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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相比于传统建筑模式，装配式建筑主体结构部件大部分在工厂流水线上模块化生产，现浇作业大幅减少，大大

减少了建筑垃圾，有效缩短工期，装配式建筑一般包含预制外墙、预制内墙、预制楼板、预制楼梯、预制梁等，引申发展的

保温反打外墙、瓷砖石材反打外墙、三明治外墙等各式新型装配式构件，使得“像搭积木一样建房子”不再只是一个愿景、

一句口号。但随之而来的，装配式建筑外墙渗漏问题，也将传统纯现浇结构渗漏这一常规的质量通病推向了风头浪尖，本文

通过对常见形式装配式外墙渗漏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及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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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传统纯现浇建筑工程常见质量通病问题一般为“渗、漏、

泛、堵、壳、裂、砂、锈”，其中，渗漏问题在已交付建筑

使用过程投诉中占比居高不下。像搭积木一样搭建的装配式

建筑，其优势不言而喻，必将是建筑业发展的趋势，但外墙

面多见预制构件与预制构件硬拼缝、预制构件与现浇节点新

旧混凝土拼缝，使得装配式建筑的渗漏问题更为突出，不少

购房者也由此望而生畏。同时，传统对外墙防渗漏的检验一

般采取外墙淋水方式，淋水检查具有全面性，对外墙裂缝、

外窗塞缝等均具有较好的检验效果，但对特定部位针对性的

检验强度不足。

因此，寻求针对不同形式预制外墙的拼缝施工时的防渗

漏处理方案以及一种比外墙淋水更加高效的外墙渗漏检验

方案对装配式建筑发展尤为重要。

2 装配式建筑外墙渗漏原因分析
装配式建筑的预制外墙在工厂内预制，一般平放浇筑并

采用振动台进行振捣，其自身混凝土密实度远远优于现场竖

向浇筑的传统现浇墙。

图 2.1 预制墙在振捣台平放浇筑

但其边缘部位不管是在现场进行两块构件硬拼装或者

是构件与构件之间增加现浇暗柱、暗梁等进行连接，均会存

在大量横、纵向拼缝，一旦处理不当，将存在非常大的渗漏

隐患，造成装配式建筑外墙渗漏的主要因素分析如下：

2.1堆放、运输不当造成构件开裂

根据相关要求，预制构件运输时，其混凝土强度不应低

于设计强度的 75%，为满足施工现场使用需求的同时减少厂

区库存，构件运输时其混凝土强度一般均未达到设计强度，

因堆放、运输时加固方式不当，往往造成预制构件开裂，为

后续建筑外墙渗漏埋下隐患。尤其是尺寸较大以及包含门窗

洞口的预制外墙，堆放、运输、吊装不当时，出现墙面开裂

的风险极大。

2.2新旧混凝土接触面处理不规范

常规装配式建筑外墙采用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时，一般

会采用现浇暗柱将两侧预制构件相连形成整体，上下层之间

也会采用坐浆料、灌浆料或现浇混凝土进行连接，也就会在

每层形成两道现浇混凝土（或坐浆料、灌浆料）与预制构件

之间的拼缝，拼缝处理不当，往往也会为外墙渗漏埋下隐患。

装配式设计会要求预制墙板水平及竖向结合面预留粗

糙面（一般要求凹凸尺寸不小于 6mm，粗糙面的面积不宜小

于结合面的 80%），混凝土浇筑前对结合面充分湿润。但实

际实施过程会因为目前尚缺少关于“凹凸面 6mm”的控制及

检验相关标准，实际构件粗糙面效果很难达到设计要求，结

合面洒水湿润也由人工操作及判定，受主管因素影响大，易

出现新旧混凝土结合面结构自身抗渗能力不足的问题。

除预制构件自身与现浇混凝土（或坐浆料、灌浆料）接

触面设置粗糙面外，当预制构件安放在下层已浇筑的混凝土

上部时，底部已浇筑的混凝土表面也需要进行凿毛处理，否

则仍然会出现结合面部位渗漏现象。

2.3构件拼缝防渗漏处理措施不当

除了混凝土结构自防水外，设计往往会在拼缝薄弱部位

增加一道耐候密封胶、防水涂料、防水卷材等附加防水措施，

防水做法不当，也会对建筑防渗漏效果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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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墙防渗漏处理措施及适用性分析
3.1规范构件的堆放、运输措施

