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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及其发展方向探析

叶� 凯

上海光明真如置业有限公司��上海市��200000

摘� 要：现如今，我国提倡节能环保发展理念，建筑行业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对于建筑外墙而言，其施工用

料还直接关系到整个建筑工程的保温效果和节能环保效果。因此，在当前建筑工程领域内，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及其发

展方向具有较强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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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温材料的特点

���� �经济视角；对其进行分析，运用保温材料能够使能源产生的花费得到节约，也能促进机械设备在规模上的减

小，促进使设备花费得到有效节约。

���� �环境视角；保温材料运用时能够使能源得到节约，也能将设备使用数量减少，进而使设备排放的对污染物数

量获得明显降低。

���� �建筑物保护视角；温度发生的剧烈变化会建筑物结构产生破坏，保温的材料运用能够使温度处于平稳变化状

态，将建筑物实际使用寿命延长，进而使建筑物在结构完整性方面得到比较充分的保证。

保温材料质量方面优劣和保温功能联系紧密，也关系着工程整体质量，隔热材料以及隔热制品会对建筑节能效果

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当前针对建筑保温材料的应用和研制已经受到了广泛重视，并在全球范围内，保温隔热材料

也在向着节能、高效、防水、隔热以及薄层方向发展，在不断发展保温隔热材料与加强保温结构设计过程中，也应注

重对保温隔热材料的针对性使用，结合标准规范展开施工，在提升保温效率同时将成本降低。

2��外墙保温节能技术的应用价值

�����外墙的保温性和隔热性，通过良好的保温隔热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耗；

���� �建筑物外墙设计的美观性，也就是符合使用者的审美要求。在设计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功能、使用价值和

美观性，进行具体设计时要灵活设计，设计方案要简单易于操作，选择性能较好的建筑材料以满足施工要求。

在进行外墙保温节能技术的实施中，需要对外墙的温度进行控制，因为控制好外墙的保温性能才能提升人们居住

环境的舒适度，更能较好节约能源，因此外墙保温技术深度探索对建筑企业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总之，保温材

料可以很好地延长建筑材料的使用寿命，也使建筑物的稳定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3��建筑外墙保温材料的类型

�����在保温材料中融合无机玻璃材料

无机玻璃属于一种保温元素，通过混合碳素和碳酸盐等物质，再经过高温熔化、煅烧、冷萃等处理环节，因此形

成泡沫玻璃。泡沫玻璃具有坚硬的质地，同时具有稳定性的化学结构，可以适应日晒和低温等环境，此外泡沫玻璃还

具有显著的抗腐蚀能力。可以良好应对特殊的自然现象，适合在建筑外墙保温层中利用，有利于延长保温层的使用时

间，同时可以降低后期维护频率��@。

�����无机纤维材质

利用节能环保材料要节约能源，还要减少能源污染问题。施工单位在选择保温层材料的过程中，主要是利用岩棉

板和玻璃棉板等，可以发挥出吸音功能，因此降低噪声污染。制作这种材料的过程中，主要是熔化处理石料和玻璃

等，经过牵拉处理后，形成无机纤维。无机纤维材质具有稳定性的性能，同时具有坚硬质地，合理添加粘合剂将会形

成固体材料，这种材料的施工成本比较低，但在施工中利用无机纤维材料将会产生粉尘，在实际工程中使用频率比较

低，在今后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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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38材料

建筑外墙保温层要具备良好的抗热性能，这样才可以保障建筑外墙质量，同时延长使用寿命。选择常规保温材料

的过程中，选择利用聚氨酯38材料，经过处理之后可以使材料抗热性能因此提高，也可以提高结构分析的紧密度，在

实际施工过程中，不仅具有较高的燃点，还具有良好的耐热性能，可以在白天存储太阳能，在晚上用来补充室温��@。

�����稀土保温砂浆

稀土保温砂浆是由稀土、矿棉和玻化微珠作为骨料生产的，具有粘接强度高、不易变形以及抗冲击性能良好等优

点，该材料施工使用的温度范围较宽，一般在－��℃～��℃都能使用，导热系数较低，施工时可解决传统保温材料造

成的冷桥、能量散失快以及导热系数衰减等问题，因而节能效果较好，适用于外墙外保温施工也适用于工业设备的保

温隔热，但该施工成本较高。

�����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保温材料

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保温材料主要原材料包括多元醇和异氰酸酯，配合使用这两种材料和发泡剂、抗氧化剂等，

通过充分混合之后，经过高压喷涂之后最终形成高分子聚物材料，这类材料具有显著的保温作用，同时还具有防水性

能，通常是在屋面施工中利用这种材料，可以达到防水效果和保温效果。

�����热塑性墙体保温材料

现阶段我国众多生产厂商中，会制作燃烧应用等级为��级别的(36聚苯板，少数一些厂商制造了燃烧应用等级��

级别的(36聚苯板。针对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标准、对应地方规定等，进行分析以后可以知道，针对(36聚苯板这一材

