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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霉、开裂、加速锈蚀
建筑受潮可能埋下安全隐患

建筑受潮是南方重潮湿地区长期面临的
问题。当温度较高的潮湿空气与温度相对
较低的墙面、地面接触时，空气中的水蒸
气露点温度高于墙地面温度，墙地面就会
吸收水蒸气的热量，最终“结露凝水”，一
片潮湿。

令人担心的是，长期高度潮湿容易导致
衣物、粮食发霉，地面或墙体滋生霉菌，空
气中充满霉味，有损人体健康；同时，也可

能造成建筑墙体鼓包、发霉、开裂，发生渗
漏水，乃至破坏建筑的结构安全。

“建筑物受潮后，容易使裸露的钢筋加
速锈蚀，加速混凝土劣化。”广东省林派科
技有限公司 （东派连锁补漏） 技术总监林小
铁告诉记者，在梁、柱、楼板表面已经产生
轻微裂缝的情况下，干燥空气对钢筋的锈蚀
相对缓慢，但“回南天”空气中水分较大，
会提高钢筋的锈蚀速度。“钢筋锈蚀后体积
变大，涨开包裹的混凝土，从而影响建筑物
的结构安全。”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建筑而
言，受潮带来的隐患无疑是严峻的。

◎ 古建筑
抗渗防水剂和化学注射可助防潮

我国古建筑数量庞大，潮湿环境对其带来的危害不可小觑。一方
面，潮湿为木构件中的虫蚁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进而加剧对木材、砖
砌体的侵蚀。另一方面，直接与地面接触的木柱在毛细作用下容易潮湿
腐烂，即便有砖石构件阻隔，但随着时间迁移，砖石吸水性饱和后就无
法再阻止水汽上升，可能造成砖石构件松动、开裂，影响建筑的稳定
性。

“在古建筑防潮中，木构件方面做好了防腐，基本上防潮功能也就
具备了。砖石构件方面，可以喷涂或涂刷抗渗防水剂类的产品，比如在
砖石类的雕像表面使用抗渗防水剂，既防潮防水，又不会改变雕像的外
观颜色等。”林小铁说道。

在古建筑防潮中，使用化学注射法的方式也已较为普遍。通过压力
注射工艺，将纳米硅氧烷乳液沿钻孔注入墙体，通过加压方式增大注射
乳液的渗透扩散半径及渗透扩散速度，从而使砖、砌筑灰浆的吸水性能
降低，以此达到防潮目的。

◎ 立体生态建筑
应防止植物根系穿透立面保护层

立体生态建筑起源欧洲，这种建筑设计通过在建筑顶部和立面栽种
植物，形成一个生态系统，从而促进城市生态平衡，也被称为“第四代
建筑”。由于生态立面上种有植物，此类建筑在防水防潮上的要求也更
高。

对于立体生态建筑，除了做好外立面的防水防潮外，孙福琴强调：
“还要引导和限制植物根系的生长，同时采用耐根穿刺类的防水产品，
防止植物根系穿透防水层致使防水功能失效。”

林小铁也指出，绿植的根系一旦穿透外墙立面的保护层，保护层容
易被撑破，渗水、脱落只是时间问题。为避免这个问题，他表示，可以
通过在外立面定期喷涂杀根药剂的方式加以预防。

潮湿的“威力”如此之大，建筑防潮该
如何破题？

◎ 设计
选址透光通风处
造型上返璞归真

科学选址、合理设计是建筑防潮的第一
步。业界普遍认为，在房屋建筑设计时，
将建筑选址在阳光充裕、四周开阔、通风
良好的地段，可避免水汽入侵、滞留。同
时，建筑造型尽量避免设计繁杂的外凸装
饰构件和阴角空间，防止湿气侵袭以及藓
类等植物生长，因为植物根系可能破坏防
水卷材，导致建筑渗水漏水。

◎ 施工
穿上“隐形雨衣”
避免墙面“冒汗”

而在施工过程中，为了防潮，现代建筑
会给地面和墙体穿上一层“隐形雨衣”，那
便是防潮层。在地面防潮中，与古建筑采
用抬高地面、铺三合土的做法不同，现代
建筑通过铺设混凝土垫层，再加铺防潮层
的做法来防潮。

其中，素土填层是地面防潮层的第一道
防线，通常采用分层夯实粘土的方式来完
成填土作业，并根据设计要求决定填土厚
度，以降低地基土的含水比例。此外，地
面采用致密的建材，能够隔绝土壤中的毛

细水上侵。
而架空地面施工方面，为避免潮气渗透

至 板 下 空 间 ， 需 夯 实 架 空 板 下 部 的 地 基
土，并在架空板下部预留足够大的空间，
以保证通风良好而使地面处于干燥状态。
在铺板作业过程中，可将沥青涂抹在架空
板底部，从而提升架空地面的防潮效果。

