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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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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１３０９５—２００８《整体浴室》，与ＧＢ／Ｔ１３０９５—２００８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

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ａ）　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１章）；

ｂ）　更改了整体浴室、防水盘等术语和定义（见第３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３章）；

ｃ）　增加了整体浴室壁板预留安装尺寸示意图（见４．２．２）；

ｄ）　删除了底部支撑尺寸示意图（见２００８年版的图３）；

ｅ）　更改了整体浴室的要求（见第５章，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２）；

ｆ）　增加了地漏的水封高度要求（见５．５）；

ｇ）　更改了构件、部件和辅件要求（见６．２～６．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３、５．４）；

ｈ）　增加了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板、彩钢板和陶瓷复合板的性能要求（见６．２．１、６．２．２和附录Ｂ）；

ｉ）　增加了角阀和地漏等辅件的要求（见６．４．２、６．４．３）；

ｊ）　增加了彩钢板耐污染性、耐化学介质的要求；增加了陶瓷复合板耐污染性、耐化学介质的要求

（见７．８．２、７．８．３、７．９．２、７．９．３）；

ｋ）　增加了陶瓷复合的壁板、防水盘粘结强度的规定（见７．１０）；

ｌ）　增加了闭水性能和试验方法（见７．１２和８．１３）；

ｍ）　增加了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壁板及顶板的试验方法（见８．９．１、８．１０．１和附录Ｂ）；

ｎ）　增加了彩钢板耐污染性、耐化学介质的试验方法；增加了陶瓷复合板耐污染性、耐化学介质的

试验方法（见８．９．２、８．９．３、８．１０．２、８．１０．３）；

ｏ）　增加了对喷枪的喷射口直径的规定（见８．１２）；

ｐ）　更改了整体浴室典型组合尺寸（见表Ａ．２，２００８年版的表Ａ．２）；

ｑ）　删除了防水盘尺寸示意图（见２００８年版的图Ｂ．３和图Ｂ．４）；

ｒ）　更改了防水盘的性能要求（见表Ｃ．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Ｂ．３）；

ｓ）　增加了吸水率和防滑性要求以及吸水率试验和防滑性试验（见表Ｃ．３、Ｃ．３．３．６、Ｃ．３．３．１１）；

ｔ）　删除了防水盘的耐热水试验Ｂ的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２００８年版的表Ｂ．３、表Ｂ．４和Ｂ．４．３．１０）；

ｕ）　更改了防水盘的耐化学介质试验方法（见Ｃ．３．３．７，２００８年版的Ｂ．４．３．６和Ｂ．４．３．７）；

ｖ）　增加了陶瓷复合防水盘的耐污染性试验方法（见Ｃ．３．３．９）；

ｗ）　更改了防水盘耐磨性试验的规定（见Ｃ．３．３．１０，２００８年版的Ｂ．４．３．１１）。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纤维增强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９）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玻钢院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北京玻钢院检测中心有

限公司、芜湖科逸住宅设备有限公司、惠达住宅工业设备（唐山）有限公司、佛山东鹏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禧屋住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松下家电（中国）有限公司、广东睿住优卡科技有限公司、苏州有巢氏

家居有限公司、广东领和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青岛海骊智能卫浴有限公司、华科住宅工业（东莞）有限公

司、长春铸诚住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东新明珠陶瓷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海雁、徐熙武、王占东、张士察、陈忠义、王彦庆、刘志宏、杨德旭、庞健锋、廖冶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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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训平、林黎明、陈冬保、张永伟、卢瑞东、赵正帅、高建勇、区卓琨。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１９９１年首次发布为 ＧＢ／Ｔ１３０９５．１—１９９１《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盒子卫生间 　 制品》、

ＧＢ／Ｔ１３０９５．２—１９９１《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盒子卫生间　类型和尺寸系列》、ＧＢ／Ｔ１３０９５．３—

１９９１《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盒子卫生间　防水盘》、ＧＢ／Ｔ１３０９５．４—１９９１《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盒

子卫生间　试验方法》；

———２０００年第一次修订时，按ＧＢ／Ｔ１３０９５．１—１９９１、ＧＢ／Ｔ１３０９５．２—１９９１、ＧＢ／Ｔ１３０９５．３—１９９１、

ＧＢ／Ｔ１３０９５．４—１９９１的内容修订；

———２００８年第二次修订时，合并了ＧＢ／Ｔ１３０９５．１—２０００《整体浴室》、ＧＢ／Ｔ１３０９５．２—２０００《整体

浴室　类型和尺寸系列》、ＧＢ／Ｔ１３０９５．３—２０００《整体浴室　防水盘》、ＧＢ／Ｔ１３０９５．４—２０００

《整体浴室　试验方法》的内容；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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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体　浴　室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整体浴室的分类、尺寸及标记，一般要求，材料、构件、部件和辅件，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说明书、包装、运输及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普通住宅、公寓、酒店、船舶、医疗、养老、临建及应急工程等使用的整体浴室，其他用

