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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我国建筑节能形势 

 

• 几种典型的建筑保温材料 

 

• 外墙保温防火政策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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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我国建筑节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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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节能形势 

 “节约优先”是我国能源应用的基本策略。建筑节能是我
国节能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
国能源消耗也在急剧上升。 

 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
2005年降低20％。 

 到2020年，单位GDP比2005年
能源消耗水平降低40-45% 

• 国务院发布国家能源战略，主要内容为：坚持节约优先、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
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我国建筑领域能耗约占社会总能耗的30%左右，是社会第
一大能源消耗领域。 

• 建筑节能是节能工作的最重要内容。“十一五”期间，国家发改委牵头实施“十
大节能工程”，计划完成节能量2.4亿吨标准煤，建筑节能任务为1.01亿吨标准煤，
占总量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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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分类 

民用建筑 

建筑 

工业建筑 

主要指应用工业生产用厂房、冷库等。 

 

住宅建筑： 

主要应用人们家庭居住，包括高层住宅、多
层住宅、别墅等。 

公共建筑： 

主要指应用于人们工作、娱乐、聚会等场所的
建筑，包括办公楼、宾挂、学校校舍、医院、
饭店、机场候机楼、火车/汽车站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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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节能法规的四个层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8年4月 

     建筑节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不符合建筑节能标准的建筑工程，建设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开工建设； 

 已经开工建设的，应当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 

 已经建成的，不得销售或者使用。 

 法规：《民用建筑节能条例》2008年10月 

 国务院发布实施，具体落实《节约能源法》中建筑节能部分的管理制度。 

 管理规定：《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和发布，具体落实民用建筑节能制度的执行和监管   

 管理制度：各地“建筑节能管理制度” 

 按照国家建筑节能法规，全国各省、市必须根据各地气候和建筑特点制定建
筑节能管理制度，同时成立民用建筑节能监管组织结构和监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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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节能具体要求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了“三步”建筑节能规划和既有建筑改造计划。 

以1980年建筑能耗为基础， 

 1996年开始，推行建筑节能30%标准 

 2005年开始，全国民用建筑节能50%的标准开始强制执行； 

 2011年开始，全国民用建筑节能65%的标准将全面强制执行。 

 2005年～2010年，开始进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实现改造面积1.5亿平
方米；2011全面推行城市既有建筑改造，到2020年基本完成改造任务。 

 “十一五”期间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20%，建筑节能承担“十大节能工程”
节能任务的42%。 

 2010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能耗比
2005年降低40－45％，节能减排任务将更加艰巨，建筑节能也将承担更加严
格的减排工作。 

 建筑节能纳入对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的绩效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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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节能形势 

 “十二五”期间，建筑节能工作进一步加强。 

•根据国家《―十二五”建筑节能专项规划》的要求，到“十二五”末，
建筑节能将形成1.16亿吨标准煤节能能力。城镇新建建筑执行不低于
65%的节能标准，鼓励北京等有条件的地区实施节能75%的节能标准，完
成4亿平方米的既有建筑改造任务，开始实施农村建筑的节能改造试点。 

•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2010年末，
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7.5%，年均增长
约为0.8%，预计“十二五”期间城市
将新增住宅建筑40-50亿平方米。 

• 我国目前既有建筑约为460亿平方米，
其中约40亿为节能建筑，既有建筑改
造的任务还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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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围护结构保温是建筑节能的主要措施 

我国建筑能耗构成比例

热水供应

15%

电气

14%

炊事

6%

采暖空调

65%

住建部专家调研研究结果 

地   区  外  墙  外  窗  屋   面  

中国北京  1.16-0.82 3.5 0.80-0.60 

瑞典南部  0.17 2.5 0.12 

德国柏林  0.5 1.5 0.22 

美国纽约 0.32-0.45 2.04 0.19 

加拿大  0.36 2.86 0.23-0.4 

日本北海道  0.42 2.33 0.23 

俄罗斯气候与北
京相近地区  

0.77-0.44 2.75 0.57-0.33 

我国建筑能耗的65％是采暖
空调的能耗。 

由于我国建筑围护结构的传
热系数是同纬度国家的2－3

倍，导致我国建筑能耗是同
比地区国家的2－3倍。所以，

对建筑实施围护结构的保温
隔热等节能措施是实现建筑
节能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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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份上来讲，云南作为温和地区，建筑保温隔热的要求不是很高。西藏地区不在建筑节能
的管理范围内。 

