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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观点

疫情过后抗菌建材是否会受到市场
追捧？企业如何做？这是近期很多建材
人思考的问题。仁者见仁，在此笔者提
出个人的一点不成熟思考，与大家共同
探讨。

抗菌建材发展历程

什么是抗菌建材呢？就是具有能够
杀灭或抑制环境中细菌、霉菌等微生物
生长和繁殖的建材制品。也就是当建材
产品使用过程中，如墙面的涂料漆膜、
陶瓷砖、玻璃等，对落在表面的环境空
间中的细菌微生物有杀灭或抑制生长作
用，而不是涂料、木板等在储存过程中
的防霉防腐。

国际上最早提出并开发抗菌建材的
国家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TO-
TO和INAX两大建筑陶瓷公司先后推出
了光催化抗菌陶瓷和含银抗菌陶瓷。我
国紧跟其后，1992年中国建筑材料科学
研究总院留日老博士金宗哲教授 （我的
老师） 指导学生开始了无机抗菌材料及
抗菌建材的研究，第一项技术成果就是
纳米氧化钛光催化镀膜抗菌材料，应用
制备了光催化镀膜抗菌陶瓷和抗菌玻
璃，随后陆续开发了矿物载银无机抗菌
材料、含银抗菌陶瓷、抗菌涂料、抗菌
木质板材等，先后与苏州立邦、佛山金
意陶、北新建材等多家企业合作推出各
种抗菌建材产品。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1998年
向国家发改委申请，2002年完成并出台
了国内外第一个抗菌建材的行业标准JC/
T897—2002《抗菌陶瓷制品抗菌性能》，
随后 JC/T939—2004 《建筑用抗细菌塑
料管抗细菌性能》、JC/T1054—2007《镀
膜抗菌玻璃》、HG/T3950—2007 《抗菌
涂料》、GB/T21866—2008《抗菌涂料抗
细菌性能评价方法》、JC/T2039—2010

《抗菌防霉木质装饰板》等抗菌建材国家
和行业标准陆续制定出台，这些标准的
推出也标志着抗菌建材作为一类功能型
建材得到行业和市场的认可，抗菌建材
可以实现产业规模而进入人们的视野。

抗菌建材发展过程中的技术难点

虽然人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
研发抗菌建材，但此类建材给多数人的

感觉是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已做抗菌
功能产品的企业反馈由此带来的收益并
不显著，原因何在？从技术角度我认为
有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是材料技术对产品抗菌功能
性支持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建材产品如
陶瓷砖、卫生洁具、搪瓷、玻璃等制作
过程都要经过600℃以上高温烧制，塑料
制品多数也要经过 200℃左右的制备温
度，因此可耐高温的、可形成薄膜的无
机抗菌材料更适用于建材制品，即使是
不需要高温制备的涂料类产品应用无机
抗菌材料实现漆膜抗菌更符合现代环保
要求。而无机抗菌材料大致分两类，一
类是光催化型。光催化抗菌材料不足之
处首先其光催化活性氧存在时间较短，
其次光催化材料需要光照而发挥作用。
为了提高效率会使用如金属掺杂等方
法，在制品上应用的主要方式是表面镀
膜，而金属离子掺杂特别是很多使用银
离子掺杂的光催化镀膜易形成花膜，成
品合格率低；另一类是银系无机抗菌材
料，含有银离子，其化学性质活泼，易
转变成棕色的氧化银，或经紫外光催化
还原成黑色的单质银。变色后不仅降低
了抗菌性，而且影响产品的外观质量及
应用，若是纯纳米银材料又因成本较高
很难在建材产品中大量应用。高效抗菌
又能适应各类建材制品的制备工艺，与
制品有很好的融合性的无机抗菌材料技
术还是影响抗菌建材技术及发展的一个
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没有直观快速评
价技术限制了抗菌建材产品的发展。细
菌微生物一般是肉眼难见，产品是否抗
菌防霉需要在专业实验室依据现行标准
进行3~28天的微生物实验，以实验报告
的形式向消费者展示抗菌效率、防霉等
级。而从产品外观很难看出与非抗菌产
品有什么差别，即使是可看出明显抗菌
镀膜的产品也不能在消费者选择时快速
展示抗菌功能性，这样在实际产品推广
中缺少有效说明手段，对消费者决策的
影响力就折扣很大。而如净化有害气
体、调湿等环保功能性，可以在 10~20
分钟之内利用净化甲醛对比仓演示小实
验、喷水小实验等直观快速展示产品的
功能性，对于更易相信眼见为实的消费
者，现场直观演示是非常重要的推广手
段。如何现场直观快速演示抗菌性能，

