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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6776—202×《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修订

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起草过程等

1、任务来源

2019 年 4 月 4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下达《轿车轮胎》等 44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

订计划的通知”，本项目的修订计划列入其中。项目名称为“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项目计划号为

20190053-Q-339；代替标准为：GB 16776-2005、GB 24266-2009。项目的主管部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业和信息化部。项目的负责起草单位为：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建筑材料工业技术监督研究中心、中国建材

检验认证集团苏州有限公司。

2、 起草人员及所在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建筑材料工业技术监督研究中心、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苏州有

限公司等。

起草单位起草人任务分工：见表 1。

表 1 任务分工情况（待补完）

序号 任务分工 单位 起草人

1 文本起草、行业情况调研、分

析，过渡期及实施建议

中国建筑防水协会

建筑材料工业技术监督研究中心

（待补完）

2 文本起草、编制说明、验证试

验报告编制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苏州有限公司

3 参加编制和工作会讨论、提供

相关资料建议

河南建筑材料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美国科潘诺实验设备公司上海代表处

4 参加验证试验工作 国家合成树脂质检中心

国家化学建材测试中心

5 验证试验样品提供、参加编制

工作讨论，提供企标或国内外

相关资料（排名不分先后）

广州市白云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中原思蓝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陶氏（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江门大光明粘胶有限公司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凌志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高士实业有限公司

西卡（中国）有限公司

迈图高新材料集团



广东长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奋发粘胶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永安胶业有限公司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宝龙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 起草过程

2019 年 6 月 27 日，负责起草单位在在前期立项预研的基础上，在广东省佛山市组织召开了标准动员会

议。来自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结构胶生产企业、上下游企业、检测机构和媒体等单位在内的约

100 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秘书长朱冬青在致辞中谈到了住建部正在组织编制 38 本全

文强制规范的一些工作情况，并介绍了规范要求地下和民用建筑不低于 25 年预期设计工作年限的要求。朱

冬青秘书长指出本标准应符合国家强制性规范的有关要求，提升编制水平和标准技术水平，并作为密封胶

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标志。全国轻质与装饰装修建筑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筑密封材料分技术委员会

秘书长段爱萍介绍了标准立项的过程，并提出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管理的相关要求，

应注意标准的协调性问题，编制高技术水平的全文强制标准，积极发挥标准引领产品质量提升的引导作用。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德明提出了结构胶产品在应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和重要性的问

题，并希望通过修订本标准，引导结构胶生产企业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并进一步加强对产品的质量控制，

交付给社会高质量的结构密封胶产品。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苏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志远通过 PPT 介绍

了现行的国内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和 GB 16776 标准的修订背景和修订方向，同时介绍了建议草案中的试验

项目和试验方法。与会的企业代表，郑州中原、成都硅宝、杭州之江、广州白云、美国 Q-lab、集泰化工、

中天氟硅、江西星火等先后发言，分别从市场角度、政策角度和企业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

重点集中在修订标准与原有 GB 16776-2005 和 GB 24266-2009 两项标准的继承和衔接问题，产品分类、试

验项目的数量和必要性、试验方法的可行性等一系列问题。

2020 年 4 月 14 日，负责起草单位以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了标准第一次工作会议。工业和信息化部原

材料司建材处岳全化处长、干部白云峰、石琳，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结构和调整发展部周丽玮主任，全国

轻质与装饰装修建筑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筑密封材料分技术委员会(SAC/TC195/SC3)段爱萍秘书长，中

国建筑防水协会朱冬青秘书长及来自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生产企业、用户单位、第三方检测认

证机构的编制组成员共 39 人出席了视频会议。会议由中国建筑防水协会朱冬青秘书长主持。朱冬青首先介

绍了与会的领导、主编单位代表和各企业家代表，并对大家的参会表示欢迎。同时也简要介绍了本标准前

期申请、立项时所作的一些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司建材处岳全化处长为标准的启动做了开题和动

员工作，他要求编制组充分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认真讨论，集思广益，做好标准的起草、验证、审

查和报批等工作，积极推动标准的修订和实施。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结构和调整发展部周丽玮主任要求编

制组严格执行新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格落实国标委计划文件的要求，按既定的进度节点去

完成好标准起草的各项工作。在制定过程中应注意保持与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一致，认真撰写编制



说明，体现编制组各成员的工作分工，保证强制性标准制定过程的公开、透明，站在国家层面的高度，按

照国标委下达的计划，结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编写要求“高标准、严要求、公开、透明”认真编写。建筑

密封材料分技术委员会(SAC/TC195/SC3)段爱萍秘书长对标准编制组的工作分工和时间进度安排提出了指

导性意见。建筑材料工业技术监督研究中心的刘武强教授级高工提出标准编制过程应公开透明，尊重生产

企业和用户企业的各方意见，尽可能达到和满足国际先进标准的要求，刘武强教授级高工建议不同实验室

间做一些比对试验。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苏州有限公司朱志远教授级高工以 PPT 的形式介绍了标准修订

工作的主要情况，包括现行国内外标准、强制性工程规范、强制性标准管理办法的要求、产品标准修订背

景和技术要求等。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尚华胜副秘书长介绍了编制工作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与会代表就编

制大纲、主要技术问题、试验验证、分工等内容进行了充分讨论。大家对设计工作年限、提高低温温度、

贮存期，以及标准项目检测周期过长的问题等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中国建筑防水协会朱冬青秘书长在

总结发言时提到，本标准的修订将对行业的技术水平提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在编制时应关注产品最大需

求方住建部的全文强制规范，这些规范明确提出了设计使用年限的要求。作为供给方应编制高水平的标准，

以全面满足市场的需求。会后，编制组会后将与与会代表积极沟通参编、任务分工和验证试验等具体工作，

按计划推进下步工作。

2020 年 4 月，负责起草单位组织开展了标准验证试验工作，具体内容详见下文验证试验情况。

2021 年 1 月 29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管理和指导，由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建筑

材料工业技术监督研究中心、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苏州有限公司等单位负责组织修订的国家标准《建筑

用硅酮结构密封胶》GB 16776 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了编制组第二次工作会议。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周丽

玮处长、全国轻质与装饰装修建筑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筑密封材料分技术委员会(SAC/TC195/SC3)段爱

萍秘书长、中国建筑防水协会朱冬青秘书长、建筑材料工业技术监督研究中心的刘武强教授级高工、中国

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苏州有限公司朱德明总经理，以及来自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生产企业、用户

单位、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的编制组成员共 34 人出席了视频会议。会议由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尚华胜副秘书

长主持。周丽玮着重强调了要编写组要严格按照新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写，按进度安排好

各项标准修订工作。要站在国家高度来编制强制性标准，并考虑好标准将来的实施效果。防水协会朱冬青

秘书长代表主编单位致欢迎词并讲话。朱冬青简单介绍了当前建筑防水行业整体发展情况和未来趋势，从

国家和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角度重申了《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修订的重要性，编制时应关注产品最大需

求方住建部的全文强制规范，这些规范明确提出了设计使用年限的要求。作为供给方应编制高水平的标准，

以全面满足市场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打通供给端和应用端的通道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朱德明简单介

绍了标准验证试验的情况，并呼吁参加起草的企业带头调整配方，起到引领行业升级进步的作用。刘武强

提出制定标准要体现技术进步，满足用户需要，编制组应共同努力把标准做好。朱志远和余奕帆代表编制



组介绍了验证试验结果分析和标准工作组讨论稿。与会代表就验证试验结果分析和标准内容进行了充分讨

论，并提出增加设计使用年限的描述；增加割线刚度等术语定义；增加密度、伸长率 10%时的拉伸模量、剪

切模量等项目；调整指标；加入周期检验判定等诸多意见和建议。同时与会代表围绕是否放入最大强度时

延伸率、蠕变性能等项目和是否调整弹性恢复率和 80℃剪切强度保持率等指标展开了热烈讨论。经过讨论，

编制组明确了下一步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1）编写本次会议的会议纪要；2）针对会议上代表们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完善文本内容；尽快形成标准征求意见函草案，并组织内部小组讨论。朱冬青秘书长在总结发言

时提到，即将发布实施的全文强制性标准是我们的最低要求，本标准的编写要适应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本标准的修订将对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在会后，主编单位会后将与全体编制组成员积

极沟通，按计划推进下步工作。

2021 年 6 月，根据第二次工作会议精神，编制组形成了征求意见材料，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计数据

等）及理由

1、 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修订原则是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给出的原则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现行标准、政策法规进行编制的。标准文本格式、

