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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中的建筑防水与防腐技术

解宏伟
准格尔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100

摘� 要：本文探讨了建筑工程中防水与防腐技术的重要性、应用及创新发展。防水技术通过选择合适的防水材

料、采用科学的施工技术和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建筑结构不受水分侵蚀；防腐技术则针对钢结构、混凝土结构及管

道设备等易腐蚀部位，采取多种防腐措施，提高建筑物的耐久性。近年来，新材料与新技术的发展，环保与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以及标准化与智能化的趋势，推动了建筑防水与防腐技术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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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水与防腐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重要性

防水与防腐技术在建筑工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它们直接关系到建筑物的使用寿命、结构安全及居

住或使用环境的舒适度。防水技术旨在有效阻止水分

渗透，防止建筑物因长期浸水或潮湿环境而出现渗漏、

霉变、钢筋锈蚀等问题。在屋顶、地下室、浴室及厨房

等易受潮区域，正确的防水处理不仅能保护建筑结构，

还能维护室内环境的干燥与清洁，提升居住品质。防腐

技术则侧重于保护建筑物免受化学腐蚀、物理磨损及生

物侵蚀的侵害。特别是在化工、冶金等工业建筑中，设

备、管道及结构的防腐处理尤为关键，它能有效延长设

备的使用寿命，减少因腐蚀导致的安全隐患和生产中

断。对于沿海地区和盐碱地区的建筑，防腐技术更是防

止海风和盐碱对建筑物侵蚀，维护建筑外观和结构完整

性的重要手段。防水与防腐技术相互关联，共同维护建

筑物的整体健康与安全。有效的防水措施能减少水分对

建筑物的侵蚀，从而降低腐蚀风险；而良好的防腐处理

又能增强结构对水分的抵抗力，进一步巩固防水效果[1]。

因此，在建筑工程中，防水与防腐技术的科学应用与严

格质量控制，不仅是保障建筑物长期稳定使用的必要条

件，也是实现绿色建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

不断优化和创新防水与防腐技术，建筑行业正朝着更加

安全、高效、环保的方向发展。

2 建筑防水技术

在建筑行业中，防水技术是保证建筑结构安全、延

长使用寿命、维护室内环境干燥舒适的重要技术手段。

随着材料科学和施工工艺的不断进步，建筑防水技术也

日新月异，其中防水材料的选择、防水施工技术的应用

以及防水施工的质量控制是防水工程成功的三大要素。

2.1  防水材料概述
防水材料是建筑防水工程的基础，其性能的优劣直

接关系到防水效果的好坏。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防水材

料大致可以分为刚性防水材料、卷材防水材料和高分

子合成材料三大类。（1）刚性防水材料。这类材料以
水泥混凝土为基础，通过添加特殊的外加剂或调整配合

比，使其具有优异的抗渗性能。防水混凝土是最典型的

刚性防水材料，它通过在混凝土中掺入一定量的防水剂

或膨胀剂，使混凝土内部形成致密的防水层，有效阻止

水分渗透。防水混凝土具有强度高、耐久性好、施工方

便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地下室、水池、隧道等结构的防

水工程中。（2）卷材防水材料。卷材防水材料以其良
好的柔韧性和耐水性，成为屋面、地下室顶板等大面积

防水工程的首选材料。沥青防水卷材是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产品，它采用沥青为基材，通过添加各种改性剂提高

其性能，再经过浸涂、覆盖等工艺制成。沥青防水卷材

具有抗老化、耐腐蚀、适应基层变形能力强等特点，但

在高温下易流淌，低温时易脆裂，因此在使用时需根据

气候条件进行合理选择。除了沥青防水卷材外，还有聚

乙烯丙纶卷材、高分子自粘卷材等多种卷材防水材料可

供选择。（3）高分子合成材料。高分子合成材料以其
轻质、高强、耐腐蚀、施工简便等优点，在建筑防水工

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涂膜防水材料是高分子合成材料

的一种，它采用合成树脂、合成橡胶等高分子材料为主

要成膜物质，加入适量的助剂制成。涂膜防水材料具有

无毒、无味、环保等优点，且施工灵活，可根据需要进

行多层涂刷，形成致密的防水层。高分子合成材料还包

括防水涂料、防水密封胶等产品，它们广泛应用于卫生

间、厨房等小面积防水处理中。

2.2  防水施工技术
防水施工技术是实现建筑防水目标的关键环节。根

据建筑部位的不同，防水施工技术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

点。（1）屋面防水。屋面是建筑防水的重要部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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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防水效果直接影响到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和居住舒适

