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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能源减少，人类生存环境质量降低，节能减排成

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低碳经济成为全新经济模式。随着改革开

放深入发展，经济全面发展同时为能源环境带来危机，国民经

济支柱产业的建筑业被列入高碳行业，建筑能耗占总耗能的

30%，建筑能耗带来舒适的室内热环境以牺牲资源为代价。建筑

节能减排成为未来建筑必备的特征。建筑物隔热保温是节约能源

的重要方面，建筑能耗大部分是采暖空调能耗，由于隔热保温

涂料不含挥发性有机溶剂，生产成本约为同类产品的1/5，具有

良好的经济效益，隔热效果等优点受到人们的关注。节能保温

建筑材料是隔热保温材料主要发展方向。在科技发达的新世纪，

欧美等国家新技术成熟，随着我国建筑节能技术实践发展，可

以通过保温材料在建筑中应用实现舒适的室内热环境，是节能环

保提升经济效益的重要举措。

1  节能保温材料的研究

保温材料是系数小于等于0.12 的材料，在工业建筑中采用

良好的保温技术材料，可以起到节能环保的效果。保温材料有

很多种，有多种分类方法，可按材质结构、压缩性能进行划

分，按材质可分为有机与金属保温材料，按使用温度范围可分

为耐高温，常温保温材料与低温保温材料。按不同结构可分为

纤维，多空，粉末材料。按不同密度可分为重质，轻质材料，

按压缩性能可分为软质，硬质材料。

节能保温材料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目前常用的建筑节能保温

材料是聚氨酯硬泡，材料性能理想，能较好的实现材料的强效粘

结，对外墙结构物固定具有很好的作用。节能保温建材强度指标

理想，搬运中产生冲击，节能保温建材必须具备抗冲击能力，节

能保温材料稳定性与粘结力对等，保障材料的隔气性能，材料可

在潮湿环境中保持良好稳定性。

2  节能保温材料经济性评价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概念源于1981 年美国学者提出，后来逐渐

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广泛研究，其定义含义是考虑其他贫困地区

基本生存需要，广义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社会经济科学等多方面，

狭义的可持续发展指经济生态环境方面。建筑业经常出现重复建

设等低质量工程，反复建设造成固体垃圾，建筑中由于人们对环

境舒适性要求提高，空调滥用成为造成能源问题的关键因素。必

须将生态环境问题放在首位，优先考虑生态环境问题。节能住宅

的最大特征是节能，能耗利用是体现在建筑从构思设计到运营使

用过程中，建筑全寿命周期发生费用周期分析为全寿命周期费用

分析。

3  节能保温材料经济性评价

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效评价指标体系对多方案进行评价非常困

难，但可以通过基本约束完善指标体系，建立住房节能技术经济

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考虑科学性原则，全面性原则。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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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建筑节能的发展，大量复合墙体应用于工业建筑中，复合墙体相比传统实心黏土墙体节能效果好，但由于使用新

型保温材料，墙体单位面积造价提高，合理设计复合墙体构造，使其达到节能经济，实用耐久的效果成为建筑节能设计的首要问题。国内外

学生对有关节能经济性问题提出单质墙体经济热阻计算法，但对复合墙体保温层厚度选择缺少科学性。对节能保温建筑材料经济性进行研究

对建筑节能材料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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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立等需要有科学依据，指标能反映评价的目标要求，不

同层次间要有明显区别，同一层级指标内容要易区分。进行对目

标评价要根据既定目标选取指标，为决策提供可靠依据。选取指

标能通过理论方法量化分析，将专家经验反映在评价中。

陶粒混凝土砌块初期投资成本较低，经济效益好，蒸压加气

混凝土砌块具有很强优势，推荐墙体节能使用陶粒混凝土砌块。

目前多数建筑物由水泥混凝土组成，材料保温性能不理想，墙体

在冬季低温天气易被冻坏，寒冷地区砌筑建筑物可将传统材料与

节能保温材料联合使用，减少施工厚度，提高经济性。

保温材料在节能建筑中节约的能源相当可观，外墙保温投资

得到回收是通过节约采暖能源费用实现，房屋使用寿命为几十年，

回收后期房屋使用中会节约更多采暖运行费。通过计算得出节能

效果。

4  节能保温材料的发展建议

建筑好的设计思路必须借助好的建筑材料为载体实现效果。

建材工业与建筑业紧密联系，随着精益化建设标准提出，建材

要求不断提高，结合对国内外绿色建筑研究，未来建CIA 向轻

质，多功能方向发展，要求建材满足实用性铜焊丝，应强调对

环境的安全健康性，应落实到建材产品设计生产等各方面。

保障性住房建设技能技术选取应考虑节能技术综合使用效果

具有地域适用性，体现在建材产品多方面性能，受到前提投入

成本限制，在保障性住房中运用节能技术造成初期投资成本上生，

节能住宅的特点是经济效益体现在使用阶段能耗降低，全寿命周

期内考虑住房经济合理性。

5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舒适的建筑热环境成为人们生活的

需要，但以消耗大量能源为代价，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不断扩大，

成为我国建筑节能的新领域。将新型建筑节能技术引入保障性住

房建设，是推动环保建设发展的新思路。本文从区域节能工作现

状出发，通过运用相关理论方法，对建筑节能工作研究进展进行

梳理，结合保障性住房建设面积等方面特点，从技术经济性方面

对市场建筑保温节能材料进行评价，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在现有

市场建材标准要求下，做到定性定量评价现有建材技术经济性，

有助于建筑设计者选材避免全寿命周期中选用能耗大的建材。有

助于企业加强对LCA法的认识，使用全寿命周期经济综合性强的

材料，减少污染物排放，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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