条款主要是根据 GB/T 1.1—2020 进行编制，制定本标准时充分考虑到满足我国的技术发展和生产需要，充

分体现行业进步和发展趋势，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推动行业技术水平提高。本标准技术内容跟踪国际先进

水平，鼓励新技术的推广。本标准试验方法尽量采用现行的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以使试验数据具有准确

性、科学性与可比性。

2、本标准强制的理由

本产品直接涉及建筑幕墙工程的财产安全、及人身安全。我国目前是新建幕墙工程的第一大国。因近

些年国内发生多起玻璃幕墙坠落伤人事件，国务院曾批示住建部重点关注幕墙安全。住建部多次约见 GB

16776-2005《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第一主编单位中国建筑防水协会，明确要求提高硅酮结构密封胶的

耐久性和质量，满足 25 年的预期使用寿命。由于住建部是玻璃幕墙最大用户和行业主管部门，故有必要按

国际上技术水平和要求最高的欧洲标准来整合修订我国 GB 16776 国家标准，进一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耐久

性，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引导行业技术进步，淘汰落后产能和提升规模，保证建筑幕墙的安全可靠，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3、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简称：硅酮结构胶）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预期设计使用年限不低于25年的建筑幕墙及其他结构粘结装配用硅酮结构密封胶。

（2）术语和定义：

割线刚度 secant stiffness 粘结试件密封胶应力应变曲线上，某一点应变对应的应力与初始应变对

应的应力差值与对应的应变差值间比值。

嵌入结构密封组件 kit with insert in the structural seal 指机械承重支撑装置、安全装置、或
其他相关装置或部件伸入结构密封胶中的组件。

全玻幕墙 full glass curtain wall 由玻璃面板和玻璃肋构成的建筑幕墙。[来源：GB/T 21086—2007，

3.8]

（3）分类：

产品按组成分为单组分（1）和双组分（2）型。

产品按适用的基材分为玻璃（G）、铝材（AL）、其它金属（M）。

（4）要求：

1）外观：

产品应为细腻、均匀膏状物或粘稠体，无气泡、结块、结皮或凝胶，无不易分散的析出物。

双组分产品两组分的颜色应有明显差异。产品的颜色与供需双方商定的样品相比，不得有明显差异。

外观是反映密封胶储存后是否稳定，密封是否良好，采用搅拌目测检查。密封胶应为细腻、均匀膏状

物或粘稠体，不应有气泡、结块、结皮或凝胶，无不易分散的析出物。为了防止产品混杂和发货错误，双

组分密封胶的各组分的颜色应有明显差异。某些场合需要彩色密封胶，产品的颜色也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产品的颜色与供需双方商定的样品相比，不得有明显差异。

