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立项背景

渗漏是建筑工程的常见病害之一。由于渗漏，轻

则造成财产损失，重则使建筑物丧失使用功能，并严

重影响建筑行业在公众中的形象，成为社会不和谐

因素。造成渗漏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因素，两者互

相牵连、互相影响，综合分析，主要有设计不当、施工

质量欠佳、用材不当、维护管理缺失等等。
实践表明，渗漏治理是一项对材料、施工工艺和

工程人员技术水平等要求均很高的工作，其难度往

往超过新建工程。在长期的渗漏水治理实践中，工程

技术人员总结出了“灌、嵌、抹、涂、贴”等典型的施工

工艺，但长期以来国内业界一直缺乏一部有实践指

导意义的标准来指导工程实践。为规范国内的建筑

工程渗漏治理，保证工程质量，经过深入调研，2007
年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向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编制《建筑堵漏技术规程》，2008 年正式获批（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建标[2008]102 号文）。
2 编制工作过程

2008 年 8 月至 2009 年 12 月，来自国内建筑、交
通、市政、水利等行业长期从事防水工程设计、施工、
检测的专业人员共同起草了本规程。期间按照标准

管理规定及工作需要前后共召开 6 次工作会议，根据

专家建议并与相关规程协调，经标准管理机构批准更

名为《地下工程渗漏治理技术规程》（以下简称规程）。
规程已于 2009 年 12 月 5 日通过审查，经过多次修

改，现已报送主管部门，等待公告发布及实施。
3 编制的原则

渗漏发生的要素包括：水源、驱动力及渗漏通道，

三者缺一不可。渗漏治理就是针对具体部位，运用合

理可行的方式切断水源、消除渗漏驱动力或堵塞渗漏

通道，其目的在于恢复或增强原防水构造的功能，并

消除渗漏水的不利影响。地下工程渗漏治理的特殊

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渗漏原因复杂。造成渗漏的可能原因包括混

凝土硬化收缩产生的裂缝、浇筑过程中形成的不密

实部位、基础不均匀沉降产生的裂缝、荷载引起的裂

缝、接缝防水失效，原外包防水层破损、失效，以及外

部排水不畅等。就裂缝渗漏而言，不同结构、不同环

境及不同渗漏量其渗漏原因及治理方法也会因时、
因材而可能不同。

2） 现场限制条件多。由于渗漏大多发生在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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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构筑物）中，现场通常不具备从迎水面进行治

理的条件，而背水面则可能存在各种设备及管线，施

工的时间及空间受限较多。同时，在相对封闭的空间

施工时，应选择使用更为环保的材料。
3）对设计、施工等质量要求更高。渗漏多发于细

部构造部位。治理过程中，要求设计人员能从工程整

体出发，结合现场情况作出恰当判断，并选择合适的

材料及工艺；施工过程中，牵涉的工序较多，每一步都

要求主要操作人员具有极强的责任心和娴熟的技能。
针对地下工程渗漏治理的特点，规程在编制过程

注意遵守以下原则：

1）确定以“以堵为主，堵排结合，因地制宜，多道

设防，综合治理”为基本技术准则。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 50108—2008 对新

建地下工程防水的设计和施工提出了“防、排、截、堵
相结合，刚柔相济，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原则。本

规程则强调渗漏治理应“以堵为主”，主要是考虑到一

旦发生渗漏水，则必然会对建筑物或构筑物的使用功

能造成负面影响，将渗漏水拒之于结构之外既符合防

水工程的设计初衷和目的，更是保证主体结构寿命的

必要措施。但应当看到，在通过“堵”不能彻底解决渗

漏问题的情况下，现场如果具备排水条件，则也可利

用排水系统减少渗漏水流量，也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

的辅助手段。针对具体的渗漏问题，其治理工艺因时、
因地、因现场条件变化而变化，故强调“因地制宜”。
而“多道设防”是我国防水工程界长期实践经验的总

结，是保证防水工程可靠性的必要措施。“综合治理”
就是在渗漏治理过程中不仅仅达到治理部位不渗不

漏，而是将工程看作一个整体，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

段，达到渗漏治理的目的，避免陷入“年年修，年年漏”
的恶性循环。

2） 仅对常见的典型问题给出典型和可靠的治理

方案。
虽然渗漏原因复杂、现场条件多变，但经过多年

的实践，一些主要的工艺和方法已获得了专业人士和

市场的认可，如裂缝钻孔注浆止水、水泥基渗透结晶

型防水涂料治理背水面慢渗、采用柔性措施治理变形

缝渗漏等。基于此，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规程就典

型的问题给出了典型的方案，并注意技术内容广度和

深度的搭配。一些仍有应用但不符合技术发展方向，

或应用面尚小的治理技术措施则未列入。
4 规程的架构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
50108 中对地下工程范围的界定，从发生渗漏的结构

