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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和施工技术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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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保节能建筑材料是运用最新的技术研发的新型建筑材料，体现绿色环保节能建筑材料的技术先进

性；绿色环保节能建筑材料与传统的建筑材料不同，能够在最大限度上降低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绿色环保节能建

筑材料必须具有理念环保性；利用绿色环保节能建筑材料的过程中，应保证其不会给居民带来不必要的危害，在使用

绿色环保节能建筑材料的过程中能够给居民带来良好的生活体验，绿色环保节能建筑材料必须具有居住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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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全社会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建筑工

程的功能要求更高，这就需要在以往的施工中积累经

验。建筑工程外墙外保温施工经常会与其他专业产生交

叉作业，实际施工中容易受多种因素的干扰而留下质量

隐患。加强建筑外墙外保温施工管理，确定施工技术要

点，并针对质量通病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处理，争取达到

与设计一致的施工效果。

1 房屋建筑外墙保温材料概述

保温材料一般是指热系数小于或等于0.12的材料，它

是建筑落实节能环保的重要建筑材料；据统计，建筑中

每使用一吨矿物棉绝热制品，一年可节约一吨石油。进

而减少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减少能源消耗。

现在市场主流的保温材料可分为两大类，无机材料

和有机材料，其中无机材料包含矿物棉，岩棉玻璃棉，

硅酸铝棉以及石棉等。而有机材料包括，挤塑聚苯乙烯

泡沫塑料，聚氨酯硬性泡沫塑料以及模塑聚苯乙烯泡沫

塑料；随着建筑行业的进步与规范，保温材料不仅能满

足保温的需求，还必须能达到消防对材料耐火等级的要

求；根据GB50016-201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公共

建筑必须采用耐火等级为A级的保温材料，即不燃材料等

级；而普通民用建筑也通常要求最小B1级难燃材料作为

外保温材料；B2级可燃保温材料通常只会被允许用于地

下室回填或者肥槽回填等部位的保温材料；保温材料的

主要性能指标有三项，即导热系数，容重和防火性能；

其他性能还包括最高使用温度，抗压强度，抗折强度，

含水率等，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进行选择参考；同时，

随着工业制造水平的持续进步，根据不同的性能需求，

各种保温材料也可以组合使用，如保温复合一体板等，

在市场中也得到了较大的推广和使用。

2 有机保温材料

有机类保温材料主要有聚氨酯泡沫、聚苯板、EPS，

XPS，酚醛泡沫等，有机保温材料具有重量轻、可加工

性好、致密性高、保温隔热效果好，但缺点是：不耐老

化、变形系数大、稳定性差、安全性差、易燃烧、生

态环保性很差、施工难度大、工程成本较高，其资源有

限，且难以循环再利用。

聚苯板

高层建筑的防水保护层主要是聚苯板，聚苯板是由

一种挥发性发泡剂的可挥发颗粒构成。由挤塑聚苯板

（XPS）和膨胀聚苯板（ESP）组成。聚苯板的密度很

低、重量轻，吸水效能优质，投入低，加工快，是如今

运用最多的材料。鉴于聚苯板氧指数巨低，若触碰明火

极易引发燃烧，所以人们更加关注聚苯板的阻燃效果。

EPS通俗来讲就是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其基本原料为

聚苯乙烯颗粒，将其预发泡加热之后倒入相关模具中，

进而制作出泡沫塑料板。一般情况下，模塑聚苯乙烯泡

沫分为两种，一是阻燃型，二是普通型。其最大的特

点就是性价比高、容易进行加工、吸水性较弱、导热性

小、密度小等，但其对温度有着较高要求，即:不能高于

75℃。也就是说，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在遇到火的时候容

易燃烧起来，且氧气指数较低[1]。在我国建筑行业中，聚

苯乙烯泡沫板具有较高的使用率和好评度，其材料成本

较低，能够给建筑施工单位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聚苯

乙烯泡沫板的密度较小，导热系数和水蒸气透过系数较

低，其保温效果较强，可以有效改善墙体潮湿情况。聚

苯乙烯泡沫板内保温需设置隔气层，不会在墙体内部发

生冷凝现象，能够取得较为理想的墙体保温效果。

挤塑板的主要原料为聚苯乙烯树脂，通过连续性闭

孔发泡工艺将其制成硬质泡沫塑料，挤塑板导热系数

低，与模塑板相比，其保温效果更好，且具有较强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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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渗透性和整体强度，使用寿命较长。挤塑板已经开始

