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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复合玻璃单元(1)，其包括：

第一玻璃片(2)和第二玻璃片(3)以及布置在第

一玻璃片和第二玻璃片之间的第三玻璃片(4)，

布置在第一和第三玻璃片之间的第一连接层

(5)，布置在第二和第三玻璃片之间的第二连接

层(6)以及被引入第三玻璃片的凹口中的固定元

件(7)，其中，固定元件通过第一连接层与第一玻

璃片相连接和/或通过第二连接层与第二玻璃片

相连接。本发明也涉及复合玻璃单元作为建筑物

的功能元件的应用。提供其中在固定元件的区域

中不出现损坏的复合玻璃单元的目的通过以下

方式实现，即，在固定元件(7)的指向第三玻璃片

(4)方向的端面(10)与第三玻璃片(4)之间设置

不同于连接层的分隔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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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玻璃单元(1)，所述复合玻璃单元包括：至少一个第一玻璃片(2)和第二玻

璃片(3)以及布置在第一玻璃片(2)和第二玻璃片(3)之间的第三玻璃片(4)，其中，第三玻

璃片(4)具有用于容纳固定元件(7)的至少一个凹口；布置在第一玻璃片(2)和第三玻璃片

(4)之间的用于使第一玻璃片(2)与第三玻璃片(4)相连接的第一连接层(5)；布置在第二玻

璃片(3)和第三玻璃片(4)之间的用于使第二玻璃片(3)与第三玻璃片(4)相连接的第二连

接层(6)；以及固定元件(7)，所述固定元件被引入第三玻璃片(4)的所述至少一个凹口中，

其中，固定元件(7)的面对第一玻璃片(2)的第一面(8)通过第一连接层(5)与第一玻璃片

(2)相连接和/或固定元件(7)的面对第二玻璃片(3)的第二面(9)通过第二连接层(6)与第

二玻璃片(3)相连接，其特征在于，在固定元件(7)的指向第三玻璃片(4)方向的那个或每个

端面(10)与第三玻璃片(4)之间，引入与所述连接层(5、6)不同的、并非刚性地使固定元件

(7)和第三玻璃片(4)相连接的分隔层(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玻璃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隔层(11)具有小于90

的、尤其是小于60的A型肖氏硬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复合玻璃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隔层(11)具有小于40

的、尤其是小于10的A型肖氏硬度。

4.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复合玻璃单元(1)，其特征在于，在分隔层(11)和

固定元件(7)之间的粘着力和/或在分隔层(11)和玻璃片(2、3、4)之间的粘着力和/或在分

隔层和连接层(5、6)之间的粘着力小于1N/mm2。

5.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复合玻璃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隔层(11)

是透明的。

6.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复合玻璃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隔层(11)

由弹性体组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复合玻璃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隔层(11)由硅酮、尤其

是经热处理的硅酮、特别是冷凝交联或铂交联的硅酮组成，或者由聚乙烯醇缩丁醛组成。

8.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复合玻璃单元(1)，其特征在于，第一玻璃片(2)

通过第一连接层(5)整面地与第三玻璃片(4)相连接，和/或第二玻璃片(3)通过第二连接层

(6)整面地与第三玻璃片(4)相连接。

9.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复合玻璃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元件

(7)由金属、尤其是钛组成，或者由金属合金组成。

10.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复合玻璃单元(1)，其特征在于，被引入凹口中

的固定元件(7)至少部分地可从外部接近。

11.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复合玻璃单元(1)，其特征在于，固定元件(7)可

从外部接近，或者具有向外指向的用于将复合玻璃单元(1)固定在支撑结构上的构件。

12.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复合玻璃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凹口布置

在第三玻璃片(4)的边缘侧上。

13.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复合玻璃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凹口布置

在第三玻璃片(4)的内部，并且，第一玻璃片(2)和/或第二玻璃片(3)具有在凹口的区域中

的开口。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复合玻璃单元(1)，其特征在于，被引入凹口中的所述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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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7)包括至少一个接片(12、12')，所述至少一个接片被引导通过第一玻璃片(2)和/或

第二玻璃片(3)的至少一个开口，其中优选地，在所述至少一个接片(12、12')与第一玻璃片

(2)和/或第二玻璃片(3)的至少一个开口之间布置有分隔层(11)。

15.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至14中任一项构造的复合玻璃单元(1)作为建筑物的功能元