2）理化性能：

理化性能要求和指标说明见表 2。

表 2 理化性能要求和指标说明

序号 项 目 要 求 指标说明

1 一致性评价
热重分析 报告 是反映了产品质量的稳定，原材料、生产工艺的统一

稳定，报告谱图。红外光谱 报告

2 密度g/cm3 规定值±0.05 产品一致性，指导工程用量

3 下垂度/mm
垂直 ≤3

产品的触变性，不流挂。指标是密封胶的通用要求
水平 无变形

4 表干时间/h ≤3
反映了产品干燥不粘附的时间，时间越短可以越早搬

运等，采用密封胶的通用要求

5 挤出性 /s ≤10
仅单组分，反映打胶时的易操作性，单位时间挤出量

越大施工越方便

6 适用期 /s 20min时，≤10 适用于双组分，表征两组分混合后的可操作时间

7 硬度（Shore A） 20～60
产品一致性检测项目，反映了产品固化反应程度及强

度，需要一个适宜的范围

8 气泡 无可见气泡
反映了密封胶会否发生固化释放小分子，产生气泡聚

集的不良现象，指标要求无可见气泡

9 刚度

割线刚度K12.5 报告 为了方便工程设计计算，报告割线刚度，水紫外处理

前后的割线刚度比要求材料在光照后应具有一致的

力学性能，无显著衰减。

水－紫外线光照后

刚度比Kc,12.5/K12.5

0.5≤Kc,12.5/K12.5≤

1.10

10

拉伸

粘结

性能

23℃拉伸粘结强度

标准值Ru,5/MPa
≥0.50 评价密封胶承受拉伸作用的能力

拉伸模量
报告23℃拉伸粘结

性在伸长率为

为了方便工程设计了解密封胶的δ值时的变形，报告

23℃拉伸粘结性在伸长率为5%,10%,15%,20%和25%时



5%,10%,15%,20%和

25%时的强度

的强度

拉伸

粘结

强度

保持

率/%

80℃ ≥75

评价密封胶承受拉伸作用的能力，模拟了密封胶在幕

墙结构应用时可能经受的高低温、水-紫外线辐照、

化学侵蚀等各种状况条件下的粘接有效性。

对于极端应用地区，较-20℃更低的试验温度可由供

需双方商定

10%的拉伸模量≥0.15MPa的要求仅适用于中空玻璃

二道密封用结构胶产品

-20℃ ≥75

水－紫外线

光照
≥75

NaCl盐雾 ≥75

SO2酸雾 ≥75

清洗剂 ≥75

粘结破坏面积（所有

拉伸粘结性项目）/% ≤10

伸长率10%时的拉伸

模量/MPa
≥0.15

11
剪切

性能

23℃剪切强度标准

值Ru,5/MPa
≥0.50

评价密封胶结处抵抗剪切破坏的能力，考虑到国内禁

止完全依赖结构胶无支撑装置的全隐框构造，因此将

80℃剪切强度保持率适当调整，相比欧标增加了有支

撑时≥65%的要求。23℃剪切模量报告，是由于结构

设计计算的需要提供。

全玻幕墙用透明结构胶产品不适用于本项目。

剪切模量

报告23℃剪切性能

在伸长率为

5%,10%,15%,20%和

25%时的强度

剪切

强度

保持

率/%

80℃

无支撑装

置
e ≥75

有支撑装

置
≥65

-20℃ ≥75

粘结破坏面积（所有

剪切性能项目）/% ≤10

12

抗撕

裂性

能

拉伸

强度

保持

率/%

有嵌入结构

密封组件
＞75 模拟和评价密封胶在收到切割作用下，保持强度和阻

止破坏传播的能力

全玻幕墙用透明结构胶产品不适用于本项目。
无嵌入结构

密封组件
≥50

13
疲劳

循环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

率/% ≥75
反映了密封胶在受力和位移往复疲劳循环后的性能

保持率，检验残余机械力作用下的疲劳应力对密封粘

结的影响。粘结破坏面积/% ≤10

14 质量变化 热失重/% ≤6.0
是为了防止密封胶中小分子挥发迁移造成体积收缩，

产生内应力，降低位移能力

15 烷烃增塑剂 不得检出

为了防止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加入影响产品耐久性的

白油等低分子产品，参考了国家标准GB/T

31851-2015 《硅酮结构密封胶中烷烃增塑剂检测方

法》，红外光谱无烷烃增塑剂峰

16 弹性恢复率/% ≥90
用于评定密封胶的弹性松弛行为和经长期载荷作用

后的松弛行为

17 弹性模量 报告 弹性模量目的是确定模量E0的计算。

紫外线老化处理后拉伸性能保持率反应产品的耐uv

性能。
18

紫外线老化处理后拉伸性能

保持率/% ≥75

19 蠕变性能

91d受力后位

移/mm
≤1 反映了硅酮结构胶在非支撑系统中在持久重力和风

雪荷载等因素持续作用下，密封胶不发生变形（位移）

的能力
力卸载24h后

最大位移/mm
≤0.1

3）硅酮结构胶与附件相容性反映了装配后长期使用状态下的保证不相互反应，影响密封胶性能，作为

工程应用性能。

4）硅酮结构胶与工程基材的粘结性反映了由于基材材质、处理、清洁、底漆等因素对粘结效果的影响。

（5）试验方法

标准的试验方法尽可能采用与欧标相同的国内试验方法。我国目前的 GB/T13477-2002《建筑密封材料

试验方法》基本采用的是 ISO 标准，与欧标基本相同，因此标准试验方法主要采用 GB/T13477。

1）标准试验条件采用密封胶的通用条件，与欧标相同，温度(23±2)℃，相对湿度(50±5)%。



2）试件准备采用 GB/T 13477.1 的方法，为了保证基材承受拉伸粘结强度采用工字形试件，必须一面

为玻璃，养护 28d。为了使密封胶湿气固化更好，养护期间尽早分离挡块。

为了保证试验结果的可靠性并得到标准值，23℃粘结性能试件数量常温至少 10 块。

3）参考欧标，为了保证强度结果的可靠性，23℃强度标准值计算取平均值减去置信因子和标准偏差的

积，用 Ru,5表示。变化率用平均值计算，为了保证样品制备质量，提高重复性，根据验证试验要求变异系

数不超过 10%，否则重新制备试件。

4）外观：目测检查

5）下垂度按 GB/T 13477.6进行，试验温度采用（50±2）℃。

6）表干时间按 GB/T 13477.5进行。

7）挤出性参考 ASTM C1184的要求，0.34MPa，口径 14mm，一次挤出。

8）适用期，测定样品混合后 20min 时的挤出性。

9）硬度采用 GB/T 531.1的邵 A硬度，涂膜厚度 6~7mm。

10）气泡采用欧标试验方法，密封胶应填满玻璃和铝材之间的空隙，必须没有任何气泡。间隔 7d检查

一次。

11）拉伸粘结性是密封胶是主要机械力学性能。拉伸试验采用 GB/T13477.8 的方法，同时记录拉力及

对应伸长率、粘结破坏面积等。

80℃，-20℃拉伸粘结性是在该温度条件下放置 24h，在该温度进行拉伸试验。

水-紫外线光照后拉伸粘结性按照欧标 ETAG002-2012的方法，首先是净水装置中水的电导率要电阻应

小于 10MΩ,<30μS)，设备需要一套超净水处理系统，水温（45±1）℃，此外采用 GB/T 16422.2-2014氙弧

灯光源，在试件上表面的辐照强度应为波长范围从 300nm到 400nm处（60±5）W/m2,辐照 1008h。与原 GB
16776相比，对水的要求提高了，时间延长，水温提高，ETAG002的 2001版辐照强度原为（50±5）W/m2，

并且 2012版明确光源符合 ISO 4892-2（GB/T 16422.2等同）。

盐雾处理后拉伸粘结性试验方法按照欧标要求，采用 GB/T 10125(等同 ISO 9227:2006)，NSS（中性盐

雾试验）480h。
酸雾处理后拉伸粘结性试验方法，欧标是 ISO 3231，目前没有采用相应标准的国内标准，主要是

GB/T9789-2008(ISO6988:1985)《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 通常凝露条件下的二氧化硫腐蚀试验》、

GB/T2423.33-2005《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Kca 高浓度二氧化硫试验》，欧标试

验方法与 GB/T9789相近，气体浓度：0.20L的 SO2，进行 20个循环。

清洁剂处理后拉伸粘结性，欧标是按生产商要求的清洁剂，目前试验采用的是汉高的家用洗洁精，浸

入（45±2）℃清洁剂溶液中 21d。
在 EN 15434中有 100℃热老化后拉伸粘结性，标准采用了 EN15434的方法，（100±2）℃的烘箱中放

置 7d。
12）剪切强度是欧标的试验方法，标准按欧标进行试验，在剪切状态试验，拉速 5.5mm/min±0.5mm/min，

分别试验 23℃，80℃，-20℃时的剪切强度。

13）撕裂强度按欧标进行，在工字形试件两端分别切割深度 5mm，进行拉伸粘结性试验。

14）疲劳循环强度是欧标的重要性能，标准按欧标进行，以 8s为一个周期，100次,从 0.1σdes至设计

强度σdes;250 次,从 0.1σdes 至 0.8 倍设计强度σdes;5000 次,从 0.1σdes 至 0.6 倍设计强度σdes;其中：

σdes=Ru5/6 。然后进行拉伸粘结性试验。

15）质量变化（热失重），欧标采用的是体积变化，ASTMC1184是热失重，相对而言，ASTM要求高，

标准采用了欧标方法但采用质量变化，按 GB/T13477.19试验。

16）烷烃增塑剂采用国家标准 GB/T 31851-2015 《硅酮结构密封胶中烷烃增塑剂检测方法》。如果在

红外光谱图的波数范围（715～725）cm
－1
、（1375～1385）cm

－1
、（1450～1470）cm

－1
、（2850～2860）cm

－1
、（2920～2930）cm

－1
、（2955～2965）cm

－1
中出现至少 4 个吸收峰，则可判定样品中含有烷烃类增塑剂

（如白油、液体石蜡）。



17）弹性恢复率按 GB/T13477.17进行，伸长率为 25%，与欧标相同。

18）密封胶耐紫外线拉伸性能保持率按欧标进行，涂膜厚度（2.2±0.2）mm，光源要求氙灯光源，时

间为（504±4 ）h，与未处理的试件比较拉伸强度和断裂延伸率的保持率，采用 GB/T528的哑铃 1型。

19）蠕变性能按 ETAG002-2012进行试验，环境条件是（23±2）℃，相对湿度（50±5）%的规定进行，

加荷程序是：L = 200mm， h = 9mm， M1 = 3600·Px，P（x = 1~3） ，P1=1σdes 7 天，P2=0.6σdes 14

天，P3=0.3σdes 70 天，其中：σdes= Ru,5/6。在上述拉伸载荷作用的同时，样品还承受剪切载荷M2，

M2 是依照制造商给出的Γ∞作为基础计算得出，并设定最小蠕变因素为 10。 M2=2.h.L. Γ∞ ，

L=200mm， h=9mm，即 M2=3600. Γ∞。每隔 7d，测定位移。

20）附件相容性参考了 ASTM C 1087《玻璃结构用密封胶同附件相容性试验方法》、基材粘结性参考

了 ASTM C794《弹性密封胶剥离粘结性试验方法》，采用了 GB16776的方法。

21）与相邻材料的相容性按欧标进行，分为有紫外照射和无紫外照射两种方式，无紫外是采用加热的

方式，（60±2）℃和相对湿度（95±5）%，5 个试件 28d，2 个试件 56d。检查颜色变化和拉伸粘结性能保

持率。紫外方式是人工气候氙灯老化试验箱，样品表面辐照强度（60±5）W／m
2
（300nm~400nm）；温度:

（60±2）℃；周期:（504±4）h，测定剥离粘结性。

22）施工装配中结构胶的试验方法，按照 ASTM C 1401《硅酮结构密封胶装配玻璃的标准指南》，参考

GB16776。

23）23℃拉伸粘结性在伸长率为 5%,10%,15%,20%和 25%时的强度是在拉伸粘结性试验的同时测定，试

验采用 GB/T13477.8 的方法，同时报告初始刚度 K12.5 和水紫外线光照后刚度保持率，报告 12.5%时弹性模

量。

24）一致性评价参考欧标方法，采用热重和红外光谱进行试验。

25）密封胶弹性模量按欧标方法进行，涂膜厚度（2.2±0.2）mm，按照 GB/T 528裁取哑铃 1型试件 5

个,按 GB/T 528进行试验，拉伸速度 5mm/min。计算割线模量。

（6）检验规则

1）出厂检验

在型式检验合格的前提下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密度、下垂度、表干时间、挤出

性（仅适用于单组分）、适应期（仅适用于双组分）、硬度（Shore A）、23℃拉伸粘结强度标准值 Ru,5、

23℃拉伸粘结破坏面积、伸长率 10%时的拉伸模量（仅适用于中空玻璃二道结构粘结用密封胶）。

2）周期检验

在型式检验合格的前提下每年进行周期检验，周期检验项目包括：出厂检验项目和一致性评价。

3）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 5.1外观、5.2理化性能要求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产品定型鉴定时；

b) 正常生产时，每 2年进行一次，2年之间进行一次周期检验；

c) 原材料、工艺等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产品停产 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4、修订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内容变化及依据

修订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内容变化见表 3。

表 3 修订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内容变化及依据

序号 项 目 本标准要求 GB 16776-2005 GB 24266-2009 修订依据

1 一致性评价 热重分析 报告 / / 新增项目，参考欧标



ETAG002红外光谱 报告 / /
2 密度g/cm3 规定值±0.05 / / 新增，一致性要求

3 下垂度/mm
垂直 ≤3 ≤3 ≤3

与原标准一致
水平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4 表干时间/h ≤3 ≤3 ≤3 与原标准一致

