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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m

本标准按照GB/T 1. 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 9158—1988《建筑用窗承受机械力的检测方法》，与 GB/T 9158—1988相比，主 

要变化如下：

—— 承受机械力性能改为力学性能；

—— 增加了建筑用门力学性能检测方法(见第4 章）；

—— 増加了试件要求(见第5 章）；

-— 增加了建筑门窗力学性能分级(见6.1. 2，6. 2. 2，6. 3. 2，6. 4. 2);

—— 悬端吊重性能改为耐垂直荷载性能(见6. 3，1988版 6.2.2);

—— 增加了抗静扭曲和大力关闭试验方法(见6. 4,6. 7. 1);

—— 取消了翘曲试验方法(见1988版的6. 2. 1);

—— 增加了检测记录及报告格式(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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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门窗力学性能检测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门窗力学性能检测方法的术语和定义、检测项目、试件要求、检测方法和检测 

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手动启闭的建筑用门窗。

本标准不适用于防火门窗、逃生门窗、排烟窗、防射线屏蔽门等特种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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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 2 3 建筑门窗术语

GB/T 1 4 1 5 5整樘门软重物体撞击试验

GB/T 2 9 0 4 8窗的启闭力试验方法

GB/T 2 9 0 4 9整樘门垂直荷载试验

GB/T 2 9 5 3 0平开门和旋转门抗静扭曲性能的测定

GB/T 2 9 5 5 5 门的启闭力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582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门窗力学性能 mechanics performance for windows and doors

门窗活动扇在机械力作用下保持正常使用功能的能力。

3.2

启闭力 operating force

门窗锁闭装置的锁紧力和松开力、活动扇开启力和关闭力的最大值。

3.3

耐软重物撞击性能 performance of soft heavy body impact resistance

门扇（落地窗、橱窗)承受软重物体垂直于平面撞击而不破坏的能力。

3.4

耐垂直荷载性能 performance of vertical load resistance

门窗活动扇在开启状态下承受垂直荷载的能力。

3.5

抗静扭曲性能 performance of static torsion resistance

门扇承受静态扭曲力作用下保持平面状态的能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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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抗扭曲变形性能 performance of twisting deformation resistance

推拉门窗在启闭过程中，当活动扇受到阻力作用时仍强行推拉执手，安装执手的部位抵抗变形的 

能力。

3.7

抗对角线变形性能 performance of diagonal deformation resistance

推拉门窗在启闭过程中，活动扇受到阻力作用时仍强行推拉活动扇，门窗活动扇抵抗产生对角线变 

形的能力。

3.8

抗大力关闭性能 performance of vigorous shutdown resistance

当撑挡没有锁紧或功能失效时，开启状态的门窗活动扇与框发生猛烈碰撞时的承受能力。

4 检测项目

建筑门和窗力学性能检测项目应分别符合表1 和表 2 的规定。

表 1 门力学性能检测项目

项目
门类别

平开门 推拉门 提升推拉门 推拉下悬门 内平开下悬门 转门 折叠门

启闭力 V V V V V V V

耐软重物撞击性能 V V V V V V V

耐垂直荷载性能 V — — — V V V

抗静扭曲性能 V — — — V V n/

抗扭曲变形性能 — V V V — — —

抗对角线变形性能 — V V V — — —

抗大力关闭性能 — — — — —

注：抗大力关闭性能检测为破坏性试验。

表 2 窗力学性能检测项目

窗类别

项 目
平开

滑轴
推拉

上下 提升 折叠 外开 内开 滑轴
立转

水平 推拉 内平幵

平开 推拉 推拉 推拉 上悬 下悬 上悬 旋转 下悬 下悬

启闭力 V V V V V V V V V

耐垂直 

荷载性能
V V V V V

抗静扭

曲性能
V V — — — V V V V V — V

抗扭曲 

变形性能
— — V V V — — — — — V —

抗对角线 

变形性能
— — V V V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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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项 目

