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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建三局绿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华江

祥瑞现代建筑发展有限公司、中建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北京预制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

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汉石昀

升住宅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山幕墙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北京中建建筑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中铁二

局集团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城建十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嘉兴中达建设有限公司、深

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新（天津）装配式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城投建筑有限公司、福建

省城投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南化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建工建

筑产业化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南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深圳市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华加日幕墙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机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一局集

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远东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中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长沙远大

住宅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长春阔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工新型

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罗文斌、张佳岩、顾泰昌、王涛、杨玮、封剑森、朱丹、钟志强、蒋勤俭、崔士起、

石磊、吴金志、王力、孙小鸾、郭伟、邓?、唐曹明、杜继予、张士翔、孟庆林、杜万明、岳鹏、段恺、黄白、

何静姿、吴耀勇、田力、代丹丹、刘晶、李峰、李凤君、潘雪明、陈江文、韦明、蔡明、王健、陈宗华、陈珑、

黄鼎龙、夏斐、高海、李建峰、吴富贵、陈拥军、李万昌、黄厚军、詹必雄、邱正清、尹犟、钟易、李浩、魏强、

刘建宏、陈喜旺、江树辉、于浩坤、徐松、杨亭、羡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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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 构 配 件 术 语

１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建筑构配件的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用构件、配件及制品，不包含市政、园林景观等产品。

２　基本术语

２．１

建筑构配件　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犪狀犱犳犻狋狋犻狀犵狊

用于建筑中的结构构件、建筑制品、配件的统称。

２．２

结构构件　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犿犲犿犫犲狉

建筑中用以受力的部分。

２．３

建筑制品　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狆狉狅犱狌犮狋

建筑中经加工、制造具有一定功能的部分。

２．４

配件　犳犻狋狋犻狀犵

用以实现结构构件、建筑制品功能的辅助部分。

２．５

桩　狆犻犾犲

沉入、打入或浇筑于地基中的柱状承载构件。

　　注：改写ＧＢ／Ｔ５００８３—２０１４，定义２．２．１６。

２．６

梁　犫犲犪犿；犵犻狉犱犲狉

由支座支承的直线或曲线形构件。

　　注１：主要承受各种作用产生的弯矩和剪力，有时也承受扭矩。

　　注２：改写ＧＢ／Ｔ５００８３—２０１４，定义２．２．１。

２．７

楼板　犳犾狅狅狉狆犾犪狋犲；狊犾犪犫

直接承受楼面荷载的板。

［ＧＢ／Ｔ５００８３—２０１４，定义３．２．１５］

２．８

屋面板　狉狅狅犳狆犾犪狋犲；狉狅狅犳犫狅犪狉犱；狉狅狅犳狊犾犪犫

直接承受屋面荷载的板。

［ＧＢ／Ｔ５００８３—２０１４，定义３．２．２］

２．９

柱　犮狅犾狌犿狀

竖向线形构件。

　　注：主要承受各种作用产生的轴力、弯矩和剪力，有时也承受扭矩。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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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

剪力墙　狊犺犲犪狉狑犪犾犾

竖向面状构件。

　　注：主要承受各种作用产生的轴力、弯矩和剪力。

２．１１

桁架　狋狉狌狊狊

由若干杆件构成的一种平面或空间的格构式结构构件。

　　注１：杆件主要承受各种作用产生的轴力，有时也承受节点弯矩和剪力。

　　注２：改写ＧＢ／Ｔ５００８３—２０１４，定义２．２．７。

２．１２

支撑　犫狉犪犮犻狀犵

为结构提供平面内刚度或增强平面外稳定性的构件。

２．１３

支座　犫犲犪狉犻狀犵

上部结构与下部结构或与基础之间的传力装置。

２．１４

楼梯　狊狋犪犻狉

连通上下楼面的通行部件。

　　注：包括踏步板、平台和栏杆。

２．１５

消能阻尼器　犲狀犲狉犵狔犱犻狊狊犻狆犪狋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

通过内部材料或构件的摩擦、弹塑性滞回变形、黏（弹）性滞回变形、电磁感应来耗散或吸收能量的

装置。

　　注１：包括位移相关型阻尼器、速度相关型阻尼器、位移速度相关型阻尼器、摩擦型阻尼器、调谐质量阻尼器等。

　　注２：改写ＪＧＪ２９７—２０１３，定义２．１．１。

２．１６

隔震装置　犻狊狅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

安装于建筑中的阻断地震能量向上传播的支座的总称。

　　注：改写ＧＢ／Ｔ５００８３—２０１４，定义２．１０．５５。

２．１７

门　犱狅狅狉

具有开启、关闭，可供人、车辆或货物进出的建筑制品。

２．１８

窗　狑犻狀犱狅狑

具有采光、通风、观察等功能的建筑制品。

２．１９

建筑幕墙　犮狌狉狋犪犻狀狑犪犾犾

幕墙

由面板与支承结构体系组成，具有承载能力、变形能力和适应主体结构位移能力，不分担主体结构

所受作用的建筑外围护结构或装饰性结构。

　　注：改写ＧＢ／Ｔ３４３２７—２０１７，定义２．１。

２

犌犅／犜３９５３１—２０２０



库
七
七
 w
ww
.k
qq
w.
co
m 
提
供
下
载

２．２０

建筑遮阳产品　狊狅犾犪狉狊犺犪犱犻狀犵狆狉狅犱狌犮狋狅犳犫狌犻犾犱犻狀犵

安装在建筑围护结构上，用于遮挡或调节进入室内光热的装置。

２．２１

建筑装饰装修制品　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犱犲犮狅狉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犱狌犮狋

为保护建筑物主体结构、完善建筑物使用功能和美化建筑物，对建筑物的内外表面及空间进行处理

的工厂化生产、现场装配化安装的制品。

２．２２

无障碍制品　犪犮犮犲狊狊犻犫犾犲狆狉狅犱狌犮狋

保障行动不便者通行安全、使用便利的建筑制品。

３　结构构件、配件

３．１　桩

３．１．１

预制混凝土桩　狆狉犲犮犪狊狋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狆犻犾犲

在工厂或施工现场预先制作而成的混凝土桩。

　　注：包括预制混凝土方桩、预制混凝土管桩、预制混凝土板桩等。

３．１．２

钢板桩　狊狋犲犲犾狊犺犲犲狋狆犻犾犲

经热轧或冷弯钢板制作而成的可通过两侧锁口或弯边相互连接的桩。

３．１．３

型钢桩　狆狉狅犳犻犾犲狊狋犲犲犾狆犻犾犲

由钢管或 Ｈ型钢等型钢制作而成的桩。

３．１．４

木桩　狋犻犿犫犲狉狆犻犾犲

由经防腐处理的木材加工制作而成的桩。

３．２　梁

３．２．１

预制预应力混凝土梁　狆狉犲犮犪狊狋狆狉犲狊狋狉犲狊狊犲犱／狆狅狊狋狋犲狀狊犻狅狀犲犱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犫犲犪犿

采用预应力工艺生产的在工厂或施工现场预先制作而成的混凝土梁。

３．２．２

预制钢筋混凝土梁　狆狉犲犮犪狊狋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犫犲犪犿

在工厂或施工现场预先制作而成的钢筋混凝土梁。

３．２．３

钢梁　狊狋犲犲犾犫犲犪犿

由钢材制作而成的梁。

３．２．４

铝合金梁　犪犾狌犿犻狀犻狌犿犪犾犾狅狔犫犲犪犿

由铝合金制作而成的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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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

不锈钢梁　狊狋犪犻狀犾犲狊狊狊狋犲犲犾犫犲犪犿

由不锈钢制作而成的梁。

３．２．６

原木梁　犾狅犵犫犲犪犿

由原木加工而成的梁。

　　注：原木等木结构的基本术语参见附录Ａ。

３．２．７

工程木梁　犲狀犵犻狀犲犲狉犲犱狑狅狅犱犫犲犪犿

采用工程木加工而成的梁。

３．２．８

胶合木梁　犵犾狌犲犱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狋犻犿犫犲狉犫犲犪犿

层板胶合木梁

采用层板胶合木加工而成的梁。

３．２．９

木拼合梁　犫狌犻犾狋狌狆犫犲犪犿；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狋犻犿犫犲狉犫犲犪犿

由规格材或结构复合木材拼合而成的梁。

３．２．１０

组合梁　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犫犲犪犿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组合而成并整体受力的梁。

３．３　楼板、屋面板

３．３．１

预制混凝土楼板　狆狉犲犮犪狊狋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犳犾狅狅狉狊犾犪犫

在工厂或施工现场预先制作的用于楼面的混凝土板。

３．３．２

预制混凝土屋面板　狆狉犲犮犪狊狋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狉狅狅犳狊犾犪犫

在工厂或施工现场预先制作的用于屋面的混凝土板。

３．３．３

叠合板预制底板　狆狉犲犮犪狊狋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犫犪狊犲狆犾犪狋犲犳狅狉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狊犾犪犫

在其上面配筋并浇筑一定厚度混凝土形成整体受力的预制混凝土板。

３．３．４

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板　狆狉犲狊狋狉犲狊狊犲犱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犺狅犾犾狅狑狊犾犪犫

采用预应力工艺生产的空心预制混凝土板。

３．３．５

预应力混凝土犜形板　狆狉犲狊狋狉犲狊狊犲犱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犜狆犾犪狋犲

在纵肋上施加预应力的截面为Ｔ形的预制混凝土板。

３．３．６

钢筋桁架楼承板　狊狋犲犲犾犫犪狉狋狉狌狊狊犱犲犮犽

钢筋桁架与底板通过电阻点焊连接成整体的组合承重板。

［ＪＧ／Ｔ３６８—２０１２，定义３．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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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７

压型钢板楼承板　狆狉狅犳犻犾犲犱狊狋犲犲犾狊犺犲犲狋犱犲犮犽

在混凝土楼板浇筑阶段用作模板的压型钢板。

３．３．８

钢格栅板　狊狋犲犲犾犵狉犪狋犻狀犵

将负载扁钢和横杆按一定间距经纬排列，在各个交点处通过焊接、铆接或压锁将其固定而成的格

栅板。

［ＪＧＪ／Ｔ１９１—２００９，定义２．５．８］

３．３．９

花纹钢板楼板　犮狅狉狉狌犵犪狋犲犱狊狋犲犲犾狆犾犪狋犲犳犾狅狅狉

采用花纹钢板制作而成的楼板。

３．３．１０

木基结构板楼板　狑狅狅犱犫犪狊犲犱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狆犪狀犲犾犳犾狅狅狉

木基结构板与规格材搁栅、工字形木搁栅或楼盖木桁架等组成的楼板。

３．３．１１

层板胶合木楼板　犵犾狌犲犱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狋犻犿犫犲狉犳犾狅狅狉

将木层板沿宽面方向胶合而成，且竖向与胶缝平行的楼板。

　　注：主要用作单向板。

３．３．１２

钉接层板木楼板　狀犪犻犾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狋犻犿犫犲狉犳犾狅狅狉

将木层板竖向紧密铺设，相邻层板通过钉连接而成的楼板。

３．３．１３

销接层板木楼板　犱狅狑犲犾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狋犻犿犫犲狉犳犾狅狅狉

将木层板竖向紧密铺设，相邻层板通过木销连接而成的楼板。

３．３．１４

正交胶合木楼板　犮狉狅狊狊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狋犻犿犫犲狉犳犾狅狅狉

采用正交胶合木加工而成的楼板。

３．４　柱

３．４．１

预制混凝土柱　狆狉犲犮犪狊狋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犮狅犾狌犿狀

在工厂或施工现场预先制作成型的钢筋混凝土柱。

３．４．２

钢柱　狊狋犲犲犾犮狅犾狌犿狀

由钢材制作而成的柱。

３．４．３

不锈钢柱　狊狋犪犻狀犾犲狊狊犮狅犾狌犿狀

由不锈钢制作而成的柱。

３．４．４

铝合金柱　犪犾狌犿犻狀犻狌犿犪犾犾狅狔犮狅犾狌犿狀

由铝合金制作而成的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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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５

