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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自粘层的防水卷材

GB／T 23260--2009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带自粘层的防水卷材的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表面覆以自粘层的冷施工防水卷材。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328．5—2007建筑防水卷材试验方法第5部分：高分子防水卷材厚度、单位面积质量

GB／T 328．11 2007建筑防水卷材试验方法第11部分：沥青防水卷材耐热性

GB／T 328．20～2007建筑防水卷材试验方法第20部分：沥青防水卷材接缝剥离强度

GB 12952聚氯乙烯防水卷材

GB 12953氯化聚乙烯防水卷材

GB 18173．1高分子防水材料第1部分：片材

GB 18242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GB 18243塑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GB 18967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

C／T

C／T

C／T

C／T

84氯化聚乙烯橡胶共混防水卷材

076胶粉改性沥青玻纤毡与玻纤网格布增强防水卷材

077胶粉改性沥青玻纤毡与聚乙烯膜增强防水卷材

078胶粉改性沥青聚酯毡与玻纤网格布增强防水卷材

3标记

产品名称为：带自粘层的+主体材料防水卷材产品名称。

按本标准名称、主体材料标准标记方法和本标准编号顺序标记。

示例：

规格为3 mm矿物料面聚酯胎I型，10 m2的带自粘层的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标记为

带自粘层SBSI PYM310 GBl8242一GB／T 23260 2009

长度20m、宽度2．1 m、厚度1．2 mmlI型L类聚氯乙烯防水卷材标记为：

带自粘层PVC卷材LⅡ1．2／20X 2．1 GBl2952一GB／T 23260 2009

注：非沥青基防水卷材规格中的厚度为主体材料厚度。

4要求

4．1主体材料产品性能

带自粘层的防水卷材应符合主体材料相关现行产品标准要求(参见表1)，其中受自粘层影响性能

的补充说明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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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部分相关主体材料产品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1 GB 12952聚氯乙烯防水卷材

2 GB 12953氯化聚乙烯防水卷材

3 GB 18173 1高分子防水材料第1部分：片材

4 GB 18242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5 GB 18243塑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6 GB 18967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

7 JC／T 684氯化聚乙烯一橡胶共混防水卷材

8 JC／T 1076胶粉改性沥青玻纤毡与玻纤网格布增强防水卷材

9 JC／T 1077胶粉改性沥青玻纤毡与聚乙烯膜增强防水卷材

10 JC／T 1078胶粉改性沥青聚酯毡与玻纤网格布增强防水卷材

表2受自粘层影响性能的补充说明

序号 受自粘层影响项目 补充说明

沥青基防水卷材的厚度包括自粘层厚度。
1 厚度

非沥青基防水卷材的厚度不包括自粘层厚度，且自粘层厚度不小于0．4 mm。

2 卷重、单位面积质量 卷重、单位面积质量包括自粘层。

3 拉伸强度、撕裂强度 对于根据厚度计算强度的试验项且，厚度测量不包括自粘层。

4 延伸率 以主体材料延伸率作为试验结果，不考虑自粘层延伸率。

带白粘层的沥青基防水卷材的自粘面耐热性(度)指标按表3要求，非自粘面按相关
5 耐热性／耐热度

产品标准执行。

尺寸稳定性、加热伸
6 对于由于加热引起的自粘层外观变化在试验结果中不报告。

缩量、老化试验

7 低温柔性／低温弯折性 试验要求的厚度包括产品自粘层的厚度。

4．2 自粘层物理力学性能

产品的自粘层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卷材自粘层物理力学性能

序号 项目 指标

卷材与卷枋 ≥1，0
l 剥离强度／(N／mm)

卷材与铝板 ≥1．5

2 浸水后剥离强度／(N／mm) ≥1 5

3 热老化后剥离强度／(N／mm) ≥1，5

4 自粘面耐热性 70℃，2 h无流淌

5 持粘性／rain ≥15

5试验方法

5．1主体材料产品性能

主体材料产品性能按相关产品标准规定进行试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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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自粘层影响项目按表2取值，并采取措施避免自粘层对试验装置的粘结或污染。

非沥青基卷材的主体材料和自粘层的厚度宜用GB／T 328．5—2007中光学装置测量，每块试件测

量两点，在相距50 mm处测量，取所有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5．2 自粘层物理力学性能

5．2．1试件制备

试样在(23±2)℃放置24 h后进行裁取，每组试件在卷材宽度方向均匀分布裁样，避开卷材边缘

100mm以上。

试件尺寸与数量见表4。

表4卷材试件尺寸与数量

项目 尺寸(纵向×横向)／ram 数量／个

卷材与铝板 250X 50 5

剥离强度
卷材与卷材4 50×150 10(5个试件)

