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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72000 m2超大屋面整体防水施工技术研究

/文 沈铮梁 何 韬 倪 伟 伍向阳 彭 洁 陈世涛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上海  200000）

摘要：随着经济的增长，建筑工程在发展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而屋面的整体防水施工是影

响建筑工程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其质量将直接影响工程的使用寿命。目前，建筑工程在发展中，屋面防水

工程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对此本文结合实例对单体72000 m2超大屋面整体防水施工技术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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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在发展过程中，屋面防水技术对工程质

量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影响屋面漏水的原

因则主要集中在管道穿面结构处、水落口以及女儿墙

等部位。在实际的建设中，为了降低屋面发生漏水的

行为，往往需要制定至少两层的防水层，一道为建筑

防水层，另一道为结构自防水层。但是在实际的施工

作业中往往不止两层，这便会给人以误导，认为防水

层设置越多其防水效果就会越好。殊不知这一做法并

不会起到预期的效果，屋面防水施工技术的优劣还应

从施工方案以及建筑材料的选择上着手，这样才可以

更加有效地避免建筑屋面出现漏水的问题。

1 实际案例简介
为了更好地简述单体72000 m2超大屋面整体防水

施工技术，本文结合位于江苏南京溧水开发区华盈路西

侧、滨淮大道南侧的欣旺达16GWh动力电池项目进行分

析。该项目屋面所采用的防水做法为：屋面结构混凝土

中掺入无机纳米抗裂减渗剂（掺量为1.5%）+2 mm厚非

沥青基强力交叉膜自粘高分子防水卷材+2 mm厚非固化

橡胶沥青防水涂料。该项目屋面所采用的防水施工工艺

为屋面结构混凝土采用膨胀加强带形式的无缝整体施工

技术。

2 单体72000 m2屋面整体防水施工方案

2.1 超大屋面方式的设计选择

上述案例中的建筑屋面所采取的方式为倒置式屋

面施工技术。这种技术在实际应用中，主要是将挤塑

板保温层设置在柔性防水层之上，这样既避免了保护

防水层受高温和紫外线的影响而出现老化的现象，使

防水层的使用寿命缩短，还可以降低保温层因变形等

原因而引起的保温效果不佳，以减小屋面出现渗漏的

风险。因此在该项目中隔热层平屋面施工建设中采取

倒置式这一施工技术方案，以此来增强该项目屋面的

防水性能[1]。

2.2 超大屋面结构找坡的方式

及时排出屋面积水是提高屋面防水性能的一项重

要手段。在以往的屋面设计和施工中，往往会在屋面

的建设中设置一定的坡度。在该项工程的建设中，也

应对其坡度进行调整和完善，而在实际的施工建设

中，除了将原有的结构找坡以外，还应在建筑体屋面

的最上面细石混凝土层上设置相应的坡度，并满足屋

面上每个虹吸雨水口的最大汇集面积在800 m2的标准，

且雨水流到落水口的距离不超过60 m。采用这种重新

划分分水线的方式来保障屋面的坡度可以充分满足其

对排水功能所提出的各项需求，最终来达到屋面具有

防水作用的目的。

2.3 超大屋面防水材料的选择

现阶段市面上用于屋面防水的材料较多，但是所

起到的防水效果截然不同，因此，各个项目在落实防

水设计时应结合工程的特点以及对工程屋面防水性能

所提出的要求来选取合适的材料。本文所引用的项

目，屋面防水材料涉及了聚氯乙烯树脂材料。这种材

料具有较高的抗拉强度，且延伸性能较好，即便是面

对高温、低温等相对恶劣的环境，其所表现出来的

物理化学等性能也会十分优良。选择合适的材料在屋

面防水性能上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本项目也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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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结合屋面的不同位置以及其对防水性能的要求来选

