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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 1 1 1 6 号

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房屋白蚁预防技术规程》的公告

现 批 准 《房屋白蚁预防技术规程》为行业标准，编号为 

丁 245 - 2011，自 2012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本规程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1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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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 于 印 发 〈2009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建 标 〔2009〕8 8号）的要求， 

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 

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则；1 术语；3^ 基本规 

定；七监测 -控制；5’药物屏障；6丨砂粒屏障；1. 复查。

本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全国白蚁防治中心 

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 

全 国 白 蚁 防 治 中 心 （地址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莫 干 山 路 6 9 5号， 

邮编：310011〉。

本 规 程 主 编 单 位 ：全国白蚁防治中心

本 规 程 参 编 单 位 ：北京故宫博物院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 

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 

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 

上海万宁有害生物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华运虫害防制技术研究所有限 

责任公司

青岛市白蚁防治研究所 

安徽省白蚁防治协会 

浙江省白蚁防治协会 

浙江大学城市昆虫学研究中心 

杭州市白蚁防治研究所 

南昌市白蚁防治研究所



武汉市白蚁防治研究所 

长沙市白蚁防治站 

湘潭市白蚁防治所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广州市白蚁防治所 

广东科建白蚁虫害防制有限公司 

南宁市房产管理局白蚁防治所 

广西桂林市白蚁防治所 

成都市白蚁防治研究所

本规程主要审査人员:

石 勇 刘文军 阮冠华 宋晓钢

姚力群 刘自力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 琼 王许生 王秀娟 王金前

韦 戈 朱琴芬 刘恩迪 许如银

李 岩 李万红 李小荣 杨 帆

肖维良 吴旭荣 谷 岸 张 冰

张忠泉 张锡良 陈丹琦 林文凯

冼明斌 赵京阳 莫建初 倪 斌

高晋蜀 郭建强 黄静玲 谭速进

雷朝亮 付 军 朱国念 钟俊鸿

徐志宏 赵宇宏 尹 红 程冬保

毛伟光 王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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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 1 为加强房屋白蚁预防工程的技术管理，保证房屋白蚁预 

防工程的质量，制定本规程。

1 . 0 . 2 本规程适用于我国土木两栖性和土栖性白蚁危害地区新 

建 、扩建、改建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的白蚁预防工程的设计与

施工。

1 . 0 . 3 在进行房屋白蚁预防过程中，应运用综合治理的理念， 

并应采用环保型白蚁防治技术，减少化学药物使用。

1 . 0 . 4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范围，应以当地规划部门批准的《建 

设工程报建审核书》所限定的建设项目及核准的图纸资料为  

依据。

1 . 0 . 5 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的白蚁预防，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0.1 白蚁综合治理丨111：味 丨 丨 6 0：311明 1̂16111：

在白蚁防治工作中，根据白蚁的生物生态学特性，充分发挥

自然因素的控制作用，因地制宜地协调应用多种措施，最大限度 

地减少化学药物的使用，有效控制白蚁危害，以获得最佳经济、 

社会、生态效益。

2 . 0 . 2 房屋白蚁预防

对新建、扩建、改建房屋采取监测-控制、药物屏障、砂粒 

屏障等技术措施，防止白蚁对房屋造成危害的行为。

2.0.3 监测系统

设置在房屋及周边环境中，对白蚁的活动进行监测的一套系 

统 ，主要包括监测装置、检测装置等组件。

1.. 0丨 4 监测装置 01011 丨 101 ̂ 6^106

装有饵料，用于监测白蚁活动的装置。

1. 5 傅料 1 丨8 0 0。6110丨056 11131:61-131

安装在监测装置中，供白蚁取食、不含白蚁防治药物的材 

料 。也称作饵木、饵片、饵基等。

1.0  ̂6 傅 剂 匕 士

在饵料中添加了杀白蚁药物，对白蚁具有“引诱一喂食一杀 

灭”三位一体效果的一类白蚁防治药剂。

1. 0，7 检 测 装 置 如 化 !：!：。!'

在电子监测系统中，用于检测监测装置中是否有白蚁活动的 

特定仪器，主要包括检测器、电脑处理系统、连接线等组件。

1. 0  ̂8 药物处理 士6111 丨。3丨

通过对保护对象使用白蚁防治药物进行处理，从而有效地阻 

止 （毒杀或驱避〕白蚁危害的一种预防技术。



1. 0  ̂9 药物屏障 1:11601 丨03丨

通过对保护对象使用白蚁防治药物进行处理，从而在保护区 

域内形成的防止白蚁侵入的屏障。

2.0.10 药物土壤屏障 1:116111 丨03丨 50丨 1 1)31^61

通过药物处理房屋基础土壤后，在房屋基础地面下及周边形 

成含有白蚁防治药物的毒土屏障，防止白蚁侵人房屋，主要包括 

水平屏障和垂直屏障。

1. 0  ̂11 水平屏障 1101'丨200131 1331161-

为防止白蚁从垂直方向侵人房屋，通过使用白蚁防治药物处 

理房屋地面下和周边水平方向的土壤而形成的药物土壤屏障。

1. 0  ̂1 2 垂直屏障^时丨一

为防止白蚁从水平方向侵人房屋，通过使用白蚁防治药物处 

理房屋基础两侧和房屋周边垂直方向的土壤而形成的药物土壤 

屏障。

1. 0  ̂13 砂 粒 屏 障 以 3 (^ 1  51006 1331̂ 16『

在房屋基础底板下、周边或者特定部位使用一定规格的砂  

粒 ，按规定办法设置成阻止白蚁侵人房屋的屏障。

2.0.14 白蚁防护条 丨 1:6 311161(1

在设置砂粒屏障时，专门用于防止白蚁从砂粒屏障与覆盖物 

之间的间隙通过的一种条状防护物。

1. 0  ̂15 喷粉法 1̂ 51:108 11161； 110^

使用专用器具将杀白蚁粉剂喷撒在靶标物上，从而达到杀灭 

白蚁巢群效果的一种白蚁灭治技术。

1. 0丨16 喷洒法 5口1'町丨112爪过!!。]

将白蚁防治药物喷洒在相关部位达到防治白蚁效果的一种药 

物处理方法。

1. 0丨 17 杆 状 注 射 法 丨 丨 00  11161110̂  110110界押卜

使用前端及周边有开孔的杆状注射器，通过加压方法将白蚁 

防治药物注人一定深度的土壤中，从而达到设置药物土壤屏障目 

的的一种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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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丨 18 涂刷法 口31：11：1叩 11161； 11011

将白蚁防治药物直接涂刷于木构件或其他需处理的物体表面 

的一种白蚁防治药物处理方法。

1. 0̂  1 9 浸 渍 法 出 卯 11161:110:1

将木构件或其他需处理物件放入白蚁防治药液中浸泡，使其 

吸附药物达到防治白蚁效果的一种药物处理方法。

4



3 基 本 规 定

3 . 1 房屋防蚁设计

3 . 1 . 1 房屋应做好通风、透光、防潮、排水设施，且连接房屋 

外墙的路面和其他地表面应有散水坡。

3 . 1 . 2 房屋的屋面应做好防水。屋面蓄水或绿化时，应防止积 

水下浸。屋顶沉降缝的遮掩面，应设计成两边侧向拱起的倾斜

坡度。

3丨1. 3 无地下室的房屋底层使用的木质材料不得直接接触土壤。 

与土壤接触或在白蚁防护屏障下部的建筑材料，应具有抗白蚁 

性能。

3 . 1 . 4 卫生间、厨房和其他有上下水管的部位，不宜采用空心 

砖墙结构和木质材料。

3 . 1 . 5 底层楼梯间不宜封闭，通风不良处不宜作为贮藏室。

3 . 1 . 6 穿越混凝土底板的管道，应安装管道防蚁圈（图 3丨丨』），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防蚁圈应紧密固定在管道上；

