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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防水材料检测方法的应用 

刘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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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整个建筑工程中，防水材料必不可少，特别是在当下，建筑工程施工技术越发复杂，对材料的要求更加严格，一旦

防水材料的质量无法满足工程需求，就会增加建筑渗漏风险，难以保障建筑的安全性。因此，建筑行业应高度关注防水材料

问题，切实加强质量检验，确保材料性能与行业要求相符，进而促进材料质量检验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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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esting Methods for Waterproof Materials in Building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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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proof materials are essential in the entire construction project, especially in today's increasingly complex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stricter requirements for materials. Once the quality of waterproof materials cannot meet the engineering requirements, 

it will increase the risk of building leakage and make it difficult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building.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should pay high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waterproof materials, effectively strengthen quality inspection, ensure that the 

material performance meets industry requirements, and promot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material quality inspec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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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水材料特性 

防水材料作为防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选择合理

与否是确保防水工程效果和价值实现的关键因素。前文所

述的工程适应性是依据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对防水材料

提出特定要求，而防水材料的特性则是检验防水材料能否

与工程适应性提出的要求相匹配。当前的防水材料品种多

样，性能各异，施工方式各具不同，每一种防水材料都有

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各有用武之地，在选择防水材料时，

除关注常规物理性能之外，还应注意其特性，以便发挥其

材性之长，避其短。例如：卷材铺贴大面积地下室顶板很

好，但用在厕浴间防水，就显得无能为力，面积小、管道

较多的厕浴间是涂料的用武之地；刚性防水最适宜用于地

下室，若大跨度屋面也用纯刚性防水，不仅不可能，还说

明设计不合理了；高密度聚乙烯土工膜，抗穿刺扎轧的强

度高，但柔性较差，用于种植屋面好，用在垃圾掩埋场更

好，若用在外形复杂的屋面，一筹莫展。 

其次，还应注意防水材料的施工特性，包括施工工艺

的可靠性和对施工环境的适应性。防水工程是通过施工来

实现的，施工技术是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建筑工程质量的主

要因素，选用的防水材料其施工工艺应简便可行，对施工

环境条件具备较强的适应性，以便于保证施工质量。 

除此以外，还需考虑防水材料之间的相容性，判断两

种不同防水材料是否相容，主要视其相互接触时能否粘结

在一起。就防水工程而言，基层处理剂与防水材料及密封

材料之间、两种防水材料复合使用时、防水层收头及节点

部位密封材料与防水层之间均应具备良好的相容性，如果

两种不同防水材料相容性较差，就会出现黏结不牢、脱胶

开口，甚至发生相互间的化学腐蚀，使防水层遭到破坏，

也就无法做到有效设防。 

2 防水材料一般规定 

材料工程要求是从防水工程的耐久性和工程应用角

度对材料提出的最低要求，不涉及防水材料具体特性方面

的要求。防水通用规范将防水材料按照大类的方式进行归类

处理，未涉及的材料并不是不能使用，而是没有特殊的工程

要求或材料比较新还没来得及提出针对性的工程要求。 

防水材料的耐久性应与工程防水设计工作年限相适

应。防水设计工作年限实现的基础是防水材料，设计工作

年限是根据经济和技术两方面条件综合确定的。防水通用

规范将防水工程按部位分为明挖法地下工程、暗挖法地下

工程、屋面、外墙、室内、道桥、蓄水工程等，规定地下

工程防水设计工作年限不应低于工程结构设计工作年限、

屋面工程防水设计工作年限不应低于 20 年、室内工程防

水设计工作年限不应低于 25 年等。在屋面、室内等场合，

防水功能是由外设防水系统提供，无论是一道还是多道防

水层，防水材料及其配套材料的耐久性都不应低于防水设

计工作年限。地下工程是由防水混凝土与外设防水层共同

构成防水系统，其中防水混凝土是结构的组成部分，外设

防水层由于在地下环境相对恒定，没有紫外线的照射并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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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了空气，因此其使用寿命远远高于屋面（满足耐水情况

下），能够做到与结构同寿命。 

防水材料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1）材料性能应与

工程使用环境条件相适应；（2）每道防水层厚度应满足防

水设防的最小厚度要求；（3）防水材料影响环境的物质和

有害物质限量应满足要求。不同工程应用领域和部位对防

水功能的需求不一样，包括暴露情况、环境最高及最低气

温、极限温差、长期浸水情况、水压、环境中腐蚀性介质、

降雨量、风荷载、雪荷载、种植荷载、振动、交通荷载等，

应根据施工和使用环境条件，选择合适的防水材料，而不能

要求一种材料包打天下。一道防水层是具有独立防水功能的

构造层，能够独立具有防水效果；一层防水材料不一定能成

为一道防水层，防水涂料可能需要多遍涂覆、达到一定干膜

厚度，才能成为一道防水层，防水材料只有满足一定的厚度

才能具有防水效果和耐久性。作为防水材料不应对环境和人

体、生物等带来危害，应满足相关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 

外露使用的防水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 B2 级。

现行国家标准 GB 50016—2014(2018 版）《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第 5.1.5 条规定：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屋面板