原木柱　犾狅犵犮狅犾狌犿狀

由原木加工而成的柱。

３．４．６

工程木柱　犲狀犵犻狀犲犲狉犲犱狑狅狅犱犮狅犾狌犿狀

采用工程木加工而成的柱。

３．４．７

木拼合柱　犫狌犻犾狋狌狆犮狅犾狌犿狀；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狋犻犿犫犲狉犮狅犾狌犿狀

由规格材或结构复合木材拼合而成的柱。

３．４．８

组合柱　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犮狅犾狌犿狀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组合而成并整体受力的柱。

３．５　剪力墙

３．５．１

预制混凝土剪力墙　狆狉犲犮犪狊狋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狊犺犲犪狉狑犪犾犾

在工厂或施工现场预先制作成型的混凝土墙。

３．５．２

预制混凝土复合剪力墙　狆狉犲犮犪狊狋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狊犺犲犪狉狑犪犾犾

在墙体断面方向由钢筋混凝土及其他材料复合而成的预制墙。

３．５．３

钢板剪力墙　狊狋犲犲犾狆犾犪狋犲狊犺犲犪狉狑犪犾犾

设置在框架梁柱间，用以承受水平剪力的钢板构件。

３．５．４

轻钢龙骨复合墙体　犾犻犵犺狋犵犪狌犵犲狊狋犲犲犾犳狉犪犿犻狀犵狑犪犾犾

由轻钢龙骨、保温和隔热内填材料、两侧覆面板构成，在工厂生产的建筑用承重或非承重墙体。

［ＪＧ／Ｔ５４４—２０１８，定义３．１］

３．５．５

井干式墙体　犾狅犵犮犪犫犻狀狑犪犾犾

井干式木结构中，采用加工后的方木、原木和胶合原木水平向上层层咬合叠加而成的墙体。

３．５．６

正交胶合木墙体　犮狉狅狊狊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狋犻犿犫犲狉狑犪犾犾

采用正交胶合木加工而成的墙体。

３．５．７

木基结构板剪力墙　狑狅狅犱犫犪狊犲犱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狆犪狀犲犾狊犺犲犪狉狑犪犾犾

面层采用木基结构板，墙骨柱或间柱采用规格材、方木或胶合木的墙体。

　　注：改写ＧＢ５０００５—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２２。

３．５．８

组合剪力墙　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狊犺犲犪狉狑犪犾犾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组合而成且共同受力的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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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桁架

３．６．１

钢桁架　狊狋犲犲犾狋狉狌狊狊

由钢构件制作而成的桁架。

３．６．２

索桁架　犮犪犫犾犲狋狉狌狊狊

由在同一平面内两根曲率方向相反的索及两索之间的撑杆或拉索组成的桁架。

　　注：改写ＪＧＪ２５７—２０１２，定义２．１．８。

３．６．３

原木桁架　犾狅犵狋狉狌狊狊

采用原木加工而成的桁架。

３．６．４

轻型木桁架　犾犻犵犺狋狑狅狅犱狋狉狌狊狊

采用规格材制作节点并由齿板连接而成的木桁架。

３．６．５

钢木组合桁架　狊狋犲犲犾狋犻犿犫犲狉狋狉狌狊狊

采用木材作为主要受压杆件，钢材作为主要受拉杆件的组合桁架。

３．７　支撑

３．７．１

撑杆　狊狋狉狌狋

预应力结构中，两端固定于拉索或杆件上的承受轴向压力的刚性杆件。

３．７．２

隅撑　犱犻犪犵狅狀犪犾犫狉犪犮犲

用于支撑斜梁和柱受压翼缘的支撑构件。

［ＧＢ５１０２２—２０１５，定义２．１．５］

３．７．３

柱间支撑　犮狅犾狌犿狀犫狉犪犮犻狀犵

工业厂房中为保证建筑结构整体稳定、提高侧向刚度和传递纵向水平力而在相邻两柱之间设置的

连系杆件。

　　注：改写ＧＢ／Ｔ５００８３—２０１４，定义３．２．３０。

３．７．４

水平支撑　犺狅狉犻狕狅狀狋犪犾犫狉犪犮犻狀犵

屋盖结构中，在屋架或桁架之间的上弦或下弦平面内设置的支撑构件。

３．７．５

中心支撑　犮犲狀狋狉犻犮犪犾犫狉犪犮犻狀犵

框架间设置的与梁柱汇交于一节点的支撑。

３．７．６

偏心支撑　犲犮犮犲狀狋狉犻犮犪犾犫狉犪犮犻狀犵

框架间设置的至少有一端在梁柱节点外与横梁连接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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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索、膜

３．８．１

索体　犮犪犫犾犲犫狅犱狔

由单根或多根钢丝、钢绞线、钢丝绳或钢棒及必要的防护层构成的线形受力体。

　　注：改写ＪＧ／Ｔ３３０—２０１１，定义３．１．１。

３．８．２

锚具　犪狀犮犺狅狉犪犵犲

索体端部用于锚固和保持索力且将索力传递给结构的锚固及连接装置。

［ＪＧ／Ｔ３３０—２０１１，定义３．１．８］

３．８．３

拉索　犮犪犫犾犲

由索体和锚具等零部件组成的在工程结构中承受拉力的构件。

［ＪＧ／Ｔ３３０—２０１１，定义３．１．２］

３．８．４

钢拉杆　狊狋犲犲犾狋犻犲狉狅犱

由钢质杆体和连接件等组装而成的受拉构件。

　　注：改写ＧＢ／Ｔ２０９３４—２０１６，定义３．１。

３．８．５

膜片　犿犲犿犫狉犪狀犲狆犪狀犲犾

对膜材进行裁剪后形成的单块膜。

３．８．６

膜单元　犿犲犿犫狉犪狀犲狌狀犻狋

在膜结构中，由柔性边界或刚性边界围起的、膜片连接而成整块膜。

３．８．７

索夹　犮犪犫犾犲犮犾犪犿狆

用以连接索与其他构件的夹具。

３．８．８

浮动环　犳犾狅犪狋狉犻狀犵

仅由拉索和膜单元固定其空间位置的环形独立构件。

３．９　节点、支座

３．９．１

螺栓球节点　犫狅犾狋犲犱狊狆犺犲狉犻犮犪犾狀狅犱犲

由螺栓球、高强螺栓、销子（或螺钉）、套筒、锥头或封板等零部件组成的机械装配式节点。见图１。

［ＪＧＪ７—２０１０，定义２．１．２２］

　　注：图１引自ＪＧＪ７—２０１０，图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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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１———螺栓球；

２———高强度螺栓；

３———套筒；

４———紧固螺钉；

５———锥头；

６———封板。

图１　螺栓球节点

３．９．２

焊接空心球节点　狑犲犾犱犲犱犺狅犾犾狅狑狊狆犺犲狉犻犮犪犾狀狅犱犲

杆件与焊接空心球连接的节点。

［ＪＧ／Ｔ１１—２００９，定义３．１］

３．９．３

嵌入式毂节点　犲犿犫犲犱犲犱犺狌犫狀狅犱犲

由柱状毂体、杆端嵌入件、上下盖板、中心螺栓、平垫圈、弹簧垫圈等零部件组成的机械装配式节点。

见图２。

［ＪＧＪ７—２０１０，定义２．１．２３］

　　注：图２引自ＪＧＪ７—２０１０，图５．４．１。

　　说明：

　　１———嵌入榫；

２———毂体嵌入槽；

３———杆件；

４———杆端嵌入件；

５———连接焊缝；

６———毂体；

７———盖板；

８———中心螺栓；

９———平垫圈、弹簧垫圈。

图２　嵌入式毂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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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４

铸钢节点　犮犪狊狋狊狋犲犲犾犼狅犻狀狋

采用铸钢制作的连接钢构件的节点。

３．９．５

销轴节点　狆犻狀犪狓犻狊犼狅犻狀狋

由销轴和销板构成，具有单向转动能力的装配式节点。见图３。

　　注１：改写ＪＧＪ７—２０１０，定义２．１．２５。

　　注２：图引自ＪＧＪ７—２０１０，图５．６．１。

　　说明：

１———销板Ⅰ；

２———销轴；

３———销板Ⅱ。

图３　销轴节点

３．９．６

板式节点　犵狌狊狊犲狋犼狅犻狀狋

通过节点板和紧固螺栓将交于一点的杆件连接为一体的节点。

３．９．７

固定支座　犳犻狓犲犱犫犲犪狉犻狀犵

刚接于基础或下部结构的支座。

３．９．８

滑动支座　狊犾犻犱犻狀犵犫犲犪狉犻狀犵

满足支座位移、转动及承载力要求，可沿着规定的方向水平移动，不发生竖向移动的支座。

　　注１：可分为单向滑动支座和双向滑动支座。

　　注２：改写ＧＢ／Ｔ５００８３—２０１４，定义２．２．２０。

３．９．９

铰支座　狆犻狀犮狅狀狀犲犮狋犲犱犫犲犪狉犻狀犵

满足支座转动及承载力要求，不发生竖向和水平向移动的支座。

　　注：改写ＧＢ／Ｔ５００８３—２０１４，定义２．２．２１。

３．９．１０

球形支座　狊狆犺犲狉犻犮犪犾犫犲犪狉犻狀犵

以球面作为支承面，使结构在支座处可以沿任意方向转动的铰支座或滑动支座。

　　注：改写ＧＢ５００１７—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２２。

３．１０　消能阻尼器

３．１０．１

金属屈服型阻尼器　犿犲狋犪犾狔犻犲犾犱犱犪犿狆犲狉

由各种不同金属材料（软钢、铅等）元件或构件制成，利用金属元件或构件屈服时产生的弹塑性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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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耗散能量的消能阻尼器。

　　注：改写ＪＧＪ２９７—２０１３，定义２．１．６。

３．１０．２

屈曲约束支撑　犫狌犮犽犾犻狀犵狉犲狊狋狉犪犻狀犲犱犫狉犪犮犲

由核心单元、外约束单元等组成，利用核心单元产生弹塑性滞回变形耗散能量的消能阻尼器。

　　注：改写ＪＧＪ２９７—２０１３，定义２．１．８。

３．１０．３

形状记忆合金阻尼器　狊犺犪狆犲犿犲犿狅狉狔犪犾犾狅狔狊犱犪犿狆犲狉

由具有形状记忆效应和超弹性的合金制成，利用其相变超弹性性能耗散能量且具有复位能力的消

能阻尼器。

３．１０．４

黏滞阻尼器　狏犻狊犮狅狌狊犳犾狌犻犱犱犪犿狆犲狉

由缸体、活塞、黏滞材料等组成，利用黏滞材料运动时产生黏滞阻尼耗散能量的消能阻尼器。

　　注：改写ＪＧＪ２９７—２０１３，定义２．１．９。

３．１０．５

磁流变阻尼器　犿犪犵狀犲狋狅狉犺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犳犾狌犻犱狊犱犪犿狆犲狉

