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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仿古文化类金属瓦的 防火防潮、隔音降噪、
隔热保温性能的方法

李海珊

广东华途仕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肇庆　526238

【摘　要】为解决仿古文化类金属瓦在工程应用中所存在的不隔音、噪声大、隔热差、保温差、防火差、防潮差等问题，

将改性发泡硫氧镁与金属瓦结合，提升金属瓦的防火防潮、隔音降噪、隔热保温性能，更满足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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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探讨的内容是为了解决古建筑屋面材料的防腐、重

量、易脆、易风化等问题，市场上出现了取代传统屋面材

料的仿古文化类金属瓦材料。该类材料的重量轻、易加工

成型、色彩丰富、易安装，受到很多文化类、旅游类旧有

建筑改造、新建等项目的选用。

首先，这类材料存在着不隔音、噪声大的问题，特别是

下雨时所产生的噪声严重影响使用环境。

其次，是由于这类材料仅为一层薄薄的金属板，无法形

成隔热保温效果，造成夏热冬凉的现象，导致建筑的制冷

和制暖需求较大，能源消耗大。

第三，这类材料大多选用较薄的金属基材来达到减少屋

面载荷的目的，而薄的金属基材熔点低，遇火极易融化，

防火特性差。

第四，这类材料的表面处理大多采用氟碳漆或聚酯漆，

这类涂料的防火特性差，遇火会助燃，还会释放大量的有

毒烟雾和有毒气味。

第五，由于氟碳漆抗划伤能力较弱、聚酯漆耐候性差等

原因，造成金属瓦易划伤、漆膜老化脱落而易受到腐蚀，

导致防潮防霉特性差。

改善金属瓦材料特性的方案，使用具有防火特性的改性

硫氧镁发泡材料与金属瓦结合，使用无机水性陶瓷漆取代

氟碳漆、聚酯漆，使金属瓦获得良好的防火防潮、隔热保

温、隔音降噪的特性。

本文对仿古文化类金属瓦现存的材料缺点、解决措施和

改造后的优势进行详细的分析讨论，同时对改造后的材料

的各项性能指标进行试验验证，确认该技术创新应用的可

能性，得到升级改造合理、科学、可行的结论，使金属瓦

更适合取代原有的泥瓦、陶瓦等传统材料，得到更广泛的

应用。同时针对这类材料的改造所能带来的社会价值和社

会意义进行了浅述。

1　现状分析

目前金属装饰材料在建筑装饰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并

且已经拓展到仿古风格建筑的设计上，市场上陆续出现了

以金属装饰材料加工而成的仿古文化类金属瓦，包括用于

替代传统的琉璃瓦和陶瓦以应用在屋面、雨棚、遮阳上的

金属类装饰建材。

仿古文化类金属瓦主要以铝合金板、不锈钢板、钛金板

等金属材料为基材，经过机械冷加工或模具加工，实现模

仿古建筑的屋面瓦构件造型，并涂覆氟碳漆、聚酯漆、聚

酯粉等装饰涂料，获得色彩丰富、造型各异的仿古类金属

材料。

与传统的琉璃瓦、陶瓦相比，金属瓦具有重量轻、颜色

丰富、可批量生产的特点，能够满足建筑工程的设计风格

需求和材料性能要求。

但仿古文化类金属瓦的应用依然存在不足，目前国内工

程应对这些不足的方法是采用系统方案，本文则是通过改

善金属瓦材料的特性来解决问题。

2　存在的问题

2.1  不隔音、噪音大

仿古文化类金属瓦是用单层的金属基材薄板加工而成，

存在着不隔音、噪声大的问题，尤其是遇到雨水和冰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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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明显的噪音，严重影响使用环境，破坏屋内环境的

