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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标准修订的意义和作用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2017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

[2017]70号），由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负责组织修订建材

行业标准JC/T1040《建筑外表面用热反射隔热涂料》（计划号：2017-0419T-JC），该

项目归口单位为全国轻质与装饰装修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JC/T 1040-2007《建筑外表面用热反射隔热涂料》行业标准是我国第一个建筑反

射隔热涂料标准，颁布 12年来,对规范建筑热反射涂料的生产、运用,推动其健康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标准的执行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1）标准中功能性指标太阳反射比和半球发射率的测试方法采用国军标 GJB 2502-

1996《卫星热控涂层试验方法》,由于涉及国家军事知识产权保护,测试所用仪器不能

得以市场化推广,且测试方法不能用于现场,使反射比和发射率的测试受到了局限;  

2） 原标准太阳反射比项目的设置只针对白色或浅色涂料,而在实际工程中大量使

用的是彩色的热反射涂料,如何对这些彩色涂料的反射比进行评定是迫在眉睫的现实

问题;  

3）原标准中对衡量反射隔热涂料隔热效果的重要指标隔热温差，没有设定指标及

方法。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隔热温差因其能够更加直观综合的体现涂料的反射隔热功

能，因此受到广泛的应用，如何真实客观的对热反射隔热涂料的隔热温差进行评定成

为引导行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4）原标准中太阳光反射比只设置了初始和老化后的太阳光反射比和半球发射率指

标，对影响其反射隔热性能的重要因素污染没有考虑，如何评价经过环境污染作用后

涂料的热反射性能尤为关键。 

5）原标准中对外墙涂料的常规性能要求与新修订的 GB/T9755-2014《合成树脂乳

液外墙涂料》存在诸多不一致的地方，为保持其与国标的一致性，有必要对原标准进行

修订。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涌现出了一些具有反射隔热功能的真石漆，水性多彩漆

等，也迫使标准需要修订和调整。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原标准进行修订,解决以上关键问题,从而使《建筑反射隔热涂

料》标准更具科学性、适用性和先进性。 

1.2 主要工作过程 

接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的标准修订工作任务后，主编单位随即开展全国范围内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XT062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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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反射涂料发展应用状况调研、相关资料收集工作，并先后邀请到 24 家参编单位。 

2017 年 11 月 23 日在北京召开编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中国建材检验认证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诺贝尔太古漆油（上海）有限公司、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

公司、中华制漆等 26 家单位 3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在会议重点讨论并确定了标准

修订的工作原则、标准适用范围、设置项目及相应的试验方法，安排了下步验证试验及

工作进度。会议决定由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承担本次标准修订的

验证试验工作，参编单位阿克苏诺贝尔上海）有限公司参与部分项目的仪器比对工作。 

第一次工作后随即开始验证试验样品的征集工作，2018 年 2 月至 8 月，根据首次

会议确定的验证试验方案开展了第一阶段验证试验，项目涉及太阳光反射比、近红外

反射比以及污染老化的探索性试验。 

2018 年 9 月 7 日，标准工作组在杭州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主编单位就验证试验

结果和试验方法向参会代表做了详细的汇报和解释。各参编单位与会代表就主编单位

汇报的验证试验结果和试验方法进行了充分交流和讨论，确定了下阶段验证试验的方

向和重点为隔热温差新方法的验证以及污染对反射性能影响的测试方法的研究。为了

寻找涂层实验室模拟污染与实际污染老化之间的相关性，会议决定选择部分白色和浅

色的样品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进行自然曝晒，三地的曝晒任务分别由 CTC、阿克苏

和深圳嘉达承担。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1 月进行了三地自然曝晒试验，与此同时，CTC 开始了隔热

温差、实验室污染以及半球发射率项目的试验验证工作，2019 年 5 月，所有验证试验

工作完成，主编单位据此编制了验证试验报告以及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2019 年 6 月 12 日，标准编制组在北京召开了征求意见定稿会，会议首先听取了主

编单位就验证试验和标准指标设定情况的汇报，随后对征求意见稿展开逐条讨论，并

就质感型样品制备方法、污染后太阳光反射比保持率指标、隔热温差参比黑板的要求

等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主编单位对参比黑板所用黑色涂料的选择和参数的确定进行

了针对性的试验验证，并根据定稿会讨论的结果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与完善，同

时编写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经标准归口单位核准，2019 年 7 月中旬开始广泛