择相应的防水材料，这样可以使各个防水材料物尽其

用，最终得到防水的效果[2]。

无机纳米抗裂减渗剂：一种以无机纳米材料组成

的离子胶体，掺入混凝土中，能有效改善新拌混凝土

工作性能，减少硬化混凝土收缩变形，提高混凝土力

学性能、极限拉伸值和抗渗性能的抗裂防水材料。

2.4 施工工艺选择

在施工图设计中，单体72000 m2超大屋面采用与结

构同时施工并增加无机纳米抗裂减渗剂，取消后浇带

的方式采用膨胀加强带的无缝技术，即采用膨胀加强

带+无机纳米抗裂减渗剂组合形式，能提高整个结构地

坪抗裂及抗渗、施工效率、结构整体性。

膨胀加强带+无机纳米抗裂减渗剂的刚性自防水体

系是主体结构，采用具有抗裂、抗渗性能的混凝土，

通过取消变形缝、后浇带等技术措施，并能控制结构

沉降、收缩等变形影响，形成主体结构不依赖于外设

防水层的防水体系。

3 改善超大屋面防水性能的有效措施

3.1 超大屋面混凝土施工技术控制

建筑工程防水工艺中，混凝土的应用是不可避免

的，其所发挥的防水性能也是其他材料所不能比拟

的。而混凝土防水性能的有效发挥，需要在施工期间

对其进行必要的养护、浇筑以及振捣等，这样才可以

使其发挥出更好的防水性能。

3.1.1　混凝土的养护

在实际的施工作业中，应针对混凝土应用的部位

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养护方案。首先，对竖向构件来

说，需要在模板拆除后对其进行冲洗，而后用塑料薄

膜将其包裹严实并坚持每天浇水，使其表面湿润不间

断至少7 d，其中抗渗结构部位的混凝土养护应不少于

14 d。其次，对水平梁板构件的混凝土应用养护来说，

应在混凝土浇筑完成后的8～12 h内开始浇水养护，

当然具体的开始养护时间还应结合施工期间的天气来

定，以表面开始泛白为最佳养护开始时间。在这一项

目的混凝土养护中，可采取勺泼水或者花洒喷水的方

式进行养护，浇水次数由保持混凝土表面湿润状态来

定，养护时间应控制在不间断的7个昼夜及以上，这一

构件中的抗渗结构的混凝土养护时间在14 d及以上，且

对处于膨胀加强带的混凝土的养护时间在28 d及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部分构件中的养护工作中不可使

用浇水管直接浇水，否则会导致浇水过剩而形成“水

帘”的情况，影响混凝土的养护。最后，对屋面梁板

所用到的混凝土则需要采取蓄水养护的方式使其达到

防水的性能[3]。

3.1.2　混凝土的浇筑

该项目工程中，为了进一步保障工程的质量以及

工期，采用汽车泵和地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混凝土的

浇筑，要求现场施工期间应在混凝土入场后及时检

测，对检测中所发现的不符合要求的产品材料应退回

或者由搅拌站进行二次搅拌。另外，由于该项目所采

取的搅拌方式为机械搅拌，需要对进出的车辆进行登

记管理，同时记录混凝土的浇筑起始时间，对超出要

求或不满足搅拌要求的混凝土应杜绝使用。混凝土的

浇筑是促使混凝土发挥防水性能的一项重要环节，尽

管这一程序由机械设备进行操作，相较于人工自主搅

拌来说会更加便捷，但是依然需要由专人对其进行管

理记录，这样才可以避免不符合浇筑要求的混凝土混

入其中，进而影响混凝土的防水性能。

3.1.3　混凝土的振捣

该项目工程中在对混凝土进行振捣作业时主要应

用了插入式振动器和平板振动器两种设备，前者设备

在振捣时有两种方法，其一为垂直振捣，其二为斜向

振捣，如图1所示。值得注意的是，插入式振动器在

应用时应本着快插慢拔的原则，并在振捣的过程中，

略微上下抽动振动棒，这样才可以使振捣作业更加均

匀。平板振动器设备的应用则需要使每一处被振捣的

位置都在25 s～40 s，以混凝土的表面出现均匀的浆液

为准。该设备在振捣移动中应以3 cm～5 cm的排间距离

振捣，避免出现振捣不均的情况，并以上下振动的方

式进行振捣操作。混凝土的振捣施工看似简单，实则

在操作过程中极易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最终导致混

凝土振捣不均匀，影响其性能的发挥。而在实际的施

工中，混凝土振捣不满足标准也是较为常见的问题，

因此，在具体施工作业中要尤为重视，只有使混凝土

的各项作业指标都满足要求，才可以使混凝土发挥出

更好的效能，从而进一步保障屋面的防水性能。

　　（1）垂直振捣　　　　　　（2）斜向振捣

图1  插入式振动器振捣方式

3.2 超大屋面防水施工要点控制

单纯依靠混凝土的应用来保障屋面的防水性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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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防水工艺上加以完善。因此在

