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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保证建筑防水工程质量， 统一 现场检测方法， 制定本

规范。

1。 0。 2

1. 0. 3

本规范适用于建筑防水工程的现场检测。

建筑防水工程的现场检测除应符合本规范外， 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 0. 1 检测单元 testingunit

按要求划分的、 供检测用的建筑防水工程组成单元。

2. 0. 2 测区 testingzone

对建筑防水工程中进行现场检测时， 在一 个检测单元内按检

测方法要求确定的检测区域。

2. 0.3 测点 testingpoint

按检测方法要求 ， 在一 个测区内随机布置的一 个或若干个检

测点。

2. 0. 4 无损检测方法 non-- destructivetestingmethod

检测过程对既有防水性能不会造成损伤的检测方法。

2. 0. 5 局部破损检测方法 semi一 destructivetestingmethod

检测过程对既有防水性能有局部或暂时的损伤， 但可修复的

检测方法。

2. 0. 6 基层 Substrate

防水层的依附层或起支撑作用的构造层。

2.0. 7 无水氯化钙法 testingmethodofanhydrouscalcium

chloride

利用安放在基层表面的无水氯化钙吸湿盒吸水前后的质量差

计算基层单位面积含水量的检测方法。

2. 0. 8 破坏面积 breakagearea

粘结强度检测时， 破坏部位在基层法线方向上的投影面积。

2. 0. 9 切割面积 cuttingarea

粘结强度检测前， 使用切割工具沿钢标准块边缘 ， 在测点上

切割出的检测区域的面积。

2. 0. 10 超声波法 ultrasonicmethod

2



利用超声波在不同材质界面发生反射时间差的原理检测防水

层厚度的方法。

2. 0. 11 落锤法 droppinghammermethod

用一 定质量的钢锤从一 定高度 自由下落并锤击水平面防水

层， 通过观察锤击部位裂纹分布情况检测防水层柔性的方法。

2. 0. 12 摆锤法 pendulumhammermethod

用一 定质量的摆锤装置 ， 从水平、 初速度为零的状态自由下

摆， 锤击垂直面防水层， 通过观察锤击部位裂纹分布情况检测防

水层柔性的方法。

2. 0. 13 红外热像法 testingmethodofthermalimager

利用红外热像仪对待检部位进行热成像拍摄， 根据表面温

差， 查找防水工程渗漏区域的方法。



3 基 本 规 定

3. 1 检 测 程 序

3. 1. 1 建筑防水工程的现场检测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

1 接受客户委托；

2 开展检测前调查；

3 确定检测方案；

4 开展现场检测；

5 处理数据， 并对无效数据进行补充检测；

6 出具检测报告。

3. 1. 2 调查阶段应开展下列工作 ：

1 了解检测目的和委托方的具体要求；

2 收集待检工程的设计图纸、 防水材料种类及材料检测报

告等施工验收资料；

3 了解防水工程施工 工艺、 施工条件及使用状况；

4 查明建筑防水工程所处环境条件；

5 对于既有建筑， 应查明防水工程的现状。

3. 1.3 检测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检测范围和检测内容；

2 检测方法；

3 检测单元及测区、 测点的划分方案；

4 人员安全防护及环境保护措施 。

3. 1. 4 建筑防水工程现场检测方法应根据防水工程的结构形式、

设计要求和现场条件等因素进行选择。 当满足检测要求时， 宜选

择无损检测方法。

3. 1. 5 对检测造成的防水层破损应予以修复， 并宜对修复部位

进行加强处理 。



3. 1. 6 检测报告应包含下列内容：

1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及部位；

2 防水材料名称及施工工艺；

3 检测项目及检测方法；

4 仪器设备名称及型号；

5 检测项目中每个测区的检测结果；

6 检测中出现的异常部位的图示；

7 检测日期及环境条件；

8 检测方法及双方约定的其他需要记录的信息。

3. 2 检测单元及测区的划分

3. 2. 1

l

新建建筑防水工程检测单元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新建建筑的屋面、 外墙和地下防水工程检测单元的划分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验收规范的规定；

3. 2. 1

新建建筑的室内防水工 程检测单元 的划分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3. 2. 1 新建建筑室内防水工程检测单元的划分

\ 划分标准 检测单元 （个）

自然间

镇10间 不应少于 1个

> 10间且镇50间 不应少于 3个

> 50间且簇100间 不应少于 7个

>100间
每100间不应少于 7个 ， 不足 100间

的应按本表的划分标准执行

水池

镇10OmZ 不应少于 1个

> 100m2且蕊1000mZ 不应少于 3个

> 1000mZ且簇10000砰 不应少于 5个

> 10000n12
每 1。。oo耐 不 应 少 于 5 个 ， 不 足

1000。耐 的部分应按本表的划分标准执行，





他检测时， 每个测区的测点数量不应少于 3个。

3. 3 检 测 条 件

3. 3. 1 测点表面应清洁。

3.3.2 仪器设备的精度应满足检测项目的要求。 检测时， 仪器

设备应在检定或校准周期内， 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3. 3. 3 检测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的规定。

3. 3. 4 露天检测时， 不应在雨 、 雪及五 级以上大风天气条件下

进行， 检测环境温度宜在 SOC一 35
'

C。

3.3. 5 检测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



4 基层平整度检测

4. 0. 1 本章适用于基层平整度的现场检测。

4. 0. 2 基层平整度现场检测的器具应符合下列规定 ：

'

1 靠尺规格应为 Zm;