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建筑围护要进行保温隔热 

严寒和寒冷地区，主要考虑冬天
取暖能耗大，建筑围护结构的保
温是建筑节能的最主要措施。 
 

夏热冬冷地区主要依靠空调进行
夏天制冷和冬天取暖，所以对建
筑围护结构进行保温和隔热都十
分重要。 
 

夏热冬暖地区主要需要进行遮阳
和隔热，阻止室外热气进入室内，
保护室内冷气外泄。 
 

温和地区对建筑节能的要求是利
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电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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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外保温,
5559, 90%

外墙内保温,
443, 7%

外墙自保温,
187, 3%

节能体系 
数量 

(个) 

所占比例 

(%) 
建筑面积(万m2) 所占比例(%) 

外墙外保温 5559 89.8 1643.6 84.7 

外墙内保温 443 7.2 264.1 13.6 

外墙自保温 187 3.0 33.5 1.7 

以2007年上海外墙保温系统应用情况为例 

外墙外保温是国内最主流的建筑保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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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常用的建筑保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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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建筑保温隔热材料 

1. 岩棉和玻璃棉：属于传统保温材料，主要应用于工业领域。 

 

2. EPS/XPS板材，采用聚苯乙烯颗粒（PS）为原料，在模具中经加热发泡/挤
出发泡成型后在模具中加热成型。 特点  具有质轻，吸水性小、耐低温等优
点。 

 

3. 聚氨酯硬质泡沫，是一种新兴的有机高分子材料，被誉为“第五大塑料”，
广泛应用于轻工、化工、电子、纺织、医疗、建筑、建材、汽车、国防、航
天航空众多领域。 

 

4. 酚醛硬质泡沫塑料，系以酚醛树脂（PF）和阻燃剂、抑烟剂、固化剂、发泡

剂及其它助剂，经科学配方制成的闭孔型硬质泡沫塑料。特点：难燃、低烟
、抗高温、畸变。 

 

5. 其他 



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 

异氰酸酯专业委员会 

岩棉 

• 岩棉属于传统保温材料，特性 
– 不燃防火材料A1/A2， 

– 抗高温，耐温超过1000°C 

– 隔热性能较好 

– 透汽性能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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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棉 

• 岩棉的主要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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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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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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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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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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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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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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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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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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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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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XPS 

EPS 

    将聚苯乙烯颗粒经加热预发泡后在模具中加热成型。 

     

    特点:质轻，极好的隔热性、吸水性小、耐低温等优点。 

      

     用途:       

    （1）包装材料 

    （2）用于建筑墙体、屋面保温、复合保温板材的保温层； 
（2）用于车辆、船舶制冷设备和冷藏库的隔热材料； 
（3）用于装璜雕刻各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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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XPS 

XPS 

          以聚苯乙烯树脂为原料，经由特殊工艺连续挤出发泡成型的泡沫材

料，其内部为独立的密闭式气泡结构，具有高抗压、不吸水、防潮、

不透气、轻质、耐腐蚀、使用寿命长、导热系数低等优异性能。 

      应用于墙体保温，平面混凝土屋顶及钢结构屋顶的保温、低温储藏

、地面、泊车平台、机场跑道、高速公路等领域的防潮保温、控制地

面膨胀。 

• 主要特点： 

– 优异的隔热保温性能 

– 优越的抗水、防潮性能  

– 高强度抗压 

– 防腐蚀、经久耐用   

– 轻质、高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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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X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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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X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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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 

聚氨酯硬泡PUR 
    聚氨酯硬泡材料是由异氰酸酯和相应的组合聚醚多元醇

在适当工艺条件下混合发泡而成的一种热固性保温隔热
塑料 
 

• 聚氨酯硬泡的特点： 
– 导热系数低 

– 自粘贴性强 

– 使用温度范围广 

–  高强度 

– 良好的防火性能 

– 低吸湿性，防水性能优异 

– 无毒性、无刺激性、无生物寄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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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 

工法 
PU现场喷涂 

薄抹灰系统 
PU板薄抹灰系统 

PU水泥复合板
粘贴系统 

PU板材保温装饰
一体化粘贴系统 

保温材料 PU PU板＋界面材料 PU板＋水泥板 
PU板＋水泥板＋

外饰层 

现场施工步
骤 

基层找平、喷涂
界面剂、喷涂PU、
界面找平、网格
布、铆钉锚固、
抗裂砂浆，外饰
面施工。 

共7步 

基层找平、喷界
面剂、粘贴保温
板、铆钉锚固、
找平砂浆、网格
布、抗裂砂浆、
外饰面施工 

共7步 

基层找平、喷
界面剂、粘贴
保温板、铆钉
锚固、外饰面
施工 

 

