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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装饰材料在建筑施工中的应用

陈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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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全球污染也日趋严重起来，因此保护环境成为了许多行业首先要考虑的难题。在

建筑装饰施工中，许多材料的成分都对大气和人体有较大的伤害，所以结实稳固、可降解、无污染的建筑装饰材料成

为建筑行业炙手可热的新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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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装饰工程与绿色装饰材料

建筑装饰工程简述

建筑装饰工程是大部分建筑物均需进行的分项工程

工作，也是一系列施工形式的总称，其是为保护建筑物

的主体结构、完善建筑物的物理性能、使用功能和美化

建筑物，采用装饰装修材料或饰物对建筑物的内外表面

及空间进行的各种处理过程。建筑装饰工程不仅仅满足

建筑的审美需求，除装饰功能外，也能对建筑主体加以

保护或使其物理性能更为完善。

常见的装饰工程类型有外墙装饰工程，其往往与外墙

保温同时出现，为外墙保温工程中的附属形式；室内装修

工程，为精装修中重点施工项目，除与砌筑与浇筑相关的

部分之外均可归类为装饰工程；家居软装，主要指在家居

装潢中可以自由移动的部分和其他小物件部分等均归属与

装饰工程。装饰工程其不仅仅有装饰的作用，对于建筑还

起到保护和增强的作用，同时也是建筑能够实现设计性能

和功能的必备环节。实际工程中，装饰工程涉及方面多，

体量占比大，同时对材料应用广泛[1]。

装饰工程材料

装饰材料种类繁多，按材质分类可大致分为：塑

料、金属、陶瓷、玻璃、木材、无机矿物、涂料、纺织

品、石材等种类；按功能分类可分为：吸声、隔热、防

水、防潮、防火、防霉、耐酸碱、耐污染等种类，按装

饰部位分类可分为：外墙装饰材料、内墙装饰材料、地

面装饰材料、顶棚装饰材料等。相比于建筑主体工程而

言，对于装饰材料的选择和应用有着更多选择形式，在

设计和施工阶段也就有了更多选择。

在进行装饰材料选用的过程中，其基本都是以满

足外观需要为主，而后在此基础上，根据成本管控的

原则进行类目、标准的确定。装饰材料的性能同样有

着标准要求，例如对于外墙装饰材料而言，其需要有

防水性能以能够为保温层提供水的隔绝，同时自身需

性能稳定，能保证再降水、温差、暴晒等条件下仍能

保证装饰需求和性能需求；对于室内主体装饰材料，

对其防火性能有一定要求，底线要求是不能使用易燃

材料防止产生消防隐患；对室内木质家具有挥发性要

求，其不能在使用过程中挥发出超过允许值的有害气

体防止对健康造成威胁。对于不同部位的装饰材料而

言，除满足最低的性能要求和使用要求外，是否为节

能环保绿色装饰材料，对整个建筑的节能环保评估而

言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2]。

2 建筑装饰施工中节能环保绿色装饰材料应用的必

要性

在以往建筑中，空调中氟利昂应用比较多，随着空

调应用推广，这种氟利昂使用也导致臭氧层被破坏，无

法达到对于紫外线的有效过滤，导致了比较严重的环

境问题。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臭氧层，不给地球生态

环境增添负担，需要积极探索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道

路，尽可能降低单位成品对于资源应用的消耗，实现节

能环保目标。就建筑装饰行业来看，传统建筑装饰也给

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促进相

关新型装饰材料应用很有必要。就新型装饰材料来看，

其具备一定的特殊性，相关新型材料能够在环保节能的

目标下，保证实用性，还可以兼顾美观性，一些材料本

身的特殊功能性也比较突出，能有效满足现代城市建筑

装饰的需要，实现节能目标，这对于促进建筑装饰资金

成本降低、能耗减少以及环保保护都具有重要作用。

3 建筑装饰施工中节能环保绿色装饰材料的应用

低辐射镀膜玻璃的应用

在现代建筑装饰中，玻璃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装饰材

料，而传统的玻璃材料的抗辐射功效很差，因此，新的

底辐射镀膜玻璃的使用能很好的解决传统玻璃材料存

在的问题。低辐射镀膜玻璃是辐射比较低，且在玻璃表

面镀膜。在一般应用时需要对玻璃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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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最终生产成镀膜产品[3]。在应用时，可以在玻璃表