利用改变磁场控制磁流变体的流变特性来耗散能量的消能阻尼器。

３．１０．６

电涡流阻尼器　犲犱犱狔犮狌狉狉犲狀狋犱犪犿狆犲狉

利用导体在磁场中运动产生电涡流效应的耗能原理形成的非接触式消能阻尼器。

３．１０．７

黏弹性阻尼器　狏犻狊犮狅犲犾犪狊狋犻犮犱犪犿狆犲狉

由黏弹性材料和约束钢板或圆（方形或矩形）钢筒等组成，利用黏弹性材料间产生的剪切或拉压滞

回变形来耗散能量的消能阻尼器。

　　注：改写ＪＧＪ２９７—２０１３，定义２．１．１０。

３．１０．８

摩擦型阻尼器　犳狉犻犮狋犻狅狀犲狀犲狉犵狔犱犻狊狊犻狆犪狋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

由钢元件或构件、摩擦片和预压螺栓等组成，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元件或构件间相对位移时产生摩

擦做功而耗散能量的消能阻尼器。

３．１０．９

调谐质量阻尼器　狋狌狀犲犱犿犪狊狊犱犪犿狆犲狉

由质块、弹簧与耗能系统组成，通过调节质量块的振动频率，改变结构振动特性、耗散振动能量的消

能阻尼器。

３．１０．１０

调谐液体阻尼器　狋狌狀犲犱犾犻狇狌犻犱犱犪犿狆犲狉

由水箱与内部液体等组成，利用水箱中液体晃动，改变结构振动特性、耗散振动能量的消能阻尼器。

３．１１　隔震装置

３．１１．１

天然橡胶支座　犾犻狀犲犪狉狀犪狋狌狉犪犾狉狌犫犫犲狉犫犲犪狉犻狀犵

由多层天然橡胶和多层钢板或其他材料交替叠置结合而成的内部无竖向铅芯的隔震装置。

　　注：改写ＪＧ／Ｔ１１８—２０１８，定义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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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２

铅芯橡胶支座　犾犲犪犱狉狌犫犫犲狉犫犲犪狉犻狀犵

由多层天然橡胶和多层钢板或其他材料交替叠置结合而成的内部含有竖向铅芯的隔震装置。

　　注：改写ＪＧ／Ｔ１１８—２０１８，定义３．１．４。

３．１１．３

高阻尼橡胶支座　犺犻犵犺犱犪犿狆犻狀犵狉狌犫犫犲狉犫犲犪狉犻狀犵

用复合橡胶制成的具有较高阻尼性能的隔震装置。

　　注：改写ＪＧ／Ｔ１１８—２０１８，定义３．１．５。

３．１１．４

弹性滑板支座　犲犾犪狊狋犻犮狊犾犻犱犲犫犲犪狉犻狀犵

由橡胶支座部、滑移材料、滑移面板及上下连接板组成的隔震装置。

　　注：改写 ＧＢ／Ｔ２０６８８．５—２０１４，定义３．１。

３．１１．５

摩擦摆隔震支座　犳狉犻犮狋犻狅狀狆犲狀犱狌犾狌犿犻狊狅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犪狉犻狀犵

通过球面摆动延长结构振动周期和滑动界面摩擦消耗地震能量的隔震装置。

　　注：改写 ＧＢ／Ｔ３７３５８—２０１９，定义３．１。

３．１１．６

金属滑轨隔震支座　犿犲狋犪犾狉狅犾犾犻狀犵犵狌犻犱犲犫犲犪狉犻狀犵

由导轨副交叉组成，利用滚动或滑动原理消耗地震能量的隔震装置。

３．１２　楼梯

３．１２．１

预制混凝土楼梯　狆狉犲犮犪狊狋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狊狋犪犻狉

在工厂或现场预先制作的钢筋混凝土楼梯构件。

３．１２．２

钢楼梯　狊狋犲犲犾狊狋犪犻狉

由钢构件在工厂制作成型或现场组装而成的楼梯。

３．１２．３

轻型木楼梯　犾犻犵犺狋狑狅狅犱狊狋犪犻狉

骨架采用规格材、面板主要采用木基结构板制作而成的楼梯。

３．１２．４

正交胶合木楼梯　犮狉狅狊狊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狋犻犿犫犲狉狊狋犪犻狉

采用正交胶合木制作而成的楼梯。

３．１３　其他

３．１３．１

预制混凝土阳台　狆狉犲犮犪狊狋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犫犪犾犮狅狀狔

在工厂或现场预先制作的钢筋混凝土阳台。

３．１３．２

檩条　狆狌狉犾犻狀

将屋面板承受的荷载传递到屋面梁、屋架或承重墙上的梁式构件。

［ＧＢ／Ｔ５００８３—２０１４，定义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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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３

雨篷　狉犪犻狀狆狉狅狅犳犪狑狀犻狀犵

建筑物洞口处，起挡雨、遮阳等作用的水平构件。

３．１３．４

挑檐　狅狏犲狉犺犪狀犵

屋面挑出外墙的部分，方便排水并对外墙起保护作用的构件。

３．１３．５

空调板　犪犻狉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犻狀犵狆犪狀犲犾

用于安放空调外机的板式构件。

３．１３．６

建筑变形缝装置　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犲狓狆犪狀狊犻狅狀犼狅犻狀狋犮狅狏犲狉狊狔狊狋犲犿

在变形缝处设置的能满足建筑结构使用功能，又能起到装饰作用的各种装置的总称。

　　注１：分为伸缩缝装置、沉降缝装置、防震缝装置。

　　注２：改写ＪＧ／Ｔ３７２—２０１２，定义３．２。

３．１３．７

套筒　犮狅狌狆犾犲狉狅犳狊犾犲犲狏犲

用于传递钢筋轴向拉力或压力的钢套管。

［ＪＧＪ１０７—２０１６，定义２．１］

３．１３．８

灌浆套筒　犵狉狅狌狋犻狀犵狊犾犲犲狏犲

通过水泥基灌浆料的传力作用将钢筋对接连接所用的金属套筒。

　　注：改写ＪＧ／Ｔ３９８—２０１９，定义３．１。

３．１３．９

钢筋机械连接接头　狉犲犫犪狉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狊狆犾犻犮犲

通过钢筋与连接件或其他介入材料的机械咬合作用或钢筋端面承压作用，将一根钢筋中的力传递

至另一根钢筋的全套装置。

　　注：改写ＪＧＪ１０７—２０１６，定义２．１．１、２．１．２。

３．１３．１０

锚栓　犪狀犮犺狅狉

将被连接件锚固到基材上的锚固组件产品。

　　注１：分机械锚拴和化学锚拴。

　　注２：改写ＪＧＪ１４５—２０１３，定义２．１．３。

３．１３．１１

钢筋锚固板　犪狀犮犺狅狉狆犪狀狀犲犾

固定于钢筋端头，用于增大钢筋局部锚固力的预埋件。

３．１３．１２

槽式预埋件　犮犺犪狀狀犲犾狆犾犪狋犲犲犿犫犲犱犱犲犱狆犪狉狋狊

由钢槽和锚筋构成的预埋件。

　　注：改写ＪＧ／Ｔ５６０—２０１９，定义３．２。

３．１３．１３

木栓　狑狅狅犱犱狅狑犲犾

井干式木结构墙体中，相邻两根木构件间按一定间距设置的木销，用于承担木墙平面内由水平荷载

在拼缝处产生的大部分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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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１４

齿板　狋狉狌狊狊狆犾犪狋犲

经表面镀锌处理的钢板冲压成多齿的连接件。

　　注：改写ＧＢ５０００５—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２０。

３．１３．１５

钉板角撑　犪狀犵犾犲犫狉犪犮犽犲狋

由热镀锌钢板或不锈钢板制作的，用于连接正交胶合木楼板和墙板的连接件。

３．１３．１６

钢套（管）连接件　狋狌犫犲犮狅狀狀犲犮狋狅狉

正交胶合木墙体中，用于传递剪力的管状连接件。

３．１３．１７

剪板　狊犺犲犪狉狆犾犪狋犲

用于传递木构件之间、木构件与钢板之间剪力，与螺栓配合使用的盘状金属件。

４　围护结构制品、配件

４．１　墙板

４．１．１

预制混凝土非承重墙板　狆狉犲犮犪狊狋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狀狅狀犾狅犪犱犫犲犪狉犻狀犵狑犪犾犾狆犪狀犲犾

在工厂或施工现场预先制作成型，用于围护、分隔的混凝土墙板。

４．１．２

预制混凝土外挂墙板　狆狉犲犮犪狊狋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犳犪犮犪犱犲狆犪狀犲犾

安装在主体结构外侧，起围护、装饰作用的非承重预制钢筋混凝土外墙板。

　　注：改写ＧＢ／Ｔ５１２３１—２０１６，定义２．１．２８。

４．１．３

预制混凝土复合保温外墙板　狆狉犲犮犪狊狋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狅狀犳犪犮犪犱犲狆犪狀犲犾

在工厂将保温材料集成于混凝土板，制成的具有保温绝热性能的外墙板。

４．１．４

蒸压轻质加气混凝土板　犪狌狋狅犮犾犪狏犲犱犪犲狉犪狋犲犱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狆犾犪狋犲

以蒸压加气混凝土制作的，用于围护、分隔的非承重墙板。

４．１．５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外墙板　犵犾犪狊狊犳犻犫犲狉狉犲犻狀犳狅狉犮犲犱犮犲犿犲狀狋犮犾犪犱犱犻狀犵狆犪狀犲犾

以玻璃纤维增强水泥制作的，用于建筑外围护的非承重外墙板。

４．１．６

木骨架组合墙体　犻狀犳犻犾犾狊狅狉狆犪狉狋犻狋犻狅狀狊狑犻狋犺狋犻犿犫犲狉犳狉犪犿犲狑狅狉犽

在木骨架外部覆盖墙面板，并可在木骨架空隙内填充保温隔热及隔声材料而构成的非承重墙体。

　　注：改写ＧＢ／Ｔ５０３６１—２０１８，定义２．１．６。

４．２　建筑门窗

４．２．１

铝合金门窗　犪犾狌犿犻狀犻狌犿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采用铝合金建筑型材制作框、扇杆件结构的门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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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塑料门窗　狆犾犪狊狋犻犮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采用内衬增强型钢，基材为未增塑聚氯乙烯（ＰＶＣＵ）型材制作框、扇杆件结构的门和窗。

４．２．３

铝塑共挤门窗　犪犾狌犿犻狀狌犿狆犾犪狊狋犻犮犮狅犲狓狋狉狌狊犻狅狀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采用铝塑共挤型材制作框、扇杆件结构的门和窗。

［ＪＧ／Ｔ５４３—２０１８，定义３．１］

４．２．４

钢塑共挤门窗　狆犾犪狊狋犻犮／狊狋犲犲犾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采用钢塑共挤微发泡型材制作框、扇杆件结构的门和窗。

４．２．５

钢门窗　狊狋犲犲犾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采用钢质型材、板材制作框、扇杆件结构的门和窗。

４．２．６

木门窗　狑狅狅犱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采用木材、木质复合材料制作框、扇杆件结构的门和窗。

４．２．７

铝木复合门窗　犪犾狌犿犻狀狌犿狑狅狅犱犮狅犿狆犾犲狓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采用铝木复合型材制作框、扇杆件结构的门和窗。

４．２．８

铝塑复合门窗　犪犾狌犿犻狀狌犿狆犾犪狊狋犻犮犮狅犿狆犾犲狓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采用铝塑复合型材制作框、扇杆件结构的门和窗。

４．２．９

钢塑复合门窗　狊狋犲犲犾狆犾犪狊狋犻犮犮狅犿狆犾犲狓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采用钢塑复合型材制作框、扇杆件结构的门和窗。

４．２．１０

玻璃钢门窗　犳犻犫犲狉犵犾犪狊狊狉犲犻狀犳狅狉犮犲犱狆犾犪狊狋犻犮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采用玻璃纤维增强的热固性树脂型材制作框、扇杆件结构的门和窗。