是抗菌建材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抗菌建材发展遇到的市场问题

一直以来抗菌建材并没有很好的市
场发展，我认为有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我国经济活动中的诚信度亟待
提高。现阶段抗菌功能性无法直观快捷
向消费者展示，国内外都如此，而日本
是抗菌制品开发最好的国家，小到一个
快餐盒中的塑料衬垫有抗菌标志，大到
几万人民币的高档卫生洁具都标有抗菌
标志。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成立的抗菌
制品协会为通过产品抗菌认证的企业发
放抗菌标识，企业诚信经营、协会严格
认证、消费者有信心，这样就进入良性
循环。我国虽然对比十多年前的市场诚
信要提高了很多，市场诚信制度已初步
建立，企业已逐渐把产品品质和品牌口
碑放到重要位置，我国2000年后也成立
了抗菌制品协会，对抗菌制品规范管
理、技术推动等做了大量工作，但长期
形成的固有观念还是会对看不见摸不着
的抗菌功能性产品选购有影响。

二是建材产品的市场性质决定抗菌
功能性不会被过多关注。抗菌制品很
多，抗菌纺织品、抗菌冰箱、抗菌洗衣
机、除菌空调等，很多日用品都增加抗
菌功能，这些产品并未因不能直观显现
功能性而市场销售不好，各品牌都争相

将产品增加抗菌功能性。这就和产品的
市场性质相关了，日用品与人们生活息
息相关，有直接贴身的纺织品、有储存
食品的电器等，产品直接面向C端消费
者，一次性购买量少、资金占比少，个
人喜好直接决定是否购买。而建材产品
一般面向工程和C端消费者两方面，工
程需求一般和设计、选材、材料造价等
紧密相关，产品是否具有抗菌功能很多
时候不是工程用材考虑重点；直接面对
消费者，一般家庭装修选材，所选材料
一用就是几年，且量大占资金大，一般
家庭成员多人精选，更多考虑材质、外
观、使用性能、环保性等，往往初衷考
虑健康环保，而到最后选择的是外观和
经济性。

三是抗菌功能性评价实验室不易建
立挫伤企业积极性。企业要做好产品需要
有相应的检测手段随时跟上，而抗菌性能
检测需要专业实验室，涉及微生物的储
存、培养等，不仅建立一个抗菌防霉实验
室耗资较多，而且后续的维护费用也很
高，需要专门的实验人员，也需要有大量
的实验以不浪费菌种的储存。因此一般建
材企业难以建立这样的实验室，也不建议
建立。企业从研发到后期产品推出正常生
产，抗菌检测需送样到专业实验室，检测
周期长、检测费用高，各实验室间的检测
手段和结果还会有差异，这些都会挫伤企
业开发抗菌功能产品的积极性。

抗菌建材未来发展的思考

首先我认为企业增加研发抗菌功能
产品没有问题。2003年非典后就掀起了
抗菌制品的开发高潮，抗菌电器、抗菌
纺织品都是从那时开始兴起的，抗菌陶
瓷、抗菌涂料、抗菌板材等抗菌建材也
是在那个时期进行产品开发、标准建立
而发展起来的。抗菌电器、抗菌纺织品
等日用品市场发展好，很多产品的抗菌
功能已成为标配，如冰箱、洗衣机、空
调，各大品牌几乎都有抗菌功能型产
品。随着人们对抗击有害微生物意识增
强、市场需求以及诚信度的提升，建材
产品增加抗菌功能性也可能会成为品牌
产品的标配。

