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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节能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外墙保温技术得到长足发展,但在推广使用过程中却遇到了障碍,原因是缺少技术标准、规范等的

支持,因而出现了不少问题。本文对外墙外保温系统技术标准的国内应用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对外墙外保温系统技术标准编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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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保温技术在我国已发展几十年时间,近十几年我们发布了不

少关于外墙保温的标准,这些标准自成体系。目前全国多数地方仍引用

严寒地区、寒冷地区的标准,与各地的气候环境不适,实际应用存在一

些问题。 

1 地方标准制定不严谨 

受文章篇幅及影响,本文仅以某省的地方标准为例。 

1.1地方标准重复编制,盲目引用国家标准。 

如《模塑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DB34/T 2839-2017与《模塑

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GB/T29906-2013的名称几乎一样。其

区别在地方标准在原国标基础上增加了柔性面砖饰面系统,这在技术上是

否可行尚待商榷,因为薄抹灰系统抹面胶浆厚度为3mm—6mm,而《建筑节能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2019第4.2.10条第2款规定外墙外保温工程

不宜采用粘贴饰面砖做饰面层。 

DB34/T2839-2017耐候性检测方法规定按GB/T29906-2013的6.3节规

定。但6.3节里没有抹面层与模塑板拉伸粘结强度、面砖与模塑板拉伸粘

结强度检测方法,这样给标准的执行带来不便。按地方标准执行

GB/T29906-2013 6.3规定拉伸粘结强度测定：“断缝切割至模塑板表层。”

实际应用中断缝切割至模塑板表层面砖与模塑板拉伸粘结强度不可能达

到该标准规定的0.4MPa。 

1.2地方标准相互规定不一致,技术指标要求相互矛盾 

《膨胀珍珠岩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统》DB34/T 2418-2015、《膨胀珍

珠岩保温板建筑保温工程应用技术规程》DB34/T 5078-2017两地方标准发

布时间相隔2年,规定的拉伸粘结强度、垂直于板面抗拉强度不一

致,DB34/T2418-2015规定不小于0.12MPa,而DB34/T5078-2017规定不小于

0.14MPa,匀质板导热系数原规定不大于0.056W/m·K,不到一年就改为不

大于0.065W/m·K,标准规定不一致,导致企业生产设备、生产工艺、主要

的生产原料难以定型。 

2 检测方法标准制定不科学 

2.1行业标准与国家标检测方法不一致 

《外墙外保温用膨胀聚苯乙烯板抹面胶浆》JC/T 993-2006、《墙体保

温用膨胀聚苯乙烯板胶粘剂》JC/T 992-2006与国标《模塑聚苯板薄抹灰

外墙外保温系统》GB/T 29906-2013、《挤塑聚苯板(XPS)薄抹灰外墙外保

温系统材料》GB/T 30595-2014拉伸粘结强度检测方法不统一。两种试验

方法规定试样尺寸不一致,制样方法也不相同,样品数量也不一样。这样的

方法标准不一样,给产品检测执行带来一定的困扰。 

2.2方法标准制定,应用操作困难 

岩棉板垂直于板面抗拉强度试验采用200mm×200mm,与其它板材

100mm×100mm的规定不一致,试验操作不便,对仪器设备要求也很高。同

时金属块自重对检测结果也有一定影响。这方面建议参照混凝土抗压强

度的不同尺寸试件,可通过大量试验,得到相关系数,可不对试样尺寸做

一致规定。 

2.3标准制定重复 

GB/T29906-2013、GB/T 30595-2014和《建筑用绝热制品》GB/T 

29906-2013的标准在垂直于板面抗拉强度的检测方法规定基本一致。另外

GB/T 29906-2013与GB/T 30595-2014两姊妹标准在系统检测参数和产品检

测参数多数检测方法规定一致,重复率较高。 

3 标准体系不健全 

3.1外墙保温专用检测方法标准偏少 

目前外墙保温材料检测标准方法只有《建筑用绝热制品 外墙外保系

统抗拉脱性能的测定(泡沫块试验)》GB/T 34011-2017、《建筑用绝热制品 

外墙外保温系统抗冲击性测定》GB/T 34180-2017、《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

耐候性试验方法》GB/T 35169-2017、《外墙外保温系统抗穿透性测试方法》

GB/T 36583-2018、《外墙外保温系统动态风压试验方法》GB/T 36585-2018

五个方法标准,其它产品参数多是嵌在系统标准里,或引用别的行业检

测方法,这些在系统里的检测方法规定比较笼统,简单,不利于实际使用

操作。 

3.2标准重于安全性考虑,过分强调高强度的指标 

从对保温材料要求防火A级开始,全国大量使用无机保温砂浆做外墙

保温,导致外墙脱落事件时有发生,不应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的安全性。保温

材料密度越小,保温性能越好、但强度越低。过分强调高强度,会导致密度

大,保温效果差,外墙保温系统的自重也会为将来留下安全隐患。 

3.3外墙保温系统工程质量验收存在盲区 

系统标准里规定的主要项目,验收标准没匹配。譬如在《胶粉聚苯颗

粒保温浆料外墙外保温系统》JG158-2013规定外墙饰面材料应为柔性耐水

腻子和弹性涂料。GB50411-2019标准4.2.10只讲了墙体节能工程各类饰面

层的基层及面层施工应符合设计和建筑装饰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10要求,但GB50210规定的材料性能不是系统标准规定要求,而是按

