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Exploration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工程技术探索(32)2023, 5

ISSN:2737-4114(Print) 2705-1242（OnIine)

-42-

外墙保温材料的检测与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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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科学选择保温材料并应用合理的施工技术，可以在改善建筑物保温效果的同时对其能耗加

以控制。调查发现，现阶段国内外关于外墙外保温的研究多集中在施工方法、工艺方面，本文以保温材料为落脚点，

主要探讨外墙保温材料的检测技术与质量控制，以期为相关检测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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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建筑能耗在我国全社会终端能耗中的占比依

然处于较高水平，也是节能降耗的重点领域。基于此，

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如何对外墙保温材料进行有效检测

成为建筑企业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考虑到外墙保温材

料的品质对建筑墙体的节能效果影响较大，因此，施工

人员要强化对外墙保温材料的检测与质量控制，以提升

外墙保温材料的应用效能。

1 常用外墙外保温材料

1.1 聚苯板保温材料

建筑物极易出现外墙开裂问题，保温层开裂是外墙

开裂的主要原因。如果以外墙的结构为依据，则可以将

裂缝分为 3 类，分别是涂料层开裂、保温层开裂还有基

层开裂。保温层的质量往往由保温材料的特性决定，一

旦内外温差所导致变形量达到或超过材料极限，便会出

现裂缝。施工期间要重点关注水平线、垂线的放线情况;
避免外墙表面过于干燥，导致出现起皮、泛碱或粉化等

问题;通过错缝套锚的方式粘贴保温板;根据现场情况，

科学配制粘贴所使用的砂浆;竣工后，尽快针对保温系统

的耐候性开展试验，只有顺利通过试验且抗裂性能突出

的建筑物，才能正式投入使用。

该保温系统由 5部分组成，由外向内分别是饰面层、

锚栓、玻纤网格布、保护层和 EPS 板。优点是具有良好

的环境适应能力，既可以用于建筑施工，还可以用于建

筑的扩建和改造，隔热保温性能、节能效果均能够达到

理想水平;缺点在于较易出现外墙开裂、保护层开裂还有

瓷砖空鼓的情况。目前，该材料尚未得到大范围推广，

对应施工规范、施工方案仍有待完善。

1.2 聚氨酯保温材料

施工方可以通过现场喷涂该材料的方式对建筑物

进行保温。对应保温系统主要由以下几层组成：（1）
饰面层；（2）防护层；（3）过渡层；（4）砂浆层；

（5）保温层；（6）底漆层。作为常用的节能保温材料，

聚氨酯硬质泡沫在胶黏性、防火性等方面均具有极为突

出的表现，在外墙保温施工期间使用该材料，可以避免

热桥问题出现。另外，该材料还具有保养难度小、施工

成本低等优点，能够通过控制保温层厚度的方式使建筑

室内面积得到增加。

1.3 胶粉聚苯保温材料

胶粉聚苯的原料是聚苯颗粒、胶粉料，混合所形成

保温灰浆中，聚苯颗粒的占比通常接近 80%。对应保温

系统同样包括饰面层、防护层、保温层还有界面层等部

分，该保温材料主要用于保温层的施工，与其他材料相

比，该材料具有三大优点:一是黏结强度高且力学性能稳

定;二是收缩率较低，通常不会由于收缩而出现龟裂、开

裂问题，可以为建筑物的安全提供保障;三是防火性能突

出，原因在于使用该材料进行施工，需要施工人员借助

锚固件、钢丝网加固岩棉板，确保岩棉板与基层墙体可

靠连接，在此基础上，均匀涂抹胶粉聚苯，增加岩棉板

整体强度，其防火、抗火效果自然能够因此而达到预期

水平。

2 外墙节能保温材料的检测方法

2.1 节能保温性能检测

（1）制作保温材料试件。成型的水泥砂浆试件表

面不能过于平滑，以免降低浆料的附着力。同时，在对

抗拉黏结强度试件进行加工处理后，工作人员既要保证

浆料厚度达标，还要均匀施加一定的外力，以确保整个

试件黏结得更加紧密，无空隙等缺陷，进而有效避免因

加工不到位导致试样的抗拉黏结强度不合格、参数不准

确。

（2）计算导热系数。在评估绝缘材料的绝热性能

环节，最重要的物理参数就是热传导率。目前，应用最

广泛的是性能较为稳定的平板导热系数测定仪，相关测

量标准为《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防护热

板法》（GB10294—2008）。根据该标准的要求，试件

的厚度应遵循以下标准：EPS 板（可发性聚苯乙烯板）

的厚度应为 25±1mm，XPS 板（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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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塑料板）的厚度应为 25±1mm；试件的温差应遵循以

