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soopat.com

注：本页蓝色字体部分可点击查询相关专利

SooPAT

一种防水透气材料
申请号：201410753312.X
申请日：2014-12-10

申请(专利权)人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 211188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科学园龙眠大道629号

发明(设计)人 程东祥

主分类号 B32B27/02(2006.01)I

分类号 B32B27/02(2006.01)I  B32B27/06(2006.01)I  B32B27/18(2006.01)I
B32B9/02(2006.01)I  B32B9/04(2006.01)I  B32B33/00(2006.01)I

公开(公告)号 104626691A

公开(公告)日 2015-05-20

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远大卓悦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11369

代理人 史霞

www.soopat.com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201410753312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SQR%3a(%e5%8d%97%e4%ba%ac%e4%ba%a4%e9%80%9a%e8%81%8c%e4%b8%9a%e6%8a%80%e6%9c%af%e5%ad%a6%e9%99%a2)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DZ%3a(211188+%e6%b1%9f%e8%8b%8f%e7%9c%81%e5%8d%97%e4%ba%ac%e5%b8%82%e6%b1%9f%e5%ae%81%e5%8c%ba%e7%a7%91%e5%ad%a6%e5%9b%ad%e9%be%99%e7%9c%a0%e5%a4%a7%e9%81%93629%e5%8f%b7)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MR%3a(%e7%a8%8b%e4%b8%9c%e7%a5%a5)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ZFLH%3a(B32B27%2f02(2006.01)I)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LH%3a(B32B27%2f02(2006.01)I)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LH%3a(B32B27%2f06(2006.01)I)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LH%3a(B32B27%2f18(2006.01)I)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LH%3a(B32B9%2f02(2006.01)I)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LH%3a(B32B9%2f04(2006.01)I)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FLH%3a(B32B33%2f00(2006.01)I)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GKH%3a(104626691A)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GKRQ%3a(2015-05-20)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ZLDLJG%3a(%e5%8c%97%e4%ba%ac%e8%bf%9c%e5%a4%a7%e5%8d%93%e6%82%a6%e7%9f%a5%e8%af%86%e4%ba%a7%e6%9d%83%e4%bb%a3%e7%90%86%e4%ba%8b%e5%8a%a1%e6%89%80(%e6%99%ae%e9%80%9a%e5%90%88%e4%bc%99)+11369)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DLR%3a(%e5%8f%b2%e9%9c%9e)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410753312.X

(22)申请日 2014.12.10

B32B 27/02(2006.01)

B32B 27/06(2006.01)

B32B 27/18(2006.01)

B32B 9/02(2006.01)

B32B 9/04(2006.01)

B32B 33/00(2006.01)

(71)申请人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 211188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科学园龙

眠大道 629 号

(72)发明人 程东祥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远大卓悦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 (普通合伙 ) 11369

代理人 史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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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水透气材料

(57) 摘要

本案公开了一种防水透气材料，它从上至下

依次设置有抗紫外涂层、耐高温涂层、第一无纺

布层、生物质颗粒层、第二无纺布层和阻燃层；其

中，抗紫外涂层中含有 20wt％的邻羟基苯甲酸苯

乙酯、30wt％的 2-(2’- 羟基 -5’- 甲基苯基 ) 苯

并三氮唑、10wt％的对甲基苯甲酸间苯二酚酯、

10wt％的环氧树脂和30wt％的多孔微球。本案通

过在最外层增设抗紫外层，解决了无纺布易老化

的问题；通过增设耐高温层和阻燃层，提高了产

品耐高温性能和阻燃性能，从而延长了产品的使

用寿命；引入环保的生物质能源作中间透气层，

不仅保证了产品防尘防潮透气的能力，还降低了

生产成本，并改善了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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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水透气材料，其特征在于，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抗紫外涂层、耐高温涂层、第

一无纺布层、生物质颗粒层、第二无纺布层和阻燃层；

其中，所述抗紫外涂层中含有 20wt％的邻羟基苯甲酸苯乙酯、30wt％的 2-(2’- 羟

基 -5’- 甲基苯基 )苯并三氮唑、10wt％的对甲基苯甲酸间苯二酚酯、10wt％的环氧树脂和

30wt％的多孔微球；

所述耐高温涂层中含有 5wt％的氧化钨、10wt％的氧化钼、20wt％的氧化锆、10wt％的

碳化硼、20wt％的氮化硅、10wt％的环氧树脂和 25wt％的多孔微球；

所述生物质颗粒层由含有 70 ～ 80wt％的生物质颗粒、15 ～ 25wt％的含多个羟基的低

聚物和 5wt％的对甲基苯磺酸钠经混合、压制成型制得；

所述阻燃层中含 20wt％的三聚氰胺氰尿酸盐、30wt％的间二苯酚双 ( 二苯磷酸酯 )、

10wt％的氢氧化铝、10wt％的聚氨酯树脂和 30wt％的多孔微球。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防水透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孔微球由氧化硅或氧化锆