第二我认为并不是所有建材、企业
中所有产品都要增加抗菌功能性。暴露
在环境表面的建材产品，如涂料壁材、
板材、瓷砖、卫浴、玻璃、厨面人造石
等可以增加抗菌防霉功能，还有特别注
意的是玻璃胶、瓷砖胶等辅材应用在厨
卫、边角等地方最易滋生细菌霉菌，是
最应该增加抗菌防霉功能的。另外企业
针对有需求的消费者以及医院、学校、
食品车间等特殊工程可提供抗菌功能型
产品，并不是所有工程都需要抗菌产品。

第三我认为选择合适的抗菌材料及

抗菌处理工艺是抗菌建材长久发展的保
证。前面提到应用在抗菌建材上的无机
抗菌材料类型和目前的技术问题，目前
也有抗菌抗病毒材料研发出来，不同的
建材产品使用哪些抗菌防霉材料更有效
更适用，都需要研究和专业指导。如耐
高温粉体抗菌材料适用于陶瓷、搪瓷
中，但加到人造石板成本增加太多就不
适用，一些无机板材可以使用液态抗菌
材料实现抗菌功能等等需要做详细调
研。要做出好的抗菌建材产品，企业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踏实耐心做好技
术研发工作，把产品功能性坐实，而不
是应市场形势短期炒作。

第四我认为有效的抗菌功能性展示
研发才能助力抗菌建材的市场推广。打
着净化甲醛、调湿等健康功能性的硅藻
泥、贝壳粉壁材之所以能被市场所接
受，就是净化甲醛、吸放湿这些功能性
能够用小实验直观看到效果。因此科研
机构、企业技术部门可以研发抗菌功能
性展示的方法，可能会更有利于抗菌制
品的市场推广。

总之，抗菌建材不是现在才开始研
发的一类功能产品，有技术基础，有市
场需求，未来发展如何不好预判，但从
业者、开发者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专
注心、真诚心，为社会为大众做增进健
康的好产品，这就是未来。

疫情过后，抗菌建材会否成为“香饽饽”
□中国建材联合会生态环境建材分会秘书长 王 静

2019 年 9 月，由科达承建的江西罗
斯福陶瓷智能大板生产线投产；2019年
12月，配备力泰品牌智能喷雾塔、自动
化原料制备系统、智能化宽体辊道窑以
及四层自循环干燥和釉线等设备的蒙娜
丽莎广西藤县基地首期生产线点火；今
年3月，科达承建的广西协进智能整线2
号窑点火；4月，江西太阳企业集团新瑞
景陶瓷绿色智能陶瓷大板生产线点火
……

多年来，被陶瓷行业津津乐道的建
陶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在人工成本剧
增、招工难、环保政策日趋严苛的倒逼
下，与生产技术、设备工艺不断进步的
推动下，正逐步变为现实。然而，我国
建陶产业最先进水平是否已经达到智能
化生产，仍是行业内一个颇具争议性的
话题。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真正的智能
化核心不在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劳动
强度的降低，而应该是实现柔性化、智
能化生产，即根据消费者的个性需求通
过 MES （生产执行系统） 做到与生产、
销售、服务一体化。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国建陶行业离真正的智能制造还有一
段距离。

原料车间自动化程度还很低

“陶瓷厂现在各个环节的单机设备基
本都是自动化装备了，但现在整个陶瓷
生产线各个设备之间的连接还有很多问
题，靠很多人为干预才能保证生产线的
正常运行。”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仓储物流研发部总监李庆民认为，

“目前我国建陶生产仍未实现高度的自动
化。”这一观点也与不少业内人士相一
致。

较为明显的是，自动包装设备已经
被行业广泛应用，但在专业从事自动包
装机的广东赛因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叶金伟看来，在瓷砖包装环节，
我国建陶行业严格上说离全自动还有一
步之遥。“全自动应该是编好运行程序，
人的参与仅是操作界面指令。但现在国
内最先进的自动包装线，纸箱还是需要
人工放置，转换包装规格也需要人工调
试。”不过叶金伟坦言，造成我国建陶生
产自动包装线未能实现高度自动化的原
因，并非设备和技术不支持，而是我国
瓷砖大产量、包装多样化等客观因素造
成的。

