ‰ 

门框 内裁口两对角线长度差｜L1＇-L2＇｜ ≤3.0mm 

5.8  可靠性 

在进行 500次启闭试验后，门不应有松动、脱落、严重变形和启闭卡阻现象. 

5.9  耐火性能 

装甲门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其耐火性能应符合 GB 12955—2008的 A级隔热等级甲、乙级防火要求。 

5.10  防盗及软冲击性能 

装甲门系统若有防盗性能要求应符合 GB 17565—2007 标准中 5.7.1 规定防盗等级甲、乙级防盗标

准；软冲击性能应符合 GB 17565—2007标准中 5.7.4 规定。 

5.11  保温性能 

保温性能以传热系数K值作为分级指标。分级不得低于表9规定的6级要求。 

表9  导热传热系数分级 

单位：W/(m
2
·K) 

分  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指标值 K≥5.0 
5.0＞K 

≥4.0 

4.0＞K 

≥3.5 

3.5＞K 

≥3.0 

3.0＞K 

≥2.5 

2.5＞K 

≥2.0 

2.0＞K 

≥1.6 

1.6＞K 

≥1.3 

1.3＞K 

≥1.1 
K＜1.1 

5.12  隔音性能 

隔音性能，以计权隔声量和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Rw+Ctr）作为分级指标，分级不得低于表10

规定的4级要求。 

表10  隔音性能分级 

单位：分贝 

分  级 1 2 3 4 5 6 

指标值 20≤Rw+Ctr＜25 25≤Rw+Ctr＜30 30≤Rw+Ctr＜35 35≤Rw+Ctr＜40 40≤Rw+Ctr＜45 Rw+Ctr≥45 

注： Rw为计权隔声量； Ctr为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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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气密性能 

气密性能以标准状态下 10Pa时的单位开启缝长空气渗透量 q1   和单位面积空气渗透量 q2 作为分级

指标，分级不低于表 11规定的 6级要求。 

表11  气密性能分级 

分  级 1 2 3 4 5 6 7 8 

单位缝长空气渗

透量 

（m
3
/m·h） 

4.0≥q1 

＞3.5 

3.5≥q1 

＞3.0 

3.0≥q1 

＞2.5 

2.5≥q1 

＞2.0 

2.0≥q1 

＞1.5 

1.5≥q1 

＞1.0 

1.0≥q1 

＞0.5 
q1≤0.5 

单位面积空气渗

透量 

（m
3
/m

2
·h） 

12≥q2 

＞10.5 

10.5≥q2 

＞9 

9≥q2 

＞7.5 

7.5≥q2 

＞6 

6≥q2 

＞4.5 

4.5≥q2 

＞3 

3≥q2 

＞1.5 
q2≤1.5 

5.14  环保要求 

装甲门的甲醛释放量应符合GB 18580的规定，小于0.124mg/m³。 

5.15  电气安全要求 

5.15.1  若使用交直流电源时，与门体的接触电压应小于等于24V。 

5.15.2  电源引入端子与外壳及门体之间的绝缘电阻在正常环境条件下应≥200MΩ。 

5.15.3  门扇内和门框内有安装外置电源供电的部件，内部埋设的电源线要有绝缘导线管保护，不影

响其他五金部件的使用，无摩擦碰撞，布线方式规则，便利检修和更换。 

5.15.4  门扇和门框间的导线必须安装专用的过线器，过线器的安装要内部不宜有锋利毛刺。 

6   试验方法 

6.1  一般要求 

目测产品，核查相关的订货、设计资料，试件结构、材料以及配件的安装情况等应与实际使用情况

相符。 

6.2  永久性标记 

按GB 17565中6.4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6.3  材料 

6.3.1  钢板 

门扇门框钢板材料的厚度采用超声波测厚仪测量，精度不小于0.01mm。 

6.3.2  木材 

6.3.2.1  按 GB/T 4822的规定，检验木材的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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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2  按 GB/T 8625的规定，检验木材的难燃性。 