2 塞尺精度不应低于 0. lmm。

4. 0. 3 基层平整度检测时， 每个测点应在相互垂直的方向上各

检测一 次 ， 取两次读数的较大值作为该测点基层平整度的检测

值 ， 并应精确至 。． lmm 。

4. 0. 4 应以各测点检测值的最大值作为该测区基层平整度的检

测结果， 并应以各测区检测结果的最大值为该检测单元基层平整

度的检测结果。



5 基层含水检测

5. 1 一 般 规 定

5. 1. 1 本章适用于自然风干状态的混凝土或砂浆基层含水的现

场检测， 其中含水率宜采用含水率测定仪进行检测， 单位面积含

水量宜采用无水氯化钙法进行检测。

5, 1. 2 基层含水检测时， 环境相对湿度不应大于 80％。

5. 2 含水率检测

5. 2. 1 基层含水率测定仪的允许误差为士0. 5%， 测量范围不应

小于 40％。

5. 2. 2 基层含水率的测点间距不应小于 1。。o? ， 且距构件边

缘不应小于 ioomm。

5. 2. 3 基层含水率检测时， 含水率测定仪探头应与测点表面充

分接触， 每个测点应重复检测三次， 以三次读数的算术平均值作

为该测点的基层含水率， 并应精确至 0. 1％。

5. 2. 4 应以各测点检测值的最大值作为该测区基层含水率的检

测结果， 并应以各测区检测结果的最大值为该检测单元基层含水

率的检测结果。

5. 3 单位面积含水量检测

5. 3. 1 单位面积含水量检测的仪器和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水氯化钙吸湿盒应密封， 包含的粉状无水氯化钙质量

不宜小于 1009， 吸湿盒应具有重复开启、 密闭功能， 其开 口面

积不宜小于 800nlm2;

2 透明罩开口面积不宜小于 200? X300? ， 高度不宜小

于 15Ornnl;

9



3 透明罩、 托盘及吸湿盒不应具有吸水特性， 托盘不应影

响基层表面的水分向外扩散；

4 天平的感量应为 。． 019。

5.3. 2 单位面积含水量检测的每个测区应至少布置 1个测点，

且测点应易于无水氯化钙吸湿盒的安放和透明罩的密封。

5. 3. 3 单位面积含水量的现场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称量无水氯化钙吸湿盒的初始质量， 记为 m ;， 并应精确

至 0. 019。

2 安放托盘和无水氯化钙吸湿盒， 打开吸湿盒， 并立即安

放透明罩 （图 5. 3. 3一 1、 图 5. 3. 3一 2）。 透明罩四周应采用密封胶

在 Zmin内完全密封， 并应记录检测开始时间。 检测过程中， 应

确保透明罩的密封。

段 7 ／ 可产， / / ,

, / F奋 ／ / V

图 5. 3. 3一 1 水平面基层单位面积

含水量检测示意图

1一 密封胶； 2
一 透明罩； 3

一 无水氯化钙；

4一 无水氯化钙吸湿盒； 5
一 托盘 ； 6

一 基层

3 经过 （24士0. 5) h后 ， 打开透明罩， 立 即密封无水氯化

钙吸湿盒， 称取吸湿后无水氯化钙吸湿盒质量 ， 记为 m :， 应精

确至 。． 019， 并应记录检测终止时间。

5. 3. 4 基层单位面积含水量应按下式计算 ：

呱 一 竺 干塑 xl护
了1

(5. 3. 4)

式中： M入
�D 基层单位面积含水量 （g/mZ)， 精确至 0. 19／耐

m ,
�D 无水氯化钙吸湿盒的初始质量 （g);



图 5. 3. 3一 2 立面基层单位面积

含水量检测示意图

l一 密封胶； 2
一 透明罩； 3

一 无水氯化钙；

4一 无水氯化钙吸湿盒 ； 5
一 基层

mZ
�D 吸湿后无水氯化钙吸湿盒质量 （g);

A�D 透明罩的开 口面积 （mnlZ）。

5.3.5 当布置多个测点时， 应以各测点检测值的最大值作为该

测区的基层单位面积含水量的检测结果。

5. 3. 6 应以各测区检测结果的最大值为该检测单元基层含水率

的检测结果。

5.3. 7 基层单位面积含水量检测时， 应同时记录检测过程中的

平均气温 。

5. 3. 8 当基层含水量检测过程中测点周围出现明水时， 该次检

测应作废， 并应重新进行检测 。



6 基层表面正拉粘结强度检测

6. 0. 1 本章适用于混凝土或砂浆基层表面正拉粘结强度的现场

检测。

6. 0. 2 基层表面正拉粘结强度现场检测的仪器设备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粘结强度检测仪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数显式粘结强度

检测仪》JG3056的规定， 且精度不应超过 IN;

2 方形钢标准块的尺寸宜为 40? X40mm， 厚度不应小于

25mm， 且应采用 45号钢制作；

3 钢直尺的分度值应为 lmm。

6. 0. 3 基层表面正拉粘结强度现场检测的测点间距不应小于

1000? ， 测点距构件边缘不应小于 100mm。

6. 0. 4 基层表面正拉粘结强度现场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

1 使用高强 、 快速固化的胶粘剂将钢标准块粘结在测点上 ，

并应保证满粘 ， 在胶粘剂完全固化前 ， 钢标准块不得受到扰动。

2 沿钢标准块外沿， 使用切割机在垂直基层表面的方向上

切成方形检测面， 切割深度不应小于 10mm。

3 将切槽清理干净 ， 用钢直尺测量切割面尺寸， 精确至

lmm， 计算切割面积 （S） 。

4 将粘结强度检测仪与钢标准块连接在一 起 ， 并应保证拉

力方向与检测面垂直 （图 6. 0. 4） 。

5 将钢标准块以 （5 士l)mm /min的速率向上拉动， 直至破

坏， 然后记录最大拉力值和破坏面情况 。 对于检测过程中钢标准

块发生扭转、 偏斜或检测面部分脱落的， 该次检测应作废 ， 并应

重新进行检测。

6 当破坏面积大于钢标准块面积的80%， 且破坏面中无外



梦并必好蛋

图6. 0. 4 基层表面正拉粘结强度检测示意图

1一 加载装置 ； 2
一 传力螺杆； 3 切口 ； 4

一 基层 ；

5一 胶粘剂； 6
一 钢标准块

露钢筋时， 可判定本次检测为有效， 否则应重新进行检测。

6. 0. 5 基层表面正拉粘结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

(6. 0. 5)

式中： Rc�D 表面正拉粘结强度 （MPa) ， 精确至 0. 01MPa;

Ft
�D 最大拉力值 （N);

S�D 检测面的切割面积 （mmZ）。

6. 0. 6 基层表面正拉粘结强度检测结果的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测区内各测点检测值的算术平均值符合设计要求或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且最小值不小于设计值的 80％或国家

