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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渗漏施工技术在房屋建筑施工中的应用策略
袁航生

（浙江三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24）

摘　要　混凝土施工技术是保障工程质量的关键，施工技术应用质量直接关系到建筑工程整体质量。随着我国社

会经济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建筑行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以现代房屋建筑施工为背景，对防渗漏

施工技术在房屋建筑施工中的应用策略展开分析，包括防渗漏施工技术在其中的重要性，主要应用策略及其发展

趋势等。分析结果表明：在房屋建筑施工中，要实现防渗漏施工技术的合理应用，建设施工单位需注重混凝土配

比的合理优化，屋面排水系统的合理设计，施工缝的有效填充，以及施工质量科学评估等。本文旨在为防渗漏施

工技术的应用提供有益参考，进而提升房屋建筑防渗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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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当前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社会各界对

建筑工程施工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防渗漏施工

技术作为工程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其应用效果直接影

响着建筑工程整体质量。然而，由于我国房屋建筑施

工规模逐渐扩大，房屋建筑数量增多，加之部分建设

单位对施工技术管理不到位，致使房屋建筑存在较多

的质量问题。同时，部分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未对

混凝土配比进行科学优化，导致混凝土质量不达标的

情况发生。还有少部分建设单位对屋面排水系统设计

不合理，存在屋面容易出现积水现象。此外，部分建

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未能及时对施工缝进行有效填充，

导致建筑出现裂缝等问题时有发生。以上情况的出现

都会影响到房屋建筑使用效果。因此，在现代建筑工

程建设施工中，防渗漏施工是一项关键的工艺。建设

施工单位应对其足够重视，结合房屋建筑工程的实际

防渗漏需求，以合理的技术措施进行此项施工。同时，

应根据防渗漏施工技术应用现状，深入探究其未来的

发展趋势，如此方能充分发挥防渗漏施工技术优势，

提升房屋建筑防渗漏施工效果。

1　防渗漏施工技术在房屋建筑施工中的重要性

通过防渗漏施工技术的合理应用，充分发挥其作

用与优势。防渗漏施工技术在房屋建筑施工中的重要

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可有效避免水分对钢筋混凝土结构造成腐蚀，

使房屋建筑结构性能得到良好保障，以确保整体房屋

建筑结构安全性。

2.可有效避免雨水进入房屋建筑室内，使室内保

持干燥，防止霉菌等微生物滋生，从而进一步提升房

屋建筑的舒适度。

3.可有效避免房屋建筑外墙、屋顶、地下室等因

潮湿而损坏，从而进一步降低后续维修难度，减少维

修成本，并延长房屋建筑工程使用寿命。

4.可使房屋建筑具备更好的防渗漏性能，从而对

消费者形成更高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房屋建筑价值

及其市场竞争力。由此可见，将防渗漏施工技术合理

地应用在房屋建筑施工中非常重要 [1]。

2　防渗漏施工技术在房屋建筑施工中的主要应用

策略

2.1　混凝土配比的合理优化

在现代房屋建筑工程建设施工中，混凝土密实度

及其抗渗性能将直接影响整体结构的防渗漏效果。同

时，混凝土密实度及其抗渗性能又与混凝土自身的材

料配比具有直接关系。基于此，在具体的防渗漏施工

过程中，工程单位应将混凝土配比优化作为防渗漏施

工技术的首要应用策略。为达到这一目标，工程单位

需采取以下几项策略：

1.针对房屋建筑物的防渗漏要求，选择高标量的

硅酸盐水泥，同时加入矿渣、粉煤灰等外加剂，以改

善其微结构。

2.采用精细调控策略，强化粗骨料（如砂砾）在

混凝土中的掺量，并对细骨料粒度进行合理控制，以

保证其最大直径小于钢筋直径的四分之一。

3.合理控制混凝土水灰比，以确保其整体密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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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内部孔隙，从而具备更高的防渗漏性能。表 1为