共5步 

基层找平、粘贴保
温装饰一体化板、
勾缝弥合。 

 

 

共3步 

工程特点 

全粘贴； 

施工步骤多，质
量难以控制。 

工厂预制保温板
质量稳定、施工
工法成熟； 

步骤多。 

工厂预制保温
板质量稳定、
施工步骤少。 

施工步骤少，保温
装饰一次施工，施
工周期短. 

产品及施工技术还
不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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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 

酚醛硬质泡沫塑料 
     以酚醛树脂（PF）和阻燃剂、抑烟剂、固化剂、发泡剂

、及其它助剂等多种物质，经科学配方制成的闭孔型硬质
泡沫塑料。适于建筑、化工、石油、电力、制冷、船舶、
航空等诸多领域做保温、隔热、吸音材料之用。 

 
• 特点： 

    难燃、低烟、抗高温、畸变、导热系数低。 

    尺寸稳定性好、可模制亦可机械加工、制品有板、管壳、型钢套
板及各种异型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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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玻璃棉 

• 胶粉聚苯颗粒 

• 加气混凝土 

• 真空管 



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 

异氰酸酯专业委员会 
33 

材料 
导热系数 
（w/m.k ） 

聚氨酯硬泡PU 0.017—0.023 

挤塑聚苯乙烯XPS 0.030 

发泡聚苯乙烯EPS 0.040 

矿棉 0.043 

软木 0.045 

椰壳纤维 0.050 

胶粉聚苯颗粒砂浆 0.060 

木纤维 0.065 

麦秆 0.090 

膨胀黏土 0.100 

具有相同保温效果墙体材料厚度对比 

达到相同的保温
效果，聚氨酯保
温层厚度比EPS减
少1/2，比XPS减
少1/3. 

以100m2的建筑面
积计算，采用
40mm的聚氨酯比
采用80mmEPS做外
墙保温材料可最
少增加使用面积
1.6m2。 

各种保温材料的保温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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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建筑保温隔热材料 

保温材料  
硬泡聚氨酯 

PU 
挤塑聚苯乙烯

XPS 
膨胀聚苯乙烯

EPS 
岩棉 加气混凝土  

假设设计热阻要求 
(M²K/W)  

0.62 0.62 0.62 0.62 0.62 

导热系数(W/MK)  0.024 0.03 0.041 0.040 0.19 

容重  36 25 20 120 500 

达到要求厚度(MM) 30 35 50 50 170 

达到热阻单位容重
(Kg/M³)  

0.9 1.05 0.94 5.64 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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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 

保温性能：真空管＞ PU ＞ PF＞XPS＞EPS＞胶粉聚苯颗粒＞岩棉  

防火性能：真空管＞岩棉 ＞胶粉聚苯颗粒＞ PF＞PU ＞EPS ＞XPS 

理化性能：EPS＞PU ＞ XPS＞胶粉聚苯颗粒＞岩棉＞PF ＜真空管 

价        格：胶粉聚苯颗粒＜EPS ＜XPS ＜PU＜岩棉 ＜PF ＜真空管 

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等级 

A级 B1级 B2级 B3级 

无机材料 

岩棉 
玻璃棉 

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 

热固：酚醛 

热固：硬泡聚氨酯 
热塑：EPS 
热塑：X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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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外墙外保温防火政策 

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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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火灾——2009.9.25公安部、住建部46号文《民用建筑外保温系统及外墙装饰防
火暂行规定》 

 沈阳大火——三位国家领导批示，公安部65号文《关于进一步明确民用建筑外保温材
料消防监督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在新标准发布前，从严执行46号文第二条规定，
民用建筑外保温材料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材料。” 

中国建筑围护结构保温防火政策解读 

 GB8624-1997（A，A级复合，B1，B2,B3）——GB8624-2006（A1,A2,B,C,D,E,F) 

