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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模盒 

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石膏模盒是以建筑石膏粉为主要生产原料，添加粉煤灰、纤维增强材料等，和水搅拌

制成的建筑石膏制品，其外形通常为盆状，埋于现浇混凝土楼板内，作为空腹楼板填充材

料。石膏模盒是一种新型、轻质、环保的无梁楼板空腹材料，将其埋于现浇混凝土楼板内，

使其成为空腹楼板，构造出高承载力、高性能的复合楼板，不仅大量节省钢筋混凝土材料，

而且将石膏的优良特性保留于楼板。它的技术合理性、结构均匀性、材料节约性、安全环

保性、节能降耗性都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该产品在大跨度无梁楼板等建筑体系中应用广泛，

如： 

1.大跨度和大荷载、大空间的多层和高层建筑，如：商业楼、办公楼、图书馆、展览

馆、教学楼、车站、多层停车场、地下车库等大中型公共建筑和工业厂房、仓库。 

2.需灵活间隔、或经常改变使用用途的建筑，如：宾馆、娱乐场所、住宅、公寓等。 

3.采用集中式空调的建筑，如大型写字楼、商场、车库。 

4.有特殊隔音、保暖要求的建筑，如教学楼、实验楼研发中心、车间、冷库等。 

石膏模盒具有保温、节能、隔音、防火、无毒、环保、轻质、高强、防振和可再生利

用等优势，是我国建筑节能和建筑技术创新重点推广的新型建筑材料。国内市场需求已开

始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国内生产企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部分企业石膏模盒年产销量超

过 20万平米。 

 

 

图 1 石膏模盒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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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石膏模盒施工现场 

 

图3 石膏模盒施工应用 

目前该产品在国内还没有统一的产品标准，大多借鉴《建筑石膏》GB/T9776、《石膏砌

块》JC/T698等产品的一些技术要求来完成，而这些标准难以完整准确的作为石膏模盒规范

要求。部分生产企业根据自厂的技术指标制定了企业标准，但其生产和检测基本上是各自

为阵，难以在全行业形成统一规范，导致产品质量无法保证，质量指标、检验规则不一致，

给市场推广带来困难。因此急需制定一个统一的行业标准以保证该产品在生产和应用过程

中技术指标的可靠性。 

目前全国烟气脱硫石膏年排放量约 5000 万吨，磷石膏排放量约 5000 万吨，其他工业

副产石膏排放量约 600 万吨。大量工业副产石膏的堆积占用了大量土地，同时给生态环境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隐患，工业副产石膏的堆存也给企业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石膏模

盒可以大量、有效的利用工业副产石膏，并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从保护环境、大量

利用固体废弃物的角度讲，该标准的制定也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石膏建材分会（以下简称石膏建材分会）于 2011 年提出制定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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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盒标准要求，由石膏建材分会、湖北龙源石膏有限公司联合向国家主管部门提交标准制

定书面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1年 9月下达的“工信厅科 [2011]134

号文”《关于印发 2011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石膏

建材分会、湖北龙源石膏有限公司等单位作为标准负责起草单位组织《石膏模盒》（计划号

2011-0988T-JC）行业标准的编制工作。 

（二）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石膏建材分会，湖北龙源石膏有限公司，

贵州梦真建材研发有限公司，贵州金三利科技建材有限公司，重庆河邦建材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山东圆友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旭普装饰材料厂，江苏一夫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州梦真建材有限公司，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建材站，青海博川矿

业开发有限公司，四川省建材工业科学研究院，浙江梦真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建筑

材料科学研究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逸晨、杨再银、马小超、谢孟、刘正平、刘光成、张欢、吕建

元、庄永志、彭卓飞、谢刚、彭显丽、袁绪川、黄滔、余国义、杜勇。     

二、主要起草过程 

 石膏建材分会在申请本标准前，首先对产品的行业状况和国内外相关标准文件进行了广

泛调研分析，先后赴湖北龙源石膏有限公司、重庆河邦建材有限公司、青海博川矿业开发

有限公司石膏模盒的生产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 

2012年 7月 23～24 日，石膏建材分会在武汉主持召开了《石膏模盒》标准编制组成立

暨标准制定首次工作会议，来自各地科研院所、生产企业等负责起草与参编单位的领导和

专家代表参加了会议，在本次会议上确定了本标准的工作计划及任务分工。 

首次工作会后，标准制定工作小组立即着手进行样品的征集工作，共收到 6家单位的

样品，按照工作组讨论稿要求的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安排了试验验证，由武汉华中科大土