度。平屋面防水通常采用卷材防水或涂膜防水技术，通

过铺设防水卷材或涂刷防水涂料形成连续的防水层。坡

屋面防水则更多地依赖于瓦片、防水卷材等材料，通过

合理的设计和施工，使屋面形成良好的排水系统。对于

特殊造型的屋面，如穹顶、拱顶等，需采用特殊的防水

材料和施工技术，如喷涂防水涂料、铺设防水卷材等，

以确保防水效果。（2）地下室防水。地下室作为建筑物
的底层结构，其防水性能至关重要。地下室防水工程主

要包括墙体、底板及顶板的防潮、防渗施工。墙体防水

通常采用卷材防水或防水混凝土等刚性防水材料，通过

铺设防水卷材或浇筑防水混凝土形成连续的防水层。底

板和顶板防水则更多地依赖于防水涂料、防水卷材等柔

性防水材料，通过涂刷或铺设形成致密的防水层。在地

下室防水施工中，还需注意排水系统的设置，如设置排

水沟、集水井等，以便将渗漏水及时排出[2]。（3）外墙
防水。外墙防水主要关注外墙面板接缝、窗台、阳台等

易漏水部位的处理。外墙面板接缝处可采用密封胶、防

水涂料等材料进行密封处理，以防止雨水通过接缝渗入

室内。窗台和阳台等部位则需采用防水卷材、防水涂料

等材料进行涂刷或铺设，以形成连续的防水层。此外，

还需注意外墙的排水设计，如设置滴水线、雨水槽等，

以便将雨水及时排出。（4）楼地面防水。卫生间、厨
房、阳台等用水频繁区域是楼地面防水的重点。这些区

域的防水施工通常采用防水涂料、防水卷材等柔性防水

材料，通过涂刷或铺设形成致密的防水层。在施工中，

需注意地面坡度的设计，以便将积水及时排出。同时，

还需注意防水层与地面基层的粘结强度，确保防水层的

牢固性。

2.3  防水施工质量控制
防水施工质量控制是保证防水工程耐久性和安全性

的关键环节。在施工过程中，需从材料选择、施工工

艺、验收标准等方面进行全面控制。防水材料的性能直

接影响防水工程的效果；因此，在材料选择时，需根据

工程需求、气候条件、使用寿命等因素进行合理选择。

同时，还需注意材料的环保性能，确保施工过程中不会

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危害。防水施工工艺的规范性是保证

防水工程质量的关键；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施工规

范进行操作，如防水层的涂刷次数、卷材的搭接宽度、

排水系统的设置等均需符合标准。同时，注意施工过程

中的细节处理，如密封胶的涂刷、防水卷材的铺设等均

需确保无遗漏、无缺陷。防水工程完成后，需进行严格

的验收工作；验收内容主要包括防水层的外观质量、厚

度、粘结强度等性能指标以及排水系统的通畅性。验收

时需遵循相关标准和规范，确保防水工程达到设计要

求。对于验收中发现的问题，需及时进行整改和修补，

以确保防水工程的质量。另外，防水工程的质量控制还

需注重施工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在施工过程

中，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噪音、粉尘等污染物的排放，同

时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确保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3 建筑防腐技术

