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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1/2021_2022__E8_A7_A3_E

5_BC_8075_25_E4_c58_91162.htm 不久前，当国家质检局宣布

在全国范围内整治建材市场之时，防水材料行业的市场调查

整治行动已经展开，成为这次整治行动的先行者。 从7月初

开始，中国建筑防水材料工业协会就密切配合国家质监局监

督司和地方质监局在北京、山东寿光、广东东莞等地调查防

水市场主导产品SBS改性沥青卷材的质量情况，调查结果令人

吃惊： 北京，年开复工面积达1亿平方米，举世瞩目的奥运

工程也已全面展开，然而，主要防水材料SBS卷材的市场抽查

合格率竟然只有25%. 山东寿光，全国最大的防水卷材生产基

地，年产销量约1亿平方米，其中严格按国家标准生产的SBS

卷材数量还达不到25%的比例。 广东东莞，珠江三角洲地区

最大的防水卷材集散地，广州、深圳、佛山等主要城市都在

其销售半径之内，其中，国标SBS卷材所占比例也达不到25%.

一句话，畅销于全国防水市场的SBS卷材，75%的产品是不按

国标生产或用国标衡量不合格的。用业内人士的话说，

这75%已经是很乐观的比例数了，实际情况比这次调查结果

还要糟。 伪劣SBS卷材的数量如此之大，应该对建筑防水工

程质量造成严重影响，但令人费解的是，许多城市统计的建

筑渗漏率却基本保持在5%的水平，是10年前的1/12，而在房

地产行业消费投诉中，房屋渗漏的投诉率也并不高。那么

，75%与5%这个不等式究竟反映了什么问题？是劣质产品并

不劣，还是5%的渗漏率暗藏水分？ 首先，应该分析一下

这75%的不合格品为什么不合格。按照国标，SBS卷材是由聚



酯胎（玻纤胎）、SBS改性剂和沥青制成的。按照市场平均价

格，这些3厘米厚SBS卷材原材料的成本价约每平方米14元以

上，再加上其他投入，每平方米综合成本价约18元左右。而

劣质品的共同特点就是以次充好，用废胶粉代替SBS，用遇水

粉化的高碱玻纤的复合胎代替无碱玻纤和聚酯胎，原材料成

本可下降50%，甚至还要多，质量也自然跟着下降，但廉价

的优势却使销量大增。这就是劣质品充斥市场的原因。 劣质

品上升，渗漏率却不高，如何解开这个谜？ 解密程序一：渗

漏率的统计结果是由已知渗漏情况组成的，往往“已知”数

与投诉率成正比。投诉率低，渗漏率自然低。 解密程序二：

解决渗漏问题，大多不必投诉，当事人已经学会运用经济手

段自行了断。比如，发生渗漏后，甲方可用拒付工程款，迫

使乙方返工；乙方也用此法迫使防水分包商返工；消费者可

用拒付物业费或投诉的方法迫使开发商的物业公司翻修，等

等。总之，一座建筑的甲、乙、丙、丁各方不必用投诉的手

段解决问题，再高的渗漏率也会自动下降。 如此解密，可以

得出一个结论：劣质品横行必然引发高渗漏率，渗漏率不高

的实质是渗漏曝光率不高，而非渗漏率不高。有人轻言：渗

漏率不高，说明劣质品不劣。这种说法缺少根据。 如何整治

高达75%的劣质品，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开展整治行动

好比“正义之师”，但劣质品的生产销售者不会与之正面对

决，他们奉行的是“游击战”的原则“敌进我退，敌退我追

”⋯⋯ 那些历经百战的“老游击队员”常说：“整治好比一

阵风，我们才是长流水”。风，可以吹起波澜，却无法断流

。 对此，防水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朱冬青在与质检局

合作的同时，积极与建设部、工商局和新闻媒体加强联络，



并向中国建筑防水材料协会理事长会议提交了一系列的提案

、决议，建议动员各方力量，对劣质产品“围追堵截，治标

清本”，舆论打击与市场清查相结合，整治生产基地与整治

销售基地相结合，政策扶优与强制汰劣相结合，把整治防水

市场的行动从“运动战”转为“持久战”。目前，这些建议

已得到各方认同，由表及里地整治防水市场的活动正在有声

有色地展开。 解开75%与5%的不等式，不仅是防水行业的事

，建材领域的诸多行业也有一道道类似的不等式，也将在这

次整治市场的行动中慢慢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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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