途的整体浴室可参照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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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４４９　纤维增强塑料弯曲性能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４６２　纤维增强塑料吸水性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６３４．２　塑料　负荷变形温度的测定　第２部分：塑料和硬橡胶

ＧＢ／Ｔ３８１０．３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３部分：吸水率、显气孔率、表观相对密度和容重的测定

ＧＢ／Ｔ３８１０．１３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１３部分：耐化学腐蚀性的测定

ＧＢ／Ｔ３８１０．１４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１４部分：耐污染性的测定

ＧＢ／Ｔ３８５４　增强塑料巴柯尔硬度试验方法

ＧＢ／Ｔ４１００—２０１５　陶瓷砖

ＧＢ４７０６．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Ｔ６９５２　卫生陶瓷

ＧＢ／Ｔ１１９４２　彩色建筑材料色度测量方法

ＧＢ／Ｔ１５０３６．２—２０１８　实木地板　第２部分：检验方法

ＧＢ１８１４５　陶瓷片密封水嘴

ＧＢ／Ｔ１８８４７　聚氯乙烯覆膜金属板

ＧＢ／Ｔ２３４４７　卫生洁具　淋浴用花洒

ＧＢ／Ｔ２６７１２　卫生洁具及暖气管道用直角阀

ＧＢ／Ｔ２６７３０　卫生洁具　便器用重力式冲水装置及洁具机架

ＧＢ／Ｔ２６７５０　卫生洁具　便器用压力冲水装置

ＧＢ／Ｔ２７７１０　地漏

ＧＢ／Ｔ３７７９８—２０１９　陶瓷砖防滑性等级评价

ＧＢ５０３２５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ＪＣ／Ｔ７６４　坐便器坐圈和盖

ＪＣ／Ｔ７７９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浴缸

ＪＣ／Ｔ９３２　卫生洁具排水配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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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Ｃ／Ｔ２１１６　非陶瓷类卫生洁具

ＪＧＪ／Ｔ１１０　建筑工程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标准

ＱＢ／Ｔ２５８４　淋浴房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整体浴室　犫犪狋犺狉狅狅犿狌狀犻狋

由构件及连接型材等构成主体结构，与各种部件与辅件组成，具有淋浴、盆浴、洗漱、便溺等功能或

这些功能之间组合，并通过现场装配或整体吊装进行安装的独立卫生单元。

３．２

构件　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

构成整体浴室（３．１）主体结构的防水盘、顶板、壁板、门等。

３．３

部件　狆犪狉狋狊

整体浴室（３．１）所需的各种卫生洁具、五金件、电器等。

３．４

辅件　犳犻狋狋犻狀犵

与整体浴室（３．１）配套使用的给排水管件、电线等。

３．５

防水盘　狑犪狋犲狉狆狉狅狅犳狆犾犪狋犲

具有排水与承载、防渗漏等功能，底面与挡水边连成一体的盘形构件（３．２）。

３．６

内空间尺寸　犻狀狋犲狉狀犪犾狊狆犪犮犲狊犻狕犲

整体浴室（３．１）顶板、壁板和防水盘（３．５）之间的内部尺寸。

３．７

外形尺寸　犲狓狋犲狉狀犪犾犮狅狀犳犻犵狌狉犪狋犻狅狀狊犻狕犲

整体浴室（３．１）顶板、壁板和防水盘（３．５）构成的外围尺寸。

３．８

安装尺寸　犻狀狊狋犪犾犾犪狋犻狅狀　狊犻狕犲

可供安装整体浴室（３．１）的三维空间尺寸。

４　分类、尺寸及标记

４．１　分类

按不同功能之间的组合，整体浴室分为２种型式，１２种类型，如表１所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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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功能类型

型 式 整体浴室类型 类型代号 功能

单一式

便溺类型，见附录Ａ图Ａ．１ ０１ 供排便用

盆浴类型，见附录Ａ图Ａ．２ ０２ 供泡浴用

洗漱类型，见附录Ａ图Ａ．３ ０３ 供洗漱用

淋浴类型，见附录Ａ图Ａ．４ ０４ 供淋浴用

组合式

便溺、盆浴类型，见附录Ａ图Ａ．５ ０５ 供排便、泡浴用

便溺、洗漱类型，见附录Ａ图Ａ．６ ０６ 供排便、洗漱用

便溺、淋浴类型，见附录Ａ图Ａ．７ ０７ 供排便、淋浴用

盆浴、洗漱类型，见附录Ａ图Ａ．８ ０８ 供泡浴、洗漱用

淋浴、洗漱类型，见附录Ａ图Ａ．９ ０９ 供淋浴、洗漱用

便溺、盆浴、洗漱类型，见附录Ａ图Ａ．１０ １０ 供排便、泡浴、洗漱用

便溺、淋浴、洗漱类型，见附录Ａ图Ａ．１１ １１ 供排便、淋浴、洗漱用

便溺、盆浴／洗漱组合类型，见附录Ａ图Ａ．１２ １２ 供排便、泡浴与洗漱分为两单元组合

４．２　尺寸系列

４．２．１　整体浴室的类型和尺寸系列见附录Ａ，内空间尺寸、外形尺寸及安装尺寸关系示意图见图１和

图２。

图１　水平方向的关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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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垂直方向的关系