件、尤其是房屋立面元件，或者作为建筑物设施的功能元件、尤其是楼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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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玻璃单元以及复合玻璃单元作为建筑物的功能元件的

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的前序部分所述的复合玻璃单元以及一种根据权

利要求15所述的复合玻璃单元用作建筑物的功能元件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代化建筑物、确切地说建筑物的单个元件的实施方案中，例如在房屋立面元

件或楼梯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复合玻璃单元作为结构元件。在此，复合玻璃单元由多个通过

连接层以承载的方式相互连接的玻璃片组成。在此，通常通过在压力下将由玻璃片和布置

在玻璃片之间的连接层组成的组件加热到连接层的处理温度之上的温度，并且紧接着冷却

复合玻璃单元，来制造复合玻璃单元。通过优选地被结合到复合玻璃单元中的固定元件将

复合玻璃单元固定在支撑结构上或者使多个复合玻璃单元彼此连接。在具有至少三个玻璃

片的复合玻璃单元中，固定元件在此尤其是布置在位于两个玻璃片之间的中间玻璃片的凹

口中。例如，从专利文献US  7  165  362  B2中得到这种类型的复合玻璃单元。在面向复合玻

璃单元的方向或复合玻璃单元的单个玻璃片的方向的面上，固定元件在此通过连接层与玻

璃片相粘接。

[0003] 上述的具有集成的固定元件的复合玻璃单元尤其是由于其多样的应用性以及视

觉上美观的外形而应用在现代的建筑中。然而，复合玻璃单元在固定元件的区域中常常有

缺陷，尤其是脱层形式的缺陷，也就是说，相互连接的玻璃片分离或者与玻璃片相连接的固

定元件脱离，以及单个玻璃片中破碎形式的缺陷。这种类型的损坏尤其出现在制造复合玻

璃单元时。然而，在安装复合玻璃单元时或者在已经安装的复合玻璃单元中，也可能观察到

出现这种类型的缺陷。所描述的缺陷严重损害了复合玻璃单元的视觉外观。

发明内容

[0004]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由至少三个通过连接层相互连接的玻璃片和结合

到复合玻璃单元中的固定元件组成的复合玻璃单元，在其中，在固定元件的区域中不会出

现损坏，尤其是不会出现复合玻璃单元的单个玻璃片的脱层或破碎，本发明的目的也包括，

提供这种类型的复合玻璃单元作为建筑物的功能元件的应用。

[0005] 本发明通过具有权利要求1所述的特征的复合玻璃单元以及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

的这种类型的复合玻璃单元作为建筑物的功能元件的应用实现该目的。在从属权利要求中

给出本发明的适宜的设计方案和有利的改进方案。

[0006] 开头所述的复合玻璃单元包括至少一个第一玻璃片和第二玻璃片以及布置在第

一和第二玻璃片之间的第三玻璃片，其中，第三玻璃片具有至少一个用于容纳固定元件的

凹口。在此，凹口可布置在第三玻璃片的边缘侧或者布置成完全位于第三玻璃片的内部。在

第一玻璃片和第三玻璃片之间，在此布置用于使第一玻璃片与第三玻璃片相连接的第一连

接层，并且在第二玻璃片和第三玻璃片之间布置用于使第二玻璃片与第三玻璃片相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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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连接层。此时，通过第一连接层和第二连接层，使单个玻璃片以承载方式相互连接或尤