面镀多层金属，或者金属化合物，经过处理的玻璃就是

一种新型的节能环保绿色装饰材料，它的优点就是能提

高建筑物的采光质量。这主要是由于玻璃表面镀膜金

属，能将室内人传出的热量返回室内，在冬天具有很好

地增温保暖效果，且能保持室内温度的稳定，给人们带

来舒适感。同时，这种镀膜玻璃还能阻挡紫外线的直接

辐射，从而有效控制室内物品经过高温照射发生褪色现

象。其最大的优点就是这种材料的镀膜层对可见光具有

高透过性能以及对中远红外线的高反射功效，使其更加

具有应用价值。低辐射镀膜玻璃的应用价值具体表现是

玻璃内表面传热方式主要是辐射，只有改变玻璃性能，

才能更好降低热量损失，而在玻璃表面镀膜就是最有效

的印制辐射的方法。因此，利用这一原理在玻璃表面镀

膜能很好的降低室内辐射。使用这种材料的原因就是建

筑物在采光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而镀膜

玻璃具有降低热损耗的功效，因而能减少大量的燃料消

耗，减低室内有毒气体的排放。

保温隔热楼板

传统的土壤通常存在严重的能源消耗问题，直接影

响到建筑的舒适性。隔热床是一种新型的在传统土壤上

开发的土壤，具有保温、节能和低能耗等特点。隔热层

由基层（轻质隔声砂浆）、界面层处理和表面层（防裂

混凝土）组成。底层轻质隔声砂浆是一种由脱硫、矿物

掺杂和许多添加剂组成的粉末，它是一种复合添加剂，

由高性能聚合物泡沫功能材料组成，按现场特定比例与

水混合和混合，具有良好的粘接性、空心鼓、无裂纹抗

裂混凝土由脱硫添加剂、选定颗粒、高质量聚合物添加

剂组成。

环保型墙体材料的应用

空气混凝土用于建筑工程建设。主要原料是硅砂和

粉煤灰。石灰、石膏和水泥正确地加入混合物中，在高

温、坚硬和切割的环境中搅拌后蒸熟，形成工程用混凝

土材料。空气混凝土具有良好的保温效果、较强的防渗

性能和抗裂性。空气混凝土密度低，因此运输材料时不

会消耗太多能量。使用这种材料不需要大量的能源，原

材料使用量低，从而节省了能源。因为空心砖传热系数

小，保温性能好，供热系统能耗低，可以节约空调系统

能耗[1]。

软膜天花在建筑装饰施工中的应用

传统的固体天花的缺陷就是形状固定且需要很多小

块进行拼装，而新型的软膜天花则能很好的弥补这种缺

陷。软膜天花能大块施工，并且还能组成优美的平面和

立体化形象，体现装饰的艺术价值，让人们居住舒适的

同时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体现人们高品位和高层

次的审美观。它在建筑装饰中的应用具有以下优势：

(1)它具有良好的节能环保功效，主要表现在这种材

料表面融合了电影荧幕制作原理，在建筑物表面形成一

种凹凸不平的纹理，达到加强室内灯光的折射，减少灯

具的安装，且保证室内光线明亮[2]。

(2)这种材料具有很好的隔音效果和声学效果。其

主要的制作材料就是PVC，这种原材料具有很好的绝缘

性，能降低室内热量的流失，还具有很好的防菌和防水

功能，确保室内装饰不退色、审美效果好。在施工过程

中，这种材料安装方便、安全性能好。由此可见，这种

材料在建筑装饰中的应用具有实际意义和价值。

内外复合保温

复合隔热层系统会选取复合隔热层外墙的外部结

构，以减少墙温度的波动并延长墙的寿命。研究表明，

室内和室外复合隔热系统在夏季空调和冬季供暖方面具

有更好的节能隔热效果。由于该系统比传统系统具有优

势，外墙具有很强的应对外部温度波动的能力，因此在

使用内外复合隔热系统时，主要建筑主体结构可以保持

较高的内部温度，即由于以下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温度

应力。

正置屋顶防水材料的应用

屋顶渗漏涉及防水设计、防水工程和防水材料的选

用。即密封层位于保温层之上。防水层由聚合物改性沥

青防水膜或自粘聚合物防水膜组成。保温层由珍珠岩、

水泥聚苯乙烯板、空气混凝土、磁石混凝土等材料组

成，但这些材料吸水性高，隔热性能低，符合节能要

求。前屋面防水系统成本低，可节省材料和施工成本[3]。

该系统广泛应用于各种建筑物的无暴露屋顶的防水工

作，在地铁、隧道、游泳池和运河的防水工作以及无明

火防水工作中具有明显的应用优势。

废植物纤维

使用农业植物产生的纤维废料可以生产人造纤维

板，纸板，轻质建筑材料以及其他建筑装饰复合材料

等。作物秸秆纤维水泥基复合材料属于一种新型的绿色

环保建筑材料。我国属于农业大国，农作物秸秆资源比

较丰富化，和需要数年或者数十年才能生长的木材进行

比较，其更加符合可持续性发展需求。废植物纤维的年

产量比较大，如果利用百分之几当作房屋的墙体材料，

可以很好代替亿万立方米的红砖，从而就会使得土地资

源以及能源消耗得以节约。并且会带来非常大的经济以

及社会效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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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建筑装饰工程施工中引入绿色环保的理念，落实

可持续发展政策，增加新型环保材料的应用是未来建筑

的必然趋势。节能环保绿色装饰材料可在保证使用阶段

健康的同时，推动绿色建筑发展，降低建筑行业的能源

消耗。目前绿色环保材料在装饰工程中的应用仍具有较

大的发展空间，相信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和建筑企业对

绿色材料应用的普及，节能环保绿色装饰材料能为建筑

节能领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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