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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宅节能改造中的建筑材料选择与技术创新

李华君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城市建设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90

摘� 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各行各业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尤其是随着节能环保理念的推行，农宅节能改造

范围在大面积的扩展，其中建筑材料选择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组成。不仅有助于满足智能改造的需求，还有助于减少对

周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真正的带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工作人员需要根据农宅节能改造的需求，科学的筛

选建筑材料，并且融合现代化的节能技术，以此来提高农宅节能改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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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农宅节能改造中，选择节能材料和节能技术时，

要根据农宅的特点以及节能改造的需求，提高建筑材料

和节能技术的针对性[1]，加强对整改过程的有效优化，与

周边环境相互协调，完善现有的节能改造方案，带动农

村建设行业的良好发展。*

1 农宅节能改造中建筑的现状分析

农宅作为建筑的一种特殊类型，一直以来被认为是

建筑节能改造的难点，传统的农宅建筑往往存在许多问

题，比如保温性能差、耗能高等，它已不适应现代社会

环境保护的需要[2]。所以农宅节能改造已经成为时下建筑

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农宅节能改造过程中，建筑物外墙保温问题是一项

重要课题。目前普通农宅外墙为传统砖木结构，保温性

能差[3]。为改善这一难题，出现了很多新保温材料，例如

岩棉和聚苯板。这类材料不但保温效果好，而且能增强

建筑耐久性、抗震性等特点而被广泛应用。与此同时，

配合新型材料的应用，建筑师还对设计加以革新，使农

宅外观更漂亮，更能和周边环境和谐统一。

农宅节能改造过程中，建筑物供暖系统问题同样重

要。由于传统农宅常常没有现代化供暖设备，所以冬季

取暖问题始终是农村居民面临的一个难题。针对这一问

题出现了一些新的供暖系统，例如地源热泵和太阳能热

水器，这类系统不仅能提供宜人的室内温度，而且还能

节约能源和降低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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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宅节能改造中建筑材料技术的创新

当今社会，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节能与环保已经

成为重点。农宅节能改造在此背景之下成为一项重要举

措，不仅能够提升农户生活环境舒适度，还能够降低能

源消耗，进而有助于可持续发展[4]。而对农宅进行节能改

造时，建筑材料的技术创新起着关键作用。

建筑材料技术创新对农宅节能改造价值较为明显，

传统农宅大多使用原始材料如土坯、木材，不但保温性

能较差，还易受虫害及腐蚀。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

的建筑材料层出不穷，这给农宅节能改造带来更多的可

能。如使用高效隔热材料能有效地改善房屋保温性能和

降低能源消耗；采用环保建筑材料能够减少环境影响，

保证可持续发展。所以建筑材料技术上的革新给农宅节

能改造带来新生机，给农户带来更适合居住的居所。

建筑材料技术创新对农宅节能改造显示出较强的可

持续发展价值。传统农宅改造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资源浪

费、环境污染等现象，新型建筑材料技术能够有效规避

此类现象，可以利用可再生资源生产的建筑材料，可降

低自然资源的消耗，达到循环利用的目的；使用节能材

料及设备可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些革新建筑材

料技术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质量的同时，也对绿色社会

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5]。

另外建筑材料技术上的革新也给农宅节能改造提供

了更多设计上的可能。传统农宅设计通常局限于材料性

能限制，个性化与创新性不足。而当代建筑材料技术能

够突破这一局限，给设计师们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创作空

间。比如新型建筑材料如玻璃幕墙、太阳能板的使用能

让农宅的视觉更漂亮、更大气；采用特殊材料如立体花

岗岩、彩色瓦片等能使农宅更具艺术感与文化内涵。所

以，建筑材料技术创新在提升农宅功能性与舒适度的同

时，也为彰显乡村地域特色提供了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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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宅节能改造中建筑材料的可再生资源