2 安装有管道防蚁圈的部位应全部浇铸在混凝土中;

图 3. 1. 6 管道防蚁圈的安装  

-混凝土板；2—管道；3—管道防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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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道防蚁圈边距应大于等于500101。

3 . 2 施 工 准 备

3 . 2 . 1 房屋建设施工前，应对施工现场情况和白蚁危害情况进 

行调查，并应按本规程附录人填写房屋白蚁预防工程项目信  

营̂、 。

1 1. 2 房屋建设施工现场情况的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施工现场的地址和名称；

2 房屋的幢数、面积、结构、层数；

3 房屋四周的土质、绿化、道路情况；

4 房屋四周各种地下管线铺设情况和穿透房屋的部位；

5 施工现场的地下水源、地下水位等情况；

6 房屋的开工日期、施工进度等有关建设情况。

3 . 2 . 3 白蚁危害情况的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房屋或者房屋建设场地白蚁危害的种类；

2 白蚁的危害部位和程度；

3 白蚁的群体和分布。

3 . 2 . 4 对调查中发现的白蚁危害，白蚁防治单位应采取措施进 

行灭治，灭治方法可按本规程附录8 执行。

3 . 2 . 5 房屋建设施工前，白蚁防治单位应根据施工现场调查情 

况，确定适宜的白蚁预防技术。

3 . 2 . 6 白蚁预防工程施工前，应根据白蚁预防技术要求，结合 

现场实际情况，编制施工方案，并应符合本规程附录0 的规定。

3.3 施 工 管 理

3 . 3 . 1 白蚁防治单位应将制定的施工方案报送建设单位。建设 

单位应委派专人联系，并应协调白蚁防治单位和建筑施工单位的 

施工安排。

3 . 3 . 2 在房屋建设施工过程中，建筑施工单位应及时清除建筑 

场地遗留的废旧木质材料和其他含有纤维素的废弃物。对于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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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的基础木模板和木板等，应在填埋前告知白蚁防治单位进行 

药物处理。

3 . 3 . 3 白蚁防治单位应在每次施工完毕后，按本规程附录 0 、 

附录 2 、附录？'的规定填写白蚁预防工程施工记录。

3 . 3 . 4 白蚁防治单位应及时整理施工过程中的资料并存档。

3 . 4 施 工 安 全

3，4丨1 白蚁防治单位应向建筑施工单位介绍安全事项。

3 . 4 . 2 白蚁防治施工人员应持证上岗，穿戴必要的安全防护用 

品，施工现场和操作期间严禁吸烟与进食。

3 . 4 . 3 室内进行药物低压喷洒时，应保持室内的通风良好。施 

药人员每次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 2.011，每天接触药物时间累 

计不得超过 5丨0卜。在密闭空间或较为封闭的空间内进行低压喷 

洒时，施药人员每次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 0 . 5 1 室外人员应 

定时与施药人员保持联系。

3 . 4 . 4 眼睛或者皮肤上沾染药物，应及时清洗。衣物被药物污 

染后，应立即更换。施工完毕后应及时清洗工具和双手、头脸等 

外露部位。

3 . 4 . 5 施药时，不得向周边环境随意喷药。

3 . 4 . 6 皮肤病患者、有药物禁忌症或过敏史的人员以及经期、 

孕期、哺乳期妇女，不得进行药物处理施工。

3 . 4 . 7 发生药物中毒时，可按本规程附录 0 进行现场急救，并 

应立即送医院诊治。

3 . 5 药物和器械管理

3 . 5 . 1 白蚁预防使用的药物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 

条例》和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并应具有农药登记证、 

农药生产许可证或农药生产批准文件。

3 . 5 . 2 药物混配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不得擅自混配。

3 . 5 . 3 药物应按产品标签所标示的浓度、剂量、范围和方法进



行使用。

3 . 5 . 4 药物的管理应符合《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 

药物的使用应符合《农药安全使用规定》的规定。药物应设专人 

管理，并应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理预案。

3 . 5 . 5 监测系统在运输与贮存过程中，应采取防止污染的措施。 

3 . 5 . 6 施药器械应定期检测，不得挪作他用。

3 . 5 . 7 施药结束后，应及时清洗器械，清洗后的污水严禁随意 

倾倒。剩余药物应及时运回仓库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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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控制

4.1 一 般 规 定

4 . 1 . 1 本章适用于地下型白蚁监测系统的安装、检查与维护。 

地上型白蚁监测系统的使用应符合本规程附录9 的规定。

4 . 1 . 2 白蚁监测系统宜在房屋建成或室外绿化完工后安装，且 

监测系统的安装数量和安装位置应根据房屋结构、区域内的绿地 

面积、白蚁种类确定。

4 . 1 . 3 白蚁监测系统应具有注册商标、说明书、合格证，电子 

监测系统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电子产品标准的规定。

4 . 2 安 装

4̂  1. 1 白蚁监测系统的安装应具备下列条件：

1 房屋四周有绿化带或裸露土层；

2 土层厚度达到安装要求；

3 不易因人为原因对监测系统造成损坏。

1 1. 2 白蚁监测装置安装位置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前，应详细勘查安装区域内地下管线分布情况，安 

装位置应避开地下管线。

2 监测装置宜安装在距离房屋外墙50001111〜1000111111的土 

壤中，有散水坡的，宜安装在距离散水坡 100111111〜50011101内， 

监测装置与房屋外墙之间宜保持同一安装距离。监测装置的安装 

间距宜为 3000111111̂ 〜5000111111 (图 4丨 2〉。

3 对混凝土、沥青等硬化地面，当 长 度 小 于 时 ， 

可在其边缘安装监测装置；长度大于或等于 500011！！！！，且厚度不 

大 于 1001X1^1时，可在其上打孔，孔深应穿透硬化层；当厚度大 

于 1001X101，可不安装监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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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经药物处理或被化学物质污染的土壤中，不得安装监 

测装置。

图 1  2罾2 常见白蚁监测装置安装示意图  

1 一外墙；2— 散水坡；3 — 白蚁监测装置

1 1. 3 白蚁监测系统的安装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规定。

4 . 2 . 4 对人员活动较为频繁、管理条件较差的安装环境，可将 

白蚁监测装置安装在地表以下，并应覆盖 2011101〜50171111厚的土 

壤或草皮等。

4 . 2 . 5 白蚁监测装置应统一编号，做好现场标识，并应在安装 

位置标示图中记录相关信息。

4 . 3 施工质量验收

4 . 3 . 1 白蚁防治单位应在白蚁监测系统施工质量自检合格后， 

会同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或质量监督机构按本规程附录]的 

规定进行施工质量验收。

4̂  3̂  2 白蚁监测系统施工质量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场所蚁患的检查与处理；

2 施工方案；

3 监测系统的安装。

4 . 3 . 3 白蚁监测系统施工质量验收资料应完整，并应符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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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白蚁监测系统施工质量验收资料

序号 资料项目 资料内容

1 工程合同 工程合同、附件

2
白蚁防治施工单位有关  

证件
单位证件的复印件

3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项目信 

息表

内 容 应 符 合 本 规 程 第 3.2 节 、附 录 八 的  

规定

4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项目施 

工方案

施 工 方 案 、设 计 图 、 目 录摘 要、变更联  

系单

5
监测装置、饵料质量证明 

文件
出厂合格证、抽样检测报告等

6 安装记录表和安装标示图
监测装置安装的详细记录、标示图和施工  

汇总表

7 工程质量事故记录 有关工程质量事故的记录

8 竣工验收证明 《白蚁预防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

4 . 3 . 4 白蚁监测系统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后，应将验收资料存档。

4 . 4 检查与维护

4 . 4 . 1 白蚁监测系统应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且检查次数和时 

间应根据预防区域内白蚁种类、白蚁种群数量及活动情况、小区 

环境、季节特点、饵料和饵料消耗等情况确定，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未发现白蚁的，检查次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对于乳白蚁主要危害区，应全年检查，且一年检查次 