４．２．２　整体浴室壁板和给排水管路、电路相接的面与其外围合墙体之间应留有空间（见图３）。

　　标引序号说明：

　　１———预留安装尺寸；

２———整体浴室壁板内侧；

３———外围合墙体；

４———整体浴室防水盘。

图３　整体浴室壁板预留安装尺寸示意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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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标记

整体浴室按内空间尺寸（短边和长边）、类型代号和本文件号进行标记。

示例：

内空间尺寸为１２００ｍｍ×１６００ｍｍ，具有便溺、盆浴、洗漱功能，按本文件生产的整体浴室标记为：

ＢＵ１２１６１０　ＧＢ／Ｔ１３０９５—２０２１。

５　一般要求

５．１　整体浴室应满足使用、运输、安装等方面的要求。整体吊装的整体浴室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在

搬运过程中应不产生永久变形或造成整体浴室内部结构、部件的损坏。

　　注：整体浴室的安装分为整体吊装和现场组装。

５．２　整体浴室应稳固地放置在建筑结构内。

５．３　整体浴室的壁板与壁板、壁板与防水盘、壁板与顶板的连接构造应满足防渗漏要求。整体浴室内

所有板缝、角缝均应进行结构连接。若需要使用胶粘剂进行填缝或勾缝时，应采用柔性胶粘剂。

５．４　整体浴室宜采用整体防水盘，并有采取防止积水外溢的措施。防水盘应确保不漏水。

５．５　整体浴室地面排水系统应设置水封，水封高度不小于５０ｍｍ。

５．６　整体浴室地面应防滑和便于清洗。

５．７　整体浴室应设有照明、抽风或换气装置。

５．８　整体浴室的构件、部件、辅件应便于保养、检查、维修和更换。

６　材料、构件、部件和辅件

６．１　材料

整体浴室所用的材料应符合ＧＢ５０３２５的规定。宜采用绿色节能环保材料。

６．２　构件

６．２．１　顶板

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板、彩钢板或其他材料制作。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板应符合附录Ｂ的规定，彩

钢板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８４７的规定，其他顶板材料应符合相应的标准要求。

６．２．２　壁板

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板、彩钢板、陶瓷复合板或其他材料制作。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板应符合附录Ｂ

的规定；彩钢板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８４７的规定；陶瓷砖应符合ＧＢ／Ｔ４１００—２０１５的规定，且吸水率应不大

于０．５％；其他壁板材料应符合相应的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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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　防水盘

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陶瓷复合板或其他材料制作。防水盘的性能要求应符合７．１４的规定。

６．２．４　门

用防水、防潮的材料制作，并应符合相应的标准。

６．３　部件

６．３．１　卫生洁具

包括花洒、洗面盆、坐便器、洗涤槽等。卫生陶瓷应符合 ＧＢ／Ｔ６９５２；非陶瓷类卫生洁具应符合

ＪＣ／Ｔ２１１６的规定；花洒应符合ＧＢ／Ｔ２３４４７的规定；淋浴屏应符合ＱＢ／Ｔ２５８４的规定；采用其他材料

制成的卫生洁具应符合相应的标准。

６．３．２　卫生洁具配件

包括水嘴、冲水装置等。陶瓷片密封水嘴应符合 ＧＢ１８１４５的规定；重力式冲水装置应符合

ＧＢ／Ｔ２６７３０的规定；压力式冲水装置应符合ＧＢ／Ｔ２６７５０的规定；坐便器配件应符合ＪＣ／Ｔ７６４的规

定；排水配件应符合ＪＣ／Ｔ９３２的规定；排水配件也可采用耐腐蚀的塑料制品、铝制品等，应符合相应的

标准。

６．３．３　浴缸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浴缸应符合ＪＣ／Ｔ７７９的规定，其他浴缸应符合相应的标准。

６．３．４　其他部件

包括毛巾架、浴巾架、手纸架等选用部件，应符合相应的标准。镜子及门锁等配件应防水或不易锈

蚀，并应符合相应的标准。

６．３．５　电器

包括照明灯具、排风扇、插座及烘干器等。所用电器应符合ＧＢ４７０６．１及其他相应的标准。

６．４　辅件

６．４．１　管道、管件

整体浴室所用管道、管件不易锈蚀，并应符合相应的标准。给水管件材质应为ＰＰＲ管、不锈钢管或

铜管等，若主体外部热水管路为不锈钢管或铜管应绝热包裹。

６．４．２　角阀

整体浴室所用角阀应符合ＧＢ／Ｔ２６７１２的规定。

６．４．３　地漏

整体浴室的地漏应符合ＧＢ／Ｔ２７７１０的规定，且最小排水流量不小于０．４Ｌ／ｓ。地漏应具有阻止排

水管的臭气和害虫进入整体浴室内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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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技术要求