5 挤出性
a
/s ≤10 ≤10 ≤10 与原标准一致

6 适用期
b
/s 20min时，≤10 ≥20min 供需双方商定 与原标准一致

7 硬度（Shore A） 20～60 20～60 30～60 与原标准一致

8 气泡 无可见气泡 / /
新增要求，与欧标ETAG002

要求一致

9 刚度

割线刚度K12.5 报告 / /
新增要求，与欧标ETAG002

要求一致
水－紫外线光照后刚度

比Kc,12.5/K12.5

0.5≤Kc,12.5/K12.5≤

1.10
/ /

10

拉伸

粘结

性能

23℃拉伸粘结强度标准

值Ru,5/MPa
≥0.50 23℃≥0.60 MPa 23℃≥0.60 MPa

试验结果从平均值改为Ru，5

值，要求更高，与欧标

EN15434要求一致

拉伸模量

报告23℃拉伸粘结

性在伸长率为

5%,10%,15%,20%和

25%时的强度

记录并报告10%，

20%，40%伸长率

时的模量

/ 与欧标EN15434要求一致

拉伸粘

结强度

保持率

/%

80℃ ≥75 90℃≥0.45 MPa 90℃≥0.45 MPa
从强度值改为强度保持率，

要求更高，与欧标EN15434、
ETAG002要求一致

-20℃
c

≥75 -30℃≥0.45 MPa -30℃≥0.45 MPa

水－紫外线

光照
≥75

汞灯水紫外≥

0.45 MPa

汞灯水紫外≥

0.45 MPa

汞灯改为氙灯，时间从300h

延长至1008h，强度值改为强

度保持率，要求大幅高，与

欧标EN15434、ETAG002要
求一致

NaCl盐雾 ≥75 / / 新增结构胶应用要求，与欧

标EN15434、ETAG002要求

一致

SO2酸雾 ≥75 / /

清洗剂 ≥75 / /

浸水后 / ≥0.45 MPa ≥0.45 MPa
浸水紫外的要求更加严苛，

不再规定

23℃最大拉伸强度时伸

长率/% / ≥100 /
伸长率和结构胶的应用要求

没有必然关系，删除指标

粘结破坏面积（所有拉伸

粘结性项目）/% ≤10 ≤5 ≤5
与欧标EN15434、ETAG002

要求一致

伸长率10%时的拉伸模

量
d
/MPa

≥0.15 / ≥0.15

与被修订标准GB 24266一

致，中空二道结构密封胶性

能

11
剪切

性能

23℃剪切强度标准值

Ru,5/MPa
≥0.50 / /

新增要求，产品应用时会受

到幕墙单元自重等外界作用

产生剪切力作用，模拟实际

环境，要求和试验方法与欧

标EN15434、ETAG002要求

一致

剪切模量

报告23℃剪切性能

在伸长率为

5%,10%,15%,20%和

25%时的强度

/ /

剪切强

度保持

率/%

80

℃

无支撑

装置
e ≥75 / /

有支撑

装置
≥65 / /

-20℃ ≥75 / /

粘结破坏面积（所有剪切

性能项目）/% ≤10 / /

12 抗撕 拉伸强 有嵌入结构 ＞75 / / 新增要求，模拟产品放置裂



裂性

能

度保持

率/%
密封组件 口扩大的能力，与欧标

N15434、ETAG002要求一致无嵌入结构

密封组件
≥50 / /

13
疲劳

循环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75 / / 新增要求，产品会经受反复

疲劳作用，模拟抗疲劳变形

的能力，与欧标N15434、
ETAG002要求一致

粘结破坏面积/% ≤10 / /

14
质量变化(热老

化)

热失重/% ≤6.0 ≤10 ≤6.0

与被修订标准GB 24266一致龟裂 / 无 无

粉化 / 无 无

15 烷烃增塑剂 不得检出 / /

新增要求，防止结构密封胶

中加入白油等烷烃类增塑

剂，造成相容性

16 弹性恢复率/% ≥90 / /
新增要求，略低于欧标95%

的要求

17 弹性模量 报告 / /
新增要求，与欧标ETAG002

一致

18

紫外线老化处

理后拉伸性能

保持率/%

强度保持率

≥75 / /
新增要求，与欧标ETAG002

一致延伸率保持率

19 蠕变性能
e

91d受力后位移

/mm
≤1 / /

材料在保持应力不变的条件

下，应变不随时间延长而增

加的能力，新增要求，与欧

标一致

力卸载24h后最

大位移/mm
≤0.1 / /

a 仅适用于单组分产品；

b 仅适用于双组分产品；

c 当密封胶使用的月平均温度低于-20℃时，应根据供需双方确定的温度进行试验；

d 仅适用于中空玻璃二道结构粘结用密封胶；

e 仅适用于硅酮结构密封胶承受所有粘结密封单元的应力，在粘结密封单元底部没有设置防止粘结失效产生危险用支撑装置的幕墙

系统。



5、验证试验情况

（1）实验室间比对验证试验

负责起草单位组织了国家防水与节水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CTC 苏州）、国家合成树脂质检中心（晨光院）、国家化学建材测试中心（中国建

研院）三家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开展了实验室间比对验证工作（A 代表苏州实验室，B代表成都实验室，C 代表北京实验）。选择其中 5 个样品进行比对

测试其中：3 个单组分（其中 1 个透明），2 个双组分；3个国产样品，2 个进口样品。比对试验结果汇总见表 4。

表 4 三机构比对数据

项目 指标要求
9#（单） 10#（单） 13#(透明) 16#（双） 24#（双）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外观

细腻、均匀膏状物，无气泡、结

块、结皮和凝胶，搅拌后无不易

分散的析出物

√ √ √ √ √ √ √ √ √ √ √ √ √ √ √

下垂度
水平，mm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垂直 无变形 √ √ √ √ √ √ √ √ √ √ √ √ √ √ √

表干时间，h ≤3 0.65 0.50 1.00 0.62 0.67 1.00 0.23 0.33 0.50 1.50 2.0 1.00 0.90 1.50 0.70

挤出性，s ≤10 1.5 2.6 3.0 2.5 2.8 3.0 1.7 2.4 2.0 / / / / /

适用期，min ≥20 / / / / / / / / / 1.5 31 4.0 1.1 34 3.0

邵氏硬度 A 20-60 47 41 48 44 43 48 29 29 31 40 35 39 34 34 36

气泡 无可见气泡 √ √ √ √ √ √ √ √ √ √ √ √ √ √ √

拉伸粘结

性

23℃

拉伸粘结强度标

准值 Ru，5，MPa
≥0.50 1.09 1.02 0.91 1.20 1.04 0.94 0.73 0.61 0.49 1.23 1.60 0.89 1.46 1.39 1.20

粘结破坏面积 ，%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0℃
拉伸粘结强度保

持率，%
≥75 83 69 73 80 81 84 84 85 84 84 75 78 75 75 73



粘结破坏面积 ，% ≤1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20 0 0

-20℃

拉伸粘结强度保

持率，%
≥75 145 152 132 145 149 140 159 138 178 135 141 157 137 147 138

粘结破坏面积 ，%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3 0 0

水紫

外线

光照

拉伸粘结强度保

持率，%
≥75 116 88 / 118 94 / 110 100 / 95 120 / 95 86 /

粘结破坏面积 ，% ≤10 0 20 / 0 0 / 0 0 / 1 20 / 100 100 /

NaCl

盐雾

拉伸粘结强度保

持率，%
≥75 98 99 99 84 87 90 115 99 116 92 84 91 91 95 80

粘结破坏面积 ，%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O2

酸雾

拉伸粘结强度保

持率，%
≥75 92 111 99 90 77 84 109 103 105 85 94 91 90 98 82

粘结破坏面积 ，%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清洗

剂

拉伸粘结强度保

持率，%
≥75 110 100 96 96 97 94 111 101 104 86 94 95 95 101 89

粘结破坏面积 ，% ≤10 0 0 0 0 0 0 0 4 0 6 40 0 0 0 0

100℃

7d 高

温

拉伸粘结强度保

持率，%
≥75 96 107 107 97 103 103 102 101 115 112 109 121 104 111 119

粘结破坏面积 ，%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100 0

剪切强度

23℃

剪切强度标准值

Ru，5， MPa
≥0.50 0.76 0.81 0.54 1.15 1.10 0.61 0.43 0.36 0.30 1.03 1.00 0.95 1.19 0.97 1.13

粘结破坏面积，%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0℃

剪切强度保持

率，%
≥75 66 64 73 59 59 85 71 79 89 69 72 75 72 69 72

粘结破坏面积，%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 剪切强度保持 ≥75 125 138 146 158 137 158 165 196 131 158 137 150 141 173 141



率，%

粘结破坏面积，%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8 0 0

撕裂性能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75 95 107 117 86 91 90 61 65 81 88 87 97 101 106 117

疲劳循环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75 96 103 97 90 97 97 101 103 80 91 87 95 97 107 95