其相互粘接。第一连接层和第二连接层在此可由相同的材料组成，例如刚性的或高强度的

聚乙烯醇缩丁醛，乙烯醋酸乙烯酯或离子性聚合物。尤其是，在此第一和第二连接层是透明

的。在第三玻璃片的至少一个凹口中引入固定元件。优选地，此时凹口的形状基本上相应于

固定元件的形状，然而，在此凹口设计成稍微大于固定元件，从而固定元件可被引入其中。

此时，固定元件用于将复合玻璃单元固定在支撑结构上或者用于彼此连接多个这种类型的

复合玻璃单元。为此，固定元件通过面对第一玻璃片的第一面借助于第一连接层与第一玻

璃片相连接或尤其是粘接和/或通过面对第二玻璃片的第二面借助于第二连接层与第二玻

璃片相连接或尤其是粘接。固定元件通过所描述的设计方案以承载方式与第一玻璃片和/

或第二玻璃片相连接。出于加工技术的原因以及稳定性的原因，固定元件的厚度优选地相

应于第三玻璃片的厚度。

[0007] 除了第一、第二和第三玻璃片之外，复合玻璃单元也可包括其它玻璃片，尤其是，

第三玻璃片也可由多个相互连接的玻璃片组成。对于玻璃片，可使用以浮法玻璃方法制造

的玻璃片或者也可使用任何其它玻璃片。

[0008] 由在玻璃片和固定元件之间产生的应力，以及在单个玻璃片之间产生的应力引起

开头描述的在已知的复合玻璃单元的固定元件的区域中的损坏，特别是单个玻璃片的脱层

或断裂。特别是由于制造过程(其中，由玻璃片、连接层和固定元件组成的组件被加热到在

第一和/或第二连接层的处理温度之上的温度，并且紧接着被冷却，尤其是冷却到连接层的

玻璃转化温度之下的温度)，在从现有技术中已知的复合玻璃单元中可产生这种应力。在从

现有技术中已知的复合玻璃单元中的应力产生的原因是，布置在固定元件的面向第三玻璃

片的方向的那个或每个端面和第三玻璃片之间的连接层。尤其是，在从现有技术中已知的

复合玻璃单元中，布置在单个玻璃片之间的第一和/或第二连接层也布置在固定元件的面

向第三玻璃片方向的端面和第三玻璃片之间。由此，固定元件通过面向第三玻璃片方向的

端面与第三玻璃片相连接。因此，由于复合玻璃单元的制造方法，尤其是由于冷却过程，可

在复合玻璃单元的单个元件之间在此区域中出现应力。所出现的应力可归因于所使用的材

料的不同线性膨胀系数。通常所用的连接层的线性膨胀系数在约100-150·10-6[1/K](在T

＝20℃时的值)的范围内，相反地，玻璃和通常使用的固定元件例如钛的线性膨胀系数大约

在8.5-9·10-6[1/K]的范围内。由此，在制造复合玻璃单元时，在固定元件的区域中、尤其是

在固定元件的端面的区域中产生应力。特别地，此时在固定元件的端面的区域中，产生垂直

于玻璃片的平面的应力。由于附着作用以及布置在固定元件和第三玻璃片之间的连接层的

典型的低弹性，存在的应力常常不能被消除，并且最终导致以上描述的复合玻璃单元的损

坏。

[0009] 在根据本发明的复合玻璃单元中，在固定元件的面向第三玻璃片方向的所述那个

或每个端面和第三玻璃片之间，引入与第一连接层和第二连接层不同的、并非刚性地使固

定元件和第三玻璃片相连接的分隔层。在此，分隔层优选地在于提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制造

复合玻璃单元之前便已被引入在固定元件的所述一个或多个端面和第三玻璃片之间的间

隙中。根据分隔层的成分和性能、尤其是其粘度和作为固体材料的存在，将分隔层插入或注

入在第三玻璃片和固定元件之间的所述间隙中。通过在固定元件的端面和第三玻璃片之间

布置分隔层，尤其是还防止了第一或第二连接层在复合玻璃单元的制造过程期间流入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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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尤其是，由此防止了从现有技术中已知的由于布置在该区域中的连接层引起的、固定元

件的所述那个或每个端面与第三玻璃片的粘接，以及由此引起的应力。通过分隔层，减小或

防止了在固定元件的区域中的应力，该应力尤其是由于复合玻璃单元的制造过程或者由于

其它热处理以及也由于自然的与季节和日照时间相关的温度波动可产生。在此，出于制造

技术的以及外观的原因，分隔层可具有在1至5mm的范围中的，特别是在2至3mm范围中的厚

度。优选地，在此，分隔层覆盖固定元件的面向第三玻璃片方向的所述那个或每个端面的整

个区域。此外，通过分隔层，防止了例如在固定元件布置在边缘侧的情况下，在第三玻璃片

和固定元件之间的间隙的污染，不然的话，污物可从外部渗入开口的间隙中。此外，通过分

隔层保证了，固定元件、尤其是金属的固定元件不直接与第三玻璃片接触。由此，在第三玻

璃片上不会出现否则可能出现的损坏，例如由于贴靠在第三玻璃片上的固定元件相对于第

三玻璃片的微小运动引起的碎裂。通过分隔层，此外还补偿了凹口或固定元件的现有加工

公差或不规则情况。

[0010] 如已经描述的那样，在提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制造复合玻璃单元之前，优选地将分