现代房屋建筑工程防渗漏施工中的混凝土配比参数控

制标准。

表 1　现代房屋建筑工程防渗漏施工中的混凝土配比参数控制标准

序号 项目 参数 序号 项目 参数

1 水泥标号 ≥ P.O 42.5 5 细骨料用量 300～ 400 kg/m3

2 水泥用量 360～ 400 kg/m3 6 水灰比 0.38～ 0.45

3 掺合料用量 54～ 120 kg/m3 7 减水剂用量 0.2%～ 0.5%水泥质量

4 粗骨料用量 600～ 700 kg/m3 8 防水剂用量 0.05%～ 0.1%水泥质量

2.2　屋面排水系统的合理设计

屋面排水系统可直接影响其屋面积水排除效果，

从而对屋面防渗漏效果产生直接影响。通常情况下，

房屋建筑屋面上的排水系统可按两大类划分。一是无

组织的排水体系，也就是自由落水，这种方式适合于

雨水稀少地区或低矮房屋的屋顶排水。二是有组织的排

水体系，也就是通过雨水斗、雨水管、天沟、沟槽等组

件的设置，构成了一套完善的屋顶排水系统，此类排水

系统在高层住宅或大型公共建筑屋面排水中适用 [2]。

相较于无组织排水系统而言，有组织排水系统在

实际应用中需要合理设计。具体设计时，工程单位应

采取以下几项策略：

1.对于天沟，为使其在暴雨条件下具备足够的瞬

时流量承受能力，应将其宽度设计在 200 mm及以上，

深度设计在 100 mm及以上。

2.对于雨水斗，为保障其均匀排水效果，防止局

部过载问题产生，应将其间距设计在 18～ 24 m之间。

3.为避免暴雨时排水系统发生过水现象，需将泄

水孔设于沟口处，并高于雨斗底 150～ 300 mm，从而

使多余的雨水可由此顺利排出满负荷主排水系统，防

止积水情况所导致的屋面渗漏问题产生。

4.为了防止落叶或其他东西堵住雨水孔，请在雨水

漏斗的进口处安装滤网，网孔的直径控制在 5～ 10 mm，

如此既可以实现各类杂物的有效阻挡，又可以确保其

排水效率，充分满足房屋建筑屋面的实际排水需求 [3]。

2.3　施工缝的有效填充

在现代房屋建筑工程的建设施工过程中，施工缝

是其防水施工的薄弱部位和关键部位。只有做好施工

缝的防水密封处理，才可以有效避免雨水由此进入，

从而有效防止房屋建筑结构渗漏问题的产生。基于此，

在具体的防渗漏施工过程中，工程单位也需要将施工

缝填充作为一项关键的防渗漏施工技术，选择合理的

填缝材料，并结合实际情况，以合理的技术措施完成

施工缝填充处理，以确保其防渗漏施工效果。为达到

这一目标，工程单位可采取以下几项策略：

1.结合房屋建筑工程实际情况与施工缝防渗漏需

求等，合理选择填缝材料。目前常用的填缝剂有聚氨

酯灌浆料、吸水发泡胶和弹性密封胶。由于弹性密封

胶材料具有优良的耐候性能和拉伸性能，在大量非结

构施工缝填充施工中均适用，且防水性能优越，所以

在无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应将此种材料作为首选。在采

用弹性密封胶进行施工缝填充时，需通过专用胶枪将

其均匀挤入施工缝内，将施工缝填充饱满，不可留有

空洞，以免后续微小裂缝对施工缝防渗漏效果产生不

利影响。

2.若施工缝处在潮湿环境条件下，可选择遇水膨

胀胶条进行施工缝填充。施工时，应预先对此类胶条

实施湿润处理，再缓缓将其嵌入施工缝内部，并做好

压实处理。经过一段时间后，其膨胀后的体积达到原

始体积的 200%～ 300%之间，从而形成一道紧密的屏障，

以满足此类施工缝的实际防渗漏需求。

3.在动态裂缝、宽缝以及深层施工缝等的填充处

理时，聚氨酯灌浆料更加适用。具体填充时，需借助

注射器或灌浆泵将聚氨酯混合灌浆料连续、缓慢地注

入此类施工缝内部，使其深入施工缝内部的细微裂缝

里，达到高硬度、高黏结力的固化处理效果。在此过

程中，若施工缝比较细小，应按 0.1～ 0.3 MPa控制

其初始压力，后续灌浆中再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节其

压力，但应将其控制在 0.5～ 1.0 MPa之间，从而使

每一个微小缝隙均被充分填充 [4]。

2.4　防渗漏施工质量的科学评估

在完成房屋建筑工程项目防渗漏施工之后，为确

保其防渗漏施工效果，工程单位还需要采取合理的措

施对其防渗漏施工质量进行科学评估。就目前的房屋

建筑工程防渗漏施工质量评估来看，淋水试验是最常

用的一种防渗漏检测与评估方法。为确保该方法条件

下的防渗漏检测质量，工程单位需对淋水角度、喷头