窗类别

平开
滑轴

平开
推拉

上下

推拉

提升

推拉

折叠

推拉

外开

上悬

内开

下悬

滑轴

上悬
立转

水平

旋转

推拉

下悬

内平开

下悬

抗大力 

关闭性能
— — — — — V V V — — —

V

开启限位 V V — — — — V V V — — — V

撑挡试验 V — — — — — V V V — — — V

注 ：抗大力关闭性能检测为破坏性试验。

5 试件要求

5 . 1 应按设计要求和性能检测的要求选择具有代表性的3 樘门窗产品作为试件。

5 . 2 试验前，试件在温度为 15 °C 〜30 °C 、相对湿度为 2 5 %〜7 5 % 的环境条件下放置时间不应小于 

24 h，单项检测方法无检测环境要求时应按此环境条件进行试验。对于有较好抗湿度影响稳定性的铝 

合金门窗、塑料门窗等试件，环境条件可不考虑相对湿度。

5 . 3 试件应按其实际使用状态进行安装，安装后不应产生可能影响试验结果的扭曲和变形，不应安装 

其他附件。

6 检测方法

6 . 1 启闭力 

6 . 1 . 1原理

测定门窗锁闭装置锁紧和松幵过程的操作力或力矩，以及门窗活动扇在缓慢开启和缓慢关闭过程 

中所需操作力的最大值。

6 . 1 . 2分级

采用活动扇操作力、锁闭装置操作力和力矩作为分级指标，分级应满足表3 的要求。

表 3 启闭力分级

分级 1 2 3 4 5 6

活动扇操作力F h 

N
1 5 0 ^ F h> 1 0 0 1 0 0 > F h> 7 5 7 5 > F h> 5 0 5 0 > F h> 2 5 2 5 ^ F h> 1 0 F h< 1 0

锁闭

装置

操作力

手操

最大力

N
1 5 0 > F 8l> 1 0 0 1〇〇^F b1> 7 5 7 5 > F 8l> 5 0 5 0 > F sl> 2 5 2 5 ^ F 8l> 1 0 F al< 1 0

作 最大力矩 Mal 

Nm
1 5 ^ Msl> 1 0 1 0 > M8l>7. 5 7. 5 ^ Msl> 5 5 > Mal>2. 5 2. 5 > Msl> l MS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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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续)

分级 1 2 3 4 5 6

锁闭

装置

操作力

手指

最 大 力 F 。 

N
3 0 ^ , 2  >20 2 0 ^ F 82> 1 5 1 5 ^ F s2> 1 0 1〇^F s2>6 6^32 > 4 F s2< 4

操作 最大力矩 Me 

Nm
7. 5 > Ms2> 5 5 > Ms2> 4 4 ^ Ms2>2. 5

2. 5 >  

Ms2> 1 . 5
1. 5 > Ms2> 1 Ms2< 1

注 1: 活动扇操作力、锁闭装置手(手指)操作力(力矩)分别定级后，以最低分级定为启闭力分级。 

注 2: 特种规格、特种形式门窗，可由供需双方商定指标值。

6 . 1 . 3检测方法

门启闭力应按GB/T 29555规定的方法检测，窗启闭力应按GB/T 29048规定的方法检测。

6 . 2 耐软重物撞击性能 

6 . 2. 1原理

在门扇一侧表面预定的一个或几个比较薄弱的部位上，用一软重物体垂直于门扇平面进行撞击试 

验，检验其是否损坏，耐软重物撞击性能检测原理见图1。

注 ：不同材料的门扇，根据其自身特点确定比较薄弱部位。

说明:

-调节装置

2—— 滑轮;

图 1 耐软重物撞击性能检测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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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门扇所能承受的撞击体最大下落高度作为分级指标，见表4。

用符合GB/T 14155规定的撞击体进行撞击试验，下落高度按表4 的规定逐级提高，不同下落髙度 

只撞击一次，撞击试验后，门扇应无明显变形，启闭无异常，使用无障碍。

6 . 2 . 2分级

表 4 耐软重物撞击分级

分级 1 2 3 4 5 6

软重物下落 

髙 度 mm
100 200 300 450 700 950

6 . 2 . 3检测方法

整樘门耐软重物体撞击试验应按GB/T 14155规定的方法检测。

6 . 3 耐垂直荷载性能 

6 . 3 .1原理

在开启状态下的门窗活动扇顶部指定的位置施加一垂直静荷载F ，测定活动扇在竖直平面内的变 

形，耐垂直荷载性能检测原理见图2。

说明：

1 --位移计

2 --门扇。

图 2 耐垂直荷载性能检测原理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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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 2分级