制成，所述多孔微球的孔隙度为 40 ～ 50％，孔径为 10 ～ 15μ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水透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质颗粒层的厚度为0.5～

1.5mm，所述生物质颗粒通过将木质下脚料、木质废弃物和农作物秸秆经干燥、粉碎、混合、

干燥后获得。

4.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防水透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含多个羟基的低聚物的平均

分子量为 1000 ～ 2000。

5.如权利要求 4 所述的防水透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含多个羟基的低聚物为聚乙

二醇。

6.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防水透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抗紫外涂层的厚度为 15 ～

20μm。

7.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防水透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耐高温涂层的厚度为 10 ～

15μm。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水透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阻燃层的厚度为10～ 1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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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水透气材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材料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户外用的防水透气材料。

背景技术

[0002] 防水透气材料一般包括防水透气膜和防水透气板，它们均属于新型的高分子防水

材料，从制作工艺上讲，防水透气膜的技术要求比一般的防水材料要高的多，当然，从品质

上讲，防水透气膜也具备许多其他防水材料所不具备的功能性特点。防水透气材料主要用

于户外，多用于建筑、交通设施、户外照明、户外通信设备、太阳能设备等。

[0003] 防水透气材料的生产工艺多被国外公司所垄断，近年来，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厂家

开始生产这类材料，但各家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质量标准。目前，防水

透气材料多采用无纺布 + 透气高分子材料 + 无纺布这一结构模式，但纵观国内外所生产出

的防水透气材料，均存在以下问题：1) 无纺布多由聚丙烯酸酯 (PP) 制成，虽然该种材质的

无纺布也有其自身的优点，但该类无纺布强度低，耐久性差，不耐高温，在长期紫外照射下

十分容易老化；2) 透气高分子材料多采用聚四氟乙烯 (EPTFE)，尽管 EPTFE 在行业内享有

众多美誉，但在其生产过程中必须使用全氟辛酸铵(PFOA)作原料，而PFOA是一种强致癌物

质，易对处在生产一线的操作人员带来极大危害。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本案通过改进这类材料的结构，及改变构成这

些结构的材质，来实现以下目的：1) 产品耐用耐高温，抗紫外不老化；2) 生产过程全部不含

致癌物质及环境污染型物质；3) 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防水透气材料，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抗紫外涂层、耐高温涂层、第一无纺布

层、生物质颗粒层、第二无纺布层和阻燃层；

[0007] 其中，所述抗紫外涂层中含有 20wt％的邻羟基苯甲酸苯乙酯、30wt％的 2-(2’- 羟

基 -5’- 甲基苯基 )苯并三氮唑、10wt％的对甲基苯甲酸间苯二酚酯、10wt％的环氧树脂和

30wt％的多孔微球；

[0008] 所述耐高温涂层中含有 5wt％的氧化钨、10wt％的氧化钼、20wt％的氧化锆、

10wt％的碳化硼、20wt％的氮化硅、10wt％的环氧树脂和 25wt％的多孔微球；

[0009] 所述生物质颗粒层由含有 70 ～ 80wt％的生物质颗粒、15 ～ 25wt％的含多个羟基

的低聚物和 5wt％的对甲基苯磺酸钠经混合、压制成型制得；

[0010] 所述阻燃层中含 20wt％的三聚氰胺氰尿酸盐、30wt％的间二苯酚双 ( 二苯磷酸

酯 )、10wt％的氢氧化铝、10wt％的聚氨酯树脂和 30wt％的多孔微球。

[0011] 优选的是，所述的防水透气材料，所述多孔微球由氧化硅或氧化锆制成，所述多孔

微球的孔隙度为 40 ～ 50％，孔径为 10 ～ 15μm。

[0012] 优选的是，所述的防水透气材料，所述生物质颗粒层的厚度为 0.5 ～ 1.5mm，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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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颗粒通过将木质下脚料、木质废弃物和农作物秸秆经干燥、粉碎、混合、干燥后获得。