具体的防水施工中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对

防水基层来说，保障这一部分的工艺能抹平压光，将

排水口设计成圆角便于油漆的涂抹，防水基层中的地

漏高度应在防水层以下，以避免在地漏周围出现积

水，为屋面防水增加压力。其次，对防水层的涂抹工

艺来说需要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如清理基层表面的

垃圾，尤其是阴阳角、管道根部等易发生漏水、不利

于处理的部位要重点排查、重点清理，待基层表面清

理结束后还需要检查管道、地漏等的牢固程度，坚决

杜绝松动等问题的发生。基层表面条件检查结束、满

足要求后再进行防水层的涂刷。再次，涂刷2.0 mm非

固化橡胶沥青防水涂料进行基层封闭，均匀涂刷在基

层表面，涂刷时按一个方向进行，厚薄均匀、不漏

底、不堆积。涂刷完毕后需要立即揭掉卷材隔离膜，

并将其铺在刚涂刮完的2.0 mm非固化橡胶沥青防水涂

料之上，同时还需要排除卷材下面的空气，使卷材与

涂料之间紧密贴合。最后，在铺垫好防水层之后需要

进行养护，具体的养护方式为将其晾放24～48 h，具

体晾放时间还需要结合当时的环境温度而定，一般情

况下，当时的环境温度越高其所需要的晾放时间相应

越短。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养护晾放阶段外界温

度过高，可采取遮阳布将其遮挡，养护结束后方可 

踩踏。

4 屋面防水的常见问题及相关控制措施

4.1 结构找坡不准、排水不畅

在实际防水施工中，经常会遇到坡面找不准、排

水不畅等问题。针对这一些问题，需要在具体施工中

严格按照设计坡度进行拉线，同时在相对应的位置上

设置基准点。另外为了避免屋面平层在施工结束后出

现排水不畅的现象，需要在屋面施工结束后，对屋面

的坡度、平整度等及时进行验收检测，必要情况下可

在雨后对屋面的积水情况进行检测。

4.2 结构找坡层起砂、起皮

屋面出现起砂、起皮等问题也是影响屋面防水质

量的常见问题。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出现，应在防水施

工前对屋面基层开展清洁工作，在控制起砂、起皮方

面，还可采取1∶2水泥砂浆的摊铺和压实工作。在这

一工作中可采用靠尺刮平、木抹子初压，并在初凝收

水前再用铁抹子二次压实和收光的操作工艺。

4.3 非固化橡胶沥青防水涂料涂刷控制

涂膜防水施工作业中，做到厚薄均匀，保障其表

面平整。值得注意的是，涂膜防水层中，转角和立面

发生渗漏的概率较大，对此应针对这些区域采取多遍

涂刷的方式，且在涂刷的过程中不应有流淌和堆积的

现象发生。在铺设胎体增强材料时需刮平、排除气

泡，最大限度地保障上下涂层之间的黏结牢固。另

外，为了进一步避免涂膜防水层发生漏水，还应在施

工时使涂料浸透胎体，保障覆盖完全，避免出现胎体

外漏的现象发生。

4.4 非沥青基强力交叉膜自粘高分子防水卷材铺

贴控制

防水卷材出现起鼓的概率较大，为了降低其对防

水作用所产生的不利影响，需要从施工工艺方面着手

进行规范。而在整个施工过程中除了要用到采取附加

自粘封口条进行密封，还需要注意铺设顺序，即先铺

设排水口较为集中的部位以及卷材的附加层，再按照

由低到高的顺序向上施工。对屋面坡面与立面部位

的卷材铺设来说，则需要由下至上铺贴。除了要注

意铺贴的顺序，还应注意铺贴的方向，即沿屋面纵向

铺贴，使相邻两幅卷材短边的搭接缝错开程度不小于

500 mm，且做到上下两层卷材不应相互垂直铺贴。简

单来说为长边的搭接采取把上下层卷材长边搭接处的

隔离膜撕掉后铺贴接边；短边的搭接把上下层卷材短

边搭接处的隔离膜撕掉后铺贴接边。

4.5 屋面刚性层开裂

屋面防水性能受到渗漏影响，其中刚性层开裂也

是常见因素之一，对此可在其浇筑时将其振捣密实、

压实并抹平、同时注意二次收光工作，钢防层设置纵

横向间距≤4 m的伸缩缝并增加满铺ϕ4 mm的钢筋网

片。另外，对混凝土浇筑工艺来说还需要采取及时

养护措施，且要注意在混凝土的养护初期上人不宜 

太早。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工程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屋面防水

工艺有了新的要求，对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应结合项

目特点以及防水材料、施工工艺的应用来制定合理的

方案。尽管目前我国的建筑工程发展迅速，并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依然需要为之探索，进一步改善

屋面的防水性能，延长建筑的使用年限，为完善人们

的居住环境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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