数不应少于 4 次；

2、对于散白蚁主要危害区，一 年检査次数不应少于2 次， 

且检查时间应在3 月〜1 1月期间。

2 发现白蚁的，检査次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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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乳白蚁危害的，应 每 1 周〜 2 周 检 查 1 次，喷粉 

法处理或者投放饵剂后，应 每 2 周 检 查 1 次，直至白 

蚁群体被消灭；

2 ^ 对于散白蚁危害的，应 每 2 周〜 4 周 检 查 1 次，喷粉 

法处理或者投放饵剂后，应 每 2 周 检 査 1 次，直至白 

蚁群体被消灭；

3〕白蚁群体被消灭后，可按本条第 1 款的规定进行检查。

4.1 2 白蚁监测系统的检査与维护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查是否有白蚁聚集、聚集的白蚁种类和聚集数量；

2 更换损坏的监测装置，补充丢失的监测装置；

3 更换监测装置内发霉、腐烂的饵料；

4 调整松动、积水和遭破坏的监测装置的安装位置，重新 

安装；

5 清除监测装置四周的灌木、杂草，清除监测装置内的泥 

土、树根、草根等；

6 驱赶进人监测装置内的其他昆虫和小动物；

7 根据房屋四周的土壤、绿化等环境发生的变化，调整监 

测装置的安装位置或增减监测装置的数量。

4 . 5 监测结果处理

4 . 5 . 1 白蚁监测装置监测到白蚁后，可在监测装置内采取喷粉 

法处理或者直接投放饵剂灭杀白蚁，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监测装置内白蚁较活跃、数量较多时，可喷洒粉剂或 

投放饵剂。 ~

2 当监测装置内的白蚁数量较少时，若监测诱集材料被取 

食不多，且为新鲜痕迹，可喷洒粉剂或投放饵剂；若监测诱集材 

料所剩不多，应重新添加监测诱集材料，并作为下次检査的重  

点 ，待诱集到较多的白蚁后再喷洒粉剂或投放饵剂；在不适宜于 

白蚁活动的季节，不应喷洒粉剂或投放饵剂。

3 应缩短监测装置中白蚁的暴露时间和减轻对监测装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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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活动的干扰。

4 . 5 . 2 投放饵剂的监测装置应及时添加饵剂，当投放的饵剂在 

2 周内消耗完时，宜在其四周 5(^1！！半径范围内增设监测装置。 

对乳白蚁危害的，宜增设 3 个〜4 个 ；对散白蚁危害的，宜增设 

1 个〜3 个。增设的监测装置内可直接放置饵剂，也可先放饵料， 

聚集到白蚁后再换成饵剂或者采取喷粉法处理。

4 . 5 . 3 对监测到的白蚁群体，宜进行区分，并应分别记录。当 

一个白蚁群体被消灭后，应对相关监测装置进行清理，并重新放 

人饵料或安装新的监测装置。

4 . 5 . 4 每个监测装置的检查与维护、白蚁检查杀灭处理等情况， 

均应按本规程附录X 的规定进行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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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药 物 屏 障

5.1 ― 般 规 定

5 . 1 . 1 对于采取药物屏障措施的，在包治年限内，可根据药物 

持效期和现场情况采取二次或多次施药措施。

5 . 1 . 2 对于药物屏障的药物应依据周围环境和土壤性质进行  

选择。

5 . 2 设 置 范 围

5 . 2 . 1 药物土壤屏障应连续设置，设置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 5’2.1〉：

1 无地下室的室内地坪或标高低于一  301的地下室基础底 

板 ，下面应全部设置水平屏障；

2 基础墙两侧应设置垂直屏障；

3 房 屋 四 周 （散水坡）下面应设置水平屏障，外墙外侧应 

沿墙设置垂直屏障；

4 柱基、桩基沿柱、粧四周应设置垂直屏障；

5 变形缝、收缩缝等结构缝下面应设置水平屏障；

6 地下电缆沟两侧应设置垂直屏障，下部应设置水平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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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非架空层结构房屋

工 工

工

^  50017101

工

：：
V1 II 1^500111111 ~1---為 150171111

― 4

匕）地下室结构房屋

多 500101

图 5. 2. 1 典型结构房屋药物屏障设置
1 一垂直屏障；2— 水平屏障；3— 墙体处理；4 -水平屏障 

(标高低于一3111的地下室基础底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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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 2 垂直屏障土壤中的药液使用剂量应为2517：113〜3017013， 

且设置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宽度不应小于 1501X1111，深度应延伸至基础梁以下不少  

于 1001X1111；

2 应紧贴基础或底层墙体；

3 房屋建筑与土壤之间的所有连接部位均应设置；

4 应与水平屏障连接。

5.2 . 3 水平屏障土壤中的药液使用剂量应为 3171112〜 517012， 

且设置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深度不应小于 5001111；

2 外墙外侧地坪（散水坡）下宽度不应小于 3001！！：！！；

3 应紧贴基础墙的两侧面；

4 应覆盖房屋与土壤的所有连接部位；

5 在底板下面和四周应保持连续。

5. 2 . 4 人户管道人口处的混凝土下应设置水平屏障，并应沿管 

道设置距混凝土板不少于300111！！！深度、150！！！！！！半径宽度的垂直 

屏 障 (图 5丨2.4)0

图 5 . 2 . 4 人户管道人口处药物土壤屏障设置  

1 一垂直屏障；2— 水平屏障；3— 人户管道；4一混凝土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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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5 常见木质材料药物处理范围应符合表 2  ̂ 5 的规定。

表 5.2.5 常见木质材料药物处理范围

木质材料名称 药物处理范围

门 框 、窗框 贴墙周边和贴地端

木砖 整体

木屋架 上 、下 弦 两 端 各 1000111111长度

木过梁 整体

木 搁 棚 （楼 幅 ^ 人 墙 端 及 外 露 部 位 5001X1^1长度

檩 、橡 、檐 整体

楼板 贴 墙 500111111长度

木柱脚 贴 地 端 1000111111长度

5.2 . 6 砌体墙药物屏障设置的楼层数可根据白蚁危害种类和危 

害程度确定。

5.2 . 7 室内管道竖井、电梯井、管沟等内壁应设置药物屏障， 

且设置楼层数可根据白蚁危害种类和危害程度确定。

5.2.8 门洞、窗洞、墙体预留的电源插座和配电箱等处，应设 

置药物屏障，且设置楼层数可根据白蚁危害种类和危害程度  

确定。

5.2 . 9 改建、扩建、翻建、维修房屋，应沿基础墙体两侧设置 

药物土壤屏障，水平屏障设置深度不应小于50111111，宽度不应小 

于 300111111，垂 直 屏 障 应 按 本 规 程 第 2 条的有关规定设置。 

5.2 . 1 0 在下列情况下，不应设置药物土壤屏障：

1 有排水沟的地方；

2 石材或混凝土等不透水的表面。

5.2 . 1 1 水源保护范围内设置药物土壤屏障应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

5.3 设 置

5 . 3 . 1 药物屏障设置宜一次完成，对不能一次完成的，应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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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上下次施药处理应做好衔接，并应在施工平面图上标明每 