粘结破坏面积，%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量变化 热失重，% ≤6.0 2.1 2.2 3.3 3.2 3.1 3.0 4.5 4.5 4.7 1.6 1.4 2.1 2.0 2.1 2.8

烷烃增塑

剂
红外光谱

无烷烃增塑

剂
无 / 无 无 / 无 无 / 无 无 / 无 无 / 无

弹性恢复率，% ≥95 95 96 96 95 88 95 95 92 95 92 95 96 92 94 95

综合判断各项物理力学性能的检测结果，三机构的数据具有较好的可比性和一致性，粘结破坏面积出现的一些波动，主要原因在于一组试件中部分

试件出现了基材粘结面的破坏，在具体检测过程中，这种情况也是常见的，一般还需仔细甄别具体是基材问题，基材清洁方式问题还是材料自身问题。

（2） 全部样品验证试验结果

除了三机构比对外，其余样品的验证试验由中国建材检验认证今天苏州有限公司负责。共计收到来自 15 个企业的 25 个密封胶样品，其中单组分产

品为 14 个（其中透明结构胶 2 个）；双组分产品 11 个。编号 1～14：单组分；编号 15～25：双组分。全部样品均为用于有支撑幕墙系统，且无产品具

有嵌入组件的应用。具体见表 5。

表 5 试验样品编号

编号 1 2
3

（透明）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透明）

组分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单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组分 单 双 双 双 双 双 双 双 双 双 双 双



验证试验的结果汇总如下：

1）外观

合格率：100%。

2）下垂度

表 6 下垂度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下垂

度

垂直，m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水平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下垂

度

垂直，m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水平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无变形

下垂度所有样品都合格。

合格率：100%。

3）表干时间

表 7 表干时间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表干时间，h 0.45 0.88 0.17 0.85 0.92 0.83 1.60 0.92 0.65 0.62 0.52 0.95 0.23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表干时间，h 0.55 1.00 1.50 1.03 1.13 0.50 0.67 0.67 0.67 0.72 0.90 1.22

表干时间所有样品都合格。



合格率：100%。

4）挤出性（单组分）

表 8 挤出性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挤出性，s 1.6 1.4 1.4 2.1 1.6 1.6 1.8 1.4 1.5 2.5 2.1 1.5 1.7 1.5

挤出性所有样品都合格（双组分测适用期）。

合格率：100%。

5）适用期（双组分）

表 9 适用期

编号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适用期，s / 1.5 2.8 / / / / 1.6 / 1.1 /

适用期选择部分样品测试，结果均为合格。

合格率：100%。

6）邵氏硬度 A

表 10 邵 A硬度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邵 A 硬度，3s 读数 37 41 41 47 51 47 40 35 47 44 47 40 29 48
邵 A 硬度，1s 读数 39 42 42 48 52 48 40 36 48 45 49 41 30 49

编号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邵 A 硬度，3s 读数 44 40 37 38 40 37 50 41 38 34 41
邵 A 硬度，1s 读数 46 41 38 39 41 38 50 42 38 35 42



试验结果误差在±2以内，按传统的 3s 读数试验方法，邵 A 硬度所有样品都合格。

合格率：100%。

7）气泡

表 11 气泡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气泡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编号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气泡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合格率：100%。

8）刚度

表 12 刚度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割线刚度，K12.5 0.28 0.23 0.36 0.33 0.38 0.30 0.28 0.22 0.36 0.27 0.26 0.24 0.25

水-紫处理后，Kc，12.5 0.21 0.21 0.36 0.26 0.38 0.26 0.21 0.21 0.31 0.29 0.28 0.23 0.24

刚度比，Kc，12.5/ K12.5 0.75 0.91 1.03 0.79 1.00 0.87 0.75 0.95 0.86 1.07 1.08 0.96 0.96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割线刚度，K12.5 0.38 0.33 0.30 0.29 0.28 0.30 0.26 0.49 0.27 0.29 0.22 0.27

水-紫处理后，Kc，12.5 0.28 0.28 0.25 0.25 0.25 0.24 0.17 0.38 0.21 0.24 0.18 0.22

刚度比，Kc，12.5/ K12.5 0.74 0.85 0.83 0.86 0.89 0.80 0.65 0.78 0.78 0.83 0.82 0.81

试验结果均合格。

合格率：100%。



9）23℃拉伸粘结性

表 13 23℃拉伸粘结性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伸长率 5%时，MPa 0.15 0.08 0.16 0.19 0.19 0.13 0.13 0.12 0.18 0.17 0.13 0.11 0.11
伸长率 10%时，MPa 0.25 0.19 0.31 0.30 0.34 0.26 0.23 0.19 0.30 0.31 0.22 0.20 0.21
伸长率 15%时，MPa 0.32 0.26 0.41 0.38 0.44 0.34 0.32 0.25 0.40 0.40 0.29 0.27 0.28
伸长率 20%时，MPa 0.37 0.32 0.49 0.43 0.51 0.41 0.38 0.30 0.47 0.48 0.35 0.32 0.33
伸长率 25%时，MPa 0.41 0.36 0.54 0.47 0.57 0.46 0.43 0.33 0.54 0.54 0.41 0.37 0.37
强度平均值，MPa 1.15 1.33 1.03 1.34 1.16 1.33 1.35 1.37 1.34 1.31 1.26 1.48 0.82
强度标准值，Ru,5 MPa 0.86 1.22 0.91 1.19 1.01 1.27 1.16 1.05 1.09 1.2 1.08 1.24 0.73
变异系数 11.6 4.0 5.9 5.4 6.2 2.1 6.7 11.1 9.1 4.1 6.8 7.8 5.2
最大拉伸强度时伸长率，% 347 378 138 336 230 338 316 251 157 229 140 350 166
粘结破坏面积，% 0 0 0 0 0 9 0 3 0 0 0 5 0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伸长率 5%时，MPa 0.21 0.17 0.14 0.13 0.14 0.14 0.14 0.21 0.11 0.12 0.10 0.14
伸长率 10%时，MPa 0.34 0.28 0.26 0.24 0.24 0.25 0.23 0.39 0.21 0.23 0.18 0.23
伸长率 15%时，MPa 0.43 0.37 0.34 0.32 0.31 0.34 0.29 0.53 0.29 0.32 0.24 0.30
伸长率 20%时，MPa 0.50 0.44 0.41 0.38 0.38 0.40 0.34 0.65 0.36 0.39 0.29 0.35
伸长率 25%时，MPa 0.57 0.50 0.47 0.44 0.43 0.46 0.39 0.76 0.43 0.45 0.34 0.41
强度平均值，MPa 1.44 1.12 1.51 1.67 1.32 1.20 1.49 1.37 1.10 0.74 1.59 1.37
强度标准值，Ru,5 MPa 1.33 0.95 1.23 1.40 1.03 1.04 1.19 1.10 0.96 0.45 1.46 1.3
变异系数 3.7 7.0 8.9 7.6 10.6 6.2 9.7 9.2 5.9 19 5.2 2.4
最大拉伸强度时伸长率，% 162 147 346 345 195 235 271 70 128 57 312 203
粘结破坏面积，% 0 0 0 0 0 0 0 0 0 2 0 5



模量结果为实测值。

伸长率为 10%时的拉伸模量，合格率 100%。

强度标准值、粘结破坏面积，合格率 100%。

变异系数，有四个产品超过了 10，按标准要求，需重新制备和试验。

最大拉伸强度时伸长率结果仅供参考，不再限定。

10）80℃拉伸粘结性

表 14 80℃拉伸粘结性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79.1 75.9 94.2 79.1 88.8 85.7 80.0 73.7 82.8 80.2 78.6 76.4 84.1
粘结破坏面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72.2 83.0 84.1 76.0 66.7 81.7 80.5 72.3 84.5 83.8 74.7 75.9
粘结破坏面积，% 0 0 1 0 0 0 0 0 0 0 20 0

单组分 1 个样品不合格，双组分 4个样品不合格

单组分合格率 92.3%，双组分合格率 66.7%，总合格率 80%。

11）-20℃拉伸粘结性

表 15 -20℃拉伸粘结性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167.8 132.3 150.5 139.6 127.6 144.4 145.9 126.3 144.8 145.0 124.6 140.5 158.5
粘结破坏面积，% 0 14 64 3 0 21 0 0 0 0 7 2 0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134.0 143.8 135.1 141.3 153.0 143.3 142.3 123.4 145.5 154.1 137.0 143.8
粘结破坏面积，% 28 0 0 0 0 0 0 0 0 0 43 0

