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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玻璃纤维因其自身优异的性能特点在很多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建筑行业亦是如此。本文针对建筑行业中

应用玻璃纤维的种类及应用进行详细介绍,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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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纤维材料能够丰富建筑项目的材料选择,实现其他建筑材料无法

达到的性能优势,了解纤维制品的种类及其在建筑材料领域的应用情况,

在选择时可以物尽其用,使材料性能与建筑需求更加吻合,最大程度的实

现应用效果。 

1 玻璃纤维 

玻璃纤维为无机非金属材料,是将石英砂、白云石、叶腊石及石灰石

等七种矿石材料进行高温熔制、拉丝、织布等工艺制成的。玻璃纤维的直

径很细,甚至可以达到微米级。举例来说,一根玻璃纤维的直径约为头发丝

的1/20到1/5,一束玻璃纤维原丝的单丝可能是数百或数千根。玻璃纤维的

主要优点为具有很好的绝缘性、耐热性强、机械强度及抗腐蚀性能表现良

好。主要缺点为耐磨性差、性脆。 

2 玻璃纤维在建筑材料领域应用的种类及应用情况 

2.1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从字面不难理解,此技术是对现有玻璃纤维塑料技术的一种提高与加

强技术,主要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性能不同材料进行复合制作,进而制

作具有高强度、轻质、耐腐耐热性能良好的玻璃纤维材料。 

在实际中经常是使用树脂作为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的基础原料,复合材

料大多选择玻璃纤维或玻璃布,这样制作出的材料就同时兼具原料的优

点。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在建筑材料领域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例如玻璃钢。

玻璃钢的强度及耐腐耐热性能均具有其他建筑材料不能与之媲美的综合

优势,在建筑物的多个部位都可以使用,下面将对常用部位进行介绍： 

(1)玻璃钢门窗。玻璃钢门窗除兼具钢窗和铝窗的坚固性特征及塑钢

窗耐腐保温、防水等特征外,还具有隔音效果好、抗老化能力强、结构稳

定不易发生尺寸改变等优点。因这些优点,玻璃钢门窗受到用户的认可,

且评价较高,进而其在建筑门窗市场的应用推广范围在不断扩大。(2)建筑

物的承载及加固。现阶段,高层建筑物增多,人们更加注重建筑物的安全

性。玻璃钢力学性能及设计性能均满足建筑物承载及加固结构的需求,而

且其自身重量较轻,将其替代水泥结构成为建筑物的柱梁承重折板、屋面

板及楼板等,既可以实现较轻的承重结构载荷也利于建筑工程操作。(3)

传统的建筑模板材料通常选择钢模板和木模板,与这两种模板比较,玻璃

钢模板的优点更多。例如质量轻、表面光滑、耐腐蚀、不易变形、耐用利

于重复使用等。当前玻璃钢技术日趋成熟,玻璃钢模板也在大面积推广使

用,并获得了很好的价值收益。(4)建筑装饰。玻璃钢材料作为建筑物外墙

可以提高建筑物的装饰效果,提高建筑美感及现代化气息。例如伊拉克巴

士拉体育馆就是采用玻璃钢作为外墙材料,这在当时获得了业内的好评。 

2.2玻纤胎 

玻璃纤维在建筑防水方面也有很好的表现,其中玻纤胎材料获得了

建筑业的普遍认可。玻纤胎是将玻璃纤维材料通过短切、湿法成型、高

分子粘结剂浸渍、高温固化等工艺形成的玻璃制品。玻纤胎具有玻璃纤

维的不易老化变质等特性,同时也具有高防水性特点,借助这一特点制

成的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可以有效增强卷材材料的防水性能,进而实现更

好的防水效果。 

除上述两种特点外,玻纤胎材料的纤维分散均匀,孔隙率高可以提高

沥青的吸附性能及浸透性能,在玻纤胎油毡材料生产时,只一次成型,不需

要多次的浸渍流程,产出后也无需干燥等待,直接使用即可,这极大程度的

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了时间成本。另外,玻纤胎防水材料的尺寸稳定性能

表现良好,防水材料铺设完成后,防水层面外观与其他材料防水层面外观

相比更加平整美观。 

2.3玻璃纤维增强水泥 

该材料兼顾了水泥基玻璃纤维的双重特点,主要选择水泥净浆为基础

材料,将玻璃纤维作为复合材料,通过工艺处理形成新型的水泥材料。在建

筑工程项目中应用最多的建筑材料就是水泥,改良后的水泥材料的抗拉性

能、抗冲击性能及抗弯性能都比传统水泥有很大提高,随着工艺技术的不

断完善,玻璃纤维增强水泥在未来将会在建筑行业有更广泛的应用。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了玻璃纤维材料在建筑材料领域的广泛应用,并

对其具体的性能有了深入了解,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将会有越来越

多的玻璃纤维制品应用于建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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