浸水后剥离强度 250X 50 5

热老化后剥离强度 250×150 3

自粘面耐热性 100×50 3

持粘性 150×50 5

8砂面、矿物料面卷材在留边处取样试验。

5．2．2剥离强度

5．2．2．1卷材与铝板

在(232=2)℃条件下，参照GB／T 328．20 2007将卷材试件粘在已用溶剂清洁的光滑铝板表面，粘

合面为50 mm×75 mm，用质量为2 kg、宽度(50～60)mm的压辊反复滚压三次，粘合后放置24 h。铝

板一端夹人夹具，将同一端的卷材弯折1806夹人另一夹具进行试验，用最大力计算剥离强度，单位

N／ram，取五个试件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双面自粘产品两面分别进行试验。

5．2．2．2卷材与卷材

在(23±2)℃条件下，按GB／T 328．20一2007进行试验，一个试件的下表面与另一个试件的上表面

粘结，粘合面为50 mm×75 mm，用质量为2 kg、宽度(50～60)mm的压辊反复滚压三次，粘合后放置

24 h。用最大力计算剥离强度，单位N／ram，取五个试件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5．2．3浸水后剥离强度

将按5．2．2．1制备的试件浸入(23±2)℃水中7 d，取出在(23±2)℃放置24 h，按5．2．2．1测定剥

离强度。

5．2．4热老化后剥离强度

将试件连防粘材料一起水平放入(70±2)℃烘箱中7 d，取出在(23土2)℃放置24 h裁取五个

250 mm×50 mm试件，按5．2．2．1测定剥离强度。

5．2．5自粘面耐热性

自粘面耐热性按GB／T 328．11--2007中B法进行，自粘面试验温度(70_--+-2)℃。

5。2．6持粘性

在(234-2)℃条件下，将试件粘在两块表面已用溶剂清洁干净光滑的镜面不锈钢板上，上板的不锈

钢板上的粘结面积(50×50)mm，试件粘贴部位不允许接触手和其他物体，然后用质量为2 kg、宽度

(50～60)mm的压辊反复滚压三次。

在(23±2)℃，将牯结好的试件放置24 h后，如图l所示方向垂直悬挂，在下板下端挂1 kg的重物

(包括下板质量)，开始记录时间，记录试件从上板完全剥下所需时间，单位rain。取五个试件试验结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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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值。若大于60 rain未剥落，记录为大于60 rain。

双面自粘产品，两面分别进行试验。

l——不锈钢板

2——试件；

3⋯重物。
图1持粘性

6检验规则

6．1检验分类

按检验类型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1．1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除主体材料产品标准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外，还包括：剥离强度、自粘面耐热性、持

粘性。

6．1．2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主体材料产品标准和本标准第4章的所有规定，在下列情况下进行本标准项目

的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产品定型鉴定时；

b)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

c)原材料、工艺等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产品停产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6．2组批

按相关主体材料产品标准，若无相关要求以同一类型、同一规格10 000 m2为一批，不足10 000 m2

亦作为一批。

6．3抽样

按相关主体材料产品标准，若无相关要求则在每批产品中随机抽取一卷取至少1．5 m2的试样进行

检测。

6．4判定规则

6．4．1主体材料产品性能

按主体材料相关产品标准和表2进行判定。

试验结果符合4．1规定，判该批产品主体材料产品性能合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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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自粘层物理力学性能

试验结果符合4．2规定，判该批产品自粘层物理力学性能合格。若其中仅有一项不符合标准规定，

允许在该批产品中随机另抽一卷进行单项复测，合格则判该批产品自粘层物理力学性能合格，否则判该

批产品自粘层物理力学性能不合格。

6．4．3总判定

试验结果符合标准第4章全部要求时判该批产品合格。

7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标志

产品外包装上应包括：

a)产品名称；

b)生产厂名、地址；

c)商标；

d)产品标记；

e)生产日期或批号；

f)贮存与运输注意事项；

g)检验合格标识。

7．2包装

产品采用适于运输和贮存的方式包装。

7．3运输与贮存

运输与贮存时，不同类型、规格的产品应分别堆放，不应混杂。避免日晒雨淋，注意通风。贮存温度

不应高于45℃，卷材平放贮存时码放高度不超过五层，立放贮存时单层堆放。

运输时防止倾斜或侧压，必要时加盖苫布。

在正常运输、贮存条件下，贮存期自生产之日起至少为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