木工程检测中心和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建材站对送检样品进行了验证试验。 

在进行了初步的试验验证后，标准制定工作组通过分析实验数据结果，广泛征求行业

内相关企业单位及专家的意见，汇总修订了《石膏模盒》征求意见稿。 

2015年 10月 29日，石膏建材分会在重庆主持召开《石膏模盒》标准制定的第二次工

作会议，根据会议讨论意见汇总及试验结果分析对标准内容再次进行了修正。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 

（一）标准制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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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遵从以下规则：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

规，与现行其他国家标准协调一致的原则；技术指标制定先进可行、规范合理的原则；标

准制定突出产品特性，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和产品推广的原则。标准制定过程中参考了各生

产企业标准，试验方法主要采用现行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以保证标准中技术指标的准

确性、科学性与可比性，各项指标值在满足工程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各生产企业试样试验验

证结果确定。 

（二）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石膏模盒产品的术语和定义、规格和标记、原材料、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运输、贮存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现浇混凝土空心结构用石膏模盒。 

（三）引用文件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引用了以下标准： 

1、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引用该标准作为石膏模盒产品的原材料粉煤灰的规范要求。 

2、GB/T 5486 无机硬质绝热制品试验方法 

石膏模盒产品属于无机硬质绝热制品范围，因此引用该标准中“4 几何尺寸”和“5 

外观质量”的相关规定和方法，作为石膏模盒产品的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指标的检测方法。 

3、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引用该标准作为石膏模盒产品的放射性指标的设定依据和检测方法依据。 

4、GB 9776 建筑石膏 

引用该标准作为石膏模盒产品的原材料建筑石膏的规范要求。 

5、JG/T 352 现浇混凝土空心结构成孔芯模 

引用了该标准中的底板单点吊挂力测定方法作为石膏模盒产品底面吊挂力指标测定的

试验方法。因为现浇混凝土空心结构成孔芯模制品与石膏模盒产品应用功能相近，试验方

法相适性较强。 

（四）规格和标记 

1、产品规格 

石膏模盒的规格尺寸要求见表 1，其示意图见图 1、图 2。 

 

表 1 石膏模盒的规格尺寸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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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面尺寸 开口面尺寸 高度 厚度 

480×480 580×580 100～200 30～60 

注：如需其他规格，可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 

 

 

 

 

 

图 1 石膏模盒俯视图 

 

 

 

 

 

 

 

 

 

开口面 

 

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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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石膏模盒截面图 

2、产品标记 

按照产品的名称、规格尺寸、标准号顺序进行标记，其中规格标记为石膏模盒的底面

长度×底面宽度×高度。 

示例：规格尺寸为 480 mm×480 mm×155 mm 的石膏模盒，其标记为： 

石膏模盒-480 ×480 ×155-JC/T XXXX 

（五）原材料要求 

本标准对生产石膏模盒的原材料依据现行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做了规范要求： 

1、用于石膏模盒的建筑石膏应符合 GB 9776 建筑石膏的规定，建筑石膏的掺量不低于

60%。 

2、掺合料粉煤灰的质量应达到 GB 1596中规定Ⅱ级粉煤灰标准。 

（六）技术要求及其测定方法 

标准制定过程中通过召开工作会议、电话会议、赴生产企业实地调研、验证试验结果分

析等多种形式，最终确定了本标准的各项技术指标要求，具体内容包括： 

1、外观质量 

石膏模盒外观质量的检验项目主要包括贯通裂缝、非贯通裂缝、孔洞、缺角、平整度等。

其中平整度的指标设定主要参考了类似建材产品的相关指标，如石膏砌块、混凝土芯模等，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发现“平整度≤5.0mm”即满足工程应用需要。 

开口面 

 

底面 

高度 

底面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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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按照目测及 GB/T 5486中规定的外观质量测定方法进行，相关技术要求见表 2。 

