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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节能环保已经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建筑行业作为能源消耗大户，约占全

球总能耗的30%-40%，节能需求尤为紧迫。尤其在房屋建筑工程中，如何在确保建筑质量的前提下降低能耗已成为亟待解

决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节能施工技术逐渐受到行业广泛重视，并在实际应用中展现出巨大的潜力。这不仅有助于降

低建筑能耗，还对推动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探索节能施工技术在房屋建筑中的具体应用和发展方

向，对行业未来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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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节能不仅仅是为了减少能源消耗，更是为了实现可

持续发展和绿色建筑的目标。近年来，随着能源短缺问题

的日益严重和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房屋建筑行业开

始更加注重节能技术的应用。从政策层面来看，世界各国

已经相继出台了多项建筑节能标准和法规，要求新建建筑

必须达到一定的能效指标。这些政策推动了节能施工技术

的不断创新和推广。而在实际的建筑工程中，节能技术的

引入不仅能有效降低建筑运行中的能源消耗，还能提高居

住者的舒适度。当前房屋建筑工程中的节能施工技术并非

完美无缺，施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瓶颈和成本问题仍然是

制约其广泛应用的关键因素。面对这些挑战，建筑从业者

和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解决方案，推动节能施工技术的革

新。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房屋建筑工程中各种节能施工

技术的应用，分析具体施工技术来为行业提供实操性的指

导，助力房屋建筑工程的节能优化。

1  房屋建筑工程中节能施工技术的应用现状

1.1  国内外节能施工技术的发展现状

当前，房屋建筑工程中的节能施工技术已经在全球范

围内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从国际范围来看，欧美发达

国家在节能技术的应用上已经走在了前列，许多先进的

建筑工程项目早已将绿色建筑理念融入其中。比如，美国

和欧洲的许多新建住宅和商业楼宇纷纷采用了智能化建筑

系统，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结合智能控制技

术，大幅降低了建筑物的能耗。部分地区甚至对建筑物的

能效有严格的标准要求，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建筑企

业使用环保材料和节能技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地

区，节能不仅仅是技术手段的革新，更是一种文化观念的

转变。人们早已认识到，绿色建筑并非是昂贵的选择，而

是长期来看具有成本效益的投资。而在国内，节能施工技

术的应用虽然起步稍晚，但近几年发展迅速。随着国家政

策的大力推动和行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节能技术在建

筑工程中的普及度也在逐渐提高。无论是北方的寒冷地区

还是南方的湿热气候区，各类建筑工程开始因地制宜地采

用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节能技术。比如，北方地区注重墙

体保温材料的使用和供暖系统的高效设计，南方则侧重于

建筑的自然通风和采光设计[1]。国内还积极推进装配式建

筑的发展，这类建筑在施工过程中能够减少资源浪费，并

大幅降低能耗。

1.2  节能施工技术面临的挑战

房屋建筑工程中的节能施工技术在实践中的确面临诸

多挑战，这些挑战并非难以克服的障碍，而更像是推动行

业进步的“拦路虎”，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伴随着摸索和调

整。节能施工技术有着长期的经济效益，但其初始投入的

成本较为高昂。新型材料和先进设备的采购成本、节能技

术的应用培训以及施工过程中严格的质量控制等，都可

能导致初期的资金压力。很多项目由于预算限制往往会优

先考虑短期成本，而忽略了长期的节能效益。这让很多建

筑工程在面对节能技术时处于两难境地，既想实现节能

效果，又担心成本过高超出预算。随着节能理念的快速发

展，技术革新层出不穷，然而现有的技术标准和施工规

范往往滞后于行业的最新进展。这就导致很多施工单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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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中缺乏明确的技术指导，容易出现技术应用不到