隔层引入在固定元件的所述一个或多个端面和第三玻璃片之间的间隙中。然而也可设想的

是，首先将相应设计的占位件/间隔件引入在固定元件的所述一个或多个端面和第三玻璃

片之间的间隙中，在制造完成复合玻璃单元之后可取出该占位件，其中，紧接着利用分隔层

填充该间隙。

[0011]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分隔层具有根据DIN  ISO  7619-1:2012-02小于90的、

尤其是小于60的A型肖氏硬度。尤其优选地，分隔层具有小于40的、尤其是小于10的A型肖氏

硬度。在此，分隔层的A型肖氏硬度显著低于复合玻璃单元的通常使用的连接层的A型肖氏

硬度(或类似的测量参数，诸如压力弹性模量)。通过具有给定的A型肖氏硬度的分隔层，可

抑制或者由其吸收否则在固定元件的区域中出现的应力，并且进而防止复合玻璃单元的可

能的损坏。尤其是对于具有在1至5mm的范围中的、特别是在2至3mm范围中的上述厚度的分

隔层来说，为了防止在固定元件的区域中的对复合玻璃单元的损坏，给定的A型肖氏硬度是

有利的。

[0012] 在复合玻璃单元的一种有利的设计方案中，在分隔层和固定元件之间的粘着力

和/或在分隔层和玻璃片之间的粘着力和/或在分隔层和连接层之间的粘着力小于1N/mm2。

因此，在复合玻璃单元的给出的元件之间几乎不存在粘接或附着。在分隔层和玻璃片和/或

固定元件之间的粘着力尤其是显著小于通常使用的连接层和玻璃片和/或固定元件之间的

粘着力，后者通常明显大于20N/mm2。分隔层相对于复合玻璃单元的给出的元件的给出的粘

着力的最大值1N/mm2尤其是在复合玻璃单元的制造完成之后也不被超过，并且由此永久存

在。由此，可抑制在固定元件的区域中否则可能出现的应力并且可防止复合玻璃单元的损

坏。

[0013] 在一种特别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分隔层是透明的，尤其是玻璃般清亮的。由此，给

出复合玻璃单元的视觉上美观的设计方案，特别是也在固定元件的区域中。

[0014] 在复合玻璃单元的一种有利的设计方案中，分隔层由弹性体组成。由此，可提供形

状稳定的/尺寸稳定的但是弹性的分隔层，其适合用于防止和/或吸收上述的应力。在合适

地选择弹性体的情况下，通过制造过程，无空隙地、尤其是无气泡地将弹性体插入在固定元

件的端面和第三玻璃片之间的间隙中，而弹性体在连接层、固定元件或玻璃片上没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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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着力。尤其是，由此也实现了分隔层作为耐久的、特别是也防水的且对温度不敏感的分

