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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醛 人 造 木 板 专 利 技 术 对 木 地 板 、家 具 及 装 饰 板 环 保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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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鉴于室内环保需求开始升级，传统装饰板甲醛释放难题急需攻克，为增进装饰板环保实用的

功用，把目光聚焦在无醛人造木板专利技术研究上，经由创新多元复合生物基胶粘剂、引进智能化生

产工艺，结合诸如纳米增强、功能集成等技术手段，实现装饰板无醛生产及资源循环利用，装饰板甲

醛释放量逼近零值，静曲强度明显上扬，兼具调温与抗菌等诸多功能，该研究带动装饰板行业开展绿

色转型工作，为建筑装饰提供环保属性与高性能兼备的材料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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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ight of the escalating demand for indo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e challenge of formaldehyde 

emission from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nels urgently needs to be addressed. To enhance the practical and 

eco-friendly functions of decorative panels，the focus is placed on researching patented aldehyde-free 

engineered wood panels. By innovating with diverse composite bio-based adhesives and introducing intelligent 

production processes，combined with techniques such as nanoreinforcement and functional integration，this 

research achieves aldehyde-free production and resource recycling of decorative panels. The formaldehyde 

emission from these panels approaches zero，and their static bending strength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se panels 

also possess temperature regulation and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among others. This study promotes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the decorative panel industry，providing a solution that offers both environmental attributes 

and high performance for building decoration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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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因“双碳”目标和健康人居理念的驱动，行业焦点聚焦于

室内装饰材料的环保与性能升级，传统装饰板因存在甲醛释放

与功能单一性，难以贴合现代建筑装饰所需。无醛人造板专利

技术通过创新实现突破：一方面以胶粘剂革新与智能化工艺改

进构建绿色化生产格局；另一方面借助纳米增强、功能集成等

前沿技术突破产品性能边界，其不仅处理好了环保的痛点，还

赋予装饰板诸如调温、抗菌等多样功能，为建筑装饰范畴带来

颠覆性的转变，成为带动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推力。 

1 核心技术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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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胶粘剂创新 