3.1  结构防腐
结构防腐主要针对建筑物中的钢结构、混凝土结构

以及金属门窗等易受腐蚀的部位。钢结构因其良好的力学

性能和可塑性被广泛应用，但长期暴露在潮湿、酸碱等恶

劣环境中，极易发生锈蚀，导致结构强度下降。因此，钢

结构防腐至关重要；常见的防腐措施包括采用热浸镀锌技

术，即在高温下将钢材浸入熔融的锌液中，使其表面形成

一层锌铁合金层，从而隔绝空气和水分，达到防腐目的。

此外，包覆防腐材料也是钢结构防腐的有效手段，如使用

聚乙烯、玻璃钢等耐腐蚀材料对钢结构进行包覆，形成保

护层。混凝土结构防腐主要关注混凝土内部的钢筋锈蚀问

题。除了采用高性能混凝土和添加钢筋阻锈剂外，还可在

混凝土表面涂刷防腐涂料，以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和抗渗

性。对于金属门窗等构件，同样需要采取有效的防腐措

施，如选用不锈钢或铝合金等耐腐蚀材料，或在表面进行

喷涂处理，增强其防锈能力。

3.2  管道防腐
管道防腐主要针对给排水管、输油输气管道、化工

管道等。这些管道长期输送介质，内外壁均可能受到腐

蚀影响。内壁腐蚀可能导致介质泄漏，污染环境；外壁

腐蚀则可能削弱管道结构强度，引发安全事故。管道防

腐的主要措施包括除锈和涂层施工。在涂层施工前，需

对管道表面进行彻底除锈处理，以去除表面的氧化皮、

锈迹等杂质，确保涂层与管道表面的良好粘结。涂层施

工则根据管道材质、使用环境以及输送介质的不同，选

择合适的防腐涂料进行涂刷。常见的防腐涂料有环氧树

脂、玻璃钢、聚氨酯等，它们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和

附着力，能够形成致密的防腐层，有效隔离介质和空气

对管道的腐蚀[3]。

3.3  设备防腐
设备防腐主要针对化工、冶金等工业领域的设备装

置。这些设备长期接触腐蚀性介质，如酸、碱、盐等，

若不进行防腐处理，将严重威胁设备的安全运行和使用

寿命。设备防腐的主要措施包括材质选择和涂层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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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材质选择上，应优先考虑耐腐蚀性能优异的材料，如

不锈钢、钛合金、玻璃钢等。这些材料具有优良的抗腐

蚀性能，能够承受恶劣的腐蚀环境。同时，对于无法更

换材质的设备，可在其表面进行涂层防护。涂层防护需

根据设备的材质、使用环境以及腐蚀介质的性质，选择

合适的防腐涂料进行涂刷。此外，还可采用电化学保

护、衬里等技术手段，进一步提高设备的防腐能力。

4 建筑防水与防腐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4.1  新材料与新技术的发展
近年来，建筑防水与防腐领域迎来了新材料与新技

术的蓬勃发展。在防水材料方面，传统材料如沥青、水

泥等虽仍占据一定市场，但新型高分子防水材料、纳米

防水材料、生态环保型防水材料等逐渐成为市场主流。

在防腐技术方面，热浸镀锌、包覆防腐材料等传统防腐

手段依然有效，但电化学保护、陶瓷涂层、复合防腐材

料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为建筑防腐提供了新的选择。电

化学保护技术通过牺牲阳极或外加电流的方式，保护金

属结构不受腐蚀；陶瓷涂层技术利用陶瓷材料的高硬

度、高耐磨、高耐腐蚀等特性，为金属结构提供长期有

效的防护；复合防腐材料则结合了多种防腐手段的优

点，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防腐体系。随着智能化技术

的快速发展，智能防水与防腐技术也开始崭露头角。例

如，利用传感器实时监测建筑物内部的湿度、温度等参

数，通过数据分析预测防水与防腐层的性能变化，提前

进行维护与更换。这种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

防水与防腐效率，还降低了维护成本，为建筑物的长期

安全使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4.2  环保与可持续发展
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

建筑防水与防腐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研发环保

型、可降解型防水与防腐材料，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已成为行业共识。在防水材料方面，生态环保型防水

材料如防水涂料、防水卷材等，因其无毒、无害、无

污染的特性，备受市场青睐。这些材料在使用过程中不

会释放有害物质，且废弃物易于处理，不会对环境造成

污染。在防腐材料方面，研发环保型防腐涂料、防腐剂

等，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降低对环境的污染，也是行

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推广绿色施工技术和绿色建

筑理念，减少建筑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也是

实现建筑防水与防腐技术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4.3  标准化与智能化
随着行业标准的不断完善和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

展，建筑防水与防腐技术的标准化和智能化水平不断提

高。制定和完善建筑防水与防腐技术的相关标准和规

范，确保防水与防腐工程的质量和安全[4]。同时，推动防

水与防腐材料的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稳

定性，降低生产成本。这些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不仅有

助于规范市场秩序，提高行业竞争力，还有助于保障消

费者的权益。利用智能化技术提高防水与防腐技术的智

能化水平。例如，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手段，实现防水与防腐层的实时监测和预警。当防水

与防腐层出现性能下降或破损时，系统能够自动报警并

提供维护建议，从而确保建筑物的长期安全使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防水与防腐技术是保障建筑物结构安

全和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创新，

防水与防腐技术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未来，建筑

行业应继续加强防水与防腐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推动技术

创新与升级，提高建筑物的耐久性、安全性和环保性，为

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创造更加美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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