４．２．１１

玻纤增强聚氨酯门窗　犵犾犪狊狊犳犻犫犲狉狉犲犻狀犳狅狉犮犲犱狆狅犾狔狌狉犲狋犺犪狀犲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采用玻纤增强的聚氨酯型材制作框、扇杆件结构的门和窗。

４．２．１２

自动门　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犱狅狅狉

由各种信号控制自动启闭出入口并具备运行装置、感应装置及门体部件的总称。

［ＪＧ／Ｔ１７７—２００５，定义３．１］

４．２．１３

卷帘门窗　狉狅犾犾犻狀犵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由导轨、卷轴、帘体及驱动装置组成，采用卷曲方式启闭的门窗。

４．２．１４

彩钢整板卷门　犮狅犾狅狉狊狋犲犲犾狉狅犾犾犻狀犵犱狅狅狉

由门扇、平衡系统、卷门开门机、导轨等组成，采用彩色涂层钢板作门板，用电动或手动方式使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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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扇沿导轨运动并围绕卷轮卷起的门。

［ＪＧ／Ｔ３０６—２０１１，定义３．１］

４．２．１５

电动排烟窗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犲狓犮犾狌犱犲狊犿狅犽犲狑犻狀犱狅狑狊

用于排烟、通风或采光，通过自动或人工控制方式电动启闭，安装于建筑屋顶或墙面的窗。

４．２．１６

纱门窗　狊犮狉犲犲狀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装有纱网的门窗。

４．２．１７

集成型门窗　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具有防风雨、遮阳、保温、隔声、防盗、采光、防蚊虫等多种功能的门窗。

４．２．１８

传递窗　狆犪狊狊犫狅狓

安装在房间隔墙上，用于物料传递，并具有隔离隔墙两侧房间空气的基本功能的一种箱式装置。

［ＪＧ／Ｔ３８２—２０１２，定义３．１］

４．２．１９

户门　犪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犱狅狅狉

居住建筑的独立生活空间通往公共空间或室外的门。

［ＪＧ／Ｔ４５３—２０１４，定义３．１］

４．２．２０

单元门　狌狀犻狋犱狅狅狉

用于住宅建筑楼宇出入口，或有相同功能需求的公共建筑共用出入口的门。

［ＪＧ／Ｔ５１４—２０１７，定义３．１］

４．２．２１

疏散门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犲狓犻狋犪狀犱犲狏犪犮狌犪狋犻狅狀犱狅狅狉

用于人员疏散和安全出口的门。

４．２．２２

上滑道车库门　狊犲犮狋犻狅狀犪犾犵犪狉犪犵犲犱狅狅狉

由平衡系统、固定导轨和多块门板连接而成的门扇，门扇侧边装有滚轮，开启时门扇沿导轨运动，向

上转折提升。

　　注：可利用驱动装置启闭，也可单独使用人工手动启闭。

４．２．２３

电动围墙大门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犳犾犲狓犵犪狋犲

安装于围墙上，由电力驱动门扇作旋转、滑移或伸缩启闭的门。

４．２．２４

工业滑升门　犻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狊犲犮狋犻狅狀犪犾犱狅狅狉

带有动态平衡系统，门扇两侧的滚轮沿导向系统整体上下运行的门。

［ＪＧ／Ｔ３５３—２０１２，定义３．１］

４．２．２５

飞机库门　犺犪狀犵犪狉犱狅狅狉

为飞机进出飞机库专门设置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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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Ｇ／Ｔ４１０—２０１３，定义３．１］

４．２．２６

站台屏蔽门　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狊犮狉犲犲狀犱狅狅狉

设置在站台边缘，将乘客候车区与列车运行区相互隔离，并具有供司乘人员出入门的连续屏障。

４．２．２７

防火门窗　犳犻狉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犱狅狅狉犪狀犱狑犻狀犱狅狑

用于阻断来自火灾区域的气流、火焰和热量，具有一定耐火性能的门和窗。

４．２．２８

隔热防火门（犃类）　犳狌犾犾狔犻狀狊狌犾犪狋犲犱犱狅狅狉狊犲狋狊（犃犮犾犪狊狊）

在规定时间内，能同时满足耐火完整性和隔热性要求的防火门。

［ＧＢ１２９５５—２００８，定义３．６］

４．２．２９

部分隔热防火门（犅类）　狆犪狉狋犻犪犾犾狔犻狀狊狌犾犪狋犲犱犱狅狅狉狊犲狋狊（犅犮犾犪狊狊）

在规定大于等于０．５０ｈ内，满足耐火完整性和隔热性要求，在大于０．５０ｈ后所规定的时间内，能满

足耐火完整性要求的防火门。

［ＧＢ１２９５５—２００８，定义３．７］

４．２．３０

非隔热防火门（犆类）狀狅犻狀狊狌犾犪狋犲犱犱狅狅狉狊犲狋狊（犆犮犾犪狊狊）

在规定时间内，能满足耐火完整性要求的防火门。

［ＧＢ１２９５５—２００８，定义３．８］

４．２．３１

隔热防火窗（犃类）　犻狀狊狌犾犪狋犲犱犳犻狉犲狑犻狀犱狅狑（犃犮犾犪狊狊）

在规定时间内，能同时满足耐火隔热性和耐火完整性要求的防火窗。

［ＧＢ１６８０９—２００８，定义３．３］

４．２．３２

非隔热防火窗（犆类）　狌狀犻狀狊狌犾犪狋犲犱犳犻狉犲狑犻狀犱狅狑（犆犮犾犪狊狊）

在规定时间内，能满足耐火完整性要求的防火窗。

［ＧＢ１６８０９—２００８，定义３．４］

４．２．３３

耐火窗　狌狀犻狀狊狌犾犪狋犲犱犳犻狉犲狑犻狀犱狅狑狑犻狋犺狅狌狋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犮犾狅狊犻狀犵

开启扇无自动关闭功能但在规定条件下具有耐火完整性的窗。

４．２．３４

防火卷帘　犳犻狉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狊犺狌狋狋犲狉

具有帘板（帘面）、导轨、座板、门楣、箱体等，并配以卷门机和控制箱所组成的能符合耐火完整性要

求的卷帘。

４．２．３５

防盗安全门　犫狌狉犵犾犪狉狔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狊犪犳犲狋狔犱狅狅狉

配有防盗锁，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抵抗一定条件下非正常开启，具有一定安全防护性能并符合相应防

盗安全级别的门。

４．２．３６

防护门　犫犾犪狊狋犱狅狅狉

能阻挡冲击波但不能阻挡毒剂通过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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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５０１３４—２００４，定义２．０．８］

４．２．３７

防护密闭门　犫犾犪狊狋犪犻狉狋犻犵犺狋犱狅狅狉

既能阻挡冲击波又能阻挡毒剂通过的门。

［ＧＢ５０１３４—２００４，定义２．０．９］

４．２．３８

密闭门　犪犻狉狋犻犵犺狋犱狅狅狉

能阻挡毒剂通过但不能阻挡冲击波通过的门。

［ＧＢ５０１３４—２００４，定义２．０．１０］

４．２．３９

防爆波活门　犫犾犪狊狋狏犪犾狏犲

装于通风口或排烟口处，在冲击波到来时能迅速自动关闭的防冲击波的门。

［ＧＢ５０１３４—２００４，定义２．０．１２］

４．２．４０

防淹门　犳犾狅狅犱犵犪狋犲

阻止水流涌入的密封门。

４．２．４１

传动机构用执手　犺犪狀犱犾犲犳狅狉犲狊狆犪犵狀狅犾犲狋狋犲犵犲犪狉

实现门窗扇启闭的操纵装置。

　　注：改写ＧＢ／Ｔ３２２２３—２０１５，定义３．６。

４．２．４２

旋压执手　犮犪狊犲犿犲狀狋犳犪狊狋犲狀犲狉犺犪狀犱犾犲

通过转动手柄，实现窗启闭、锁定功能的装置。

［ＧＢ／Ｔ３２２２３—２０１５，定义３．７］

４．２．４３

双面执手　犾犲狏犲狉犺犪狀犱犾犲狊犪狀犱犽狀狅犫犳狌狉狀犻狋狌狉犲

执手分别装在门扇的两面，且均可实现驱动锁闭装置的一套组合部件。

［ＧＢ／Ｔ３２２２３—２０１５，定义３．８］

４．２．４４

单点锁闭器　狊犻狀犵犾犲狆狅犻狀狋犾狅犮犽犻狀犵犵犲犪狉

可控制推拉门窗单一位置锁闭的装置。

［ＧＢ／Ｔ３２２２３—２０１５，定义３．９］

４．２．４５

合页　犺犻狀犵犲

铰链

用于连接门窗框和门窗扇，支撑门窗扇，实现门窗扇向室内或室外产生旋转的装置。

［ＧＢ／Ｔ３２２２３—２０１５，定义３．１０］

４．２．４６

滑撑　犳狉犻犮狋犻狅狀犺犻狀犵犲

用于连接窗框和窗扇，支承窗扇，实现向室外产生旋转并同时平移开启的多杆件装置。

［ＧＢ／Ｔ３２２２３—２０１５，定义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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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７

滑轮　狉狅犾犾犲狉

承受门窗扇重量，并能在外力的作用下，通过滚动使门窗扇沿轨道往复运动的装置。

［ＧＢ／Ｔ３２２２３—２０１５，定义３．１２］

４．２．４８

传动锁闭器　犲狊狆犪犵狀狅犾犲狋狋犲犵犲犪狉

具有传动功能，可控制平开门窗、上悬窗、下悬窗多点锁闭和开启的杆形装置。

［ＧＢ／Ｔ３２２２３—２０１５，定义３．１３］

４．２．４９

多点锁闭器　犿狌犾狋犻狆狅犻狀狋犾狅犮犽犻狀犵犵犲犪狉

具有传动功能，可控制推拉门窗多个位置锁闭和开启的杆形装置。

［ＧＢ／Ｔ３２２２３—２０１５，定义３．１４］

４．２．５０

插销　狊犺狅狅狋犫狅犾狋

实现对门窗扇定位、锁闭功能的装置。

［ＧＢ／Ｔ３２２２３—２０１５，定义３．１５］

４．２．５１

撑挡　狊狋犪狔犪狉犿

限位器

限制活动扇开启角度的装置。

　　注：改写ＧＢ／Ｔ３２２２３—２０１５，定义３．１６。

４．２．５２

液压地弹簧　犺狔犱狉犪狌犾犻犮犳犾狅狅狉狊狆狉犻狀犵

由金属弹簧、液压阻尼组合作用的关门装置。

［ＱＢ／Ｔ２６９７—２０１３，定义３．１］

４．２．５３

电动地弹簧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犳犾狅狅狉狊狆狉犻狀犵

由电机驱动的开门、关门装置。

［ＱＢ／Ｔ２６９７—２０１３，定义３．２］

４．２．５４

闭门器　犱狅狅狉犮犾狅狊犲狉

安装在门的上部，用于自动关闭门扇，并可调节关闭速度的装置。

［ＪＧ／Ｔ２６８—２０１９，定义３．１］

４．２．５５

门窗用通风器　狏犲狀狋犻犾犪狋狅狉犳狅狉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安装于建筑门窗、幕墙、采光顶等，具有抗风压、水密、气密、隔声、过滤等性能，用以实现室内外空气

交换的可控通风装置。

　　注：改写ＪＧ／Ｔ２３３—２０１７，定义３．１。

４．２．５６

开门推杠装置　狆犪狀犻犮犱犲狏犻犮犲狊狅狆犲狉犪狋犲犱犫狔犪犺狅狉犻狕狅狀狋犪犾犫犪狉

无需借助钥匙或其他工具，用手或身体推动即可直接、迅速推开门扇的装置。

　　注：改写ＪＧ／Ｔ２９０—２０１０，定义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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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５７