７．１　外观

７．１．１　顶板、壁板和防水盘内表面应光洁平整，无裂纹、无鼓泡、无油污、无刮痕，颜色均匀；外表面无缺

损、毛刺等缺陷；切割面应无分层、毛刺、无缺棱掉角。

７．１．２　卫生洁具外观应光滑、无裂纹、颜色均匀、边缘整齐。

７．１．３　构件、部件、辅件所使用的金属件外观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表面加工良好，无毛刺、伤痕、锈蚀、气孔等明显缺陷；

ｂ）　喷漆部分无脱落、斑点、创伤、锈蚀等明显缺陷；

ｃ）　电镀部分无电镀层剥落等明显缺陷；

ｄ）　需防锈部分做防锈处理。

７．２　使用功能

７．２．１　洗浴型的，应提供冷、热水。

７．２．２　洗漱型的，洗面盆应提供冷、热水，备有镜子等设施。

７．２．３　便溺型的，便后应能冲洗。

７．２．４　若设有带锁的门，意外时应能由外部开启。

７．２．５　坐便器、洗面盆及浴缸排水通畅，不渗漏。

７．２．６　便于清洗，清洗后地面应无积水。

７．２．７　应无其他不安全及影响使用的故障。

７．３　通电

电器设备应工作正常、安全、无漏电现象。

７．４　光照度

整体浴室内应大于７０ｌｘ。

７．５　耐湿热性

试验后，表面应无裂纹、无鼓泡、无剥落、没有明显的变色；连接部位应无裂纹、无渗漏。

７．６　电绝缘

７．６．１　耐湿热性试验后，带电部位与金属配件之间绝缘电阻应大于５ＭΩ。

７．６．２　施加１５００Ｖ电压，１ｍｉｎ后应无击穿、烧焦现象。

７．７　强度

７．７．１　耐砂袋冲击：壁板、防水盘冲击后应无开裂、无剥落、无破损；连接部位应无裂纹。

７．７．２　挠度：顶板、壁板应小于７．０ｍｍ；防水盘应小于３．０ｍｍ。

７．８　耐污染性

７．８．１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壁板、顶板的耐污染性应符合表Ｂ．１的要求。

７．８．２　彩钢的壁板、顶板的耐污染性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８４７的要求。

７．８．３　陶瓷复合壁板的耐污染性应不低于ＧＢ／Ｔ４１００—２０１５的３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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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耐化学介质

７．９．１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壁板、顶板的耐化学介质性应符合表Ｂ．１的要求。

７．９．２　彩钢的壁板、顶板化学稳定性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８４７的要求。

７．９．３　陶瓷复合壁板的抗化学腐蚀性应不低于ＧＢ／Ｔ４１００—２０１５的ＧＢ级要求。

７．１０　粘结强度

采用陶瓷复合的壁板、防水盘时，粘结强度应大于０．４ＭＰａ。

７．１１　连接部位密封性

试验后应无渗漏。

７．１２　闭水性能

试验后水位应无下降。

７．１３　配管检漏

给水管、排水管及排污管应无渗漏。

７．１４　防水盘性能

防水盘性能应符合附录Ｃ的规定。

８　试验方法

８．１　试样及试验条件

８．１．１　试样

试样采用整体浴室。

８．１．２　试验条件

试验环境温度为１０℃～３５℃，相对湿度为４５％～８０％；整体浴室按使用状态平稳地置于刚性地

面上。

８．２　外观检验

在７．４规定的照度条件下，距离整体浴室被检处约５００ｍｍ～７００ｍｍ，目视检查。

８．３　使用性能

根据整体浴室配置，检查是否符合７．２规定的相应使用性能。

８．４　通电试验

整体浴室接通电源，检查各插座是否有电，电器设备工作是否正常、安全。

８．５　光照度试验

８．５．１　试验用照度计光谱响应应接近于视见函数，测量误差不大于±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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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２　在整体浴室内照明装置正常照明的情况下，用照度计测量距底面１０００ｍｍ高、四壁３００ｍｍ的