强度均合格，粘结破坏面积单组分 3 个不合格，双组分 2个不合格。

单组分合格率 76.9%，双组分合格率 83.3%。总合格率 80%。

12）水-紫外线光照后拉伸粘结性（1008h）

表 16 水-紫外线光照后拉伸粘结性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87.8 85.7 111.7 91.8 102.6 94.7 80.0 83.2 116.4 118.3 95.2 111.5 109.8
粘结破坏面积，% 0 1 0 1 0 9 0 0 0 0 0 0 0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89.6 98.2 95.4 98.8 96.2 112.5 94.0 97.1 97.3 85.1 95.0 95.6
粘结破坏面积，% 0 0 1 0 0 0 0 0 0 78 100 21

强度均合格，粘结破坏面积单组分全部合格，双组分 3 个样品不合格。

单组分合格率 100%，双组分合格率 75%，总合格率：88%。

13）水-紫外线光照后拉伸粘结性（300h 按 05 版 16776）

表 17 水-紫外线光照后拉伸粘结性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拉伸粘结强度平均值，MPa 0.87 1.08 0.99 1.32 1.09 1.27 1.2 1.17 1.27 1.19 1.29 1.51 0.87

粘结破坏面积，% 0 4 1 1 0 10 0 0 0 0 0 0 0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拉伸粘结强度平均值，MPa 1.41 0.94 1.21 1.36 0.94 1.06 1.26 1.32 0.85 0.82 1.50 1.31

粘结破坏面积，% 0 0 0 0 0 0 0 0 0 0 0 21



按 05 版 16776 检测了 300h 水紫外性能，单组分和双组分各 1个样品粘结破坏面积不合格。

总合格率：92%。仅作参考。

14）NaCl 盐雾处理后拉伸粘结性

表 18 NaCl 盐雾处理后拉伸粘结性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92.2 89.5 109.7 84.3 94.8 103.8 84.4 83.9 98.5 84.0 96.8 97.3 114.6
粘结破坏面积，% 0 0 0 0 0 7 0 0 0 0 0 2 0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95.1 99.1 92.1 83.2 83.3 86.7 87.2 94.9 90.9 105.4 90.6 96.4
粘结破坏面积，%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合格率：100%。

15）SO2酸雾处理后拉伸粘结性

表 19 SO2酸雾处理后拉伸粘结性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93.0 92.5 105.8 95.5 101.7 104.5 91.9 90.5 91.8 90.1 96.0 109.5 108.5
粘结破坏面积，% 0 0 0 0 0 6 0 0 0 0 0 0 0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100.7 106.3 85.4 89.2 80.3 97.5 92.6 92.7 102.7 129.7 89.9 99.3
粘结破坏面积，%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合格率：100%。

16）清洗剂处理后拉伸粘结性

表 20 清洗剂处理后拉伸粘结性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80.0 83.5 83.5 87.3 93.1 93.2 91.1 83.2 109.7 96.2 88.9 105.4 111.0



粘结破坏面积，% 1 6
100

复测 86
1 0 2 0 0 0 0 0 1 0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100.0 97.3 86.1 87.4 84.8 100.8 94.6 92.7 82.7 104.1 95.0 94.2
粘结破坏面积，% 1 0 6 0 0 0 1 0 0 0 0 49

强度保持率均合格，粘结破坏面积，单双组分各 1 个产品不合格。

单组分合格率 92.3%，双组分合格率 91.7%，总合格率：92%。

17）100℃7d 处理后拉伸粘结性

表 21 100℃7d 处理后拉伸粘结性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90.4 99.2 102.9 99.3 101.7 103.8 99.3 93.4 95.5 96.9 100.8 118.2 102.4
粘结破坏面积，% 0 0 0 0 0 9 0 0 0 0 2 0 0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93.1 104.5 111.9 113.2 95.5 98.3 111.4 104.4 108.2 106.8 103.9 104.4
粘结破坏面积，% 19 0 0 0 0 0 0 0 0 0 4 27

强度保持率均合格，粘结破坏面积单组分全部合格，双组分两个样品不合格。

单组分合格率 100%，双组分合格率 83.3%，总合格率：92%。试验结果仅作参考，指标不做规定。

18）90℃拉伸粘结性（按 05 版 16776）

表 22 90℃拉伸粘结性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拉伸粘结强度平均值，MPa 0.84 0.89 0.78 0.86 0.91 0.85 0.85 0.91 0.90 0.89 0.94 1.02 0.60

粘结破坏面积，%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拉伸粘结强度平均值，MPa 0.83 0.82 1.06 1.15 0.82 0.81 1.03 0.95 0.84 0.50 1.05 0.90

粘结破坏面积，% 5 0 0 0 0 0 0 0 0 5 0 2
全部合格。



合格率 100%。结果仅作参考。

19）浸水后拉伸粘结性（按 05 版 16776）

表 23 浸水后拉伸粘结性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拉伸粘结强度平均值，MPa 1.07 1.20 0.96 1.15 0.86 1.29 1.16 1.34 1.35 1.24 1.23 1.58 0.72

粘结破坏面积，% 0 0 2 2 24 29 3 0 0 0 6 3 0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拉伸粘结强度平均值，MPa 1.40 1.11 1.11 1.52 0.95 1.12 1.39 1.21 1.11 / 1.50 1.21

粘结破坏面积，% 7 0 1 0 0 0 5 0 0 / 0 15
强度全部合格，粘结破坏面积单组分 3个样品不合格，双组分 2 个样品不合格。

合格率：80%。结果仅作参考。

20）23℃时剪切性能

表 21 24 ℃时剪切性能

编号 1 2
3

透明胶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透

明胶

5%时强度 MPa 0.04 0.04 0.04 0.07 0.05 0.04 0.03 0.03 0.03 0.05 0.03 0.03 0.03
10%时强度 MPa 0.06 0.06 0.07 0.10 0.10 0.08 0.06 0.04 0.05 0.08 0.06 0.05 0.06
15%时强度 MPa 0.08 0.07 0.10 0.12 0.12 0.10 0.09 0.06 0.09 0.11 0.08 0.07 0.08
20%时强度 MPa 0.10 0.09 0.13 0.15 0.15 0.13 0.11 0.08 0.12 0.14 0.10 0.09 0.10
25%时强度 MPa 0.12 0.11 0.16 0.17 0.18 0.15 0.14 0.09 0.14 0.17 0.12 0.11 0.12
强度平均值 MPa 1.07 1.17 0.76 1.22 1.17 1.40 1.31 1.18 1.07 1.28 1.17 1.45 0.68
强度标准值 Ru,5 MPa 0.92 1.08 0.61 1.04 0.97 1.14 1.08 0.95 0.76 1.15 1.05 1.22 0.43
粘结破坏面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5%时强度 MPa 0.04 0.03 0.03 0.03 0.03 0.04 0.03 0.05 0.03 0.03 0.03 0.03



10%时强度 MPa 0.08 0.07 0.06 0.06 0.05 0.06 0.05 0.09 0.05 0.05 0.05 0.06
15%时强度 MPa 0.11 0.10 0.09 0.09 0.07 0.09 0.07 0.13 0.07 0.08 0.07 0.08
20%时强度 MPa 0.14 0.12 0.11 0.11 0.09 0.12 0.09 0.17 0.10 0.10 0.09 0.10
25%时强度 MPa 0.17 0.15 0.13 0.13 0.12 0.14 0.11 0.21 0.12 0.13 0.11 0.12
强度平均值 MPa 1.37 1.03 1.39 1.64 0.89 1.00 1.42 0.79 0.87 0.49 1.35 1.1
强度标准值 Ru,5 MPa 1.12 0.90 1.03 1.37 0.73 0.65 1.20 0.67 0.69 0.40 1.19 0.92
粘结破坏面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单组分全部合格（13 号为透明大玻璃胶），双组分一个产品强度不合格。

单组分合格率 100%，双组分合格率 91.7%，总合格率：96%。

21）80℃剪切性能

表 25 80℃剪切性能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剪切强度保持率，% 72.9 78.6 67.1 80.3 76.1 83.6 76.3 54.2 66.4 59.4 62.4 72.4 70.6
粘结破坏面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剪切强度保持率，% 54.0 76.7 69.1 67.7 75.3 63.0 66.2 81.0 80.5 85.7 71.9 66.4
粘结破坏面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有支撑结构指标为≥65%，单组分 3 个样品不合格，双组分 2 个样品不合格。