隔层的设计方案。尤其优选地，分隔层由软的聚乙烯醇缩丁醛或硅酮/有机硅组成，尤其是

由经热处理的硅酮，尤其是经多次热处理的硅酮组成。在此，经热处理的硅酮、特别是经多

次热处理的硅酮在此至少在复合玻璃单元的通常的制造和应用条件下是完全反应的。由

此，不与复合玻璃单元的其它元件进一步反应，尤其是不与第一或第二连接层反应。在复合

玻璃单元的通常的制造和应用条件下，也没有组分，例如软化剂或其它物质，尤其是损害连

接层的附着作用的物质从经热处理的硅酮中逸出。特别地，通过使用硅酮或软的聚乙烯醇

缩丁醛作为分隔层，实现了无空隙地、尤其是无气泡地将分隔层插入在固定元件的端面和

第三玻璃片之间的间隙中。通过使用硅酮或软的聚乙烯醇缩丁醛作为分隔层，防止了可能

导致复合玻璃单元的上述损坏的在固定元件的区域中的应力。尤其是，硅酮或软的聚乙烯

醇缩丁醛实现了透明的、玻璃般清亮的分隔层。在一个尤其优选的设计方案中，分隔层由冷

凝交联或铂交联的硅酮组成。特别地，从医药技术中已知的硅酮此时满足分隔层的上述要

求或性能。尤其是，由冷凝交联的或铂交联的硅酮组成的分隔层可设计成具有以上所述的A

型肖氏硬度以及所描述的附着性能的透明的、耐久的、弹性的分隔层。

[0015] 在复合玻璃单元的一种有利的设计方案中，第一玻璃片通过第一连接层整面地与

第三玻璃片相连接，和/或第二玻璃片通过第二连接层整面地与第三玻璃片相连接。除了加

工技术上的优点之外，由此尤其是保证了单个玻璃片之间的连接具有高承载能力。

[0016] 通过以上描述的固定元件的面对第一玻璃片的第一面经由第一连接层与第一玻

璃片的连接和/或固定元件的面对第二玻璃片的第二面经由第二连接层与第二玻璃片的连

接，保证了固定元件与第一玻璃片和/或第二玻璃片的承载式的连接。由此，通过所描述的

固定元件到复合玻璃单元中的结合，实现了复合玻璃单元以承载方式固定在支撑结构上或

者多个复合玻璃单元通过固定元件彼此相连接。尤其是在所描述的设计方案中，不需要固

定元件的端面与第三玻璃片的承载式的连接，刚好通过根据本发明的分隔层防止了该连

接。此外，在制造复合玻璃单元时，所描述的设计方案也是有利的。在此，例如第一玻璃片可

整面地铺设第一连接层，并且紧接着将第三玻璃片以及被引入凹口中的固定元件定位在第

一连接层上。此时不需要单独的连接层以将固定元件固定在复合玻璃单元上。根据分隔层

的性能，在施加第二连接层和放置第二玻璃片之前或之后，将分隔层引入在固定元件和第

三玻璃片之间的间隙中。

[0017]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固定元件由金属、尤其是钛组成，或者由金属合金组

成。由此，给出可负载的固定元件，使得可以实现复合玻璃单元在支撑结构上的固定或者多

个复合玻璃单元的彼此连接。尤其优选地，固定元件此时由钛组成，因为钛的热性能、尤其

是线性膨胀系数，在制造温度的范围中以及复合玻璃单元的通常应用温度下几乎相应于所

使用的玻璃片的热性能。由此，可减小或避免在复合玻璃单元中的不希望的应力。

[0018] 优选地，被引入凹口中的固定元件至少部分地可从外部、也就是说从复合玻璃单

元的外部接近。对于复合玻璃单元在支撑结构上的固定，例如与支撑结构旋拧在一起，尤其

需要这种类型的设计方案。在凹口布置在边缘侧的情况下，明显存在向外的开口。在凹口布

置在第三玻璃片内部的情况下，为此可将开口设在第一玻璃片和/或第二玻璃片中。尤其

是，在此固定元件可具有伸入第一和/或第二玻璃片的开口中的接片/肋部。在延伸穿过第

一和/或第二玻璃片的开口的接片和具有该开口的玻璃片之间的间隙中可引入连接层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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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描述的分隔层。在此，开口尤其是可设计成小于固定元件，以防止固定元件从开口中排

