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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涉及建筑技术领

域，旨在解决现有技术中保温层外做薄抹灰层的

保温墙体在长时间使用后墙体表面损坏，导致保

温墙施上贴的瓷砖等装饰脱落损坏的技术问题。

本发明包括用于充当混凝土水泥浇筑用模板的

高压水泥板，所述高压水泥板内设有混凝土剪力

墙，所述混凝土剪力墙与内测和/或外侧高压水

泥板之间设有保温层，所述高压水泥板通过连接

机构依次与所述保温层和混凝土剪力墙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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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充当混凝土水泥浇筑用模板的高

压水泥板，所述高压水泥板内设有混凝土剪力墙，所述混凝土剪力墙与内测和/或外侧高压

水泥板之间设有保温层，所述高压水泥板通过连接机构依次与所述保温层和混凝土剪力墙

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层为聚氨酯保温

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机构包括用于混

凝土剪力墙与保温层连接的膨胀螺丝、用于高压水泥板与保温层连接的拉铆钉和用于连接

所述膨胀螺丝和所述拉铆钉的中间连接件，所述中间连接件包括连接部和延伸部，所述延

伸部穿设于保温层内，所述连接部位于所述延伸部两端，所述延伸部两端的连接部分别用

于连接所述膨胀螺丝和拉铆钉，与拉铆钉连接的连接部表面设有保温涂层，所述高压水泥

板上设有与拉铆钉对应的沉头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机构包括保温挂

件和拉铆钉，所述保温挂件一端与混凝土保温墙中的钢筋焊接，保温挂件的另一端穿过保

温层与设置在高压水泥板上的拉铆钉连接，所述高压水泥板上设有与拉铆钉对应的沉头

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被动式建筑的保温体

系还包括止褪保温墙钉，所述止褪保温墙钉将高压水泥板和保温层固定在混凝土剪力墙

上，止褪保温墙钉上设有凹槽，与所述止褪保温墙钉插接配合的膨胀管上设有与所述凹槽

对应的突起。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被动式建筑的保温体

系还包括设置于混凝土剪力墙上的保温玻璃，所述保温玻璃安装在保温副框内，所述保温

副框包括钢芯和包裹在所述钢芯上的保温塑料膜，保温副框固定在混凝土剪力墙上，混凝

土剪力墙上有燕尾槽，保温副框与混凝土剪力墙连接固定的一端设有与所述燕尾槽对应的

凸块，保温副框上设有沿混凝土剪力墙厚度方向的横板，所述横板将混凝土剪力墙端面覆

盖，保温副框与保温玻璃接触的一端设有用于限制玻璃的凸条，保温玻璃的另一侧、在保温

副框上设有挡块，所述挡块配合所述凸条能将保温玻璃固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玻璃为钢化中空

保温玻璃，所述钢化中空保温玻璃包括四层玻璃，钢化中空保温玻璃的最外层玻璃为钢化

加胶保温玻璃，每层玻璃之间填充有氩气。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

顶楼侧面维护结构的保温层插入顶面维护结构中，且所述保温层与顶面维护结构的外保温

层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顶面维护结构中位于

侧面维护结构保温层两侧的筋梁通过第一扣件和第二扣件连接固定在一起，所述第一扣件

和第二扣件均包括金属焊接部和隔热部，所述隔热部为包覆在金属焊接部一端的保温膜，

所述第一扣件和第二扣件的金属焊接部的另一端分与保温层两侧的筋梁焊接，第一扣件和

第二扣件的隔热部在保温层中固定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热部上的保温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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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超硬高分子材料保温膜，第一扣件和第二扣件的隔热部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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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由于能源的过度消耗，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能源供应日趋紧张且价格节