空间内的照度。照度计的探头不应正对光源，如整体浴室内照明装置所发出的光带有色彩时，应根据照

度计使用说明书的修正系数加以修正。

８．６　耐湿热试验

密闭整体浴室，使用图４所示的装置，用流量７Ｌ／ｍｉｎ、温度（７０±２）℃的热水喷洒在淋浴区，热水

从防水盘地漏流出。１ｈ后检查各构件及连接部位。

　　标引序号说明：

１———自来水水源；　　　　　　　　　　　４———电热水器（带温度测量和显示）；

２———流量调节阀；　　 ５———淋浴器；

３———流量计；　　　　 ６———整体浴室。

图４　耐湿热试验装置

８．７　电绝缘试验

８．７．１　绝缘电阻试验

８．７．１．１　试验用兆欧表规格为５００Ｖ、５００ＭΩ，精确度等级为１．０级。

８．７．１．２　耐湿热试验后，切断整体浴室电源，将整体浴室内壁表面的水珠擦干，５ｍｉｎ内用兆欧表测量

带电部位（灯口、插座等）与不应带电的金属件（门框、毛巾架、浴缸水嘴等）之间的绝缘电阻。

８．７．２　耐电压试验

８．７．２．１　试验用高压试验车输入电压为２２０Ｖ，输出电压应满足０Ｖ～２５００Ｖ连续可调。

８．７．２．２　绝缘电阻试验后，用高压试验车在整体浴室内带电部位（灯口、插座等）与不应带电的金属件

（门框、毛巾架、浴缸水嘴等）之间施加１５００Ｖ的交流电压，１ｍｉｎ后检查。

８．８　强度试验

８．８．１　耐砂袋冲击试验

８．８．１．１　防水盘冲击

经耐湿热试验后，防水盘按Ｃ．３．３．３进行耐砂袋冲击试验。

８．８．１．２　壁板冲击

经耐湿热试验后，进行壁板耐砂袋冲击试验。在直径约２００ｍｍ 的布袋中装满质量为１５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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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ｋｇ的干细砂，用绳索吊挂，砂袋重心至吊点距离为１０００ｍｍ±１０ｍｍ。把砂袋侧移，使绳索倾斜至

３０°后，对壁板内表面中央点犇（如图５所示）进行自由冲击，反复５次。检查壁板及连接部位。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砂袋重心点；

２———壁板。

图５　壁板耐砂袋冲击试验

８．８．２　挠度试验

８．８．２．１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百分表：量程０ｍｍ～５０ｍｍ，最小刻度０．０１ｍｍ；

ｂ）　表支架：可升降，支撑百分表；

ｃ）　橡胶板：直径１５０ｍｍ，厚度５ｍｍ，邵氏硬度Ｄ（６５±５）；

ｄ）　压力弹簧秤：量程０Ｎ～３００Ｎ。

８．８．２．２　顶板挠度

在整体浴室内顶板中央部位支放百分表，再在外顶板相应的部位放置橡胶板，在橡胶板上加放质量

４ｋｇ砝码，１ｈ后测量顶板中央挠度。

８．８．２．３　壁板挠度

在整体浴室内壁板中央部位支放百分表，再在外壁板相应的部位通过橡胶板用压力弹簧秤施加

１００Ｎ的水平载荷，测量壁板中央挠度。

８．８．２．４　防水盘挠度

按Ｃ．３．３．１的规定进行试验。

８．９　耐污染性

８．９．１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壁板、顶板按表Ｂ．１的规定进行试验。

８．９．２　彩钢壁板、顶板按ＧＢ／Ｔ１８８４７的规定进行试验。

８．９．３　陶瓷复合壁板按ＧＢ／Ｔ３８１０．１４的规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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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０　耐化学介质

８．１０．１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壁板、顶板按表Ｂ．１的规定进行试验。

８．１０．２　彩钢壁板、顶板按ＧＢ／Ｔ１８８４７的规定进行试验。

８．１０．３　陶瓷复合壁板按ＧＢ／Ｔ３８１０．１３的规定进行试验。

８．１１　粘结强度

按照ＪＧＪ／Ｔ１１０规定的方法进行，分别在３块不同壁板、防水盘上取样。

８．１２　连接部位密封性试验

使用图６所示的喷枪，保持喷嘴水压０．２ＭＰａ，喷射口直径５ｍｍ，喷射角６０°，喷嘴与连接部位相距

约３００ｍｍ，以小于７０ｍｍ／ｓ的速度移动喷枪，沿整体浴室壁板与壁板、壁板与顶板、壁板与防水盘连接

部位喷水。然后检查有无渗漏现象。

　　标引序号说明：

１———软管；

２———调节阀；

３———压力表；

４———手柄；

５———钢管；

６———喷嘴。

图６　喷枪

８．１３　闭水性能试验

８．１３．１　经耐湿热性、强度、连接部位密封性试验后，安装门和坐便器，进行整体浴室的闭水性能试验。

８．１３．２　试验时密封整体浴室所有地漏，注水至溢流水位，然后在整体浴室四周标记水位，２４ｈ后检查水

位是否下降。

８．１４　配管检漏试验

８．１４．１　给水管检漏

８．１４．１．１　试验用试压泵压力高于１ＭＰａ，压力表量程０ＭＰａ～１．５ＭＰａ，精确度等级为１．０级。

８．１４．１．２　从进水口注入常温清水，排除管内空气，然后关闭整体浴室内所有供水管的终端阀门，用试压

泵打压至压力为０．９ＭＰａ，保持压力２ｍｉｎ以上，检查各密封面及连接处有无渗漏。试验中应徒手关闭

阀门，不应借助其他辅助工具。

８．１４．２　排水管检漏

８．１４．２．１　封闭整体浴室排水管的末端，加水至防水盘的溢水口，放置３０ｍｉｎ后，检查连接处有无渗漏。

１１

犌犅／犜１３０９５—２０２１



８．１４．２．２　分别打开浴缸、洗面台的排水栓塞，并封闭排水管的末端，加水至溢水口，放置３０ｍｉｎ后，检

查连接处有无渗漏。

８．１４．３　排污管检漏

封闭整体浴室排污管的末端，加水至坐便器的上缘，放置３０ｍｉｎ后，检查连接处有无渗漏。若设有

水箱，检查水管有无渗漏。

８．１５　防水盘

防水盘按附录Ｃ的规定进行试验。

９　检验规则

９．１　检验分类

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９．２　出厂检验

９．２．１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使用性能、通电、配管检漏。

９．２．２　抽样及判定

每个产品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均符合相应要求，判产品合格；如出厂检验项目中某项不

