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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的编写格式符合 GB/T1.1-2009《标准化工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GB/T1.2-2002《标准化工导则第 2 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的规格。本标准是根

据的公司发展需要，为指导超高性能混凝土波形瓦的施工安装而制定。 

本标准由华新新型建材(武汉)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华新新型建材(武汉)有限公司提出并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彪、李远焱、商得辰、刘俊 

审核：张文进、肖绪烜 

批准：张文进 

本标准委托华新新型建材(武汉)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标准 2019 年 06 月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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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规定 

1.0.1  本施工工艺标准适用于超高性能混凝土波形瓦建筑屋面。 

1.0.2  编制参考标准及规范： 

（1）《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 

（2）《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2002） 

（3）《纤维水泥波瓦及其脊瓦》（GBT 9772-2009） 

（4）《波形瓦屋面施工工艺标准》（QB-CNCECJ040403-2004） 

1.0.3  波形瓦可直接铺设在檩条上，屋面的排水坡度一般在10～50%，当屋面坡度大于50%时，应采取

加强的固定措施。 

1.0.4  波形瓦不宜用于常有暴风和积雪较厚地区；在大风或地震地区，应采取加强措施使波形瓦与屋面

基层固定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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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准备 

2.1  原材料的要求 

2.1.1  波形瓦应分别符合《纤维水泥波瓦及其脊瓦》GBT 9772-2009、以及其它专项规定，同时符

合设计提出的要求。 

2.1.2  波形瓦及其脊瓦应边缘整齐，表面光洁，不得有起层、断裂和掉角等缺陷。 

2.1.3  钉挂件必须配套，一个挂勾螺栓、铁钉或镀锌螺钉必须配金属垫圈及防水垫圈，规格可按下

述要求选用： 

2.1.3.1  用于木檩条上固定波形瓦的镀锌螺钉规格为 6×65～75mm、或 75～100mm 长镀锌铁钉；

在轻钢、型钢及钢筋混凝土檩条上通常采用适合于檩条形状的φ6、φ8 镀锌挂勾螺钉固定波形瓦。 

2.1.3.2  金属垫圈直径 25mm，中间小孔比使用的螺钉、螺栓直径大 1～2mm，弯成与波形瓦波峰

一致的弧形，材料可以是镀锌铁皮、铝或者黑铁皮刷防锈漆。 

2.1.3.3  防水垫圈可以用油毡、毛毡、橡胶皮制作，直径 30mm、厚 5mm 左右，中间小孔应比螺

钉、螺栓直径小 1～2mm，防水垫圈较薄时可以采取一钉双垫。 

2.2  主要工机具 

主要工机具手提电锯或手提电动石材切割机、手工锯、台钻和手提电钻、木工槌、螺丝起子、钢丝

钳、铁抹子和铁皮抹子等。 

2.3  作业条件 

2.3.1  屋面结构体系安装完毕、联接固定可靠，基层验收合格，并办理好工序交接手续。 

2.3.2  所需波形瓦及其配套固定件、泛水等细部构造处理材料已按计划进入现场，完成质量验收。 

2.3.3  完成施工技术交底，明确波形瓦铺设方向和搭接方法，确定搭接宽度和搭接长度，波形瓦

连接固定要求、以及屋面细部构造做法。 

2.3.4  制订有必要的施工安全措施，并已予以落实实施。 

2.3.5  雨、雪和大风天气不得作业，屋面结构上附有冰、霜、雪时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后才

允许作业。 

2.4  作业人员 

作业人员木工和砖瓦抹灰工，由中级技工带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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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工艺 

3.1  工艺流程 

 