采用活动扇残余变形量不大于S 时所承受的最大垂直荷载F 作为分级指标，分级应满足表 5 的 

要求。

注 ：S 指活动扇残余变形量的最大允许值。不 同 材料门窗 8 值有所不同，应根据相应的国家现行门窗产品标准

确定。

表 5 耐垂直荷载性能分级 单位为牛顿

分级 1 2 3 4

F 100 300 500 800

6 . 3 . 3检测方法

应按 GB/T 29049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 . 4 抗静扭曲性能

6 . 4 .1原理

固定活动扇自由边一角，在自由边另一角施加静态试验荷载F ，测定活动扇在静态扭曲力作用下的

残余变形量，抗静扭曲性能检测原理见图3。

单位为毫米

50±5

说明：

1—— 位移计; 

2 固定点。

图 3 抗静扭曲性能检测原理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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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活动扇残余变形量不大于S 时所承受的最大静态试验荷载F 为分级指标，分级应满足表6 的 

要求。

注 ：S 指活动扇最大允许变形量，一般取 5 mm。不同材料的门窗d 值有所不同，根据相应的门窗产品标准确定。

6 . 4 . 2分级

表 6 抗静扭曲性能分级 单位为牛顿

分级 1 2 3 4

静态试验荷载F 200 250 300 350

6 . 4 . 3检测方法

抗静扭曲性试验应按GB/T 29530规定的方法检测。 

6 . 5 抗扭曲变形性能 

6 . 5 . 1原理

模拟推拉门窗在启闭过程中，当活动扇受到阻力作用时仍强行推拉执手，在安装执手的部位产生扭 

曲变形的情况，抗扭曲变形性能检测原理见图4。

图 4 抗扭曲变形性能检测原理图

6 . 5 . 2测置指标

采用活动扇施加200 N 作用力时，镶嵌位置的负载变形和卸载残余变形量为测量指标。

注 ：卸载残余变形是主要指标，一般取 1 mm。

6 . 5 . 3检测方法

6.5.3.1在活动扇开启状态下固定活动扇。

6.5.3.2在活动扇执手处，施加 200 N 与启闭方向一致的作用力F ，保持 5 s 后立即卸荷，卸荷60 s后， 

记录活动扇自由端扇框中心线上测试点的位置初始位移读数a。，精确到0• 02 mm。

6.5.3.3第二次施加200 N 的负荷，保持6 0 s。记录此时的测试点的读数立即卸荷，6 0 s后，记录测 

量仪器上的读数a2。

6.5.3.4按式(1)和式(2)分别计算第二次加载时的负载变形和卸载后的残余变形，精确到0• 02 mm。

汐F = 泛 1 _ C L〇 ........................................ ( 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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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 ci2  ~ a〇 .................... ( 2 )

式中：

Sf--- 负载变形，单位为毫米(mm);

Sc---残余变形，单位为毫米(mm);

a〇---测试点的位置初始位移，单位为毫米(mm);

aa—— 200 N 的负荷时，测试点的位移，单位为毫米(mm);

a 2 ----卸荷60 s后，测试点的位移，单位为毫米(mm)。

6.5.3.5检査并记录活动扇启闭是否正常，试件是否破坏。作用力及变形检测位置见图5。

Lin
a) 未受力状态

说明：

F —— 作用力，N;

a 〇--- 初始位移，mm;

ai ---受拉力负载位移，mm;

a \ --- 受推力负载位移，mm。

图 5 推拉门窗扭曲变形检测作用力及变形检测位置示意图

6.5.3.6重复上述步骤，施加相反方向的荷载F ，并记录对应位置的位移aLai、̂ 。按式（1)和式（2) 