现行标准规定值的80％时， 判定该测区所检项目合格；

2 当测区内测点检测值的最小值不小于设计值的 80％或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值的 80%， 且算术平均值小于设计值或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时， 可在同一 测区内加倍选取测点补测 ，

并以前后两批测点检测值的算术平均值和最小值为该测区所检项

目的检测结果；

3 全部测区合格时， 判定该检测单元合格。



7 防水层粘结强度检测

7.0. 1 本章适用于卷材防水层和涂膜防水层粘结强度的现场

检测。

7. 0. 2 防水层粘结强度现场检测的仪器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粘结强度检测仪的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数显

式粘结强度检测仪》JG3056的规定， 且精度不应超过 IN;

2 改性沥青类卷材防水层宜选用 100mmX 10Omm的钢标

准块， 其他类型防水层宜选用 40mmX40～ 的钢标准块 ， 钢标

准块的厚度不应小于 25mm， 且应采用 45号钢制作；

3 红外测温仪的分辨率不应超过 0. 1℃ 。

7. 0.3 防水层粘结强度现场检测的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相邻测点间距不应小于 I000mm， 测点距构件边缘不应

小于 IOOmm;

2 检测卷材防水层时， 测点应避开卷材的搭接部位。

7. 0. 4 防水层粘结强度现场检测时， 应采用红外测温仪对防水

层表面温度进行检测， 且防水层表面温度应在 10
'

C一 40℃ 。

7. 0. 5 防水层粘结强度的现场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

1 使用高强、 快速固化的胶粘剂将钢标准块粘结在测点上 ，

并应保证满粘， 在胶粘剂完全固化前， 钢标准块不得受到扰动。

2 沿钢标准块外沿， 使用切割机在垂直基层表面方向切成

方形检测面 ， 应将防水层完全切透。

3 将切槽清理干净， 用钢直尺测量切割面尺寸， 精确至

lmm ， 计算切割面积 （S）。

4 将粘结强度检测仪与钢标准块连接在一 起 ， 并应保证拉

力方向与检测面垂直 （图 7. 0. 5）。

5 将钢标准块以 （5士1) mm /min的速率向上拉动， 直至防



图 7. 0. 5 防水层粘结强度检测示意图

1一 加载装置 ； 2
一 传力螺杆； 3

一 切口 ； 4
一 防水层 ；

5一 基层 ； 6
一 胶粘剂 ； 7

一 钢标准块

水层完全从基层表面剥落， 记录最大拉力值和破坏面情况。 对于

检测过程中钢标准块发生扭转、 偏斜或检测面部分脱落的， 该次

检测应作废 ， 并应重新进行检测。

6 当破坏发生在基层、 防水层或基层与防水层的粘结面中，

且破坏面积大于钢标准块面积的80％时， 可判定本次检测有效，

否则应重新进行检测。

7. 0. 6 防水层粘结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

尺w (7. 0. 6)

式中： 尺w

�D 防水层粘结强度

Ft�D 最大拉力值 （N);

_
Ft
S

(MPa), 精确至 0. o1MPa;

7. 0. 7

S�D 检测面的切割面积 （mmZ）。

防水层粘结强度检测结果的判定应符合本规范第 6. 0. 6

条的规定。



8 防水层厚度检测

8. 1 一 般 规 定

8. 1. 1 本章适用于防水层厚度的现场检测， 其中超声波法适用

于涂膜防水层的厚度检测， 割开法适用于涂膜和卷材防水层的厚

度检测。

8. 1. 2 检测涂膜防水层厚度时， 待检涂膜防水层应完全固化。

8. 1. 3 当对防水层厚度检测结果有异议时， 应以割开法的检测

结果为准。

8. 1. 4 防水层厚度检测结果的判定应符合本规范第 6. 0. 6条的

规定。

8. 2 超 声 波 法

8. 2. 1 超声波法所用的涂层测厚仪， 应具有检测以混凝土 、 砂

浆为基 层 的涂膜 防水层厚度 的功能， 检测精度不 应大于

0. 01? ， 仪器的量程不应小于涂膜设计厚度的 120％。

8. 2. 2 超声波法防水层厚度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

1 采用与被测涂膜材质相近且厚度已知的涂膜对超声波涂

层测厚仪进行校正 ；

2 在探头端面涂抹祸合剂；

3 施加适当且恒定的力将探头垂直地压在测点表面 ， 读取

并记录仪器示值 （图 8. 2. 2）。 每个测点应重复读数 3次， 并应

以 3次读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测点的防水层厚度的检测结果，

精确至 O· Ol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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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 2 超声波法检测示意图

1 探头 ； 2详禺合剂； 3
一 涂膜防水层 ；

4一 基层 ； 5
一 超声波涂层测厚仪主机

8. 3 割 开 法

8. 3. 1 割开法所用的测厚仪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防水卷

材试验方法 第 4部分： 沥青防水卷材 厚度、 单位面积质量》

GB/T 328. 4的规定。

8. 3. 2 害」开法防水层厚度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采用切割工具在选定测点处切割出尺寸为 40mmx40mm

的防水层， 取样时应避免防水层因拉伸而产生的永久变形；

2 用测厚仪在四边及中心部位分别量取样品的厚度 ， 取 5

个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测点防水层厚度的检测结果， 精确

至 0. Olmm。



9 剥离强度检测

9. 0. 1 本章适用于采用满粘工艺铺贴的卷材防水层与基层剥离

强度、 卷材防水层接缝剥离强度的现场检测。

9. 0. 2 剥离强度的现场检测应采用下列仪器设备：

190
。

剥离仪： 应具有实时显示力值、 位移等检测参数的功

能和 自动峰值显示功能；

2 红外测温仪 ： 分辨率应为士0. 1℃ 。

9. 0. 3 剥离强度现场检测的每个测区应至少布置 1个测点 ， 相

邻测点的间距不应小于 1000mm， 测点距构件边缘不应小

于 IOOmm。

9. 0. 4 剥离强度现场检测用试件应按下列步骤进行制备：

l 卷材防水层接缝剥离强度试件： 先准备长度不小于

20Omm， 宽度为 （50士5) mm 的卷材作为夹持辅助材料； 再采用

高强 、 快速固化的胶粘剂将其粘结在卷材防水层的接缝外边缘

处 ， 粘结面尺寸宜为 50mmX30mm， 其长度方向应与接缝垂直；

然后沿夹持辅助材料的边缘， 采用切割工具进行切割， 制备试

件 ， 并将接缝上层卷材拉起 30mm （图9. 0. 4) ;