内平开下悬五金系统　狋犻犾狋犪狀犱狋狌狉狀犺犪狉犱狑犪狉犲狊狔狊狋犲犿

通过操作执手，可以使窗具有内平开、下悬、锁闭等功能的五金系统。

［ＧＢ／Ｔ２４６０１—２００９，定义３．１］

４．２．５８

提升推拉五金系统　犾犻犳狋犻狀犵犪狀犱狊犾犻犱犲犺犪狉犱狑犪狉犲狊狔狊狋犲犿

由提升机构、锁闭部件等组成的，可以使门具有升降、推拉、锁闭等功能的五金系统。

［ＪＧ／Ｔ３０８—２０１１，定义３．１］

４．２．５９

平推窗滑撑　狆犪狉犪犾犾犲犾犺犻狀犵犲

连接平推窗窗框和窗扇，并支撑和引导窗扇沿着窗平面法线方向平行移动的连杆式铰链装置。

　　注１：包括承重滑撑和导向滑撑。

　　注２：改写ＪＧ／Ｔ４３３—２０１４，定义３．２。

４．２．６０

附框　犪狆狆犲狀犱犲狀狋犳狉犪犿犲

预埋或预先安装在门窗洞口中，用于固定门窗的杆件系统。

［ＧＢ／Ｔ５８２３—２００８，定义２．４］

４．３　建筑幕墙

４．３．１　

玻璃幕墙　犵犾犪狊狊犮狌狉狋犪犻狀狑犪犾犾

面板材料为玻璃的幕墙。

［ＧＢ／Ｔ３４３２７—２０１７，定义３．１．１］

４．３．２

石材幕墙　狀犪狋狌狉犪犾狊狋狅狀犲犮狌狉狋犪犻狀狑犪犾犾

面板材料为天然石材的幕墙。

［ＧＢ／Ｔ３４３２７—２０１７，定义３．１．２］

４．３．３

金属板幕墙　犿犲狋犪犾狆犪狀犲犾犮狌狉狋犪犻狀狑犪犾犾

面板材料为金属板材、金属复合板的幕墙。

４．３．４

人造板材幕墙　犪狉狋犻犳犻犮犻犪犾狆犪狀犲犾犮狌狉狋犪犻狀狑犪犾犾

面板材料采用人造材料或天然材料与人造材料复合制成的人造外墙板（不包括玻璃和金属板材）的

幕墙。

［ＧＢ／Ｔ３４３２７—２０１７，定义３．１．６］

４．３．５

组合幕墙　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犮狌狉狋犪犻狀狑犪犾犾

由不同面板材料组成的建筑幕墙。

４．３．６

框支承幕墙　犳狉犪犿犲狊狌狆狆狅狉狋犻狀犵犮狌狉狋犪犻狀狑犪犾犾

面板由立柱、横梁连接构成的框架支承的建筑幕墙。

［ＧＢ／Ｔ３４３２７—２０１７，定义３．３．１］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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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７

构件式幕墙　狊狋犻犮犽犮狌狉狋犪犻狀狑犪犾犾

在现场依次安装立柱、横梁和面板的框支承建筑幕墙。

［ＧＢ／Ｔ３４３２７—２０１７，定义３．３．１．１］

４．３．８

单元式幕墙　狌狀犻狋犻狕犲犱犮狌狉狋犪犻狀狑犪犾犾

由面板与支承框架在工厂制成的不小于一个楼层高度的幕墙结构基本单位，直接安装在主体结构

上组合而成的框支承建筑幕墙。

［ＧＢ／Ｔ３４３２７—２０１７，定义３．３．１．２］

４．３．９

肋支承幕墙　狉犻犫狊狌狆狆狅狉狋犻狀犵犮狌狉狋犪犻狀狑犪犾犾

面板支承结构为肋板的幕墙。

［ＧＢ／Ｔ３４３２７—２０１７，定义３．３．２］

４．３．１０

点支承幕墙　狆狅犻狀狋狊狌狆狆狅狉狋犻狀犵犮狌狉狋犪犻狀狑犪犾犾

以点连接方式（或近似于点连接的局部连接方式）直接承托和固定面板的幕墙。

［ＧＢ／Ｔ３４３２７—２０１７，定义３．３．３］

４．３．１１

点支承装置　狆狅犻狀狋狊狌狆狆狅狉狋犻狀犵犱犲狏犻犮犲

以点连接方式直接承托和固定面板，并传递面板所承受作用的组件。

　　注：改写ＧＢ／Ｔ３７２６６—２０１８，定义３．１。

４．３．１２

吊夹　狊狌狊狆犲狀狊犻狅狀犮犾犪犿狆

用来吊挂安装玻璃面板或肋板，将玻璃面板或肋板的重力荷载传递到支撑结构或主体结构上的组

合构件。

［ＪＧ／Ｔ１３９—２０１７，定义３．２］

４．３．１３

拉杆　狋犲狀狊犻狅狀狉狅犱

仅轴向承受拉力的杆件。

［ＧＢ／Ｔ３４３２７—２０１７，定义４．４．６］

４．３．１４

转接件　犮狅狀狀犲犮狋狅狉

固定建筑玻璃点支承装置并传递荷载或作用至支撑结构的组件。

４．３．１５

过载保护装置　狋犲狀狊犻狅狀犮犪犫犾犲狅狏犲狉犾狅犪犱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

在拉索拉力超过设定值时（例如：地震等意外情况发生时）保险丝破断，靠弹簧的作用继续张紧拉

索，保护幕墙系统安全的装置。

４．３．１６

预应力保持装置　狆狉犲狋犲狀狊犻狅狀犺狅犾犱犻狀犵犱犲狏犻犮犲

当索结构在遇到支座位移、温差作用等不利的情况时，可保证拉索预应力始终维持在一个较小范围

内变化，保证幕墙正常工作的装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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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建筑遮阳产品

４．４．１

遮阳篷　犪狑狀犻狀犵

帘体为软质材料，采用展开和卷曲方式实现伸展与收回，用于调节安装面下光热状态的遮阳产品。

４．４．２

天篷帘　狊犽狔犾犻犵犺狋犫犾犻狀犱

帘体为软质材料，完全伸展时帘体与围护结构屋面平行，通过伸展与收回方式调节透明屋面内光热

状态的遮阳产品。

４．４．３

百叶帘　狏犲狀犲狋犻犪狀犫犾犻狀犱

由连续多片相同的片状遮阳材料组成，通过伸展与收回及开启与关闭方式形成连续重叠面，用于调

节室内光热状态的遮阳产品。

４．４．４

折叠帘　犳狅犾犱犲犱犫犾犻狀犱

安置在建筑物室内侧，帘体为软质材料，完全伸展时帘体与围护结构墙面平行，通过折叠方式实现

伸展和收回，用于调节室内光热状态的遮阳产品。

４．４．５

卷帘　狉狅犾犾犲狉犫犾犻狀犱；狊犺狌狋狋犲狉

帘体为软质材料，完全伸展时帘体通常与围护结构墙面平行，通过展开和卷曲方式实现伸展和收

回，用于调节室内光热状态的遮阳产品。

４．４．６

百叶扇　狊狅犾犪狉狊犺犪犱犻狀犵狑犻狀犱狅狑

扇面呈百叶形式，安装在建筑物墙体上（内），通过扇面的平移、平推及百叶的开启与关闭调节遮挡

面光热状态的窗式遮阳产品。

４．４．７

遮阳板　狊狅犾犪狉狊犺犪犱犻狀犵狆犪狀犲犾

以水平、垂直或平铺等方式安装在建筑物表面，用于遮挡建筑物表面或调节进入室内光热状态的板

式遮阳产品。

　　注：改写ＪＧ／Ｔ３９９—２０１２，定义９．１。

４．４．８

光伏遮阳板　犘犞狊犺犪犱犻狀犵狆犪狀犲犾

具有光伏发电功能的建筑外遮阳板式制品。

４．４．９

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　狊犲犪犾犲犱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狀犵犵犾犪狊狊狌狀犻狋狑犻狋犺狊犺犪犱犻狀犵犻狀狊犻犱犲

在中空玻璃中间层内安装遮阳百叶或帘布，在中空玻璃外安装控制系统，通过调节遮阳百叶或帘布

伸展与收回、开启与关闭调节室内光热状态的遮阳产品。

４．４．１０

遮阳格栅　狊犺犪犱犻狀犵犵狉犻犾犾犻狀犵

安装在建筑围护结构外面，用于调节室内光热状态的网格状制品。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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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其他

４．５．１

金属屋面板　犿犲狋犪犾狉狅狅犳狆犪狀犲犾

用于制作屋面的金属平板或压型板。

４．５．２

瓦　狋犻犾犲

用于屋面覆盖、装饰的板状或块状制品。

４．５．３

采光顶　狊犽狔犾犻犵犺狋

由透明面板与支承体系所组成的与水平方向夹角小于７５°的建筑围护结构。

４．５．４

建筑用光伏构件　狆犺狅狋狅狏狅犾狋犪犻犮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犳狅狉犫狌犻犾犱犻狀犵

具有建筑构件功能的光伏发电产品。

［ＪＧ／Ｔ４９２—２０１６，定义３］

４．５．５

建筑用光热构件　狊狅犾犪狉狋犺犲狉犿犪犾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犳狅狉犫狌犻犾犱犻狀犵

满足安装部位建筑性能要求，作为建筑材料或建筑构件使用的太阳能集热器产品和太阳能热水器

产品。

［ＪＧ／Ｔ４９３—２０１６，定义３．１］

４．５．６

排气道　狏犲狀狋犻犾犪狋犻狀犵犱狌犮狋

用于排除厨房炊事活动产生的烟气或卫生间浊气的管道制品。

　　注１：是住宅厨房或卫生间集中排气管道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

　　注２：改写ＪＧ／Ｔ１９４—２０１８，定义３．１。

５　建筑装饰装修制品

５．１　隔墙与墙面

５．１．１

装配式隔墙　犪狊狊犲犿犫犾犲犱狆犪狉狋犻狋犻狅狀狑犪犾犾

由工厂生产的，具有隔声、防火、防潮等性能，且满足空间功能和美学要求的制品集成，采用管线分

离技术、干式工法装配而成的隔墙。

　　注：改写ＧＢ／Ｔ５１２３１—２０１６，定义２．１．２０。

５．１．２

骨架隔墙　狊犽犲犾犲狋狅狀狆犪狉狋犻狋犻狅狀狑犪犾犾

由龙骨、配件、填充材料、两侧墙面板及嵌缝材料等构成，在施工现场装配安装而成的隔墙。

５．１．３

板材隔墙　狆犾犪狋犲狆犪狉狋犻狋犻狅狀狑犪犾犾

不需设置隔墙龙骨，由隔墙板材自承重，将预制的隔墙板材装配安装于建筑主体结构上的隔墙。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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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４

