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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建设项目已遍布在城乡各地，但如果建筑物出现渗漏，不仅
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维修，还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建筑防水工程是一项保证建筑物免受水的侵袭的分部工程，在建筑工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建筑防水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房屋的地下室、屋面等诸多部位，还涉及材料、设计、
施工、验收和维护管理等多种因素。
在防水工程中，材料是基础，设计是前提，施工是关键，质量检验、验收是保证。
只有各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一丝不苟，才能确保工程质量。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指导方案”中的专业教育标准、培养
方案及主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结合编者长期的教学与工程设计、施工经验，并按照国家现行的相关
规范和标准编写而成的。
本书以培养建筑类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为主线，强调理论、实践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
书中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建筑防水的各个关键点及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就地下防水工程、屋面防水工
程所采用的刚性防水、柔性防水、接缝密封防水和注浆防水等防水技术的作业条件、适用范围、材料
要求、结构设计、施工工艺、注意事项、质量检验与工程验收、日后故障处理方案作了介绍，并注重
培养学生刚柔相济、防排结合、辩证地分析和处理工程防水问题的思维方法。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土木工程等专业的教材，亦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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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建设项目系列教材之一，主要介绍了地下室的防潮与防水和屋顶的防水与
防渗等，具体内容包括：地下室与地基基础，地下室防水等级与设防要求，地下室的主体防水，地下
室的细部构造防水，地下室渗漏水的修堵，地下室的排水，屋面防水等级与安全，屋顶的类型与构造
排水、平屋顶的防潮与防水、坡屋顶的防水等。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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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节点部位复合密封处理。
与密封、嵌缝材料复合使用，是涂膜防水应用的基本原则。
诸如变形缝、预制构件接缝（尤其是端头缝）、穿透防水基层的管道或其他构件的根部等处的防水，
单靠防水涂膜是不行的，特别是使用橡胶沥青类防水涂料的工程，更需坚持这项原则。
　　6）要考虑涂料成膜因素。
由液体状态的涂料转变为固体状态的涂膜，是涂膜防水施工的一个重要过程。
这个成膜过程决定了防水涂膜的质量，即该防水工程的质量。
因此，在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施工中可能影响本工程涂料成膜的各种因素。
　　影响防水涂料成膜的因素很多，包括涂料的质量、施工的方法、施工环境以及施工人员的操作等
。
例如，反应型涂料大多数是由两个或更多的组分通过化学反应而固化成膜的，组分的配合比必须按规
定准确称量、充分混合，才能反应完全，变成符合要求的固体涂膜。
任何组分的超量或不足、搅拌不均匀等，都会导致涂膜质量下降，严重时甚至根本不能固化成膜。
溶剂型涂料固化含量较低，成膜过程伴随有大量有毒、可燃的溶剂挥发，不宜用于施工环境空气流动
差的工程（如洞库建筑等）。
对于水乳型涂料，其施工及成膜对温度有较严格的要求，低于5℃便不能使用。
水乳型涂料通过水分蒸发，使固体微粒聚集成膜，过程较慢，若中途遇雨或水冲刷，将会被冲走；成
膜过程温度过低，膜的质量会下降；温度过高，涂膜将会起泡等。
因此，设计人员必须熟悉各种涂料成膜的因素，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选择涂料，并对施工条件做出相
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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