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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17 年第一批工程建设协会标准

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17]014 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在广泛调查

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有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编制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 7 章和 1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

材料、设计、施工和验收等。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

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环境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解释

单位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北里1号恒泰大厦A座二层，邮政编码100025)。 

主 编 单 位：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北京建筑节能研究发展中心 

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中建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北京思家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德国汉高集团 

河北筑恒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玄狐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奥润顺达窗业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甬港现代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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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气密性材料在建筑中的应用，保证建筑气密性工程质量，做到技术

先进、耐久可靠、经济合理，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建筑工程中的气密性材料设计、施工和验收。 

1.0.3 建筑气密性材料的应用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

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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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气密性材料  air tightness material 

对位于气密层的建筑围护结构中易引起空气渗透的部位进行密封的材料，包

括防水隔汽膜、防水透汽膜、水泥砂浆、气密性专用部品。 

2.0.2 气密层  air tightness layer 

由气密性材料和部件、抹灰层等形成的防止空气渗透的连续构造层。 

2.0.3 气密性工程 Air tightness Engineering 

将气密性材料通过粘贴、抹灰等方式附着于围护结构上的过程及形成的包含

气密层的围护结构实体的过程。 

2.0.4 建筑气密性  air tightness of building envelope 

建筑物在封闭状态下阻止空气渗透的能力。用于表征建筑或房间在正常密闭

情况下的无组织空气渗透量。 

2.0.5 防水隔汽膜  water-proof vapor barrier membrane 

对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缝隙进行密封、阻挡空气与水汽渗透的膜状气密性材

料，包括自粘型和非自粘型。 

2.0.6 防水透汽膜  water-proof and vapor-permeable membrane 

对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缝隙进行密封并兼具防水及允许水蒸气透出功能的

材料，包括自粘型和非自粘型。 

2.0.7 气密性专用部品 Special parts for air tightness 

在工厂预制成型的可直接用于位于气密层的建筑围护结构管道和线孔密封

的部品。 

2.0.8 水蒸汽透过性 Water vapor permeability 

    在一定温度下，试样两侧相对湿度保持恒定的条件下，单位时间、单位面积

所透过的水蒸汽量的能力。采用与试样具有相等透湿阻的静止空气层的厚度进行

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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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气密性工程应根据建筑物的结构类型、个体工程特点，结合围护结构所用

材料情况进行专项设计，并应连续完整。 

3.0.2 当防水隔汽膜、防水透汽膜采用非自粘型产品时应由同一厂家提供配套胶

粘材料。 

3.0.3 建筑气密性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应根据设计文件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施

工方案中应包括气密层位置、处理措施施工详图和施工工艺。施工单位应按照专

项施工方案施工。 

3.0.4 建筑气密性工程宜作为节能分项工程进行检查和验收。 

3.0.5 气密性工程施工完成后应进行成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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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0.1 防水隔汽膜和防水透汽膜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4.0.1 的规定。 

表 4.0.1 防水隔汽膜和防水透汽膜的技术指标 

项目 

材料 

试验方法 
防 水

隔 汽

膜 

防 水

透 汽

膜 

180°剥离强

度[1]

（kN/m） 

原强度 

与水泥板 

≥0.4 

附录 A 

与塑料板 

与木板 

与铝合金板 

浸水 48h，

干 燥 7d

强度 

与水泥板 

≥0.4 
与塑料板 

与木板 

与铝合金板 

耐候性强

度 

与水泥板 

≥0.4 
与塑料板 

与木板 

与铝合金板 

最大拉伸力（N/50mm） ≥120（纵向） 现行国家标准《增强材料 机织物

试验方法 第 5 部分：玻璃纤维拉

伸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的测定》

GB/T 7689.5-2013 

最大拉力时伸长率（%） ≥20（纵向） 

撕裂强度（kN/m） ≥20（纵向） 

现行国家标准《硫化橡胶或热塑性

橡胶撕裂强度的测定(裤形、直角

形和新月形试样)》GB/T 

529-2008[2] 

水蒸气透过性 Sd（m） 
≥12.0 ≤5.0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水蒸气透

过性能试验方法》GB/T 17146[3]  

不透水性 1000mm，20h  不透水 
现行国家标准《沥青和高分子防水

卷材 不透水性》GB/T328.10-2007 

透气率（mm/s） ≤1.0 
现行国家标准《纺织品 织物透气

性的测定》GB/T 5453-1997[4] 

注：1 自粘型产品可直接用于检测，而非自粘型产品的自粘部分和不带胶部分应分别进行检

测,不带胶部分应采用配套胶粘材料； 

   2 采用现行国家标准《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撕裂强度的测定(裤形、直角形和新月形试