节攀升，世界各国都采取了多种节能降耗措施。我国也不例外，把节能降耗减排提上了重要

的议事日程，政府也颁布了节能降耗减排的法律法规，对于建筑领域，也及时出台了一系列

建筑节能新标准，并要求新开工的房地产建设项目必须达到法定的节能保温标准，为规范

房地产建设市场提供了法律依据。房屋保温有采取内墙保温也有采取外墙保温的，内墙保

温施工简单，效果好，保温材料不受日晒、雨淋、风揭，不易降解老化、  使用寿命长，单价低，

可是内墙保温的房屋内易产生凝露，会造成室内返潮，不太适宜人居住，现在内墙保温一般

大都用在了工业领域。所以商住用房通常采取外墙保温。

[0003] 我国目前外墙保温通常是采用保温砂浆加塑料(挤塑或发泡)保温板的施工工艺；

国外通常是采用双层空心砌块中间填充聚氨酯保温板的施工工艺(我国也有采用这种方法

的)。一种建筑外墙保温施工程序依次为粉主体基底墙面找平→刷界面胶→粘结保温板→

挂钢丝网→打墙钉固定钢丝网→粉钢丝网面找平→刮柔性腻子→刷涂料；另一种建筑外墙

保温施工程序是在砌墙体时外保温砌块和主墙体同时施工，用专用卡子将主墙体和保温砌

块按设计间距卡牢中间填充的保温板即可，然后在保温砌块的外墙面无需找平即可以直接

刷涂料或粘面砖。从以上二者相比可以看出前者质轻，能适用于高层建筑，材料单价低可是

种类多，施工繁杂工序多，效率低，工价高。由于这种施工工艺所采用的不是在工厂预制好

的混凝土砌块，需要现场粉多层混凝土找平，而这也恰恰正是这种施工工艺的致命弱点，因

为混凝土材料在硬化过程中和硬化后，其体积会产生收缩。收缩的原因有因失水引起的干

燥收缩，因水化反应结束后冷却引起的温度收缩，因空气中二氧化碳作用而引起的碳化收

缩和硬化早期产生的自主收缩与  塑性收缩等。由于收缩会在混凝土内部引起剪切应力，从

而导致层面产生变形或裂缝。若保温板使用的是EPS苯板，大气中的雨水、蒸汽一旦通过裂

缝进入保温层，由于材质的特性，在遭受水侵入后保温板极易发生保温失效现象，在遭受高

温时易收缩变形，并可能形成滴液，使保温板破坏进而失去保温效果，还会使钢丝网墙钉锈

蚀，使粘结材料粘结强度变弱，以致抗风揭性变差，严重的会发生板材脱落，况且这种施工

方法在外墙面根本不能粘贴面砖，而仅仅只能做外墙涂料，外墙涂料的耐久性差，哪怕就算

基底和保温做的完美无缺，质量好的外墙涂料在阳光下几年时间也会失光退色，更何况施

工单位为了减少工程造价而偷工减料的比比皆是，施工质量往往很难达到设计要求，一旦

需要翻新这无疑就加大了后期的维护费用。后者施工工艺的墙体和外保温砌块都是在工厂

预制好的，密实性好，强度高，且保温材料采用的是聚氨酯硬泡，又是砌墙保温同时施工，所

以能达到工程质量、抗风揭性、耐候性、耐久性都优良，既防水又保温，后期的 维护费用低。

虽说这种方法优点很多，但是也并不完全适应我国大多数的低端建筑市场，一是外保温砌

块单位面积太重，使建筑整体荷载增大，特别从混凝土的干缩特性、耐久性、安全性考虑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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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面砖也不适应高层建筑，二是材料费用高前期投资大，三是保温砌块太厚房内减少了使

用面积消费者不乐意。所以就目前情况下来看墙体保温必须做到保温、防水、安全、  耐久、

价廉、物美、方便、舒适、无后顾之忧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旨在解决现有技术中保温层外

做薄抹灰层的保温墙体在长时间使用后墙体表面损坏，导致保温墙施上贴的瓷砖等装饰脱

落损坏的技术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所述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包括用于

充当混凝土水泥浇筑用模板的高压水泥板，所述高压水泥板内设有混凝土剪力墙，所述混

凝土剪力墙与内测和/或外侧高压水泥板之间设有保温层，所述高压水泥板通过连接机构

依次与所述保温层和混凝土剪力墙连接。

[0006] 进一步地，所述保温层为聚氨酯保温层。

[0007]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机构包括用于混凝土剪力墙与保温层连接的膨胀螺丝、用于

高压水泥板与保温层连接的拉铆钉和用于连接所述膨胀螺丝和所述拉铆钉的中间连接件，

所述中间连接件包括连接部和延伸部，所述延伸部穿设于保温层内，所述连接部位于所述

延伸部两端，所述连接部的两端分别用于连接所述膨胀螺丝和拉铆钉，所述高压水泥板上

设有与拉铆钉对应的沉头孔。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机构包括保温挂件和拉铆钉，所述保温挂件一端与混凝土保

温墙中的钢筋焊接，保温挂件的另一端穿过保温层与设置在高压水泥板上的拉铆钉连接，

所述高压水泥板上设有与拉铆钉对应的沉头孔。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被动式建筑的保温体系还包括止褪保温墙钉，所述止褪保温墙钉