分别计算负载变形和残余变形，精确到〇.〇2 mm。检査并记录活动扇启闭是否正常，试件是否破坏。 

注 ：对于没有外凸执手的推拉门窗可不作扭曲试验。

6 . 6 抗对角线变形性能

6 . 6 .1原理

模拟推拉门窗在启闭过程中，当门窗活动扇受到阻力作用时仍强行推拉活动扇，门窗活动扇产生对 

角线变形的情况，见图6。

8

图6 推拉门窗对角线变形示意图



GB/T 9158—2015

6 . 6 . 2检测指标

采用活动扇施加200 N 作用力时，活动扇对角线负载变形量和残余变形量为测量指标。

6 . 6 . 3检测方法

6.6.3.1卡住活动扇的一角，见图7 和图 8。

6.6.3.2在活动扇的执手处，施加 200 N 与启闭方向一致的作用力F ，保持 5 s 后立即卸荷，卸荷60 s 
后，记 录 两 条 对 角 线 的 测 量 值 的 初 始 读 数 ，精确到 0.5 mm，计算第一次加荷后活动扇对角线的 

差值心，加荷位置见图7 和图 8。

6.6.3.3第二次施加200 N 的负荷，保持60 s。记录此时的活动扇两条对角线A 、心的测量值，立即卸 

荷，60 s后，记录此时的活动扇两条对角线山、心的测量值，单位均为mm，精确到 (X 5 mm。计算第二 

次加荷时及卸荷后活动扇对角线的差值〜和《2。检查并记录活动扇启闭是否正常，试件是否破坏。

F --- 作用力。

图7 左右推拉窗加载位置示意图

说明：

F —— 作用力；

d ,—— 对角线 1; 

d 2—— 对角线 2。

图 8 上下推拉窗加载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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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6 . 4检测结果

按式(3)和式(4)分别计算第二次加载时的对角线负载变形量和卸载后的对角线残余变形量，精确 

到 0• 02 mm。

5f= ^ i ~ ~ cl〇 .................... ( 3 )

Sc =  ^ 2  一〇>〇 ....... ............. ( 4 )

式中：

心—— 负载变形，单位为毫米(mm);

心—— 残余变形，单位为毫米(mm);

a〇—— 第一次加荷后活动扇对角线的差值，单位为毫米(mm);

〜—— 200 N 的负荷时，活动扇对角线的差值，单位为毫米(mm); 

a 2 ----卸荷60 s后，活动扇对角线的差值，单位为毫米(mm)。

6 . 7 抗非正常受力性能

6 . 7 . 1大力关闭

6.7.1.1 原理

大力关闭试验是模拟开着的门或窗，当撑挡没有锁紧或功能失效时，检测在阵风吹袭下活动扇与框 

发生猛烈碰撞时的承受能力。

6.7.1.2检测要求

试验负荷应通过定滑轮作用在门扇或窗扇的执手处，其大小为75 Pa乘以门扇或窗扇的面积，在此 

试验负荷作用后，检查门窗是否发生破坏或功能障碍。

注 ：75 Pa相当于七级风的作用力的一半。

6.7.1.3检测设备

6.7.1.3.1门窗试件的固定装置

应保证整樘门或窗能按其正常使用状态进行安装固定，不会因为试样上施加外力而发生任何方向 

上的位移，并不应妨碍门、窗扇框幵关方向的自由度。

6.7.1.3.2加力和测力装置

加力装置应保证试验负荷能连续稳定地施加在试样上，并能保持检测设定值;测力装置量程不应小 

于 1 000 N，示值精度为1 N。

6.7.1.4检测方法

将门扇或窗扇开启45°±5°，试验负荷应通过定滑轮作用在门扇或窗扇的执手处，其大小应相当于 

七级风的作用力的一半即为75 Pa乘以门扇或窗扇的面积，松开撑挡等限位装置，使门扇或窗扇在负荷 

作用下猛力关闭，重复该步骤10次，观察并记录试样有无影响正常使用的变形、故障和损坏。

6.7.1.5检测结果

试验后应记录试件的详细损坏情况，包括损坏的性质、部位和严重程度，是否发生影响正常使用的 

变形、故障和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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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7 . 2开启限位