应采用不燃材料。屋面防水层宜采用不燃、难燃材料，当

采用可燃防水材料且铺设在可燃、难燃保温材料上时，防

水材料或可燃、难燃保温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作防护层。

为了建筑工程的消防安全，防水材料外露使用应满足最低

的阻燃性能要求。 

3 常见新型防水材料的应用 

3.1 聚氨酯防水涂料 

第一，处理基层。如果存在穿墙的螺杆洞塑料套管，

那么工作人员要先用电钻将其取出，然后用微膨胀细石混

凝土密封严实缝隙部位，并检查密封情况。 

第二，细部附加处理。先用聚氨酯防水涂料均匀地涂

刷一两遍易漏水位置，比如施工缝、管道根部、墙面阴阳

角，然后进行大面积施工。 

第三，大面积施工。完成细部节点处理并且涂膜干燥

后可以进行大面积的防水施工。工作人员使用橡胶刮板和

滚筒共同进行防水涂料的刮涂和滚刷，在 6～12h 后表面

干燥后按照垂直于第一遍涂刷方向的顺序进行第二遍涂

膜涂刷。采用长柄滚筒多遍滚刷最后一层防水，确保防水

层密封性。 

第四，验收。施工人员边涂刷边检查防水施工情况，

及时修补存在缺陷的位置。现场技术人员、监管人员、质

检人员应做好跟班检查，重点检查墙面阴阳角、转角、平

立面交接部位的涂刷质量。 

3.2 防水灰浆 

第一，滚刷底涂。底涂主要是将涂膜和基层黏结度提

高，通常工作人员滚涂所用工具为机械喷涂或者长柄滚筒。 

第二，细部防水处理。增强处理容易发生渗漏水的管

道、管根、施工缝等部位。 

第三，第一道喷涂。完成细部节点施工且涂膜干燥后

开始进行大面积涂刷。施工人员可以采用喷涂的方式提高

施工效率，喷涂过程中注意基层和涂料之间不得存在气泡。 

第四，第二遍喷涂。在第一遍涂膜干燥后开始进行第

二遍涂膜施工，按照垂直于第一道喷涂方向的方式均匀地

喷涂，注意避免存在局部沉积的情况。 

第五，第三遍喷涂。第二遍涂膜干燥后开始按照垂直

于第二遍涂膜方向的方式均匀地喷涂第三遍涂膜，注意避

免局部沉积。 

第六，验收。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在涂刷过程中对涂刷

情况进行检查并且及时修补存在缺陷的部位，重点对阴阳

角、交接部位进行检查和处理。 

3.3 沥青防水涂料的应用 

第一，基层处理。按照建筑工程设计规范要求进行基

层强度、刚度的控制，在施工前应通过合理处理保证表面

基层平整、干燥，没有蜂窝、水渍、起砂等问题。在屋面

和墙角交接部位应按照超过 50mm 的直径控制其半径，然

后清扫干净基层，修补局部缺陷。 

第二，基层涂刷。在基层表面用长柄滚筒均匀涂刷沥

青防水涂料，避免透底。完成涂刷后静待其干燥，之后进

入到刮涂环节。 

第三，刮涂非固化橡胶沥青防水涂料。按照 2mm 标准

控制刮涂的厚度，可以选择刮涂或者喷涂的施工方式，工

作人员将挤压泵启动，基础防水涂料，边挤边刮涂，可一

次性厚涂。 

第四，铺贴卷材。在完成 2mmPBC-328 非固化橡胶沥

青防水涂料施工后可以铺贴防水卷材，铺贴中要求坚持顺

直、平整、无褶皱的原则。按照 50～100mm 的范围控制搭

接宽度，搭接部位采用自黏方式，在卷材搭接宽度范围内

均匀地涂刷非固化橡胶沥青防水涂料无需表干可以直接

辊压搭接部位。 

第五，验收。施工人员边铺贴边检查施工质量，用螺

丝刀对接口是否存在问题进行细致的检查，及时修补粘贴不

牢固的部位，避免出现质量隐患，威胁防水系统应用效果。 

4 建筑防水材料质量检验措施 

4.1 明确检测评价指标 

建材防水涂料检测前需根据国家检测标准和建筑施

工需求明确检测评价指标，在检测指标的指引和要求下才

能精准把控防水涂料的基本性能是否完全达标。检测评价

指标既要包括对防水涂料耐水性、耐久性的要求，还需检

测产品的碳足迹、单位产品耗能、水消耗量和产生的废水

排放，所以需根据防水涂料的资源属性、能源属性、环境

属性以及品质属性四大方面量化指标要求。 

4.2 砂浆质量检验 

对民用防护建筑而言，渗漏属于常见问题，会对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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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质量产生严重影响，还会导致用户出现经济损失。因