向业内专家、生产企业、建设单位、科研院所等征求意见，并在 CTC 网站公开征求意

见。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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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保证指标和试验方法的先进性 

积极调研和查询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收集国际知名品牌或外资企业的样品

参加验证试验。指标的设定和关键参数的测试方法参考日本、美国等先进标准，使标准

发挥引领产品发展和推动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 

2.1.2 充分考虑标准的协调性和合理性 

修订本标准时充分考虑行业的技术发展和生产应用实际，本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的原则，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方法上适用，同时满足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  

2.1.3 力求提高标准的编写质量 

本标准的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

则》、GB/T 20001.1—2001《标准编写规则 第 1 部分:术语》以及 GB/T 20001.10—2014

《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 部分:产品标准》等给出的原则起草，按照标准化主管部门的要

求，认真标准及相关资料编写的质量关。 

2.2 标准修订主要内容 

2.2.1 标准适用范围和分类 

     反射隔热涂料发展的初期为薄型的平涂涂料，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涂装要求的提升，

出现了反射隔热真石漆、反射隔热多彩涂料等表面具有质感的反射隔热涂料并成功应

用于建筑饰面工程。修订的标准扩充了适用的范围，将质感类反射隔热涂料纳入其中，

并据此分为平涂型和质感型两类，平涂型又按使用部位分为墙面用和屋面用。 

2.2.2 术语和定义 

在原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近红外反射比、明度和隔热温差的定义，修改了建筑

用外表面用热反射隔热涂料和太阳光反射比的定义。 

2.2.3 要求 

     分为反射隔热性能要求和基本性能要求，反射隔热性能满足表 1 和表 2 的要求，

基本性能要求符合相应的产品标准中最高等级的要求。 

表 1 平涂型反射隔热性能 

项目 
指标 

L*
≤40 40＜L*

≤80 80＜L*
≤95 L*

＞95 

太阳光反射比，≥ 0.30 L*
/100-0.15 0.83 

近红外反射比，≥ 0.45 L*
/100 0.80 0.85 

半球发射率，≥ ≥0.85 

墙面用 -- 8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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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后太阳光反

