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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建筑墙体节能保温材料的广泛应用,极大提升了建筑墙体工程节能环保性。并且墙体节能环保材料检测是保障

墙体质量的关键,基于此,本文阐述了建筑墙体节能保温材料的主要特征以及常用的节能保温材料,对建筑墙体节能保温材料

检测要点及其问题与对策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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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墙体节能保温材料的主要特征 

建筑墙体节能保温材料的特征主要有：(1)材料强度和

硬度较好,那么外界的撞击就可以被有效的抵抗掉,从而有

效延长建筑使用寿命；(2)材料热阻非常大,导热系数非常小,

热桥带来的影响也可以被消除掉,并且应用的是外保温形式,

这样就可以将保温效能很好的发挥出来；(3)制作节能保温

材料时,采用的结构层有着较强的蓄热能力,那么既可以吸

热,又可以放热,这样室内的温度就可以被有效的调节,使温

度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4)节能材料应用范围广,其不

仅可以用于新建的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在旧建筑改造中也

可以应用这些材料,实现建筑能源节约的目的。 

2 建筑墙体常用的节能保温材料分析 

建筑墙体常用的节能保温材料主要有：(1)酚醛泡沫板。

其是通过改性的酚醛硬质保温板,是热固性材料,具有优良

的防火性能,主要由酚醛树脂、改性材料和助剂组成。其优

点是相对聚苯乙烯泡沫塑料防火性能好,是很好的既保温又

防火的材料。但其缺点也很明显,易粉化且是酸性材料。酚

醛泡沫板作为建筑外保温材料应用时,应对其耐碱性指标提

出要求,应把耐碱软化系数、耐碱后粘结强度作为主要检测

控制项目。(2)真空绝热板。真空绝热板由表皮层和填充材

料两部分组成,表皮层是防火性能高的高强复合阻气膜,内

部填充矿物棉、二氧化硅粉体等无机芯材后,通过抽真空封

装制成。该保温板具有极好的保温性能,防火性能好,为燃烧

性能 A 级不燃材料。实现同等节能效果时材料厚度小,一般

厚度在 1 厘米左右。不过该材料也有不足之处,工程应用尺

寸不能随意切割,所有需要尺寸均需在工厂预制,运输和施

工时要加以保护,否则容易漏气引起空鼓、吸湿,保温性能失

效。(3)复合发泡水泥板。复合发泡水泥板是无机闭孔轻质

保温板,主要原料是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经发泡、

养护等工艺制成,简称发泡水泥板。该材料的 大优点防火

性能好(A 级不燃材料),生产工艺简单。但应用经验表明,该

产品也存在易碎、抗折强度低、自重大、吸水率高、粘结强

度差等缺点。应用于墙体外保温工程时,由于其粘结强度差,

不应采用面砖饰面。由于保温板的自重大,建议保温板的厚

度不宜超过 45mm。 

3 建筑墙体节能保温材料检测要点的分析 

3.1 墙体节能保温材料的试样制作分析。节能保温材料

检测试制作样本时,要严格根据厂家的要求,按照产品说明

书中规定的比例进行混合搅拌制备搅和物。加水少不利于凝

结,影响试样强度,加水多也会导致试样强度下降。水泥砂浆

要适当的打毛,如果表面光滑会使浆料的附着力下降。聚苯

颗粒保温浆料保温性能和力学性能都与干密度密切相关。 

3.2 墙体节能保温材料导热系数检测的分析。评价保温

材料绝热性能的主要技术依据就是导热系数,依据国家标准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防护热板法》,大部

分采用的是基于稳态法的平板导热系数测定仪测定材料的

导热系数。导热系数的测定按 GB/T10294 或 GB/T10295 规定

进行,仲裁时执行 GB/T10294。节能保温材料本身的孔隙率、

孔隙特征、材质、含水率、表观密度、试验过程、试验方法

等都影响着测试样品的导热系数。由于保温材料多为多孔材

料,如果测试时含水率高,测试结果便是导热系数偏大。因此

保温材料尤其是岩浆料养护后要放在烘箱中烘至恒重在进

行检测。测试时需要注意室温、夹紧力,试样厚度的一致性。 

3.3 墙体节能保温材料中的网格布检测分析。依据建筑

工程行业标准,《膨胀聚苯板薄抹灰墙体外保温系统》中试

样按《增强材料机织物试验方法》规定制备并测定初始断裂

强力 F0 和断裂伸长值。将耐碱试验用的试样全部浸入 23℃

±2℃的 5%NaOH 水溶液中,试样在加盖封闭的容器中浸泡

28d；取出试样,用自来水浸泡 5min 后,用流动的自来水浸泡

5min,然后 60℃±5℃恒温烘箱内中烘 1h 后,在试验环境中存

放 24h,测试试样的耐碱断裂强力。网格布和加强网格布应及

时裁剪,裁剪时去除受损的地方,保证裁剪时纱线的垂直度。 

3.4 节能保温材料质量检测验收分析。具体表现为：(1)

