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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外墙保温的质量对建筑的性能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因此其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诸多国家均十分重视建筑

墙体节能施工的研究与实践。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可有效减少建筑物的热损失,完善建筑保温效果。本文主要分析了建筑外墙

保温材料的优缺点,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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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墙中保温材料的应用可减少建筑物的热量损失,

进而达到较为理想的保温效果。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不得超

过 0.2,材料中一般加入辐射屏障,进而减少热传递和热损

失。选择材料时应结合材料的特点,发挥出材料的最佳性能。 

1 外保温的作用与起源及发展 

采用多种固定方式将低导热系数的绝热材料与建筑墙

体固定于一体,从而增大平均热阻值,实现建筑保温隔热的

方式即为外保温。外保温中,保温材料位于外墙外侧,一方面

起到了保护外墙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可起到棉被效应的作用,

减少夏季的热辐射和冬季的热损失,提高室内的温度舒适性。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应采取措施有效降低能耗,减轻污

染,从而有效避免大规模的环境灾害,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冬季应减少供暖消耗,而夏季应减少空

调消耗,从而以较少的节能成本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而外

保温的应用有效减少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真正做到了绿

色、环保、节能。 

外墙外保温技术技术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瑞典和德

国,最初应用外墙外保温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填充墙体裂缝,

所以外墙外保温通常也被人们成为外墙裂缝修复体系。我国

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对外墙外保温进行了大量的试点,同

时将该技术逐渐应用于建筑领域。当前,我国的建筑节能水

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着一定差距,需要积极完善外墙

保温技术。 

2 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分类 

现阶段,我国的建筑外墙保温材料种类较多,常见的外

墙保温材料有无机保温材料、有机保温材料以及复合保温材

料。三种材料中,有机材料最为常见且应用最为广泛,这主要

是由于有机保温材料的性能要明显优于无机保温材料和复

合保温材料。 

我国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市场调查显示,聚苯板保温材料

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较高,约为 7成。聚氨酯保温材料占 10%

的市场份额,无机和酚醛保温材料占20%市场份额,因此有机

保温材料在市场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较为常见的

材料有发泡聚苯板和挤塑聚苯板,其在诸多保温板中占到了

80%,故而现阶段市场上最为常见的两种技术分别是粘接发

泡聚苯板和聚苯板颗粒浆体两种技术。 

3 常见保温材料及性能对比分析 

3.1 玻化微珠 

玻璃微珠通常也被人们称为膨胀玻化微珠或中空玻化

微珠,其也是一种酸性玻璃质熔岩矿物质,经电炉高温膨胀

技术的处理和加工,形成的一种优质的保温材料,这种保温

材料内部多孔,表面玻化封闭、理化性能的稳定性较强,燃烧

性能较好,是一种质量较轻的浆体类保温材料。 

3.2 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材料 

如今部分地区已经不再使用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材料,人

们对节能环保的要求不断提高,单纯使用这种材料也无法满

足国家提出的节能保温的要求。聚苯颗粒保温砂浆的防火等

级为 B1 级,同时防火隔离带的消防要求十分明确且严格。其

与保温模式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应结合实际设置隔离带。从

技术层面来看,其可应用于高度为 60-100m 高的住宅外保温

结构当中,但是由于胶粉聚苯颗粒保温砂浆导热系数的限制,

该材料无法满足节能环保的要求。因此现阶段很多内墙楼道

电梯间等位置均设置辅助保温的结构。为了保证胶粉聚苯颗

粒砂浆的有效应用,在施工中可采用复合保温模式,外墙保

温施工中,要先完成具有高保温效果的板材层施工,然后再

完成上胶粉聚苯颗粒砂浆层。 

3.3 岩棉板 

岩棉板通常也称为岩石棉。其本质上是一种旷质棉,该

材料主要由天然岩石和矿物质组成,岩棉主要选用玄武岩、

灰绿岩和铁矿石等为原材料,在高温熔化条件下,纤维化后

形成无机质纤维。岩棉板是一种无机材料,其可燃性为 A级,

生产过程中无有毒有害气体,耐高温,且高温条件下抗收缩

能力较强,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且该材料的导热性、透气性

和隔音效果较为理想。但是其抗拉强度较低,吸水率较高,

因此在外墙保温中应选用憎水型岩棉。 

3.4 酚醛板 

酚醛板是一种酚醛树脂与抑烟剂、发泡剂、阻燃剂、固

化剂混合形成的硬质泡沫塑料。酚醛板是效果最佳的 B1 级

保温材料,其烟雾量较少,且遇火后呈焦炭状,火势不会迅速

蔓延,导热系数较低。但是其在潮湿的条件下体积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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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发生开裂问题,燃烧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甲醛,且表面