次施药的范围、浓度、时间等。

5 . 3 . 2 现浇混凝土结构房屋室内药物土壤屏障设置，应在铺设 

防潮材料或浇筑混凝土地坪前进行；有架空层的房屋室内药物土 

壤屏障设置，应在安放架空板前进行，且施工完成后应立即安装 

架空板。

5 . 3 . 3 房屋周围或散水坡药物土壤屏障设置，应在墙体外围清 

理完成、人户管道安装完毕、回填土到位后进行。药物土壤屏障 

设置完成后，应立即进行室外地坪的施工。

5 . 3 . 4 水平屏障设置可采用低压喷洒法，垂直屏障设置可采用 

分层低压喷洒或杆状注射法。

5 . 3 . 5 房屋伸缩缝、沉降缝、抗震缝等处，应在密封前完成药 

物土壤屏障的设置，且药物土壤屏障设置应采用由上而下沿缝灌 

注药液的方法。

5 . 3 . 6 电梯井、管缆井等处药物屏障设置，可采用低压喷洒法。 

5 . 3 . 7 埋地管线周围土壤或管道地沟，药物屏障设置可采用低 

压喷洒法。

5.3.8 木质材料应在加工成型后、涂刷防腐剂或涂料前，采用 

涂刷法、喷洒法或浸泡法进行药物处理。当经过药物处理后的木 

构件在安装施工中被裁切或刨削时，应对切面重新进行药物  

处理。

对于房屋建设施工过程中难以拆除的基础木模板和木板等木 

质材料，可采用涂刷法或喷洒法进行药物处理。

5 . 3 . 9 经药物处理的区域，应有防止雨水和其他用水冲刷和浸 

泡的措施，且不得在中、大雨前 2411内施工。

5 . 4 施工质量验收

5 . 4 . 1 药物屏障施工质量验收应分为中间验收和竣工验收两  

部分。

5 . 4 . 2 药物屏障施工质量中间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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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场所蚁患的检査与处理；

2 药物土壤屏障设置；

3 砌体墙、电梯井、管缆井等处药物屏障设置；

4 木质材料药物处理；

5 施工方案要求的其他项目。

5 . 4 . 3 对药物屏障宜进行抽样检测，检测报告可作为隐蔽工程 

验收资料。

5 . 4 . 4 白蚁防治单位应在药物屏障施工质量自检合格后，会同 

建 设 单 位 （或监理单位〉或质量监督机构按本规程附录]的规定 

进行施工质量竣工验收。

 ̂ 5 . 4 . 5 药物屏障施工质量竣工验收资料应完整，并应符合表 

5̂  4̂  5 的规定。

表 5.1 5 药物屏障施工质量竣工验收资料

序号 资料项目 资料内容

1 工程合同 工程合同、附件

2 施工单位有关证件 单位证件的复印件

3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项目信息表 工程概况、现场调查情况等的记录

4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项目施工方案
施工方案、设计图、目录摘要、 

变更联系单

5 药物质量证明文件 出厂合格证、抽样检测报告

6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药物屏 

障施工记录表
每次施工的详细记录、施工汇总表

7 中间验收记录 中间验收结果记录，药物屏障检测结果

8 工程质量事故记录 有关工程质量事故的记录

5 . 4 . 6 白蚁预防工程的药物屏障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后，应将验 

收资料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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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砂 粒 屏 障

6 . 1 材 料

6 . 1 . 1 采用砂粒屏障作为白蚁预防措施时，砂粒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由花岗岩、石英岩等坚硬石材破碎而成；

2 砂粒直径应为 1. 7111111〜2丨4111111；

3 砂粒相对密度不应小于2.60。

6 . 1 . 2 砂粒在贮藏和运输过程中，应有防止污染措施。

6 . 1 . 3 白蚁防护条可选用 330400牌 号 不 锈 钢 板 〈0 0 1 8灿 9〉， 

且厚度不应小于 0丨4111111。

6̂  1. 4 混凝土板垂直表面的凹槽和裂缝应用水泥砂浆进行填充。

6 . 2 设 置

6 . 2 . 1 对于房屋底层非架空板结构的，在底层混凝土板下，应 

全部设置砂粒屏障，设 置 时 应 压 紧 ，且砂 粒厚 度 不 应 小于  

100111111，砂粒屏障向外延伸到房屋周围不应少于 100111111 (图

6上  1〕。

图 6丨2丨1 底层非架空楼板结构砂粒屏障设置  

1一砂粒屏障；2—覆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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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 . 2 房屋底层有架空板结构的，砂粒屏障设置应符合下列规 

定 （图 6̂  2.2^：

1 在架空板下全部区域应设置砂粒屏障，且深度不应小 

于 100111111；

2 在墙体两侧砂粒屏障应向下延伸到基础梁顶部以下不小 

于 宽度不小于 100111111；

3 房 屋 外 侧 的 砂 粒 屏 障 宽 度 不 应 小 于 深 度 应 向 下  

延伸到基础梁顶部以下不小于 100111111，且应使用覆盖物进行

封闭。

图 6胃1  2 底层架空楼板结构砂粒屏障设置  

1 一砂粒屏障；2— 架空板；3— 混凝土堵塞；4一覆盖物；5—条形基础

6 . 2 . 3 房屋周围砂粒屏障应沿外墙外侧进行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100111111，且应向下延伸到基础梁顶部以下不小于10001111。砂 

粒屏障上面应使用覆盖物进行封闭（图 6.2.3〕。

6 . 2 . 4 砂粒屏障应使用电动盘形振荡器或手动捣棒压实。砂粒 

屏障深度大于 1501111！！的区域应分层设置，每层压实后的深度不 

应大于  100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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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00101

10011101

图 6 . 2 . 3 房屋周围砂粒屏障设置  

1 一砂粒屏障；2— 混凝土板；3— 混凝土堵塞；4一覆盖物；

5— 地面或路面；6—基梁

6 . 2 . 5 覆盖物及白蚁防护条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二^ ):

1 覆盖物应均匀，与砂粒屏障应紧密接触，且应有足够的 

持久性；

图 6丨2丨5 密封或覆盖物及白蚁防护物设置  

1 一砂粒屏障；2— 覆盖物；3— 白蚁防护条；4一混凝土板；5—填充物



2 覆盖物宽度应大于砂粒屏障宽度；

3 白蚁防护条两侧应分别埋人砂粒屏障与覆盖物，且埋人 

砂 粒 屏 障 的 深 度 不 应 小 于 白 蚁 防 护 条 下 端 砂 粒 屏 障 深 度  

不应小于 1001X1111。

6  ̂1. 6 管道贯穿混凝土板部位的砂粒屏障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 6’ 2’ 6^：

1 砂粒屏障应充满管道与混凝土板之间的间隙；

2 砂粒屏障的底部应使用不锈钢或？V 。密封圈，上部应使 

用覆盖物进行封闭；

3 砂粒屏障的深度不应少于75111171。

图 6 . 2 . 6 管道贯穿处砂粒屏障设置  

1 一砂粒屏障；2— 管道；3— 覆盖物；4一不锈钢或？V。

材料密封圈；5—填充物

6.2.7 伸 缩 缝 或 沉 降 缝 的 砂 粒 屏 障 设 置 应 符 合 下 列 规 定  

(图 6’ 2.7〉：

1 伸缩缝或沉降缝底部应用连接材料进行密封，连接材料 

与伸缩缝或沉降缝应紧密结合；

2 伸缩缝或沉降缝的连接材料上部，应加工一个槽用于设置 

砂粒屏障，且槽的宽度不应小于50111111，深度不应小于7501111；

3 在槽内设置砂粒屏障，深度不应小于 751111！！，在其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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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覆盖物和连接材料进行封闭。

见详图5

2

多 75111111

6，1.