单组分合格率 76.9%，双组分合格率 83.3%，总合格率：80%。

22）-20℃剪切性能

表 26 -20℃剪切性能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剪切强度保持率，% 200.0 154.7 153.9 159.8 144.4 165.0 138.2 133.1 125.2 157.8 132.5 139.3 164.7
粘结破坏面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剪切强度保持率，% 163.5 76.7 157.6 157.3 177.5 169.0 146.5 173.4 159.8 157.1 141.5 168.2
粘结破坏面积，% 2 0 0 0 0 0 0 0 0 0 38 0

单组分全部合格，双组分 1 个样品粘结破坏面积不合格。

单组分合格率 100%，双组分合格率 91.7%，总合格率：96%。

23）撕裂性能

表 27 撕裂性能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60.9 97.7 68.0 75.4 76.7 100.8 93.3 107.3 94.8 86.3 84.1 120.9 61.0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102.1 73.2 88.1 95.8 81.8 80.0 71.1 60.6 68.2 77.0 100.6 101.5
无嵌入组件，指标为≥50%。

合格率：100%。

24）疲劳循环

表 28 疲劳循环后拉伸粘结性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93.9 94.0 108.7 97.0 92.2 107.5 90.4 90.5 95.5 90.1 105.6 104.1 101.2

粘结破坏面积，%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拉伸粘结强度保持率，% 97.9 106.3 90.7 91.0 84.8 95.8 101.3 107.3 106.4 106.8 97.5 99.3
粘结破坏面积，% 5 0 0 0 0 0 0 0 0 2 0 0

全部合格。

合格率：100%。

25）弹性恢复率（定伸 25%）

表 29 弹性恢复率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弹性恢复率，% 96 95 98 90 95 92 94 98 95 95 92 90 95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弹性恢复率，% 93 97 92 98 91 93 97 100 96 破坏 92 90
单组分全部合格，双组分一个产品定伸破坏。

单组分合格率 100%，双组分合格率 91.7%，总合格率：96%。

弹性恢复率对测量精度要求很高，下图比对了测量结果，当 H3 测量数据仅相差 0.1mm 时，最终的弹性恢复率的试验结果差值可达 3.44%。如果在加

上 H1 的测量误差，最后结果的误差会更大，欧标 95%的精度要求过于苛刻，因此放宽了弹性恢复率的指标至 90%。

26）质量变化（按 475）

表 30 质量变化（JG/T475-2015 方法和 GB 16776-2005 方法）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质量变化（28d+7d+1d），% 4.7 3.5 5.8 4.2 2.9 3.6 3.2 1.5 2.1 3.2 1.9 1.6 4.5
质量变化（7d+21d+1h），% 4.6 3.5 6 4.4 3.2 3.5 3.4 1.9 2.3 3.6 2.5 1.9 4.7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质量变化（28d+7d+1d），% 3.5 1.4 1.6 2.4 1.5 1.9 1.6 1.9 2.1 1.5 2.0 1.5
质量变化（7d+21d+1h），% 3.7 1.5 1.7 2.8 1.6 1.8 1.7 2.1 2.4 1.6 2.6 1.3

两种方法合格率均：100%。

27）弹性恢复率，耐紫外线拉伸强度保持率

表 31 弹性模量、耐紫外线拉伸强度保持率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弹性模量MPa / / / / / / / 0.11 0.16 0.20 0.15 0.16 0.10

耐紫外线拉伸强度保持率% / / / / / / / 107.1 96.8 / 90.1 / /
耐紫外线延伸率保持率% / / / / / / / 91 85 / 86 / /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弹性模量MPa / 0.26 0.17 0.12 0.09 0.15 / 0.14 0.18 0.20 0.17 /
耐紫外线拉伸强度保持率% / 107.6 112.2 100 111.7 107.7 / 97.4 / / / /
耐紫外线延伸率保持率% / 112 99 100 95 130 / 88 / / / /

选择部分样品进行测试，全部合格。

28）烷烃增塑剂

表 32 烷烃增塑剂试验结果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烷烃增塑剂 / / / / / /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 / 未检出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烷烃增塑剂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
选择部分样品进行测试，全部合格。

29）一致性评价：红外光谱（图谱）

表 33 红外光谱谱图

编号 8 9 10 13

红 外

谱图



编号 15 16 17 18

红 外

图谱

编号 19 20 21 22

红 外

图谱

编号 23 24

红 外

图谱

30）一致性评价：热重（图谱）



表 34 热重谱图

编号 1 2 3 4

热重

谱图

编号 5 6 7 14

热重

图谱

编号 16 18 20 25

热重

图谱

31）结果综合评价



统计了全部 25个按本标准技术要求进行验证的样品，其综合结果评价见表 35。
表 35 不合格项目数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不合格项目 -20℃面积
-20℃面积

清洗剂面积
-20℃面积

80℃粘结

80℃剪切
80℃剪切 80℃剪切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不合格项目

80℃粘结

-20℃面积

80℃剪切

80℃粘结 80℃剪切 80℃粘结

水紫面积

23℃剪切

弹性恢复

80℃粘结

80℃面积

-20℃粘结面积

水紫面积

-20 剪切面积

水紫面积

清洗剂面积

单组分有 7个样品全部验证项目合格，单组分合格率 50%；双组分有 5个样品全部验证项目合格，双组分合格率 41.7%。总合格率 48%。

不合格项目比较集中的有处理后拉伸粘结项目的破坏面积，80℃粘结强度保持率和 80℃剪切强度保持率。



32）送样企业一览表

表 36 送样企业一览表

厂 家 单/双

江门大光明粘胶有限公司 单

广东长鹿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单

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双

郑州中原思蓝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单

单

双

浙江时间新材料有限公司 单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双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双

杭州之江新材料有限公司 双

浙江凌志新材料有限公司 单

佛山元通胶粘实业有限公司 单

陶氏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双

双

单

单

西卡(中国)有限公司
双

单

迈图有机硅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单

双

广州市白云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单

单

双

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
单

双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

准的制定情况

1、本领域目前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 2项：GB 16776-2005《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和

GB 24266-2009《中空玻璃用硅酮结构密封胶》。本项目与上述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是替代

关系。

2、本领域目前现行推荐性国家标准 2 项：GB/T 31851-2015 《硅酮结构密封胶中烷烃

增塑剂检测方法》和 GB/T 37126—2019《结构装配用建筑密封胶试验方法》，均为方法标

准，与本项目配套使用。

3、本领域目前现行建工行业标准 1项：JG/T 475-2015《建筑幕墙用硅酮结构密封胶》。

本项目实施后，拟报请住建部将 JG/T 475-2015 废止。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

对分析

本产品无国际标准。

相关的硅酮结构胶标准国外最早是美国 ASTM C1184《硅酮结构密封胶》，我国参考了

ASTM标准制定了 GB16776-1997《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后进行了部分修改，颁布了

2005版。欧洲于 1999年颁布了 ETAG 002《结构密封胶装配系统的欧洲技术认证指南》，

并于 2012年修订。此外欧洲还有 EN15434：2006（2010）《建筑用玻璃－结构用或抗紫外

线密封胶产品标准（用于结构密封装配或外露密封中空玻璃单元）》，其中 ETAG002 与

EN15434有关硅酮结构密封胶的要求基本相同，对硅酮结构胶的耐久性提出了严格要求，

大幅度提高了产品质量水平。并且在 ETAG002中，假定结构装配系统（SSGS）工作寿命为

25年的前提下制定了硅酮结构密封胶的要求，满足上述标准要求的硅酮结构密封胶在规定

的使用条件和预期的用途时可以提供 25年的使用寿命。

1、美标 ASTM C1184《硅酮结构密封胶标准》（最新版 ASTM C1184-18e1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Structural Silicone Sealants），美标技术要求见表 37。

表 37 与 ASTM C 1184技术要求的比对

性能 技术要求
本标准对应的技术

要求

水平说明

挤出性，最大 10s 10s 一致

https://www.astm.org/Standards/C1184.htm
https://www.astm.org/Standards/C1184.htm