样)》GB/T 529-2008 中的裤型法进行测试； 

   3 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水蒸气透过性能试验方法》GB/T 17146 中的 A 试验条件

进行测试，试样数量 5 个，试验结果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取剩余三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4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纺织品 织物透气性的测定》GB/T 5453-1997 的有关规定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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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两侧压差为 50Pa。 

4.0.2 外围护结构墙体气密性抹灰应采用 M10 及以上等级的湿拌抹灰砂浆或干混

抹灰砂浆，其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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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 计 

5.0.1 外门窗与墙体间的衔接部位，应在室内侧采用防水隔汽膜密封，并应在室

外侧采用防水透汽膜密封。防水隔汽膜、防水透汽膜与窗框的有效粘贴宽度不应

小于 15mm，防水隔汽膜、防水透汽膜与墙体的粘贴宽度不应小于 50mm。  

5.0.2 穿围护结构管道或洞口处的气密性处理措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穿围护结构管道或洞口与围护结构间的交接部位，应在室内侧采用防水隔

汽膜密封，并应将穿围护结构管道周边的断热桥保温密封在内，防水隔汽膜与管

道和围护结构基面的粘贴宽度均不应小于 50mm（图 5.0.2）。 

2 当管道穿无防水措施的外墙时宜采用防水透汽膜进行密封，防水透汽膜与

管道和墙体基面的粘贴宽度均不应小于 50mm。 

3 防水隔汽膜和防水透汽膜应直接粘贴在管道表面，当有管道保温时，应铺

设在防水隔汽膜和透汽膜外侧。 

 

1 隔汽膜搭接区域；2 填充保温材料；3 穿墙管；4 防水隔汽膜 

图 5.0.2 管道部位防水隔汽膜粘贴示意图 

5.0.3 不同墙体材料的交界处宜在气密层所在一侧采用防水隔汽膜密封，交界处

两侧的粘贴宽度均不应小于 50mm。 

5.0.4 有气密性要求的砌体结构应采用抹灰砂浆进行气密性处理，砂浆厚度不应

小于 15mm，并应采用钢丝网或玻纤网进行增强处理。 

5.0.5 屋面保温层下部宜设置隔汽层，隔汽层宜采用防水隔汽膜。 

5.0.6 钢结构中相邻外墙板间、墙板与钢结构间、外墙板与楼板间的交接部位宜

粘贴防水隔汽膜进行增强处理，交界处两侧的粘贴宽度均不应小于 50mm，在气

密层一侧应采用抹灰砂浆进行气密性处理，砂浆厚度不应小于 15mm，并应采用

钢丝网或玻纤网进行增强。 

5.0.7 装配式夹心保温建筑的预制墙板底部横缝处和竖向拼缝处，预制墙板与屋

面叠合板拼缝处应采用防水隔汽膜密封，交界处两侧的粘贴宽度均不应小于

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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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 工 

6.1 施工准备 

6.1.1 施工前技术准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施工单位应按照气密性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 

2 监理人员、施工人员应进行专项施工培训，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6.1.2 施工前材料准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气密性材料进场后，宜在库（棚）内存放，注意通风、防潮、防火，不应

淋水； 

2 材料应分类存放并挂牌标明材料名称。 

6.1.3 施工前应准备相关机具。 

6.2 作业条件 

6.2.1 施工环境温度宜在 5℃~35℃范围内，风力大于 5 级或雨雪天不得进行室外

侧防水透汽膜施工； 

6.2.2 防水隔汽膜与透汽膜施工前，施工基层墙面应验收合格，砌体结构工程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 的要求，混凝

土结构工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要求。墙面应平整，无尖锐突起物，墙面的残渣和脱模剂应清理干净，粘贴基

面不应有浮灰、松动、脱模剂等，穿墙部分的管道已经安装并已完成断热桥处理。 

6.3 外门窗与洞口 

6.3.1  外门窗气密性施工应按以下流程施工：洞口处理→门窗框粘贴防水隔汽膜

→安装外门窗、调整、固定→墙体外侧粘贴防水透汽膜→安装窗台板（当设计要

求时）→洞口内侧粘贴防水隔汽膜→检查验收→成品保护，具体可参照图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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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 外门窗气密性施工流程图 

注：括号中为选择性工序 

6.3.2  当外门窗口四周墙面不平整时应剔凿或采用水泥基抹灰砂浆进行修补，表

面应平整。 

6.3.3  粘贴前应清洁外门窗框、洞口侧表面的灰尘、油污和保护膜等。 

6.3.4  外门窗粘贴防水隔汽膜可采用一字形、U 字形、L 形三种方式。 

6.3.5  外门窗框粘贴防水隔汽膜应采用一字形或 U 字形时（图 6.3.5），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应在外窗安装前沿外门窗框内侧边缘一周粘贴防水隔汽膜。 