下标准：EPS板控制在 15～35℃，XPS板控制在 15～35℃；

试件的平均温度应遵循以下标准：EPS板控制在 25±2℃；

XPS 板控制在 25±2℃。实际实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环

境条件下，气孔率、气孔性、材质、含水量、表观密度、

实验方法等因素均会对试样的热传导率产生不同影响。

由于隔热材料大多为多孔结构，在检测过程中，如果试

样含水量过高，检测结果就会显示该试样具备显著的热

传导性。因此，对于隔热材料，尤其是岩浆料来说，在

养护期结束之后，检测人员必须将其放置在炉子里加热

至其保持恒重状态后才能进行检验。在实验中，检测人

员也应注意维持室温、压模压力、样品厚度等参数的一

致性。

（3）检测网格布。此环节，检测人员应遵守《增

强材料机织物试验方法第 5 部分：玻璃纤维拉伸断裂强

力和断裂伸长的测定》（GB/T7689.5—2013）的规定，

配制符合外墙外保温系统实际需要的网格布试样，并对

其进行测试。其间，检测人员应将所有用于耐碱度测试

的试样浸入浓度为 5%的氢氧化钠试剂，并装入有盖子

的容器密封 28 天。随后，检测人员应将取出的试样放

在干净的自来水中浸泡 5 分钟，再用流动的自来水冲洗

5 分钟，最后再将其放置于 60℃±5℃的恒温烘箱中烘

制 1 小时，在实验室室内环境下静置 24 小时，方可对

试样的耐碱断裂强力进行测试。需要注意的是，检测人

员应及时分割网格布和加强网格，切除损坏部分，并在

切割过程中保持纱线垂直，网眼垂直、平整，以避免试

件受力不均匀，进而出现应力集中现象，影响检测结果

的准确性。

2.2 保温隔热材料质量检测

（1）基础性能检测。检测人员应对保温隔热材料

进行性能测试，包括导热系数、抗压性能、化学性质、

阻燃性等，以确保所有保温隔热材料均符合相关标准要

求。

（2）拉伸黏结性能检测。在外墙保温层施工过程

中，考虑到墙体可能会因温度应力或建筑物沉降发生变

形，建筑企业应规范检测保温隔热材料的拉伸黏结性能

是否达标，以确保外墙保温层不会在受到应力时发生变

形或出现裂缝，进而引发渗漏水问题。

（3）力学性能和防腐蚀性能检测。由于外墙长期

暴露于外部环境中，受狂风、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影响，

保温隔热材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风化或腐蚀情况。因此，

检测人员应重点检测保温隔热材料的力学性能及防腐

蚀性能，尽可能降低风化、腐蚀现象的发生概率。

3 外墙节能保温材料检测策略

3.1 完善相关标准规范

针对目前外墙节能保温材料检测标准不统一、检测

方法繁杂这一问题，相关部门和建筑行业应在现行标准

和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需求的变化加以改进和完善，

进一步细化不同种类节能保温材料的参数、指标范围。

3.2 加强科技创新，完善检测设备功能

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建筑企业之间的竞争越

发激烈。近年来，人们的节能环保意识明显增强，外墙

节能保温材料也逐渐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为了保证

外墙节能保温材料品质达标、性能完善，建筑企业必须

注重对建筑外墙体系相关配套检测设施的改进和创新，

并积极引进先进的检测设备，为节能保温材料检测工作

的顺利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4 结语

总之，新形势下，外保温材料已建筑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虽然由于外墙外保温大范围推广的时间较短，目

前，仍然存在缺少有关标准，对国外技术依赖性较强。

当前，相关人员要强化对外墙保温材料的检测及质量控

制，以充分发挥外墙保温材料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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