3.2  波形瓦屋面铺设操作要领 

3.2.1  波形瓦铺设前，先按设计要求的檐口挑出长度挂波形瓦檐口控制线，在山脊边、山墙边或其

它确当位置全坡摆通一条与檐口线垂直的波形瓦，使上下瓦楞吻合、顺直、与檐口线角直，以校正屋面

坡度方向波形瓦的铺设控制位置，核对上下排瓦搭接长度和搁放位置，确定波形瓦钻孔和切角位置等；

同时作好大面积铺设的控制标记，以便随时进行核对和调整，始终保持坡度方向的波楞顺直且与檐口线

垂直。 

3.2.2  无论波形瓦采用对缝还是错缝铺设，都宜按图 3.2.3 中括号内数字示意的顺序，从檐口到屋

脊上、下逐排滞后一块瓦斜线推进，并逐块拉斜线控制。 

3.2.3  波形瓦切角搭接铺设方式，参见图 3.2.3《波形瓦切角搭接示意》，适宜用于小面积屋面。 

 

3.2.3.1  上下两排波形瓦长边搭接缝对齐铺设，对相邻四块瓦搭接处的中层两块对瓦进行切角，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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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交接重叠处平顺。 

3.2.3.2  切角大小应根据事先确定的波形瓦搭接长度和搭接宽度决定，二相对瓦的切角间留 5mm

缝隙、以利瓦间的伸缩。 

3.2.3.3  切角应划线后锯、切、裁割，严禁随意敲打去角、不可切错方位。 

3.2.4  波形瓦错缝搭接（不切角）铺设，适宜用于大面积屋面，操作中应注意： 

3.2.4.1  上下排瓦宜错开半张波瓦铺设。 

3.2.4.2  大波瓦和中波瓦至少应错开一个波，小波瓦至少应错开两个波。 

3.2.5  波形瓦用带金属垫圈和防水衬垫的镀锌弯钩螺栓固定在金属檩条和混凝土檩条上，或用带金

属垫圈和防水衬垫的镀锌螺钉固定在木檩条上，注意： 

3.2.5.1  在靠近搭接缝盖瓦的波峰上设置固定螺栓或螺钉。 

3.2.5.2  顺檩的每排固定点应间隔均匀、合理，通常小波瓦布置在每张盖瓦的第二、第七波峰，中

波瓦和大波瓦布置在第二和第五波峰。 

3.2.5.3  在上下排波形瓦搭接处的檩条上，每张盖瓦上布置两个螺栓或螺钉；每排波形瓦中间的檩

条上，靠近相邻两波瓦搭接处的每张盖瓦都应设一个螺栓或螺钉固定。 

3.2.5.4  在大风地区，屋面的檐口、屋脊、山檐、突出屋面结构周边等，应适当增加固定螺栓、螺

钉数量。 

3.2.6  屋脊、斜脊处应用脊瓦或镀锌薄钢板铺盖，用专用螺栓将脊瓦夹紧固定在两侧坡瓦上（或按

设计大样要求固定），脊瓦与坡瓦间的空隙宜用麻刀灰座浆封嵌严密。 

3.3  波形瓦屋面施工中需注意的技术问题和质量问题 

3.3.1  波形瓦应有质量和技术性能证明，进场后进行外观检查验收。波形瓦运输时应进行包装或衬

垫。应贮存在地面平整的室内，堆放场地坚实、并用软物衬垫；超高性能混凝土波瓦应双张花弧或井字

堆垛。 

3.3.2  波形瓦铺设前应对屋面檩条施工质量进行验收，应满足： 

3.3.2.1  檩间距符合设计要求。 

3.3.2.2  檩条顶面应与屋坡面平行，同一坡面的檩条上口都在一个平面上，檩条的挠度不应大于

1/150L（檩长），相邻两檩的挠度差不大于7mm。 

3.3.2.3  支承波形瓦的檩条，与屋架或墙间应有可靠的连接；对在墙上搁置的檩端头应有与墙体连

接的措施，檐口位置和屋脊位置的檩端头更应采取与墙体加强连接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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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铺设波形瓦屋面时，相邻两瓦应顺当地年最大频率风向搭接；其搭接宽度，大波和中波瓦不

