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建筑防水材料的现状与发展

牛光全
(中国建筑防水材料工业协会 ,北京　100043)

1 概况

2003年 ,我国建筑材料行业在国家进入新的

增长周期的带动下 ,取得了新的进展 ,新型防水材

料供应量持续增长 , 2004年新型防水材料(按建

筑面积计算)较上年增长 24.75%,各类主要防水

材料市场占有率见表 1。

表 1　2004 年各类主要防水材料市场占有率

　产品类型 比上年增长/ % 占总量/ %

SBS/APP 改性沥青卷材 46.7 17.97

高分子防水卷材 27.3 11.44

防水涂料 11.1 13.07

沥青油毡 50 1.96

自粘防水卷材 83.3 1.8

其它防水卷材 100 1.96

新型防水材料合计 24.75 44.44

石油沥青纸胎油毡 -16.3 10.95

沥青复合柔性卷材 -16.7 40.85

　　1.SBS 和 APP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是我国大

力发展的防水材料 , 2003年中国市场该类卷材的

实际应用量达到 7500 万 m
2
, 较上年增长 7%,

2004年的应用量超过 1亿 m2 。在 2010年前 ,该

类防水卷材的应用量仍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 。在

改性沥青卷材中 , SBS 卷材占主导地位 , 约占

80%,这是因为 SBS 卷材的原料来源较有保证 ,

而且综合性能优于 APP ,使用寿命较长。

高分子防水卷材是我国积极推进的防水卷

材 ,2003年的实际应用量达到 5500 万 m
2
,较上

年增长 10%,预计到 2010年前将保持持续增长。

EPDM 橡胶防水卷材具有优越的防水功能和耐

老化性 ,近年来又有一些厂家建成 EPDM 卷材生

产线 ,应用量有较快的增长 , 2002 年销售量约为

500万 m
2
,2003年增长到 800万 m

2
,而且今后的

增长潜力仍很大。PVC 防水卷材的产量和质量

也有了新的提高 ,2003年的应用量在 1000万 m2

以上 。

2.防水涂料是我国适当发展的防水材料 ,

2003年实际应用量达到 23万 t(折合施工面积

7200万 m
2
),较上年增长 12.5%。预计在 2010

年前也将保持持续增长。目前使用较多的是聚氨

酯防水涂料和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JS 防水涂

料)。聚氨酯防水涂料的销售量2002年约 5万 t ,

2003年约 6万 t。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主要是丙

烯酸弹性体乳液与水泥共混制成的防水涂料 ,由

于其良好的耐候性和施工简便 、无施工环境污染

等特点 ,近年来发展很快 ,其用量仅次于聚氨酯防

水涂料 ,2003年的销售量约为 4.5万 t。

3.沥青油毡瓦的应用逐步推开 。2003 年沥

青油毡瓦的实际应用量已达到 800万 m
2
(施工面

积),其中国产沥青瓦约为 300万 m 2 。预计 2010

年前 ,我国沥青油毡瓦的应用量将获得大幅度增

长。

自 2001年起 ,我国自粘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的

生产应用有了起色 , 2003 年的应用量已达 600万

m2 ,预计到 2010年前应用量仍将保持持续增长。

2 我国建筑防水材料行业经济运行特点

1.产业政策对行业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003年 12月 20日 ,建设部印发建科 〔2003〕227

号《关于加强建筑防水材料生产与应用管理工作

的意见》和 2004 年 3月 18 日建设部发布第 218

号《建设部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公告

后 ,经各省市建设主管部门 、全国性和地方防水社

团深入贯彻实施 ,生产企业纷纷调整产品结构 ,增

加高 、中档产品 ,取得初步成效 ,SBS/A PP 改性沥

青防水卷材比上年增长 46.7%;复合胎柔性卷材

下降了 1670%,一些企业主动放弃低档复合胎卷

材的生产;二次加热聚乙烯丙纶复合卷材下降

28.0%。

2.主导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 。往年 S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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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II 型产品用量极少 , 2004 年一些重点工程 ,