无纺布对粘结力的影响较为明显,容易出现粉化问题,不能

打磨,无法控制贴板的平整度,且系统板缝位置易发生开裂

的问题,成本也相对较高。 

3.5 STP 超薄绝热保温板  

STP 材料在发达国家较为常见,当前在冰箱和制冷等行

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且部分国家和地区 9 成以上的冰箱均采

用了这种保温材料。该保温材料保温效果较为理想,导热系

数较低,保温装饰整体性较强,主要采用无机保温材料,防火

性和阻燃性较好,无毒无害,绿色环保且材料的寿命较长。但

是这种材料无法打锚栓,不能裁切,如裁切材料,则会严重破

坏真空包装,进而严重影响材料的保温效果。释放负压后,

板材的体积显著膨胀,对工程施工建设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

响。该材料对施工人员的专业性要求较高,若板内抽真空技

术无法满足工程建设的要求,或复合防漏气模不到位,在应

用几年后便会影响其真空性,保温性能也会下降。 

3.6 XPS 板  

XPS 板导热系数较小,吸水率较小,高强度,其主要应用

于屋顶和地坪的保温施工当中。该材料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由于板面的附着力小,系统的安全性因此受到了较大影响。

且刚性板,弹性模量较大,板缝位置容易出现应力集中的问

题,面层在板缝位置容易出现开裂现象。此外,其尺寸稳定性

较弱,施工性能不够完善,无法对板面打磨处理,故而外保温

不够平整,板缝位置容易出现开裂问题,对透气性和热工性

能有着较大影响。生产中若大量应用氟利昂则其防火性能较

差,无法实现自熄功能。 

3.7 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EPS 板) 

EPS板通常也被人们称作苯板,其是由原材料经预发泡、

熟化、模塑成型、烘干养护和切割等多道工序制成。该保温

材料是最适合应用于设计和施工环节的保温材料,其自重较

小,保温性能理想,切割方便,因此能够应用于外墙墙面和保

温线条造型当中,其也是我国保温体系当中应用最为广泛,

成熟度最高的保温材料体系。 

3.8 硬质聚氨酯喷涂 

该材料主要由异氰酸酯与多元醇化合物相互作用而成,

其为闭孔机构低密度微孔泡沫材料。该材料具有优良的保温

性能,保温层连续性较强,粘结性较好。保温层表面可采用保

温砂浆找平或打磨,待板面的平整度满足要求后,再开展后

续的施工。喷涂作业的过程中,风速不得超过 5m/s,若风速

过大,便会造成反应热量损失,减缓聚氨酯泡沫的发泡反应

速度,产品表面的脆性也会有所加强,进而对周围的环境产

生污染。 

该材料也会受到水分和湿度的影响。在雨天和雾天多见

水。湿度在 80%以上或表面含水量在 10%以上时,都会对聚氨

酯喷涂的质量产生影响。再者,温度对聚氨酯发泡的影响尤

为明显,低温条件下发泡的能力较差,施工现场也会因此产

生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基于此,施工人员操作时需要借助

机械设备,不得大范围施工。又由于保温砂浆厚度不均,容易

发生开裂问题。同时聚氨酯需要投入较高的成本,板面无法

裁切,这使得门、窗洞口的衔接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施工中

存在着较多缺陷。另外,线条处通常无法采用 STP 板,只能采

用其他类型的保温材料,界面位置也易出现开裂问题,进而

影响结构质量和保温性能。 

3.9 钢丝网现浇一体 

铁丝网和塑料锚栓是外箱保温材料锚固的主要方式,与

混凝土结构共同浇筑。其与混凝土浇筑施工同时进行,因此

施工成本相对较低。但是在工程施工中容易发生热桥现象,

钢丝容易腐蚀,容易出现跑模漏浆等问题,且聚苯板容易受

到损伤,对后续的施工产生影响。再者,该材料容易开裂,通

常只能应用于大模板现浇结构当中。 

4 建筑外墙保温材料的选择 

选择建筑外墙保温材料时,应充分考虑材料的导热系数、

水分敏感度、抗压强度、安装的便捷性、耐久性、抗压性、

毒性、对环境的影响等内容。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具有多样性,

需要结合材料的保温性能、吸水性能、施工便捷性、尺寸的

稳定性和质量的可靠性来评价保温材料与项目的吻合度。 

5 结束语 

现如今,我国住宅建筑的节能性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因此在建筑工程施工中也出现了多种新型的节能新技术和

新材料。外墙保温新材料由于其综合性能的优势,在绿色建

筑和绿色施工中得到了十分广泛的应用。建筑外墙保温能够

有效减少建筑能耗,为人们创造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全面

促进建筑节能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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