6.3.2.3  使用含水率测定仪检测含水率，任意测定三点，计算其平均值。 

6.3.3  人造板 

6.3.3.1  按照不同种类人造板执行标准的规定，检验人造板的材质。 

6.3.3.2  按GB/T 8624的规定，检验人造板的难燃性能。 

6.3.3.3  使用含水率测定仪检测含水率，任意测定三点，计算其平均值。 

6.3.3.4  按照 GB 18580的规定，检验人造板甲醛释放量。 

6.3.4  铝饰面板 

铝板厚度用游标卡尺直接测量。 

6.3.5  铜饰面板 

铜饰面板材料的厚度采用千分尺直接测量。 

6.3.6  填充材料 

6.3.6.1  防火填充材料，按照GB/T 8625的规定检验其燃烧性能，按照GB/T 20285的规定检验其产烟毒

性危险分级。 

6.3.6.2  蜂窝状填充材料的平面压缩强度按GB/T 1453的规定检验。 

6.3.6.3  聚氨酯泡沫填充材料的压缩强度按GB/T 8813的规定检验。 

6.3.7  粘结剂 

6.3.7.1  按GB 18583的规定检验粘结剂中的有害物质限量。 

6.3.7.2  按GB/T 20285的规定检验防火粘结剂的产烟毒性危险分级。 

6.3.8  油漆、涂料 

油漆涂料中的有害物质限量的检验，按以下规定： 

a）水性涂料按HJ 2537的规定进行； 

b）木质和人造板上使用的溶剂型涂料按GB 18581的规定进行； 

c）钢质材料上所用的溶剂型涂料按HJ 459的规定进行。 

6.4  配件 

6.4.1  密封件 

6.4.1.1  密封条按GB/T 24498的规定检验。密封条的安装固定宜使用卡槽嵌入式。 

6.4.1.2  防火膨胀密封件按GB 16807的规定检验。 

6.4.2  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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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  机械防盗锁按GA/T 73的规定检验。锁体安装部位以锁孔为中心，在半径不小于100 mm的范围

内应有2毫米以上的加强防护钢板。 

6.4.2.2  电子防盗锁按GA 374的规定检验。 

6.4.2.3  防火锁按GB 12955的规定检验。 

6.4.3  铰链 

6.4.3.1  合页（铰链）的静载荷按JG/T 125的规定检验。 

6.4.3.2  防火合页（铰链）按GB 12955的规定检验。 

6.5  外观质量 

6.5.1  外观质量检查：将产品按使用状态安装在试验架上，在室内自然光线充足处用目测、手试的方

法进行检查，必要时可用钢直尺测量。 

6.5.2  目测项目，检测人视力正常，三人同时检测，以多数人的结论为准。在视距大于1m，且不大于 

1.5m 时清晰可见的缺陷为“明显”；在视距大于1m 时不可见，在不大于1m 时可见的缺陷为“不明显”。 

6.6  涂层质量 

6.6.1  涂层硬度 

涂层硬度按GB/T 6739的规定检验。 

6.6.2  漆膜附着力 

漆膜附着力按GB/T 9286的规定检验。 

6.7  尺寸公差   

6.7.1  门扇高度 H 

门扇高度按GB 12955—2008中6.8.1的规定检验。采用钢卷尺测量，测量位置为距门扇两竖边各50 mm

处，见图2所示的A-A和A′-A′位置。检测值与产品设计图示门扇高度值相减，结果取其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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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门扇高度位置测量示意图 

6.7.2  门扇宽度 W 

门扇宽度按GB 12955—2008中6.8.2的规定检验。采用钢卷尺测量，测量位置为距门扇上两横边各

50 mm处，见图3所示的B-B和B′-B′位置。检测值与产品设计图示门扇宽度值相减，结果取其极值。 

 

图3  门扇宽度位置测量示意图 

6.7.3  门扇厚度 T 

门扇厚度按GB 12955—2008中6.8.3的规定检验。采用游标卡尺测量，测量位置见图4中T1、T2、

T3……T8所标定的位置，检测值与产品设计图示门扇厚度值相减，结果取其极值。 

注：遇锁具、合页（铰链）处相应避开50mm。 

 

图4  门扇厚度位置测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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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门框内裁口高度 H′ 

