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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宅建筑工程中，防水施工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建

筑物的完整性、安全性及舒适度。防水施工失败会导致

结构损害、内部环境潮湿、霉菌生长等一系列问题，进

而影响居民健康和生活质量。随着建筑材料和技术的发

展，市场上提供了多种防水材料和系统，选择合适的材

料和确保施工质量成为了实现有效防水的关键。

一、住宅建筑防水工程功能

住宅建筑防水工程的主要功能是防止水分渗透，保

护建筑结构免受水的侵害。水是建筑材料的天敌，长时

间的水侵可以导致结构损害，促进腐蚀，发霉和其他水

分相关的问题，这不仅影响居住舒适度，还可能危害住

户的健康。有效的防水工程可以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

减少维修和保养成本。此外，良好的防水系统还可以提

高能效，因为干燥的居住环境需要较少的能源来调节温

度和湿度。在环保方面，防水工程也减少了对化学防潮

处理剂的需求，这些处理剂可能对环境造成负担。因此，

住宅建筑的防水工程不仅关系到建筑物本身的耐久性和

安全性，还涉及到居住者的舒适性、健康以及环境保护。

二、住宅建筑工程防水施工中常见问题

1.基层处理不当

在住宅建筑工程的防水施工过程中，基层处理是至

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防水层的附着力和持

久性。然而，在实际施工中，基层处理常常被忽视或处

理不到位，导致防水层与基层之间的结合不牢固，从而

引发渗漏问题。例如，基层表面可能存在灰尘、油污或

其他污染物，如果这些杂质不被彻底清除，就会影响防

水材料的粘结效果。此外，基层的干燥程度也很重要，

过湿的基层会稀释防水材料，降低其性能；而过于干燥

的基层则可能导致防水材料无法充分湿润，影响其粘附

性。还有，基层的平整度不足也会带来问题，不平整的

表面会造成防水涂层厚薄不均，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减

少防水层的使用寿命 [1]。

2.材料选择错误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成本、施工便利性或是对材料

性能了解不足等原因，常常会出现材料选择错误的情况。

一些施工单位可能会选用价格低廉但性能不佳的防水材

料，这些材料可能短期内看不出问题，但长期来看，其

耐久性和可靠性远远达不到要求，最终导致渗漏现象发

生。另外，有些材料可能在特定环境下表现不佳，比如

在高温或低温条件下，某些材料可能会失去弹性或变得

脆弱，影响防水效果。还有一些材料可能与基层的相容

性不好，无法形成有效的密封层。

3.细部处理不到位

往往由于施工人员的技术不过关或是对细节不够重

视，导致细部处理不到位，成为防水工程中的薄弱环节。

例如，穿墙管件、排水口、檐口等部位的密封处理如果

做得不好，就容易在这些地方形成渗水点。此外，阴阳

角、施工缝等处的加强层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影响防水

层的整体性能。有时候，施工人员可能会忽略对细部的

预处理，比如未对裂缝进行填补或是未对边缘进行圆角

处理，这些都会增加渗漏的风险。

4.防水层保护不足

完成防水层的施工后，对其进行适当的保护是确保

防水效果持久的关键步骤。但在实际操作中，防水层保

护往往被忽视，导致新做的防水层很快就受到损坏。例

如，施工人员在防水层上行走时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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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穿破或磨损防水层。此外，如果在防水层上直接

堆放重物或施工机具，也会造成防水层的破损。在某些

情况下，防水层尚未完全固化就被后续工序覆盖，这样

不仅会影响防水层的性能，还可能导致两层材料之间出

现分离。

三、住宅建筑工程防水施工中的技术要点分析

1.基层处理

在住宅建筑中，基层可能包括混凝土、砂浆或其它

材料表面。首先，确保基层结实、平整、无松动颗粒，

这是形成有效防水层的前提。对于有裂缝的基层，需要

用合适的填缝材料进行修补，并确保填补后的表面平整

光滑。基层的干燥程度也非常重要，过于潮湿的基层会

影响防水材料的附着力，因此，在防水施工前必须对基

层进行充分干燥处理。此外，要彻底清除基层表面的灰

尘、油污等杂物，这些杂物会降低防水材料与基层的粘

接强度。对于有起砂现象的砂浆基层，需要进行打磨处

理，以提高其密实度和粘接性 [2]。

2.防水材料选择

市场上的防水材料种类繁多，包括涂料、卷材、刚

性防水材料等，每种材料都有其独特的性能和适用范围。

在选择防水材料时，首先要考虑建筑部位的环境条件，

如暴露在外的屋顶与地下结构所需的防水材料性能不同。

其次，要考虑材料的耐久性和抗破坏能力，尤其是抗根

穿刺能力对于种植屋面尤为重要。材料的相容性也是一

个重要因素，新旧防水材料之间需要有良好的结合力。

此外，环保型材料越来越受到重视，选择无毒、无味、

对环境友好的防水材料符合绿色建筑的发展趋势。

3.防水层施工

在施工过程中，首先要确保防水材料的正确配比和

充分搅拌，以保证材料的性能发挥到最佳。涂布时要均

匀、密实，不留空鼓和气泡，特别是要注意墙角、管根

等易渗水的部位，这些部位需要仔细处理，必要时可增

加附加层来加强防水效果。防水层的厚度需达到设计要

求，过薄可能会导致防水层提前老化失效。对于采用卷

材的情况，铺设时应平整顺直，相邻卷材之间的搭接宽

度要符合标准，并用专业粘合剂紧密粘接。施工中还应

注意环境温度和湿度，部分材料对气候条件有特定的要

求，不适宜的天气状况可能会影响材料的固化和性能。

完成后的防水层需进行保护，避免在后续施工中被破坏。

同时，要做好施工记录和质量检测，确保每一步骤都符

合施工标准 [3]。

4.施工质量控制

施工质量控制是防水施工中不可忽视的环节。施工

单位应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从材料进场到施工完

成每一步骤都应有严格的质量检查。特别是防水层的厚

度、均匀性及完整性应定期检测，确保符合设计要求。

施工完成后，必须进行闭水试验，检查是否有渗漏点，

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同时，记录和保存好所有施工和

检测记录，为后续的维护和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5.节点密封处理

节点及细部的密封处理是防水施工中的关键细节，

常常决定了整个防水系统的成功与否。在施工中，应对

伸缩缝、穿墙管、阴阳角等进行特别处理。使用专门的

密封材料，如聚氨酯密封胶等，确保这些细节部位的严

密无缝。在处理时，还应注意密封材料的填充深度和宽

度，确保其与主体防水层形成有效的结合，防止因密封

不牢导致的渗水问题。通过细致的节点密封处理，可以

显著提升整个防水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可靠性。

结语

正确执行住宅建筑工程的防水施工对于保障建筑物

的长期性能和居住舒适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精

确的基层处理、恰当的材料选择、精心的施工操作以及

严格的质量控制，可以极大地提升防水效果，延长建筑

物的使用寿命。为了确保防水工程的成功，建议施工单

位使用合格的材料，遵循正确的施工标准，同时进行定

期的检查和维护，以维持防水系统的最佳状态。

参考文献

[1]倪竹萍.住宅建筑工程防水施工中的技术要点分

析[J].居业，2022，（08）：68-70.

[2]李鑫，杨光，王道春，等.住宅建筑工程防水施

工中的技术要点分析[J].工程技术研究，2020，5（18）：

47-48.

[3]渠志雅.住宅建筑工程防水施工中的技术要点分

析[J].价值工程，2020，39（04）：148-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