表 2 外观质量 

项目 要求 

贯通裂缝 不允许 

非贯通裂缝 ≤50mm×1mm，数量不得超过 3个 

孔洞 直径≤10mm，数量不得超过 3个 

缺角 ≤30mm×30mm，数量不得超过 3 个 

平整度 ≤5.0mm 

其他 石膏模盒内外不存在油污 

2、尺寸偏差 

 检验主要包括石膏模盒的长度、宽度、厚度的尺寸偏差。检验项目按照 GB/T 5486中

规定的几何尺寸测定方法进行检验。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3中的规定。 

表 3 尺寸允许偏差    单位：mm 

项目 偏差 

长度 ±10 

高度 ±8 

厚度 ±6 

3、表观密度 

表观密度为石膏模盒的质量和体积之比，针对石膏模盒在施工应用中具有减轻建筑物自

重、增强建筑物抗震性能的特点，对其表观密度的上限有一定的要求，在本标准中规定石

膏模盒的表观密度不超过 1000kg/m3。 

4、底面断裂荷载 

底面断裂荷载是指石膏模盒在外力施压力时的强度极限。这直接影响着石膏模盒在使用

中受到外力挤压时，是否可以在一定力值以内不破坏。在本标准中规定石膏模盒的底面断

裂荷载≥5.0 kN。 

5、底面吊挂力 

在施工应用中，石膏模盒的底面会外露在楼顶面层处，底面吊挂力要求主要是保证在后

续施工过程中对石膏模盒底部悬挂而产生的应力不会致使其被破坏。 

表 4统计了石膏模盒的物理性能指标要求。 

表 4 物理性能 

项目 要求 

表观密度（kg/m
3
） ≤1000 

底面断裂荷载（kN） ≥5.0 

底面吊挂力（kN） ≥1.3 

6、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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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是指石膏模盒中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和天然放射性核素比活度。石膏模盒的

放射性对于使用者的健康至关重要，是受到主要关注和重视的指标之一。本次验证试验按

照 GB 6566-2010《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规定的测定方法进行。 

（七）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分析与指标确定 

为保证标准项目要求的合理性，编制工作组对石膏模盒的生产企业进行了广泛的样品

收集，并进行了大量的验证试验。在试验方案设立上，标准编制组本着实事求是、精益求

精的精神，在基材选取与处理、试样配置与试件制备、试验方法与处理条件等诸多方面加

以论证、补充、细化、完善。在试样制取方面，以同批量的 10块石膏模盒为一组试样，试

样存放需超过 7天。部分主要实验结果如下： 

1、平整度 

表 1 石膏模盒的体积密度验证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平整度/mm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结果分析：平整度范围限定为“≤5.0 mm”。在该标准要求下，送检样品的合格率为 100%。 

2、表观密度 

表 9 石膏模盒的体积密度验证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表观密度/kg/m3 580 582 593 820 820 820 545 561 562 

结果分析：体积密度范围限定为“≤1000 kg/m3”。在该标准要求下，送检样品的合格

率为 100%。 

3、底面断裂荷载 

表 7 石膏模盒的底面断裂荷载验证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底面断裂荷载

/kN 
6.2 5.3 4.8 5.0 4.9 4.8 10.0 11.00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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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底面断裂荷载范围限定为“≥5.0 kN”。在该标准要求下，送检样品的合格

率为 66.7%。 

4、底面吊挂力 

表 8 石膏模盒的吊挂力验证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底面吊挂力

/kN 
0.64 0.64 

≥1.3

未破坏 

≥1.3

未破坏 

≥1.3

未破坏 

≥1.3

未破坏 

≥1.3

未破坏 

≥1.3

未破坏 

≥1.3

未破坏 

结果分析：根据试验结果数据分析，在标准中将石膏模盒的吊挂力范围限定为不小于

1.3kN。在该标准要求下，送检样品的合格率为 77.8%。 

5、放射性 

表 9 石膏模盒的放射性验证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放射性 

符 合

A 类 

符 合

A 类 

符 合

A 类 

符 合

A 类 

符 合

A 类 

符 合

A 类 

符 合

A 类 

符 合

A 类 

符 合

A 类 

结果分析：根据试验结果数据分析，在标准中将石膏模盒的放射性符合 A类指标要求。

在该标准要求下，样品的合格率为 100%。即符合 GB 6566-2010《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标准中 A类装饰装修材料指标要求，A类装饰装修材料产销和适用范围不受限制。而本次进

行验证试验的验证试验样品的放射性结果均满足 A类装饰装修材料的指标要求。 

试验结果及分析统计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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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石膏模盒试验结果及分析统计 

项目 
标准要

求 

样品编号 合格率
/% 

1 2 3 4 5 6 7 8 9 

表观密度/kg/m
3
 ≤1000 580 582 593 820 820 820 545 561 562 100 

底面断裂荷载/kN ≥5.0 6.2 5.3 4.8 5.0 4.9 4.8 10.0 11.0 11.5 66.7 

底面吊挂力/kN ≥1.3 0.64 0.64 

≥

1.3

未破

坏 

≥

1.3

未破

坏 

≥

1.3

未破

坏 

≥

1.3

未破

坏 

≥

1.3

未破

坏 

≥

1.3

未破

坏 

≥

1.3

未破

坏 

77.8 

放射性 符合 A 类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100 

通过验证试验，标准编制工作组对制订的标准中的指标基本符合我国石膏模盒产品行

业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可以起到规范行业，提高行业产品质量、与国际接轨的目的，相信