门框内裁口高度按GB 12955—2008中6.8.4的规定检验。采用钢卷尺测量，分别测量门框内裁口的

左竖边和右竖边，见图5所示C－C、C′－C′。检测值与产品设计图示门框内裁口高度值相减，结果取

其极值。 

图5  门框内裁口高度位置测量示意图 

6.7.5  门框内裁口宽度 W′ 

门框内裁口宽度按GB 12955—2008中6.8.5的规定检验。采用钢卷尺测量，测量位置见图6所示的

D-D、D′-D′、D″-D″。检测值与产品设计图示门框内裁口宽度值相减，结果取其极值。 

图6  门框内裁口宽度位置测量示意图 

6.7.6  门框侧壁宽度 T′ 

门框侧壁宽度按GB 12955—2008中6.8.6规定检验。采用游标卡尺测量，测量位置见图7所示的T1′、

T2′、T3′、T4′、T5′、T6′。检测值与产品设计图示门框侧壁宽度值相减，结果取其极值。 



T/SZS 4022—2020 

16 

图7  门框侧壁宽度位置测量示意图 

6.8  形位公差 

6.8.1  门扇两对角线长度差|L1-L2| 

门扇两对角线长度差按GB 12955—2008中6.9.1规定检验，采用钢卷尺测量。 

图8  门扇对角线长度位置测量示意图 

6.8.2  门框内裁口两对角线长度差|L1＇-L2＇| 

 门框内裁口两对角线长度差按GB 12955—2008中6.9.4规定检验，采用钢卷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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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门扇内裁口两对角线长度位置测量示意图 

6.9  配合公差 

6.9.1  门扇与门框的搭接尺寸 

门扇与门框的搭接尺寸按GB 12955—2008中6.10.1规定检验。按使用状态，将试件安装在试验框架

上，门扇处于关闭状态，用划刀在门扇与门框相交的左边、右边和上边的中部划线作出标记后，用钢板

尺测量搭接宽度；门扇与门框的搭接宽度取测量值的最小值。 

6.9.2  门扇与门框铰链边贴合面间隙 

门扇与门框的配合活动间隙按GB 12955—2008中6.10.3规定检验。按使用状态，将试件安装在试验

框架上，门扇处于关闭状态，门扇与门框贴合面间隙以塞尺最大插入厚度作为测量值。 

 

图10  门扇与门框的搭接尺寸和贴合面间隙示意图 

6.10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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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按GB/T 29739的规定检验。 

6.11  耐火性能 

耐火性能按GB 12955的规定检验。 

6.12  防盗性能 

防盗性能按GB 17565的规定检验。 

6.13  软冲击性能 

软冲击性能按GB 17565—2007中6.7.4规定检验。 

6.14  保温性能 

保温性能按GB/T 8484的规定检验。 

6.15  隔音性能 

隔音性能按GB/T 8485的规定检验。 

6.16  气密性能 

气密性能按GB/T 7106的规定检验。 

6.17  环保性能 

环保性能按 GB 18580的规定检验。   

6.18  电气安全性能 

6.18.1  用精度不低于 0.1V 的数字电压表测量带电装置的输出电压，应符合 5.15.1 的要求。 

6.18.2  用精度不低于 0.1MΩ、500V的绝缘电阻表分别测量电源任意输入端与门体、带电装置外壳之

间的绝缘电阻，应符合 5.15.2的要求。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装甲门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有 A、B两个组别组成： 

——A 组检验：交收产品时，全数检验； 

——B 组检验：交收产品时，抽样检验，抽样方案按表 12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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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出厂检验（B组）抽样方案 