根据相关规范要求，预制墙的堆放、运输状态应与设计

使用工况保持一致，一般采用靠放架或插放架方式，当采用

靠放架堆放时，靠放架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与地面

倾斜角宜大于 80°，宜对称堆放且外饰面朝外，运输时还应

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当采用插放架堆放或运输时，插放架

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并支垫稳固。

3.2开口构件增加工装

对于预制墙、梁上有开口时（例如：预制墙上的门窗洞

口、预制墙与预制梁交接位置节点开口等），为避免开口部

位阴角集中应力过大造成开裂，一般可以在开口部位增设工

装，使开口构件形成整体，运输、吊装过程做好成品保护，

混凝土浇筑前保证加固措施到位，可以最大限度的规避开口

构件开裂的问题。

3.3新旧混凝土结合面处理

3.3.1预制构件水平、竖向结合面预留粗糙面

对于预制构件侧面预留粗糙面最为有效的方案为凿毛、

水洗和喷砂。凿毛工艺是使用工具在已浇筑完成的预制构件

表面剔凿出满足设计要求的粗糙面，但施工过程会产生大量

扬尘污染，与装配式初衷相悖；水洗方案是指在构件脱模后

采用高压水枪冲洗露出骨料形成粗糙面，但该方案需设立水

洗工位，水资源浪费较大，且冲洗用水需经处理后才能排放，

对环境污染较大，也不利于装配式建筑的健康发展；喷砂方

案处理深度太浅，只适用于抹灰、装饰等工序的基层处理，

不适用于结构件的连接。

图 3.1 预制构件挡边侧模

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各式各样的粗糙侧模（例如

花纹钢板、钢板面焊接钢条、花纹钢板+钢条等），将表面

设置适量且大小合适、分布均匀的凸起作为需要预留粗糙度

部位的挡边侧模，混凝土浇筑完成拆模后，基本可以达到预

期的效果。

3.3.2构件安装位置基层混凝土凿毛

当上下层预制墙之间采用坐浆料、灌浆料或现浇混凝土

进行连接时，在预制外墙吊装施工前，还需对已浇筑完成的

基层混凝土进行凿毛处理。具体做法为下层混凝土浇筑完成

达到上人强度后在板面放出预制墙安装的墙身轮廓线，将墙

身范围内的基层混凝土进行凿毛，一般要求凿毛凹凸尺寸不

小于 6mm，然后将基层松动石子、泥浆剔凿并冲洗干净。

3.3.3新旧混凝土结合面湿润处理

根据相关规范要求，混凝土浇筑前需对老旧混凝土结合

面洒水充分湿润，该方案建议要求现场旁站监督人员留置施

工过程影像资料并做好浇筑前的验收工作。

3.4构件拼缝位置的防水构造

3.4.1留设凹槽后续打设耐候密封胶

预制构件拼缝外侧留设 10mm左后深度凹槽，然后采用

耐候硅酮密封胶或其他类似材料封闭，此方案防渗漏效果较

好，但用于水平拼缝时，因密封胶嵌入结构墙体内部，会对

墙体有效墙厚造成削弱，应用前需由原结构设计人员复核确

认。

图 3.2 预制外墙水平拼缝打密封胶节点示意图

3.4.2拼缝位置结合面设置企口、键槽

预制墙拼缝位置结合面增设企口或者键槽可以显著加

大墙体渗水路径，经现场验证，防渗漏效果良好。列举其中

一种预制构件拼缝位置企口留设做法大样如下图所示：

图 3.3 预制墙结合面设置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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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拼缝外侧增设一道防水层

在前述结合面处理及拼缝设置企口的基础上，在水平、

竖向拼缝外侧增设一道防水卷材或防水涂料作为加强措施，

其防渗漏效果较好，防水材料设置在外墙保温内侧，对外墙

后续工序影响较小，但会造成相关成本增加。

4 外墙防渗漏实施效果的检验方法
对于外墙防渗漏水平最常规的检验方法即为淋水试验，

很多建筑工程采取雨后检查代替淋水试验，其实际效果殊途

同归，淋水试验是经大量建筑工程使用验证过的，其实施效

果毋庸置疑，可以对建筑工程整体的防渗漏能力进行一个全

面的检查，但对特定部位针对性的检验强度不足，同时，淋

水试验所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往往需要持续临水 24小时

或 48小时以上，会造成大量的水资源浪费。

与淋水试验类似的，蓄水试验也是建筑工程施工过程常

用的防渗漏能力的检验方法，但其常用于水平封闭区域（厨

卫间、阳台等部位），在竖向墙面应用难度较大，本文提供

一种装配式工程墙面预制构件水平拼缝位置的蓄水试验方

法，如下图所示。

图 3.4 预制墙拼缝位置蓄水试验方法

上图所示的蓄水装置可采用沿管道纵向切取 3/4且两端

封头的 PVC管，管道规格一般可采用 DN110，底部三角支架

一般可采用扁铁或 PVC塑料板制作，然后采用玻璃胶将 PVC

管及三脚架粘在墙面上，PVC管与墙面结合处做好密封即可，

蓄水面一般高于水平缝 50mm以上。

类似的，上述外墙拼缝蓄水试验的检测方法，变形一下，

也可以用于预制墙乃至现浇墙面拉膜孔、螺杆洞等孔洞封堵

效果检验，具体做法如下图所示。

图 3.5 墙面预留孔洞封堵后蓄水试验方法

5 既有渗漏问题处理措施
根据本文第一章节所述，装配式建筑外墙渗漏主要原因

无外乎预制构件自身开裂、预制构件与现浇混凝土接触面处

理不到位、拼缝外部防水措施选择不当三个原因，对于已施

工完成且客观存在的装配式外墙渗漏问题，应分析造成渗漏

的原因，排除影响结构安全的裂缝因素外，一般可沿拼缝或

裂缝剔凿 V槽，然后采用无机防水堵漏材料（水不漏、快干

水泥等）填平压实，外部采用涂刷防水涂膜或粘贴防水雨布

进行加强即可，必要时也可以采取高压注浆的方式进行堵

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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