2 卷材防水层与基层剥离强度试件： 采用切割工具沿纵向

在卷材防水层上切割出长度为 （40。士 10)mm ， 宽度为 （50士 5)

～ 的试件， 并将试件的一 端拉起 30mm（图 9. 0. 4） 。

9. 0. 5 剥离强度现场检测时， 应采用红外测温仪对防水层表面

温度进行检测， 防水层表面温度应在 10℃ 一 40
'

C。

9. 0. 6 剥离强度现场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将 90壕组离仪放置在测点上 ， 使试件的拉起部分与防水

层垂直 （图 9. 0, 6一 1、 图 9. 0. 6一 2) ； 仪器调平后， 将试件拉起部

分放人夹具中， 拧紧夹具；



图9. 0. 4 剥离强度试件

1一 卷材防水层接缝剥离试件； 2
一 卷材防水层与

基层剥离试件； 3
一 卷材防水层

丫 办 ／
勺

／ 犷 ／ 。

勺 ／ ／ 勺 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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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0. 6一 1 防水卷材与基层剥离

强度检测示意图

1一 夹具； 2
一 防水层 ； 3

一 基层

2 设定剥离速度为 100mm/min， 开始剥离试验， 在此过程

中应保持拉力方向与基层垂直， 当 900剥离仪运行至限位开关

后， 停止检测；

3 记录剥离力峰值、 试件的破坏情况和防水层的表面温度，

剥离力峰值应精确至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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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0. 6一 2 卷材防水层接缝剥离

强度检测示意图

1一 夹具； 2
一 夹持辅助材料； 3

一 防水层 ； 4
一 基层

9. 0. 7 剥离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

(9. 0. 7)

式中： 尸
�D 剥离强度 （N/mm )， 精确至 0. IN/? ;

Fp
�D 剥离力峰值 （N);

b�D 试件宽度 （mm ）。

9. 0. 8 剥离强度检测结果的判定应符合本规范第 6. 0. 6条的

规定。



10 防水层柔性检测

10. 0. 1 本章适用于改性沥青类卷材防水层低温柔性的现场检

测 ， 其中落锤法适用于水平面卷材防水层， 摆锤法适用于垂直立

面卷材防水层。

10. 0. 2 防水层柔性现场检测的仪器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冷箱应由制冷器件、 测温元件、 控制单元及直径不小于

20Omm的隔温罩组成， 冷箱的制冷温度应能降至
一

30℃以下；

2 落铡 如立由落锤、 透明导管组成， 落锤质量应为（1姗 士1)g,

锤头应为半球形（图10. 0. 2)， 锤头半径应为 15士吕．5? ， 锤身应为圆

柱形， 半径应为（20士l)mrn ， 导管长度应为（1050土10)mm ， 并

应在距下端 IOO0mm处刻有标记 ；

}

诊 砂

么，

(a）落锤

沙
砂

夺

(b）摆锤

图 10. 0. 2 落锤与摆锤示意图



3 摆锤仪应由摆锤、 摆臂、 支座组成； 摆锤质量应为

(70。士1)9， 锤头应为半球形（图 10. 0. 2) ， 锤头半径应为 15驾5

mm ， 锤身应为圆柱形， 半径应为（20士1)mm ， 锤身应与摆臂连

接 ， 摆锤重心至支座连接轴中心之间的长度应为（1000士2)mm 。

摆臂质量应为（600士1)g， 且应分布均匀；

4 光学放大镜的放大倍数应为 10倍。

10. 0. 3 防水层柔性现场检测的每个测区应至少布置 1个测点，

且测点应避开防水层接缝。

10. 0. 4 不同类型卷材防水层低温柔性现场检测的测点表面温度

应符合表 10. 0. 4的规定。

表 10. 0. 4 不同类型卷材防水层低温柔性

现场检测的测点表面温度

防水卷材类型 测点表面温度 （
'

C)

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1

一 15士2

n
一 20士2

户JP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1

一 2士1

ll
一 10士2

10. 0. 5 防水层柔性现场检测前 ， 应先将冷箱置于测点处， 密封

隔温罩边缘， 启动冷箱， 使测点表面温度降至本规范表 10. 0. 4

的规定值 ， 并保持 30min； 然后移走冷箱， 立即进行检测， 且检

测应在冷箱移走后 205内完成。

10. 0. 6 检测水平面防水层时， 应将导管安放在测点上 ， 落锤置

于导管内， 且落锤距待检面应为 l000mm， 释放落锤 ， 使其自由

下落锤击防水层 （图 10. 0. 6）。 同一 测点内应检测三次 ， 且锤击

点间距不应小于 50mm。

10. 0. 7 检测垂直立面防水层时， 应将摆锤仪置于测点上方， 并

应保证摆锤锤击位置与测点重合 （图 10. 0. 7）。 摆臂应从水平状

态自由下落， 锤击防水层。 同一 测点内应检测三次 ， 且锤击点间

距不应小于 somm。



三
任

0001

一

图 10. 0. 6 落锤法检测水平面防水层柔性示意图
1一 落锤 ； 2

一 导管； 3
一 防水层 ； 4

一 基层

三
任

0001
飞

图 10. 0. 7 摆锤法检测垂直立面防水层柔性示意图
1一 摆锤； 2

一 摆臂； 3
一 支座 ； 4

一 防水层 ； 5
一 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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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8 锤击后， 应立即用放大镜观察测点有无裂纹， 并记录裂

