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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中防水工程的新材料与新工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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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防水工程作为建筑质量的关键环节愈发受到重视。本文深入探讨了建筑工程防水领域

中的新材料与新工艺，详细阐述了各类新型防水材料的特性与优势，如高分子防水卷材、防水涂料等，并分析了与之对应

的新工艺应用，包括预铺反粘工艺、机械固定工艺等。通过实际案例说明新材料与新工艺在提升防水效果、延长建筑使用

寿命等方面的显著作用，为建筑工程防水施工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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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防水工程是建筑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直接

关系到建筑物的结构安全、使用功能以及耐久性。传统的防

水材料和工艺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如

防水性能不足、施工复杂、使用寿命短等。为了满足现代建

筑对防水工程更高的要求，新材料与新工艺不断涌现并得到

广泛应用，极大地提升了防水工程的质量和效率。

1 建筑防水工程新材料

1.1 高分子防水卷材

1.1.1 特性与优势

高分子防水卷材是以合成橡胶、合成树脂或两者的共

混体为基料，加入适量的化学助剂和填充料等，经不同工序

加工而成可卷曲的片状防水材料。具有拉伸强度高、延伸率

大、耐候性好、耐化学腐蚀等优点。例如，三元乙丙橡胶防

水卷材，其耐老化性能极佳，使用寿命可达 30 年以上，且

对基层伸缩或开裂的适应性强。它采用先进的聚合技术，分

子结构稳定，能有效抵御紫外线、臭氧等环境因素的侵蚀。

在极端温度环境下，仍能保持良好的柔韧性和防水性能，不

会因温度变化而出现脆裂或变形。

1.1.2 应用案例

在某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中，屋面防水采用了高分子

防水卷材。该项目屋面面积大，结构复杂，对防水要求极高。

高分子防水卷材凭借其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能，能够很好

地适应屋面结构的变形，有效避免了因基层变形导致的防水

层开裂现象，自建成投入使用以来，未出现任何渗漏问题。

施工过程中，采用了先进的机械铺设设备，提高了施工效率，

确保卷材铺设平整、牢固。同时，在卷材搭接处，运用专用

的粘结剂进行密封处理，进一步增强了防水效果。

1.2 防水涂料

1.2.1 特性与优势

防水涂料是一种流态或半流态物质，在常温下经涂刷

或喷涂后，能在基层表面形成坚韧的防水膜。根据成膜物质

的不同，可分为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聚氨酯防水涂料等。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具有无毒、无味、无污染，施工方便，

可在潮湿基层上施工等优点；聚氨酯防水涂料则具有强度

高、延伸率大、耐水性好等特点。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的

独特配方使其与基层具有良好的粘结力，即使基层存在微

小裂缝，也能通过自身的柔韧性进行弥合。而聚氨酯防水

涂料形成的防水膜致密性强，能有效阻挡水分渗透，且具

有一定的耐磨性。

1.2.2 应用案例

某住宅小区的卫生间防水采用了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

由于卫生间空间狭小，管道众多，采用防水涂料施工能够方

便地对阴阳角、管道根部等节点部位进行处理，形成完整的

防水膜，有效防止了卫生间渗漏问题的发生，得到了业主的

一致好评。在施工时，施工人员先对基层进行了仔细的清理

和湿润处理，然后分多次涂刷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每次涂

刷都确保厚度均匀，最终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水屏障。

1.3 防水密封材料

1.3.1 特性与优势

防水密封材料主要用于建筑工程的各种接缝、裂缝、

孔洞等部位的密封防水，起到阻止水分渗透的作用。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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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密封材料有硅酮密封胶、聚硫密封胶等。硅酮密封胶具

