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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种方案，保温防火可两全
专家称，保温材料出厂前进行安全控制，最为有效可行
本报见习记者 王若松 刘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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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涉及严重的防火
问题，美国早已有20多个州
禁止使用聚苯乙烯泡沫
(EPS)；英国18米以上建筑
不允许使用EPS板薄抹灰
外墙保温系统；德国则规定
22米以上的建筑不允许使
用该系统。很多保险公司禁
止给EPS保温的建筑进行
保险。

日本政府出台法规，

将耐热性能好、燃烧后发
烟量低的酚醛泡沫作为公
共建筑的标准耐燃物。耐
燃烧性能低于酚醛泡沫
的，不允许在公共建筑上
使用。在我国仅有“水立

方”、北京地铁等高档公
共建筑施工中使用酚醛泡
沫。

目前，岩棉和玻璃棉
作为保温材料，在国际市
场被广泛采用，岩棉耐高
温，最高使用温度能达到
650℃，玻璃棉也可以达到
300℃。德国法律中明确规
定，超过22米以上的建筑
严禁使用有机可燃保温材
料(如聚苯乙烯等)，大部分
使用岩棉做外墙及屋面保
温。瑞典及芬兰等西欧国
家80%以上的岩棉制品用
于建筑节能。

据《新京报》

无机保温材料

防火好保温差

记者了解到，岩棉、玻璃棉等

无机材料具有很好的防火、耐燃

性，但目前使用无机材料作为保

温材料的却很少。

对此，山东建筑大学保温材
料专家孟扬教授解释说，除价格

较高、相关配套细则和技术规程

尚未成熟外，无机材料之所以没

有被广泛使用的原因主要有两

点，“一是无机材料具有很强的吸

潮性，吸水后重量加大容易下沉，

使得保温层形同虚设，节能和保

温效果大打折扣。此外，这些无机

材料会随风飘散纤维，而这些纤

维会对人体的呼吸系统及皮肤健

康造成不利影响，很容易引发哮

喘、皮肤癌等疾病。”

外墙保温施工

尚无资质要求

据孟扬教授介绍，就济南本

地而言，当前采用较为普遍的施工

方案是薄抹灰施工方案，约占80%。

按照这种方案，外墙施工至少要经

过6道工序。而目前的施工现状是每

干完一道工序都要换一个施工队，

这种交叉施工造成各个工种和环节

之间相对分离，保温层有了裸露的

时机，再加上有的施工人员缺乏防

火意识，“电焊工就是管电焊的，他

不懂什么是保温层，也不知道保温

材料容易引发火灾。”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施工管理和监督不到位，稍

有不慎就会引发火灾。

对此，资深工程设计师刘毅

也指出，“目前外墙保温施工由于

没有资质要求，很多单位和个人

均可以组织人员承包保温工程，

发包方如果只看重价格，对产品
的质量没要求的话，投标各方为

了竞价，就可能采用质量差的产
品，人员也是尽量从成本的角度

来考虑，而很少按照安全施工要

求使用专业的焊工。安全管理人

员基本就不配备，从而在施工开

始就留下了隐患。”

一体化板材施工

最为有效和可行

其实，除薄抹灰施工方案外，

还有一种称为一体化板材施工方

案。“这种方案仅占济南本地20%，

济南天桥区政府大楼、无影山办

事处等就是采用的这种施工方

案。”孟教授说。

和薄抹灰施工方案相比，这种

施工方案制作工艺较为简单，相当

于在工厂里把保温层做好，出厂后

只需一道工序即可完成外墙施工，

安装简单，一旦出现事故责任相对

明确。“这种施工方案在厂内就对

保温材料进行了安全控制，因此外

墙施工过程中没有裸露和接触明

火的可能。”

此外，孟教授还指出，受施工

水平和材料本身性能影响，薄抹

灰施工方案的建筑外墙容易出现

一些裂纹、开裂甚至是墙体脱落，

使用寿命较短，“最短的不到一年

就会出现裂纹。”相比之下，由于

一体化板材施工方案的一体性，

不存在开裂问题，因此使用寿命

更长。

“如果薄抹灰的外饰面为瓷

砖的话，那两者成本基本相当。如

果不是瓷砖而是涂料，那成本差

距就很大，薄抹灰施工每平方米
120元，一体化板材施工每平方米
200元。”

据孟教授多年的经验分析，

在最为重要的保温性和节能性

上，两种施工方案的效果大致相

同。“在防火效果上差距可就大

了，薄抹灰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火

灾，而一体化板材施工就不会出

现施工不当造成的火灾问题。因

此，从整体系统方案上着手，使用

一体化板材施工方案才是目前解

决保温材料引发火灾问题最为有

效和可行的办法。”

格他山之石

美英等国禁止

易燃保温材料

18日本报A06版《保温材料沦为火灾帮凶？》报道了目前国内

使用的外墙保温材料容易引发火灾的问题。既然这些保温材料

具有如此严重的火灾隐患，有没有一种更好的保温材料可以替

代？现有条件下，保温和防火的矛盾如何解决？

居民举着起火大楼外墙的保温材料，认为它并没有阻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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