2 粘贴位置应位于窗框侧面靠近室内部分，有效粘贴宽度不应小于 15mm，

并预留防水隔汽膜与外门窗口四周墙面粘贴。 

3 防水隔汽膜与外门窗口四周墙面的粘贴宽度不应小于 50mm。防水隔汽膜

接头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50mm。 

4 当采用非自粘型防水隔汽膜时，应在外门窗口四周墙面粘贴基面均匀涂布

配套密封胶，并宜在 30min 内将防水隔汽膜粘贴至刷胶基面，用刮板压实刮平。 

5 当采用自粘型防水隔汽膜时，粘贴时应从防水隔汽膜起始端边撕去离型纸

边按压防水隔汽膜，离型纸的一次性撕开的长度不宜超过 50mm。 

6 外门窗口四角部位的防水隔汽膜不应形成内外贯通的缝隙。 

  

1 外窗；2 防水隔汽膜；3 防水透汽膜 

图 6.3.5 防水隔汽膜一字型、U 字型粘贴示意图       

6.3.6  外门窗框粘贴防水隔汽膜采用 L 形时（图 6.3.6），应在外窗安装完成后再

将防水隔汽膜粘贴于外门窗框侧面，而后与门窗洞口粘贴。防水隔汽膜与窗框的

有效粘结宽度不应小于 15mm，与外门窗口四周墙面的粘结宽度不应小于 50mm。

防水隔汽膜接头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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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窗；2 防水隔汽膜；3 防水透汽膜 

图 6.3.6 防水隔汽膜 L 型粘贴示意图 

6.3.7  每粘完一侧的防水隔汽膜，宜用刮板或滚轮自防水隔汽膜起始端压至末

端。防水隔汽膜与外门窗框的粘贴应平整密实、宽度均匀、不留孔隙。 

6.3.8  对于装配式预制夹心保温墙板，应将防水隔汽膜粘贴于内叶板内侧，防水

隔汽膜粘贴应牢固，不应有断点。 

6.3.9  当防水隔汽膜外侧需抹灰时，应在防水隔汽膜粘贴完成 24h 后进行。 

6.3.10 外门窗框粘贴防水透汽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门窗与基层墙体之间的缝隙应用防水透汽膜密封，防水透汽膜应完全覆

盖外门窗联结件，粘贴前应将粘贴位置清洁干净并保持干燥。 

2 防水透汽膜应先粘贴于外门窗框侧边，防水透汽膜与窗框有效粘贴宽度不

应小于 15mm，再粘贴于基层墙体，防水透汽膜与外门窗框及外门窗口四周墙面

的粘贴应平整密实、宽度均匀、断开位置应搭接，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50mm。 

3 防水透汽膜应先粘窗框下侧，再粘贴窗框两侧，最后粘贴窗框上侧。 

4 外门窗联结件部位应采用防水透汽膜进行加强处理，用于加强处理的防水

透汽膜应与四周墙体及外门窗四周防水透汽膜粘贴密实，粘贴宽度不小于

50mm。 

5 对于装配式预制夹心保温墙板，应将室外侧防水透汽膜粘贴在窗框上，另

一端粘贴到外叶板外侧，防水透汽膜粘贴应牢固，不应有断点。 

6 外墙外保温施工应在防水透汽膜粘贴完成 24h 后进行。 

6.4 穿围护结构管道 

6.4.1  穿围护结构管道气密性施工流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2 圆形管道按以下流程施工：管道安装→管道周边填充断桥保温材料→将防

水隔汽膜裁成小段→每段防水隔汽膜与管道粘贴→每段防水隔汽膜与墙面粘贴

→相邻隔汽膜搭接粘贴→防水隔汽膜绕管道一周完整粘贴→管道室外侧粘贴防

水透汽膜（当设计要求时），见图 6.4.1-1、图 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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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1-1 穿围护结构管道（圆形）气密性施工流程图 

 

 

1 膨胀止水带；2 防水透汽膜；3 洞口封堵材料；4 防水隔汽膜；5 管道； 

图 6.4.1-2 穿墙管处气密性做法示意图 

 

3 矩形管道按以下流程施工：管道安装→管道周边填充断桥保温材料→管道

四边分别粘贴防水隔汽膜→相邻隔汽膜搭接粘贴→防水隔汽膜绕管道一周完整

粘贴→管道室外侧粘贴防水透汽膜（当设计要求时），见图 6.4.1-2、图 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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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1-3 穿围护结构管道（矩形）气密性施工流程图 