 相关外墙保温标准规范中对于建筑保温材料的燃烧等级要求均为B2级以上。 

 2008年以来，几场大火让建筑节能工作的关注焦点集中到了保温防火方面。 

时间 名称 事故发生阶段 结构 火源 材料 燃烧等级 

08.10.9 哈尔滨经纬360度大厦 施工阶段 幕墙 违规电焊机切割 喷涂PU B3级 

08.11.11 济南奥体中心 施工阶段 穹顶 汽油喷灯 防水卷材 

09.2.9 北京央视新址文化中心 施工后期 幕墙 违规燃放烟花 XPS B3级 

09.4.19 南京中环国际广场 装修施工阶段 幕墙 违规电焊 XPS B3级 

10.11.15 上海静安教师公寓大火 施工阶段 薄抹灰 电焊违规 PU/EPS B3级 

11.2.3 沈阳皇朝万鑫大火 使用阶段 幕墙 烟花违规 XPS B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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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围护结构保温防火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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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围护结构保温防火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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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围护结构保温防火政策解读 

 65号文（2011.3.15）新标准出台前保温材料全部采用A级不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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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8624《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修编完成稿已上报国标委，等待发布 

1.GB8624-2012材料燃烧性能等级 

新修编的GB8624重点有以下内容： 

1.测试方法沿用GB8624-2006版的内容；分级采用GB8624-2006版，同时将1997版的分级级别也
纳入其中，形成固定的对应关系 

2.墙体保温材料，将氧指数纳入新标准，燃烧等级为E级和D级时，氧指数不得低于26%，燃烧等
级为C级或者B级时，氧指数不得低于30%。 

我国外墙外保温保温防火政策进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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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烟台建成国内首个室内模型火试验场。 

–天津所共完成6组11个模型火试验： 

1.B2级聚氨酯硬泡板薄抹灰系统和B2级喷涂聚氨酯薄抹灰

铝板幕墙系统 

2.B1级聚氨酯板薄抹灰系统和B1级EPS板薄抹灰系统 

3.B2级聚氨酯金属板粘贴系统和B2级聚氨酯铝板龙骨干挂

系统（罗宝板） 

4.两个B2级聚氨酯铝板龙骨干挂系统（罗宝板） 

配合天津所和中国建科院进行防火隔离带试验： 

5.EPS板薄抹灰系统（泡沫水泥防火隔离带） 

6.EPS板薄抹灰系统（泡沫玻璃防火隔离带）和（泡沫陶瓷

防火隔离带） 

 

2.GB模型火实验方法 

我国外墙外保温保温防火政策进展（技术）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主编的国标《建筑外墙外保温防火性能实验方法》，已经
完成评审，等待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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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图为中国建科院做的聚氨酯大型防火试验，整个过程聚氨酯
薄抹灰体系试验墙在火焰中炙烧近30分钟，整个过程没有出现轰然
和坍塌现象。具有良好的防止火势蔓延的作用。 

聚氨酯建筑节能保温材料性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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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部四川消防研究所进行的实体火试验研究，共完成5组9次PU试验， 

1.氧指数26%喷涂薄抹灰系统、氧指数28%板材薄抹灰、氧指数32板材薄抹灰、氧指数34%

板材薄抹灰系统； 

2.氧指数26%板材薄抹灰系统（含隔离带）、氧指数28%聚氨酯裸板； 

3.B2级聚氨酯金属板粘贴系统。 

4.聚氨酯复合板抹灰铝板幕墙系统。 

5.PU喷涂保温铝塑板幕墙系统 

3.实体火实验 

我国外墙外保温保温防火政策进展（技术） 



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 

异氰酸酯专业委员会 

薄抹灰-XPS80MM17%-B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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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抹灰-EPS100MM30%-C级（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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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抹灰-EPS100MM30%隔离带-C级（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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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抹灰-XPS80MM29%隔离带-D级（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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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抹灰-喷涂PU60MM26%-E（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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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抹灰-PU60MM 26%隔离带-D级（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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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抹灰-PIR50MM28%-C级（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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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抹灰-PF60MM44.5%-B级（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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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卯结合- PU45mm29%一体化(隔离带)-C级（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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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卯结合-XPS60mm27%金属面一体化（隔离带）-D级（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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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卯结合- PF55MM37%一体化-B级（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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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墙-PU50MM28%-D级泡沫，D级铝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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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墙-PU80MM30% (隔离带) D级泡沫，B级铝塑板 

幕墙-XPS80mm28% (隔离带) C级泡沫，B级铝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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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烧- PIR50MM28%-C级（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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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点火 

