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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生产复合夹芯墙板设备该怎么选才好?玄武岩纤维(BFRP)拉结件是连接混凝土夹芯墙板外墙板中内、外叶
墙板的重要构件,在保温外墙板中主要承受拉拔荷载以及剪切荷载.为了研究BFRP拉结件的锚固和抗剪性
能,对5组不同温度下的18个中心拔出试件和6个双剪试件分别进行拉拔试验和双剪试验.结果表明:中心拔出
试件破坏形态为锥体-黏结复合破坏;常温25℃下,BFRP筋抗拉拔承载力为14.6 kN;低温时黏结强度提高12%
~22%,高温时黏结强度下降19%~40%;双剪试件破坏形态为上端两个BFRP受拉锚固失效,下端两个BFRP拉结
件断裂破坏;保温板的存在对试件受剪承载力影响不大,但可以减小破坏时内、外叶板的相对滑移值.

目的依据包装缓冲设计及动力学理论分析新型环保纸蜂窝夹芯板的厚度。方法通过平压实验、弯曲实验
、抗冲击实验和单点吊挂实验分析蜂窝纸板的各项力学性能。结果平压实验时,压溃过程呈先后顺序,其压
力-位移曲线呈双峰形态。在复合材料中间部位施加压力时,压力可达板自重的0.75倍以上,70~110
mm厚的板均能承受30 kg的大软体冲击(冲击高度为500 mm),满足墙体抗冲击性能标准;厚度小于90
mm的墙板,其损坏情况为孔洞周围石膏板被压溃,表现为轻微损伤;厚度大于90
mm的墙板,其力学性能良好。结论墙板的厚度为90 mm。

采用通用有限元分析软件ANSYS对节能复合墙板进行有限元分析,研究了其在横向荷载作用下的受力性能
和破坏机理,分析参数包括混凝土面板厚度、保温芯层厚度、混凝土强度、配筋率和墙板洞口。分析结果
表明:上、下层混凝土面板厚度均为35mm,芯层厚度为65mm,水平钢丝的直径为2.5mm,斜钢丝的直径为2m
m、每排距离为100mm、与水平钢丝网夹角为45°时,上下两层混凝土板的变形能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墙板
整体工作性能良好;注意合理布置洞口,避免高应力贯通情况的出现。

本发明涉及建筑物墙板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钢筋网架轻质复合墙板及其施工方法。现在普通的建
筑物墙板在施工时仍采用现场浇筑;有些采用了组合式墙板，可以现场组装。但也存在需改进的问题，如
存在组装时，连接费工、费时的问题。本发明包括内侧无机发泡轻质材料层、外侧无机发泡轻质材料层
和被两层无机发泡轻质材料包覆在中间的保温夹芯板，钢筋焊网两端与连接钢架连接;连接钢架上有预埋
或后置的连接装置;还包括多角度腹筋穿过两层无机发泡轻质材料、保温夹芯板与两侧无机发泡轻质材料
层内包覆的钢筋焊网焊接固定。

M08生产线是玛纳公司经过五年研究开发的专用生产线。重点介绍了压力注射、壁板封闭成形、纤维板



自动植入、自动出料等先进技术。实现了该板材的工业化生产，满足了大型生产用户的需要。

m08生产线板：1泡沫水泥板2硅酸钙水泥多苯芯板3夹心板

产能：标准生产线最大产能年产50万㎡(3000mmX600mm)

用工：单组直接操作工人约需8---10人，工作时间8-12小时(参考)

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类型，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3D打印仍然将被人们广泛关注。由于看好3D
打印技术所表现出来的广阔的应用前景，许多纷纷出台本国的3D打印发展规划，布局3D打印产业。3D
打印技术在建筑领域的应用研究刚刚开始，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适合3D打印的建筑材料的
研究，是仍然使用混凝土还是开发其他种类的建筑材料，如果使用混凝土，混凝土的工作性能、耐久性
能则需要进行专门的设计和评估。从目前的研究来看，3D打印也许会首先在建筑构件和一些装饰性建筑
方面取得新的进展。3D打印建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毋庸置疑的是，3D打印建筑一定会成为未来世
界的新标杆。

看过上面的介绍，如果您还是有疑问，那么您可以拔打我们的24小时服务专线，我们有专业的技术人员
为您详细讲解，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地看一看，我们欢迎您来厂参观。manazhao

本实用新型属于建材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轻体节能预制墙板。包括墙板体，其特征是：墙板体设置为表
面层—夹芯层—表面层，经粘合剂固结为一体的复合结构;表面层厚度设置为1～20mm，由合成树脂增强
的至少一层无机纤维和一层有机纤维复合构成;夹芯层厚度设置为150～500mm，由合成树脂增强的保温
材料层构成;夹芯层内，设置多条预置贯穿通道;同一房屋几扇预制墙板体间，预置的贯穿通道匹配;所述
的墙板体表面设置有装饰层。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真正达到了“工厂化按设计要求预制，工地装配作
业”;快速、环保、节能;联接匹配的锁扣部件，联接各该管线，即可向住户“交钥匙”开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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