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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材创新应用与可持续发展的协同研究
黄河清

（广东广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 湛江 524000）

摘　要　绿色建筑材料的创新应用是实现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建筑外围结构材料、内部装饰材

料和专项功能材料三个方面探讨了绿色建筑材料的应用现状。同时，分析了绿色建筑材料创新应用面临的挑战，

包括成本与效益的平衡、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标准规范体系有待完善以及推广应用机制有待健全等问题。针

对这些挑战，提出了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完善标准规范体系、构建激励与推广机制、加强全产业链协同以及增强

全社会应用意识等对策建议。最后，通过案例分析，进一步阐述了绿色建筑材料创新应用的实践探索。绿色建筑

材料的创新发展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以推动建筑业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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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建筑业已成为资源消

耗和环境影响的重点领域。传统建筑材料在生产、使

用和废弃过程中存在着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等问

题，严重制约了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建筑材料

以其资源消耗低、环境影响小、性能优越等特点，成

为解决建筑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

1　绿色建筑材料的创新应用

1.1　建筑外围结构材料的应用

建筑外围结构材料是构成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主

要材料，对建筑物的安全性、耐久性和节能性能具有

决定性影响（见表 1）。传统外围结构材料如黏土砖、

混凝土等存在能耗高、强度低、保温隔热性差等问题 [1]。

近年来，一系列绿色外围结构材料得到创新应用，如

加气混凝土砌块、陶粒混凝土、泡沫混凝土等，这些

材料在保证建筑物安全性能的同时，大幅提升了建筑

物的节能性能。以加气混凝土砌块为例，其导热系数

仅为黏土砖的 1/3～ 1/5，热工性能优异。某示范工程

应用加气混凝土砌块后，墙体传热系数降低了 38%，节

能效果显著。

1.2　建筑内部装饰材料的应用

建筑内部装饰材料与人体健康和室内环境质量密

切相关。传统装饰材料普遍存在甲醛、苯等有毒有害

物质释放量大的问题，严重威胁使用者的身心健康。

近年来，低毒低排放的绿色建筑装饰材料不断涌现，

极大地改善了室内空气质量。例如，无机涂料、硅藻泥、

竹木纤维板等天然材料，具有净化空气、调湿防霉的

优点，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

表 1　常见外围结构材料性能对比

材料类型
导热系数

［W/（m·K）］

抗压强度

（MPa）

密度

（kg/m3）

黏土砖 0.50～ 0.85 15～ 30 1 500～ 1 900

加气混凝

土砌块
0.10～ 0.18 3.5～ 7.5 400～ 800

陶粒

混凝土
0.20～ 0.45 5～ 25 700～ 1 300

泡沫

混凝土
0.08～ 0.18 0.5～ 2.5 300～ 900

1.3　专项功能材料的应用

专项功能材料根据建筑物的特定功能需求和环境

特点而定制开发，如隔音材料、电磁屏蔽材料、耐火

阻燃材料等，对于改善建筑性能、营造安全舒适的建

筑环境具有重要作用。隔音材料如吸音棉、隔音玻璃等，

可有效阻隔噪声传播，保障室内声环境质量（见表 2）。

电磁屏蔽材料如金属屏蔽网、导电涂料等，可屏蔽 90%

以上的高频电磁辐射，广泛应用于医院、学校、通信基

站等对电磁环境有特殊要求的建筑场所。耐火阻燃材料

如阻燃保温板、耐火涂料等，可大幅提升建筑构件耐火

极限，最大限度地保障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2]。

表 2　常见隔音材料的隔声量

材料类型 厚度（mm） 隔声量（dB）

吸音棉 50 35～ 40

隔音玻璃 5+12+5 30～ 35

发泡水泥板 75 39～ 43

空心陶粒隔墙 190 4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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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功能材料的创新应用为建筑物的安全、健康、舒

