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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幕墙设计中的幕墙防水设计 

陈  宁  朱龙斌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  310000 

摘  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现代科技的融入促使幕墙工艺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大大提升了

幕墙的集成性以及精度，并在建筑领域中得到了普遍应用。然而，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幕墙技术在实际运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

渗漏问题急需通过相应的措施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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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建筑领域的不断创新中，幕墙作为现代建筑的先进外围结

构，正日益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以其美观、大方、通透的特性，

幕墙已经深度融入了当代建筑设计之中，并显著提升了建筑的美学价

值以及功能性，如高效保温、隔热和隔音等。然而，幕墙设计中至关

重要的一个环节——防水设计，其精度直接关乎建筑的整体功能和使

用寿命。基于此本文将深入探讨幕墙设计中防水设计的关键要素，旨

在为设计专业人士提供实用的设计策略，共同推动幕墙技术的发展。 

1.幕墙防水设计的概念 

幕墙的防水设计核心在于应用材料特性和构造设计，以构建稳

固的防渗屏障。在幕墙设计中，常见的防水措施会应用诸如硅酮气

候稳定密封剂、丁基橡胶密封剂以及三元乙丙橡胶密封剂等材料。

这些材料以其良好的抗老化性能、耐候性和化学稳定性，在幕墙防

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幕墙防水设计并不仅仅是技术细节，

其更涉及到了建筑的功能性、结构安全性以及材料选择等因素。因

此，在进行幕墙设计时，必须深入剖析防水设计的关键要素，以确

保幕墙的防渗效果和持久耐用性。 

2.幕墙防水渗漏设计原则 

开展幕墙防水设计的过程中，等压原理常被应用于横梁截面和

立柱构架的设计，需要特别关注于可能出现渗水的区域，这些地方

往往配备有排水孔来疏导水分。对于冬季低温可能产生冰霜的地

区，排水设施会被安排在室内以防止冻结。而在无霜冻的气候条件

下，排水设备可置于室内或室外，但若置于室外，通常需附加防风

设施以保护其免受破坏或阻塞。然而，这一策略并不适用于石材幕

墙。若采用非硅酮耐候密封胶进行密封，需要额外实施防风防雨的

安全措施。在幕墙工程中，不同金属材料的接触点，除不锈钢外，

都应安装尼龙 12 垫片或耐热玻璃纤维布作为隔离。钢框架结构需

预设温度伸缩缝。保温材料、金属板和石板等可在幕墙工程中整合，

但须与主体结构的外表面保持 50 毫米以上的空气间隙。 

3.幕墙防水设计的要点 

3.1 合理选择防水材料 

在幕墙的防水设计里，挑选适宜的防水材料是极其关键的。在

实际选择过程中，首先，各类材料的特性及适用领域有所差异，需

依据建筑物的实际用途和所在地理位置等条件，挑选相应的防水材

料。例如，对于处于高层建筑环境或者沿海地区的建筑，由于常受

大风和盐雾侵蚀，宜选用抗风压能力和防腐蚀性能优异的防水材

料。其次，保证材料的质量和性能可靠至关重要，这将直接影响防

水效果的持久性和幕墙整体的使用寿命。 

3.2 接缝防水 

在幕墙防水设计的过程中，接缝防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接缝防水是确保幕墙防水设计成功的关键环节。设计人员在实际操

作中，需高度重视连接处和各个组件装配时的防水密封措施。为保

证接缝的整体性，可针对水渗透的实际路径，在横向和纵向框架的

拼接点施胶密封。然而，不论是机械化操作还是人工操作，都难以

避免产生误差，使得接缝在接触时存在偏差，故在施工过程中，必

须首要解决这些误差问题。同时，水分进入接缝可能导致腐蚀和冲

蚀，为此，应在框的末端涂胶，以增强整体防水性能，但需确保此

过程不会堵塞排水口。为了确保接缝的可靠性，设计阶段还需预见

到工程实施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出连续且可靠的解决方案，以减

少加工组装和现场安装时发生的问题。 

3.3 幕墙密封系统 

（1）湿式密封技术。在幕墙设计的过程中，湿式密封占据核

心地位，该技术依赖于密封胶和带胶打钉元件，尤其适用于幕墙的

工业化生产和现场组装过程中。这种密封方法的优点在于其密封胶

具备抗紫外线、防水和防污染特性，通过嵌缝工艺，确保了幕墙材

料的气密性，特别适合于框架结构的幕墙设计。 

（2）干式密封技术。与之相对的是干式密封，主要依赖于胶

条密封技术，专为单元式幕墙设计。其基础材料通常是三元乙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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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约为整体的三分之一，但具体成分和配比需随气候条件进行调