6.4.2 粘贴防水隔汽膜前，应清洁管道及墙体基面，管道周围断桥措施应已完成

并已通过验收。 

6.4.3 穿围护结构的圆形管道的气密性措施应按下列操作工艺进行： 

1 防水隔汽膜应覆盖管道四周的保温层并与墙体粘贴密实，防水隔汽膜与管

道和墙体基面的有效粘结长度均不应小于 50mm。 

2 粘贴时宜将防水隔汽膜裁成小段，每段防水隔汽膜先与管道粘贴压实后再

与墙体粘贴压实，拐角处不应留空隙，两段防水隔汽膜在管道与基层交接处最小

搭接宽度不应小于 10mm（图 5.0.2）。 

6.4.4 穿围护结构的矩形管道的气密性措施应按下列操作工艺进行： 

1 防水隔汽膜应绕管道一周，管道四角处防水隔汽膜应搭接，搭接长度不应

小于 50mm。 

2 防水隔汽膜与管道和墙体基面的粘贴宽度均不应小于 50mm，粘贴应平整

密实、宽度均匀、不留孔隙。 

6.4.5 当穿围护结构管道采用气密性专用部品时，气密性专用部品与管道应密封

密实，与墙体基面粘贴应平整密实、不留孔隙。 

6.5 其他部位 

6.5.1 框架结构现浇混凝土梁、柱、剪力墙与填充墙交界处以及轻质砌块墙体的

气密性措施应按下列操作工艺进行： 

1 混凝土梁、柱、剪力墙与填充墙的交界处宜粘贴防水隔汽膜，并用工具自

起始端滑动压至末端，防水隔汽膜应与基层应粘贴紧密，不留孔隙；所用工具不

得有尖角破坏防水隔汽膜，粘贴长度超出交界处的距离不应小于 50mm，交界处

两侧的粘贴宽度均不应小于 50mm； 

2 防水隔汽膜粘贴完成后，应采用水泥砂浆进行抹灰，抹灰层应覆盖防水隔

汽膜和填充墙，抹灰厚度不应小于 15mm，并应有相关的抗裂措施。 

6.5.2 现浇混凝土墙模板支护螺栓孔处，宜先去除螺栓孔内的塑料管并填充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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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浆，水泥砂浆应将螺栓孔密封严实。施工过程中的穿墙孔、吊装孔等围护结构

孔洞，应根据孔洞大小采取砌筑加水泥砂浆抹灰或水泥砂浆填充的方式。 

6.5.3 当外墙为轻质砌块结构，电气接线盒安装在外墙上时，应先在孔洞内涂抹

石膏或水泥砂浆，再将接线盒推入孔洞，石膏或水泥砂浆应将电气接线盒与外墙

孔洞的缝隙密封严密。当采用气密性专用部品对接线盒进行气密性处理时，气密

性专用部品与电线盒和墙体基面应密封密实、不留孔隙。 

6.5.4 框架结构采用轻质多孔砌块填充的墙体应采用湿拌抹灰砂浆或干混抹灰砂

浆抹灰，抹灰前应在墙面涂刷界面剂，采用钢丝网进行抹灰，抹灰厚度不应小于

15mm，并按以下流程施工：清理墙面→墙面涂刷界面剂→抹底层抹灰→铺设钢

丝网→抹面层抹灰，具体可参照图 6.5.4。 

 

图 6.5.4 墙面气密性施工流程图 

6.5.5 当穿围护结构的线外部带有套管时气密性处理方法应符合本规程 6.4 节，

当穿围护结构的线无套管时，在线安装完成后，可采用气密性胶对线孔进行封堵，

封堵应密实不留孔隙。当采用气密性专用部品对穿围护结构的线进行气密性处理

时，气密性专用部品、线和墙体基面应密封密实、不留孔隙。 

6.5.6 装配式结构气密性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装配式框架结构外墙板内叶板竖缝宜采用现浇混凝土密封方式，横缝应采

用高强度灌浆密封。 

2 装配式框架结构外墙板内叶板竖缝和横缝宜采用柔性保温材料封堵，并应

在室内侧进行气密性处理。 

3 外叶板竖缝和横缝处夹心保温层表面宜先设置防水透汽膜，再从板缝口填

充直径略大于缝宽的通长聚乙烯棒。板缝口宜灌注耐候硅酮密封胶进行密封。 

4 装配式夹心外墙板与结构柱、梁之间的竖缝和横缝应在室内侧设置防水隔

汽层，再进行抹灰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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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 收 

7.1 一般规定 

7.1.1 气密性施工中应对外门窗、穿墙管线、出屋面和穿地面管道、不同墙体材

料交界处、固定模板用螺栓孔等部位粘贴的防水隔汽膜、防水透汽膜、气密性抹

灰以及气密性部品的使用部位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应有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图