相比之下，瓷砖生产的首个车间
——原料车间，被普遍认为是目前自动
化水平最低的一个环节。

“要实现整线自动化，首先要解决原
料车间的自动化，自动化没全面实现，

何谈智能化？”恒力泰原料装备总工程师
陆志勇提出：建筑陶瓷生产的智能化关
键看原料车间的智能化，原料车间的智
能化关键在于球磨制浆的自动化。以600
吨的粉料产量为例，采用间歇球磨机
时，光球磨一个工序单班就要 5~6 个
人，加料、加水、加添加剂、放浆等环
节都要依赖人力。

为推进原料车间的自动化，原料装
备企业在早些年就研发出了连续球磨制
浆系统，工艺和技术在近几年已发展成
熟，实现了从入料到出浆的全自动化，2
个人可同时管理 2 条连续球磨制浆生产
线，且产量、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能
耗大幅降低。

按理说，单一或配方种类少的大规
模生产是我国建陶企业最大的特点，同
时也是最能充分发挥连续球磨制浆优势
的前提，因此连续球磨制浆系统应该能
快速铺开，但事实上，目前普及率却十
分低。

“连续球磨机发展比较早，但工艺、
技术和配套直到近几年才算发展成熟，
目前全国真正意义上的连续球磨生产线
（直接入料）也就十余条，而且一般都是
新建或扩建的生产线才会使用。”陆志勇
介绍，除了陶瓷企业考虑到系统运行稳
定性的问题外，中国原料差异大、非标
准化是制约连续球磨制浆系统发展的主
要因素。

不过陆志勇也相信，随着原料预处
理 （破碎、化浆） 装备的进步、发展，
连续球磨制浆系统也将被推进，原料车
间的高度自动化必将得到普及。

业内普遍认为，目前建陶企业生产
过程中，从压机压制到抛光被认为是实
现了较高程度自动化的环节，基本不需
要人为干预，同时各个环节间也实现了

自动连接。“我们单机设备效率比意大利
高，但同时在设备运行时使用的人员也
多，是因为效率高所以需要的人员也多
吗？不是！而且没有一套像意大利那样
的柔性化生产系统的支撑。为此，我们
正在做适合中国国情的储坯、储砖、缓
存等系统研究，努力实现无人化或少人
化的整线连续自动化生产的效果。”李庆
民介绍，与意大利采用柔性生产系统不
同，事实上我国已研发出更适合中国国
情的储运系统，通过缓冲的方式解决柔
性调度的问题，目前国内已有上百条生
产线采用这一模式。

数据化正在实现，智能化已具雏形

在诸多业内人士看来，在设备技术
上，我国建陶产业实现全自动化并非难
事，但囿于国情，仍需一定的时间。在
自动化往智能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数
据化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通
过数据化管控，目前已有不少单机环节
可以实现初级智能化。

据了解，由科达承建的广西协进两
条智能整线以及江西罗斯福陶瓷大板整
线，均采用了科达研发的陶瓷工厂智能
管控系统，该系统通过实时的数据采集，
实行了生产的过程管理。

“以前设备都是独立的，陶瓷厂的数
据采集都是人工抄表、统计和分析，现在
通过系统采集，管理层可以对实时生产过
程的真实状态更为了解，综合运用这些数
据有的放矢去管控和提升生产。”李庆民
介绍，管控一体化是实现智能化的基础。

“我们现在通过中控系统，对关键点
实施可视化管理，通过物料、设备、生
产等数据的自动在线实时采集与分析，
才能实现生产管理的最优化。”陆志勇认
为，通过真实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可以

把原来的经验转化成模式，从而实现稳
定性生产，这是智能化首要解决的问题。

数据化的自动采集与应用，已经促
使某些单一节点实现初步的智能化，尤
其是窑炉烧制环节。“窑炉现在的单机智
能化程度是比较高的，一个是数据的自
动采集基础，分析问题，另一个现在可
以根据设备运行情况通过中控系统自动
调整作业模式，包括频率的大小、压排
气的大小。”恒力泰研发中心工程师霍志
恒介绍，目前压机配置可以实现不用人
工干预，且生产的稳定性更强。