纹形态。 三个锤击点中可允许出现 1条裂纹， 当裂纹多于 1条

时， 应判定该测点防水层低温柔性不合格。

10. 0. 9 测点防水层低温柔性不合格时， 应判定整个测区及检测

单元的防水层低温柔性不合格。



11 防水层不透水性检测

n .0. 1 本章适用于水平面防水层不透水性的现场检测。

11. 0. 2 防水层不透水性的现场检测应采用下列仪器和材料：

1 渗水仪： 盛水量筒应由透明有机玻璃制成， 容积应为

60OmL， 内径应为 50mm， 量筒上应有刻度， 分度值应为 lmm;

环形底座内径应为 15Omm， 外径宜为 22omm（图 11. 0. 2);

2 塑料定位圈 ： 尺寸应与渗水仪的环形底座平面尺寸一 致；

3 两个配重块 ： 每个配重块质量不宜小于 skg。

4

气
J

6

11

图 n . 0. 2 渗水仪示意图

1一 盛水量筒 ； 2
一 导管； 3

一 支架； 4
一 配重块；

5一 环形底座； 6
一 待检防水层 ； 7

一 基层

n . 0. 3 防水层不透水性现场检测的测点宜布置在怀疑有缺陷的

部位， 且应易于安放渗水仪及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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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 4 防水层不透水性现场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将塑料定位圈置于测点上 ， 用粉笔分别沿塑料圈的内侧

和外侧画线形成环形区域；

2 移走塑料定位圈， 在环形区域内均匀涂抹密封材料， 不

得使密封材料进人内圈；

3 安放渗水仪， 并应使渗水仪的中心和环形区域中心重合 ，

用力压紧， 安放配重块；

4

线 ， 每

11. 0。 5

Zmm。

合格 。

11. 0. 6

密封材料完全固化后， 将水加人渗水仪的量筒至 。刻度

smin记录一 次水位高度， 直至 30min为止。

检测结束时， 渗水仪量筒内水位下降高度不应大于

下降高度大于 Zmm时， 应判定该测点防水层不透水性不

测点防水层不透水性不合格时， 应判定整个测区及检测

单元的防水层不透水性不合格。



12 蓄水和淋水试验

12. 1 蓄 水 试 验

12. 1. 1 本节适用于平面防水层的现场蓄水试验。 蓄水试验应在
一 道防水层施工完毕后进行。

12. 1. 2 蓄水试验前， 应封堵试验区域内的排水口 。 最浅处蓄水

深度不应小于 25mm， 且不应大于立管套管和 防水层收头的

高度。

12. 1. 3 蓄水试验时间不应小于 24h， 并应由专人负责观察和记

录水面高度和背水面渗漏情况 ， 出现渗漏时， 应立即停止试验。

12. 1. 4 蓄水试验结束后 ， 应及时排除蓄水。

12. 1. 5 蓄水试验前后， 可采用红外热像法对被测区域进行普查

对比。

12. 1. 6 蓄水试验发现渗漏水现象时， 应记录渗漏水具体部位并

判定该测区及检测单元不合格。

12. 2 淋 水 试 验

12.2. 1 本节适用于有淋水试验要求的立面或斜面防水层的现场

淋水试验。

12. 2. 2 淋水试验宜在防水系统或外装饰系统完工后进行 ， 试验

前应关闭窗户， 封闭各种预留洞 口 。

12. 2. 3 淋水管线内径宜为 （2o士5) mm ， 管线上淋水孔的直

径宜为 3mm ， 孔距宜为 18omm一 22Omm， 离墙距离不宜大于

150mm， 淋水水压不应低于 0. 3MPa， 并应能在待测区域表面形

成均匀水幕。

12. 2. 4 淋水试验应自上而下进行， 为保证水流压力和流量， 每

6m一 10m宜增设 一 条淋水管线， 持续淋水试验时间不应少



于 3Omin。

12. 2. 5 淋水试验应由专人负责， 并应做好记录。 淋水试验结束

后， 应检查背水面有无渗漏。

12. 2. 6 淋水试验前后 ， 可采用红外热像法对被测区域进行普查

对比。

12. 2. 7 对怀疑有渗漏的部位， 可加强淋水。

12. 2. 8 淋水试验发现渗漏水现象时， 应记录渗漏水具体部位并

判定该测区及检测单元不合格。



13 红外热像法渗漏水检测

13.0. 1 本章适用于红外热像法建筑防水工 程渗漏水的现场

检测。

13. 0. 2 现场检测用红外热像仪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红外

热像检测要求》JG/T 269的规定。

13. 0. 3 红外热像法渗漏水现场检测过程中， 环境温度变化幅度

不应超过 5℃ ， 室外风力变化不应超过 2级， 且最大风力不应大

于 5级。

13. 0. 4 红外热像法渗漏水现场检测时， 待检部位表面不应有

明水 。

13. 0. 5 红外热像法渗漏水现场检测时， 所选拍摄位置及光学变

焦镜头应保证每张红外热像图的一 个像素点在待检区域上的面积

不大于 somm又 somm。

13. 0. 6 红外热像法渗漏水现场检测的拍摄角度不宜超过 45
"

;

超过 45
。

的， 应在报告中的红外热谱图旁注明。

13. 0. 7 红外热像法渗漏水现场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先对被测区域进行普测， 获取红外热像图， 然后对温度

异常部位进行详细检测；

2 拍摄防水层的红外热像图， 且同一 部位的红外热像图不

应少于 2张， 疑似渗漏水部位应适量增加照片数量 ， 并应用草图

说明其所在位置 ， 同时应拍摄可见光照片；

3 被检部位面积较大时应分区域进行拍摄， 但相邻图像之

间应有重合部分；

4 记录并标识被拍摄位置的角度与方向， 保存被检部位对

应的红外热像图及可见光照片。

13. 0. 8 户外有阳光直接照射时， 渗漏点温差异常参考值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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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C一 2℃ ； 无 阳光直接照射时， 渗漏点温差异常参考值为
0. SOC一 IOC。 室内渗漏点温差异常参考值宜为 0. 3℃ 一 0. 5℃ 。

13.0.9 红外热像图中出现异常时， 应首先排除热 （冷）源的干

扰。 对于红外热像图中的异常温差部位， 宜通过比较实测热像图

与被测部位的预期温度分布来确定渗漏点。

13. 0. 10 对红外热像法渗漏水现场检测结果有争议时， 可采用

现场破损取样的方法进行验证 。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l）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