图 2̂  7 混凝土地坪沉降缝或伸缩缝砂粒屏障设置  

1 一砂粒屏障；2— 混凝土板；3— 连接材料；4一覆盖物

木质材料的砂粒屏障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6丨2丨8〉: 

1 ^ 0  4

24

图 6. 2. 8 柱或支杆的砂粒屏障设置  

1— 砂粒屏障；2— 木柱或支杆；3— 套环； 

4一覆盖物；5—混凝土垫层



1 木质材料人地部分应全部包围在砂粒屏障之中；

2 木质材料底部设置砂粒屏障的深度不应小于100111111；

3 木质材料四周砂粒屏障的宽度不应小于100111111；

4 砂粒屏障应设置到地表以上至少。(̂!!!!!!，且在地表以上 

的砂粒屏障应用套环和覆盖物进行封闭。

6 . 3 施工质量验收

6 . 3 . 1 砂粒屏障施工质量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场所蚁患的检査与处理；

2 砂粒的质量；

3 砂粒屏障的设置位置和数量。

6丨3̂  2 白蚁防治单位应在砂粒屏障设置施工质量自检合格后， 

会同质量监督机构按本规程附录] 的规定进行施工质量验收。

6 . 3 . 3 砂粒屏障设置施工质量验收资料应完整，并应符合表

3 . 3 的规定。

表 6.3.3 砂粒屏障设置施工质量验收资料项目和内容

序号 资料项目 资料内容

1 工程合同 工程合同、附件

2 施工单位有关证件 单位证件的复印件

3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项目信  

息表
工程概况、现场调查情况等的记录

4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项目施工 施工方案、设计图、 目录摘要、变更

方案 联系单

5 砂粒检测结果
砂 粒 硬 度 、相 对 密 度 、尺寸等 检测  

结果

6 砂粒屏障施工记录材料
砂粒屏障设置的详细记录、施工汇总  

表 、施工图等

7 工程质量事故记录 有关工程质量事故的记录

6 . 3 . 4 砂粒屏障设置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后，应将验收资料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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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复 查

7 . 0 . 1 采用药物屏障的，复查间隔时间不应超过 5 年。在白蚁 

危害严重的地区或者易受白蚁危害的房屋，检查间隔时间宜为

1 年〜3 年。采用砂粒屏障的，每年应复查 1 次〜2 次。采用监测 

系统的，复査应按本规程第4 . 3 节的规定执行。

7 . 0 . 2 在复查中发现白蚁危害时，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灭治。

7 . 0 . 3 在复查时发现白蚁防护屏障的预防效果降低时，应及时 

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7 . 0 . 4 复查完毕，应按本规程附录 1 的规定填写《白蚁预防工 

程回访复查表》，并应存档。

7 . 0 . 5 有下列情形的，房屋的所有者或使用者应与白蚁防治单 

位联系，共同采取措施，保证整个屏障体系的有效性和完整性：

1 建花园、草坪，修排水沟，铺设地下电缆等；

2 搭建停车房、杂物间、棚架、楼梯等与房屋接触的附  

属物；

3 填高或降低室内外地坪；

4 改建室内经预防处理过的结构；

5 将巳受白蚁危害的物品搬人房屋，或将易受白蚁危害的 

物品堆放于房屋的外墙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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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人房屋白蚁预防工程项目信息表

表八房屋白蚁预防工程项目信息表

合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监理单位 承建单位

房屋用途 房屋结构

工地联系人 联系电话

工程幢数 层 数

建筑面积 底层面积

建筑

场地

和周

围环

境蚁

害及

处理

情况

调查人：

日期： 年 月 日

建筑

场地

清理

情况
处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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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常见蚁患治理

8 . 1 乳白蚁的灭治

8 . 1 . 1 对于乳白蚁，可采取喷粉法、诱杀法或挖巢法等灭治方 

法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喷粉法：药粉应喷到白蚁身上或喷在主巢、副巢、诱集 

箱 、分飞孔、蚁路、被害物上等。应多点施药，并应保持预防对 

象的原貌、蚁路畅通、施药环境干燥。

2 诱杀法：当在蚁路去向不清楚，不易找到蚁巢、白蚁活 

体时，宜采用诱杀法杀灭白蚁，并可采用下列方式：

1 ^ 诱杀 箱：多用于室内，可 用 规 格 为 4(^111X3(^111 X  

300111的松木箱或纸箱，箱内应竖向放置饵料，箱面 

应进行覆盖。诱杀箱应置于发现蚁患的地方，待白蚁 

诱集较多时，将 箱 内 饵 料 掀 起 ，采用喷粉法 进行  

杀灭。

2 ^ 诱杀坑：多用于野外土壤中，可先挖出规格为

400111X  3(^111的坑，再在坑内放置饵料，并用防水材 

料覆盖，然后覆盖一定的土壤，待诱集到白蚁时，采 

用喷粉法等手段进行杀灭。

3 ^ 同步诱杀法：应将灭蚁药物和有较强引诱作用的饵料 

等制成饵剂，然后埋放在白蚁活动的地方，任其自行 

取食。

4〉监测控制装置灭杀法：应将监测控制装置（地上型或 

者地下型）安装在发现蚁患的地方，当发现有白蚁入 

侵数量较多时，可采用喷粉法或者投放饵剂的方法杀 

灭白蚁。

3 挖巢法：应根据乳白蚁蚁巢外露迹象，准确判断出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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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开挖季节，彻底清除主、副巢。

8 . 2 散白蚁的灭治

8 . 2 . 1 对于散白蚁，可采取液剂药杀法、喷粉法或诱杀法等灭 

治方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液剂药杀法：在发现散白蚁危害的区域应全面喷洒药液， 

并应 使散 白 蚁活 动地 区 的 环 境 〈木材、土壤等〉都含有防蚁  

药物。

2 喷粉法：应按本规程附录 8 第 凡 1. 1 条 第 1 款的有关规 

定执行。

3 诱杀法：应按本规程附录8 第 凡 1. 1 条 第 2 款的有关规 

定执行。

8.3 土栖白蚁的灭治

8 . 3 . 1 对于土栖白蚁，可采取诱杀法、灌药液法或挖巢法等灭 

治方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诱杀法：应按本规程附录8 第 8.1.1条 第 2 款的有关规 

定执行。

2 灌药液法：应根据分飞孔和蚁路，追挖出白蚁通巢主道， 

并用机械将药液灌入主巢。

3 挖巢法：应根据土栖白蚁分飞孔等指示物，找到蚁巢所 

在位置，将巢体挖出，消灭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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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0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项目施工方案

表 0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项目施工方案

合同编号：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建设单位 工地负责人

联系电话 幢 号

房屋层数 建筑面积 III2

底层面积 ⑴2 周边长度 01

房屋结构

防治技术

药物名称 监测控制装置名称 砂粒屏障

土壤处理用药量 类 型 （地上丨地下） 砂粒用量

木质材料用药量 4 数 量 个

施工方案制定人： 审核人：

曰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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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0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监测装置安装记录表

表 0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监测装置安装记录表

合同编号 :

工程

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施工联系人 联系电话

建筑面积 (⑴2 ̂ 占地面积(巾2)

施工

记录

幢 号

房屋长度（爪） 房屋宽度（⑴）

房屋周长（爪） 层 次

监控系统名称 安装数量 (个）

安装工时 

(人7天）

安装情况说明

建设单位 

(或物业企业〉 

证明

签章

施工人员 项目负责人

附：白蚁监测装置安装位置标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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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药物屏障施工记录表