像资料。 

7.1.2 同一厂家的同一品种、类型、规格的防水隔汽膜、防水透汽膜每 500m 应

划分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500m 可为一个检验批。 

7.1.3 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面，外墙内侧气密性抹灰面积扣除门

窗洞口后，每 1000m2划分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1000m2 也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7.1.4 气密性措施施工完成后，应对建筑物的气密性进行现场检测，检测结果应

符合设计的要求。 

7.1.5 建筑气密性工程的检验批质量验收应合格，主控项目与一般项目的合格判

断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 的有关规

定。 

7.2 主控项目 

7.2.1 工程所用气密性材料进场时，应进行质量检查和验收，其品种、规格、性

能必须符合设计和本规程的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每批随机抽取 3 个试样进行检查。 

7.2.2 工程所用气密性材料进场时，应进行施工现场见证取样复验，结果应符合

设计要求，现场见证取样复验项目见表 7.2.2。 

表 7.2.2 现场见证取样复验项目 

材料名称 现场复验项目 批量 

防水隔汽膜 180°剥离强度（与混

凝土基材的原强）、拉

伸力、撕裂强度、不

透水性、透气率 

同一生产厂家，同一类型的防水隔汽膜，

每 5000m 为一批，不足 5000m 时，应按 1

个检验批计 

防水透汽膜 180°剥离强度（与混

凝土基材的原强）、拉

伸力、撕裂强度、不

同一生产厂家，同一类型的防水透汽膜，

每 5000m 为一批，不足 5000m 时，应按 1

个检验批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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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性、透气率 

湿拌抹灰砂浆 抗压强度、保水率、

拉伸粘结强度 

同一生产厂家、同一品种、同一等级、同

一批号且连续进场的湿拌抹灰砂浆，每

250m3 为一批，不足 250m3 时，应按 1 个

检验批计 

干混抹灰砂浆 抗压强度、保水率、

拉伸粘结强度 

同一生产厂家、同一品种、同一等级、同

一批号且连续进场的干混抹灰砂浆，每

500t 为一批，不足 500t 时，应按 1 个检验

批计 

7.2.3 防水隔汽膜、防水透汽膜的粘贴方法、粘贴宽度、搭接宽度应符合设计和

本规程的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检查隐秘工程资料。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应抽查 5 处。 

7.2.4 外墙内侧气密性抹灰厚度应符合设计和本规程的相关要求。 

检验方法：现场尺量、钢针插入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应抽查 5 处。 

7.2.5 气密性部品应安装到位，密封部位无孔隙。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检查隐秘工程资料。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6 防水隔汽膜、防水透汽膜粘贴时应铺压严实，不得虚粘。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应抽查 5 处。 

7.2.7 气密性抹灰应密实，无空鼓，面层无裂缝。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应抽查 5 处。 

7.3 一般项目 

7.3.1 气密性材料施工前应按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对基层粘结面进行清理，处

理后的基层应符合气密性施工的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应抽查 5 处。 

7.3.2 气密性抹灰砂浆的平整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应抽查 5 处。 



21 

 

附录 A  180°剥离强度试验方法 

A.0.1 试样尺寸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胶粘剂 180°剥离强度试验方法 挠性材料对

刚性材料》GB/T 2790 的要求制备，当样品自粘部分宽度不满足标准要求时以实

际宽度尺寸制样。 

A.0.2 刚性被粘基板分为水泥板、塑料板、木板、铝合金板四种，基板表面应光

滑、干净、平整。 

A.0.3 每组试验应按照生产商提供的说明书和施工方法制备 3 个试样，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水泥板基材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外墙用非承重纤维增强水泥板》JG/T 

396 中外墙用无涂装纤维增强水泥板的要求。 

    2 塑料板基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型材》

GB/T 8814 中规定的基材材料的要求。 

    3 铝合金板基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1 部分:基材》

GB/T 5237.1 中规定的牌号和状态的要求。 

    4 木板基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门窗》GB/T 29498-2013 中附录 A.1 木

材的要求。 

A.0.4 标准养护条件和状态调节环境条件应为温度（23±2）℃，相对湿度

（50±5）%。双组份涂胶试样的护时间应为 7d，自粘胶试样的养护时间应为 1d。 

A.0.5 试验所用仪器设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胶粘剂 180°剥离强度试验方法 挠

性材料对刚性材料》GB/T 2790 的有关规定。 

A.0.6 原强度试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胶粘剂 180°剥离强度试验方法 挠性材料

对刚性材料》GB/T 2790 的有关规定执行。 

A.0.7 浸水 48h 干燥 7d 强度、耐候性强度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浸水 48h，干燥 7d 强度试验应将试样浸水 48h，到期后试样从水中取出并