，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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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
“

宜
”

，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4） 表示有选择 ， 在一 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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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防水卷材试验方法 第 4部分 ： 沥青防水卷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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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混凝土用水标准》JGJ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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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订 说 明

《建筑防水工程现场检测技术规范》JGJ/T 299
一 2013， 经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年 5月 9 日以第 25号文公告批准、 发布。

本规范在制订过程中， 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研 ， 结合工程

实际需求 ， 总结了国内建筑防水工程检测实践经验， 借鉴国外先

进技术和方法， 并通过大量的验证性试验， 制订了有关建筑防水

工程中与基层质量和防水层质量相关的 10项技术指标的现场检

测方法。

为便于广大工程设计、 施工 、 监理 、 检测 、 咨询、 科研、 教

学、 管理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

规定 ， 《建筑防水工程现场检测技术规范》编制组按章、 节、 条

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 对条文规定的目的、 依据以及执

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但是 ，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

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 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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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2 本条规定了本规范的适用范围。 但是 ， 本规范所列各种

方法均不能代替施工和验收阶段已有明确规定的各种材料和衡量

施工质量的检测方法， 也不能代替针对防水材料质量进行试验室

检测的各项标准， 仅适用于在工程现场对防水工程中的基层、 防

水层质量进行检测。

1. 0. 3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包括 《屋面工 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 《地下工 程防水技术规

范》GB50108、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8、 《建

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 《建筑室内防水工程技

术规程》CECS' 196、 《喷涂聚脉防水工 程技术规程》JGJ/T

200、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GB 18242、 《塑性体改性沥青

防水卷材》GB18243、 （（高分子防水材料 第 1部分 ： 片材》GB

18173. 1、 《聚氨醋防水涂料》GB/T 19250、 《喷涂聚脉防水涂

料》GB/T 23446等。



3 基 本 规 定

3. 1 检 测 程 序

3. 1. 1 本条给出一 般检测程序， 当有特殊需要时， 也可按检测

需要进行检测。

3. 1. 2 使用状况包括建筑防水工程 日常使用时的环境、 损伤以

及经历的维护、 维修等情况。 防水工程的现状包括检测时的体系

完整性、 防水有效性以及破损渗漏等现场情况 。

3. 1. 4 建筑防水工程的现场检测方法， 按照是否对防水层造成

破坏， 可分为以下两类：

1 无损检测方法 ： 包括基层平整度检测、 含水率检测、 单

位面积含水量检测、 超声波法厚度检测、 不透水性检测、 蓄水试

验、 淋水试验、 红外热像法渗漏水检测等；

2 局部破损检测方法： 包括正拉粘结强度检测、 割开法厚

度检测、 剥离强度检测、 落锤法柔性检测、 摆锤法柔性检测等。

在满足检测要求的前提下， 宜优先选取无损检测方法进行

检测。

3. 2 检测单元及测区的划分

3. 2. 1 新建建筑的屋面 、 外墙和地下防水工程检测单元的划分

可分别按照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一 2012、 《建筑

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一 2011、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

验收规范》GB50208一 2011进行。

建筑防水工程中的自然间主要为厨房和厕浴间， 水池包括蓄

水池、 游泳池、 污水池等构筑物。



3. 3 检 测 条 件

3.3. 1 检测基层表面正拉粘结强度、 防水层粘结强度时， 测点

表面若残留浮浆、 灰尘会对检测结果产生影响； 检测基层含水

时， 测点表面若残留胶粘剂、 密封剂、 油漆等污染物， 会影响混

凝土中水分的蒸发， 所以必须将测点表面清理干净。

3. 3. 3 检测用水主要为符合标准要求的淡水。

3. 3. 4 天气恶劣时， 不适宜进行露天检测， 温度低于 5℃或高

于 35℃时， 已无法进行防水工程作业和现场检测。



4 基层平整度检测

4. 0. 1 《屋面工 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一 2012第 4. 2. 10

条规定了
“

找坡层表面平整度的允许偏差为 7mm， 找平层表面

平整度的允许偏差为 5? ,'；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8一 2011第 4. 5. 2条规定了塑料板防水层基面平整度的限

值； 《建筑室内防水工程技术规程》CECS196, 2006标准中也

对基层平整度做了规定。 基层平整度检测时， 可参照相关标准和

设计要求进行判定。

4.0. 2 检测时， 可根据检测面积的大小选择合适的靠尺和塞尺 ，

面积过小时， 也可将 Zm靠尺对折作为 lm靠尺使用。



5 基层含水检测

5. 1 一 般 规 定

5. 1. 1 本条规定了基层含水检测的适用范围。 《屋面工程质量验

收规范》GB50207一 2012中给出了基层干燥程度的简易检验方

法 ， 但难以量化。 其余相关验收规范均参考此方法进行定性检

验。 《城市桥梁桥面防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39一 2010第 6. 2. 1

条中给出了不同类型防水层的基层含水率的限值要求， 基层含水

检测时， 可参照相关标准和设计要求进行判定。

5. 1. 2 环境相对湿度超过 80％时， 空气中的水汽对检测结果的

影响过大， 难以反映基层的真实的含水状况。

5. 3 单位面积含水量检测

5. 3. 1 无水氯化钙吸湿盒要严格密封， 以防吸水失效。

5. 3. 3 整个安装检测过程中， 无水氯化钙吸湿盒打开和密封过

程应迅速完成， 减小空气中水分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5. 3. 4 基层单位面积含水量的物理意义为单位面积上水汽的散

发量， 以 g／澎 为计量单位。



6 基层表面正拉粘结强度检测

6. 0. 1 本条规定了基层表面正拉粘结强度检测的适用范围。 对

于粘结强度较高的防水层一 般需对基层的表面正拉粘结强度进行

控制， 如喷涂聚脉防水涂料、 聚氨醋防水涂料等。 目前， 现行标

准中仅有 《喷涂聚脉防水工 程技术规程》JGJ/T 200一 201。第

3. 0. 2条规定
“

基层表面正拉粘结强度不宜小于 2. OMPa'' ， 其余

防水相关标准均要求
“

基层表面坚固、 坚实、 平整和干燥
”