表 2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药物屏障施工记录表

合同编号：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建设单位 联系电话

监理单位 承建单位

工地联系人 联系电话

工程幢号 建筑面积

底层面积 层 数

施工日期 施工内容 施工范围 药物使用情况 施工人员 建设单位代表

项目负责人

附：药物土壤屏障施工标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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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房屋白蚁预防工程砂粒屏障施工记录表

表！'房屋白蚁预防工程砂粒屏障施工记录表

合 同编号：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建设单位 地 址

监理单位 承建单位

工地联系人 联系电话

工程幢号 建筑面积

底层面积 层 数

施工曰期 施工内容 施工范围 材料使用情况 施工人员 建设单位代表

项目负责人

附：砂粒屏障施工标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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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0 药物中毒的急救

&  0̂  1 发生有机磷类药物中毒时的急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立即将中毒者带到阴凉通风处，脱去污染衣服，并应 

及时用肥皂水或清水清洗全身或接触药剂部位；

2 轻度中毒者，应及时服用阿托品2 片〜3 片；

3 严重中毒者，应同时服用阿托品与解磷定；

4 中毒者严禁用热水擦洗，美 曲 膦 酯 （敌百虫）中毒者严 

禁用碱水或肥皂水擦身和洗手；

5 应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0 . 0 . 2 发生氨基甲酸酯类药物中毒时的急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立即将中毒者运离用药现场，脱去污染衣服，并应及 

时用清水冲洗全身或接触药剂的部位；

2 误食引起的中毒，应立即催吐、洗胃，洗胃液可选用清 

水 或 4 ^ 碳酸氢钠溶液；

3 宜肌肉或静脉注射13. 31118〜1. 01118硫酸阿托品一次；

4 应立即送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  0̂  3 发生拟除虫菊酯类药物中毒时的急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皮肤接触处应用肥皂水彻底清洗，眼睛接触处应用大量 

清水冲洗；

2 误食中毒应进行催吐，并应立即送医院进行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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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只地上型白蚁监测系统使用说明

11. 0̂  1 地上型白蚁监测系统的安装位置应选择在有白蚁活动迹 

象或有白蚁活动的部位，并应优先选择下列部位：

1 白蚁的取食点；

2 地面、墙面有白蚁爬出的裂缝处；

3 有白蚁活动的蚁路上或蚁路开始的地方；

4 内部仍有白蚁活动的分飞孔；

5 白蚁主副巢附近等。

11. 0̂  2 地上型白蚁监测系统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将监测装置轻轻覆盖在安装部位并进行固定。若安装 

部位不平，可在该部位垫皱纹纸或纸型饵剂。

2 在有白蚁活动处安装好监测装置后，可挑破活动处表面。

3 在监测装置底部与安装表面之间留有缝隙时，应用胶带、 

密封胶进行密封。

4 监测装置可并排安装或叠加安装。

1 1 .0 .3 安装好监测装置后，应投放饵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纸卷状、颗粒状的饵剂，可直接安放在监测装置内； 

对浓缩饵剂，应先按要求用水混合调制后再安放在监测装置内。

2 饵剂投放后，应使用纯净水进行湿润。

3 在安装监测装置和投放饵剂过程中，应尽量缩短操作 

时间。

1 1 .0 .4 安装好地上型白蚁监测装置后，应定期对监测装置进行 

检查。检查内容应包括监测装置内是否有白蚁活动、白蚁数量及 

活跃程度，饵剂的取食量和剩余量等。

11. 0̂  5 监测装置的检查时间和频率应根据地上型监测系统产品 

说明、白蚁危害种类等情况进行确定。

35



札 0̂  6 对监测装置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若监测装置内没有白蚁，饵剂没有被取食或取食较少， 

应调整安装位置；

2 若饵剂太干，应添加水分并重新进行密封；

3 若饵剂被取食率接近50^以上且估计不能支持到下一次  

检查，应添加饵剂；

4 若饵剂被取食率达到805^以上，且监测装置内白蚁仍很 

活跃，应增加饵剂；

5 若饵剂被取食完且所有监测装置内白蚁活动都停止，可 

不需再添加饵剂；若其他相邻监测装置内还有白蚁活动，应添加 

饵剂；

6 可在监测装置内直接添加饵剂，也可在已有白蚁的监测 

装置边再安装一个监测装置。直接在原监测装置内添加饵剂的， 

应先准备好饵剂，打开监测装置的盖子后迅速将药饵塞人，并立 

刻盖好盖子并密封。添加饵剂时，应加人适量的水分。

11. 0丨7 地上型监测装置的信息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上型监测装置安装后，应对监测装置进行编号，并应 

通过示意图或记录表将相关信息记录下来；

2 在监测装置安装示意图上，应画出建筑的平面图和各个 

监测装置的安装位置，并应将监测装置编号、安装时间、间距以 

及安装现场的简单描述标注于图上；

3 监测装置安装记录表可以幢或间为单位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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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房屋白蚁预防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表

表]房屋白蚁预防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表

合同编号 :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建设单位 联系人

承建单位 建筑面积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预防方法 施工面积

施工

基本

情况

监测系统
名称及型号

数量

药物处理
药物名称

浓度及用量

砂粒屏障
砂粒型号

用量

单位

自检

情况

质检员： 白蚁防治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建设

或监

理单

位意

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曰

质监

单位

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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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X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监测装置 

检查与维护记录表

表 X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监测装置检査与维护记录表

合同编号 :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工地联系人 联系电话

工程幢号 层 数

安装时间 安装数量

监测装置 

编 号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检查人员

审核人员

备 注

表格记录方式：

1 .有白蚁标记十，无白蚁标记一：

2，乳白蚁种群标记 13，散白蚁种群标记尺，土白蚁种群标记0，次白蚁  
种群标记 

3 ^重新更换饵料标记女；

1 投入饵剂标记厶。

附：监测装置位置图

38



附录 I；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回访复查表

表 1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回访复查表

( 药物屏障、砂粒屏障使用〕

合 同编号：

建设单位 单位地址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联系电话 竣工日期

建筑面积 房屋幢数

复查情况

单位变更 地址变更

蚁害情况：

检查人：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处理情况：

处理人： 处理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或业主代表意见： 复查单位：

(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 本次回访复杳系该工程项目竣工后第 年第 次复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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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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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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钩 表 示 有 选 择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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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 

执行”或 “应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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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房屋白蚁预防技术规程

^0^/1  245-2011

条文说明



制 定 说 明

《房屋白蚁预防技术规程》 丁 245 -2011，经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2011年 8 月 4 日以第 1116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程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査研究，总 

结了我国房屋白蚁预防工程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 

术标准，通过试验取得了白蚁预防工程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房屋白蚁预防技术规程》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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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 

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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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1 . 0 . 2 我国地域广阔，各省、市、自治区白蚁危害情况差异明 

显 ，各省、市、自治区应根据本地白蚁危害实际情况，对蚁害地 

区进行科学界定。

1 . 0 . 3 由于气候的变化、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白蚁危害的范 

围逐渐扩大且日趋严重；房屋结构和装饰装修的多样化，白蚁防 

治的难度不断加大；人们环保意识、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对白蚁 

防治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单一依靠化学品进行白蚁预防，难 

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必须坚持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综合治理”的方针，运用现代白蚁综合治理的理念，加快以 

环保型白蚁防治技术为核心，尽可能协调地运用适当的技术和方 

法 ，最大限度减少化学品的使用，实现白蚁防治与生态环境和谐 

相处，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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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1. 0̂  1 白蚁综合治理的基本策略是利用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中 