类似压机的智能化程度，李庆民认
为，中国已经有能力实现整个生产线上
各个核心设备的智能化。

智能化不是做不到，而是时机未到

受访者皆认为，无论是全自动化还
是更高层级的智能化，并非设备商或者
陶瓷厂所能完全左右，同时还受我国社
会的制造业现状和消费者需求制约。

“就像现在的包装机，做成全自动
的，通过界面指令转换包装规格不是难
事，但投入是现在的数倍，而且现阶段
我国陶瓷厂产品转换规格也并不频繁，
因此不急迫改变。”在叶金伟看来，我国
建陶行业正处于往全自动方向完善的过
程中。

“陶瓷仓储的智能化是陶瓷企业智能
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现在行业已有借
助外来力量实现了真正的智能仓储的案
例，这一模式虽然先进，但投入太大，
并不适合一般的陶瓷厂。”李庆民认为，
我国瓷砖属于少品种大批量的产品。对
于陶瓷厂来说，立体仓储迫切需解决的
是企业用地的问题。因此科达开发的高
密度智能仓储系统，采用智能行吊加
AGV （自动导引车） 的新仓储模式，更
加符合我国陶瓷的实际需求。“通过销售
订单确定生产某一产品后，生产线从原
料的处理到产品分级包装，再到仓库管
理等，整线生产的每个环节都自动运行
并调整到最佳状态的生产线，我们都称
之为智能整线。”李庆民进一步指出，工
业4.0概念的核心是柔性化生产，我国陶
瓷企业与设备制造企业近年来不断进行
研究探索，已有了长足进展，进一步提
出更加合理、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将是
我国陶瓷企业柔性化生产的关键所在。

尽管众多行业人士认为，目前我国
建陶行业离真正的工业 4.0、中国智造
2025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但在上游
技术装备和陶瓷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
国建陶行业已正确地走在了自动化、智
能化发展的路上。

陶瓷行业如何真正走向“智能化”
□杨李生

当前，随着5G时代的到来，电子通信、人工智能、家居家
装等各行业将迎来全面创新联动。在未来，“传统”家居的帽子
将会被摘掉，走在科技研发新道路中势在必行，科技作为推动
数字经济发展中坚力量的地位将更加凸显，成为家居产业转型
升级的核心引擎。“一键、一店、一码、可视化、国货潮”或将
引领家居行业的融合与裂变。

一键：5G+AI。智能家居正流行，智慧家庭成趋势

2019年被誉为是中国的5G商用元年，推动互联网5G速度的
传达，衍生科技AI方式的不同，衣食住行样样精通，然而在新的
一年中，科技在家居行业中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

一键，或就是家的所有。不管你身在何处何时何地，一键
就能操作“家”的全部。2019年黑科技在各行各业的加持与发
酵，VR体验技术、AI人工智能、网络技术带来传统的消费模
式、产品、渠道的变革，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的5G将在全
国建立 100 万个基站，5G 技术与智能家居的结合，必定会在
2020年实现一次质的飞跃。

移动手机商如华为、小米等手机品牌进军家居界，智能家
居服务App层出不穷、惊喜不断。全屋定制家居到空间定制再
到生活方式定制乃是家居行业不断突破的边界，华为、小米等
品牌在家居界研发的黑科技将会击破智能化各点位的信息孤
岛，随着产品整合、渠道整合，整个智能硬件的设备会承载信
息交流、消费服务，把生活中的很多场景有机的整合起来。当
智能家居理念如血肉一样，融入各筋骨脉络时，将会汇聚成真
正的智慧家庭。

一店：家居卖场跨界融合、内容多元，生活集成时代来临

2019年是传统家居卖场发展欢笑与泪水并存的一年，居然
之家成功上市，多家卖场扩张延期。居然之家是餐饮、儿童娱
乐、培训、购物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运动萌兽”的绝妙体验
让家居生活非同一般。