B1聚氨酯硬泡墙体保温系统的防火安全 

10分钟，在1-2号线间保温
材料燃烧 

15分钟，燃烧最猛烈，主墙防护层
烧穿，副墙1线防护层下出现明火 

30分钟，火源和墙体都失去燃
烧动力，滴落物在垮塌区域内 

燃烧完1h的试验墙状态 

拆除燃烧区域后，
试验墙状态 

20分钟，火势变小，
燃烧室上烧穿区域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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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硬泡墙体保温系统的防火安全 

B2聚氨酯 B1聚氨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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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点火 5分钟，1-2号线间保温材料燃烧 

10分钟，达到
燃烧最猛烈状
态，副墙出现
膨胀，燃烧室
前出现滴落液
体，周边燃烧
剧烈，XPS在
高温下出现熔
融滴落。 

12分钟，防护层出现脱
落，熔融物更多。 

13分钟，试验墙出现轰燃 

轰燃后,消防扑
救后的状况 

B1 XPS墙体保温系统的防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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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外保温系统的防火安全性 

• B1级和B2级的PU墙体薄抹灰
保温系统经模型火实验验证，
防火是安全的，没有大的区别 

• 同为B1级的PU和PS墙体薄抹
灰保温系统经模型火实验验证
，在实际火灾中，防火安全差
异很大，应区别对待。 

B2 PU B1 PU B1 XPS B1 PU 



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 

异氰酸酯专业委员会 

• 三个消防研究所对材料燃烧性能、模型火和实体火试验，得出结论： 

• 单一要求材料的燃烧性能，并不能完全反映外墙外保温系统的防火安全性；相

同燃烧性能等级的不同材料，其在系统模型火中的表现差异很大。 

• 硬泡聚氨酯保温材料遇火燃烧时，其表面燃烧形成炭化层，炭化层能够阻止火

势蔓延。这种性能与传统的EPS和XPS保温材料性能不同。 

• 使用燃烧等级为B2级的聚氨酯硬泡材料制备的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在没有

防火隔离带的情况下，其系统完全能够通过模型火试验测试。 

• B1级聚氨酯硬泡和B2级的聚氨酯硬泡，其外墙外保温系统在模型火中的表现区

别不大。 

• 欧洲对外墙外保温材料本身燃烧性能等级只是基本要求，即：B2级或者E
级；更加注重最终产品使用状态的防火安全性，即系统的防火安全性，英
国和德国都是通过模型火试验验证判断外墙保温系统的防火阻燃性能。 

技术研究结果 

我国外墙外保温保温防火政策进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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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保温系统燃烧燃烧系统试验-BS8414(GB) 

共有7个墙体可供同时施工和试验，目前国内最大的专用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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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小于7M的建筑： 

 燃烧等级为B2级或者E级以上的保温材料

(DIN4102-1\EN13501-1) 

 高度7-22M的建筑： 

 燃烧等级为B2级或者E级以上的保温材料 

 保温系统为B1级或者C级以上 

 另外要求做全尺寸火试验。 

 高度大于22M的建筑： 

 燃烧等级为A级的保温材料 

 需要做全尺寸火试验，系统测试达到A级。 

 根据德国建筑外墙保温协会的统计数据，有机保
温材料占德国外墙保温市场的87%，无机保温材料
（岩棉）占13%。 

 德国建筑保温防火规范，要求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低于B2级。 

德国外墙外保温防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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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建筑规范中要求：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低于E级（EN13501) 

• 对于18M以下的建筑： 

 保温材料燃烧等级一般为不低于E级。 

 根据其与公共场所位置的不同，其保温系

统的防火等级可以分别为C级或者是B级 

 对于18M以上的建筑： 

 外墙保温及填充材料的燃烧等级不得低于

欧盟标准中的A2-S3、d2。 

 或者是通过英国BS8414全尺寸火实验验证

合格。 

BRE的BS8414试验墙 

 外墙保温系统一旦经过BS8414试验的验证通过，将
可以在18M以上任意高度的建筑中使用。 

 如果试验厂商在试验验证后不对系统构造进行变更，
则试验结果长期有效。 

英国外墙保温防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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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布【2011】46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