适等提供了有力保障，是绿色建筑不可或缺的重要内

容。随着材料技术的日新月异，新型专项功能材料不

断涌现，如相变储能材料、自修复材料等，将为建筑

领域的功能化、智能化应用带来更多可能。

2　绿色建筑材料创新应用面临的挑战

2.1　成本与效益的平衡

与传统建筑材料相比，绿色建筑材料在研发、生

产等环节投入较大，导致其市场价格普遍高于传统材

料，增加了建设项目的前期成本。高昂的前期投入使

得部分开发商望而却步，影响了绿色建筑材料的推广

应用。从全生命周期来看，绿色建筑材料可通过节能

增效、延长使用寿命等方式获得长期收益，但这种收

益分散在建筑运营的各个阶段，开发商难以直接受益，

投资回报周期长。如何在前期成本和长期效益之间寻

求平衡，是绿色建筑材料创新应用面临的现实挑战。

2.2　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当前，我国绿色建筑材料的关键核心技术仍主要

依赖国外，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产品的性能稳定

性和耐久性有待提高，制约了规模化应用。以保温隔

热材料为例，常规聚苯板、岩棉等的导热系数已接近

材料物理极限，性能提升空间有限。而真空绝热板、

气凝胶等新型保温材料尽管导热系数极低，但存在强

度差、易吸潮等缺陷，在建筑领域应用受限。再如光

催化材料，其光催化效率、使用寿命等仍难以满足建

筑应用的高标准要求。科技创新滞后已成为制约绿色

建筑材料发展的瓶颈，亟待加强自主创新，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 [3]。

2.3　标准规范体系有待完善

目前，我国绿色建筑材料标准规范体系尚不健全，

缺乏统一、权威的材料分类、评价与认证标准，市场

秩序较为混乱。一些企业出于经济利益，生产质量不

过关甚至掺杂使假的伪劣产品，对消费者和行业发展

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以节水型洁具为例，国家虽出台

了相关水效标准，但由于标准简单粗放、缺乏有效监

管，市场上各类“节水”洁具鱼龙混杂、真假难辨，

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行业公信力。标准规范体系

不健全已成为制约绿色建筑材料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仍需加快相关标准制定和贯彻实施。

2.4　推广应用机制有待健全

绿色建筑材料要真正发挥效用，必须与绿色建筑

实践深度融合。然而，受认识不足、机制不健全等因

素影响，绿色建筑与绿色材料应用往往脱节甚至背离。

一些工程项目虽号称绿色建筑，但在材料选用上依然

以成本为首要考虑，绿色材料应用率不高。又如，由

于缺乏有效的应用激励措施和市场化运作机制，一些

科研成果长期得不到转化应用，与社会需求脱节。此外，

由于宣传不到位、示范作用发挥不够，公众及相关主

体对绿色建筑材料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应用意识不强。

大力健全绿色建筑材料的推广应用机制，已成为绿色

建筑事业健康发展的紧迫课题 [4]。

3　绿色建筑材料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科技创新是引领绿色建筑材料发展的根本动力。

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研发投入，

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集中优势资源攻克一

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支持重点高校、

研究院所与行业骨干企业建立产学研联盟，开展协同

攻关，实施一批绿色建筑材料创新项目。加快建设绿

色材料技术创新平台，为技术研发提供先进设施和检

测认证支撑。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对科技创新成

果给予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促进研发成果的转化

应用。引导创新人才向建材行业聚集，完善人才引进、

培养、激励机制，为绿色建筑材料创新注入不竭动力。

3.2　完善绿色建筑材料标准规范体系

加快制定绿色建筑材料相关标准规范，严格材料

生产、检测、认证，规范行业秩序，保障绿色建材品

质完善绿色建筑材料的分类、命名、检测方法等基础

性标准。加快制定绿色材料的技术、管理、评价与认

证等关键标准，建立统一、完善、可操作的标准体系。

加强绿色建筑材料检测认证能力建设，建立权威的第

三方检测认证机构，对绿色材料实行强制性认证管理。

加强标准宣贯培训，编制标准实施指南，提高标准的

普及性和可操作性。

3.3　构建绿色建材应用的激励与推广机制

建立健全绿色建筑材料应用的激励政策，调动开

发商和使用者的积极性。在工程招投标、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方面，对采用绿色建筑材料的