射比保持率
a
，≥ 

屋面用 -- 85% 

与参比黑板的隔热温差/℃，≥ 6.0 L*
×0.19 

a 该项仅限于三刺激值中的YD65≥31.26(L
*
≥62.7)的产品，同时应报告污染后太阳光反射比的值 

表 2 质感型反射隔热性能 

项目 
指标 

L*≤40 40＜L*
≤80 L*＞80 

太阳光反射比
a
，≥ 0.25 L

*
/100-0.15 

近红外反射比
a
，≥ 0.40 L*

/100 0.80 

半球发射率
a
，≥ ≥0.85 

污染后太阳光反射比保持率
a,b
，

≥ 
-- 85% 80% 

与参比黑板的隔热温差/℃，≥ 5.0 L*
×0.15 

a
 当产品设计有罩光漆时，可将反射隔热质感涂料与罩光漆配套后进行测试 
b  
该项仅限于三刺激值中的YD65≥31.26(L

*
≥62.7)的产品，同时应报告污染后太阳光反射比的值 

与原标准相比，技术要求做了较大的改动，主要变化及如下： 

1） 按照 L*的高低，分别设定反射隔热隔热指标要求； 

明度区间的划分参考了日本标准 JISK5675“屋面用热反射涂料”中的方法，质感

型涂料明度划为三个区间：L*≤40、40＜L*≤80 和 L*＞80，平涂型对高明度区间又细

分出 L*＞95 白色或接近白色的部分。2007 版标准太阳光反射比指标仅适用于白色，采

用 L*值分区后，对彩色的反射隔热涂料样品的太阳光反射比提出了明确的指标要求。 

2） 增加近红外反射比、污染后太阳光反射比保持率指标； 

 太阳能量集中在 300nm~2500nm 波段，即由少部分紫外光、可见光和近红外光组

成，可见光波段的反射特性决定了涂层的明暗程度，当涂层的颜色固定时，可见光反射

率亦不能改变，若要获得较高的太阳光反射比，就需要提高近红外波段的反射比，因

此，近红外反射比的高低是评判热反射涂料和普通涂料的重要依据。本标准引入了近

红外反射比的指标，质感型要求同日本标准 JISK5675“屋面用热反射涂料”一致， 

 对于户外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热反射涂料必定受到风雨侵蚀、环境污染、阳光

曝晒等影响造成涂层降解、表面集尘，从而使热反射功能减弱，尤其是表面污染对热反

射涂料的隔热性能（主要是太阳光反射比）影响不容忽视，直接决定着热反射涂料的使

用寿命和节能效果。为了评价热反射涂料的实效性，增加污染后太阳光反射比保持率

指标。 

3） 增加与参比黑板的隔热温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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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热温差指标设置的初衷是直观地反映热反射涂料的隔热效果，从而为热反射材

料隔热效果的演示、评价以及热反射涂料的推广提供一种简便易行的测试方法。 

4） 反射隔热性能和基本性能分别表述 

为了适应反射隔热涂料品种多样化的趋势，突出反射隔热功能的重要性，修订的标

准将平涂型和质感型的反射隔热性能要求单独加以规定，基本的物理性能不再具体到

每一项，而是规定满足相应产品标准的最高等级要求，这样既可保证对功能性的严格

要求，又可增加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执行性。 

2.2.4 试验方法 

2.2.4.1 样品制备 

 平涂型涂料太阳光反射比、近红外反射比和半球发射率项目样品制备延续

JC/T1040-2007的方法，仅将铝板尺寸增加到 70mm×150mm。隔热温差项目铝板尺寸为

300mm×300mm。要求采用喷涂或刮涂法制板，标准试验条件养护 7d，干膜厚度控制在

0.15mm~0.5mm。 

考虑到质感型涂料表面有立体造型和花纹，需要增加测试点数量以保证测试结果

的准确性，将太阳光反射比、近红外反射比和半球发射率项目样品制备铝板尺寸定为

150×200mm。质感型隔热温差项目铝板尺寸仍为 300mm×300mm。 

多彩涂料采用喷涂法制样，干膜厚度控制在 0.15mm~0.5mm，真石漆和质感涂料采

用刮涂法制样，湿膜厚度约为 2mm。质感型涂料大多涉及多道涂装，有底漆、中涂和罩

面配套，规定根据涂料厂家提供的施工间隔及施涂量制样，最后一道工序完成，标态养

护 14天后进行测试。 

由于反射比的测试结果主要取决于涂层厚度和表面平整度，只要干膜达到一定的

厚度，则与基材的种类关系不大，因此标准注明“太阳光反射比、近红外反射比和污染

后太阳光反射比变化率试板也可以采用供需双方商定的基材”。 

2.2.4.2 L*值 

采用 GB/T 11186.2 《涂膜颜色的测量方法 第二部分 颜色测量》 测量涂膜的明

度值。 

2.2.4.3 太阳光反射比和近红外反射比 

    1）相对光谱法 

原标准采用 GJB2502-1996《卫星热控涂层试验方法》中的 210 方法测定太阳光反

射比，该标准已修订，其中光谱法测定太阳反射比的装置有所改变，另外，所引用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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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谱为航天工业标准 QJ 1954《太阳电磁辐射》中的一个天文单位外的太阳光谱辐照

度，与地面太阳辐射强度差异较大，选用近地面的太阳光谱更为合理。本标准参考 GJB 

2502.2-2006中相对光谱法测定涂层的太阳光反射比和近红外反射比，计算所用的太阳

辐射相对光谱分布表同 ISO 9050《建筑用玻璃 光透率、日光直射率、太阳能总透射比、

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光泽系数的测定》table 2，该表中太阳光谱辐照度出自 ISO 9485-