位或者不规范的现象。而且各地的建筑节能标准不统一，

执行力度和要求差异较大，这也给技术的推广应用带来了

困扰。而且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不同的施工条件、环境和

工人素质，都会对技术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尤其是面

对复杂的施工环境，施工工艺的精细化要求更高，若管理

和监督不到位，施工质量难以保障，节能效果自然会大打

折扣。加上部分施工人员对节能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欠

缺，施工过程中往往无法完全按照技术规范操作，导致节

能技术的效果难以充分体现[2]。社会认知和行业意识的普

及程度不够深远也是不可忽视的挑战，在具体的建筑项目

中，很多人仍然倾向于关注建筑的美观、功能和短期经济

效益，而节能往往被当作附加条件。建筑行业内部对节能

施工技术的认识不足，很多建设方和业主对其长期效益缺

乏直观认识，认为节能施工是可有可无的附加项，这无形

中降低了节能技术的应用动力。而这方面的认知差距也使

得节能施工技术在实际推广中遇到阻力，难以充分发挥其

潜在价值。

2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中的节能施工技术

2.1  墙体保温节能施工技术

墙体保温节能施工技术在房屋建筑工程中是一项相当

成熟且实用的节能技术，这项技术的核心理念在于为建

筑物打造出一层“保暖衣”，有效降低室内外温度的传

导。要让建筑物在冬天能“暖”，在夏天能“凉”，墙体

保温是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它的原理就是在建筑物的

外墙或内墙加上一层保温材料，通过这种材料低导热的特

性，阻止热量的流失或进入。常用的保温材料有聚苯乙烯

板（EPS）、挤塑聚苯乙烯板（XPS）、聚氨酯泡沫、岩棉

板等，其中EPS和XPS是最常用的，因为它们不仅导热系数

低，稳定性强，而且施工方便，性价比高。EPS板的导热

系数一般在0.037-0.041W/(m·K)之间，具有很好的保温性

能；而XPS板的导热系数更低，通常在0.029-0.035W/(m·K)

，在寒冷地区应用效果尤为显著。

施工时，基层处理得当是保温层牢固性的关键。如果墙

体表面不平整就要进行找平处理，找平的误差应该控制在

4mm以内，这样才能确保保温层与墙体的充分接触。在实际

施工中通常会用界面剂对墙面进行涂刷，增强保温板与墙

体之间的粘结力。之后将保温板按设计要求裁剪成适当的

尺寸，涂抹胶粘剂，粘贴在墙体上。胶粘剂的涂抹面积应

占到板材面积的40%以上，采用点框结合的方式涂抹，确保

每块板都能牢牢粘贴在墙面上。固定保温板时要用到锚固

件，锚固件的布置应按梅花型排列，通常每平方米需要6~8

个，锚固深度要达到25-30mm，以保证板材与墙体的结合

度，不松动、不脱落。在粘贴完保温板后就是铺设耐碱玻

纤网格布，它主要起到加强和防裂的作用。将网格布嵌入

到抹面砂浆中，需确保它完全被砂浆覆盖，并且搭接宽度

不小于100mm。等到抹面砂浆干透后可以进行面层的涂装或

贴面砖工作。在这项施工技术中，环境温度应在5℃以上，

湿度不应超过85%，这是确保施工质量的基本条件。如果温

度过低或湿度过大，胶粘剂的固化效果会受到影响，导致

保温层的粘结力不够，从而引起脱落、开裂等问题，影响

整个建筑的保温性能[3]。

2.2  门窗节能施工技术

门窗节能技术的核心在于材料和工艺的选择与应用，节

能门窗一般采用高性能的玻璃和框架材料，玻璃多使用低

辐射（Low-E）玻璃，这种玻璃表面有一层纳米级别的金属

膜可以有效反射热辐射，从而减少室内热量的散失。窗框

则多选用隔热性能优异的材料，比如断桥铝合金。断桥铝

通过在铝合金型材中间插入隔热条，将室内外铝材分隔开

阻断了热传递路径，极大地降低了传热系数，这一技术能

够让门窗的整体隔热性能提升30%以上。

在施工过程中，门窗节能技术的应用流程需要高度严

谨。第一步是门窗洞口的预处理，在主体结构施工时应当

严格控制门窗洞口的尺寸和平整度，以避免后期安装时出

现缝隙过大或框体不平整的问题。门窗框体的安装必须牢

固，同时需使用聚氨酯发泡胶或其他密封材料进行周边缝

隙的填充，确保门窗与墙体之间无空隙、无热桥现象。到

了玻璃和框架的安装环节，低辐射玻璃的安装需特别注意

防止金属膜面受到划伤，同时要避免直接接触硬质物体。

双层或三层玻璃的中空部分需要充入氩气或其他惰性气

体，保证良好的保温隔热性能。框架与玻璃之间的密封胶

条则采用耐老化、抗紫外线的硅酮胶，这样能够长期保持

良好的密封性，防止冷凝水渗透和气流交换[4]。在所有工序

完成后还要进行全面的检测与调试：门窗节能性能的检测

主要包括气密性、水密性和隔声性三方面。在气密性检测

中一般会使用专用仪器在门窗两侧制造压力差，测试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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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的空气渗透量。优质的节能门窗应当达到GB/T 7106