擦拭表面水分，状态调节 7d。 

2 耐候性强度试验应将试样放入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中进行湿热冷冻循

环 30 次，取出后状态调节 2d。湿热冷冻循环条件如下： 

1）1h 内升温至温度（70±5）℃、相对湿度（90±5）%，保持 3h； 

2）1h 内降温至温度（-20±5）℃，并保持 3h。 



22 

 

3 经过上述条件处理后按现行国家标准《胶粘剂 180°剥离强度试验方法 挠

性材料对刚性材料》GB/T 2790 的规定进行试验。 

A.0.8 试验过程中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胶粘剂 180°剥离强度试验方法 挠性材料

对刚性材料》GB/T 2790 的要求，记录每个试样的剥离力并计算剥离强度，结果

取 3 个试样剥离强度的算数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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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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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 

《沥青和高分子防水卷材 不透水性》GB/T 328.10-2007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撕裂强度的测定(裤形、直角形和新月形试样)》GB/T 

529-2008 

《胶粘剂 180°剥离强度试验方法 挠性材料对刚性材料》GB/T 2790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1 部分:基材》GB/T 5237.1 

《纺织品 织物透气性的测定》GB/T 5453-1997 

《增强材料 机织物试验方法 第 5 部分：玻璃纤维拉伸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的测

定》GB/T 7689.5-2013 

《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型材》GB/T 8814 

《建筑材料水蒸气透过性能试验方法》GB/T 17146 

《预拌砂浆》GB/T 25181 

《木门窗》GB/T 29498-2013 

《外墙用非承重纤维增强水泥板》JG/T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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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规程为技术规程，内容包含设计、施工、验收方面的内容。 

1.0.2 目前气密性材料在超低能耗建筑中使用较多,可参照此规程执行，如果在普

通建筑中使用气密性材料时也可参照此规程，但在设计过程中应考虑机械通风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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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2 在工程施工中，应按照设计的气密层，采用气密性材料和部件、抹灰等进

行施工。 

2.0.3 防水隔汽膜、防水透汽膜一般采用粘贴的方式，砂浆一般采用抹灰的方式

粘结与围护结构上。 

2.0.5 防水隔汽膜有自粘型和非自粘型两种类型产品。其中自粘型产品本身膜本

身带胶，而非自粘型产品的膜包含带胶和不带胶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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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一般气密层设置在围护结构内侧，这样更有利于气密层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当在钢结构等围护结构内侧不方便施工的情况下也可以设置在外侧。外窗与外墙

间的缝隙、穿墙管道与外墙间的缝隙、外墙部位的开关或电线盒、穿外墙电线、

二次砌筑部分与现浇混凝土部分的缝隙、二次砌筑部分、模板支护螺栓孔、装配

式墙板之间的拼接缝、穿越屋面的烟风道、透气管和太阳能管线等气密性薄弱环

节应进行专项设计。当同一栋建筑对气密性有不同要求的两部分时，分界处应做

气密性处理。 

3.0.2 当某部位室内侧采用防水隔汽膜并在室外侧对应采用防水透汽膜时，对应

使用的防水隔汽膜和防水透汽膜宜为同一厂家提供的配套使用的产品。对于刷胶

粘贴的防水隔汽膜和防水透汽膜还应使用同一厂家提供的配套粘贴的胶。 

3.0.5 在施工过程中应合理安排工序，在气密性材料施工完成后应尽快开始下一

道工序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应注意减少对气密性材料的磕碰和划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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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0.1 防水隔汽膜和防水透汽膜的材技术指标明如下： 

