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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华润水泥联合研发中心 

2024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名称 

夏热冬暖地区气凝胶隔热凝胶产品开发与应用 

二、项目背景 

我国夏热冬暖地区主要分布在我国南部的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省，具

有明显的夏季炎热和冬季温暖的气候特征。华润建材科技业务覆盖广东、广西、

福建、海南及云南等区域，50%以上的业务都在夏热冬暖地区。夏热冬暖地区使

用的传统建筑保温材料可大致分为有机保温材料和无机保温材料，无机保温材

料具有防火的性能优势，但存在保温层较厚、易开裂等问题。有机保温材料具

有保温性能好，防水等优势，但防火等级较低，使其应用具有局限性（表 1）。 

 

表 1：常用建筑保温材料对比 

 

气凝胶保温凝胶以有机或无机材料为胶凝剂，气凝胶为主要填料，辅以外

加剂。兼顾了传统有-无机保温材料的优势，是一种较为新颖的建筑保温材料，

具有在建筑领域全面推广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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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气凝胶保温凝胶的推广主要受限于原料成本、性能及产品标准缺失两

方面。原料中的气凝胶粉体制备过程存在成本高昂与产品性能不可控的关键瓶

颈，气凝胶粉体的生产工艺复杂，硅源前驱体、溶剂、催化剂、改性剂用量以

及溶剂置换、干燥等流程较难把握，易造成原料浪费或不利于气凝胶产品纳米

孔结构和均匀性保持，亟待通过优化典型溶胶-凝胶工艺流程与溶剂置换、改性、

干燥参数等手段解决，辅以透射电镜（TEM）、显微电镜（SEM）观察、比表

面积测试（BET）等先进手段对粉体样品微观形貌、孔隙结构、孔隙率等进行

表征，并对比采用多种干燥方式（常压干燥、真空冷干、超临界干燥）及参数

所制备的样品性能，实现生产过程的降本增效与产品性能可控。 

气凝胶在建筑方面的应用属于比较新的领域，在复合机理与“配比-结构-

性能”关系的研究方面，大多数仍为对传统有机/无机保温涂料的配比研究，对

于气凝胶保温凝胶的研究较少，尽管如此，现存相关研究大多针对产品表观或

微观形貌的初步定性分析，对于原料中与气凝胶粉体复合的组分（大多为高分

子纤维、纤维素醚）选取研究有限，组分相互作用的机理与其对产品保温、黏

接、耐用性能的影响也较少，对施涂后环境参数（温度、湿度、酸碱）的影响

研究存在较大缺口。在性能测试、施涂工艺（包括现场拌合、刮涂、抹涂和喷

涂等）上没有统一标准，产品缺乏权威认证体系，限制了其进一步推广。市面

上产品中，其中一家产品的粘结强度可达 0.7 MPa，导热系数为 0.08 W/(m·k)；

另外一家产品粘结强度为 0.15 MPa，导热系数为 0.07 W/(m·k)。以上两家厂商

生产的产品材料成本 10mm 约为 60-70 元/m2，相比传统保温材料成本较高。开

发导热低、强度高、综合成本不高于现有保温材料的新产品是目前在建筑应用

上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项目目标 

1. 研究气凝胶粉体、辅助填料和树脂的配比对保温凝胶导热系数、拉拔强

度等指标的影响规律；研究多种材料的复合机理，得出气凝胶粉体、辅助填料

和树脂等其他多种低成本产品原料的组合最佳配比。 

2.研究 “原料配比-结构-力热性能”的构效关系，优化气凝胶粉体在凝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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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的分散性能与产品施涂工艺，实现界面黏接性能、保温性能、耐用性、防

火性能、环保性协同强化和生产成本、效率优化，输出研究报告一份。 

3. 针对南方地区建筑节能要求，开发一款新型高性能气凝胶保温凝胶产品，

产品指标需满足：干密度≤ 500 kg/m3，粘结强度≥ 0.4 MPa，导热系数（25℃）

≤ 0.045 W/(m·k)，燃烧等级A2级，干燥时间（表干）≤ 8h，线收缩率≤ 0.3%。

材料成本价不高于 60 元/m2（10mm厚）。 

4. 至少申请 1 项发明专利（受理）。 

四、研究期限和经费 

项目研发周期：12 个月，≤60 万 

五、其他说明 

1. 申请人应按规定格式认真、如实填写《东南大学-华润水泥联合研发中心

2024 年度项目申报书》（详见附件）。 

2. 项目验收：由华润建材科技负责送第三方检测，结果达到目标要求（按

表 2 参考标准测试），并通过华润建材科技-东南大学联合研发中心组织的评审

委员会评审。 

序号 指标 参考标准 
1 粘接强度 

GB/T 20473《建筑保温砂浆》 2 线收缩率 

3 导热系数 
（25℃） 

GB/T 10297 
《非金属固体材料导热系数的测

定热线法》 
4 干燥时间（表干） GB/T 25181《预拌砂浆》 5 干密度 

6 燃烧等级 GB 8624《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

能分级》 

表 2：测试方法 

 


	一、项目名称
	夏热冬暖地区气凝胶隔热凝胶产品开发与应用
	二、项目背景
	三、项目目标
	四、研究期限和经费
	五、其他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