硬度，邵 A 20-60 20-60 一致

热老化

重量损失，

最大
10% 6.0% 高于美标

龟裂 无 不涉及 根据 GB16776-2005长期应用

经验，几乎全部产品外观都不

会出现问题
粉化 无 不涉及

流变性，最

大

垂直 4.8mm(3/16 in.) 3 高于美标

水平 无变形 无变形 一致

表干时间，最大 3h 3h 一致

C1135

拉伸强度，

最小

标准条件 345kPa（50psi） Ru，5值≥500kPa 远高于美标

88℃（190
℉）

345kPa（50psi） 80℃保持率≥75 本标准采用欧标，试验方法和

评价要求不同，水平相当

-29℃（-20
℉）

345kPa（50psi） -20℃保持率≥75

浸水 345kPa（50psi）
浸水+紫外线处理

1008h
保持率≥75

远高于美标要求

至少 5000h候化

345kPa（50psi）
0.51W/(m2‧nm)在

340nm波长处。总辐

照量为 9180kJ/(m2‧
nm)在 340nm波长处

成膜后氙灯光照

504h。

浸水+紫外线光照 1008h带来

的耐候要求，高于单纯紫外线

照射的要求，本标准采用欧标

方法，除了浸水光照外，成膜

光照还需测试 504h，需测试光

照后的刚度比 Kc,12.5/K12.5

GB 16776-2005 和 GB 24266-2009 均是参考美标 ASTM C1184 进行制定的，GB 16776 标

准本次修订参考的是欧洲标准，从项目指标要求和处理要求看，欧标体系的全部要求高于美

标。而本次标准修订是在全面参考采用更严苛的欧标的基础上进行编制的。

2、欧标体系：欧洲标准 EN 15434《建筑用玻璃－结构用或抗紫外线密封胶产品标准（用

于结构密封装配或外露密封中空玻璃单元）》（最新版 EN 15434:2006+A1:2010）和欧盟技

术评价标准 ETAG 002《结构密封胶装配系统（SSGS）的欧洲技术认证指南》（最新版 ETAG

002：2012）。

表 38 EN 15434、ETAG 002与本标准技术要求的比对

性能 EN15434 技术要求
ETAG002 技术要

求
本标准 说明

热重分析 生产商规定范围内
生产商规定范围

内
报告

周期检测中提出了前后两

份谱图的一致性判定要求
红外光谱 生产商规定范围内

生产商规定范围

内
报告

比重 生产商规定范围内
生产商规定范围

内
规定值±0.05g/cm3 本标准纳入周期检验一致

性要求

邵氏硬度 A 生产商规定范围内
生产商规定范围

内
20-60 本标准纳入周期检验一致

性要求，指标延续上一版

体积变化和收缩 ≤10％（70℃7d） 生产商规定范围

内（70℃7d） 热失重≤6.0 采用质量损失，延续上一

版的要求

拉伸粘结性
23℃ Ru5≥0.5MPa - Ru5≥0.5MPa 与欧标一致

80℃ 保持率≥75% 保持率≥75% 保持率≥75% 与欧标一致

https://standards.cen.eu/dyn/www/f?p=204:110:0::::FSP_PROJECT,FSP_ORG_ID:34669,417412&cs=109DE74D640D2C4D61497AFD4270743E9


-20℃ 保持率≥75% 保持率≥75% 保持率≥75% 与欧标一致

内聚破坏 ≥90％ ≥90％ 粘结破坏≤10% 与欧标一致

23℃剪切

强度 Ru5≥0.5MPa - Ru5≥0.5MPa 与欧标一致

80℃ 保持率≥75% 保持率≥75% 无支撑保持率≥75%
有支撑保持率≥65%

按国内规范的规定，有支

撑装置胶体几乎不受剪

力，适当放低要求。

-20℃ 保持率≥75% 保持率≥75% 保持率≥75% 与欧标一致

内聚破坏 ≥90％ ≥90％ 粘结破坏≤10% 与欧标一致

弹性恢复率 25％定伸≥95％ 25％定伸≥95％ 25％定伸≥90％ 对制样和检测精度要求很

高，相对欧标放宽要求

撕裂强度 23℃的 75％
23℃的 75％

无嵌入组件时为
50%

23℃的 75％ 与欧标一致

疲劳循环荷载 23℃的 75％ 23℃的 75％ 23℃的 75％ 与欧标一致

持久剪切力

作用的蠕变

性能

91天受力后:

位移应稳定

在

u≤1mm u≤1mm u≤1mm 与欧标一致

-力卸载 24h

后:最大位移
u≤0.1mm u≤0.1mm u≤0.1mm 与欧标一致

密封胶弹性模量 报告 报告 报告 与欧标一致

环境影响

暴露在光和

水的拉伸粘

结性

23℃的 75％
（1008h）

23℃的 75％
（1008h） 23℃的 75％（1008h） 与欧标一致

盐雾
23℃的 75％
（480h）

23℃的 75％
（480h） 23℃的 75％（480h） 与欧标一致

SO2气体
23℃的 75％（20循

环）

23℃的 75％（20
循环）

23℃的 75％（20循
环）

与欧标一致

清洁剂影响
23℃的 75％（浸

21d）
23℃的 75％（浸

21d）
23℃的 75％（浸 21d） 与欧标一致

高温
23℃的 75％
（100℃7d） - -

在满足其他性能的前提下

结构胶很容易达到，不在

规定

内聚破坏 ≥90％ - 粘结破坏≤10% 与欧标一致

水蒸气渗透和气体渗透
根据附录 C工厂控

制
不必须 - 产品标准不涉及

火的影响
根据附录 C工厂控

制
报告 - 产品标准不涉及

危险物质
根据附录 C工厂控

制
无 - 产品标准不涉及

中空玻璃单元外部薄层密封

的范围区别

根据附录 C工厂控

制
- - 产品标准不涉及

隔音 - 不必须 - 产品标准不涉及

与相邻材料的相容性

无UV时:颜色无变

化，Ru.585%
UV时:颜色无变

化，剥离无粘结破

坏

无 UV时:颜色无

变化，Ru.5报告

UV时:颜色无变

化，剥离无粘结破

坏

- 应为方法标准规定，产品

标准不再规定。

目前，欧盟对进入欧洲的结构密封胶产品采用强制性认证的方式，评价依据是欧洲标准

ETAG002《结构密封胶装配系统（SSGS）的欧洲技术认证指南》（最新版 ETAG 002：2012）。

欧洲标准是目前国际公认的对硅酮结构密封胶要求最为严苛的标准，而且欧洲基于其提出的



一系列严格的技术指标，旨在保障密封胶产品具有 25 年以上的设计使用寿命本标准是全面

参考欧洲标准的要求进行制定，通过表 38 的比对可见，本标准与欧洲标准的技术要求和水

平具有一致性，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暂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简

称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包括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

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为了引导行业走技术进步，淘汰落后产能和提升规模，保证建筑幕墙的安全可靠，住建

部于 2015年批准发布了 JG/T 475-2015《建筑幕墙用硅酮结构密封胶》行业标准，该标准参

考 ETAG002:2012，制定了相关试验项目和技术指标，相关试验方法也采用了欧洲标准，通

过标准提高行业准入门槛。JG/T 475-2015发布后，国内主要硅酮结构密封胶生产制造企业

均按照新标准的要求投入成本，对符合欧标要求的结构胶进行了研发、技术储备和技改等工

作，JG/T 475-2015的发布也相当于某种程度上对本版标准的发布实施起到了逐步过渡的作

用。

本次 GB 16776标准修订，在技术要求和水平上与 JG/T 475-2015《建筑幕墙用硅酮结构

密封胶》具有一致性，因此目前国内很多企业均已完成了新旧产品的技改工作，考虑到旧国

标产品还需要一定时间的销售和退市，建议的过渡期为 6个月。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管理部门

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依据等

标准的使用单位为硅酮结构胶生产企业、原料供应商、幕墙施工设计单位、监理单位、

用户及业主、行业协会学会、科研院校、政府部门以及第三方监督检验评价机构。标准的实

施监督主体是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对生产和使用单位进行监督。待本标准批准发布后，建议



由起草单位与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共同组织相关生产、检验、施工、设计等有关单位进行宣贯，

同时在工程规范中明确硅酮结构胶产品的选用规定。

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应根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进行处罚。包括没收这些不合格商

品，没收销售不合格商品的利润，并根据不合格商品的货值的倍数进行处罚。

《产品质量法》的具体规定如下：

第四十九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

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

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

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

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

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注：对于不采用国际标准或与有关国际标准技术内容不一致，且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其他成员的贸

易有重大影响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应当进行对外通报。

需要对外通报，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产品涉及到进出口贸易。国内工程也有进口产品

应用。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后，建议废止 GB 16776-2005《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GB 24266-2009

《中空玻璃用硅酮结构密封胶》。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是产品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是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不涉及产品生产配方或工艺。

通过网上征询和征求意见阶段的反馈，直至目前没有发生标准内容涉及专利所属权的请求。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下列产品：建筑幕墙用硅酮结构密封胶、中空玻璃用硅酮结构密封

胶、全玻璃粘结透明硅酮结构密封胶。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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