除地面外，墙体防潮同样至关重要。
林小铁表示：“房屋建筑的地面层外墙

要做好防水措施，可以采用防水抗渗砂浆
做找平层，也可以在做砂浆找平时，加入
防水抗渗浓缩剂进行处理。”此外，为避免

“回南天”出现室内墙面“冒汗”情况，林
小铁建议，室内墙面尽量少采用光面的装
饰材料，比如不要随意粘贴玻化砖和大理
石 类 材 料 ， 也 不 要 涂 刮 吸 水 率 过 低 的 涂
料，而是采用类似硅藻泥等产品进行墙体
装饰。

针对地下室侧墙的防潮，则可以在浇筑
混凝土时加入防水抗渗剂，也可在迎水面
设置防水层，以及在背水面设置防潮层，
如进行喷涂防潮液或喷抹防潮砂浆等。

◎ 装修
腻子应耐水防霉
内饰面要会“呼吸”

厨卫间、阳台、外墙往往是建筑受潮进
水的重灾区。装修阶段若没有充分做好防
潮措施，后期有可能导致大面积的墙面空
鼓、油漆脱落，甚至渗漏水情况。在东方

雨虹工建集团华南区总裁孙福琴看来，在
装修方案设计之初，就应充分考虑建筑防
水防潮，从根源上杜绝返潮发霉情况。“地
面瓷砖宜选择防滑型，避免人在‘回南天’
地面受潮时滑倒；墙面使用的腻子应具备耐
水防霉性能，饰面层涂料宜采用具有防潮
功能的装饰材料，天花吊顶也可起到防潮
效果。”

孙福琴强调，卫生间还需要防止潮湿区
的水从墙壁或者地面渗入到邻近房间，在
用水房间宜采用呼吸性防潮防霉内饰面、
安装除湿通风系统等方式进行防水防潮。

◎ 材料、技术
涂料化身“湿度海绵”
防潮技术得普遍应用

在建筑防潮中，建材的选择颇有讲究。
业内普遍认为，为了避免产生结露，内墙及
楼地面的装饰材料尽量选择多微孔材料。
这种材料对潮湿空气有呼吸作用，像海绵一
样，当空气湿度大时会吸收自身表面的水
分，当湿度小时又会释放水蒸气。建筑外墙
则倾向于使用致密的材料，避免灰尘吸附进
而生出苔藓。而对于屋面来说，比起防潮更
重要的是防水。在重湿度地区的建筑屋面，
在防水层上加设高分子材料防穿刺层，并增
大排水坡度至3%以上，可起到防水作用。

“目前市场上有关抗菌、防潮、防霉方
面的材料都比较受欢迎，例如防霉防潮耐
水腻子、高环保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抗

菌防潮装饰涂料等。”孙福琴表示，功能性
提升的装饰材料较常规的建材产品价格会
略高一些，但能够较好地提升居住舒适度
和环境安全。例如硅藻泥具有孔隙度大、
吸收性强特性，防潮效果好，当室内湿度
升高时，硅藻泥会吸收湿气，相反，当湿
度降低时便能释放湿气，将室内湿度调整
到适合范围，同时还能吸附分解空气中的
有害物质，改善居住环境。

林小铁也认为，造型多样的硅藻泥类产
品，是不错的应对“回南天”的室内装饰
材，但价格相对高端。而更加大众化的墙
体装饰产品，如普通的腻子，具有吸水率
较大、单价较低的特点，但缺乏造型。

事实上，房屋建筑的舒适以及健康程
度，与其防潮技术应用水平息息相关。人
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推动着行业内企
业不断研发新材料、新技术，如应广泛用
于地下室的防潮液、可以直接涂刷在墙漆
上的防结露涂料、“防潮防霉靓彩加固剂+
抗菌防潮全屋用涂料+防霉防潮耐水腻子”
墙面涂装方案，以及解决地下室潮湿问题
的电渗透抗渗防潮系统等。

在现阶段，施工成本低、施工工艺简单的
聚乙烯薄膜防潮技术，在住宅底层的防潮施
工中获得了普遍应用。聚乙烯薄膜在水泥
浆以及混凝土的保护下，不容易出现损坏、
老化，从而使防潮效果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
升。

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具有
除湿功能的各类设备应运而生，使得建筑
内部的防潮效果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墙体发霉、屋顶长出植物的古建筑 刘丽莎 摄广东“回南天”期间，建筑玻璃窗上挂
满了水珠。刘丽莎 摄

立体生态建筑在防水防潮上的要求更高
（图源：湖南日报）

建筑宜选址在阳光充裕、四周开阔、通风良好的地段（图源：金羊网）

行业观察

广东建设报记者 刘丽莎

春临大地，又到了“回南天”刷屏广东人朋友圈的季节。整个三
月，全省几乎被断断续续的“回南天”笼罩，建筑墙面、玻璃窗、地
板“结露凝水”现象明显。潮湿环境中，屋内墙体发霉、家电受潮损
坏等问题接踵而至。如何对建筑进行防潮，提高居家生活的舒适度与
安全性，成为建筑行业热议的话题。

现象A

防潮策略B

C 特殊建筑防潮

内饰面防潮防霉“会呼吸”、多微孔材料化身“海绵”智能调节湿度

面对“回南天”反反复复，建筑防潮自有“十八般武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