的意见》 

–（七）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外保温材料一律不得使用易燃材料，

严格限制使用可燃材料。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修订

相关标准规范，加快研发和推广具有良好防火性能的新型建筑保温材料

，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和有效的技术措施，提高建筑外保温材料系统的

防火性能，减少火灾隐患… 。  

防火政策进展  
公消[2007]182——公通字[ 2009] 46——公通字[ 2011] 65 

我国外墙外保温保温防火政策进展（政策） 



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 

异氰酸酯专业委员会 

• 2012年1月12日，公安部发布《公安部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

进消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公通字[2012]3号文 

– …要会同建设部门加强对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检查，加强开展

建筑外保温材料专项治理，对于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外保温材料一

律不得使用易燃材料，严格限制使用可燃材料，确保消防安全。 

• 2012年1月17日，公安部消防局以[2012]18号文内部转发公通字[2012]3号文。 

• 2012年2月10日，住建部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
意见的通知》建科【2012】16号文  

– 严格执行现行有关标准规范和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的《民用建筑外墙保
温系统及外墙装饰防火暂行规定》（公通字[2009]46号）； 

至此，实际上公安部【2011】65号文从逻辑上已经作废 

 

我国外墙外保温保温防火政策进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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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2月，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将外墙保温的相关规定再次纳入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修编，并公开进行征求意见。至此表明：未来新

的的有关建筑外墙外保温的防火要求将归于规范标准的制定而不再是管理

性文件。 

 

• 《建规》的主编单位是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管理和审批单位是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 2012年2月15-18日，在天津进行了《建规》评审会，公安部消防局和

住建部的专家分别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会上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 3月中旬，两部委组织业内专家对外保温防火规范进行了再次沟通。 

• 6月31日和7月20日，天津消防研究所《建规》分别上报两稿至住建部

，目前仍在磋商中。 

• 8月24日，住建部标注定额司标准处再次对报批稿公开征求意见。 

我国外墙外保温保温防火政策进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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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建规》中已形成的共识和分歧： 

建筑领域的观点 消防领域的观点 

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从B2级起步，禁止使用B3级 

B1，B2保温材料制备的系统要按要求设置防火隔离带，如不符合要求（不是B1级和
无隔离带），通过模型火实验验证后，也可使用在非A级要求的建筑中 

1.外墙外保温薄抹灰系统：B2级保温
材料可以在100M以下的住宅、50M以
下的公共建筑、 

2.幕墙建筑：24M以下B2级保温材料可
以使用。 

1.由于主要城市的消防能力都在50M以下，
所以可燃材料只能在50M以下建筑中用。（
5公分厚抹灰可到100米） 

2.外墙外保温薄抹灰系统：B1级材料可用于
50M以下的住宅建筑；B2级材料可用于24M
以下的住宅建筑，公共建筑。 

3、幕墙建筑：必须用A级材料。 

我国外墙外保温保温防火政策进展（政策） 

另外，消防局要求当采用非A级材料时必须使用耐火极限大于1小时的防火门和C级
防火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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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墙外保温保温防火政策进展（政策） 

 建筑保温材料发生火灾多数与违规操作、交叉施工，监管不到位、产品不合
格有关。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我国建筑节能火灾，约90%发生在建
筑施工过程中，公安部消防局和住建部都认识到“加强建筑保温施工过程中
的防火安全更加重要。 

 2011年8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GB50720-2011《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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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望 

 我国年均新建建筑约为16-20亿平米，城市民用建筑约占10亿平米左右，保温

面积约为3-4亿平方米。 

 目前EPS和XPS依然是我国建筑外墙保温的主流产品，两者约占市场总量的70%。 

 聚氨酯建筑保温面积从2006年约100万平米，到2011年已经达到了3500万平米。 

  其中在2011年在防火政策的不利影响下也依然有17%的增长，占市场总量的

10%左右 

 节能减排国家大政方针，建筑节能市场潜力巨大，聚氨酯硬泡已逐步在
建筑节能领域得到初步应用。 

2006-2011年聚氨酯建筑保温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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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望 

 随着建筑节能标准和防火要求的提高，聚氨酯建筑保温标

准的编制完成，聚氨酯硬泡将成为我国建筑保温材料的重

要组成部分。 

 聚氨酯硬泡的保温性能优异，随着节能标准的提高，传统保温材料难以

满足建筑节能的要求，聚氨酯硬泡保温性能好的优势将得到充分体现。 

 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实验，业内已经形成共识，聚氨酯硬泡等热固性保温

材料在燃烧性能方面优于热塑性保温材料。在我国高层建筑多，密度大，

消防能力、应急救援和医疗水平不足等背景下，我国的建筑保温防火面

临的挑战将会比国外更高，EPS/XPS是否应该是我国外墙外保温材料的

主流值得商榷，聚氨酯硬泡将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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