3.1  构建沼气
农宅节能改造是目前社会上比较重视的项目，其目

的在于促进农村地区建筑物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减少

传统能源依赖、保护环境、降低能源消耗成本等。节能

改造过程中建筑材料选择显得格外重要，可再生资源这

一绿色可持续资源正逐步成为研究的重点。而就可再生

资源而言，建设沼气毫无疑问是很有前途的方案。沼气

是在无氧发酵条件下生产的，它来源于有机物质分解。

在农村，粪便，农作物残余物和其他有机废弃物是生产

沼气的最理想材料。过去这些废弃物常作为农村综合肥

料直接利用到土地上，沼气潜力长期被忽视。在节能环

保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沼气所具

有的价值。建设沼气发电系统既能实现废弃物向能源的

转换，又能解决农村能源供应问题。另外，利用沼气可

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也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沼气建设工艺并不繁杂，必须先对有机废弃物进行

收集预处理。废弃物经发酵后，其生成气体以甲烷和一

氧化碳为主，且甲烷热值高，可供烹饪，取暖等使用。

一氧化碳又可氧化产生二氧化碳及水，从而降低了环境

污染。就沼气发电系统而言，它主要是由沼气发生器，

沼气储气罐以及沼气发电机组等组成。沼气发生器作为

发酵有机废弃物的设备，利用储气罐存储生成的沼气并

由发电机组转换为电能。在这一全过程中沼气发生器扮

演着核心角色，通过对温度和湿度的精准控制为微生物

提供合适的生存环境，进而有利于有机废弃物的分解和

沼气生产。

建设沼气是个耗资巨大的项目，需花费一定的财

力、物力。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应用的推广，成本在逐

步下降，沼气利用带来的效益已逐步显现出来。通过沼

气发电系统使农村地区能够自给自足地提供能源，降低

传统能源需求量，改善生活质量，增加经济效益。

3.2  太阳能的应用
太阳是自然界中最巨大，使用最广泛的能量来源。

当今世界上，人们日益重视太阳能利用并把它运用到各

领域。特别是在农房的节能改造中，太阳能被认为是一

种可再生资源，可以为建材的开发利用提供新的思路和

可能。

利用太阳能不仅能给农宅节能改造工作带来显著收

益，而且还符合可持续发展思想，太阳能经过太阳能电池

板把阳光变成电能，能给农宅带来绿色洁净的电力供应。

通过光伏发电系统使农宅能够自我供电、降低对传统电网

依赖、降低用电成本。同时多余电能也可由储能系统存储

以备不时之需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除使用电能外，

太阳能可用于农宅热水供应，利用太阳能集热器把太阳热

能变成热水可满足农宅每日生活用水。太阳能热水系统相

对于传统燃气热水器既能节约能源又能减少生活成本。在

农村地区，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还可以减少天然气和其

他非可再生能源需求量，并进一步减轻环境污染程度。另

外太阳能也可用于农宅采暖系统中，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能给农宅带来一个温馨舒适的室内环境，利用光热转换技

