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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５．２～５．６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代替ＧＢ４８７１—１９９５《普通平板玻璃》、ＧＢ１１６１４—１９９９《浮法玻璃》和ＧＢ／Ｔ１８７０１—２００２

《着色玻璃》。

本标准与ＧＢ１１６１４—１９９９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由按用途分类修改为按外观质量分类（１９９９年版的３．１，本版的４．２）；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本版的第３章）；

———增加了对１２ｍｍ及１２ｍｍ以上厚度的厚薄差的规定（１９９９年版的４．２，本版的５．４）；

———外观质量中，用“点状缺陷”术语取代“气泡”和“夹杂物”，同时提高了要求；增加了直径１００ｍｍ

圆内点状缺陷不超过３个的规定（１９９９年版的４．３、４．４和４．５，本版的５．５）；

———增加了“检验分类”和“抽样”条款（１９９９年版的第６章，本版的第７章）。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８７０１—２００２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取消着色玻璃按色调分类（２００２年版的３．３）；

———取消着色玻璃可见光透射比的要求（２００２年版的４．３）；

———取消同一片玻璃色差的要求（２００２年版的３．４）。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建筑用玻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５）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耀华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华尔润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威海蓝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信义玻璃控

股有限公司、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玉兰、刘志付、武庆涛、张佰恒、陆万顺、刘焕章、吴楠、田纯祥、石新勇、吕金、

李波。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４８７１—１９８５、ＧＢ４８７１—１９９５；

———ＧＢ１１６１４—１９８９、ＧＢ１１６１４—１９９９；

———ＧＢ／Ｔ１８７０１—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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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板　玻　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无色透明与本体着色平板玻璃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工艺生产的钠钙硅平板玻璃。

本标准不适用于压花玻璃和夹丝玻璃。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２１６　外径千分尺

ＧＢ／Ｔ２６８０　建筑玻璃　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

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０３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９０５６　金属直尺

ＧＢ／Ｔ１１９４２　彩色建筑材料色度测量方法

ＧＢ／Ｔ１５７６４　平板玻璃术语

ＪＢ／Ｔ２３６９　读数显微镜

ＪＢ／Ｔ８７８８　塞尺

ＱＢ／Ｔ２４４３—１９９９　钢卷尺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５７６４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光学变形　狅狆狋犻犮犪犾犱犻狊狋狅狉狋犻狅狀

在一定角度透过玻璃观察物体时出现变形的缺陷。其变形程度用入射角（俗称斑马角）来表示。

３．２

点状缺陷　狊狆狅狋犳犪狌犾狋狊

气泡、夹杂物、斑点等缺陷的统称。

３．３

断面缺陷　犲犱犵犲犱犲犳犲犮狋狊

玻璃板断面凸出或凹进的部分。包括爆边、边部凹凸、缺角、斜边等缺陷。

３．４

厚薄差　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狑犲犱犵犲

同一片玻璃厚度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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