1 对于自粘型防水隔汽膜和防水透汽膜可直接用于 180°剥离强度、拉伸强

度、撕裂强度、水蒸汽透过性、不透水性、透气率的测试，而非自粘型防水隔汽

膜和防水透汽膜则除在测 180°剥离强度时须刷胶测试以外，为避免人为刷胶不

均匀不标准而导致误差较大，其他几项性能都应在不刷胶状态下测试。 

2 考虑到气密膜的应用场景主要为：一是混凝土结构墙体或抹灰后的加气混

凝土砌块等水泥基材料，二是外窗型材，目前外窗型材主要是塑料、断桥铝、铝

木复合等，三是管道材质主要为塑料、金属等，因此采用混凝土、塑料、铝板、

木板四种材料作为粘贴基面进行 180°剥离强度测试，可涵盖绝大多数应用情况。

气密膜与粘贴基面的粘贴强度主要是会受到风压的影响，如果以 0.4 KN/m 作为

气密膜 180°剥离强度核算是否能够经受住风压的影响。那么以剥离强度为 0.4 

KN/m，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计算风压标准值

的方法，反推 100m 处 50 年一遇的基本风压值，计算考虑到实际工程使用过程

中的施工环境对气密膜的粘贴强度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在剥离强度取安全系数

3.0 的情况下对应计算得到的基本风压为 0.8 KN/m2，全国 668 个城市中有 96%

的城市 50年一遇的基本风压小于 0.8 KN/ m2，说明当气密膜的 180°剥离强度≥0.4 

KN/m 时，适用于全国 96%以上的城市（除少数高海拔、沿海城市以外）。 

3 建筑良好的混凝土可以视为一种气密层材料，在制定气密性膜的指标时可

以将混凝土的水蒸汽渗透性能作为防水隔汽膜水蒸气渗透性的参照指标，采用

Sd 值来表示，Sd 值是指与试样具有相等透湿阻的静止空气层的厚度。根据现行

国家标准《管状绝热制品水蒸气透过性能试验方法》GB/T34005-2017 和《建筑

材料及其制品水蒸气渗透性能试验方法》GB/T17146-2015 计算得到 180mm 厚混

凝土墙体的水蒸汽透过性的 Sd 值为 8.0 m。考虑到施工中的一些不利因素，对防

水隔汽膜水蒸汽透过性的影响，可在 180mm 厚混凝土 Sd 值 8m 的基础上乘 1.5

倍的安全系数为 12m。 

4 防水透汽膜位于围护结构外侧，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气密性，但也有一定的

水蒸汽渗透性防止水汽积聚在防水隔汽膜和防水透汽膜之间，也有防水渗透的功

能，因此防水透汽膜的水蒸气透过阻力肯定要小于防水隔汽膜，但防水透汽膜

Sd 值不是越小越好。 

5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GB/T7106《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

及检测方法》对建筑外门窗气密性分级 8 级单位面积指标值为 1.5m3/m2.h，换算

成 50Pa 压差下的透气率为 1.2mm/s，结合防水隔汽膜和防水透汽膜的透气率试

验结果，其试验样品透气率均小于 1.0mm/s，且满足外门窗气密性 8 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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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抹灰砂浆在达到一定厚度时可以作为气密性材料使用。对于抹面砂浆的气

密性检测，目前国外有利用压差法测试材料气密性能的方法，在国内目前只有测

试建筑物气密性的方法，以及测试膜材的透气性检测方法，还没有利用检测方法

能够测试砂浆的气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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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 计 

5.0.1 外门窗框与墙体洞口之间的缝隙，当采用非自粘型的防水隔汽膜、防水透

汽膜与窗框粘贴时，应使用其带胶部分进行粘贴。长度为膜实体部位，打孔部位

不计入。 

5.0.2 穿外墙管道与墙体间会填充一定的保温材料以达到断桥的目的，但填充的

保温材料本身就是有缝隙的，因此在进行管道周边的气密性处理时应注意将周边

的断桥保温都进行气密性密封。 

5.0.3 在不同墙体材料的交界位置，建议在气密层一侧粘贴防水隔汽膜，但是考

虑到具体工程的实际情况，还需要制定具体方案。 

5.0.4 加铺钢丝网或玻纤网用于抗裂。砌体建筑检查,如果砌体灰浆饱满度达不到

要求,应进行勾缝和抹灰处理。对于门窗洞口周围 250mm 范围、窗框内侧如有需

要可以提高抹灰要求，以增加粘结牢固性。 

5.0.6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相邻外墙板间、墙板与钢结构间、外墙板与楼板间这

些部位是气密性薄弱环节，在室内侧粘贴防水隔汽膜进行增强，在室外侧可根据

工程实际情况，如设计要求粘贴防水透汽膜，则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处理。 

5.0.7 目前在国内木结构应用较少，所以本规程中对装配式建筑的规定并不包含

木结构建筑。装配式建筑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应本条正文中提出的这些节点位置

进行细化，明确节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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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 工 

6.1 施工准备 

6.1.1 施工单位可在施工现场集中展示与气密性工程有关信息及关键节点详细做

法。 

6.1.3 机具主要包括钢丝刷、扫帚、棕刷、裁刀、打胶枪、刮板、滚轮、抹子等。 

 