术。将太阳能转换成热能以地暖或暖气片的形式转移到室

内空间。与传统电暖器或燃气采暖系统相比较，太阳能采

暖系统更环保、更经济、更有效。不仅如此，该太阳能采

暖系统能够对室内温度和湿度进行调节，提高居住舒适

度。另外太阳能也可应用在农宅光照系统中。通过太阳能

的合理规划与使用，能够给农宅带来足够的自然光照。并

降低对于人工照明的依赖性，还能提高居住环境宜居性。

应用光照系统可以增加室内空间亮度、改善视觉环境、提

高生活质量。

3.3  火坑技术的改进
火坑技术是农村传统炊事方式之一，并不断得到完

善。其方法是把燃料置于一深坑内燃烧，并利用土壤保

温性能，从而提高热能利用效率。但传统火坑技术所

用燃料多为非可再生资源如柴火、煤炭等，不但资源浪

费而且污染环境，提高火坑技术最主要的方向之一是以

可再生资源为原料，其中农宅节能改造对建筑材料可再

生资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竹材、秸秆等传统木材

替代品可用作火坑技术燃料，既能满足烹饪需要，又可

再生，减少树木砍伐，保护生态环境。同时利用可再生

资源提高火坑技术保温效果，可以采用可再生麦秸或稻

秆作填料。并充填于火坑四周，形成较好的保温层和热

能利用效率。这样既减少了能源消耗，又降低了火坑表

面的温度，增加了人员安全。另外，农宅节能改造可利

用建筑材料可再生资源完善火坑设计，比如用可再生竹

材、土壤等建造更牢固、导热性能更好的火坑结构。这

样，既延长了火坑寿命，又提高了火坑热能利用效率。

3.4  地下燃池技术和降温技术
地下燃池技术利用地下热能实现农宅取暖、水温调

节等功能给农村居民以温暖舒适，所谓地下燃池是指把

柴火和秸秆等燃料放入地下建造的燃烧室内，通过沉落

的热量火力发电或者暖气散热，给农村居民提供足够且

经济实惠的能源。该技术优点是不仅可以减少农村居民

对传统燃料依赖、减少能源开支，而且可以有效减少环

境污染及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可持续发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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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温技术对农宅节能改造也起着关键作用。农村地

区夏季高温天气易产生室内温度过高，对居民生活造成

很大不舒适。而降温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解决这一烦

恼。通过适当的设计及材料选择如反射层，隔热材料等

来降低农宅室内温度，给农村居民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

环境，该技术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不仅解决室内高

温，而且降低居民对空调及其他电器设备的购买量，节

约农村居民经济开支。

4 农宅节能改造中的建筑材料技术创新的发展前景

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建筑材料技术也有了

很大的提高。新型材料和新技术不断涌现，使农宅节能

改造成效日益显著。如传统砖瓦结构易造成能量散失，

应用新隔热材料[7]。能有效制止能量损失并改善建筑热工

性能。大量使用的保温材料不但可降低农宅能量消耗，

而且还可改善建筑物抗震性能及安全性能。另外新型太

阳能技术和光伏技术也能为农宅节能改造工作提供持续

能源解决方案。

农宅节能改造工作的开展也要得到政府扶持与鼓

励，随着我国政府更加注重节能环保，加大了政策扶持

与激励力度。农村地区政府通过鼓励农户对农宅实施节

能改造并给予相应补贴、贷款及其他政策扶持来促进节

能环保工作。这一政策的出台为建筑材料技术创新提供

了有利的环境与市场前景[8]。另外，对农宅进行节能改

造，既能提高农宅居住舒适度又能为农业生产创造较好

条件。通过对农宅建筑材料进行改造，能够有效改善室

内温湿度、通风性等，给农作物提供一个较好的成长环

境。与此同时，建筑材料的技术创新还能够给农业生产

带来全新的可能，比如透明保温材料的运用，能够创建

温室农业，从而给农户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最后农宅节能改造建筑材料技术创新同样有着广阔

市场前景，随着我国农村地区经济不断发展，居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升，对农宅改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建筑

材料技术上的革新能够提供更多、更好地节能环保方案

以满足农户对舒适，安全，环保等生活要求，因此具有

很大市场潜力。在建筑材料技术改造创新的过程中，需

要迎合市场的发展方向，把握先进技术利用方案，必要

时可以进行多样化的测试，结合节能改造的需求，提高

技术实施的针对性，这样一来可以实现各种技术的科学

利用，同时也可以减少在节能改造中存在的各项资源浪

费，为突出现代化的工作理念，提高整体的工作效果。

改造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要不断的总结丰富的工作经

验，结合节能改造中的问题，向相关研发人员提出建

议，也可以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工作经验，更好地满足市

场的发展需求，以此来推动节能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

结束语

农宅节能改造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以及环境可持续

优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较为突出，因此工作人员需要具

备较强的节能化思维，科学的筛选节能材料和节能技

术，形成完整的工作体系，通过长期的优化以及实践，

使农宅节能改造模式能够变得更加成熟，真正的为人们

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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