， 无

具体的数值要求。 基层表面正拉粘结强度检测时， 可参考相关标

准和设计要求进行判定。

6. 0. 3 本条规定了测点间距和测点与构件边缘距离， 是为了防

止测点之间的相互影响， 并利于安装试验设备而定。

6. 0. 4 胶粘剂的粘结强度必须大于基层的表面正拉粘结强度。

在基层上加工检测面时， 需符合安全施工要求 ， 避免粉尘、

有害气体等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在安放粘结强度检测仪时， 保证拉力方向与检测面垂直， 是

为了将拉力均匀地传递到试件上 ， 避免因受力不均而出现试件局

部率先破坏现象。 检测过程中， 如果发现破坏发生在基层与环氧

胶之间、 钢标准块与环氧胶之间时， 得到的数据不能真实反映基

层的表面正拉粘结强度， 需重新制样进行检测。

6. 0. 6 本条规定 犷基层表面正拉粘结强度的判定原则。

当测区内测点检测值的最小值和算术平均值不小于设计值的

80％或相关标准规定值的 80%， 但小于设计值或相关标准规定

时， 允许加倍选取测点补测进行让步验收， 检测结果仍小于设计

或相关标准规定值时， 判定该测区不合格。



7 防水层粘结强度检测

7. 0. 1 本条规定了防水层粘结强度适用范围。 目前 ， 《喷涂聚脉

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00
一 2010第 7. 2. 2条规定

“

喷涂聚

脉涂层正拉粘结强度）2. OMPa且正常破坏
”

， 其他类型的防水

层粘结强度是否合格可与相应的产品标准的技术要求相比较来

确定。

7. 0. 3 本条规定了测点间距和测点与构件边缘距离， 是为了防

止测点之间的相互影响， 并利于安装试验设备而定。

7. 0. 4 防水层表面温度超出此范围时不宜对防水层粘结强度进

行检测。

7. 0. 5 在防水层上切槽时， 应切透防水层 ， 是为了使检测结果

不受到周围防水层的影响， 真实反映防水层与基层的粘结强度。

检测过程中， 如果发现防水层与环氧胶粘结破坏， 钢标准块

与环氧胶间粘结破坏时， 得到的数据不能真实反映防水层与基层

的粘结强度， 需重新制样进行检测。



8 防水层厚度检测

8. 1 一 般 规 定

8. 1. 1 超声波法适用于涂膜防水层 ， 割开法适用于涂膜和卷材

防水层。 割开法检测结果准确率高， 但对防水层的完整性有

影响。

国家现行验收标准中对于涂层厚度的质量要求为
“

平均厚度

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测的最小厚度值不应小于设计厚度的

80%
”

。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和 《地下防水工程

质量验收规范》GB50208中给出了不同防水等级的防水卷材厚

度的最低要求， 防水层厚度检测时， 可参考设计要求和相应的验

收规范进行判定。

8. 2 超 声 波 法

8. 2. 2 校正调零时， 应按照仪器使用说明进行， 调节仪器的测

量范围上下限。

对于光滑且厚度小的涂料， 应以水做祸合剂； 对于表面较粗

糙的防水层， 在不会对涂层造成污染的情况下， 应以乙二 醇凝胶

做祸合剂。

超声波发射开关在探头上 ， 施以启动发射的压力即可， 不应

继续加力。

检测过程中， 如果同一 测点上仪器自动检测的 3个读数相差

较大， 则应另选测点检测， 如果读数仍然相差很大， 应对测厚仪

进行校正 。



8. 3 割 开 法

8. 3. 2 害」开法适用于涂膜和卷材防水层， 属于局部破损检测。

也可在其他现场检测后的破损部位割取防水层， 采用测厚仪进行

检测。



9 剥离强度检测

9. 0. 1 卷材防水层与基层及卷材防水层间应有一 定的剥离强度 ，

以保证卷材防水层的整体性。 在防水层施工过程中， 基层处理不

当或者防水层层间粘结处理不当都会导致防水层整体性的降低，

因此在防水层施工完成后应对其层间剥离强度进行检测。 《弹性

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GB 18242、 《塑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GB18243等标准给定了接缝剥离强度的技术要求， 《自粘聚合物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GB23441、 《高分子防水材料 第 1部分：

片材》GB 18173. 1等标准给出了剥离强度的技术要求， 剥离强度

检测时， 可参考相关产品标准的技术要求进行判定。

9. 0. 2 《公路沥青面施工技术规范》JTGF40一 2004中规定对

卷材类或加胎体涂膜类防水层 90
”

剥离仪进行现场检测， 本条中

规定的 90
。

剥离仪可采用此设备。

9. 0.3 剥离强度现场检测属局部破损检测 ， 因此测点布置不宜

过多， 对剥离强度有怀疑时也可按需要增加测点。

9. 0. 4 卷材间的接缝宽度难以满足设备要求 ， 因此需增加辅助

材料进行剥离强度检测。

9. 0. 5 基层表面温度超出此范围时不宜进行剥离强度检测。



10 防水层柔性检测

10. 0. 1 本方法是在已施工 的防水层上进行低温锤击试验。 将防

水层降温到对应标准中规定的检测温度， 使用落锤或摆锤 ， 对其

进行锤击， 使防水层表面发生形变。 质量不符合标准的材料在对

应低温下发生形变时， 会产生裂纹。 本方法是在对不同种类改性

沥青卷材进行了大量验证性试验后而定的。

10. 0. 2 本方法使用的冷箱是具有迅速降温至 一

30℃且能在低温

下恒温功能的便携式冷冻设备。

10. 0.3 本方法是检测防水层在低温锤击后有无裂纹， 接缝处厚

度与其他部位防水层厚度不一 致 ， 铺贴过程对防水卷材的影响较

大， 性能上会有较大差异。

10.0. 4 通过试验验证 ， 对于不同种类的防水材料， 现场锤击方

法的检测温度应高于相应产品标准中低温柔性的检测温度， 表

10. 0. 4中所列温度为使用锤击法检测由相应防水材料铺设而成

的防水层低温柔性的现场检测温度。

10. 0. 5 由于沥青类卷材的低温柔性对温度敏感性很大， 在检测

时常会因为温度的升高， 而使检测结果发生改变， 因此 ， 检测时

待检表面温度必须在规定温度范围内， 落锤和摆锤检测均应迅速

进行。

10. 0. 8 低温柔性不合格的防水材料， 锤击点周围会有辐射状或

环状的裂纹。 裂纹不超过 1条时可认为防水层低温柔性满足

要求。



11 防水层不透水性检测

11. 0, 1 本条规定了防水层不透水性检测的适用范围。 本方法主

要参照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JTGE6o一 2008中
“

沥青

路面渗水系数测试方法
”