[0013] 优选的是，所述的防水透气材料，所述含多个羟基的低聚物的平均分子量为

1000 ～ 2000。

[0014] 优选的是，所述的防水透气材料，所述含多个羟基的低聚物为聚乙二醇。

[0015] 优选的是，所述的防水透气材料，所述抗紫外涂层的厚度为 15 ～ 20μm。

[0016] 优选的是，所述的防水透气材料，所述耐高温涂层的厚度为 10 ～ 15μm。

[0017] 优选的是，所述的防水透气材料，所述阻燃层的厚度为 10 ～ 15μm。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 在最外层增设抗紫外层，解决了无纺布易老化的问题；

2) 通过增设耐高温层和阻燃层，提高了产品耐高温性能和阻燃性能，从而延长了产品的使

用寿命；3) 在所有涂层中均匀混有多孔微球，不仅保证了涂层的基本功能，还可允许气流

穿过，并能阻断水滴的渗透；4) 引入环保的生物质能源作中间透气层，不仅保证了产品防

尘防潮透气的能力，还降低了生产成本，并改善了生产环境。

附图说明

[0019] 图 1为本发明所述的防水透气材料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书文

字能够据以实施。

[0021] 如图 1 所示，本案涉及一种防水透气材料，它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抗紫外涂层 1、

耐高温涂层 2、第一无纺布层 3、生物质颗粒层 4、第二无纺布层 5和阻燃层 6。

[0022] 其中，抗紫外涂层 1 中含有 20wt％的邻羟基苯甲酸苯乙酯、30wt％的 2-(2’- 羟

基 -5’- 甲基苯基 )苯并三氮唑、10wt％的对甲基苯甲酸间苯二酚酯、10wt％的环氧树脂和

30wt％的多孔微球；邻羟基苯甲酸苯乙酯、2-(2’- 羟基 -5’- 甲基苯基 ) 苯并三氮唑和对

甲基苯甲酸间苯二酚酯都是高效廉价环保的紫外线吸收剂，三种紫外线吸收剂的含量应严

格限制，通过大量实验发现，上述三者的配比能够得到最优的紫外线吸收率，为 99.2％，三

种紫外线吸收剂作为一个整体，彼此协同发挥着紫外吸收功能，能够吸收全波段的紫外线，

三者的结合比分别单独使用其中之一要更高效，吸收范围更广。若任意改变三者的配比，增

加或减少某个物质的含量，都将造成其整体紫外吸收率的降低，若只是微微改变，其整体紫

外吸收率还能维持在 95％～ 98％之间，若改变较大，其整体紫外吸收率将小于 90％，且可

吸收的波长范围也将变窄。抗紫外涂层1的厚度也应受到限制，厚度优选为15～20μm，若

其厚度 <15μm，则会降低其紫外吸收率及使用寿命；若其厚度 >20μm，则易导致产品透气

不畅，且增加了生产成本。

[0023] 耐高温涂层 2 中含有 5wt％的氧化钨、10wt％的氧化钼、20wt％的氧化锆、10wt％

的碳化硼、20wt％的氮化硅、10wt％的环氧树脂和 25wt％的多孔微球；氧化钨、氧化钼、氧

化锆、碳化硼和氮化硅都属于无机耐高温材料，导热系数大，自身熔点高，可耐至少 1000℃，

此外这些易被加工成纳米级颗粒，利于以物理混合的形式添加入涂布液，随后经涂布、烘干

后得到涂层。氧化钨、氧化钼、氧化锆、碳化硼和氮化硅的配比应受到限制，根据大量实验结

果得出，当采用上述配比时，其涂层耐高温性能最优最全面，不仅能耐受 1200℃，还具备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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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耐酸碱腐蚀性能，酸雾实验 24 小时，涂层不起泡不脱落，1200℃高温 2 小时，涂层不软

化不脱落，该结果已高于其户外实际应用要求。五种耐高温材料作为一个整体，彼此协同发

挥着耐高温作用，当改变五种材料的配比，增加或减少其中的某些材料含量时，其耐高温的

极限值将下降，当仅仅是微小的改变时，该极限值还可维持在 900 ～ 1000℃之间，当改变值

变大后，涂层的整体耐热极限值则小于 800℃。耐高温涂层 2的厚度应被限制，该厚度优选

为10～ 15μm，若厚度 <10μm，则影响其耐高温性能和防腐性能；若厚度>15μm，则影响产

品的透气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0024] 阻燃层6中含20wt％的三聚氰胺氰尿酸盐、30wt％的间二苯酚双(二苯磷酸酯)、