整。例如，对于一平方米的幕墙，所需密封胶的量就相对较少。需

要先确定总胶缝的长度，接着乘以宽度得到面积，最后计算出胶的

实际用量。 

3.4 结构化防水 

单元式幕墙有着安装速度快、精度高和施工周期短等特征，常

被用于加速建筑项目的进度并提升经济效率，通常与土木结构同步

施工。其防水设计基于分层减压理念，确保其具备优良的防渗水和

气密性。EPDM 胶条用于板缝连接处的密封，而幕墙设计中，准确

规划了面板嵌入结构和防水带的位置，创建了尘密线和水密线。这

使得面板嵌合部分形成多个等压腔，与外界空气连通，从而最大程

度地防止水分进入幕墙内部，保证了幕墙的水密性。挡水胶条作为

结构化防水的关键组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常态下，其应具

备一定的压缩性，以适应单元板块因温度变化产生的位移和变形，

维持其密封效能。同时，选用合适的密封条对于确保幕墙整体防水

系统的连续性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四个相邻单元板的交汇点，即“+”

形节点。在上横梁顶部设置防水胶条是一个常见的做法，此方法将

上下单元隔成两个独立的防水区，有效避免排水压力积聚，并通过

将“+”形节点转变为“J”形节点，实现水流的分散。当前，幕墙

防水技术正日益成熟，核心在于结构化防水策略，该策略基于等压

和雨幕原理，对幕墙水密性的理解超越了传统的封闭式防水，体现

出更先进和积极的防水理念。 

3.5 冷凝水的收集与排放 

为控制成本，一些幕墙工程在楼层间的非透明混凝土部位选择

使用非节能玻璃，并结合背面的保温岩棉及背衬板。这种设计会导

致玻璃与背衬板间形成封闭空间，容易因温差形成冷凝水，因此设

计时需解决冷凝水的收集和排放问题。一般情况下，会在背衬板外

侧与中央横梁连接处设置一个冷凝水收集槽，位于中横梁上方。在

与立柱交界的地方，会开设排水孔，引导冷凝水流入立柱内部，最

终从幕墙底部排出室外。对于框架式幕墙，由于立柱断裂处有密封

胶，冷凝水能沿立柱流至底部，再排出室外。而单元式幕墙的冷凝

水则会流入下一层的上横梁，顺着排水斜坡排出室外。 

3.6 安装精度及板块调节措施 

安装精度对于幕墙的防水性能至关重要。根据防水设计，单元

幕墙的防水体系呈封闭循环，一旦安装不准确，板块间的对齐就会

出现偏差，导致防水线无法闭合而形成渗水点。考虑到建筑工程在

施工过程中常常存在误差，而幕墙又必须依托于主体结构，但其完

工后的精度要求远高于土建工程。因此，需要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

来吸收这些施工误差。例如应能使单元板块在前后、左右、上下方

向都有一定的移动空间，以便校正偏差，确保所有防水线能够形成

完整的循环。单元幕墙的调整机制主要体现在悬挂支架上，通过前

后的长孔进行调节，上下调节则通过挂件上的调节螺栓来实现，拧

动螺栓可进行垂直方向的微调。调节完成后，挂件上的孔洞会使用

螺栓进行固定，以保证稳定性。 

3.7 采光顶节点防水设计 

玻璃采光顶的形态多样且结构复杂，涉及的节点技术主要包

括：①隐蔽框架节点；②点支承结构的玻璃板块连接处；③明显框

架节点；④采光顶与不同材料交接的接口；⑤驳接头区域的玻璃接

合点。防水设计中，应避免单纯依赖外部密封，需实施双重防水策

略以防渗漏。对于扣板内侧和玻璃嵌槽的水分入侵，需采取措施隔

离进水并确保系统内层的密封性。同时，针对节点内的铝框和玻璃

边缘可能产生的冷凝水，需要设计收集和排放系统，以及利用空气

流通蒸发冷凝水的机制。 

横框与竖框的交汇是玻璃采光顶的关键节点，特点是横框的玻

璃槽延伸部分有助于引导水流至竖框方向。考虑到金属构件和玻璃

表面可能出现的冷凝水，应增设第二道辅助排水槽以有效管理冷凝

水。积水处理上，应用引渡设计使水平横梁的暴露部位保持低位，

便于积水自然流动。进一步地，应在横梁内部设计排水槽，引导积

水至竖梁和主梁，最后通过主梁的排水槽排出。 

结束语： 

在幕墙结构设计中，防水设计占据着核心地位，其对整个幕墙

的施工效果、安全性、功能性以及建筑质量有着关键作用。鉴于我

国的幕墙设计领域起步较晚，相关技术尚待完善，目前仍处于发展

初期阶段。因此，要想提升我国幕墙设计水平，就需要设计和施工

团队不断提升自身的责任意识，从过往的工作经验中汲取经验，并

在施工过程中做好设计工作，以保障工程质量，确保建筑项目能够

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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