有良好的耐候性、耐水性和粘结性，对大多数建筑材料都有

较好的粘附力；聚硫密封胶则具有优异的耐油、耐溶剂性能，

密封性能可靠。硅酮密封胶在紫外线照射下不易老化，能长

期保持弹性和密封性能。聚硫密封胶在接触油类或化学溶剂

时，不会发生溶胀或变形，能持续发挥密封作用。

1.3.2 应用案例

在某桥梁工程中，桥梁伸缩缝采用了聚硫密封胶进行

密封防水。桥梁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受到车辆荷载、温度变

化等因素的影响，伸缩缝部位容易出现位移和变形。聚硫密

封胶能够适应伸缩缝的变形，保持良好的密封性能，有效防

止了雨水和杂物进入伸缩缝，保证了桥梁结构的安全和正常

使用。施工时，先对伸缩缝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去除杂物和

油污，然后采用专用的注胶设备将聚硫密封胶均匀地注入伸

缩缝中，确保密封胶填充饱满、密实。

2 建筑防水工程新工艺

2.1 预铺反粘工艺

2.1.1 工艺原理与特点

预铺反粘工艺是将高分子自粘胶膜防水卷材预先铺设

在垫层上，然后在卷材上浇筑混凝土，使混凝土与卷材通过

化学交联和物理卯榫的协同作用紧密结合在一起。该工艺具

有施工简便、防水效果好、无需基层处理等优点，能够有效

避免传统施工工艺中因基层潮湿、不平整等问题导致的防水

层空鼓、脱落等现象。高分子自粘胶膜防水卷材的表面具有

特殊的自粘层，在浇筑混凝土时，混凝土中的水分与自粘层

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牢固的粘结。同时，卷材表面的卯榫结

构与混凝土相互咬合，增强了粘结的稳定性。

2.1.2 应用案例

某地下车库工程采用了预铺反粘工艺进行底板防水施

工。在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先将高分子自粘胶膜防水卷材

铺设在垫层上，然后直接在卷材上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

施工完成后，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检测，未发现任何渗漏现

象，防水效果显著。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了卷材的铺设

平整度和搭接宽度，确保卷材之间的连接紧密。同时，在混

凝土浇筑过程中，加强了振捣，使混凝土与卷材充分结合。

2.2 机械固定工艺

2.2.1 工艺原理与特点

机械固定工艺是采用专用的固定件将防水卷材固定在

基层上，然后在卷材接缝处采用焊接或粘结的方式进行密

封。该工艺适用于基层不平整、坡度较大或屋面有较大振动

的建筑工程。具有施工速度快、可靠性高、能适应不同基层

条件等优点。专用固定件通常采用耐腐蚀的金属材料制成，

能够承受较大的拉力和剪切力。通过合理布置固定件的间

距，可以确保防水卷材在各种恶劣环境下都能牢固地固定在

基层上。

2.2.2 应用案例

某工业厂房的屋面防水采用了机械固定工艺。该厂房

屋面为金属压型板，坡度较大，且由于生产设备的运行，屋

面存在一定的振动。采用机械固定工艺，通过专用固定件将

防水卷材牢固地固定在金属压型板上，有效避免了卷材因振

动和坡度导致的滑落现象，确保了屋面防水工程的质量。施

工时，根据屋面的坡度和面积，精确计算固定件的数量和位

置。在卷材接缝处，采用了高质量的焊接设备进行焊接，保

证接缝处的密封性和强度。

2.3 喷涂聚脲防水工艺

2.3.1 工艺原理与特点

喷涂聚脲防水工艺是将由异氰酸酯组分与氨基化合物

反应生成的一类化合物 —— 聚脲，通过专用设备在基层表

面进行喷涂施工，瞬间固化形成无缝、坚韧的防水膜。该工

艺具有施工速度快、固化时间短、防水性能优异、耐磨损、

耐腐蚀等优点。聚脲材料在喷涂过程中，两种组分迅速混合

并发生化学反应，在几秒内即可固化成型。形成的防水膜具

有极高的强度和柔韧性，能有效抵抗外界的机械冲击和化学

侵蚀。

2.3.2 应用案例

某污水处理厂的水池防水采用了喷涂聚脲防水工艺。

由于水池长期处于污水浸泡环境中，对防水和耐腐蚀性能要

求极高。喷涂聚脲防水膜在水池表面形成了一层坚固的防护

层，有效抵御了污水的侵蚀，保证了水池的正常运行，且施

工工期短，大大缩短了项目的建设周期。在施工前，对水池

基层进行了严格的处理，确保基层表面平整、干燥、无油污。

施工时，采用专业的喷涂设备，严格控制喷涂压力和温度，

保证聚脲涂层的厚度均匀、质量可靠。

3 新材料与新工艺应用的效益分析

3.1 经济效益

虽然新材料与新工艺的初期投入可能相对较高，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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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看，能够显著降低建筑的维修成本和使用成本。例如，

采用高分子防水卷材和预铺反粘工艺的屋面防水工程，其使

用寿命可达 30 年以上，相比传统防水工程，可减少多次翻

修的费用，同时由于减少了渗漏对建筑物内部装修和设备的

损坏，间接降低了经济损失。据统计，传统屋面防水工程平

均每 5 - 8 年需要进行一次翻修，每次翻修费用约为每平方

米 50 - 80 元。而采用新材料与新工艺的屋面防水工程，在 

30 年的使用期内，仅需进行少量的维护，维护费用每平方

米不超过 10 元。此外，渗漏问题可能导致建筑物内部装修

损坏，修复费用高昂，采用优质的防水工程可有效避免此类

损失。

3.2 社会效益

优质的防水工程能够提高建筑物的使用安全性和舒适

性，减少因渗漏问题引发的邻里纠纷，提升居民的生活质

量。同时，新材料与新工艺的应用也推动了建筑行业的技术

进步，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在

一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通过采用新型防水材料和工艺对

屋面和卫生间进行防水处理，解决了长期困扰居民的渗漏问

题，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居民的广泛认可。此外，

新材料与新工艺的研发和应用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如

原材料生产、设备制造、施工服务等，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

就业岗位。

3.3 环境效益

一些新型防水材料如水性防水涂料、可降解防水卷材

等，具有环保无污染的特点，减少了传统防水材料在生产和

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新工艺的应用也能够提高施工效

率，减少能源消耗，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水性防水涂料

以水为稀释剂，不含有机溶剂，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不会挥

发有害气体，对大气环境无污染。可降解防水卷材在废弃后

能够在自然环境中逐渐分解，不会像传统卷材一样长期存在

于土壤中，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同时，新工艺的高效

施工减少了施工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降低了碳排放。

4 结论

建筑技术进步带来了防水领域的新材料和新工艺，这

些在提升工程质量、延长使用寿命和提高效益方面有明显优

势。工程中应根据建筑特点和环境选择合适材料和工艺，严

格按规范施工，确保防水质量，保障建筑安全。未来，科技

发展有望带来更优性能和环保的材料及更高效的施工方法。

建筑企业需关注行业动态，加大技术创新，提升竞争力，推

动可持续发展。同时，相关部门应加强市场监管，完善标准

规范，确保新材料和工艺的正确应用，保障建筑防水工程的

质量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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