将高压水泥板和保温层固定在混凝土剪力墙上，止褪保温墙钉上设有凹槽，与所述止褪保

温墙钉插接配合的膨胀管上设有与所述凹槽对应的突起。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被动式建筑的保温体系还包括设置于混凝土剪力墙上的保温玻

璃，所述保温玻璃安装在保温副框内，所述保温副框包括钢芯和包裹在所述钢芯上的保温

塑料膜，保温副框固定在混凝土剪力墙上，混凝土剪力墙上有燕尾槽，保温副框与混凝土剪

力墙连接固定的一端设有与所述燕尾槽对应的凸块，保温副框上设有沿混凝土剪力墙厚度

方向的横板，所述横板将混凝土剪力墙端面覆盖，保温副框与保温玻璃接触的一端设有用

于限制玻璃的凸条，保温玻璃的另一侧、在保温副框上设有挡块，所述挡块配合所述凸条能

将保温玻璃固定。

[0011] 进一步地，所述保温玻璃为钢化中空保温玻璃，所述钢化中空保温玻璃包括四层

玻璃，钢化中空保温玻璃的最外层玻璃为钢化加胶保温玻璃，每层玻璃之间填充有氩气。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顶楼侧面维护结构的保温层插入顶面维护结

构中，且所述保温层与顶面维护结构的外保温层连接。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顶面维护结构中位于侧面维护结构保温层两侧的筋梁通过第一扣

件和第二扣件连接固定在一起，所述第一扣件和第二扣件均包括金属焊接部和隔热部，所

述隔热部为包覆在金属焊接部一端的保温膜，所述第一扣件和第二扣件的金属焊接部的另

一端分与保温层两侧的筋梁焊接，第一扣件和第二扣件的隔热部在保温层中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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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地，所述隔热部上的保温膜为超硬高分子材料保温膜，第一扣件和第二扣

件的隔热部卡接。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通过高压水泥板将保温层包覆，可以在高压水泥板上贴瓷砖

等装饰品，由于瓷砖不是贴在保温层外的薄抹灰面上，而是贴在高压水泥板上，所以瓷砖等

装饰品更加牢固，能够使用更长的时间而不脱落损坏。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止褪保温墙钉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一的顶楼保温体系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一的扣件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一的保温玻璃结构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一的保温副框结构示意图；

图7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一的保温副框结构示意图；

图8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图9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二的中间连接件结构示意图；

图10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二的中间连接件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高压水泥板；2、混凝土剪力墙；3、保温层；4、拉铆钉；5、中间连接件，51、连

接部；52、延伸部；53、第一扣件；54、第二扣件；6、保温挂件；61、膨胀螺丝；7、止褪保温墙钉；

8、膨胀管；9、保温副框；91、凸块；92、横板；93、凸条；94、挡块；95、保温玻璃；96、钢芯。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19] 本发明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的具体实施例一，如图1至图7所示，被动式建筑保温

体系的制作工艺为整体现浇式，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包括用于充当混凝土水泥浇筑用模板

的高压水泥板1，高压水泥板1内固定保温层3，高压水泥板1内浇筑混凝土剪力墙2，混凝土

剪力墙2与内测和/或外侧高压水泥板1之间设有保温层3，即保温层3可以在混凝土剪力墙2

一侧设置，也可以在混凝土剪力墙2两侧设置。高压水泥板1通过连接机构依次与所述保温

层3和混凝土剪力墙2连接。

[0020] 本实施例中，保温层3为聚氨酯保温层3。聚氨酯保温材料导热系数低、热工性能

好、具有防潮、防水性能、防火、阻燃、耐高温的特点。且聚氨酯保温材料综合性价比高，与高

压水泥板1配合能够保证高压水泥板1在长时间使用后不会因为保温层3的变形而变形。

[0021] 本实施例中，连接机构包括保温挂件6和拉铆钉4，保温挂件6一端与混凝土保温墙

中的钢筋焊接，保温挂件6的另一端穿过保温层3与设置在高压水泥板1上的拉铆钉4连接，

高压水泥板1上设有与拉铆钉4对应的沉头孔，进而保证拉铆钉4不会突出高压水泥板1的外

表面，保证高压水泥板1的表面平整，易于后期的装修施工。

[0022] 保温墙钉在日常长年使用中在风压特别是负风压的作用下很容易发生松动导致

保温层3以及外饰面层的损坏，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被动式建筑的保温体系还包括止褪

保温墙钉7，止褪保温墙钉7将高压水泥板1和保温层3固定在混凝土剪力墙2上，止褪保温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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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7上设有凹槽，与止褪保温墙钉7插接配合的膨胀管8上设有与所述凹槽对应的突起，所述