如北京地铁 、奥运工程纷纷选用 ,年供应量达到

1400万 m 2 。长丝聚酯胎的用量也随之增多。为

了保证产品质量 ,生产企业加强了生产工业技术

的研究与创新。

3.玻纤胎 SBS/A PP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比上

年增长近一倍 ,是近几年来玻纤胎应用较好的一

年。

4.沥青油毡瓦 、自粘卷材的应用量大幅度增

长。随着屋面设计的多样化 ,近来年 ,沥青瓦的应

用量逐年上升 , 2004年约比上年增长 50%。自粘

卷材则因其具有施工方便 、能达到满粘的效果 、施

工无污染等特点而受到用户的关注 , 2004 年应用

量约比上年增长 83.3%。

5.产品总量保持小幅度增长 。2004 年受国

家宏观调整的影响 ,同时受主要原材料价格暴涨

的冲击 ,防水行业面临严峻局面。但由于众多企

业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和经营策略 ,并顺应行情适

当上调产品价格 ,不仅产品总量比上年小有增长 ,

绝大多数企业仍有微利。

6.2004年 ,中高档防水材料的应用比例达到

46.8%,比上年提高 11.4个百分点 ,而限制使用

的低档 、落后产品则由 2003 年的 61.6%下降到

53.2%,体现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和规范作用。

7.技术装备水平提高。2003年 ,北京东方雨

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入 2000多万元从美

国引进关键设备的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投

产 ,2004年即可达到约 700万 m2 的产量 。深圳

卓宝科技股份公司投资 1200万元在北京新建一

条自粘/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 ,可以生产单

面 、双面 、有胎 、无胎等多种自粘卷材和各种改性

沥青卷材 。胜利油田大明防水公司投入巨资通过

并购 ,使我国第二条改性沥青样板线恢复了生产 ,

当年产量达 100 多万 m
2
。浙江湖州红星防水材

料公司的新厂己全面投产 ,新厂的生产能力改性

沥青卷材 500万 m2 , EPDM200 万 m 2 ,防水涂料

2000t。宝鸡迪宝公司引进美国阿迪沥青瓦生产

线 ,可以生产平瓦和叠层瓦 ,正在安装调试。另

外 ,还有一些沥青油毡瓦 、高分子卷材和涂料生产

线也投入了生产。2003 年是沥青油毡瓦和自粘

改性沥青卷材新产品的应用增长最快的一年 。自

粘改性沥青卷材用量呈迅速上升局面 ,全国又有

近 10家企业新增这种产品。HDPE 土工膜用于

大型基础设施的产品成倍增长 ,金属屋面等新产

品也开始扩大使用。

8.2004 年国家防水卷材质量抽查产品合格

率为 78.5%,比上年的 75.9%上升了 2.6个百分

点。

9.2004 年防水卷材首次列入国家免检产品

目录 ,盘锦禹王 、东方雨虹 、胜利大明等 7 家企业

获得 2004年国家免检产品资格。

3 科技创新取得进展

3.1 产品标准和规范

2004 年制定和修订了大量防水材料产品标

准和技术规范 、规程 。这些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和

修订对提高我国建筑防水技术水平 、规范防水材

料市场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已经起草和将

要起草的一些重要的标准和规范如表 2所示 。

表 2　2004 年制定和修订的产品标准与规范

　进度 标准与规范名称 备注

已经批准或 防水卷材试验方法

已审定待批 密封材料试验方法 国家标准

石油沥青纸胎油毡 国家标准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

水性沥青基防水涂料 国家标准

已经完成待 沥青油毡瓦 国家标准

审定 道桥用防水卷料 行业标准

道桥用防水涂料 行业标准

正在编制中 沥青防水卷材基层处理剂 行业标准

沥青瓦用彩砂 行业标准

道桥用密封胶 行业标准

城市桥梁防水技术规程行业标准

聚氨酯隔热保温防水工程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

拟申请制定 、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国家标准

修订的标准 塑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国家标准

和规范 沥青复合胎柔性防水卷材 国家标准

坡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

种植屋面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行业标准

3.2 产业政策

1.建设部发布 227 号文件《关于加强建筑防

水材料生产与应用管理工作的意见》 ,重新确定建

筑防水材料发展目标和技术路线;大力发展弹性

体(Sl3S ),塑性体(APP)改性防水卷材 ,积极推

行高分子防水卷材 ,努力发展环保型防水涂料。

研究开发高档建筑密封材料、地下工程防水材料、

城市桥梁工程防水材料 、垃圾填埋场及城市污水

处理厂用防水材料;限制发展和使用沥青复合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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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材料卷材 、聚乙烯丙纶复合防水卷材和石