增加抽查和复试的批次,确保质量。挤塑板、网格布的规格

和各项技术指标,聚合物砂浆配制原料的质量,必须符合设

计要求和标准图集以及有关标准的要求。(2)挤塑板与基层

墙面的黏结面积应在 40%～50%。板与板之间要挤紧,不得有

缝,板缝超出 1.5mm 时,用挤塑板片填塞。拼缝高差≤1.5mm,

否则应用打磨器打磨平整。每贴完一块板,应将挤出的专用

黏结剂清除,应加强检查,避免面层抹灰厚薄不均产生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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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涂抹专用黏结剂及聚合物砂浆前检查界面剂是否已刷过,

按楼层每20m长检查一处,且应≥3处,每处检查≥2块,且≥

8点。应严格控制此环节。 

4 建筑墙体节能保温材料检测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4.1 建筑墙体节能保温材料检测的问题分析。(1)节能

保温材料没有统一的检测标准和质量验收规范。为了达到建

筑防火的要求,建筑墙体市场近年诞生一些无机保温材料和

通过改性的泡沫材料。作为墙体外系统,缺乏长期的工程应

用验证,没有完备、统一的标准体系,如产品标准、应用技术

规程、工程质量验收规范等。一些地方省份制定了这些节能

保温材料的暂行应用技术规定,但每个省份对其系统材料检

测的侧重点及技术指标又有差异。为规范市场行为和保证这

些材料的工程质量,建议加快其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的制定,

统一质量标准和检测方法。(2)节能工程质量验收主控检测

项目的检测方法不统一。《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和一些地方省市的验收规范为建筑墙体外保温系统及材料

的工程质量控制指明方向,也对节能工程及材料检测提出了

明确要求。但由于同种保温系统同一检测参数的检测方法标

准不止一个,就造成同种保温系统同一检测参数可选用不同

的方法检测,检测数据没有可比性。使检测技术作为墙体节

能保温工程质量控制手段的支撑作用失去意义。(3)检测人

员问题。节能检测技术要求检测人员除具备丰富的材料常规

物理性能基础知识外,还要掌握扎实的材料热工性能基础知

识和检测技术。节能保温材料检测人员常出现的问题有：第

一、导热系数检测时,未进行试样平面度、平行度控制和含

水率控制；第二、泡沫材料压缩强度检测时未找相对位移零

点,在检测报告上未注明压缩试样厚度和密度等级。第三、

一些检测人员对节能保温材料检测结果报告时,缺少必要的

检测信息,使检测结果没有可比性,给此种材料的市场应用

带来误导。 

4.2 建筑墙体节能保温材料检测问题的对策分析。(1)

建立健全墙体节能保温材料产品应用技术规程和检测标准。

为了规范市场,明确应用范围,保证工程质量,应制定其产品

标准、检测标准及应用技术规程,明确系统材料的检测控制

指标和检测方法,使检测工作有据可依。墙体节能保温材料

需同时具备节能性和建筑防火性以及常规墙体材料的物理

性能,检测标准应对其热工性能、物理性能、燃烧性能提出

要求。进行样品检测时,燃烧性能检测与其他性能检测在同

一组样品中进行,并在同一份报告中出具其检测结果。(2)

确定并统一外保温节能系统主控参数的检测方法。由于当前

检测方法的不统一,使一些单位委托容易检测合格的检测方

法进行检测,必然导致检测市场混乱,产品以次充好。行业主

管部门应像建筑工程常规材料砂浆、混凝土检测项目一样制

定统一的墙体节能保温材料检测项目的方法标准,使同一材

料同一检测参数的检测结果具有唯一性、可比性。(3)提高

检测人员的综合素质。强化岗位能力培训,考核其任职资格。

检测人员任职前应对其进行检测专业知识培训,并对其考核

合格后,方可任职实习检测员。实习检测员需要参加主管部

门的从业资格考试,并取得节能检测人员从业资格证后,才

能正式上岗。主管部门应加强从业资格人员的继续教育,严

格从业资格证书管理。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建筑业的快速发展以及节能环保理念的

不断深入,使得建筑墙体节能保温材料被得到广泛应用,其

检测已然成为确保建筑节能质量、实现节能目标的重要途

径。因此需要按照相关的标准规范严格进行墙体节能环保材

料的检测工作,从而达到建筑工程节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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