而确定。

11. 0. 2 塑料圈用于定位和划定涂抹密封材料 ， 其内外径与环形

底座内外径尺寸一 致 。

n . 0.3 怀疑部位如卷材接缝、 涂层表面粗糙、 疑似针孔等处。

11. 0. 4 塑料定位圈确定的环形区域即为需要用密封材料进行密

封的区域。

n . 0. 5 如防水层表面无针孔、 破损等缺陷， 渗水仪量筒内水位

不会下降， 本条规定水面下降高度不超过 Zmm， 主要考虑蒸发

等因素引起的水分散失。



12 蓄水和淋水试验

12. 1 蓄 水 试 验

12. 1. 1 蓄水试验主要 目的是为检测平面防水层的整体性， 应对

验收规范中有蓄水试验要求的部位进行蓄水试验。

现有验收规范中， 《屋面工 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
-

2012第 3. 0. 12条规定
“

屋面防水工程完工后 ， 应进行观感质量

检查和雨后观察或淋水、 蓄水试验， 不得有渗漏和积水现象
”

,

第 9. 0. 8条规定
“

具备蓄水条件的檐沟、 天沟应进行蓄水试验，

蓄水时间不得少于 24h， 并应填写蓄水试验记录
”

； 《建筑室内防

水工程技术规程》CECS196: 2006第 6. 1. 1条第 9款规定
“

地

面和水池、 泳池的蓄水试验应达到 24h以上进行检验不渗漏
”

,

第 6. 6. 1第 4款规定
“

所有厨房、 厕浴间均应进行蓄水试验
”

。

12. 1. 3 蓄水试验时， 蓄水深度不宜过深 ， 并注意屋面蓄水的总

重量 ， 不能超过屋面结构的承载能力。 对于立管根部及女儿墙卷

材收头等部位， 应沿着立管或女儿墙根部浇水， 检查收头部位的

渗漏水情况。
一 旦出现渗漏 ， 必须立即停止试验， 待渗漏点处理

完毕后再重新进行蓄水试验。

12. 1. 5 对于有怀疑部位可在蓄水试验前首先采用红外热像法进

行扫描， 蓄水试验结束后， 首先目测有无渗漏水的部位， 如无明

显的渗漏水现象， 可在表干后采用红外热像法对蓄水部位进行扫

描， 对比蓄水前后的红外热像图以便查找渗漏点。

12. 2 淋 水 试 验

12. 2. 1 淋水试验主要目的是为检测立面或斜屋面防水层的整体

性， 应对验收规范中有淋水试验要求的部位进行淋水试验。

现有验收规范中， 《屋面工 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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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第 9. 0. 8条规定
“

检查屋面有无渗漏、 积水和排水系统是

否通畅， 应在雨后或持续淋水 Zh后进行
”

； 《建筑外墙防水工程

技术规程》JGJ/T 235一 2011第 7. 1. 3条规定
“

外墙防水层完工

后应进行检验验收， 防水层渗漏检查应在雨后或持续淋水 30min

后进行
”

。

12. 2. 3 本条规定了淋水管线的具体要求 ， 形成的水幕类似于人

工 降雨， 便于雨后检查。

12. 2. 4 对于有怀疑部位可在淋水试验前首先采用红外热像法进

行扫描， 淋水试验结束后， 首先目测有无渗漏水的部位， 如无明

显的渗漏水现象， 可在表干后采用红外热像法对此部位进行扫

描， 对比淋水前后的红外热像图以便查找渗漏点。

12. 2. 5 对怀疑有渗漏部位可加强淋水， 以进一 步确认。



13 红外热像法渗漏水检测

13. 0. 1 红外热像法是利用红外探测器、 光学成像物镜和光机扫

描系统接受待检物的红外辐射能量分布反映到红外探测器的光敏

元件上 ， 依据不同的红外辐射能量， 在红外热像图中显示为不同

的颜色区域， 对建筑物防水失效进行检测的非破坏性检测方法。

借鉴国外建筑行业中使用方法， 设计相应检测方案， 并经过验证

性考核试验， 纳人建筑防水工程现场检测技术中。

本条明确规定了红外热像法的适用范围， 应用本方法时， 适

用范围不得外延。

13. 0. 2 由于渗漏点温差小 ， 仪器的温度分辨率越小越好。

13. 0. 4 表面有明水时， 所拍摄的红外热谱图主要为水温 ， 无法

准确反映防水层状况。

13. 0. 5 所选拍摄位置 （角度与距离）及光学变焦镜头应确保每

张红外热谱图的最小可探测面积在 目标物上不大于 50mmX

SOmm， 即当空间分辨力为 lm/rad时拍摄距离不超过 50m， 如

因环境所限无法达到以上要求则需要在报告中相应的红外热谱图

旁注明。 现场记录异常区域。

13. 0. 6 拍摄角度是指红外热像仪观察方向与被测物体辐射表面

法线方向的夹角。

13. 0. 7 检测前应保证仪器有足够的电量， 并对仪器的使用状况

进行检查 ， 以保证检测过程中得到较为清晰的红外热像图。

空间分辨力为 lm/rad时拍摄距离不超过 50m。 进行拍摄

时， 应在同一 地点， 相同距离和角度进行拍摄， 以便分析结果。

13. 0. 8 温差异常参考值会根据现场环境及目标物状态有轻微变

化， 可配合相对湿度检测进行确认， 也可以热聚焦的方法进一 步

检视红外热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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