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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筑节能保温材料的检测

张 瑞 刘晶蕊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北京天誉有限公司 北京 101100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建筑工程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点产业之一，是开展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

障。目前我国的建筑工程无论在规模还是数量上都在不断增加，它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却耗费了巨大的资

金，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危害，使得当前社会各界对建筑成本能耗问题的关注度愈来愈大，所以，一定要搞好建筑节

能项目的建设管理，落实好建筑节能检测项目，要落实好现金的节能人力资源技术和工艺，有效推动建材行业发展，

以实现使建筑能更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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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工程节能中保温隔热材料的应用优势

对于建筑墙体提高保温隔热性能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我国天气情况可以分成南北方二个区域，正如

我国南方气候湿热一样，北方地区也有着相对漫长严寒

的冬天，以及相对酷热的夏季，对建筑物也有着较高的

隔热保温技术要求。北方地区在以往保温隔热方法中，

主要采取增加外墙的方式，对建筑物进行隔热保温。而

这种方法虽然也可以起到隔热保温的作用，但总体上效

果不明显。我国目前主要采用保温隔热的复合墙体材

料，与很多材料的隔热保温性能相结合，与传统隔热保

温方式相比，隔热保温性能更为明显。

对于建筑工程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作用

在建设建筑物过程中，采暖、电气、降温及照明等

都需要采用能源，其中使用能源最多的是降温及采暖。

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隔热保温要求，特别是在北方地

区，每年燃料的消耗占了外墙隔热保温使用百分之二十

的总能耗额[1]。所以，如果选择较强保温隔热性能的外墙

保温材料，将使整体建筑降低了总消耗量，从而增加效

益。由于目前保温隔热墙体建筑材料已经有了相当多的

市场使用，和常规隔热建筑材料相比较而言，既有相当

实惠的造价，又有着很好的隔热保温性特点，使许多保

温隔热墙体建筑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2 建筑节能常用的保温材料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

聚苯乙烯泡沫的主要成分是聚苯乙烯树脂或者是其

聚合的产物。一般来说按照其生产工艺以及方式的不

同，可以将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分为挤塑形聚苯乙烯塑

料板和模塑型聚苯乙烯塑料板。挤塑性聚苯乙烯塑料板

的制作是需要对原材料进行预热处理，然后加入适量的

催化剂进行催化反应，通过挤压力成型生成的质地较硬

的泡沫塑料板[2]。这种工艺生产的保温材料具有很强的防

水性，同时其隔热性能相对比较稳定，因为其质地较硬

所以抗冲击的能力有所提高，是目前建筑工程中比较常

用的保温材料。模塑型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是通过在经

过预热的原材料中加入适量的发泡剂，在预先设定好的

模板中进行冷却从而形成表面带有均匀细小气孔的塑料

板，这种工艺产生的塑料板质地比较轻盈，密度相对较

低，吸水性稍逊色，但是其隔热性能优秀，抗氧化抗腐

蚀性能较强，因此在一些北方的城市中，这种材料在市

场上是供不应求的。

胶粉聚苯乙烯颗粒保温砂浆材料

该材料的主要成本是橡胶粉和聚苯乙烯颗粒。它们

通过规定的比例混合在一起，通常用于建筑外墙。保温

材料的优点是保温效果好，材料附着力高，与墙体附着

力好，抗压强度高，不易开裂或膨胀，关键是保温材料

具有良好的耐火性能。

无机性轻质集成材料

无机轻质集成材料的主要成分就是胶质的水泥加上

高分子的聚合物，还可以添加一些化合物进行调和。无

机轻质集成材料的主要特点就是隔热性能好，尤其是其

材料的稳定性保证了其防水，防火性能的稳定性[3]。

3 建筑节能保温材料检测期间存在问题分析

建筑检测标准不完备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目前还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建

筑墙体保温材料检测标准，各省检测芯线也不尽相同。

目前，建设项目的检测通常是按照项目质量管理和验收

标准进行的。同时，一些地方制定了标有抗拉强度试验

的规定标准。

3.2检测设备不齐全

检测设备是进行材料检测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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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特别是在北方地区，每年燃料的消耗占了外墙隔热

保温使用百分之二十的总能耗额[1]。所以，如果选择较强

保温隔热性能的外墙保温材料，将使整体建筑降低了总

消耗量，从而增加效益。由于目前保温隔热墙体建筑材

料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市场使用，和常规隔热建筑材料相

比较而言，既有相当实惠的造价，又有着很好的隔热保

温性特点，使许多保温隔热墙体建筑取得了不错的经济

效益。

检测方法不一致

考虑到新型节能材料在操作过程和工艺上的差异，

在检测上也有一定的特殊性，在试验周期和试验准备上

也有很大的差异。即使对同一种保温材料进行试验，由

于试验方法不同，也会得到不同的试验结果，导致试验

信息不相容，有待进一步讨论。很难判断这种建筑节能

材料的质量，充分发挥试验的积极作用。例如，我国现

行的保温材料通用检测标准包括《耐碱玻璃纤维网布检

测标准》（JC/t841）和《胶粉聚苯乙烯颗粒外墙外保温

系统检测标准》（JG/t158）。文件中给出的耐碱断裂

强度试样的制备和测试方法存在较大差异，这将进一步

影响最终检测手段的选择。作为检测环节中最重要的课

题，检测人员必须按照规范的检测标准和检测手段，系

统地检测建筑墙体保温材料的相关参数，并在第一时间

检测出材料的质量问题[1]。

4 常用建筑节能保温材料检测方法分析

定义测试标准和方法

考虑到建筑外墙节能保温材料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能，在明确检测标准或采用国家统一检测标准的过程