凹槽为止褪凹槽，当止褪保温墙钉7的钉头进入膨胀管8复位后就被膨胀管8上凸起点牢牢

的嵌入钉头凹槽内卡死，不会褪出了，以达到永不松动的要求，进而使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

的保温层3和装饰面固定牢固，避免松动损坏现象发生。

[0023] 如图5-图7所示，本实施例中，被动式建筑的保温体系还包括设置于混凝土剪力墙

2上的保温玻璃95，保温玻璃95安装在保温副框9内，保温副框9包括钢芯96和包裹在钢芯96

上的保温塑料膜，即保温副框9为钢塑共挤门窗，钢芯96能够保证保温副框9的强度，保温塑

料膜能够保证保温副框9的保温效果。保温副框9固定在混凝土剪力墙2上，保温副框9的一

端设有与燕尾槽对应的凸块91，在混凝土浇筑后，混凝土剪力墙2上形成燕尾槽与保温副框

9的凸块91固定连接，将保温副框9牢牢固定在混凝土剪力墙2上。保温副框9上设有沿混凝

土剪力墙2厚度方向的横板92，横板92将混凝土剪力墙2端面覆盖，与保温玻璃95固定的混

凝土剪力墙2不会与外界环境直接接触进行换热，进而被动式建筑的保温体系不会因为设

有玻璃而降低保温效果。由于保温副框9的特殊结构使得保温玻璃95的保温效果更好，保温

玻璃95的内表面不易凝露，即不会使高压水泥板1和保温层3受潮变形。

[0024] 本实施例中，保温副框9与保温玻璃95接触的一端设有用于限制玻璃的凸条93，保

温玻璃95的另一侧、在保温副框9上设有挡块94，挡块94配合凸条93能将保温玻璃95固定。

凸条93与保温副框9为一体结构，挡块94是在保温玻璃95安装以后在固定在保温副框9上，

这样便于保温玻璃95的安装。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保温玻璃95为钢化中空保温玻璃95，所述钢化中空保温玻璃95

包括四层玻璃，钢化中空保温玻璃95的最外层玻璃为钢化加胶保温玻璃95，每层玻璃之间

填充有氩气。钢化中空保温玻璃95进一步增强了保温玻璃95的保温效果，且由于保温玻璃

95中有钢化加胶保温玻璃95，故在保温玻璃95外不用再增加金属防盗窗等防止保温玻璃95

损坏的部件，即不用增加易导热的金属部件。

[0026]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顶楼侧面维护结构的保温层3插入

顶面维护结构中，且所述保温层3与顶面维护结构的外保温层3连接，这样就不用在室内顶

部做保温层3了，即减少了保温材料的使用，降低了成本。

[0027] 如图4所示，顶面维护结构中位于侧面维护结构保温层3两侧的筋梁通过第一扣件

53和第二扣件54连接固定在一起，所述第一扣件53和第二扣件54均包括金属焊接部和隔热

部，隔热部为包覆在金属焊接部一端的保温膜，所述第一扣件53和第二扣件54的金属焊接

部的另一端分与保温层3两侧的筋梁焊接，第一扣件53和第二扣件54的隔热部在保温层3中

固定连接。隔热部使第一扣件53和第二扣件54之间无法形成热桥，进一步增强了保温效果。

隔热部上的保温膜为超硬高分子材料保温膜，第一扣件53和第二扣件54的隔热部卡接。超

硬高分子材料不会因为第一扣件53和第二扣件54之间的拉力而损坏。

[0028] 本发明被动式建筑保温体系的具体实施例二，如图8至图10所示，采用后装配式制

作工艺，连接机构包括用于混凝土剪力墙2与保温层3连接的膨胀螺丝61、用于高压水泥板1

与保温层3连接的拉铆钉4和用于连接所述膨胀螺丝61和所述拉铆钉4的中间连接件5，中间

连接件5包括连接部51和延伸部52，延伸部52穿设于保温层3内，连接部51位于所述延伸部

52两端，延伸部52两端的连接部51分别用于连接所述膨胀螺丝61和拉铆钉4，与拉铆钉4连

接的连接部51表面设有保温涂层，避免连接部51形成局部导热现象，高压水泥板1上设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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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铆钉4对应的沉头孔，其余部分同具体实施例一。

[0029] 在其它实施例中，所述保温层为复合材料保温层。

[0030] 在其它实施例中，所述保温玻璃为两层钢化加胶玻璃中填充氩气。

[0031] 在其他实施例中，保温副框中没有钢衬，所述拉铆钉用自攻丝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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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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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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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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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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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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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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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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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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