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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摘要： SP工法是一种建筑物防水构造层次的复合工法，

它是指用SBS单组份橡胶防水涂料1~2厚 氯化聚乙烯橡胶共混

卷材1.0~1.5厚作为一个防水层粘结复合整体，用于屋面、地

下室等防水工程的一种施工新工法。这种方法的关键点在于

用SBS涂料作为防水层、卷材和基面粘结层、密封层，使涂料

和卷材密封粘结在一起共同工作，充分发挥了涂料和卷材防

水材料的优点、摈弃了两者的弱点，从而使该复合防水层成

为最有效的防水层。 关键词： 防水工程 建筑防水 一、前言 

（一）研究背景 随着建筑防水工程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人们开始接受并使用新型的防水材料，而对于屋面、地下室

等部位来说，防水设计和使用的决策者们往往碰到一个长久

争论、至今悬而未决、面临两难选择的问题，就是到底是选

用卷材好还是涂料好？特别是遇到多雨潮湿的南方，选用涂

料派似乎占了上风。然而，防水涂料和卷材却是各有千秋。

涂料的优点是粘结和防水二合为一，能适应各类复杂的施工

基面，能与基面紧密结合，不会出现“一点漏全部漏”的局

面，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即厚薄不均、容易偷工减

料，使质量难以保证，另外，它与基面粘结得太牢固反而会

出现“零变位现象”（后面详述）即基面的开裂把它拉裂。

而选用的卷材如果是改性沥青类的，则其延伸率、抗拉强度

等力学指标往往难尽如人意，并且容易老化、耐久性差；如

果选用合成高分子卷材，则这类卷材的优点是抗拉强度高（



大于7Mpa）、延伸率好（大于450%）、耐老化性能好、厚度

一致，缺点是搭接口多，用普通丁基类粘胶剂只可以粘住卷

材于基面上，但由于胶粘剂厚度不足和挥发性强、固含量低

，造成卷材与基面、卷材与卷材之间只可以粘结却不可以密

封；此外，丁基类胶粘剂长期泡水后粘结强度降低达30%以

上，故无法保证防水效果。为此，人们开始考虑，合成高分

子卷材的缺点，恰恰是合成高分子涂料的优点，反之亦然，

那么能否把它们结合起来，使之优势互补呢？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本公司经过多年反复多次研究实践，研制了LB-SP工法

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二）复合防水层概念的起源 事实上，

“复合防水层”这个概念并非我公司首创，多年以前，国际

上很多防水工程技术专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研究

、实践。他们认为，所谓的“复合防水层”概念应该是这样

的：有二~三个不同功能层次组成一个整体的防水构造层，是

基于所谓的“渐变缓冲理论”基础上的。下面以三层为例展

开具体的阐述说明：第一层选择柔性高的耐高低温的高聚物

，其性能特点是高柔软度、低变形强度、高延伸率，功能是

缓冲基面变形及所造成的应力而产生开裂，避免应力作用下

高分子材料的老化加速，对基层有大于自身抗拉变形力的粘

结力；第二层选择具有一定韧性的网状结构的高聚物，其性

能特点和功能作用是：缓冲第一层的变形，增强第一层的强

度，力学性能特点是介于底层和上层之间；第三层的性能特

点和功能作用是：高强度、耐老化、有一定的弹性、硬度大

，起保护作用，并且该层必须是厚薄均匀的卷材。上述第一

层如果选用延伸率小、粘结力大于300%定伸抗拉变形强度的

材料，当基层产生开裂时，开裂应力将传不到开裂处的周边



而集中在开裂部位，因此即使是很小的开裂也会造成防水底

层的被拉断这就是“零变位原理”。如果能将防水底层集中

的开裂应力分散开去，就可以消除防水层受到破坏的因素，

从而构成优良的防水层。再有，组成防水底层的材料厚度，

应该在0.8~1.5mm，如果太薄则达不到抗裂作用，相反太厚也

不见得能提高多少抗裂能力。 在通常情况下，专家们认为为

了简化及经济原因起见，可以略去中间的第二层次，只保留

底层和上层也可以达到上述渐变缓冲的目的，后来的许多研

究实践也基本都是只有二层的。 真正的“复合防水层”应该

符合下列条件：不同层次之间无界面、共同协调工作。不同

层次的材料最好是同质、同材，至少是相融合，能够联合成

为一个整体防水层，共同变形，在形式上不是1 1=2，而是1

1=1，但是在功能特点和技术指标上却要求1 1&gt.2。这听起

来好象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却是建筑防水界一个世界性的前

沿技术难题。 （三）复合防水层的探索过程 几十年来屋面、

地下室等防水工程屡屡出现问题，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材质

、材性不过关，二是对基层的零变位适应性差。即使在伸长

时防水层的材性对零变位过了关，但是如果把它暴露在自然

环境下，材料在应力作用下也必定加速老化而产生针孔，最

后也必然破裂、漏水。为攻克此难关，国内外一般采取下列

办法：加辅助层、加附加空铺层、卷材点粘法、采用带孔卷

材等手段，但是效果不佳，仍然未能克服漏水问题。 在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初，英国富斯乐公司开始研究并推出了二层复

合的自粘型防水卷材，该种叠层材料的第一层是软性、塑性

不硫化的、可以自粘的，第二层是强度大的保护层，很快就

在国际上得到比较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发



现，由于现场的多变性，使自粘卷材与基层的粘合整体受到

挑战，广州地铁一号线最先选用该产品，却由于它与基层粘

合不佳的原因而被地铁弃用；在几乎是同时期，日本在国际

著名的防水专家小池迪夫先生的带领下，也研究开发并应用

了一种复合工法，即是用水泥基EVA乳液涂料（聚醋酸乙烯

酯乳液水泥基涂料） EVA卷材作为整体防水层（笔者在1997

年有幸在日本参观了该防水层试验过程并和小池迪夫先生就

此论题进行讨论和交换了双方意见）；此外，包括美国、德

国等国家也纷纷推出了复合的叠层防水材料，由此可见复合

的叠层防水材料是世界防水材料发展的方向，其主要功能是

有效解决零变位、卷材防水有效性和涂料防水缺陷等问题。

但是，目前世界上复合叠层防水材料基本上是采用改性沥青

为基材，其耐老化性、耐久性不能满足现代建筑物的要求。 

我公司也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复合防水层的实践和研究。首先

我们采用聚合物水泥基复合防水涂料（以下简称JS涂料） 合

成高分子防水卷材（如三元乙丙、橡塑共混卷材等）的方式

，结果发现由于JS涂料是一种水泥基类的涂料，它根本无法

和任何合成高分子类的卷材再进行融合，最后还是变成两层

防水层，达不到“复合防水层”的要求。接着我们采用聚氨

酯防水涂料（以下简称PU涂料） 合成高分子防水卷材（同样

是三元乙丙、橡塑共混卷材等）的方式，结果发现由于PU涂

料是一种双组分的反应固化型涂料，其固化成膜时间非常短

，根本来不及粘贴卷材，只好在PU涂料的面上再涂一层氯丁

类粘结胶水来进行卷材的铺贴，可是由于该种胶水会使PU涂

料溶化，使卷材起鼓、不粘贴，同样达不到“复合防水层”

的要求，还是二层防水。此外，我们还准备研究采用丙烯酸



酯涂料 同质卷材的方式，但是由于找不到该类卷材而搁浅。 

最后，我们才在多次反复研究实验中发现了LB-SP工法。以下

就做详细的阐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