活动隔墙　犿狅狏犪犫犾犲狆犪狉狋犻狋犻狅狀狑犪犾犾

由墙板、轨道、配件等构成，在施工现场装配安装而成的可移动、启闭的隔墙。

５．１．５

玻璃隔墙　犵犾犪狊狊狆犪狉狋犻狋犻狅狀狑犪犾犾

由玻璃板、玻璃砖、配件等构成，在施工现场装配安装而成的隔墙。

５．１．６

隔断　狆犪狉狋犻狋犻狅狀

建筑内部固定的、不到顶的垂直分隔物。

［ＧＢ５０２２２—２０１７，定义２．０．３］

５．１．７

集成墙面　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狑犪犾犾狊狌狉犳犪犮犲

由集成墙面板和／或功能模块及装饰线条、卡扣等配件集成，在工厂制作、现场安装的装饰性室内墙

面制品。

５．１．８

墙体龙骨　狑犪犾犾犳狌狉狉犻狀犵

组成墙体骨架的主要构件。

５．１．９

角码　犮狅狉狀犲狉犮狅狀狀犲犮狋狅狉

墙体骨架中连接龙骨与主体结构的配件。

５．１．１０

支撑卡　犫狉犪犮犻狀犵犮犾犻狆

覆面板材与龙骨固定时起支撑作用的配件。

［ＧＢ／Ｔ１１９８１—２００８，定义３．２．４］

５．２　吊顶

５．２．１

装配式吊顶　犪狊狊犲犿犫犾犲犱犮犲犻犾犻狀犵

由工厂生产的，具有隔声、防火、防潮等性能，且满足空间功能和美学要求的制品装配而成的吊顶。

　　注：改写ＧＢ／Ｔ５１２３１—２０１６，定义２．１．２０。

５．２．２

集成吊顶　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犮犲犻犾犻狀犵

由装饰模块、功能模块及构配件组成的，在工厂预制的、可自由组合的多功能一体化装置。

［ＪＧ／Ｔ４１３—２０１３，定义３．１］。

５．２．３

整体面层吊顶　犻狀狋犲犵狉犪犾犾犪狔犲狉犮犲犻犾犻狀犵

面层材料接缝不外露的吊顶。

［ＧＢ５０２１０—２０１８，定义２．０．５］

５．２．４

板块面层吊顶　犫狅犪狉犱狊狌狉犳犪犮犲犮犲犻犾犻狀犵

面层材料接缝外露的吊顶。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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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５０２１０—２０１８，定义２．０．６］

５．２．５

格栅吊顶　犵狉犻犾犾犲犮犲犻犾犻狀犵

由条状或点状等材料不连续安装的吊顶。

［ＧＢ５０２１０—２０１８，定义２．０．７］

５．２．６

吊杆　狊狌狊狆犲狀犱犻狀犵狉狅犱

吊顶系统中悬吊吊顶龙骨骨架及面板的承力构件。

［ＪＧＪ３４５—２０１４，定义２．０．２］

５．２．７

吊顶龙骨　犮犲犻犾犻狀犵犳狌狉狉犻狀犵

组成吊顶骨架的主要构件。

　　注：改写ＪＧＪ３４５—２０１４，定义２．０．３。

５．２．８

吊件　犼狅犻狊狋狊狌狊狆犲狀犱犲狉

吊杆与龙骨间的连接件。

［ＪＧＪ３４５—２０１４，定义２．０．９］

５．２．９

挂件　犼狅犻狊狋犺犪狀犵犲狉

主龙骨和其他龙骨挂接的连接件。

［ＪＧＪ３４５—２０１４，定义２．０．１０］

５．２．１０

反支撑件　狊狌狆狆狅狉狋犻狀犵狉狅犱

吊顶系统中起反向支撑作用并防止面板产生向上位移的承力构件。

５．２．１１

吊顶转换层　狋狉犪狀狊犳犲狉狊狋狅狉犲狔狅犳犮犲犻犾犻狀犵

为满足吊顶稳定要求沿建筑结构下方安装的钢架体系。

５．３　楼地面

５．３．１

装配式地面　犪狊狊犲犿犫犾犲犱犳犾狅狅狉

由工厂生产的，具有隔声、防火、防潮等性能，且满足空间功能和美学要求的部品装配而成的地面。

　　注：改写ＧＢ／Ｔ５１２３１—２０１６，定义２．１．２０。

５．３．２

地面支撑系统　犳犾狅狅狉狆犲犱犲狊狋犪犾

支撑地板的结构件，包括可调支撑、收边支撑、横梁等。

［ＧＢ／Ｔ３６３４０—２０１８，定义３．３］

５．３．３

卡扣龙骨　犫狌犮犽犾犲犽犲犲犾

利用龙骨的槽榫结构联结地板的龙骨。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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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厨房、卫浴

５．４．１

集成式厨房　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犽犻狋犮犺犲狀

由工厂生产的楼地面、吊顶、墙面、厨柜和厨房设备及管线等集成装配而成的厨房。

改写：ＧＢ／Ｔ５１２３１—２０１６，定义２．１．１７。

５．４．２

集成式卫生间　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犫犪狋犺狉狅狅犿

由工厂生产的楼地面、墙（面）板、吊顶和洁具设备及管线等集成装配而成的卫生间。

改写：ＧＢ／Ｔ５１２３１—２０１６，定义２．１．１８。

５．４．３

整体卫生间　犪狊狊犲犿犫犾犲犱犫犪狋犺狉狅狅犿狌狀犻狋

由防水盘、壁板、顶板及支撑龙骨构成主体框架，并与各种洁具及功能配件组合而成的通过现场装

配或整体吊装进行装配安装的独立卫生间模块。

［ＪＧＪ／Ｔ４６７—２０１８，定义２．０．１］

５．４．４

防水盘　狑犪狋犲狉狆狉狅狅犳狆犾犪狋犲

具有防水、防滑、防渗漏、排水与承载等功能的底部盘形组件。

　　注１：是整体卫生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２：改写ＪＧＪ／Ｔ４６７—２０１８，定义２．０．２。

５．５　无障碍制品

５．５．１

无障碍楼梯　犪犮犮犲狊狊犻犫犾犲狊狋犪犻狉狑犪狔

在楼梯形式、宽度、踏步、地面材质、扶手形式等方面方便行动不便者使用的楼梯。

　　注：改写ＧＢ５０７６３—２０１２，定义２．０．１１。

５．５．２

升降平台　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犾犻犳狋

方便行动不便者进行垂直或斜向通行的设施。

　　注：改写ＧＢ５０７６３—２０１２，定义２．０．１３。

５．５．３

轨道式提升机　狋狉犪犮犽犺狅犻狊狋

借助上划轨道的实现提升机的悬吊功能，协助行动不便者进行体位变换和位置移动的室内移动

辅具。

５．５．４

临时轮椅坡道　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狉犪犿狆狊犳狅狉狑犺犲犲犾犮犺犪犻狉

设置在楼梯、台阶或存在间隙的区域，用于轮椅安全通行的临时性坡道。

５．５．５

盲道制品　犫犾犻狀犱狆狉狅犱狌犮狋

用于铺设人行盲道的建筑制品，使视觉障碍者产生盲杖触觉及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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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６

无障碍扶手　犪犮犮犲狊狊犻犫犾犲犺犪狀犱狉犪犻犾

用于在流通区域（如走廊、通道、坡道和楼梯）为行动不便者提供稳定性支撑和安全移动的扶手。

５．５．７

安全抓杆　犵狉犪犫犫犪狉

协助行动不便者安全平移和起立的设施。

５．５．８

折叠式淋浴座椅　狊犺狅狑犲狉狊犲犪狋

用于洗浴时固定于墙面可折叠的座椅。

５．５．９

无障碍坐便器　犪犮犮犲狊狊犻犫犾犲狋狅犻犾犲狋

在产品形式、尺寸、功能等方面方便行动不便者使用的坐便器。

５．５．１０

无障碍洗手盆　犪犮犮犲狊狊犻犫犾犲狑犪狊犺犫犪狊犻狀

在产品形式、尺寸、功能等方面方便行动不便者使用的洗手盆。

５．５．１１

无障碍小便器　犪犮犮犲狊狊犻犫犾犲狌狉犻狀犪犾

在产品形式、尺寸、功能等方面方便行动不便者使用的小便器。

５．５．１２

人工造瘘清洗池　犪狉狋犻犳犻犮犻犪犾犳犻狊狋狌犾犪犮犾犲犪狀犻狀犵狆狅狅犾

方便人工造瘘患者如厕并保持卫生间清洁的器具。

５．５．１３

多功能护理台　犿狌犾狋犻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狀狌狉狊犻狀犵狋犪犫犾犲

用于多功能卫生间内方便使用者坐卧、更衣、更换尿布的固定于墙面的护理台。

５．５．１４

壁挂式婴儿座椅　犫犪犫狔犮犺犪犻狉

安装于多功能卫生间内婴儿专用座椅。

５．５．１５

升降橱柜　犾犻犳狋犮犪犫犻狀犲狋

方便乘轮椅者或行动不便者使用的具有升降功能的橱柜。

５．６　其他

５．６．１

室内用成品楼梯　狊狋犪犻狉犳狅狉狌狆犺狅犾狊狋犲狉狔狅犳犻狀狋犲狉犻狅狉

使用预制成套构件，用于室内的经现场安装的楼梯。

５．６．２

栏杆　狉犪犻犾犻狀犵；犫犪犾狌狊狋狉犪犱犲

护栏

布置于楼梯段、平台、阳台及室内外临空边缘，用于保障人身安全或分隔空间的防护分隔构件。

５．６．３

扶手　犺犪狀犱狉犪犻犾

固定于立柱或建筑结构上，可供抓握作为引导、支撑的构件。

［ＪＧ／Ｔ５５８—２０１８，定义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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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４

固定家具　犳犻狓犲犱犳狌狉狀犻狋狌狉犲

与建筑结构固定在一起或不易改变位置的家具。

５．６．５

外墙装饰制品　犲狓狋犲狉犻狅狉犱犲犮狅狉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犱狌犮狋

由工厂生产、现场装配的用于建筑物外立面檐线、腰线、窗套、门套、山花、装饰柱等部位及其他各种

装饰造型的制品。

５．６．６

披水板　狑犪狋犲狉犫狅犪狉犱

位于外墙窗台或屋面檐沟处，用于有组织排泄雨水的板状制品。

６　设备及管道安装配件

６．１　支架、吊架

６．１．１

固定支架　犳犻狓犲犱狊狌狆狆狅狉狋

限制管道在支撑点处发生径向和轴向位移的管道支架。

［ＧＢ／Ｔ５０１５５—２０１５，定义３．４．４３］

６．１．２

滑动支架　狊犾犻犱犻狀犵狊狌狆狆狅狉狋

将管道支撑在滑动底板上，用以承受管道垂直荷载并约束管道在支撑点处垂直位移的支架。

　　注：改写ＧＢ／Ｔ１７１１６．１—２０１８，定义３．５。

６．１．３

滚动支架　狉狅犾犾犻狀犵狊狌狆狆狅狉狋

将管道支撑在滚动部件上，用以承受管道垂直荷载并约束管道在支撑点处垂直位移的支架。

　　注：改写ＧＢ／Ｔ１７１１６．１—２０１８，定义３．６。

６．１．４

刚性吊架　狉犻犵犻犱犺犪狀犵犲狉

用以承受管道垂直荷载并约束管道在吊点处垂直位移的吊架。

　　注：改写ＧＢ／Ｔ１７１１６．１—２０１８，定义３．４。

６．１．５

弹簧吊架　狊狆狉犻狀犵犺犪狀犵犲狉

用以承受管道垂直荷载，其承载力随着吊点处管道垂直位移的变化而变化的弹性吊架。

　　注：改写ＧＢ／Ｔ１７１１６．１—２０１８，定义３．３。

６．１．６

抗震支吊架　狊犲犻狊犿犻犮犫狉犪犮狋

由锚固体、加固吊杆、抗震连接构件及抗震斜撑组成的与建筑结构体牢固连接的抗震支撑设施。

［ＧＢ／Ｔ３７２６７—２０１８，定义３．１］

６．１．７

电缆桥架　犮犪犫犾犲狊狌狆狆狅狉狋狊狔狊狋犲犿

由槽盒、托盘或梯架的直线段及其弯通、附件、支吊架三类部件构成支承电缆线路的具有连续刚性

的结构系统。

　　注：改写ＧＢ／Ｔ２３６３９—２０１７，定义３．１。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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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隔振器