通过本标准的制订可以提高行业中产品各方面的质量，使市场上鱼目混珠的产品淘汰出市

场，突出优质产品，同时保证消费者在选购石膏模盒产品时更加放心，施工过程顺利安全。

对于验证试验中遇到的一些细节问题，经过数据分析、对照制订标准，分析方法标准的适

用性，对标准制订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八）检验规则与判定 

1、检验分类 

石膏模盒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2、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和体积密度。 

3、型式检验 

（1）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b) 正常生产后如材料、工艺、产品结构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应每年进行一次； 

d）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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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2）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的项目为第 6章要求的全部项目。 

4、抽样规则 

由同种原材料用相同工艺制成的制品组成同一受检批，以 2000件产品为一个批量，不

足 2000件时亦作为一个批量。在同一批量中按 6.1的规定随机抽取试样。 

5、判定规则 

（1）外观质量 

若受检的制品中，外观质量不符合表 2规定的制品数量不超过 2 块时，判定该批制品

合格，反之则判定该批制品不合格。 

若经过修补后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全部符合表 2规定时，判定该批量产品合格，若仍

有 1件或 1件以上不符合表 2规定时，则判定该批量不合格。 

（2）尺寸偏差 

若受检的制品中，当不符合表 3规定的制品数量不超过 2块时，判定该批制品合格；

若有 2件或 2件以上不符合表 3规定时，判定该批制品不合格。 

若经过修补后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全部符合表 2规定时，判定该批量产品合格，若仍

有 1件或 1件以上不符合表 3规定时，则判定该批量不合格。 

（3）总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结果全部符合第 6章要求时，该产品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四、采用国际标准 

通过大量的试验分析及专家讨论，本标准技术指标涵盖范围全面，规定要求符合我国

产业实际国情，基本达到国际同类标准先进水平。 

五、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 

本标准中涉及的粉煤灰、建筑石膏等生产原料均依照国内现行各类材料标准予以要求；

对于石膏模盒的放射性能等均按照国内现行标准予以规定要求。 

国内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石膏模盒的行业标准，本标准的编制填补了该项行业空白，

且标准的各项要求制定均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广泛征求了行业相关单位和业内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主要针对

标准规定中各项技术指标的要求范围做了深入研讨，各家单位和行业专家结合自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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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实验验证提出了作为数据支撑的有力依据，最终对标准要求达成一致。编制过程中

对标准的主要内容并未产生重大意见分歧。 

七、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说明 

经检索，本标准所列技术内容没有涉及专利和知识产权的情况。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石膏模盒》作为建材行业推荐性产品标准发布实施。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目前国内石膏模盒行业没有一个可以指导其发展的统一的标准，产品以哪些性能进行

评价、评价方法、指标是什么，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困扰，个别企业对于产品的不当宣传、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内部无序竞争等问题严重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建议在本标准正式出台后，各生产厂家、科研单位、检测机构以及地方管理部门能够

依据本标准中的相关规定对石膏模盒进行统一的评价和管理。具体实施措施建议如下： 

（1）加大标准宣传力度，提高认知度，建立信息公共平台，将有参考价值的案例、好

的做法和经验等在行业内部公开发布，引起有关部门领导和相关企业单位的重视，使相关

单位能够积极主动的购买标准和资料、参加培训、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学习研究标准并准

备贯彻实施标准。 

（2）标准归口单位进行贯标指导，组织标准宣贯培训班，由标准制定人员主讲。设立

专门的答疑或咨询部门或网站，为贯标企业排忧解难，组织有关人员积极参加行业协会组

织的各项活动，培训班等。及时了解标准制、修订信息。 

（3）鼓励行业相关企业成立标准贯彻实施小组，组员由标准化技术人员、产品主管设

计人员、工艺主管设计人员、检验人员、车间技术人员等工作人员组成，进行明确的分工

合作，适时组织标准宣贯会，使有关人员拥有标准、了解标准、熟悉标准，执行标准。产

品主管设计人员、工艺主管设计人员、检验人员、车间技术人员、操作人员均须按照细则

要求进行相应工作。 

（4）标准化技术人员全面负责贯标实施工作，跟踪服务对贯标中出现的技术问题进行

协调处理作好贯标记录，并进行长期监督检查工作。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说明的事项(选填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