油沥青纸胎油毡;淘汰焦油类防水材料和用高

碱玻纤制成的复合胎基材料 。增强中高档防水

材料市场占有率 ,实现防水材料产品系列化 、配

套化和应用技术系统化 ,提高我国建筑防水技

术整体水平。

2.建设部发布 218号公告《推广应用和限制 、

禁止使用技术公告》 ,列为政府推广应用的防水技

术和产品有:SBS 或 A PP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II

型产品 、三元乙丙橡胶(硫化型)防水卷材 、聚氯乙

烯防水卷材(II)型产品 、聚氨酯防水涂料 、聚合物

水泥防水涂料、硅酮结构胶 ,硅酮 、聚硫 、聚氨酯建

筑密封胶 、沥青瓦 、混凝土瓦 、复合塑料瓦。列为

限制作用的技术和产品有:石油沥青纸胎油毡 、沥

青复合胎柔性防水卷材 、聚乙烯膜层厚度在

0.5mm以下的聚乙烯丙纶等复合防水卷材。列

为禁止使用的技术和产品有:S 型聚氯乙烯防水

卷材 、焦油型聚氨酯防水涂料 、水性聚氯乙烯焦油

防水涂料 、采用二次加热复合工艺生产的聚乙烯

丙纶等复合防水卷材 。

3.国家发布全国建筑防水卷材生产许可证换

(发)证实施细则 。防水卷材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

已成为防水卷材行业市场准入的门槛。《实施细

则》的编制和发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当前宏观

调控的需要 ,它对资源消耗大 、技术水平低 、污染

严重和供大于求的重复建设项目作了限制。其装

备门槛是: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年生产能力

200万 m2 以上;高分子防水卷材生产线年生产能

力 100万 m2 以上;纸胎油毡生产线年生产能力

100万卷以上 。以上产业政策从生产和应用两个

领域进一步规范了防水材料市场。

4 我国建筑防水材料行业发展趋势

4.1 相关总投资及建筑业市场总体规模预测

2004年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24862.58

亿元 ,2005年达到 133603亿元 ,平均年增长 7%。

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 55436.45亿元 ,

2005年达到 72067.38亿元 。建筑业总产值 2004

年达到 33261.87亿元 ,2005年达到 43240.43亿

元。到 2010年 ,建筑业总产值(营业额)预计将超

过 90000亿元 ,年均增长 7%,建筑业增加值将达

15000亿元以上 ,年均增长 8%,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 7%左右。从中长期来看 ,建筑业仍将是具有

广阔发展前景的产业 。

4.2 城市化进程促进建筑业发展

目前 ,我国正在步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我

国城市化水平每年将提高 0.8 ～ 1个百分点 ,到

201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 45%,城镇人口达

到 6.3亿。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投资增长 ,新型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服务管理

体制的改革 ,将为建筑业及防水行业带来新机遇。

特别是中国“入世”后 ,外国公司带来的资金 、先进

技术不仅能直接扩大和提升建筑市场需求 ,而且

将促进我国建筑企业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步

伐 ,使我国建筑企业更大规模地进入国外建筑市

场 ,促进建筑业的国际化经营 。

4.3 今后 10年内 ,我国仍将保持固定资产投资

总量的持续增长

1.基础设施建设 。据世行估计 ,我国在今后

10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将高达 2700亿

美元以上 。尤其是中国地下轨道交通和隧道建设

已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期。由于具有不占用地面资

源 、可缓解地面交通 、不影响景观 、利于环保等优

点 ,地下建筑工程方兴未艾。据统计 ,目前各城市

己经纳入计划的地铁线路已达到 1500km ,预计

投资额近 5000亿元 。作为世界最大的隧道市场 ,

中国的市场潜力正在迅速释放 。

2.房地产 。今后 10 年住宅建设仍将是投资

的重点 ,呈现持续增长势头。预计今后 10年我国

每年将新建 6.4 亿 ～ 6.5 亿 m2 的住宅面积 ,到

2015年将达到 8亿 m2 ,未来 50 年将是房地产业

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 。

3.环境工程。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逐步实

施 ,环境工程市场成为最有潜力和发展前景的一

个市场。“十五”期间新增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2600万 m
3
, 垃圾无害化日处理能力 15 万 t。