在未来，跨界融合和消费娱乐化、体验化是未来商业发展
的重要趋势，融合“吃穿住行”“娱教医养”为一体的大型商业
综合体将成为实体零售商业的主流。到2020年，1亿消费者将
通过AR线下和线上的方式进行购物体验，46%的零售商计划部
署AR或VR解决方案以满足消费者对服务体验的要求，3D日
渐成为新的商品展示方式。线下一店的群体覆盖、高频次消费
业态也是家居卖场是从“大家居”向“大消费”融合的生活集成时代，“生活·
家”来啦。

智能消费圈。一店简单家具不再有，多彩生活方式安排上。家具卖场、生活
超市、餐饮娱乐、美妆饰品可以无限有，众多交集的化学反应，诞生出更多基于
云的线上与线下的服务，这是阶段性的成果，也预示着未来的多元化交互时代。
智能服务正在通过不同的交集面，通过不同的场景方式服务于消费者，将曾经较
为碎片化的场景，通过人每天不同的生活纬度空间，构筑广泛的场景矩阵。

一码：家居企业入驻微信小程序，微信在手，码到所有

2019年的微信是百变的一年，推出了最流行的表情包，细分类朋友“聊天、
朋友圈、微信运动与仅聊天”，集合衣食住行各个软件化为小程序，付款更是一品
归一码。

微信小程序在2017年1月9日凌晨正式上线，发展至今从单一的游戏小程序
再到多元生活小程序，不仅丰富人们生活，更加节约人们探索好东西的时间。“90
后”是微信首批年轻使用者，2020年也是首批“90后”步入30岁的时间，上赡父
母下育子女的责任落在他们肩上，微信也将成为这三代人情感沟通的重要平台。
微信目前具备的流量可以等同于国内网民数量，在目前流量获取成本高昂的环境
下，与其花费巨资购买流量，不如把这部分的时间精力放在转化微信自有流量上
面。随着微信小程序在人们生活中愈加日常化，已成为微信生态内的红利聚集
地、获客、裂变、复购，它轻量化、碎片化、模式简单化，覆盖消费人群广而
全，这也是家居企业与多类别产品驻入微信小程序的趋势，成为超多资源聚合的

“社会·群”。

可视化：网红带货非主流，vlog体验才是传播正统

2019年，视频直播卖货成为众多商家首选的营销方法，也成为当下商业环境
中商业营销走向社交化、内容化、娱乐化的趋势。李佳琦的“OMG”推荐不只是
推荐好物，而是亲身体验之后的表现，消费者也是因为李佳琦体验后的购买。

新零售落地巨头家居卖场、芝华士“双十一”预售同时登上李佳琦、薇娅直
播间、阿里发布家装类UGC社区躺平等，“联网”以后家居行业发展迅猛。淘宝
是 All，抖音是 Show，快手是 Live，都是自己向消费者、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平
台。小红书被定义成生活方式平台，在明年会以直播+笔记、直播货架、直播商
品页等电商直播形式出现，拼多多直播也席卷而来。

2020年在可视化的视频平台中的新晋者将让人眼前一亮，微信正在内测的新
能力是一个全新的短内容创作平台，为全新短内容创作提供更加便捷短视频平
台。可视化的视频、直播从而带来全域流量，可见vlog体验才是传播正统的最好
体现。

国货潮：一股文化思潮涌现，一场“宫变”衍生

我们与时俱进，在科技网络时代高速发展中，人们的生活需求发生了改变，
在快节奏中生活的同时，也会“慢”品文化。

“国货潮”品将是故宫周边最主要的产品，小到手机壳、充电器、朝珠耳机、
U 盘、笔记本，大到恒洁卫浴、左右沙发、AUPU 奥普、新中式空间“锦绣东
方”等新国货家居。相信在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居企业扑向“国货潮”。

家居行业在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可能，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跨界融合，最终都会
进入大整合时代。企业做好自己，市场引领风向，美好的未来将不是梦。(今日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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