形式对地下工程类型重新进行了梳理和划分，如表 1
所示。

如表 1 所示，为编写方便，将发生渗漏的地下工

程分为现浇混凝土结构、预制混凝土衬砌隧道和实

心砌体结构 3 大类型，每大类下各小类的共性和特点

则在具体条文中进行了区分。喷锚支护结构及浇筑

有混凝土内衬的盾构法隧道渗漏的治理可参照现浇

混凝土结构。
一般来说，渗漏治理包括现场调查、方案设计（含

选材）、施工及验收等基本步骤。依照前述章节的划

分，结合治理步骤并根据规程编写的规定，《地下工程

渗漏治理技术规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
本规定、现浇混凝土结构渗漏治理、预制衬砌隧道渗

漏治理、实心砌体结构渗漏治理、质量验收及 4 项附

录。
“总则”中规定了规程的适用范围及遵循的基本

原则；“术语”中对一些新出现的、容易被混淆的概念

和术语进行了规定；“基本规定”分现场调查、方案设

计、材料及施工 4 节对第 4—6 章中的一些共性问题

进行了规定；“现浇混凝土结构渗漏治理”一章按照裂

结构形式 地下工程类型

现浇混凝土结构

明挖法现浇混凝土结构

逆筑结构

矿山法隧道

地下连续墙

预制衬砌隧道

盾构法隧道

TBM 法隧道

沉管法隧道

顶管法隧道

实心砌体结构 砌体结构或砖混结构地下室等

表 1 按结构形式划分地下工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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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施工缝）、变形缝、大面积渗漏、孔洞及管

根等渗漏部位为主要线索，对其方案设计和

施工分别进行了规定，地下连续墙、逆筑结

构的渗漏一并放入此章中；“预制衬砌隧道

渗漏治理”一章则以盾构法隧道渗漏治理为

重点，并纳入了沉管法隧道及顶管法隧道渗

漏治理的内容，前者以管片接缝、施工缝的

渗漏治理为主，后两者则以接头渗漏治理为

主。盾构法隧道管片、沉管法隧道管段、顶管

法隧道管节混凝土自身的渗漏则可参考第

4 章的有关内容；“实心砌体结构渗漏治理”
一章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重点放在砌块接

