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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0_B4_E8_A1_8C_E4_c58_91157.htm 20世纪80年代末，建筑

工程领域出现了全国性房屋渗漏严重的局面。1991年，全国

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建设部在一年内发出两

个通知，采取有力措施，及时扭转了这一危机。在此后的10

余年中，各地对渗漏治理不同程度地做了不少工作，成效有

好有差。及至近三年，虽对渗漏率未作详细统计，但据权威

防水材料质检中心调查显示：2001年抽检各地在建工程50个

工地、54个产品，各类防水材料的总合格率为48.1%，其中住

宅小区占76%（38个工地），合格率仅为35.9%，在抽检产品

中，沥青类防水卷材的合格率仅为39.4%.这足以说明，房屋

建筑的渗漏隐患已达到十分严峻的程度，最终受害的将是广

大用户或购房者。这一渗漏通病反弹趋势，令专家们堪忧。

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策措施未能到

位 1991年以来，为了保证防水工程质量，国家和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相继出台了许多法规与文件：《建筑法》、《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家化学建材产业“十五”计划

和2010年发展规划纲要》、《推广应用化学建材和限制淘汰

落后技术与产品管理办法》、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执行办法》、《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建筑产品选

用技术（包括防水材料产品）》，以及制修订了大量产品标

准和技术规范等。但是这些法规与文件因宣传贯彻不力，认

真执行者甚少，较多则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缺乏监督机

制，导致在材料、设计、施工、建设单位都存在管理上出现



漏洞和不负责任等问题。 二、假冒伪劣材料猖獗 虽说我国的

建筑防水材料品种齐全，产量稳步增长，强调发展中高档产

品。据近三年统计全国各类新型防水材料的产量占总量的比

例增长了7~8个百分点，已接近40%.但是，目前防水材料市场

的基本状况仍处于鱼目混珠、良莠不齐、真假难辨，假冒伪

劣产品屡禁不止的局面，且有进一步蔓延之势。特别是主导

产品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受到的冲击最大，假冒者以正常价

格的20~40%极5低价倾销，市场占有率很大，使正规的大中

型生产企业难以为继。又如，沥青瓦的推出尚不到三年，产

品标准正在修订，期望健康发展，但最近市场上却又冒出了

一种不择手段以复合胎替代玻纤毡的低档低价产品，开始坑

骗用户。此类情景不一而足，不胜枚举，如果任其泛滥，我

们将失去可靠的防水材料在市场的占有率。 三、防水设计软

弱无力 防水层的选材本该由设计人员遵守《规范》要求进行

，这是设计单位的责任与义务。可是有些设计人员因不熟悉

防水材料的品质，往往被一些不良供应商的虚假宣传所误导

或蒙骗，不自觉地选用伪劣产品，这种情况还算是失误。更

有甚者，受开发商干预，放弃或推卸自己的职责，将选材一

项让给建设单位决定。建设单位不懂，表现好一点的，采用

征求专家意见决定（也有搞形式的），多数是盲目压价或恶

意压价，暗箱操作，认同伪劣产品，以低价购进，设计人员

听之任之。如《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颁布已有一年半，

其中所列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的技术指标应达到产品Ⅱ型要

求，但据许多大中型生产企业反映，这种产品很少生产，说

明设计不到位，未做明确规定。以上这些问题缺乏人监督，

导致伪劣产品能够闯过设计这一关。 四、施工质量难以提高 



假冒伪劣防水材料泛滥，防水工程造价压得很低，使施工单

位尤其是正规的防水专业施工公司难以中标，叫苦不迭。其

后果是导致《法规》规定的，以施工企业为主体，对屋面、

卫生间等防水工程实行5年保修期（含损失赔偿）以及学会、

协会多年倡导的推行防水工程质量保证期制度举步维艰，困

难重重。相反，一些转包、违法分包和挂靠行为的所谓防水

专业施工公司，则不怕开发商把绳索套在脖子上，他们拿得

出齐全的“合格”证明，通过大力攻“关”，可以屡屡中标

，然后大肆偷工减料，凡有一个上岗证就可雇用几个农民工

，粗放作业。一旦发生渗漏，则用几桶涂料修修补补就可对

付出1~2年，所获利润还是大于“损失”。这种状况，对提高

施工质量要求只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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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