源于无醛人造木板专利技术的胶粘剂创新，把生物基材料

与新型树脂体系当作核心，更新环保建材生产的标准体系，大

豆蛋白胶以蛋白质分子中活性基团与木材羟基的化学键合反

应为途径，搭建高强度的胶合连接结构，在德尔地板实现产业

化应用期间，完成从原料到成品的零甲醛添加化产出，甲醛释

放量近乎为零。采用纳米级复合改性技术来处理玉米淀粉胶，

将聚乙烯醇增黏特性、面粉填充功能与多异氰酸酯预聚体增强

作用做有机结合，制备的无醛胶粘剂达成板材内结合强度

1.2MPa，适配Ⅱ类板力学性能要求，普遍应用于装饰贴面板制

作，在装饰板实施饰面工作期间，通过分子设计构建互穿网络

结构的聚氨酯与丙烯酸无醛树脂，优化交联密度及玻璃化转变

温度，确保浸渍纸贴面过程中无甲醛释放。 

1.2 工艺改进技术 

工艺改进技术被纳入无醛人造木板专利体系，依靠优化生

产流程与参数达成，全面增强产品的环保特性，胶黏剂的精密

施加技术瞄准无醛纤维板生产痛点，实现胶量精准管理与均匀

分布态势，于减少原料浪费的当下，增强板材结构的稳定水平，

降低因胶量不均匀状况导致的质量潜在威胁
[1]
。酶预处理技术

借助果胶酶实现对木材纤维的改性，增强木材的渗透性，一边

降低游离甲醛的含量，极大提升板材弹性模量、静曲强度等力

学指标水平，精准把控热压工艺的参数，如借助响应面实验找

出施胶量、压力、温度与时间的最适配比，在保障板材质量之

际缩短生产时长，提高能源的运用效率，这些工艺改进技术驱

动生产的升级，带动木地板、家具及装饰板制造往绿色、高效

方向前行，支持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既定目标。 

2 木地板性能提升 

2.1 降低甲醛量 

在胶粘剂创新这一范畴内，生物基胶粘剂如大豆蛋白胶、

玉米淀粉胶等，依托天然材料制成，摒弃掉传统的含醛胶粘剂，

达成生产阶段零甲醛添加，大豆蛋白胶而言，其借助蛋白分子

与木材羟基的化学键合作用，在维持胶合强度的阶段，从根本

上杜绝甲醛生成的可能；经复合改性处理后的玉米淀粉胶，构

建环保型的胶粘剂体系，其产出的人造板达到Ⅱ类板的相关标

准，应用到木地板制造中显著降低甲醛释放的风险。处于工艺

革新的范畴，凭借胶黏剂精密施加技术，无醛胶粘剂可精准、

均匀地分布，防止因胶量过大引发潜在的化学物质残留现象，

酶预处理技术把木材结构优化了，带动内部潜在甲醛成分高效

排出，让最终产品甲醛含量实现进一步降低，这些技术彼此配

合产生效应，让采用无醛人造木板专利技术加工的木地板，甲

醛释放量大幅低于国家既定标准，部分产品甚至步入无醛级

别，为营造健康安全的室内居住天地提供可靠后盾，切合绿色

发展理念所规定的环保建材核心要求。 

2.2 增强稳定性 

针对生产工艺的改进而言，精密的胶黏剂施加技术实现胶

量精准调控与均匀铺展，实现木材纤维和胶粘剂充分又均匀地

相结合，显著增强木地板各组成部分的内聚力，此均匀特性的

胶合作用效果，使木地板在面对环境温湿度的波动时，可维持

尺寸的稳定性，降低变形、翘曲等问题出现的频次，精准调控

热压工艺参数同样起到关键作用，运用响应面实验等科学举

措，抉择施胶量、压力、温度及时间的最优组合，在保障板材

质量可靠之际，推进木材内部结构的优化
[2]
。恰当设置热压的

温度与时长，可让木材纤维跟胶粘剂充分渗合，形成坚实的结

合架构；恰当压力的精准把控，有利于去除内部应力，再进一

步提升木地板稳定性，酶预处理技术在改良木材渗透性的当

口，优化木材纤维的物理及化学性质，提高木材自身结构的强

度水平，这些技术的合作运用，让采用无醛人造木板专利技术

打造的木地板，不仅有着超群的环保品质，在稳定性及耐用性

上迈上新台阶，回应现代建筑装饰对高品质、长寿命建材的诉

求，推动木地板行业朝着绿色、高性能方向转型升级。 

3 家具性能优化 

3.1 提升环保性 

在胶粘剂技术革新领域突破传统化学合成局限，以生物质

基胶粘剂构建全新环保体系，大豆蛋白胶经蛋白质分子改性与

交联技术处理，在分子层面增强和木材纤维的结合力，用于某

品牌儿童家具生产时，检测显示甲醛释放量低于 0.03mg/m³（国

标 E1 级标准为≤0.124mg/m³），远超国标 E1 级标准要求，

玉米淀粉胶运用纳米级复合改性工艺，引入纳米纤维素增强材

料，赋予胶黏剂高强度粘结性能，其生产的家具板材内结合强

度达 1.2MPa，在湿热环境下也能保持零甲醛释放特性。生产工

艺智能化升级进一步强化环保优势，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胶黏剂

智能施加系统，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木材湿度、密度等参数，

动态调整施胶量与涂布路径，大幅提高胶黏剂利用率，避免过

量施胶造成的潜在污染。热压环节采用微波辅助加热技术，促

使板材内部受热均匀，有效降低因局部高温引发化学物质分解

的风险。 

3.2 丰富功能性 

在基础力学性能强化领域，利用生物酶定向改性技术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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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半纤维素结构，提升板材弹性模量与抗压强度，增强家具