1《太阳能—不同接收条件下近地面太阳光谱辐射—第 1 部分：空气质量 1.5 的直射及

太阳辐射》。太阳光反射比计算波长范围 300nm~2500nm，近红外反射比计算波长范围

780nm~2500nm。 

2）辐射积分法 

相对光谱法能够客观地反映材料对太阳光谱不同波段的反射特性，测试精度高、受

环境影响小，是公认的研究热反射材料时最理想的测试方法。但是由于紫外、可见光、

近红外分光光度计价格较为昂贵，国内仅有大的测试机构和有实力的科研单位能够承

受，为此本标准增加了便携式仪器法测量材料的太阳光反射比，该方法修改采用 ASTM 

C1549-2009《用便携式太阳光反射率仪测定常温下材料太阳光反射率的标准方法》。在

美国，ASTM C1549是在对热反射材料进行试验和评价和认证时广泛采用的测试方法，

该方法成熟可靠、便捷快速，测试结果与相对光谱法偏差很小。 

本标准规定当仲裁检验时采用精度更高的相对光谱法，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可在

两种方法中进行选择。 

2.2.4.4 半球发射率 

 原标准采用 GJB 2502-1996《卫星热控涂层试验方法》中的稳态量热计法，该方

法装置较为复杂，测试周期长，且测试仪器尚未实现商品化。本标准不再采用该方法，

而是选择辐射计法测量材料的半球发射率。修改采用 ASTM C1371《使用便携式辐射计

测量常温下材料的发射率的标准方法》，该方法与 GJB 2502.3-2006 中的辐射计法具有

相同的测试原理，即辐射计探测器的输出信号与被测试样的发射率呈线性关系，通过

比较高、低发射率标准板与被测试样输出信号的大小，得出被测试样的发射率。 

对于质感型涂料，由于其涂层较厚，采用 ASTMC1371 原有辐射计法测试时会产生

涂层积蓄热量从而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标准采用了辐射计生

产商美国 D&S 公司开发的针对低传导高蓄热材料发射率测试的“滑动测试法”。 

2.2.4.5 污染后太阳光反射比保持率 

     采用 GB/T 9780《建筑涂料涂层耐沾污性试验方法》B 法（烘箱快速法）对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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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的涂层进行污染处理，污染后太阳反射比与初始反射比的比值即为污染后太阳光

反射比保持率。 对于某些含紫外交联型乳液的涂料如弹性质感涂料，可在污染处理前

先进行 4h的紫外光照射，光源采用 UVA-340灯管，与 GB/T 9755-2014、JG/T172-2010

标准处理方法保持一致。 

2.2.4.6 与参比黑板的隔热温差 

与参比隔热温差是指在辐射光源的照射下，参比黑板与测试试板与背向光源一侧表

面温度的差值。本标准开发了氙灯老化箱与多通道自动测温仪组合的试验方法。原理

如下图所示： 

 

将参比黑板和样板并排置于氙灯老化箱体内，同时暴露于设定辐照度及温湿度的环

境中，参比黑板和样板背面设置多个温度传感器，由多通道测温仪对其温度进行实时

监测和记录，达到热平衡后，二者背面的温差即为与参比黑板的隔热温差。 

由于隔热温差试验受模拟辐射光源、环境温度、环境风速等条件影响很大，使用专

业的氙灯老化箱可更好地模拟太阳光、精准控制辐照强度、样板周围的环境温湿度，从

而保证测试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2.2.5 检验规则 

根据对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方式的变化，不再规定具体的出厂检验项目，修改为基

本性能所执行的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做到与相关产品标准协调统一。 

3.主要验证试验情况 

     标准起草组主要针对反射隔热性能的 5个项目太阳反射比、近红外反射比、半球

发射率、隔热温差、污染后太阳反射比保持率进行了试验验证工作，共征集到 12家企

垫块 

参比黑板 

样板 

氙灯老化箱体 

温度探头 

氙灯 

多通道测温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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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 148个样品，其中平涂样品 77个，质感型样品 68个（含水性多彩涂料 23个，质