逐渐取代模塑板在建筑保温外墙当中的应用。

酚醛泡沫

酚醛泡沫板制作的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具有阻燃、耐

高温、不易变形等优势，保留原有泡沫塑料保温材料质

轻、施工方便等良好性能，可以有效改善原有泡沫塑料

保温材料易燃、多烟、遇热易变形等缺陷问题。酚醛保

温板的导热系数明显低于其他外墙保温产品，可以达到

更加理想的节能环保效果。

3 无机保温材料

无机保温材料主要集中在陶瓷纤维毯、硅酸铝毡、

氧化铝、碳化硅纤维、气凝胶毡、玻璃棉、岩棉、膨胀

珍珠岩、微纳隔热、发泡水泥，无机活性墙体保温材料

等具有一定保温效果的材料，根据配方能够达到B1到A级

防火。无机材料往往重量大，吸水率高，且纤维棉类的

材料施工难度大，对工人身体伤害较大；但是由于其较

好的防火性能，以及相关规定的实施，无极材料在市场

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从而也推动了无极材料较

好的创新与发展。

玻化微珠保温砂浆

玻化微珠保温砂浆是以水泥等为胶凝材料，采用玻

化微珠保温颗粒为保温轻集料，掺入胶粉等混合制成的

干粉料，在施工过程中，只需向干粉料中加入适量的水

搅拌后即可施工。其内部具有多孔结构，由于存在大量

封闭孔隙，能够阻止空气对流，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保

温材料的导热系数，也就提高了保温隔热性能。

岩棉

岩棉材料自身的性能出众，早期主要用于外墙的保

温层建设。岩棉材料主要由辉绿岩和玄武岩构成，加工

制作过程中可以根据制作性能、指标的不同而额外添加

其他材料，并给予加压强吹后创造纤维状态。随着生产

工艺的不断进步，岩棉材料近年来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

展趋势，能够满足不同的建设需求。需要注意的是，岩

棉材料对于酸度系数有着较高的要求[2]，若岩棉材料自

身的酸度系数较低，则其机械强度无法满足实际应用需

求，且较低的酸度系数会在材料老化之后进一步影响到

材料的强度。

蒸压加气混凝土

蒸压加气混凝土是以硅质材料和钙质材料为主要原

材料，掺加发气剂和其他调节材料，通过配料浇筑、发

气静停、切割、蒸压养护等工艺制成的多空轻质硅酸

盐建筑制品，一般是作为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使用。蒸

压加气混凝土的材料来源广泛、材质稳定、质量轻、易

加工、施工方便，而且造价低、保温、隔热、隔声、耐

火性能好等，可广泛用于民用建筑的外墙围护、内墙隔

断、平坡屋面等，在当今建筑节能领域使用广泛。

玻璃棉

泡沫玻璃是常见的建筑外墙无机保温材料，其是一

种多孔玻璃材料，但因其成本较高，所以常被应用于工

业保温隔热工程中。具体而言，工作人员在制作泡沫

玻璃的时候会用到非金属矿、废玻璃、粉煤灰等原料，

并在这些原料中加入一些改性剂、稳泡剂、助溶剂等，

然后通过粉碎、混合制作成配合料。之后，工作人员会

将混合料放入模具中进行加热。最后，可形成一种内部

具有较为均匀的气泡的多孔玻璃材料[3]。泡沫玻璃最早

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法国，主要原料为玻璃，发泡剂

为碳酸钙，一开始制作泡沫玻璃时，相关工作人员使用

了耐火模具进行加热发泡，最终制作出了轻石状材料。

泡沫玻璃的特点在于生产成本较高，所以常被应用于工

业保温隔热工程中，很少被应用于高层民用建筑外墙建

设中。所以，降低其成本、提高其成品率成为了相关学

者、专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此，才可使泡沫玻璃被广

泛应用于高层民用建筑外墙中，才可将其效用最大限度

地发挥出来。

微孔硅酸钙

微孔硅酸钙作为保温材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静

态凝胶法生产以雪硅钙石为主的普通中温型硅酸钙制

品，另一种是以动态水热合成法合成以硬硅石为主的高

温型制品。微孔硅酸钙保温性能较好，但含有一定的有

害物质，因而限制了其在建筑外墙保温系统中的应用。

4 绿色节能对保温材料的新要求

我国大多数房屋建筑工程都选择挤密苯板，同时也

会运用一些其他的施工材料。它们在很多方面都拥有较

为明显的差异，各有优点，也有着自己的不足之处。其

中挤密苯板密度较大，因此在强度方面的表现更好，同

时也拥有非常良好的导热性能，但这种材料的抗裂性能

较差。聚苯板强度与抗裂性能比挤密苯板好，在抗裂性

能方面，聚苯颗粒是最轻的材料，但其导热性较差。外

墙内保温材料实际上也有很多种类，传统施工中有较多

施工人员会直接选择水泥砂浆。虽然水泥砂浆也拥有较

高强度，但不足之处也较为显眼，主要是水泥砂浆的伸

展能力较弱，并且温度会直接影响这种材料[4]。若温度发

生较大变化，就容易产生裂缝，这就需要设计工作人员

在设计过程中采取一定措施有效保护整体墙体，不仅要

保护水泥砂浆，其他部位也应采取一定保护措施，只有

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提升房屋建筑墙面抗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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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外墙外保温施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

是节能降耗，为达到这一目标除了要加强施工技术管理

以外，还要重视保温材料的选择与复合应用，确保具有

良好的保温性、隔音性以及防火防裂等性能。随着科学

技术不断发展，居民越来越重视能源以及环境问题，逐

渐开始关注对能源的应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在建筑工

程施工中，有效应用新型环保材料，使社会发展中绿色

节能技术的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在建筑工程建设中，对

绿色节能材料进行有效推广和应用，能够很好地提升建

筑自身的环保性能，在建筑保温方面，实现建筑外墙相

关性能的合理优化，为居民提供舒适以及节能的居住环

境，在一定限度上有效促进绿色建筑的发展。因此，需

要重视新型保温材料的研究，为建筑外墙外保温施工提

供更大支持。

参考文献：

[1]李泽宇,陈诚.建筑工程外墙外保温施工技术[J].建

筑技术开发,2021,48(10):105-106.

[2]陈熙.绿色建筑节能视野下的外墙保温材料实践应

用探究[J].绿色环保建材，2020（3）：14，16.

[3]文学艺.基于绿色建筑节能的外墙保温材料实践运

用分析[J].合成材料老化与应用，2020，49（4）：163-

165.

[4]邢薛东.外墙保温技术及房建节能材料应用研究[J].

中外企业家.20216):147-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