合格，允许采取一次补救措施，补救后仍不符合要求，判定该产品不合格。

９．３　型式检验

９．３．１　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首制整体浴室时；

ｂ）　正式投产后，当主要原材料、工艺或结构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正常生产每满１年时；

ｄ）　停产半年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ｅ）　出厂检验结果与最近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９．３．２　检验项目

第７章要求的所有项目。

９．３．３　检验方案　

同材料、同工艺、同类型的５００套产品为一批，不足５００套时按一批处理。从该批中随机抽取一套

整体浴室。

９．３．４　判定规则

９．３．４．１　型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要求，判定型式检验合格，否则判定型式检验不合格。

９．３．４．２　第７章要求的所有项目若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允许采取一次补救措施，重做此项试验，仍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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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要求判定型式检验不合格。

１０　标志、说明书、包装、运输及储存

１０．１　标志

在整体浴室上固定标牌，其内容包括产品标记、商标、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

１０．２　说明书

１０．２．１　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使用方法、使用条件、清洁方法、使用注意事项、简单故障处理、维修联络点

及其他。

１０．２．２　安装说明书应包括整体浴室结构、安装、固定方法、组装顺序、注意事项、组装后检验及安装

图示。

１０．３　包装

１０．３．１　包装应牢固可靠。

１０．３．２　易损件装箱后应填充纸屑、泡沫等保护。

１０．３．３　每个包装箱应标明外形尺寸，质量及防压，防雨等标记。

１０．３．４　包装箱内应有装箱单及产品合格证。

１０．４　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避免碰撞，不应在地面拖动，且防止化学腐蚀性药品的侵蚀。

１０．５　储存

储存应防雨、防晒，远离污染源、火源。

１１　其他事项

１１．１　整体浴室的防水盘、壁板、顶板、检修口、连接件和加强件等主要组成部件应在工厂内制作完成。

１１．２　整体浴室应由专业人员进行施工安装，并应与内装系统的其他施工工序进行协调。

１１．３　整体浴室批量工程施工前宜先进行样板间的试安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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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整体浴室的类型图和典型尺寸系列及平面组合尺寸系列

犃．１　整体浴室的类型图

整体浴室的１２种类型图见图Ａ．１～图Ａ．１２。

图犃．１　便溺类型 图犃．２　盆浴类型

图犃．３　洗漱类型 图犃．４　淋浴类型

图犃．５　便溺、盆浴类型 图犃．６　便溺、洗漱类型

４１

犌犅／犜１３０９５—２０２１



图犃．７　便溺、淋浴类型 图犃．８　盆浴、洗漱类型

图犃．９　淋浴、洗漱类型 图犃．１０　便溺、盆浴、洗漱类型

图犃．１１　便溺、淋浴、洗漱类型 图犃．１２　便溺、盆浴／洗漱组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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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　整体浴室的典型尺寸系列及平面组合尺寸系列

犃．２．１　整体浴室的典型尺寸系列见表Ａ．１。

表犃．１　整体浴室的典型尺寸系列

单位为毫米

方向 尺寸系列（整体浴室三维空间）

水平方向

长边
１１００，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１４００，１５００，１６００，１７００，１８００，１９００，２０００，２１００，２２００，２４００，

２６００，２７００，３０００

短边
８００，９００，１０００，１１００，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１４００，１５００，１６００，１７００，１８００，１９００，２０００，

２１００，２４００

垂直方向 高度 １９００，２０００，２１００，２２００，２３００，２４００

　　注１：所列尺寸为整体浴室内空间尺寸。

注２：除规定的组合尺寸系列外，其他类型、尺寸可根据供需双方要求商定。

犃．２．２　整体浴室平面组合尺寸系列见表Ａ．２。

表犃．２　整体浴室平面组合尺寸系列

单位为毫米

尺寸 长边

短边 １１００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１４００１５００１６００１７００１８００１９００２０００２１００２２００２４００２６００２７００ ３０００

８００ ★ ★ ★

９００ ★ ★ ★ ★

１０００ ★ ★ ★ ★ ★ ★

１１００ ★ ★ ★

１２００ ★ ★ ★ ★ ★ ★ ★

１３００ ★ ★ ★ ★ ★

１４００ ★ ★ ★ ★ ★ ★ ★

１５００

１６００ ★ ★ ★ ★ ★ ★ ★ ★

１７００ ★

１８００ ★

１９００ ★ ★

２０００ ★ ★ ★ ★ ★

２１００ ★

２４００ ★ ★

　　注１：所列尺寸为整体浴室内空间尺寸。

注１：“★”表示优选的组合尺寸，其他表示推荐的组合尺寸。

注３：除规定的组合尺寸系列外，其他类型、尺寸由供需双方要求商定。

６１

犌犅／犜１３０９５—２０２１



附　录　犅

（规范性）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板性能要求及测试方法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板的性能和测试方法应满足表Ｂ．１的要求。