                                        单位：樘 

批量 样本量 

1 1 

2-50 2 

51-500 3 

501-1000 5 

7.3  型式检验 

7.3.1  检验项目见表 13，按标准要求的顺序逐项进行检验。 

表 13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 

条款 
分类 型式试验 

出厂检验 

A B 

1 永久性标记 5.2 6.2 A √ √ √ 

2 门框钢板 5.2 6.2.1 A √ √  

3 门扇骨架 5.2 6.2.1 A √ √  

4 木材 5.3.2 6.3.2 A √ √ √ 

5 人造板 2.2.3 6.3.3 A √ √ √ 

6 铝饰面板 2.2.4 6.3.4 A √ √ √ 

7 铜饰面板 2.2.5 6.3.5 A √ √ √ 

8 填充材料 5.2.6 6.2.2 A √ —  

9 粘结剂 5.2.7 6.2.3 A √ —  

10 油漆涂料 5.2.8 6.2.4 A √ —  

11 密封件 5.2.9 6.3.1 B √ —  

12 锁具 5.3.1 6.3.2 B √ —  

13 铰链 5.3.2 6.3.3 B √ —  

14 外观质量 5.4 6.4 B √ √  

15 涂层硬度 5.5.1 6.5.1 B √ —  

16 漆膜附着力 5.5.2 6.5.2 B √ —  

17 门扇宽度偏差 5.6.3 6.6.2 B √  √ 

18 门扇高度偏差 5.6.3 6.6.1 B √  √ 

19 门扇厚度偏差 5.6.3 6.6.3 B √  √ 

20 门框内裁口宽度偏差 5.6.3 6.6.5 B √  √ 

21 门框内裁口高度偏差 5.6.3 6.6.4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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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续）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 

条款 
分类 型式试验 

出厂检验 

A B 

22 门框侧壁宽度偏差 5.6.3 6.6.6 B √  √ 

23 门扇对角线长度差 5.6.4 6.7.1 B √  √ 

24 门框内裁口对角线长度差 5.6.4 6.7.2 B √  √ 

25 门框、门扇的搭接尺寸 5.6.1 6.8.1 B √  √ 

26 门框、门扇铰链边贴合面间隙 5.6.2 6.8.2 C √ √  

27 可靠性 5.8 6.10 A √ — — 

29 防火性能 5.7 6.9 A √/— —  

29 防盗性能 5.8 6.10 A √/— —  

30 软冲击性能 5.10 6.13 B √ — — 

31 保温性能 5.9 6.11 A √ —  

32 隔音性能 5.10 6.12 A √/— —  

33 气密性能 5.11 6.13 A √ —  

34 环保性能 5.12 6.14 A √ —  

35 电气安全 5.13 6.15 A √/— —  

注：“√”表示标准指定的项目；“√/—”表示根据需要选定的项目；“—”表示不检测项目。 

7.3.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的试制定型鉴定； 

b)  结构、材料、生产工艺、关键工序和加工方法等有影响其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每三年不少于一次； 

d)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时； 

g）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7.4  判定准则 

7.4.1  型式检验应从成品库的相同材质、相级别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2樘。 

7.4.2  按表 12规定的检验项目进行合格与否的判定，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判定产品不合格： 

a)  有一项 A类不合格； 

b)  有两项 B类不合格； 

c)  有三项 C类不合格； 

d)  有一项 B类和两项 C类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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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产品标志 

每件产品都应在明显位置上固定铭牌,铭牌上应含有如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及商标； 

b）  制造厂名、厂址； 

c）  执行标准编号； 

d）  出厂日期及产品型号或生产批号； 

e）  防盗、防火等级。 

8.1.2  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8.1.3  应在产品背面锁具上方位置上张贴产品使用提醒事项等，产品必要的使用警示事项、温馨提示

和使用说明须知，标志粘贴应端正、牢固、清晰、美观、容易识别。 

8.2  包装、运输 

产品和各种零部件的包装要安全可靠，并应便于装卸、运输及贮存。应符合 GB/T 6388的规定。并

应在随产品提供如下文件资料并把资料装入防水袋中。 

a）  产品合格证； 

b）  产品说明书； 

c）  装箱单； 

d）  产品安装说明书； 

e）  零部件及附件清单； 

f）  检验人员的签名与盖章。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要平衡、牢固，避免因行车时碰撞损坏包装，装卸车时要轻抬轻放，严禁碰、摔、

撬等行为，防止机械变形，影响安装使用。 

8.3  储存 

产品在厂内或现场存放时都要放置在干燥、通风的地方,要避免与腐蚀的物体及气体接触,并要有必

要的防潮、防雨、防腐等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