出。此外，由此至少部分地实现固定元件通过布置在具有开口的玻璃片和第三玻璃片之间

的连接层与具有开口的该玻璃片相连接。尤其优选地，固定元件和/或分隔层完全布置在凹

口之内。如果固定元件具有延伸穿过第一或第二玻璃片的开口的接片，该接片同样优选地

完全布置在开口中。为了复合玻璃单元的后加工，例如事后通过研磨或抛光来精加工棱边

和/或表面，有利的是，固定元件、确切地说固定元件的接片和/或分隔层不是与复合玻璃单

元的外棱边或外表面齐平地结束，而是布置成稍微向内错位。由此，避免了由于后加工过程

损害复合玻璃单元，或者由于固定元件或分隔层、例如通过软的分隔层涂抹在复合玻璃单

元的表面上，损害为此所用的工具。在凹口设置在边缘侧的情况下，固定元件和/或分隔层

例如可布置成朝向复合玻璃单元的内部的方向错位一定的距离。例如，在复合玻璃单元的

外棱边上由此产生的错位中，可事后引入定距件、填充材料或用于将复合玻璃单元固定在

支撑结构上的适配件。

[0019] 在一种有利的设计方案中，固定元件可从复合玻璃单元的外部接近，或者具有向

外突出的用于将复合玻璃单元固定在支撑结构上的构件。例如，固定单元可具有带螺纹的

孔或向外延伸的栓，通过该孔或栓可将复合玻璃单元固定在支撑结构上或者可与其它复合

玻璃单元相连接。

[0020] 在复合玻璃单元的一种尤其有利的设计方案中，凹口布置在第三玻璃片的边缘侧

上。这样能够以加工技术方面有利的方式制造能承受高负荷的复合玻璃单元，尤其是没有

附加的为了通过被引入凹口中的固定元件来固定复合玻璃单元而必须被引入第一玻璃片

和/或第二玻璃片中的开口。

[0021] 在另一设计方案中，凹口布置在第三玻璃片的内部，并且第一玻璃片和/或第二玻

璃片具有在凹口的区域中的开口。通过该开口可接近被引入凹口中的固定元件，由此，通过

固定元件实现复合玻璃单元的固定。在此，该固定元件可特别地由单个固定元件组成或由

包含两个固定元件的固定单元组成，该固定元件不仅可从第一玻璃片的开口而且可从第二

玻璃片的开口接近。第三玻璃片在此具有用于容纳固定元件或固定单元的相应的厚度。在

此，第三玻璃片也可如以上已经描述的那样由多个相互连接的玻璃片组成。尤其优选地，固

定元件在此包括至少一个接片，该接片被引导通过第一玻璃片和/或第二玻璃片的至少一

个开口。由此，给出尤其有利的设计方案以及固定元件到复合玻璃单元中的结合，这实现了

以承载方式且稳定地将复合玻璃单元固定在支撑结构上或者与其它复合玻璃单元相连接。

在复合玻璃单元的一种尤其有利的设计方案中，在至少一个接片和第一玻璃片和/或第二

玻璃片的至少一个开口之间布置分隔层。通过一个或多个被插入的分隔层，防止了在固定

元件的区域中的复合玻璃单元的应力。

[0022] 优选地，根据本发明构造的复合玻璃单元用作建筑物的功能元件，尤其是房屋立

面元件，或者建筑物设施的功能元件，尤其是楼梯。在此，根据本发明的复合玻璃单元可用

作承载的且视觉上美观的结构元件。在此，例如也可行的是，制造由根据本发明的复合玻璃

单元组成的建筑物立面或者由根据本发明的复合玻璃单元组成的建筑物元件，例如楼梯。

附图说明

[0023] 下文参考附图根据实施例描述本发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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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1示出了在沿边缘布置的固定元件的区域中穿过第一复合玻璃单元的侧向截

面；

[0025] 图2示出了穿过图1的复合玻璃单元的中间的玻璃板的水平截面的局部；

[0026] 图3示出了在内部布置的固定元件的区域中穿过第二复合玻璃单元的截面；

[0027] 图4示出了在由两个固定元件组成的内部布置的固定单元的区域中穿过第三复合

玻璃单元的截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图1示例性地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复合玻璃单元1的第一设计方案的侧向截面。在