6.3 外门窗与洞口 

6.3.2 有突起物宜尽量采用剔凿方式处理，对凹洼的部位采用抹灰砂浆修补平整，

不应有掉灰、起皮等现象，不宜大面积采用厚度大于 20mm 厚抹灰砂浆粉饰平整。 

6.3.4 在粘贴防水隔汽膜或防水透汽膜时，应尽量保持膜材的松弛状态，不能将

膜用力抻拉后进行粘贴。 

6.3.5 外门窗框四角部位防水隔汽膜根据门窗框与门窗洞口的大小间距预留一定

余量，大约为门窗框与门窗洞口的大小间距的 1.5 倍，在窗角部位预留出的多余

的防水隔汽膜重叠折成一个直角，从门窗框一边过渡到另一边，不应断开。防水

隔汽膜采用一字形还是 U 字形粘贴方式主要取决于防水隔汽膜是非自粘型还是

自粘型，一般非自粘型防水隔汽膜是一字形粘贴方式，而自粘型防水隔汽膜可采

用 U 字形粘贴方式和 L 形粘贴方式。但无论是非自粘型还是自粘型防水隔汽膜

都有部分是带胶的用于与窗框粘贴。粘贴防水隔汽膜所用工具不得有尖角，防止

破坏防水隔汽膜，宜用刮板或滚轮。 

4 此条给出的 30min 为一般通用要求，当温度较高时，气密性胶的固化速度

较快，建议在刷胶后尽快粘贴防水隔汽膜，具体工程应用过程中，其固化时间可

参考其生产商推荐的标准。 

6 外门窗洞口四角部位，尤其是门下的位置粘贴防水隔汽膜是较难处理的部

位易发生问题，在专项施工方案中要提出相应的处理措施。 

6.3.6 对于装配式夹心保温建筑，外窗无法采用外挂式安装，通常会将外窗安装

于夹心保温之上，所以一般会采用 L 形粘贴防水隔汽膜。 

6.4 穿围护结构管道 

6.4.1 穿围护结构管道根据管道的形状不同有不同的气密性处理方法，主要分为

圆形和矩形管道的气密性处理方法，其中圆形管道的气密性处理方法除上述方法

外，或采用气密性部品对穿外围护结构管道进行气密性处理，还有另一种方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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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其施工流程和具体施工工艺如下： 

 

图 1 穿围护结构管道（圆形）气密性施工流程图 

安装穿墙管道时，管道周边采用保温材料（阻燃型发泡聚氨酯或保温棉）填

实，管道应清洁，墙面应平整；剪一段长度比管道周长长约 20mm 的隔汽膜，将

其对折后，将中折线下部按 20mm~30mm 宽间隔剪开；将隔汽膜上端沿管道外

围包裹一圈预粘贴，然后在管壁上涂抹配套密封胶并涂刮均匀，不应漏涂，将隔

汽膜与管道粘贴压实。然后再在管道洞口墙面周边批刮配套密封胶，将下部剪开

的隔汽膜展开分别压紧在密封胶上，保证与墙面贴合密实，拐角处不留空隙；剪

两段长度比管道直径长不少于 100mm 的防水隔汽膜，沿中间位置裁出管道直径

相当的半圆，然后将两段隔汽膜套过管道覆盖在第一层隔汽膜之上，并采用配套

密封胶粘贴在墙面上；采用同上述方法，在管道另一侧墙面采用配套密封胶粘贴

透汽膜。 

6.4.3 采用防水隔汽膜对圆形管道进行气密性处理时，相邻两段防水隔汽膜搭接

部分最外侧的搭接宽度最小，本规程要求最小搭接宽度即最外侧搭接宽度不应小

于 10mm。管道四周所用保温材料的性能应符合相应外保温规程的要求。 

6.5 其他部位 

6.5.2 为更加保证现浇混凝土墙模板支护螺栓孔的气密性，可在孔洞中填充满水

泥砂浆后再粘贴防水隔汽膜加强密封。 

6.5.4 施工前，砌体结构基层应已经验收合格，包括砌块缝隙的勾缝处理均应满

足相关标准的要求，方可进行施工。 

6.5.5 采用气密性胶对线孔进行封堵后，穿外围护结构线不可再随意移动，避免

气密性胶出现松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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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 收 

7.1 一般规定 

7.1.2 该批量为施工现场随着工程进度划分的检验批量，与见证复验批量不同。 

7.1.3 气密性抹灰面积与外保温面积相似，因此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411-2019 中对保温的检验批划分。 

7.1.4 建筑气密性检测一般是对整栋建筑进行气密性测试，采用鼓风门法测试在

室内外压差正负 50Pa 的压力下建筑每小时换气次数。目前检测方法包括国家标

准《建筑物气密性测定方法 风扇压力法》GB/T 34010 和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

准《建筑整体气密性检测及性能评价标准》T/CECS 704-2020，因设计要求可能

会高于相关标准的规定，所以检测结果需要符合设计和标准的规定。当建筑整体

空间不适合采用鼓风门法测试时，可采用示踪气体法测试。 

7.2 主控项目 

7.2.2 考虑到复验的实验周期不宜太长，防水隔汽膜和防水透汽膜只测试 180°剥

离强度、拉伸强度、撕裂强度、不透水性、透气率这五项，并且 180°剥离强度

也只需测其与混凝土基材的原强，复验项目的检测方法按照本规程第四章规定执

行。 

7.2.4 气密性抹灰厚度的检测方法类似保温板厚度检测方法，但不建议采用剖开

的方式检测避免破坏气密性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