承重性能，使其可承受更大荷载且不易变形。通过纳米二氧化

硅填充技术优化板材内部结构，提升耐磨性，满足家庭、办公

等高频使用需求，延长家具使用寿命
[3]
。在耐候性优化方面，

运用有机-无机杂化涂层技术在板材表面形成疏水抗氧化复合

防护层，隔绝水分与氧气，降低高湿度、光照环境下的老化速

度，使家具适用于浴室、阳台及户外等场景，拓宽应用范围。

在功能创新层面，集成化技术应用赋予家具智能化与健康化属

性，将光触媒纳米粒子负载于板材表面，开发出自清洁与空气

净化功能的新型家具。光触媒在光照下催化分解空气中甲醛、

苯等有害气体及表面污渍，净化室内空气并保持表面洁净，结

合相变储能材料与温控涂层技术研发智能调温家具，其可根据

环境温度变化，通过相变材料固-液相变吸收或释放热量，自

动调节表面温度，营造舒适体感温度。 

4 装饰板性能改善 

4.1 增强环保性 

无醛人造木板专利技术经全链条技术革新，系统性提升装

饰板环保性能，胶粘剂研发领域创新多元复合生物基胶粘剂体

系，以大豆蛋白与壳聚糖为原料，通过接枝共聚技术制备的胶

粘剂，游离甲醛含量检测值低于 0.01mg/m³，远低于国家标准

限定值，该胶粘剂从分子层面化学键合，使胶合强度达 1.8MPa，

保障板材结构稳定性同时实现零甲醛释放，玉米淀粉基胶粘剂

经纳米纤维素复合改性，内结合强度提升至 1.5MPa，生产的装

饰板在 72 小时浸水测试后，甲醛释放量仍处于未检出水平，

展现优异环保耐久性。生产工艺环节引入智能化精准控制技

术，基于机器视觉的胶黏剂涂布系统，通过 0.1mm 级精度图像

识别，实时监测板材表面状态并动态调整施胶轨迹与厚度，将

胶黏剂用量控制在极小误差范围内，相比传统工艺大幅减少胶

粘剂浪费，热压成型阶段采用真空热压-红外辐射复合加热技

术，将热压时间缩短至 8 分钟，板材内部温差控制在±3℃以

内，有效避免高温长时间处理导致的化学物质分解，确保装饰

板环保性能稳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深化环保优势，将生产

边角料粉碎至 0.5-1mm 粒径，经化学改性与表面活化，转化为

可替代原生木纤维的填充材料。检测显示，再生材料制备的装

饰板各项物理力学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甲醛释放量仅为

0.03mg/m³，这些技术协同应用，从原料选择、生产过程到资

源回收，构建全生命周期绿色生产体系，推动装饰板行业向低

碳循环发展模式转型，为室内环境健康提供可靠保障。 

4.2 提升实用性 

在基础性能优化领域，运用纳米增强技术将平均粒径

30-50 纳米的碳酸钙颗粒均匀分散于木材纤维基体，经表面改

性处理后，装饰板静曲强度达28MPa，弹性模量提升至4500MPa，

有效增强抗变形能力，适用于大规格墙面装饰与吊顶工程，通

过等离子体表面处理技术在板材表面构建微米级粗糙结构并

接枝含氟聚合物，使水滴接触角达到 155°，形成超疏水效果，

日常污渍不易附着，清水冲洗即可恢复洁净，特别适用于厨房、

卫生间等易污染环境
[4]
。在功能拓展层面，将相变温度为 23℃

的有机相变储能材料制成微胶囊，以特定比例均匀嵌入装饰板

涂层，可把局部环境温度波动控制在±1.5℃范围内，有效调

节室内热舒适度，通过纳米银离子负载技术在板材表面形成均

匀分布的纳米银颗粒层，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性

能显著，满足医院、学校等公共场所卫生安全需求，结合高精

度数字印刷与 3D 压纹工艺，装饰板表面纹理清晰度达

1200dpi，可实现从天然木纹到艺术图案的多样化定制，立体

触感深度可在 0.3-0.8mm 间灵活调整，充分满足建筑装饰个性

化设计需求。 

结语 

无醛人木造板专利技术依托胶粘剂创新与工艺改良，于木

地板、家具及装饰板领域实现环保性能显著提升，通过应用生

物基胶粘剂与智能化生产技术，从源头遏制甲醛释放，同时优

化产品稳定性与功能性。在实用性范畴，纳米增强、功能集成

等技术赋予产品多元性能，可满足不同场景需求，这些技术推

动相关行业朝着绿色化、高性能化方向发展，契合可持续发展

理念，为营造健康室内环境、助力建材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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