10wt％的氢氧化铝、10wt％的聚氨酯树脂和 30wt％的多孔微球。三聚氰胺氰尿酸盐、间二

苯酚双 ( 二苯磷酸酯 ) 和氢氧化铝都属于环保型阻燃添加剂，它们分别通过吸热和受热产

生惰性气体覆盖来实现阻燃，复合型的阻燃剂有利于实现多方位的阻燃，可应对各种户外

环境。三者阻燃剂的配比应被限制，通过实验发现，上述三者的配比能够获得最佳的阻燃效

果，达到 V-0 等级，10 秒自熄。三种阻燃剂作为一个整体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彼此间发挥着

协同作用，若改变这一配比、增加或是减少其中某个阻燃剂的含量，都将打破这一平衡，导

致其阻燃性能的下降，若配比的改变值偏离不大，则产品最终的测试只能达到12～13秒自

熄，或改变值较大时，最终的测试结果可使自熄时间 >20 秒。阻燃层 6 的厚度也应被限制，

该厚度优选为 10 ～ 15μm，若该厚度 <10μm，则会导致阻燃性能的下降及涂层使用寿命的

下降；若该厚度 >15μm，则会导致产品通气不畅，同时增加生产成本。

[0025] 在抗紫外涂层1、耐高温涂层2、和阻燃层6中均添加了多孔微球，它的作用是保证

这些涂层均具有透气功能，若没有这些多孔微球，涂层是密实的，它可以防水，但不能透气，

而当涂层中混入这么细小的纳米级的多孔微球后，它具备了透气功能，同时由于微球的孔

径小于水滴所能达到的最小直径(约为20～25μm)，所以水滴无法穿透涂层，但气态的“水

汽”和其他气体可以穿过。多孔微球优选由氧化硅或氧化锆制成，这种陶瓷类的材质化学

性质稳定，耐腐蚀耐高温，使用寿命极长，多孔微球的孔隙度应被限制，孔隙度优选为 40 ～

50％，若低于 40％，则影响其透气效率；若孔隙度高于 50％，则此类多孔微球的加工工艺复

杂，售价昂贵，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多孔微球的孔径也应被限制，其优选为10～15μm，若

多孔微球的孔径 <10μm，则降低透气效率，若孔径 >15μm，则易导致水滴的穿透。

[0026] 在涂层中所用的环氧树脂和聚氨酯树脂均既是各类添加剂的载体，又具有粘结剂

功能，同时还对紫外线有优异的耐受能力。无纺布的选择不受限制，它属现有技术，其本身

就具有一定的防潮防水透气功能，本案在此不再赘述。

[0027] 生物质能源是一类清洁环保廉价的新能源，它是将废物再利用，具有极高的经济

价值。生物质颗粒层 4由含有 70 ～ 80wt％的生物质颗粒、15 ～ 25wt％的含多个羟基的低

聚物和 5wt％的对甲基苯磺酸钠经混合、压制成型制得；其中，生物质颗粒通过将木质下脚

料、木质废弃物和农作物秸秆经干燥、粉碎、混合、干燥后获得。压实后的生物质颗粒由于具

备木质的特性，具有相对疏松的孔隙，可允许气体的穿过。含多个羟基的低聚物优选为聚乙

二醇，其平均分子量优选为 1000 ～ 2000。聚乙二醇是一种优异的高分子透气材料，同时低

分子量的聚乙二醇还可作为粘结剂混于生物质颗粒之间，用于提高生物质颗粒层 4 的结构

稳定性。添加的对甲基苯磺酸钠是一种亲水化合物，它通过提供亲水基团来实现气态水分

子的转移，以达到透“汽”目的。生物质颗粒层 4中的配比应被限制，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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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配比下生物质颗粒层 4 的透气效果最优，其透气量为 1700g/ 平方 /24 小时，若改变这一

配比，透气量将有所下降，大概介于1000～ 1500g/平方 /24小时。因此，生物质颗粒、聚乙

二醇和对甲基苯磺酸钠是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发挥作用的，若单独提高生物质颗粒的含量，

则该层的结构稳定性降低；若单独提高聚乙二醇的含量，则透气量又将下降。此外，生物质

颗粒层 4 的厚度应被限制，该厚度优选为 0.5 ～ 1.5mm，若厚度小于 0.5mm，则厚度太薄，结

构牢固性差，使用寿命短；若厚度大于 1.5mm，则会影响气体的穿透速度和效率，同时增加

生产成本。聚乙二醇的平均分子量也应被限制，若平均分子量小于1000，则聚乙二醇粘度过

低，粘性差，无法保证生物质颗粒层4的结构稳定性；若平均分子量大于2000，则粘度过大，

聚乙二醇易局部固化，密度升高，同时还会影响生物质颗粒的透气性。

[0028]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列

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地

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限

于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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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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