各种制约因素，控制白蚁造成危害，在防治技术上强调依赖于自 

然因素或自然因素的产物来进行治理，以达到最佳的社会、经济 

和环境效益。

目前我国房屋建筑白蚁综合治理的主要技术措施有：房屋防 

蚁设计、房屋施工场地的清理、周边环境防蚁规划、白蚁危害调 

查与预测、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监测-控制等。白 

蚁综合治理不是所有防治技术的综合，而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 

后，因地制宜地选择其中一种或几种防治技术来控制白蚁危害。

2 . 0 . 3 目前可以采用的监测系统的种类较多，按安装部位和使 

用性质不同分为地上型监测系统和地下型监测系统。其中，地上 

型监测系统安装在房屋地上部位，主要在房屋白蚁灭治中使用； 

地下型监测系统安装在房屋地下部位，主要在房屋白蚁预防中使 

用，它既可以用于白蚁监测，又可以用于发现白蚁后的灭治；在 

白蚁灭治中应用，有时可以单独使用，有时需要与地上型配合使 

用。按使用方式可以分为普通型监测系统、电子型监测系统。其 

中，普通型监测系统仅由监测装置组成；电子型监测系统可以分 

为有线型电子监测系统和无线型电子监测系统。有线型电子监测 

系统的信号传输通过信号线来完成；无线型电子监测系统的信号 

传输通过无线方式来完成。

45



3 基 本 规 定

3 . 1 房屋防蚁设计

3.1.1〜3 . 1 . 5 白蚁是一类以木质纤维素物质为食料，又喜温暖 

潮湿环境的社会性昆虫，食物与水分是它的基本生存条件中的两 

个必要条件。木料是白蚁主要食物来源，同时白蚁也可取食化 

纤 、塑料、橡胶等含有纤维素的物质；我国的房屋主要白蚁危害 

种 类 （除干木白蚁外）在其生命活动过程中，正常木材的含水量 

不足以满足其生命活动的需求，需要从周边环境获取水分。为 

此 ，房屋防蚁设计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各种手段，在房屋建筑中创 

造不利于白蚁生存的环境，即减少食物来源与保持通风干燥，从 

而达到防蚁的效果。

3̂  1. 6 管道防蚁圈作为安装在管道与混凝土连接部位的一个防 

蚁装置，可以有效防止白蚁从管道与混凝土之间的空隙进人房屋 

危害。管 道 防 蚁 圈 可 用 3 3 0 4 0 0牌 号 不 锈 钢 （对 应 0 8 为 

^ 乂̂：或其他不容易损坏的材料制作。安装方法见各

类产品标示。

3.2 施 工 准 备

3 . 2 . 4 对建房场所在施工前进行白蚁的检査与灭治，可以消除 

房屋基础可能存在的蚁患，保证房屋白蚁预防效果。

3 . 2 . 5 目前，房屋白蚁预防技术已趋于多样化，主要有监测-控 

制技术、药物屏障技术和砂粒屏障技术等，建设单位和白蚁防治 

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中一种或者几种处理技术。

3 . 2 . 6 施工方案的内容主要包括工段划分、施工程序、技术措 

施 、安全和质量管理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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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施 工 管 理

3 . 3 . 1 建设单位提供必要的配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  

是为白蚁防治单位提供房屋白蚁预防施工过程中的用水、用电及 

安全的配合；二是由于房屋白蚁预防工程是一项隐蔽性工程，必 

须结合房屋建筑的施工过程及时进行预防处理，才能确保白蚁预 

防工程质量，因此建设单位应及时向白蚁防治单位通告建筑施工 

进度，以便白蚁防治单位及时进行白蚁预防处理，从而避免因施 

工过程中的不衔接而影响白蚁预防工程质量；三是对房屋白蚁预 

防工程施工进行必要的监督。

3 . 3 . 2 对建筑场所的木质杂物、建筑残片和其他含纤维素废弃 

物的清理，可以减少白蚁的孳生风险。

3 . 4 施 工 安 全

3̂  4̂  3 密闭空间或较为封闭的空间内施工人员与室外人员联系 

的间隔时间为511110。

3 . 5 药物和器械管理

3 . 5 . 2 不同药物混合使用会使药物的毒理毒性发生质的变化， 

因此不同药物混配使用应按照有关规定。

1  5̂  3 药物使用剂量是指药物按标示浓度稀释后施用到被处理 

靶 标 物 〔土壤、木构件等）上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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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控制

4.1 一 般 规 定

4 . 1 . 1 房屋白蚁预防工程中使用地下型监测系统，因此本章只 

对地下型监测系统的使用技术进行规定。

4 . 2 安 装

4 . 2 . 2 在房屋白蚁预防中使用监测装置，由于很难非常准确地 

确定地下白蚁的位置、活动的方向和范围，因此沿房屋四周设置 

监测装置，常常是最为经济和有效的。

一般而言，开始时安装间距可稍大些，发现白蚁后，在发现 

白蚁的监测装置或其他需要的位置增加监测装置，缩小安装距 

离；白蚁活动迹象多的地方安装间距可适当缩小，安装受到限制 

(如混凝土地坪）的地方或存在白蚁风险小的地方安装间距可适 

当增加。

尽可能将监测装置安装在有白蚁活动迹象或利于白蚁生存活 

动的地方，这些地方主要包括：有白蚁取食点的地方，木桩、树 

桩 、树根边，落水管下端的四周，排水管的四周，空调设备出水 

口边，浴室厨房对应的室外部位，管线进人室内部位的边缘。对 

于长期积水或干燥的地方、人为活动频繁的地方、易受到外界干 

扰的地方少安装或不安装。

4 . 2 . 5 监测装置一般编号原则为：综合房屋的长度、宽度，现 

场勘查的实际情况，以房屋东南方 45。角监测装置为 1 号，按顺 

时针方向续编，依次递增。

4 . 3 施工质量验收

4 . 3 . 1 白蚁防治单位在监测装置安装完成后，应 填 写 《白蚁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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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表》，验收单位据此对安装工程进行验收， 

并送建设单位或建设方委托的监理单位签字认证，作为验收  

资料。

4 . 3 . 2 验收时，宜采用白蚁防治单位、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代 

表共同在施工现场的方式进行。

4 . 4 检查与维护

4.1 1 决定地下型监测系统的检查次数和时间的因素有很多， 

如监测装置的大小、饵料材料与饵料的多少、白蚁的种类、季 

节 、监测装置的使用环境、检查消耗的人力物力等等。应用监测 

控制系统的方案设计人员和操作人员，要对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 

析和判断，以安排每次检查的时间间隔。

4̂  1  2 对监测装置能造成干扰的生物主要是一些在土壤中或地 

面生活的小动物、植物的根系以及霉变等。监测装置安装不正 

确，会导致入侵者进入监测装置。例如，上盖没有盖紧而留有空 

隙，常常使小动物进入监测装置。因此，当发现监测装置内有小 

动物时，首先要踏实监测装置边的土壤，使监测装置壁和土壤紧 

密结合，同时采取适当措施排除生物干扰。

1 蚂蚁、蜈蚣。

蚂蚁、蜈蚣对地下型监测装置的影响最大。由于蚂蚁和蜈蚣 

是白蚁的捕食天敌，一旦有蚂蚁和蜈蚣进入监测装置中，则该监 

测装置就不能诱集到白蚁。消除蚂蚁和蜈蚣的影响有几种方式： 

最有效的是直接将监测装置取出，重新安装在新的位置，新的安 

装点应离开原安装点至少 5001以上；取出监测装置内监测诱集 

材料后反复灌水，驱赶蚂蚁和蜈蚣；打开监测装置盖，取出饵料 

置于站边，使其暴露 1 周以上再重新放回监测装置。

2 蚯蝴、马陆、鼠妇、蛞蝓等。

这些虽然不是白蚁的天敌，但当它们在地下型监测装置内大 

量集聚后，也会影响监测装置诱集白蚁的功能，需作清除或更换 

饵料等。在监测装置内发现蚯蚓，首先要考虑监测装置四周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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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是否太潮湿，潮湿情况无法改善，则要调整监测装置的位置。