料，若燃烧应用等级为��级，是可以正常应用到建筑施工中的，属于合格产品。在对抹面砂浆作业完成以后，会进一

步强化提高(36聚苯板的防火性，甚至可以让其燃烧应用等级上升到�级。而相比于以往使用的(36聚苯板这一材料，

在应用;36板以后，表现出更高的可承受变形温度标准，可见在防火性方面，;36板具有更为理想的性能��@。

�����酚醛泡沫材料

利用酚醛泡沫材料的过程中，可以达到显著的保温效果，对比传统的保温材料，酚醛泡沫材料具有更好的保温性

能，因为具有较高的燃点和较低的导热系数，可以有效隔绝室温和外界温度。若发生火灾后，可以有效抑制火灾的蔓

延，并不会产生浓烟和气体，具有显著的节能价值。

�����复合凝胶保温材料

���气凝胶高性能保温砂浆；该类型砂浆是将气凝胶颗粒分散在石膏砂浆或者石灰砂浆里，含有气凝胶的保温砂浆

为建筑同时提供了美学和性能优势，并具有优于发泡聚苯乙烯板（(36板）的低导热性。气凝胶和砂浆的混合产生了

一种不可燃的轻质材料，替代了对环境有害的阻燃剂。

���气凝胶泡沫混凝土；将气凝胶渗入泡沫混凝土中，降低泡沫混凝土的自重和填充气孔孔隙，制备出低密度、低

导热系数的泡沫混凝土，在等效热阻基础上可进一步减薄墙体厚度，产生综合效益。通过调整混合比例，可制备出最

佳性能气凝胶泡沫混凝土，其导热系数和密度比现有普通泡沫混凝土低��%，因此可以广泛应用于绿色和近零能耗建

筑中��@。

4��外墙保温材料的发展方向

�����泡沫玻璃技术的发展

泡沫玻璃是使用废平板玻璃和瓶罐玻璃经过高温发泡合成的一种多孔无机非金属材料。其内部气泡相互独立而且

封闭，泡沫玻璃不但具有密度小、导热系数低以及节能环保特色，还具有防火、防水、耐腐蚀、不燃、防啮、防蛀、

无毒、不老化、无放射性、稳定性好等优势。因此，泡沫玻璃在建筑外墙保温材料行列当中拥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保温装饰一体化外墙板的发展

在以往的建筑施工中，建筑外墙结构的热损率非常高，并且很多热量都被阻隔在外墙保温材料当中，不仅造成了

资源浪费，还在室内保温环节中加大了能源消耗，非常不符合建筑节能环保理念。基于此，国家颁布实施了《墙体材

料革新“十五”规划》，围绕着各类节能型外墙保温材料开展了大量科研工作，并且取得了理想的科研成果。比如在

传统建筑施工中，外墙保温与墙体装饰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施工步骤。但这样不仅加大了施工成本，还造成一定程度的

能源浪费。对此，科研人员研发出一种保温装饰一体化外墙板材料，这种材料在今后的建筑行业当中将拥有非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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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前景��@。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这种保温装饰一体化外墙板材料必将成为建材市场当中的又一新型主流产品。

�����自保温墙体材料将实现快速发展

自保温墙体材料是采用填充砌块外加保温层的做法，如将外墙围护结构和保温层融合成一个整体，形成自保温墙

体。该墙体可达到保温层与墙体结构同寿命的效果，并且对于外墙装饰材料的选用不存在任何限制。在自保温墙体砌

块今后的发展中，还需要在材料强度、保温效果、导热系数等方面进一步加大科研力度，使其呈现出更加强大的技术

优势。

经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建筑行业发展也十分迅速，在墙体材料也呈现出了高速发展态势，高分子材料在运用过

程中，能够利用煤灰、废旧煤渣、空心瓦、空心砖等多种节能材料，推动新型绿色材料向着广覆盖、多品种方向发

展。就新型外墙方面的绿色保温材料来讲，属于绿色建筑中的重要组成。

实际上我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筑节能时期便出现了外墙保温材料，当前已经实现了由无机到对有机的发展，

同时也是实现了新工艺向旧工艺，以及由老产品向着新产品的发展，并且由原本的单一材料向复合材料发展��@。结合

市场中外部保温材料品牌以及种类，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形态、三个种类以及八个系统。就两种形态来讲，一种为固

体，也就是多种硬型保温套管以及软型保温套管。另一种为液体，也就是多种保温涂料以及保温浆。就三个种类来

讲，首先为有机高分子保温材料，其中主要有硬泡聚氨酯、挤塑聚苯板等。其次为无机保温材料，其中主要为玻璃

棉、岩棉等。最后为复合型的保温材料，其中主要的为胶粉聚苯颗粒浆料。

结语

目前，人们在选择建筑外墙保温材料时，除了考虑其保温、防水、防火性能以外，还要重点考察其是否符合节能

环保要求。而相关技术人员在研发新型外墙保温材料时，也将赋予其更加强大的技术性能，力争通过各种优质建筑外

墙保温材料，推动我国建筑行业和环保事业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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