６．２．１

弹簧隔振器　狊狆狉犻狀犵狊犺狅犮犽犪犫狊狅狉犫犲狉

利用金属材料的弹性和弹簧结构的特点制成的隔振器。

［ＧＢ／Ｔ５０１５５—２０１５，定义９．３．１２］

６．２．２

橡胶隔振器　狉狌犫犫犲狉狊犺狅犮犽犪犫狊狅狉犫犲狉

利用橡胶制成的隔振器。

［ＧＢ／Ｔ５０１５５—２０１５，定义９．３．１３］

６．２．３

空气弹簧隔振器　犪犻狉犮狌狊犻狅狀狊犺狅犮犽犪犫狊狅狉犫犲狉

由金属盖板及充气橡胶囊组成的隔振器。

［ＧＢ／Ｔ５０１５５—２０１５，定义９．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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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木结构基本术语

犃．１

原木　犾狅犵

伐倒的树干经打枝和造材加工而成的木段。

［ＧＢ５０００５—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２］

犃．２

锯材　狊犪狑狀狋犻犿犫犲狉

原木经制材加工而成的成品材或半成品材。

　　注１：分为板材与方材。

　　注２：改写ＧＢ５０００５—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３。

犃．３

方木　狊狇狌犪狉犲狋犻犿犫犲狉

直角锯切且宽厚比小于３的锯材。

［ＧＢ５０００５—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４］

犃．４

板材　狆犾犪狀犽

直角锯切且宽厚比大于或等于３的锯材。

［ＧＢ５０００５—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５］

犃．５

规格材　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犾狌犿犫犲狉

木材截面的宽度和高度按规定尺寸加工的规格化木材。

［ＧＢ５０００５—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６］

犃．６

结构复合木材　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犾狌犿犫犲狉

木质的单板、单板条或木片等由结构用胶粘剂胶合而成的，专门用于承重结构的复合材料。

　　注１：包括旋切板胶合木、平行木片胶合木、层叠木片胶合木和定向木片胶合木，以及其他具有类似特征的复合木

产品。

　　注２：改写ＧＢ５０００５—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７。

犃．７

胶合木　犵犾狌犲犱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狋犻犿犫犲狉

以厚度不大于４５ｍｍ的胶合木层板沿顺纹方向叠层胶合而成的木制品。

　　注１：也称层板胶合木或结构用集成材。

　　注２：改写ＧＢ５０００５—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１３。

犃．８

正交胶合木　犮狉狅狊狊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狋犻犿犫犲狉

正交层板胶合木

以厚度为１５ｍｍ～４５ｍｍ的层板相互叠层正交组坯后胶合而成的木制品。

　　注：改写ＧＢ５０００５—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１４。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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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９

工程木　犲狀犵犻狀犲犲狉犲犱狑狅狅犱

将小片或小块的木材层板、木条、木片或其他形式的木纤维，经工程化的设计、胶粘和处理，形成较

大尺寸，用于结构承重的复合木材。

犃．１０

木基结构板　狑狅狅犱犫犪狊犲犱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狆犪狀犲犾

以木质单板或木片为原料，采用结构胶粘剂热压制成的承重板材。

　　注１：包括结构胶合板和定向木片板。

　　注２：改写ＧＢ５０００５—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２１。

犃．１１

搁栅　犼狅犻狊狋

一种用于楼盖或屋盖截面尺寸较小的受弯木构件。

犃．１２

工字形木搁栅　狑狅狅犱犐犼狅犻狊狋

通过结构胶粘剂将规格材或结构用复合材翼缘与木基结构板材腹板胶结而组成的工字形截面的受

弯构件。

　　注：改写ＧＢ５０００５—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１６。

犃．１３

墙骨柱　狊狋狌犱

轻型木结构墙体或木骨架墙体中按一定间隔布置的竖向承重骨架构件。

　　注：改写ＧＢ５０００５—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１７。

犃．１４

间柱　犿犪犫犪狊犺犻狉犪

为了支承墙体及防止剪力墙面板向面外翘曲凸出，在柱与柱之间设置的截面较小的柱子。间柱自

身不承受垂直荷载，与石膏板、墙面板或面板内的横向水平支撑等构成剪力墙。

［ＧＢ５０００５—２０１７，条文说明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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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Ｂ／Ｔ５８２３—２００８　建筑门窗术语

［２］　ＧＢ／Ｔ１１９８１—２００８　建筑用轻钢龙骨

［３］　ＧＢ１２９５５—２００８　防火门

［４］　ＧＢ１６８０９—２００８　防火窗

［５］　ＧＢ／Ｔ１７１１６．１—２０１８　管道支吊架　第１部分：技术规范

［６］　ＧＢ／Ｔ２０６８８．５—２０１４　橡胶支座　第５部分：建筑隔震弹性滑板支座

［７］　ＧＢ／Ｔ２０９３４—２０１６　钢拉杆

［８］　ＧＢ／Ｔ２３６３９—２０１７　节能耐腐蚀钢制电缆桥架

［９］　ＧＢ／Ｔ２４６０１—２００９　建筑窗用内平开下悬五金系统

［１０］　ＧＢ／Ｔ３２２２３—２０１５　建筑门窗五金件　通用要求

［１１］　ＧＢ／Ｔ３４３２７—２０１７　建筑幕墙术语

［１２］　ＧＢ／Ｔ３６３４０—２０１８　防静电活动地板通用规范

［１３］　ＧＢ／Ｔ３７２６６—２０１８　建筑幕墙用点支承装置

［１４］　ＧＢ／Ｔ３７２６７—２０１８　建筑抗震支吊架通用技术条件

［１５］　ＧＢ／Ｔ３７３５８—２０１９　建筑摩擦摆隔震支座

［１６］　ＧＢ５０００５—２０１７　木结构设计标准

［１７］　ＧＢ５００１７—２０１７　钢结构设计标准

［１８］　ＧＢ／Ｔ５００８３—２０１４　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标准

［１９］　ＧＢ５０１３４—２００４　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２０］　ＧＢ／Ｔ５０１５５—２０１５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术语标准

［２１］　ＧＢ５０２１０—２０１８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２２］　ＧＢ５０２２２—２０１７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２３］　ＧＢ／Ｔ５０３６１—２０１８　木骨架组合墙体技术标准

［２４］　ＧＢ５０７６３—２０１２　无障碍设计规范

［２５］　ＧＢ５１０２２—２０１５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范

［２６］　ＧＢ／Ｔ５１２３１—２０１６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２７］　ＪＧ／Ｔ１１—２００９　钢网架焊接空心球节点

［２８］　ＪＧ／Ｔ１１８—２０１８　建筑隔震橡胶支座

［２９］　ＪＧ／Ｔ１３９—２０１７　吊挂式玻璃幕墙用吊夹

［３０］　ＪＧ／Ｔ１７７—２００５　自动门

［３１］　ＪＧ／Ｔ１９４—２０１８　住宅厨房和卫生间排烟（气）道制品

［３２］　ＪＧ／Ｔ２３３—２０１７　建筑门窗用通风器

［３３］　ＪＧ／Ｔ２６８—２０１９　建筑用闭门器

［３４］　ＪＧ／Ｔ２９０—２０１０　建筑疏散用门开门推杠装置

［３５］　ＪＧ／Ｔ３０６—２０１１　彩钢整板卷门

［３６］　ＪＧ／Ｔ３０８—２０１１　建筑门用提升推拉五金系统

［３７］　ＪＧ／Ｔ３３０—２０１１　建筑工程用索

［３８］　ＪＧ／Ｔ３５３—２０１２　工业滑升门

［３９］　ＪＧ／Ｔ３６８—２０１２　钢筋桁架楼承板

［４０］　ＪＧ／Ｔ３７２—２０１２　建筑变形缝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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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ＪＧ／Ｔ３８２—２０１２　传递窗

［４２］　ＪＧ／Ｔ３９８—２０１９　钢筋连接用灌浆套筒

［４３］　ＪＧ／Ｔ３９９—２０１２　建筑遮阳产品术语

［４４］　ＪＧ／Ｔ４１０—２０１３　飞机库门

［４５］　ＪＧ／Ｔ４１３—２０１３　建筑用集成吊顶

［４６］　ＪＧ／Ｔ４３３—２０１４　建筑幕墙用平推窗滑撑

［４７］　ＪＧ／Ｔ４５３—２０１４　平开户门

［４８］　ＪＧ／Ｔ４９２—２０１６　建筑用光伏构件通用技术要求

［４９］　ＪＧ／Ｔ４９３—２０１６　建筑用光热构件通用技术要求

［５０］　ＪＧ／Ｔ５１４—２０１７　建筑用金属单元门

［５１］　ＪＧ／Ｔ５４３—２０１８　铝塑共挤门窗

［５２］　ＪＧ／Ｔ５４４—２０１８　轻钢龙骨式复合墙体

［５３］　ＪＧ／Ｔ５５８—２０１８　楼梯栏杆及扶手

［５４］　ＪＧ／Ｔ５６０—２０１９　建筑用槽式预埋组件

［５５］　ＪＧＪ７—２０１０　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

［５６］　ＪＧＪ１０７—２０１６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５７］　ＪＧＪ１４５—２０１３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５８］　ＪＧＪ／Ｔ１９１—２００９　建筑材料术语标准

［５９］　ＪＧＪ２５７—２０１２　索结构技术规程

［６０］　ＪＧＪ２９７—２０１３　建筑消能减震技术规程

［６１］　ＪＧＪ３４５—２０１４　公共建筑吊顶工程技术规程

［６２］　ＪＧＪ／Ｔ４６７—２０１８　装配式整体卫生间应用技术标准

［６３］　ＱＢ／Ｔ２６９７—２０１３　地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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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汉语拼音索引

犃

安全抓杆 ５．５．７……………………………………

犅

百叶帘 ４．４．３………………………………………

百叶扇 ４．４．６………………………………………

板材 犃．４……………………………………………

板材隔墙 ５．１．３……………………………………

板块面层吊顶 ５．２．４………………………………

板式节点 ３．９．６……………………………………

壁挂式婴儿座椅 ５．５．１４…………………………

闭门器 ４．２．５４……………………………………

玻璃钢门窗 ４．２．１０………………………………

玻璃隔墙 ５．１．５……………………………………

玻璃幕墙 ４．３．１……………………………………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外墙板 ４．１．５…………………