单个材料规定,显然这两个标准没有进行有效衔接和匹配。实际工程验收

外墙保温工程和装饰工程是独立的验收体系。因此在工程应用中存在监管

盲区,导致出保温和装饰工程材料检测分别合格,专项验收也合格,但是因

为装饰材料与保温系统材料性能不匹配出现较多的工程开裂、渗水、空鼓、

脱落等质量问题。 

3.4缺少外墙保温系统成品保护的相关技术标准 

外墙保温验收合格后交于业主单位使用,业主单位使用过程中的成品

保护不利,易造成外墙保温系统遭遇破坏。外保温工程施工中涉及到的成

品质量防护主要是施工中对已完成工序及完成的成品与竣工的成品防护,

由于项目工程上存在各分包单位的交叉施工作业,成品质量防护显得十分

重要。保温工程上常见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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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保证真实侧面纹理信息获取的真实性、准确性,也可为三维建模提供新的技术方式,为城市建

设和发展提供科学保障。本文将对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在城市三维建模中的应用展开详细探讨和分析,以期提高模型精准度,为城市规划建

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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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模型是实现数字城市建设目标的基础和保障。而三维模型的构

建需要较多的数据支持,以增强其精准性,帮助相关人员准确了解城市

信息,为后续规划建设提供帮助。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可提升城市

信息影像获取的及时性、准确性,降低侧面纹理获取难度,改进三维模型

构建质量。 

1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概述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是目前测绘领域中较为先进的测量技术,

该技术将正射和斜射两种摄影技术融合起来,很好的解决了传统航空摄

影测量中存在的问题,改善了航空摄影水平,保证了数据影像的接收质

量。另外,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在使用中,可同一平台内安装多个传

感设备,以加强航空摄影中不同角度影像信息获取的有效性,避免监测

盲区对影像数据真实性带来的影响。再者,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的

应用,可将航速、航高、旁向重叠、航向重叠、坐标参数等信息实行同

时录入和自动处理,增强影像信息提供的准确性、真实性,为后续工作提

供可靠依据。 

2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下的三维建模及优势 

三维建模在我国有着较长时间的历史,如CAD建模、激光扫描建模、照

片建模、摄影测量下的三维建模,都是其发展主要形式,在当时起到了显著

作用。不过由于我国技术能力的限制,三维建模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未能

达到规定的标准要求,需进一步完善。而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研发及

应用后,为我国三维建模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促使其性能的发挥,为相

关领域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具体来说,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在三维建模中的应用优势有： 

首先,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可改进不同角度影像摄入效果,对

传统单一的正射影像技术进行优化,增强各角度影像信息获取及时性、

准确性。 

其次,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可保证摄影影像高度、长度、角度的

精准性,既可满足综合影像摄入的清晰性、真实性需求,也可加强单张影像

参数测量的准确性、可靠性,大大优化测量技术水平。 

后,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的适应性较强,即使在较为恶劣的测

量环境下,也能确保影像数据摄入的准确性。且该技术可与其他测量技术

融合应用,可提高测量工作效率。 

3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在三维建模中的应用 

3.1多视影像联合平差技术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中多视影响联合平差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解决

传统测量及摄影测量中的问题,也可提升数据信息和影像资料收集灵敏

度。同时,具体运用多视影像联合平差技术时,可以有效处理摄影之间的遮

挡关系,且及时确定连接点和连接线,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摄影

数据和信息的误差,加强其准确性。 

3.2多视影像密集匹配技术 

多视影像密集匹配技术主要可加快三维建模的速度,并对无人机倾

斜测量中获取的各种影像数据予以自动分析和处理,进而加大影像分辨

率,提高图像清晰度。再者,多视影像密集匹配技术在应用中可扩大侧面

摄取影像的覆盖面积,提高信息收集效率。同时,运用多视影像密集匹配

技术在城市三维建模时,可以对各项多余的信息和数据是实行研究和分

析,借助对坐标点位置的明确,可以准确的获取地面物体的准确信息和

数据,这样可以为城市三维建模,提供重要的数据和信息支持。另外,该

技术在三维建模中的应用,可保证测量物体侧面信息数据获取的准确

性、可靠性,清晰掌握被测物体边缘信息,加强三维模型构建的准确性,

真实还原被测物体原貌。且多视影像密集匹配技术可实现数据信息的多

样性转化,适应各种不同形式建模软件的需求,加强三维建模的快速性、

准确性。 

3.3模型生成及影像纠正技术 

通过各项测量技术的融合应用,可将被测区域及物体的详细信息利用 

(1)完成的保温工程施工段工序及成品受到后续的不了解保温系统的

另外分包单位的施工影响,并受到撞击、穿刺、废物污染等破坏； 

(2)完成的工序项目及成品受到外界影响,如成品未达到一定强度,受

到暴雨、冷冻、强烈敲击振动等影响而破坏。 

(3)工程交付使用后,物业监管不严,致使业主随意在外墙安装防护

网、空调支架等,导致外墙锚固空渗水,局部开裂。 

综上所述,我国的外墙保温技术近些年有了长足发展,标准制定也在

逐步完善,外保温行业合理健康发展。着眼于未来,从标准角度考虑,部分

标准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保温材料原料的技术要求标准缺失,标准水

平低,主体工程过渡到保温工程、保温工程与外装饰工程的过渡部位缺少

验收依据或不按依据执行。因此建议相关技术主管部门建立外墙保温行业

标准体系,加强外墙外保温技术标准的研究,并编制出系统的外墙外保温

技术标准,加强标准应用与监控,方能控制好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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