图2中，示出了穿过图1的复合玻璃单元1的中间的玻璃板的水平的第二截面。在此，复合玻

璃单元1包括第一玻璃片2、第二玻璃片3和布置在第一玻璃片2与第二玻璃片3之间的第三

玻璃片4。第一玻璃片2通过第一连接层5与第三玻璃片4相连接，尤其是粘接，并且第二玻璃

片3通过第二连接层6与第三玻璃片4相连接，尤其是粘接。第三玻璃片4在此具有边缘侧的

凹口，固定元件7、尤其是由钛制成的固定元件7被引入该凹口中。此时，固定元件7的厚度相

应于第三玻璃片4的厚度。如从图2中得到的那样，固定元件7设计成大致半圆盘形，其中，第

三玻璃片4具有与此对应地构造的凹口。

[0029] 然而，固定元件7的其它设计方案也是可行的，例如固定元件7具有矩形的横截面，

并且第三玻璃片4的凹口具有与此对应的设计方案。在此，固定元件7尤其是包括在图1和图

2中未示出的构件，例如设有螺纹的孔，以用于将复合玻璃单元1固定在支撑结构上或者用

于与其它复合玻璃单元1相连接。固定元件7通过面对第一玻璃片2的第一面8借助于第一连

接层5与第一玻璃片2相连接，尤其是粘接，并且通过面对第二玻璃片3的第二面9借助于第

二连接层6与第二玻璃片3相连接，尤其是粘接。在固定元件7的面向第三玻璃片4的端面10

和第三玻璃片4之间设置分隔层11。分隔层11此时优选地由透明的经热处理的硅酮或者具

有低于10的A型肖氏硬度的软的聚乙烯醇缩丁醛组成。在此，优选地在分隔层11和固定元件

7之间以及在分隔层11和玻璃片2、3、4之间以及在分隔层11和连接层5、6之间不存在明显的

粘附性。由此，可防止在复合玻璃单元1的单个元件之间尤其是可能在制造复合玻璃单元1

期间产生的应力，以及由此引起的复合玻璃单元1的损坏。在此，固定元件7以及分隔层11不

是与玻璃片2、3、4的外棱边齐平地结束，而是布置成向内错位。由此，避免了在复合玻璃单

元1的后处理过程中和此时进行的与固定元件7和/或分隔层11的相互作用时可能产生的复

合玻璃单元1的损坏。在由此产生的在复合玻璃单元1的外棱边上的错位中，例如可引入用

于固定在支撑结构上的适配器，定距件或填充材料。在此，如在图1中示出的那样，连接层5、

6在固定元件7的区域中同样可布置成向内错位。然而，复合玻璃单元1的如下设计方案也是

可行的，即，在其中，固定元件7和连接层5、6与玻璃片2、3、4的外棱边齐平地结束。

[0030] 图3示例性地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复合玻璃单元1的第二实施方式的截面。与在图

1和2中示出的复合玻璃单元1相反，图3中的复合玻璃单元1具有被引入布置在第三玻璃片4

内部的凹口中的固定元件7。此时，固定元件7具有被引导穿过第一玻璃片2的开口的接片

12。第一玻璃片2的开口在此，如在图3中示出的那样，尤其是设计成比第三玻璃片4的凹口

更小。固定元件7通过第二连接层6与第二玻璃片3相连接并且至少局部地通过第一连接层5

与第一玻璃片2相连接。与图1和图2中示出的实施例相似，在固定元件7的端面10和第三玻

说　明　书 6/7 页

9

CN 111546723 A

9



璃片4之间布置分隔层11。在延伸穿过第一玻璃片2的开口的接片12和第一玻璃片2之间的

间隙中，在此同样引入分隔层11。在图3中示出的固定元件7具有伸延穿过接片12的孔13。通

过可引入孔13中的栓可将复合玻璃单元1安装在支撑结构上或者与另一复合玻璃单元1相

连接。孔13在此尤其是设有螺纹，其中，可引入其中的栓、尤其是螺栓具有与此对应的配合

螺纹。

[0031] 图4示例性地示出了穿过根据本发明的复合玻璃单元1的第三实施方式的截面。在

此，布置在第一玻璃片2和第二玻璃片3之间的第三玻璃片4由两个玻璃板4'、4”组成，这两

个玻璃板通过另一尤其是由第一连接层5或第二连接层6的材料组成的连接层14相互连接。

可以位于内部的方式将由第一固定元件7以及第二固定元件7'组成的固定单元引入复合玻

璃单元1中。在此，固定元件7、7'分别具有接片12、12'，其中，第一固定元件7的接片12向外

被引导穿过第一玻璃片2的开口，并且第二固定元件7'的接片12'向外被引导穿过第二玻璃

片3的开口。两个固定元件7、7'通过布置在第三玻璃片4的两个玻璃板4'、4”之间的连接层

14以及通过附加的连接元件15在复合玻璃单元1的内部相互连接。在其它方面，两个固定元

件7、7'的结合相应于图3中的内部的固定元件7的结合。固定元件7、7'具有另外的孔13、

13'，这些孔实现了复合玻璃单元1在两侧与支撑结构和/或其它复合玻璃单元1相连接。

[0032] 根据本发明的复合玻璃单元不限于所示出的实施方式。尤其是，复合玻璃单元在

此也可包括附加的玻璃片，并且具有多个固定元件，尤其是以不同方式结合的固定元件，也

就是说不仅在边缘侧而且还在内部结合的固定元件。固定元件的设计方案也不限于示例性

地示出的固定元件。尤其是，固定元件的形状、固定元件的接片的设计方案、以及用于将复

合玻璃单元固定在支撑结构上或者与其它复合玻璃单元相连接的构件可与示例性地示出

的实施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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