表犅．１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板的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

序号 项　目 要　求 测试方法

１ 弯曲强度 ≥１００ＭＰａ ＧＢ／Ｔ１４４９

２ 弯曲弹性模量 ≥７．０ＧＰａ ＧＢ／Ｔ１４４９

３ 热变形温度（Ａ法） ＞２００℃ ＧＢ／Ｔ１６３４．２

４ 巴柯尔硬度 ≥３５ ＧＢ／Ｔ３８５４

５ 吸水率 ≤０．１５％ ＧＢ／Ｔ１４６２

６ 耐化学介质
试验后，表面的巴柯尔硬度应不小于３２，

色差Δ犈 不大于２．０，且无裂纹、分层等缺陷
见Ｃ．３．３．７

７ 耐热水性 表面无裂纹、膨胀及明显变色 见Ｃ．３．３．８

８ 耐污染性 回复率不小于９０％，色差Δ犈 不大于２．５ 见Ｃ．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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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

防 水 盘

犆．１　防水盘的结构及各部功能要求

犆．１．１　防水盘的结构

防水盘的结构分为有地脚支撑和无地脚支撑两种形式，见图Ｃ．１。

　　标引序号说明：

１———洗漱区；　　　　　　　　　　６ ———外侧面；

２———内侧面；　　　 ７ ———加强筋；

３———地漏；　　　　 ８ ———开门部位；

４———安装面；　　　 ９ ———地脚支撑（可不带）；

５———淋浴区；　　　 １０———坐便器。

图犆．１　防水盘结构示意图

犆．１．２　防水盘各部功能要求

犆．１．２．１　洗涤部位

安装后洗漱区排水通畅。

犆．１．２．２　地漏

设在便于排水的位置处。

犆．１．２．３　加强筋

加强筋应防锈或防腐，其高度通常不大于５０ｍｍ。

犆．１．２．４　地脚支撑

有地脚支撑的，地脚支撑可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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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２　要求

犆．２．１　外观

犆．２．１．１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防水盘各部位不应存在的缺陷如表Ｃ．１所示，陶瓷复合防水盘的表面部位

缺陷按陶瓷砖的要求，应满足ＧＢ／Ｔ４１００—２０１５的规定。

表犆．１　各部位不应存在的缺陷

部　　位 不应存在的缺陷

内表面 小孔、裂纹、气泡、缺损、固化不良

外表面 缺损、毛刺、固化不良

切割面 分层、毛刺

犆．２．１．２　除表Ｃ．１规定之外，在使用面上其他各种缺陷的允许程度如表Ｃ．２所示，外侧面不受此限制。

表犆．２　使用面上其他各种缺陷的允许程度

缺陷种类 缺陷允许程度

针孔、修补痕迹、颜色不匀 用肉眼观察，无明显缺陷

变形 ≤５ｍｍ

犆．２．２　防水盘性能

防水盘性能应符合表Ｃ．３的规定。

表犆．３　防水盘性能要求

序　号 项　目 要　求

１ 挠度 最大挠度应小于３ｍｍ

２ 巴柯尔硬度ａ ≥４０

３ 耐砂袋冲击 冲击后，表面无变形、破损及裂纹等缺陷

４ 耐落球冲击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防水盘表面应无裂纹、无剥落、无破损；

陶瓷复合防水盘的瓷砖表面应无破碎或贯穿性裂纹

５ 耐渗水性 无渗漏现象

６ 吸水率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防水盘不大于０．１０％；陶瓷复合防水盘的陶瓷砖不大于０．５％

７ 耐化学介质

试验后，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防水盘巴柯尔硬度不小于３５，且色差Δ犈 不大于２．５，

且无裂纹、分层等缺陷；陶瓷复合防水盘应符合ＧＢ／Ｔ４１００—２０１５规定的抗化学

腐蚀性要求

８ 耐污染性
试验后，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防水盘回复率不小于９０％，且色差Δ犈 不大于２．５；

陶瓷复合防水盘应符合ＧＢ／Ｔ４１００—２０１５规定的耐污染性要求

９ 耐热水性 试验后，表面应无裂纹、鼓泡或明显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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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３　防水盘性能要求 （续）

序　号 项　目 要　求

１０ 耐磨性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防水盘的磨耗量不大于１５０ｍｇ／１００ｒ；

陶瓷复合防水盘应符合ＧＢ／Ｔ４１００—２０１５规定的耐磨性要求

１１ 防滑性 防滑等级不低于ＧＢ／Ｔ３７７９８—２０１９中的Ａ级（斜坡，赤足，湿态）

　　注：陶瓷复合防水盘进行落球冲击时，撞击点凹痕不计为“破碎”。

　　
ａ 仅对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防水盘做此要求。

犆．３　试验方法

犆．３．１　防水盘试样

防水盘试样应符合表Ｃ．４的规定。

表犆．４　防水盘试样要求

序号 项目 试样要求

１ 外观

２ 挠度

３ 巴柯尔硬度

４ 耐砂袋冲击

５ 耐落球冲击

６ 耐渗水性

试样１个，同一防水盘

７ 吸水率 从防水盘切取，试样数量５块

８ 耐化学介质
从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防水盘切取，试样尺寸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试样数量５块。