2005年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45%, 50万人

口以上的城市达到 60%以上。2005年以后 ,基础

设施和环境保护仍将继续保持发展势头 。

4.城市建设。北京在“十五”期间固定资产投

资总规模为 8000 亿元;上海达 10000亿元 ,其中

重大项目的规模达 4000 亿元;重庆总投资为

5200亿元。预计国家重点省市在未来 5 ～ 10年

的投资规模将达到 40000亿元 。(下转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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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橡胶工业协会测算全国统计数据

　产品名称 2004年产量 2005年产量

轮胎/万条 24801 31820

子午线轮胎/万条 10464 14262

力车胎/万条 41210 41164.7

输送带/万 m2 11349 13701.6

V带/万 Am 76347 86600.4

胶管/万标 m 35057 37826.5

胶鞋/万双 100798 123579

炭黑/万 t 149 173.7

助剂/万 t 32 38

帘子布/万 t 34 35

再生胶胶粉/万 t 152 167

　　以上橡胶主导产品产量除轮胎及胶鞋为国家

有关部门统计数据外 ,其他产品产量均根据各专

业分会比例和调查统计的测算得出 。另根据专业

协会提供的生胶消耗量测算出 2005年全国生胶

消耗量约为 400万 t 。

综观 2005年度橡胶工业经济运行的情况 ,行

业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大环境下 ,实现了全

面协调发展。随着 2006年“十一五”规划的实施 ,

将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

1.橡胶行业要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发展 ,保

证国民经济发展需求 ,就要强化品牌意识 ,提升

品牌价值 ,不仅创国内品牌 ,而且要创世界名

牌。国内企业今后应进一步增强品牌意识 ,不

仅要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产品质量 、服务质量 ,而

且要加大宣传投入和市场营销力度 , 创出一批

知名产品品牌 。

2.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步伐 。转变增长方式是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举。我国橡胶行内企业

普遍存在高投入 、高消耗 、高排放 、低效率的经济

结构 ,不但消耗大量能源和资源 ,也付出了环境破

坏的代价 。今后一个时期 ,企业要积极推进经济

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向实现节约发展 、清洁发展 、

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3.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科学发展是第一

生产力 ,想占稳国内市场 ,打入国际市场 ,不能只

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产品上 ,必须在技术上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 ,通过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

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 ,建立自己的创新队伍和

自主开发的平台 ,进行技术创新的实践 ,掌握核心

技术 ,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通过自主创新带动

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上接第 6页)

5 行业需求预测

建设防水行业运行周期较投资类和建筑业运

行周期滞后 ,滞后期在 1 年左右 。这个结论通过

对历史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得到了证实。行业总产

值曲线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异常剧

烈的波动 ,这是新材料和低档材料在此期间几乎

同时超常规发展而形成的行业运行结果 。

表 3　2010年主要防水材料需求情况

　产品类型 施工面积/万 m2 占总量/ %

SBS/APP改性沥青卷材 24000 32.65

高分子防水卷材 13000 17.69

防水涂料 14000 19.05

沥青油毡 4000 5.44

自粘防水卷材 4500 6.12

其它防水卷材 5000 6.8

新型防水材料合计 64500 87.76

石油沥青纸胎油毡 4000 5.44

沥青复合柔性卷材 5000 6.8

合计 73500 100

　　资料来源:CNBWM I n 2004年度中国建筑防水行业发展报

告

6 橡胶需求预测

6.1 SBS

SBS改性沥青卷材是我国的主导防水材料。

根据预测 ,到 2010年 SBS/APP 改性沥青卷材用

量约为 2.4 亿 m2 ,估计其中绝大多数为 SBS 改

性沥青防水卷材。若按 2亿 m2 算 , 4mm 厚卷材

每平方米约需 1.8kg(SBS 添加量 12%),则 2010

年 SBS需求量约为 9.6万 t 。

6.2 EPDM

EPDM 将是我国主导高分子防水卷材 ,根据

预测 ,到 2010年高分子防水卷材的需要约为 1.3

亿 m2 ,估计 EPDM 防水卷材的需求量约为 7000

万 m2 ,若每平方米添加量约为 3.6kg ,则 2010年

EPDM 的需求量约为 2.5万 t。

△近日 ,山东两家客户向益阳橡胶塑料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 GK 型密炼机 、双螺杆挤出

机等 6 台产品 ,价值达 2000多万元的购销合同。

至此 ,该公司今年已签订产品合同值以及出口订

货值与去年同期相比 ,分别增长 26%和 34%。

李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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