中，不可能发挥特定的作用。为解决这一问题，相关人

员应进一步明确检测标准和方法。例如，导热系数应作

为主要考虑参数。在稳态法的前提下，平板导热系数是

准确检测建筑外墙节能保温材料隔热性能的关键技术参

数。在采用此方法之前，相关人员应做好许多准备工

作，如将材料放入烘箱中，并在继续检测前进行必要的

干燥处理[2]。值得注意的是，用于测试的样品表面应光

滑，以确保测试样品之间的间隙应最小化，从而提高测

试结果的准确性。

样品的状态调节

作为建筑节能材料检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调节样

品的状态主要是以样品以及其他样本的温度以及湿度调

节为主，保证两者能够实现一定的平衡，由此可以看

出，样本的状态调节需要进行材料对比以及相关的操

作，分析样品在不同环境操作过程之中的实质表现，通

过营造规定的环境来保障检测结果的合理性。不过这种

测试方法可能会造成试样在系统测试的环境当中产生比

较特殊的情况，同时气温和湿度还会达到另外一个状态

的平衡，所以进行前期保温材料系数测试以后必须对试

样的安装场所进行再次挑选，尽可能安装在一个相对干

燥的空间甚至是通风的风箱里面，只有如此才可以保证

室温调整过后可以达到稳定的效果[3]。

密度的检测

建筑节能环保材料的检测是一个长期性的系统工

程，在实践检测的过程之中，除了需要严格按照前期的

检测要求对保温材料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及界定之外，

还需要在完成前期保温材料分析以及状态样品检测之

后，针对材料密度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其中材料的密度

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大部分主要以高密度以及表现密度

和材料密度为主，不同密度形式会直接影响材料的导热

系数以及导热性能。为了可以真正实现最优异的保温效

果，并且充分的实现对不同材质的导热效果，通常情况

下，在温度检测的过程当中设计者都会通过不同的导热

系数，把实际的系数原理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以内，同时

保温材料中所包含的气孔量也会大大增加，因此可以通

过这个方法对密度做出合理分析[4]。其次，由于材料的

导热系数降低，所受的影响因素也相对地比较复杂，，

其中气孔率的增加以及减少外观的密度表现不会导致导

热系数的下降，因此在材料检测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注重

这一环节，大部分的热材料在传输方式上存在加大的区

别，但是主要以辐射热换以及导热的形式来进行热量的

传播。辐射热换主要是为了能夠保障固体内部实现有效

的气体导热，但是在与其他物体导热的过程之中会产生

一定的辐射热量，这一点被称作为辐射热换，在辐射热

的与引起导热的因素共同影响下，物质的热传效果也会

受到相应的提升，而密度也会由此得到影响。另外就一

些绝热材料而言，他们的内部密度以及外表密度都将决

定于其中的二个系数，而如果把绝热材料的实际密度限

制到合理的程度以后，实际的辐射热的效应也将超过导

热系数所减少的值，而这一点也会导致实际的保温能力

进一步减少[1]。

网格布的准确检测

在检测网格布的过程中，要及时准确，第一时间将

纱线的破损部位丢弃，保证纱线的垂直度。为避免对纱

线造成严重损坏，此时不允许重叠切割样品。为避免纱

布断裂，在夹具制作过程中，相关人员应控制夹具的松

紧度，并实时保持纱布网格垂直整齐。因此，相关人员

还需要准确检测相应的粘合剂、抹灰膏和钢筋网。

热荷重收缩的温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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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人员要通过哪种方法才能最终获取保温材料的

耐热、耐湿性能，根据热水浸泡原理和试验方法，当保

温材料受到特定温度的压力后，其内部分子会产生相应

的收缩变化，比按照温度的厚重收缩状况，最终获取该

材料的收缩温度，了解其在哪种温度下，更有利于温度

控制，并且材料本身的质量不会发生改变[2]。

结语

建筑业内对新型节能建筑材料的大力推广与使用，

更是确定了把发展绿色建材、节能环保建筑作为产业的

主要发展目标。由于对新建筑材料的持续开发，因此，

必须采用大量实验测试来精确地了解其实际节约效益，

以进一步提高新材料选用的节约性与合理性，从而降低

了对能量的耗费，给施工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进而实

现新建材行业的长远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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