此，要求工作人员切实加强防渗漏施工处理，进而保障工

程整体质量。当前防渗漏施工主要选择防水材料，防水砂

浆就是常见的材料，要求行业切实加强防水砂浆质量检测，

确保砂浆与质量标准相符，进而达到防渗漏效果。 

在砂浆透水压力比检验工作中，工作人员应以国家标

准作为依据，严格按照行业要求，完成透水压力比检验，

确保操作的规范性，进而保障检验数据的有效性。在检验

前，应提前对设备、仪器密封性进行检验，该项检查工作

主要使用渗水仪，可借助松香，有效强化设备的密闭性，

确保整个试验工作顺利开展。在整个质量检验过程中，要

求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范完成各项操作，确保检验的准确

性。同时，外观观察应仔细、认真，避免出现糊弄了事的

情况。 

4.3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质量检验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在建筑中较为常见，能够

与水进行作用，基于活性化学物质，在混凝土中得以渗透，

并形成结晶体，进而提高混凝土的防水性。可结合国家标

准，使用相应方法对该产品进行分类。结晶型防水涂料属

于粉状材料，将其与水进行拌和处理，可调配成浆料，国

外相关标准要求将涂层厚度控制在 0.5～1.5mm，国内则

在 0.8mm 以下。还能直接在混凝土中添加结晶型防水剂，

防水效果显著。其他相关匀质性指标应与行业要求相符，

可从材料特性出发，另外增加二次抗渗压力指标。 

4.4 密封材料质量检验 

密封材料多用于建筑裂缝处，能够有效提升气密性能，

并且具有良好的强度，能够起到连接结构件的作用，属于

一种填充材料。这类材料的检验需要依据现行国家标准或

行业标准。根据密封胶质量控制要求，工作人员应从采购

环节着手，选择具有合格资质的商家完成密封胶采购，有

效提升密封胶质量，避免产品不合格，增加渗漏风险。 

4.5 聚氨酯防水涂料检验 

在检验前，需要先进行试样涂膜制备处理，确保检验

的准确性。可根据材料型号不同，确定 A、B 两个组分，

当呈现表面光泽，伴随水气泡生成、破裂，说明混合完成。

聚氨酯防水涂料在实干后，会出现收缩的情况，因此为确

保实干后材料能够达到标准厚度，应合理控制一次、二次

涂覆成膜的厚度，确保三次涂覆成膜的稳定性，提高整个

涂膜厚度的均匀度，确保三次涂膜厚度更加均匀。观察涂

膜裁片截面，涂层薄，内部气泡相对较小，处于封闭状态；

涂层厚，气泡相对较大，且表面相对密实，这与运输、搅

拌过程中空气的混入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在涂膜处理中，

应做好刮板、模板间距控制，要求控制在 0.5mm，以免因

间距较小，导致气泡破裂，但若间距较大，又会影响涂膜

的物理性能。该材料可选择三次涂覆成膜，确保最终膜厚

与行业要求相符。如果材料收缩相对较大，可再增加一次

涂覆成膜，有效保障成膜质量。 

4.6 防水材料质量管理 

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需要做好防水材料管理工作，

切实落实质量控制，要求所有材料均需要具备完整的质量

检验报告及相关采购证明，确保材料来源安全、属于合格

产品。可与资质良好的材料厂商签订长期合同，确保材料

质量的稳定性。同时，工作人员应定期对材料完成抽检处

理，具体可将其送入专业质量检验机构中完成检验工作，

确保材料质量。工作人员应切实提高对防水材料质量管理

的重视度，做好各项检查细节控制，明确整个检查流程，

有效保障材料质量，进而使整个现场施工顺利开展。 

4.7 防水涂料检测实验环境控制要点 

防水涂料检测过程中，需把控好实验环境的温度、湿

度以及试验仪器的无污染，确保涂料成膜质量符合检测标

准。比如在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或聚氨酯防水涂料检测时，

若实验环境湿度低、温度高，则会导致涂料内部水分快速

蒸发，涂料的成膜厚度会难以应对后续的性能试验。并且

在单组分聚氨酯防水涂料或类似原料防水涂料检测中，其

成膜主要依靠空气中的水分，所以应合理控制实验环境的

湿度，避免因空气过于干燥而使涂料成膜过薄过脆。并且，

在实验环境温度稍高或过高的情况下，还会使防水涂料中

的聚氨类化合物产生催化反应，会生成大量二氧化碳，不

利于涂料的正常成膜。 

5 结论 

防水材料是防水工程的物质基础，防水材料的遴选需

要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将其置于整个工程项目进行综合评

价，并且对其质量进行严格的检测，以获得具有综合平衡

优势的防水材料，确保防水工程做到最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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