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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建筑业的快速发展,极大便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建筑物是人们进行各类活动的重要场所,应严把质量

关,力求打造精品工程。建筑物的防水性能较为重要,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及参考国内外各种经验,建筑防水工程已相

对成熟,可满足大部分情况下的防水需要。但由于某些因素影响,导致防水工程仍旧存在一定的短板。要合理使用新型

材料,切实保障建筑防水工程的施工效果。本文主要对建筑防水工程中密封材料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建筑防水工程；密封材料；应用

密封材料是建筑防水工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

很多连接部位需进行防水密封设计。但从建筑工程施工

情况来看,密封材料的应用程度远远达不到设计要求。形

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建筑企业对密封材

料的重视较低, 没有认识到密封材料在建筑工程中的关

键作用；其次,使用情况不合理。由于建筑工程涉及较多

环节,应将密封材料主要应用于给排水工作中,某些与排

水、排气等无关的管道或缝隙无需采用密封材料,如仍旧

采取统一标准,则会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浪费；最后,使用

方式不合理。某些建筑企业未能认识到基层的表面性能,

致使基层处理不达标,往往仅将密封材料插入到缝隙中,

使防水材料较易产生粘结情况,失去防水的作用。

1 密封材料的分类及作用

现今常用的密封材料分为定型、不定型两大类,定型

密封材料主要有橡胶止水带、遇水膨胀橡胶止水条,不定

型密封材料主要包括了各种密封胶制品, 如丙烯酸酯密

封胶、聚硫密封胶等。其中不定型密封材料应用最为广

泛,使用效果也最佳,本文以不定型密封胶作为对象进行

论述。防水层因密封性要求较高,因此要保持其整体性,

避免防水性能受到影响。但从实际工程施工中可见,各类

防水层施工时往往存在一定数量的透水接缝。故应采取

密封材料将此类接缝进行均匀粘接, 使密封材料将防水

层整合为一体,增加接缝处的气密性及水密性,从而达到

防水的作用。采用的密封材料要具备以下特点：首先,应

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 可以在接缝处产生位移时仍能拥

有较强的密封性；其次,接缝位移后应不会影响到粘结效

果。尤其对于防水工程中的密封材料而言,因其长期处于

浸水状态下,更应该具备上述功能。

2 密封材料的作用

2.1 嵌入接缝

的监管制度, 以更完善的手段管理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

作。完善的气象探测监管制度,不仅能增强执法人员对气

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的认知度, 而且还能为气象探测环

境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

3.4 提高气象部门执法能力

结合当前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现状, 不难发现气象部

门执法能力不足是引发气象探测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

原因。因气象部门对执法人员缺乏管理,执法人员对相关

法律法规掌握不全,还有部分执法人员实践经验较少,使

得执法能力较低或者是没有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

执法。气象部门应加强与当地政府部门间沟通交流,通过

开展专项执法,杜绝出现破坏气象探测环境的行为,以提

升执法能力。为了让城建部门重视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

作,气象部门更应该加强执法能力,增强执法管理水平,对

于执法工作中的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应加强执法人

员对法律法规的掌握程度, 并认识到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工作的重要性, 以及气象探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积极

意义。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可为人们提供正

确、有效的天气预报,保证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顺利开

展。因此,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

结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的现状, 增加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加大与城市建设部门间的沟

通,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增强气象部门的执法能力,确保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稳定和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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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缝的深度及宽度比例应在 0.5~0.7 之间,并在接缝中加