项目给予倾斜。制定绿色建筑材料应用的最低比例要

求，将绿色材料应用水平作为衡量绿色建筑等级的重

要指标。建立绿色材料应用的信息监管平台，实时采

集、分析、发布相关数据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大力开展绿色建筑材料的推广应用示范，发挥示范项

目的引领带动作用。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绿色农房、

绿色景观等特色示范，积极推广适用技术和产品。充

分利用互联网、自媒体等新兴媒体，创新推广方式，

扩大绿色建筑材料的社会影响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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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强全产业链协同，促进绿色发展

绿色建筑材料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全产业链的协同。

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推动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

设计应用、回收再利用等各环节协调发展。在原材料

供应环节，改造提升传统原材料工艺，加快开发利用

绿色化、再生化原料，为绿色建材生产提供坚实的保

障。在生产制造环节，大力发展节能环保的新型干法

水泥工艺、烧结多孔砖瓦工艺等，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设计应用环节，发挥建筑设计

的引领作用，优化材料选型，推行模数化、标准化设计，

促进绿色建材规模化应用。在回收利用环节，完善废

旧建材的回收体系，加强材料全生命周期管理，最大

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4　案例分析

4.1　项目概况

以某示范区绿色建筑产业园为例，园区规划总用

地面积 80公顷，建筑面积 60万平方米，涵盖材料研发、

检测认证、生产制造、展示交易等多项功能。项目采

用了 30多项绿色建筑材料应用技术，绿色建材应用比

例达 90%以上。其中，园区服务中心采用了钢结构、

屋顶绿化、遮阳百叶等绿色技术和产品，建筑节能率

达 65%；孵化器厂房采用了清水混凝土剪力墙、泡沫玻

璃保温板等新型材料，综合能耗比常规厂房降低 1/3；

道路广场采用透水砖、光触媒混凝土等环保材料，雨

水收集利用率达 75%。

4.2　技术经济分析

1.节能效益。与常规建筑相比，园区建筑全生命

周期的单位面积碳排放可降低 38 kg/m2，30年使用期

内碳减排量可达 2.3万吨。园区应用的高效节能门窗、

遮阳百叶等，可使建筑夏季空调能耗下降 30%以上。

2.环境效益。园区道路广场铺装材料可对大气中

的 NOx、SO2等污染物进行净化分解，每平方米路面每

天可去除 7.2 g以上的 NOx。园区绿地采用的植被屋面、

透水铺装等，可削减 75%以上的雨水径流，对缓解城

市内涝、改善小气候有显著作用。

3.社会效益。园区采用的吸音材料、隔声窗等，

使室内背景噪声控制在 35 dB以内，改善了园区声环

境质量。采用的光导照明、空气净化等装置，使室内

采光均匀度提高 20%、空气品质达到优良水平。园区各

类绿色建筑材料展厅每年接待社会公众 10万人次以上，

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绿色建材应用意识。

4.3　推广价值

该项目的实施，为各地绿色建筑材料产业园建设

树立了标杆，具有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一是模式创新，

园区集材料研发、生产、展示等于一体，打通了科技

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产学研用的良性

互动。二是主体多元，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公众参与，

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

制。三是融合发展，立足材料又不限于材料，积极探

索绿色建筑、生态城区、特色小镇等多元化发展路径，

创造了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4.4　启示

1.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园区建设要瞄准行业

创新发展方向，集聚创新资源，突破关键技术瓶颈，

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和应用。要健全成果转化机制，

打通成果转化通道，缩短成果从实验室到工程现场的

路径。

2.打造多元协同创新格局。园区建设要发挥政府

引导作用，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的积极性，搭建开放合

作平台。要鼓励跨界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提升

综合效益，实现园区与城市、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3.营造绿色发展良好环境。园区建设要注重硬件

与软件并重，在抓好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应用的

同时，加强绿色文化建设。要积极开展绿色教育实践

活动，在全社会营造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

为绿色建材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5　结束语

绿色建筑材料是建筑业实现减量化、再利用、低

碳化的重要抓手，关乎人居环境质量和建筑业可持续

发展。当前，我国绿色建材发展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亟须在技术创新、标准规范、产业协同、示范推广等

方面精准发力、系统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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