6.7.2.1 原理

模拟平开旋转类窗在锁闭装置松开状态下，关闭的活动扇在阵风吹袭突然开启时限位装置及其和 

框扇连接的承受能力。

注 ：平开旋转类窗包括平开窗、滑轴平开窗、悬窗、平开下悬窗、滑轴上悬窗等。

6.7.2.2检测要求

通过重物的自由落体进行活动扇冲击试验，反复3 次后，检查限位装置是否破坏。

6.7.2.3检测方法

将非弹性绳子的一端和门窗执手位置处相连接，另一端通过一个定滑轮后挂一个10 kg±0. 05 kg 

的重物，通过重物的自由落体使活动扇加速开启。以活动扇到达限位装置开启极限位置时重物下落到 

达的位置作为基准面，以重物距基准面200 mm± 10 mm髙度时的活动扇位置作为初始位置。重物从 

初始位置下落到距基准面20 mm士2 mm时停止下落，之后活动扇利用自身的运动惯性到达开启极限 

位置。如果测试过程中活动扇的开启角度发生变化，基准面不作改变。幵启限位测试装置见图9 和 

图 10。

图 9 下悬窗开启限位检测示意图

b) 初始位置示意

图 1 0 平开窗开启限位检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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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7 . 3撑挡试验

6.7.3.1 原理

模拟平开门窗在正常开启状态下，活动扇在阵风吹袭时撑挡的承受能力。

6.7.3.2检测指标

活动扇在开启状态下，由撑挡定位，通过垂直活动扇方向施加荷载，检测活动扇的最大变形量心和 

残余变形量心，检查撑挡是否破坏。

6.7.3.3检测方法

6.7.3.3.1活动扇开启角度为45°±5°或最大位置。

6J .3.3.2在活动扇自由边梃中点位置，沿活动扇垂直方向施加500 N 的荷载，保持 5 s后立即卸载，卸 

载 60 s后，记录自由边梃中点位置至框对应位置距离的初始读数〜，精确到 0.01 mm。检测加载位置 

见图 11〜图 13。

6.7.3.3.3第二次加载500 N，保持60 s，记录自由边梃中点位置至框对应位置距离的负载读数^，立 

即卸载，60 s后，记录该位置残余变形〜，单位均为毫米，检査并记录活动扇开关功能是否正常，撑挡是 

否破坏。

6.7.3.3.4重复上述步骤，施加相反方向的荷载，并 记 录 对 应 位 置 的 位 移 和 义 值 。

图 1 1 平开类门窗撑挡试验加载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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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4检测结果

按式(5)和式(6)分别计算正、反两个方向第二次加载时的负载变形量和卸载后的残余变形量，精确 

到 0• 01 mm。

谷F= a i——a〇 .................... ( 5 )

8 c = cl2 ~ cl〇 .................... ( 6 )

式中：

Sf 负载变形，单位为毫米(mm);

心—— 残余变形，单位为毫米(mm);

a〇— - 第一次加荷后自由边梃中点位置至框对应位置距离的初始读数，单位为毫米(mm);

—— 500 N 负荷保持60 s 时，自由边梃中点位置至框对应位置距离的负载读数，单位为毫米 

(mm);

a2—— 卸荷60 s后，该位置残余变形，单位为毫米(mm)。

7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格式参见附录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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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委托单位和检测单位信息；

b)  试件的类型、型式、规格尺寸及其有关构造的详细资料和图示(包括整体立面、剖面和型材断面 

图等）；

c)  玻璃厚度、类型和镶嵌方法；

d)  试件所用五金件的说明；

e)  试件的开启方式；

f)  检测项目、检测依据、检测设备及检测日期；

g)  检测结果的数据、图表及描述；

h)  主检人、审核人及批准人签名。

GB/T 915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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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门窗力学性能检测记录及报告 

表 A. 1 门窗力学性能检测记录

检测项目 要求

检测结果

检测结论

试 件 1 试 件 2 试 件 3

启

闭

力

手指操作五金件力/力矩

手操作五金件力/力矩

活动扇操作力/力矩

耐软重物撞击

耐垂直荷载

抗静扭曲

扭曲变形

对角线变形

大力关闭

开启限位

撑挡试验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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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2 门窗力学性能检测报告

报 告 编 号 ： 共 页 第 页

委托单位

地 址 电 话

抽样地点 送 /抽样日期

工程名称 生产单位

样品

名称 状 态

规格型号 商 标

开启方式 开启缝长

玻璃品种 镶嵌方法

检测

项目 数 量

地点 日 期

依据

设备

检测结论

X X性能，检测结果为X X X ，属国家标准 GB/T X X X X-X X X X 的第X级 。

(检测报告专用章)

批 准 ： 审 核 ： 主 检 ：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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