入填充物,使密封材料的接入深度适宜,还应在填充物中

使用隔离材料,避免密封材料粘结到底部。在接缝时,往

往会因为接缝产生位移导致密封材料流出的现象, 将接

入深度略低于接缝处 1~2㎜即可解决。由于密封材料与

接缝之间粘结紧密,故在接缝产生位移时,密封材料同样

会随接缝位移,从而达到保持密封性能的作用。此种接缝

密封方式广泛应用于防水砂浆与防水混凝土、各类构件

之中。

2.2 覆盖接缝

覆盖接缝密封方式可应用于卷材之间及卷材与女

儿墙接口处的密封,在 GB50345-2004《屋面工程技术规

范》中,密封材料的定义为：" 密封材料是一种能承受接

缝位移以达到气密、水密目的而嵌入建筑接缝中的材

料。" 由此可以看出,密封材料的使用方式为嵌入到接缝

中, 同时此规范中将接缝的深度及宽度比例限定在

0.5~0.7 之间。

覆盖接缝的密封材料没有嵌入到接缝中, 即使嵌入

其中,也并不能达到 0.5~0.7 的深宽比。另外,此定义中仅

包括了不定型密封方式, 但由于密封材料还存在定型使

用情况, 因此此定义存在一定的偏差, 应予以一定的修

正。

3 密封材料在建筑防水工程中的应用部位

3.1 必须采用密封材料的部位

使用密封材料的目的为,连接各个防水层,使其具备

整体的防水性能。故接缝处的材料应具备防水性能,才可

发挥出密封材料的作用。如接缝处的材料无防水性能,密

封材料即失去了防水能力。要保证接缝两侧的材料均具

备防水性能,如仅一侧具备此项能力,水流会从另一侧流

出,使密封功能失去作用。以下几种接缝形式可采用密封

材料：柔性防水材料之间的接缝；柔性材料与刚性材料

之间的接缝；柔性材料与塑料之间的接缝；柔性材料与

金属配件之间的接缝。由于不定型密封材料属于柔性材

料,应将其应用与迎水面,如将不定型材料设置在背水面,

则无法保证使用效果。但从建筑施工的设计图纸中可见,

将不定型材料设置于背水面的情况较多, 这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建筑物的防水能力。

3.2 无需采用密封材料的部位

在建筑工程中,防水层如同给建筑物加装了一层“雨

衣”。由于防水层能够保障建筑物的密封性,因此无需在

建筑物中再次加装一层防水材料。只要在防水层接缝处

做好密封工作,保障接缝处的水密性,即可实现建筑物的

防水功能。

按照国内目前所采用的标准, 在防水工程中设计了

较多采用防水材料的部位。以下从实践角度出发,以

《GB50345-2004-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为例,总结出了一

些不太适合当前实际工作的设计。

3.2.1 结构层之间的接缝密封

建筑物的结构层本身并不需要具备防水功能, 应采

用加装密封材料的形式解决渗水的问题。在上述技术规

范书中可见, 多条规范措施均指向屋面结构层作为防水

层的问题,明确指出此种方式具有较高的风险性。

3.2.2 找平层和塑料或金属管(构)件之间的接缝密封

通常情况下,塑料或金属管(构)件具备完善的防水功能,

但找平层没有防水性,故在将二者进行接缝密封时,同样

无需对接缝做防水密封处理。

3.2.3 防水层或防水构(配)件和不具备防水性能的墙

体、梁柱之间的接缝密封

在上述技术规范中,没有明确指出墙体、梁柱等的防

水性能要求,由于此类构造中并不具备防水性能,因此在

防水层与此类构造之间无需采用接缝密封的形式, 水能

够在上述不具备防水性能的构造中渗出。如确有密封需

求,应在处理完墙体、梁柱防水性能后方可开展施工。

4 对接缝两侧基层表面性能的要求

在开展建筑防水工程施工时, 密封材料被破坏的原

因主要为密封材料自身产生粘结, 较少因产生内聚力而

被破坏。经观察可见,在对接缝进行密封处理时,位于密

封材料与基层之间的粘结力会产生接缝位移的现象。密

封材料与基层之间的粘结力是保障接缝牢固的前提,但

如果某些密封材料存在一定质量问题, 或基层表面存在

某些杂质, 均会严重影响到密封材料与基层之间的粘结

力。

《GB50345-2004-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中明确规定

了待使用密封材料的基层需牢固、干燥、无污染物、表面

应光滑平整, 如基层表面出现蜂窝状结构或者起皮等现

象, 应首先对基层进行相关处理, 才可以开展下一步施

工。通过对基层进行处理,可显著提升密封材料和基层之

间的粘结力。此项规定在 " 技术规范 " 中有明确阐述,故

不再重复。以下仅从 " 技术规范 " 中未能明确之处予以

论述。

4.1 基层表面清洁度

基层表面的清洁度直接关系到密封材料和基层之

间的粘结性,应保持基层表面清洁,防止出现隔离层影响

到粘结效果。在上述对“干净”一词的表述中,不应仅将其

看作成保持基层表面不沾染灰尘, 要从广义角度理解上

述规定。基层表面不仅不能沾染灰尘,并且不能够采用强

度低的建筑材料。如应用了强度不达标的材料,可产生较

强的隔离性, 使密封材料与粘结层之间的粘结力明显下

降。

针对基层不同,所需要清除的隔离层也不尽相同。以

下就常见的基层表面清除隔离层的方法进行分析。

4.1.1 金属构件

13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2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705-0637(P)/2705-0645(O)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Copyright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金属构件在潮湿的环境中较易产生锈迹, 另外金属