舒适性。

2.2  保温隔热差

仿古文化类金属瓦的材料导热性高，无法达到隔热保

温效果，造成夏热冬凉的现象，不符合人居环境的舒适性

要求。

在夏季及热带地区，仿古文化类金属瓦会大量吸收室外

的热量，导致室内温度升高，需要大量使用空调制冷。在

冬季及寒冷地区，则会散失室内的热量，需要大量制暖，

增加建筑的能耗。

这些现象都不利于建筑能耗的控制，同时也增加了碳排

放量，不符合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

2.3  基材防火性能差

仿古文化类金属瓦的合金基材是难燃材料，目前为了降

低材料成本和工程成本，很少有使用不锈钢、钛金板的，

大多是使用铝合金板制作。铝合金材料的熔点是700oC左

右，特别是薄板遇火易融化，遇到火焰时，金属瓦会快速

融化，增加火灾隐患。

2.4  涂层防火性能差

仿古文化类金属瓦大多采用氟碳漆或聚酯漆等易燃涂料

作为装饰涂层，这类涂料的防火特性差，遇火会助燃，还

会释放大量的有毒烟雾和有毒气味，对环境和人员造成破

坏和伤害。

2.5  防腐性能差

由于氟碳漆涂层的抗划伤能力较弱、聚酯漆涂层的耐候

性差，导致仿古文化类金属瓦的表面容易被划伤、漆膜易

老化脱落，造成基材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并且被腐蚀氧化。

同时，仿古文化类金属瓦在内外温差的条件下，其非装

饰面容易形成冷凝水，冷凝水在螺钉孔处易形成电位差，

产生电腐蚀液，进而腐蚀金属瓦，影响材料的使用。

3　方案探讨

3.1  隔音降噪的方案

改善隔音降噪性能的方法包括：（1）增加基材的厚

度；（2）使用蜂窝板、瓦楞板、铝锥芯板等；（3）在金属

瓦背面粘贴隔音布，减少下雨或冰雹时对瓦面的冲击声。

但增加基材厚度或使用蜂窝板、瓦楞 板、铝锥芯板等都

会大幅增加材料的成本，不利于市场的推广。

粘贴隔音布的方法则因仿古文化类金属瓦构造各异而难

以有效实施。仿古文化类金属瓦通常具有弧形面结构，导

致隔音布难以与其贴合。而将隔音布加工成弧形后再粘贴

则会增加该材料的加工成本。

3.2  保温隔热的方案

金属类装饰材料为改善保温隔热特性而使用得最广泛

的方法是填充岩棉或玻璃纤维。该方法被大量应用在被动

式建筑上。但目前市场上缺少能够取代这类填充材料的新

材料。

仿古文化类金属瓦构造各异且规格尺寸都不大，不利于

填充和封闭隔离岩棉或玻璃纤维；而这类填充料易挥发在

空气中，不利于保护环境，且其漂浮物会对人的呼吸道会

造成伤害，影响健康。

3.3  防火的方案

3.3.1  改变涂层的材料特性

使用无机水性陶瓷漆取代氟碳漆和聚酯漆，可以增加涂

层硬度、提高金属瓦表面的抗划伤能力，同时在火烧时不

会释放任何有毒有害烟雾、不会助燃，不会破坏环境和对

人员造成伤害。

3.3.2  使用改性无机硫氧镁发泡材料与金属瓦相结合

改变材料的防火特性

改性无机硫氧镁发泡材料具备A级防火特性。而且改性

无机硫氧镁发泡材料与金属瓦的结合不需要使用任何有机

胶粘剂，可以杜绝火灾隐患，也避免了有机胶粘剂遇火助

燃、释放有毒有害烟雾的弊端。

3.4  防腐的方案

仿古文化类金属瓦的表面使用无机水性陶瓷漆，背面填

充涂覆改性硫氧镁发泡材料，基材被涂层和填充物包裹起

来，与空气产生隔绝，同时改性无机硫氧镁发泡材料吸收

背面产生的冷凝水，避免形成电腐蚀液，达到防腐效果。

另外填充物可以提高构件的整体刚性，增加系统的抗外力

能力。

4　解决措施

4.1  解决方案

解决措施是将改性发泡硫氧镁、无机陶瓷漆涂层和金属

瓦结合使用。具体做法是在金属瓦的装饰面使用无机陶瓷

漆涂层，在金属瓦的背面填充改性发泡的硫氧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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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优势分析

4.2.1  技术简单

解决方案所用到的无机陶瓷漆涂层和改性无机硫氧镁发

泡材料的制作工艺成熟、加工简单、容易获取、容易实施。

使用专用发泡设备和搅拌设备加工硫氧镁发泡材料，然

后采用浇注式复合工艺将其填充涂覆到造型各异的金属瓦

构件的背面，经过自然固化后与金属瓦牢固结合。

4.2.2  隔音降噪

改性发泡硫氧镁材料与仿古文化类金属瓦结合后，降噪

系数为0.7，空气声隔声量在25mm厚度时为32dB，解决金属

瓦的不隔音、噪声大的问题，提供舒适、宜居的环境。

4.2.3  保温隔热

改性发泡硫氧镁材料的导热系数在0.0598～0.0912W/

(m.k)范围内可调，可根据工程项目的需求进行调节。

使用改性发泡硫氧镁作为仿古文化类金属瓦的填充材

料，可以带来良好的保温隔热性能，有效降低建筑能耗、

节约资源、减少碳排放。

浇注式和涂覆复合工艺适用于各类造型的金属瓦构件，

密切结合形成牢固的复合结构。

4.2.4  防火

无机陶瓷漆涂层、改性发泡硫氧镁材料和金属瓦基材均

为不燃材料，三者的结合可以实现抗融化的效果，有效阻

隔火焰的蔓延，有效阻止金属瓦的快速融化，提高金属瓦

的耐火极限，增加火灾时的救援逃逸时间，提高建筑的安

全性，提高系统的绿色特性。

而且，改性发泡硫氧镁与金属瓦的结合不需用任何有机

胶粘剂，杜绝有机物易燃、释放有毒烟雾的风险。

4.2.5  防潮防霉

改性发泡硫氧镁材料与金属瓦结合后，可经受100oC沸

水煮1小时不脱落、不粉化、不剥离。在经受负40摄氏度至

正7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进行冷热温度冲击试验下不与金

属板剥离脱落，使其具备不怕水不怕潮的稳定性。

4.2.6  更安全、可持续

利用改性发泡硫氧镁作为填充，既响应国家倡导开发应

用镁质胶凝材料的号召，也使金属瓦成为更安全的绿色环

保材料，更符合国家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材料全部可回收，有机化、无害化、资源化、可持续

化，符合中国的碳达峰和碳中和发展目标。

该解决方案使金属瓦更适应市场的实际需求和使用要

求，增加合理的材料特性，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市场机遇，

创造更多的利润。

同时，该解决方案使创新组合的金属瓦更安全可靠、

绿色环保，对我国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

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做出一份贡献。

5　结语

目前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受到市场的影响有些疲软，新建

筑市场显得偏少，政府也将建筑材料行业的重点陆续转移

到旧建筑翻新上。

同时，由于“双碳”政策的出台，国家更多地是鼓励材

料创新、产品创新上，使产品具有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

的特性。

近期，我国发布了规范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标准，体

现了中国对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高度重视，也表明我国正

逐步融入全球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的主流化、统一化和强

制化，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

战，作为下游供应商最直接的就是开发可持续产品，积极

践行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的理念。

因此，将金属瓦与陶瓷漆和改性发泡硫氧镁材料结合的

创新应用，实现了产品隔音降噪、保温隔热、防火防潮的功

能，提升了产品的质量，改善了居住环境，提高了建筑的安

全性，为提高建筑装饰的综合性能做出更多的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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