间距、 喷头直径、淋水量、淋水时间等参数合理控制，

以确保整体测试区域都被均匀覆盖，从而实现潜在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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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点的及时发现和处理。表 2为现代房屋建筑工程防

渗漏效果淋水试验评估参数设置标准。

表 2　现代房屋建筑工程防渗漏效果淋水试验评估参数设置标准

序号 项目 参数 序号 项目 参数

1 淋水角度 45°～ 60° 4 淋水量 3～ 4 L/m2/min

2 喷头间距 1.5～ 2.0 m 5 淋水时间 ≥ 2 h

3 喷头直径 25 mm 6 最长淋水时间 4 h

对于混凝土结构中的微小裂缝以及防水层背后积

水条件下的渗漏情况，在具体评估时，工程单位应通

过达西定律来展开分析。以下是其计算公式：

                               （1）

其中，Q代表流体自身的体积流量，其单位是 m3/s；

k代表渗透系数，它所反映的是材料对于流体渗透的允
许能力，其单位是 m/s；A代表渗流截面面积，其单位
是 m2；h代表渗流路径两端所具有的水头差，其单位
是 m；L代表渗流路径整体长度，其单位是 m。

在具体试验时，工程单位需要对发现的所有渗漏

迹象做好观察和记录，包括湿斑、渗水或滴水等情况。

标记时需要采用标记笔将渗漏点及时标出，从而为后

续修复工作提供指导。在完成渗漏点修复处理后，工

程单位需要再一次实施淋水试验，以确定修复后的防

渗漏效果，直到确认所有部位防渗漏效果合格为止 [5]。

对于屋顶、墙体等房屋建筑工程围护结构，在具

体的防渗漏性能评估时，工程单位首先应该对其初始

湿度分布情况进行测量，之后再借助菲克第二定律，

对其扩散过程加以描述。以下是其计算公式：

               2

 D

t
                （2）

其中，ϕ代表湿度含量，其单位是 kg/m3；t代表扩
散时间，其单位是 s；D代表扩散系数，其单位是 m2/s；

2代表拉普拉斯算子，能较好地反映出水分在三维空
间中的扩散状况。

通过对材料内部的湿度场和时变状态的预报，可

以科学地评价材料本身的水分传输特性，进而及时准

确地识别出可能的泄漏风险。如此便可对房屋建筑工

程中的围护结构防渗漏效果做出科学验证，为其后续

的防渗漏性能提升及其结构性能优化提供有力支持。

3　防渗漏施工技术的发展趋势

防渗漏施工技术主要应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第一，防渗材料的绿色化发展。研究者可加大力

度对低 VOC防渗材料、可再生防渗材料以及生物基防

渗材料进行研究，在确保其防渗漏性能与耐久性的基

础上，进一步提升其生态环保性能，使其具备绿色环

保化应用优势。

第二，防渗施工技术的自动化与智能化发展。研

究者可对防渗施工中的自动定位技术、定时监测技术、

远程控制技术以及智能化施工设备控制技术等展开深

入研究，并结合实际情况与施工需求等，引入相应的

自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满足此类施工项目的自动化

和智能化发展需求 [6]。

第三，施工效果检测技术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发展。

研究者可将更加先进的智能传感器或智能检测机器人

等设备合理引入此项工作中，以替代传统的人工检测

模式，简化检测流程，并实现建筑工程防渗漏施工效

果的科学、准确、高效检测。

4　结束语

防渗漏施工技术是现代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关键技术，

工程单位需根据房屋建筑工程实际情况与防渗漏施工需

求等，引入合理的防渗漏施工技术。通过对各个防渗漏

施工环节的合理控制、施工技术的合理应用，以及技

术参数的有效控制等，确保各项防渗漏施工技术的应用

效果，进一步提升现代房屋建筑工程的防渗漏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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