构件上往往还会存在一定的油污及油漆。如粘结较为牢

固,可采取砂磨或者酸洗的方式,能够有效去除锈迹、油

污等,是金属构件显露出本体。

4.1.2 塑料管件

塑料管件是防水工程中必不可少的配件, 在生产塑

料管件时,某些厂家为追求塑料管件的美观度,在制作时

往往会使用石蜡等原料, 但由于石蜡附着在塑料管件表

面上会产生隔离层,因此为保障使用效果,应将其去除。

在去除石蜡材料时,可使用棉纱类材料吸取有机溶剂（如

丙酮、稀料等）进行擦拭。

4.1.3 水泥砂浆、混凝土基层

水泥砂浆及混凝土表面在完全干燥的情况下硬度

极高,但在表面中存在一层速浆层,正是由于速浆层的作

用,造成了较强的隔离性,并且耐水性较低,这不利于密封

材料与水泥砂浆、混凝土基层的粘合,造成粘结力下降。

针对此类情况,如涉及面积较小,可先将其湿润,然后采用

砂轮进行磨平。如涉及面积较大,要使用一定量的基层处

理剂做加固处理,使基层表面的强度及耐水性得到提高。

4.1.4 卷材基层

各种类型的卷材表面具有不同的隔离层,如隔离纸、

滑石粉、PE 膜等,如想获得较强的防水性能,上述此类物

质需予以完全清除, 保障密封材料与卷材表面之间粘结

更为紧密。

4.2 基层表面干燥度

现今较为常用的水性丙烯酸酯类密封材料不具备

较强的防水性能,并且在干燥后会产生较大的收缩,因此

仅可将其应用到干湿交替的环境中, 如应用到长期浸入

水中的管道中,则难免在今后出现渗漏情况。在防水工程

中,应首先选用溶剂型或者油性类密封材料,可使管道使

用周期更长。在使用上述两类密封材料时,应保持基层的

干燥状态,使基层与密封材料之间的粘合力更强,延长管

道的使用寿命。如基层为塑料类或金属类材料时,则较易

保持基层的干燥状态。如基层为水泥砂浆或混凝土时,应

在施工 10 天后才可以填充防水材料,还应在施工前进行

充分晾晒,使其保持干燥状态。

基层的干燥应采用自然晾晒的方式进行, 并避免采

用喷灯加热的方式进行干燥。在喷灯加热时,所产生的火

焰会灼烧到塑料类管材,一旦出现灼伤的情况,应及时予

以更换,不但造成了经济损失,还会影响到工程进展。另

外在采用喷灯进行加热时,如操作不当导致加热过度,还

可能会殃及水泥砂浆或混凝土,形成崩裂现象。

某些建筑工程工期较为紧张, 如基层干燥不能够在

自然环境中进行,应考虑选择其它类型的密封方式。可在

水泥砂浆及混凝土接缝中加设遇水膨胀止水条, 此类止

水条可依靠自身具有的膨胀性特点, 保持与基层连接的

紧密程度,并且无需基层处于干燥状态下,在各类环境下

均可应用。

4.3 界面处理剂

在开展防水密封工作时, 应在基层表面涂抹一层界

面处理剂,使密封效果更为有效。但现今的建筑防水工程

往往忽视了界面处理剂的作用, 并由此产生了一定的问

题。使用界面处理剂可明显增加密封材料与基层之间的

粘合力,粘合效果越好,越能够避免渗漏及破坏密封材料

或基层。另外,在防水砂浆及混凝土基层中,界面处理剂

还可以强化基层的耐水性能。由此可见,在使用密封材料

时,一定要依据材料自身性能及基层的性质,选择最为适

合的界面处理剂,提升密封效果。

5 结语

密封材料在建筑防水工程中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在使用此类材料时,应保证接缝两侧基层表面洁净,

从而保障使用效果。密封材料的应用规范应在不断的实

践中予以修正,本文结合作者自身经验,提出了全新的密

封材料定义。对接缝两侧基层表面性能的要求,应按照基

层的不同,选择最为适合的方法,保障建筑防水工程顺利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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