3 植物根系。

当监测装置安装时间较长时，植物根系有可能进人监测装  

置，堵塞白蚁进人监测装置的通道和影响监测装置内的饵料，也 

必须进行清理。如果根系较少，可借助其他工具如刀片等进行切 

除；如果根系较多，则要调整监测装置的位置。

4 霉变。

饵料和饵剂发霉是在应用监测控制系统时常见的现象。监测 

装置安装位置的湿度过大是发霉的重要原因。一般情况下，饵 

料 、饵剂略有发霉，仍可诱集白蚁；但如果发霉严重，必须及时 

更换。饵剂如果添加糖水，在投放后白蚁没有立即取食，则也可 

能发霉，需及时更换饵剂。

非生物因素的干扰主要包括积水、振动、太阳直射、高温 

等。对于积水，如果是短期的，如暴雨后，可将饵料、饵剂取出 

后晒干，待积水消除后重新放回监测装置；如果积水时间较长， 

可将监测装置取出，将安装孔钻深一些后安装，或者重新安装在 

其他部位。对于振动，监测装置不要安装在车辆频繁通过的道路 

边 ，或离空调室外设备等振动源太近的位置。在夏季，对太阳直 

射的监测装置，要进行适当的覆盖。监测装置如安装在有热源的 

位置，要调整监测装置的位置。

4 . 5 监测结果处理

4 . 5 . 1 常见的饵剂投放方式有以下三种：

①饵料取出后用饵剂替换：饵剂被定量地放置在饵剂管中， 

使用时用水将饵剂湿润，并将饵料中的白蚁尽量全部转移到饵剂 

管中，然后将饵剂管插人到监测装置中。

②取出部分饵料形成空间，再添加饵剂。

③饵料不取出，直接在监测装置的空余部位添加饵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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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药 物 屏 障

5.1 ― 般 规 定

5 . 1 . 2 不同的土壤条件下应选用不同的药物，才能最大限度地 

发挥药物的作用，否则会使药物失去效用。 ’

1 根据土壤酸碱度选择药物。酸性土壤应选择在酸性环境 

中稳定、自身为酸性或中性的药物进行处理，当土壤的？只值小 

于 4 时，可不进行白蚁预防处理或只对重点部位进行；碱性土壤 

应选择在碱性环境中稳定、自身为碱性或中性的药物进行处理， 

当 土 壤 的 值 大 于 1 0时，可不进行白蚁预防处理或只对重点 

部位进行处理。

2 对于低洼地区，不宜采用易溶于水的药物，应选用不溶 

于水的固状药物进行处理，或采用其他的防蚁措施。

5 . 2 设 置 范 围

5 . 2 . 1 在地表一3:11以下的部位，白蚁不容易生存，不需要进行 

药物处理。

5 . 2 . 2 垂直屏障的深度根据房屋基础梁的深度决定，要求垂直 

屏障设置到基础梁的顶端。

5̂  1. 6-5^ 1. 8 由于我国南北方白蚁种类及危害情况差异较大， 

各地对房屋的砌体墙、室内管道竖井、电梯井、管沟等的管井内 

壁、门洞、窗洞、墙体预留的电源插座和配电箱等部位进行药物 

处理时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处理层数。

5̂  1.1 0 在有排水沟的地方或距离水源过近的地方设置药物土壤 

屏障，会使水源受到药物污染。

岩石或者混凝土表面不能渗透药物，在其上喷洒会造成药物 

流失。宜对这些表面的裂缝、破痕、连接处或与之相连的周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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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进行处理。

5’ 3 设 置

5 . 3 . 8 常用木构件药物处理方法有涂刷法、喷雾法、浸渍法等。 

根据不同的木构件和施工条件，可以选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当选 

用涂刷法和喷雾法时，为保证有足够的药物吸收量，应进行两次 

或两次以上重复处理。采用浸渍法时，应根据木构件的密度和变 

形系数、̂药物的浓度和渗透性以及温度等因素来确定浸渍时间， 

保证达到设计要求的吸收量。

5 . 4 施工质量验收

5 . 4 . 1 由于药物屏障的施工与房屋建筑施工同步进行，且药物 

巳渗透到房屋结构中的，当建筑工程竣工时，所有经过药物处理 

的部位均不得裸露，所以应在施工过程进行中间验收。

5 . 4 . 2 白蚁防治单位在每次施工完成后，应严格按照本规程要 

求填写施工记录表，并送建设单位或建设方委托的监理单位签字 

认证，作为中间验收资料。

5 . 4 . 3 按照施工技术方案的要求检查处理范围，并根据需要对 

施药部位进行抽样送检，检测结果作为中间验收资料。

5 . 4 . 4 验收时，宜采用白蚁防治单位、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代 

表在施工现场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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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砂 粒 屏 障

6丨1 材 料

6 . 1 . 1 只有大小适宜的砂粒才能阻止白蚁的入侵，因此必须严 

格控制砂粒尺寸以确保砂粒屏障的性能。

6 . 1 . 3 防护物材料在完成的地表水平面7510111以内使用时，暴 

露在水蒸气中的可能性将会比放置在建筑物高处的防护物高得 

多，会大大增强其被腐蚀的危险，因此防护物的抗腐蚀能力十分

重要。

6丨2 设 置

6 . 2 . 1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使用电动盘形振荡器进行压实，无 

法使用机械时，可以使用手动捣棒。

6 . 2 . 4 砂粒有 6 ^ 〜8 ^ 的湿度可以达到最合适的紧密度。

6 . 2 . 5 砂粒应密封或覆盖以防止被移动或污染。密封或覆盖物 

可以由混凝土、含沥青的材料、丙烯酸树脂或其他塑料组成。

6 . 2 . 6 在人户管道等穿透物四周使用砂粒的地方，圆孔部位的 

碎石或垃圾应清理干净，并使砂粒与这个圆孔的底部和侧面紧密 

地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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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复 查

1. 0̂  1 按照本规程要求进行白蚁预防处理所建立的药物屏障或 

者砂粒屏障体系，能最大限度地阻止白蚁的入侵。但是，由于白 

蚁会突破屏障及在屏障上构筑蚁路，房屋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对 

药物屏障或者砂粒屏障造成破坏，以及白蚁预防药物的持效性等 

原因，只通过一次性药物处理或者设置砂粒屏障彻底地保护房屋 

不受白蚁侵害是困难的，定期进行复查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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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常见蚁患治理

8 . 1 乳白蚁的灭治

8 . 1 . 1 乳白蚁属土木两栖性白蚁，筑大型蚁巢。乳白蚁的巢是 

由土质、木质纤维、白蚁粪便和分泌的唾液粘合成的蜂窝状或片 

状结构，一般都筑在接近水源、食料丰富、聚热、避风的地方或 

房屋周围树木基部、根蔸下、坟墓中，可从其排泄物、分飞孔、 

通气孔、蚁路、汲水线等外露特征判断附近的蚁巢位置。

8 . 2 散白蚁的灭治

8 . 2 . 1 由于散白蚁群体多而分散，在使用粉剂药杀法时，要做 

到深、匀 、散 ，施药点要多、面要广，施药后一个月左右进行药 

效检査。在药效检查后再配合液剂药杀法，可收到更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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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0 药物中毒的急救

0 . 0 . 1 白蚁防治药物，如使用不慎，会通过皮肤、呼吸道、消 

化道三种途径进入体内，引起人、畜中毒；如误食，还可能导致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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