感涂料 8 个，真石漆 37 个），根据征求意见稿设定的指标要求，平涂型样品总合格率

为 61%，质感型样品总合格率为 50%。 

试验具体结果及分析详细见验证试验报告。 

4  标准中所涉及的专利情况 

通过资料查询、网上征询和征求意见阶段的反馈意见，标准内容直至目前没发生

有关有关专利所属权的请求，故本标准不涉及相关专利与知识产权。 

5 行业调研、产业化情况、经济效益分析 

随着节约型社会的到来和地球温室效应的加重，具有反射太阳热能力和被动辐射制

冷的材料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一种简便易行、效果明显的节能材料，热反射隔热

涂料已成为研究和开发的热点。近几年热反射隔热涂料产品的应用得到进一步推广，

从早期的工业厂房、粮库、石化储罐等，逐步进入民用建筑、商业建筑屋面和墙面的应

用。我国反射隔热涂料发展的初期，只有部分中小企业从事热反射涂料生产和销售，随

着国家建筑节能政策的相继出台，知名的大型的涂料企业也逐渐看好反射隔热涂料的

发展前景，纷纷推出反射隔热产品推向建筑涂装市场，反射隔热涂料花色品种也从最

初单一的白色平涂涂料发展到装饰效果丰富的彩色质感涂料，国内大多数规模以上的

建筑涂料企业都有反射隔热涂料的生产，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而应用区

域主要集中在海南、广东、广西、江苏、浙江以及福建等区域。 

具有高太阳反射比和高发射率的屋面和外墙用涂料在夏季可以在强烈的太阳光下

保持清凉，减少从围护结构到建筑空间的热传递，起到显著的降温效果，从而降低夏季

空调能耗，同时还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有资料显示：涂装了热反射涂料的某粮库在

夏季库内温度下降了 5℃以上，在保证粮食贮藏温度标准的同时，减少通风、降温等设

备的电能的消耗；反射隔热涂料应用于四川西昌多个移动基站，每个基站平均日节电

8.5度，节能率达 20~30%，中国移动现有基站 20万个左右，每个基站年均电费约 2万

元，节电空间巨大。目前，在我国南方多省市，反射隔热涂料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类建

筑工程，在改善环境、节能降耗、减少碳排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取得了明显的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近红外反射比指标的设定参考了日本标准 JISK5675《屋面用高日光反射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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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两标准的对比见下表 2： 

                      表 2   JISK5675与本标准对比 

项    目 
本标准 JISK5675（LG 型） 

L*≤40 40＜L
*
≤80 80＜L

*
≤95 L

*
＞95 L

*
≤40 40﹤L

*
﹤80 L

*
≥80 

太阳光反射比
 
，≥ 0.30 L*

/100-0.15 0.83 报告实测值 

近红外反射比，≥ 0.45 L
*
值/100 0.80 0.85 0.40 L

*
值/100 0.80 

半球发射率
a
，≥ 0.85 ----- 

污染后太阳光反射比保持率，

≤ 
---- 85% 80% 

----- 

容器中状态 无硬块，搅拌后呈均匀状态 无硬块，搅拌后呈均匀状态 

表干时间 
23℃，≤ 2h 8h 

5℃，≤ ---- 24h 

涂膜外观 无异常 无异常 

耐冲击性 ---- 无裂纹 

镜面光泽(60°)，≤ ---- 70 

耐酸性 ---- 无异常 

耐碱性 无异常 无异常 

涂层耐温变 无异常 无异常 

对比率（白色和浅色），≥ 0.93 ----- 

耐洗刷性，≥ 2000次 ----- 

耐沾污性（白色和浅色），≤ 15% ----- 

透水性，≤ 0.6mL ----- 

附着力，≤ ----- 1 级 

人 工

气 候

老化 

老化时间 600h 600h 

外观 不起泡，不剥落，无裂纹 不起泡，不剥落，无裂纹 

粉化，≤ 1级，  1级 

变色 白色和浅色变色不大于2级，其他色商定 商定 

户 外

自 然

老化 

老化时间 

--- 

24 个月 

外观 不起泡，不剥落，无裂纹 

粉化，≤ 3 级 

变色 商定 

近红外反射比保持

率，≥ 

80% 

注：假定本标准技术要求中基本性能符合 GB/T 9755-201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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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标准附录B和附录C太阳光反射比和半球发射率的测试方法修改采用了美国

材料协会标准ASTM C1549和ASTM C1371。 

7  本标准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及相关标准（包括强制性标准）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符合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系列标准的要求，并与相关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规范协调一致。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尚未出现不能解决的重大分歧意见。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属建材推荐性产品标准。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待本标准发布后，建议由主编单位组织相关生产、检验、施工、设计等有关单位进

行宣贯。 

11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是对JC/T1040-2007《建筑外表面用热反射隔热涂料》的修订，本标准实施后，

取代JC/T1040-2007《建筑外表面用热反射隔热涂料》。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说明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