缝及大面积慢渗的治理上；“质量验收”一章

是在按照整体质量控制要求，并在参考相关

标准规范的基础上制定的。
附录 A 的内容是有关注浆止水时的安

全及环境保护；附录 B 则是在参考上海市

地方标准《盾构法隧道防水技术规程》DBJ
08—50—96 相关内容的基础上提出的，目

的是使盾构法隧道渗漏的调查更具针对性。
在条文撰写过程中，为符合当前施工规范编

制方式，做到“按需选材”、摒弃“因材施工”
的不足，将材料的进场检验项目及性能指标

要求分别列为附录 C 及附录 D。
5 内容概要

规程第 4—6 章中首次采用了表格的方

式对渗漏部位及其治理技术措施进行了关

联和匹配，目的是更便于查找使用，也使结

构脉络更为清晰。第 4—6 章中，就具体渗漏

部位与治理技术措施的匹配如表 2—4 所

示。
就同一渗漏部位，如果既有宜选项又有

可选项，则会在具体条文中作出相应的说明，使用时

可根据现场情况灵活掌握。在第 4—6 章中，由表格

统领各章内容，可视为设计的基本原则，到具体部位

还会细化设计及施工内容。为符合规程管理要求，在

主管部门的要求下，经过多次修改最终将各章中“设

计”和“施工”两节的内容完全分开。“设计”的作用就

是给出解决具体渗漏问题的办法，而在施工中可能遇

到的关键技术问题则放在“施工”中。事实上，就渗漏

治理而言，完全将二者截然分开是十分困难的。此外，

在一些关键技术参数的确定上，既要达到保证工程质

技术措施

渗漏部位

材料裂缝及

施工缝
变形缝

大面积

渗漏
孔洞

管道

根部

● ● ○ × ● 聚氨酯灌浆材料、丙烯酸盐

灌浆材料、水泥-水玻璃灌浆

材料、环氧树脂灌浆材料、水
泥基灌浆材料等

× ○ × ○ ○

○ × × × ×

快速封堵 ○ × ● ● ●
速凝型无机防水堵漏材

料等

安装止水带 × ● × × ×
内置式密封止水带、内装

可卸式橡胶止水带

设置刚性防水

层
● × ● ● ○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

料、缓凝型无机防水堵漏材

料、环氧树脂类防水涂料、聚
合物水泥防水砂浆

设置柔性防水

层
× × × × ○

II 型或 III 型聚合物水泥

防水涂料

注：●宜选，○可选，×不宜选。下表同。

注

浆

止

水

钻孔注浆

埋管（嘴）

注浆

贴嘴注浆

表 2 现浇混凝土结构地下工程渗漏治理的技术措施

技术措施

渗漏部位

材料管片环、
纵接缝

隧道进

出洞口

段

隧道与连

接通道相

交部位

道床以

下管片

接头

注浆止水 ● ● ● ●
聚氨酯灌浆材料、环氧树

脂灌浆材料等

壁后注浆 ○ ○ ○ ●

超 细 水 泥 灌 浆 材 料、水

泥－水玻璃灌浆材料、聚

氨酯灌浆材料、丙烯酸盐

灌浆材料等

嵌填密封 ○ ○ ○ ×
聚硫密封胶、聚氨酯密封

胶等合成高分子密封材

料、速凝型聚合物砂浆

表 3 盾构法隧道接缝渗漏治理的技术措施

技术措施
渗漏部位

材料
裂缝/砌块灰缝 大面积渗漏 管道根部

注浆止水 ○ × ●
丙烯酸盐灌浆材料、聚氨酯

灌浆材料等

快速封堵 ● ● ● 速凝型无机防水堵漏材料

设置刚性

防水层
● ● ○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环氧

树脂类防水涂料

设置柔性

防水层
× × ○

II 型或 III 型聚合物水泥防

水涂料

表 4 实心砌体结构渗漏治理的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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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又不限制技术发展，如何把握“详尽程度”也是一

件难为之事。好在经过不懈努力，在专家和主管领导

的协商下，最终取得了一致。
6 有待探讨的一些问题

6.1 在背水面设置柔性涂膜防水层

鉴于设置在结构背水面的柔性涂层抗水压破坏

的能力明显低于设置在迎水面的涂层，而地下工程渗

漏治理主要在背水面进行，因此，经过多次讨论，最终

在方案设计中去掉了在结构背水面设置柔性防水涂

层的做法。但考虑到管根部位适宜形变的需要，故保

留了在此部位设置柔性涂层的做法，且防水涂料也仅

保留了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见表 2 及表 4）。关于这

一点，行业当中仍有不少争论，是否恰当尚有待实践

进一步检验。
6.2 新技术的采纳

本规程在制定过程中十分注重吸收近年来不断

出现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被正式列入规程正

文的新工艺包括钻孔注浆止水、在变形缝背水面设置

内置式密封止水带（参考了 De neef 公司的 Colfex 系

统及 Sika 公司的 Combiflex 密封防水系统），新材料

如渗透型改性环氧树脂防水涂料等，并规定了其技术

指标。其他渗漏治理方法如电渗法、德国飞马度

（Furmadur）密封系统等由于尚未在国内大规模使用，

因此暂未列入。
6.3 保修期

考虑到渗漏治理的特殊性，在规程编制初期，出

于保证工程质量的目的，编制组在规程征求意见稿中

曾规定“渗漏治理工程保修期不应少于 5 年”。但考

虑到这一条不属于“技术”内容，最终删除了该条款。
但从长期来看，在建筑工程中推行保证期是未来的发

展趋势，北京地区已经在其地方标准中开始推荐这一

做法。
7 结束语

本规程是对国内地下工程渗漏治理技术多年的

经验总结和升华，凝聚了国内长期从事建筑防水的多

名专家的心血及努力，期望正式实施后能切实起到推

动行业技术进步、保证工程质量的初衷。当然，规程

的内容仍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期望在今后执行过程

中与国内外同行就其中的技术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使之不断趋于完善。
本规程的编制得到了副主编单位浙江国泰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致以诚挚的感

谢。最后申明，本文所述条款均基于规程报批稿，实

际应以正式发布稿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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