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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组织编写的《建设行业专业技术管理人员职业资格培训教材》与读者见面了
。
这套教材对于满足广大建设职工学习和培训的需求，全面提高基层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的素质，对于统
一全国建设行业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的职业资格培训和考试标准，推进行业职业资格制度建设的步伐，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建设行业原有的企事业单位关键岗位持证上岗制度作为行政审批项目被取消后，对基层专业技术
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尚缺乏有效的制度措施，而当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技术日益渗透到工程
建设的各个环节，现在结构复杂、难度高、体量大的工程越来越多，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规
范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快，迫切要求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只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没有高素质的操作人员，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很难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我们现在的施工技术、施工设备对生产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操作人员都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建筑市场的竞争将更加
激烈，按照我国加入wTO时的承诺，我国的建筑工程市场将对外开放，其竞争规则、技术标准、经营
方式、服务模式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建筑企业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
。
国外知名企业凭借技术力量雄厚、管理水平高、融资能力强等优势进入我国市场。
目前已有39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中国内地设立建筑设计和建筑施工企业1400多家，全球最大的225
家国际承包商中，很多企业已经在中国开展了业务。
这将使我国企业面临与国际跨国公司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同台竞争的严峻挑战。
同国际上大型工程公司相比，我国的建筑业企业在组织机构、人力资源、经营管理、程序与标准、服
务功能、科技创新能力、资本运营能力、信息化管理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所有这些差距都集中地反映在企业员工的全面素质上。
最近，温家宝总理对建筑企业作了四点重要指示，其中强调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职工培训，
提高建筑队伍整体素质。
”贯彻落实总理指示，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是关键，提高建筑企业职工队伍素质是基础。
由此，我非常支持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牵头把建设行业基层专业技术管理人员职业资格培训工作开展起
来。
这也是贯彻落实温总理指示的重要举措。
　　我希望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和各地方的同行们齐心协力，规范有序地把这项工作做好，确保工作的
质量，满足建设行业企事业单位对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培训的需要，为行业新的职业资格培训考核制度
的建立积累经验，为造就全球范围内的高素质建筑大军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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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为培训防水施工员（工长）而编写。
是一本以防水识图、设计、施工技术、堵漏技术、质量管理、预算、岗位规范为内容的实用性教材。
识图部分介绍了施工图识图方法，防水层、防水材料的确定方法；设计部分介绍了屋面、地下、室内
、外墙、水池等细部构造的防水方案；施工和堵漏部分介绍了采用防水混凝土、砂浆、卷材、涂料、
板材、毯、硬泡聚氨酯、密封材料、瓦等材料分别在屋面、地下、盾构法隧道、水利、水池、外墙工
程的施工步骤、条件、要求、施工注意事项及堵漏方法；质量管理介绍了施工方案的编制、实施方法
；预算部分介绍了预算准备、编制步骤、防水面积计算、确定分部分项子目、防水工程量计算、造价
、防水材料计算等；岗位规范包括岗位职责、必备能力和必备知识。
    本教材既可作为防水施工员（工长）的培训教材，也町作为广大建筑施工企业、防水材料生产厂、
质检、监理、设计单位从事建筑防水管理、施工、设计人员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阅读、培训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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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常用建筑防水材料　　2.2　防水涂料　　建筑防水涂料是在常温下呈无固定形状的黏稠状液
态高分子合成材料或粉料复合体。
经涂布后，通过溶剂的挥发或水分的蒸发或反应固化后，在基层表面形成柔韧或坚韧、无接缝的防水
膜（层）的材料的总称。
在涂膜中夹铺胎体增强材料，可提高防水层的抗拉、抗撕裂强度。
　　2.2.1 防水涂料的分类和性能　　（1）防水涂料的分类　　1）按材性的不同，可分为有机防水涂
料和无机防水涂料两类。
有机防水涂料包括水乳型、反应型，包括固化剂固化型和湿气（水）固化型两类]和聚合物水泥防水涂
料；无机防水涂料包括掺外加剂、掺合料的水泥基防水涂料、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
　　2）按组分的不同，一般可分为单组分防水涂料和多组分防水涂料两类。
单组分防水涂料按成膜类型不同，一般有水乳型和湿气固化型两种。
多组分涂料属于反应型防水涂料。
　　（2）防水涂料及胎体材料的性能指标　　1）用于非长期浸水部位：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涂料的
质量应符合表2-13的要求；反应固化型合成高分子防水涂料的质量应符合表2-14的要求；挥发固化型
合成高分子防水涂料的质量应符合表2-15的要求。
　　2）用于长期浸水部位：用于地下、水池、游泳池等防水工程时，有机防水涂料的物理性能应符
合表2-16的规定，无机防水涂料的物理性能应符合表2-1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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