标准中规定的3级以上，即气密性能指标不大于2.5m³/h·㎡

。水密性测试则模拟暴雨条件，观察是否有雨水渗漏。而隔

声性测试则主要是通过实测门窗外侧噪音和室内噪音的差

值，来评估门窗的隔音效果，优质的节能门窗隔声性能应达

到35dB以上。

2.3  屋面保温施工技术

屋面保温施工技术是在屋顶表面铺设一层或多层的保温

材料而形成隔热屏障，减少热量的传递。通常所使用的保温

材料有聚苯板、挤塑板和硬泡聚氨酯等，这些材料的导热系

数低，热阻大，能够有效阻挡外界高温或低温对室内的影

响。实际应用中，屋面保温施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外保温，即在屋面板的上方进行保温层的铺设，另一种是内

保温，在屋面板下方进行保温处理。相较而言，外保温技术

应用较为广泛。它不仅可以避免屋面板因温度变化产生的裂

缝，还能够有效保护防水层，延长建筑使用年限。而内保温

则多用于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

在具体施工过程中，要根据建筑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确

定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比如在北方寒冷地区，导热系数小

于0.025 W/(m·K)的聚氨酯硬泡就非常适用；而在南方炎

热地区，则可以选择具有良好反射性能的保温涂料。保温层

的厚度同样需要根据建筑的节能设计要求进行确定，一般控

制在50-100mm之间，既能达到保温效果，又不会过分增加建

筑的自重。在施工工艺上，外保温的施工要先清理基层，保

证屋面没有浮尘和杂物；然后在屋面板上铺设一层防水层，

这一步直接关系到后续保温层的耐久性。接着开始铺设保温

层，根据设计要求选择合适的保温材料，将其均匀铺设在

屋面防水层上，注意材料之间的拼缝要紧密，防止出现“热

桥”现象。铺设完成后还需要在保温层上加设一道防护层，

如水泥砂浆找平层或耐候性良好的防水卷材，以防止保温材

料被破坏。再在防护层上铺设面层材料，如防滑瓷砖、绿化

层等，以满足建筑使用功能和美观要求[5]。

2.4  光照节能施工技术

光照节能技术涉及到光线引导、采光材料、智能控制系

统等多方面的结合运用，关键是如何在设计与施工过程中把

这项技术真正落实到位，其原理是通过建筑设计阶段的优化

来实现自然光的有效利用。在实践中，光照节能施工的第一

步是模拟分析建筑物的光环境，目的是计算光线在建筑内部

的分布，找到光线最优布局方案。这项技术要求施工方必须

配备高精度的模拟软件以及专业的操作人员，对光线的动态

变化进行分析，保证设计方案在实际应用中达到最佳效果。

接下来是光照材料的选型与安装，需要根据建筑的功能和需

求选择合适的采光材料。比如，办公楼大面积使用全玻璃幕

墙，要求玻璃材料具备良好的光透射性能和低辐射特性，透

射比通常要求在60%以上，同时具备优异的隔热性能。玻璃

幕墙的安装角度和密封处理直接影响采光效果和节能效率，

玻璃与幕墙框架的衔接必须做到无缝连接，以减少不必要

的光线散失。光导管技术的使用则是另一种极具创新性的应

用方式，通过天窗或外墙设置光导管将自然光引入室内较深

区域，实现无电照明。这项技术的核心参数在于光导管的长

度、曲率、内壁反射率等，反射率越高，光的衰减越小，通

常要求反射率在98%以上。

3  结语

房屋建筑工程中的节能施工技术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践行。在实践中，墙体、门窗、屋顶的保温技术以及光照节

能等技术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建筑物的能效。节能施工

技术的应用意味着建筑能耗的降低，也为业主带来长期的经

济效益。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这些技术必将进一步升级，

未来可以预见的是更加智能化、集成化的节能系统，将会成

为房屋建筑的标配。面对节能施工技术的巨大潜力，建筑企

业、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机构需要形成合力，推动行业标准

的提升与技术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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