陶瓷复合防水盘按ＧＢ／Ｔ４１００—２０１５规定的抗化学腐蚀性试验制备试样

９ 耐热水性 从防水盘切取，试样尺寸５０ｍｍ×５０ｍｍ，试样数量５块

１０ 耐污染性
从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防水盘切取，试样尺寸６５ｍｍ×６５ｍｍ，试样数量５块。

陶瓷复合防水盘按ＧＢ／Ｔ４１００—２０１５规定的耐污染性试验制备试样

１１ 耐磨性
从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防水盘切取，试样尺寸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或Φ１２０ｍｍ，试样

数量３块。陶瓷复合防水盘按ＧＢ／Ｔ４１００—２０１５规定的耐磨性试验制备试样

１２ 防滑性 从防水盘切取，试样数量１块

犆．３．２　外观

目视检查。

犆．３．３　性能

犆．３．３．１　挠度

按照安装状态支撑整体浴室，在整体浴室外底面的两个支撑点中央部位支放百分表，再在内底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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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部位放置橡胶板，在橡胶板上加放１００ｋｇ的砝码，１ｈ后测量防水盘中央挠度。

犆．３．３．２　巴柯尔硬度

按ＧＢ／Ｔ３８５４的规定进行测试。

犆．３．３．３　耐砂袋冲击

在浴室内防水盘中央部位的上方１０００ｍｍ±１０ｍｍ，用７ｋｇ±０．５ｋｇ的砂袋（由帆布和半个篮球

制作，里面装有干砂，上部扎牢，如图Ｃ．２所示）半球部朝下自由落下，反复５次。检查底板及连接部位。

　　标引序号说明：

１———帆布；　

２———半个篮球；　

３———搭接线。

图犆．２　砂袋

犆．３．３．４　耐落球冲击

在防水盘中央部位的上方，用一个１ｋｇ的钢球从１ｍ的高处自由落下，然后目测被冲击部位。

犆．３．３．５　耐渗水性

密封地漏，将防水盘注满水，２４ｈ后检查。

犆．３．３．６　吸水率

犆．３．３．６．１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防水盘按ＧＢ／Ｔ１４６２的规定。

犆．３．３．６．２　陶瓷复合防水盘的陶瓷砖按ＧＢ／Ｔ３８１０．３的规定。

犆．３．３．７　耐化学介质

犆．３．３．７．１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防水盘按表Ｃ．５的规定进行。

表犆．５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防水盘耐化学介质试验

试验介质 试验规定

５％盐酸

８％氢氧化钠

８４消毒液

试样应平放，将１ｍＬ的试验介质滴在试样表面上，８ｈ后擦去试验介质，检查该部位有无裂

纹、分层现象，然后在该部位的表面按ＧＢ／Ｔ３８５４测试巴柯尔硬度，按ＧＢ／Ｔ１１９４２测定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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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３．３．７．２　陶瓷复合防水盘按ＧＢ／Ｔ３８１０．１３的规定进行试验。

犆．３．３．８　耐热水性

将试样放在水温９０℃±５℃的槽内连续浸泡２４ｈ，然后取出，检查表面有无裂纹、鼓泡或明显变

色、断面有无分层。

犆．３．３．９　耐污染性

犆．３．３．９．１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防水盘：将耐热水性试验后的试样擦拭干净，干燥后用白度仪测出试

样待测表面中央部的白度值（犢０），用医药白色凡士林加入１０％的颜料炭黑，涂在试样片表面，３０ｍｉｎ

后用抹布擦去，并用５％的肥皂水擦洗，干燥后用白度仪测出试样测试表面中央部的白度值（犢１），并按

ＧＢ／Ｔ１１９４２测定色差。

犆．３．３．９．２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防水盘的污染回复率按公式（Ｃ．１）计算：

犚＝（犢０／犢１）×１００％ …………………………（Ｃ．１）

　　式中：

犚 ———污染回复率；

犢０ ———试样待测表面中央部的白度值；

犢１ ———试样测试表面中央部的白度值。

犆．３．３．９．３　陶瓷复合防水盘：将耐热水性试验后的试样擦拭干净，按ＧＢ／Ｔ３８１０．１４的规定进行试验。

犆．３．３．１０　耐磨性

犆．３．３．１０．１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防水盘的磨耗量按ＧＢ／Ｔ１５０３６．２—２０１８中３．３．２．２的规定进行试验。

犆．３．３．１０．２　陶瓷复合防水盘按ＧＢ／Ｔ４１００—２０１５的规定进行试验。

犆．３．３．１１　防滑性

按ＧＢ／Ｔ３７７９８—２０１９中附录Ｃ的规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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