玻纤增强聚氨酯门窗 ４．２．１１……………………

不锈钢梁 ３．２．５……………………………………

不锈钢柱 ３．４．３……………………………………

部分隔热防火门（犅类） ４．２．２９……………………

犆

采光顶 ４．５．３………………………………………

彩钢整板卷门 ４．２．１４……………………………

槽式预埋件 ３．１３．１２………………………………

层板胶合木梁 ３．２．８………………………………

层板胶合木楼板 ３．３．１１…………………………

插销 ４．２．５０………………………………………

撑挡 ４．２．５１………………………………………

撑杆 ３．７．１…………………………………………

齿板 ３．１３．１４………………………………………

传递窗 ４．２．１８……………………………………

传动机构用执手 ４．２．４１…………………………

传动锁闭器 ４．２．４８………………………………

窗 ２．１８……………………………………………

磁流变阻尼器 ３．１０．５……………………………

犇

单点锁闭器 ４．２．４４………………………………

单元门 ４．２．２０……………………………………

单元式幕墙 ４．３．８…………………………………

地面支撑系统 ５．３．２………………………………

点支承幕墙 ４．３．１０………………………………

点支承装置 ４．３．１１………………………………

电动地弹簧 ４．２．５３………………………………

电动排烟窗 ４．２．１５………………………………

电动围墙大门 ４．２．２３……………………………

电缆桥架 ６．１．７……………………………………

电涡流阻尼器 ３．１０．６……………………………

吊顶龙骨 ５．２．７……………………………………

吊顶转换层 ５．２．１１………………………………

吊杆 ５．２．６…………………………………………

吊夹 ４．３．１２………………………………………

吊件 ５．２．８…………………………………………

叠合板预制底板 ３．３．３……………………………

钉板角撑 ３．１３．１５…………………………………

钉接层板木楼板 ３．３．１２…………………………

多点锁闭器 ４．２．４９………………………………

多功能护理台 ５．５．１３……………………………

犉

反支撑件 ５．２．１０…………………………………

方木 犃．３……………………………………………

防爆波活门 ４．２．３９………………………………

防盗安全门 ４．２．３５………………………………

防护门 ４．２．３６……………………………………

防护密闭门 ４．２．３７………………………………

防火卷帘 ４．２．３４…………………………………

防火门窗 ４．２．２７…………………………………

防水盘 ５．４．４………………………………………

防淹门 ４．２．４０……………………………………

飞机库门 ４．２．２５…………………………………

非隔热防火窗（犆类） ４．２．３２………………………

非隔热防火门（犆类） ４．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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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 ５．６．３…………………………………………

浮动环 ３．８．８………………………………………

附框 ４．２．６０………………………………………

犌

刚性吊架 ６．１．４……………………………………

钢板剪力墙 ３．５．３…………………………………

钢板桩 ３．１．２………………………………………

钢格栅板 ３．３．８……………………………………

钢桁架 ３．６．１………………………………………

钢筋桁架楼承板 ３．３．６……………………………

钢筋机械连接接头 ３．１３．９………………………

钢筋锚固板 ３．１３．１１………………………………

钢拉杆 ３．８．４………………………………………

钢梁 ３．２．３…………………………………………

钢楼梯 ３．１２．２……………………………………

钢门窗 ４．２．５………………………………………

钢木组合桁架 ３．６．５………………………………

钢塑复合门窗 ４．２．９………………………………

钢塑共挤门窗 ４．２．４………………………………

钢套（管）连接件 ３．１３．１６…………………………

钢柱 ３．４．２…………………………………………

高阻尼橡胶支座 ３．１１．３…………………………

搁栅 犃．１１…………………………………………

格栅吊顶 ５．２．５……………………………………

隔断 ５．１．６…………………………………………

隔热防火窗（犃类） ４．２．３１………………………

隔热防火门（犃类） ４．２．２８………………………

隔震橡胶支座 ３．１１．１……………………………

隔震装置 ２．１６……………………………………

工程木 犃．９…………………………………………

工程木梁 ３．２．７……………………………………

工程木柱 ３．４．６……………………………………

工业滑升门 ４．２．２４………………………………

工字形木搁栅 犃．１２………………………………

构件式幕墙 ４．３．７…………………………………

骨架隔墙 ５．１．２……………………………………

固定家具 ５．６．４……………………………………

固定支架 ６．１．１……………………………………

固定支座 ３．９．７……………………………………

挂件 ５．２．９…………………………………………

灌浆套筒 ３．１３．８…………………………………

光伏遮阳板 ４．４．８…………………………………

规格材 犃．５…………………………………………

轨道式提升机 ５．５．３………………………………

过载保护装置 ４．３．１５……………………………

滚动支架 ６．１．３……………………………………

犎

焊接空心球节点 ３．９．２……………………………

合页 ４．２．４５………………………………………

桁架 ２．１１…………………………………………

户门 ４．２．１９………………………………………

护栏 ５．６．２…………………………………………

花纹钢板楼板 ３．３．９………………………………

滑撑 ４．２．４６………………………………………

滑动支架 ６．１．２……………………………………

滑动支座 ３．９．８……………………………………

滑轮 ４．２．４７………………………………………

活动隔墙 ５．１．４……………………………………

犑

集成吊顶 ５．２．２……………………………………

集成墙面 ５．１．７……………………………………

集成式厨房 ５．４．１…………………………………

集成型门窗 ４．２．１７………………………………

集成式卫生间 ５．４．２………………………………

间柱 犃．１４…………………………………………

剪板 ３．１３．１７………………………………………

剪力墙 ２．１０………………………………………

建筑变形缝装置 ３．１３．６…………………………

建筑幕墙 ２．１９……………………………………

建筑构配件 ２．１……………………………………

建筑用光伏构件 ４．５．４……………………………

建筑用光热构件 ４．５．５……………………………

建筑遮阳产品 ２．２０………………………………

建筑制品 ２．３………………………………………

建筑装饰装修制品 ２．２１…………………………

胶合木 犃．７…………………………………………

胶合木梁 ３．２．８……………………………………

角码 ５．１．９…………………………………………

铰链 ４．２．４５………………………………………

铰支座 ３．９．９………………………………………

结构复合木材 犃．６…………………………………

结构构件 ２．２………………………………………

金属板幕墙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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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滑轨隔震支座 ３．１１．６………………………

金属屋面板 ４．５．１…………………………………

金属屈服型阻尼器 ３．１０．１………………………

井干式墙体 ３．５．５…………………………………

锯材 犃．２……………………………………………

卷帘 ４．４．５…………………………………………

卷帘门窗 ４．２．１３…………………………………

犓

卡扣龙骨 ５．３．３……………………………………

开门推杠装置 ４．２．５６……………………………

抗震支吊架 ６．１．６…………………………………

空气弹簧隔振器 ６．２．３……………………………

空调板 ３．１３．５……………………………………

框支承幕墙 ４．３．６…………………………………

犔

拉杆 ４．３．１３………………………………………

拉索 ３．８．３…………………………………………

栏杆 ５．６．２…………………………………………

肋支承幕墙 ４．３．９…………………………………

梁 ２．６………………………………………………

临时轮椅坡道 ５．５．４………………………………

檩条 ３．１３．２………………………………………

楼板 ２．７……………………………………………

楼梯 ２．１４…………………………………………

螺栓球节点 ３．９．１…………………………………

铝合金梁 ３．２．４……………………………………

铝合金门窗 ４．２．１…………………………………

铝合金柱 ３．４．４……………………………………

铝木复合门窗 ４．２．７………………………………

铝塑复合门窗 ４．２．８………………………………

铝塑共挤门窗 ４．２．３………………………………

犕

盲道制品 ５．５．５……………………………………

锚具 ３．８．２…………………………………………

锚栓 ３．１３．１０………………………………………

门 ２．１７……………………………………………

门窗用通风器 ４．２．５５……………………………

密闭门 ４．２．３８……………………………………

膜单元 ３．８．６………………………………………

膜片 ３．８．５…………………………………………

摩擦摆隔震支座 ３．１１．５…………………………

摩擦型阻尼器 ３．１０．８……………………………

木骨架组合墙体 ４．１．６……………………………

木基结构板 犃．１０…………………………………

木基结构板剪力墙 ３．５．７…………………………

木基结构板楼板 ３．３．１０…………………………

木门窗 ４．２．６………………………………………

木栓 ３．１３．１３………………………………………

木桩 ３．１．４…………………………………………

木拼合梁 ３．２．９……………………………………

木拼合柱 ３．４．７……………………………………

幕墙 ２．１９…………………………………………

犖

耐火窗 ４．２．３３……………………………………

内平开下悬五金系统 ４．２．５７……………………

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 ４．４．９……………………

黏弹性阻尼器 ３．１０．７……………………………

黏滞阻尼器 ３．１０．４………………………………

犘

排气道 ４．５．６………………………………………

配件 ２．４……………………………………………

披水板 ５．６．６………………………………………

偏心支撑 ３．７．６……………………………………

平推窗滑撑 ４．２．５９………………………………

犙

铅芯橡胶支座 ３．１１．２……………………………

嵌入式毂节点 ３．９．３………………………………

墙骨柱 犃．１３………………………………………

墙体龙骨 ５．１．８……………………………………

轻钢龙骨复合墙体 ３．５．４…………………………

轻型木桁架 ３．６．４…………………………………

轻型木楼梯 ３．１２．３………………………………

球形支座 ３．９．１０…………………………………

屈曲约束支撑 ３．１０．２……………………………

犚

人工造瘘清洗池 ５．５．１２…………………………

人造板材幕墙 ４．３．４………………………………

犛

纱门窗 ４．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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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滑道车库门 ４．２．２２……………………………

升降橱柜 ５．５．１５…………………………………

升降平台 ５．５．２……………………………………

石材幕墙 ４．３．２……………………………………

室内用成品楼梯 ５．６．１……………………………

疏散门 ４．２．２１……………………………………

双面执手 ４．２．４３…………………………………

水平支撑 ３．７．４……………………………………

塑料门窗 ４．２．２……………………………………

索桁架 ３．６．２………………………………………

索夹 ３．８．７…………………………………………

索体 ３．８．１…………………………………………

犜

弹簧吊架 ６．１．５……………………………………

弹簧隔振器 ６．２．１…………………………………

弹性滑板支座 ３．１１．４……………………………

套筒 ３．１３．７………………………………………

提升推拉五金系统 ４．２．５８………………………

天篷帘 ４．４．２………………………………………

天然橡胶支座 ３．１１．１……………………………

挑檐 ３．１３．４………………………………………

调谐液体阻尼器 ３．１０．１０…………………………

调谐质量阻尼器 ３．１０．９…………………………

犠

瓦 ４．５．２……………………………………………

外墙装饰制品 ５．６．５………………………………

屋面板 ２．８…………………………………………

无障碍扶手 ５．５．６…………………………………

无障碍楼梯 ５．５．１…………………………………

无障碍洗手盆 ５．５．１０……………………………

无障碍小便器 ５．５．１１……………………………

无障碍坐便器 ５．５．９………………………………

无障碍制品 ２．２２…………………………………

犡

消能阻尼器 ２．１５…………………………………

销接层板木楼板 ３．３．１３…………………………

销轴节点 ３．９．５……………………………………

限位器 ４．２．５１……………………………………

橡胶隔振器 ６．２．２…………………………………

型钢桩 ３．１．３………………………………………

形状记忆合金阻尼器 ３．１０．３……………………

旋压执手 ４．２．４２…………………………………

犢

压型钢板楼承板 ３．３．７……………………………

液压地弹簧 ４．２．５２………………………………

隅撑 ３．７．２…………………………………………

雨篷 ３．１３．３………………………………………

预应力保持装置 ４．３．１６…………………………

预应力混凝土犜形板 ３．３．５………………………

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板 ３．３．４………………………

预制钢筋混凝土梁 ３．２．２…………………………

预制混凝土非承重墙板 ４．１．１……………………

预制混凝土复合剪力墙 ３．５．２……………………

预制混凝土复合保温外墙板 ４．１．３………………

预制混凝土剪力墙 ３．５．１…………………………

预制混凝土楼板 ３．３．１……………………………

预制混凝土楼梯 ３．１２．１…………………………

预制混凝土外挂墙板 ４．１．２………………………

预制混凝土屋面板 ３．３．２…………………………

预制混凝土阳台 ３．１３．１…………………………

预制混凝土柱 ３．４．１………………………………

预制混凝土桩 ３．１．１………………………………

预制预应力混凝土梁 ３．２．１………………………

原木 犃．１……………………………………………

原木桁架 ３．６．３……………………………………

原木梁 ３．２．６………………………………………

原木柱 ３．４．５………………………………………

犣

站台屏蔽门 ４．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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