应少于半个波，小波瓦不应少于一个波；坡度方向上下两排瓦的搭接长度不应少于120mm，可参考表

3.3.3《超高性能混凝土波瓦最小搭接长度参考表》取用。 

表3.3.3  超高性能混凝土波瓦最小搭接长度参考表 

项次 屋面坡度 屋顶剖面最大长度（m） 上下端搭接长度（mm） 
左右侧部搭接长度（mm） 

小波瓦 大、中波瓦 

1 ≥1/3 ≤45 120 1.5 波 0.5 波 

2 1/3~1/4 ≤30 150 1.5 波 1.5 波 

3 1/4~1/5 ≤20 200 1.5 波 1.5 波 

4 ≤1/5 ≤15 200 1.5 波 1.5 波 

 

3.3.4  波形瓦上的螺钉孔应用钻成孔，孔径比固定螺栓（或螺钉）的直径大2～3mm，固定波瓦时

不能拧得太紧，以垫圈稍能转动为度。波形瓦的固定螺钉位置如与支承间局部存在间隙，宜垫平后再固

定紧固。 

3.3.5  波形瓦屋面在檐口、天沟或檐沟等处的细部构造应符合本标准第3.4节要求。 

3.3.6  波形瓦与山墙、女儿墙、突出屋面结构间应做泛水，迎水面做分水；泛水的细部构造可参考

图3.4(3)、图3.4(4)。 

3.3.7  檐口处的墙顶、天沟或檐沟、脊瓦等位置与波形瓦波沟之间的空隙，都应用水泥石灰麻刀灰

浆等材料嵌封严密。 

3.3.8  波形瓦铺设过程中应注意： 

3.3.8.1  铺设波形瓦，檩条上应有可靠的操作脚手板铺垫或使用带固定挂钩、可随时移动的板梯；

在波形瓦与檩条未用螺栓固定牢固前，屋面严禁上人。 

3.3.8.2  操作中应防止重物及工具砸伤波瓦。 

3.3.8.3  铺设波形瓦，铺钉（或自攻螺钉）下方应加不小于直径20的不锈钢垫圈和防腐橡胶垫。 

3.4  波形瓦屋面檐口位置和泛水处的构造做法 

详见图3.4(1)、图3.4(2)、图3.4(3)、图3.4(4)，其细部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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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波形瓦的瓦头挑出封檐板的长度为50～70mm，檐口挑出的长度不应小于200mm。 

3.4.2  当屋面有天沟、檐沟时，波形瓦伸入天沟、檐沟的长度不应小于50mm；用镀锌钢板作天沟、

檐沟时，沟沿伸入波形瓦应不少于150mm（参见图3.4(2)）。 

3.4.3  用掺有麻刀的混合砂浆做泛水处理时，突出屋面的墙或烟囱的侧面瓦伸入泛水的宽度不小于

50mm，且应压过波形瓦波峰。 

3.4.4  用镀锌薄钢板做泛水，钢板压盖波形瓦不宜小于150mm，泛水与波形瓦间的空隙宜用麻刀

灰等嵌填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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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波形瓦质量验收标准 

本章列出主要质量验收项目，其余不详之处参考《纤维水泥波瓦及其脊瓦》GBT 9772-2009。 

4.1  外观质量 

波瓦外观质量应符合表4.1《外观质量》的规定。 

表4.1  外观质量 

项目 大波瓦 中波瓦 小波瓦 

掉角/mm 
沿瓦长度方向≤100 

沿瓦宽度方向≤50 

沿瓦长度方向≤50 

沿瓦宽度方向≤35 

沿瓦长度方向≤50 

沿瓦宽度方向≤20 

掉边/mm ≤15 ≤10 ≤10 

裂纹/mm 
正表面：宽度≤1.0 

单条长度≤75 

正表面：宽度≤1.0 

单条长度≤75 

正表面：宽度≤1.0 

单条长度≤75 

断裂 不允许 

分层 不允许 

 

4.2  形状与尺寸偏差 

4.2.1  波瓦的形状与尺寸偏差应符合表4.2.1《波瓦形状与尺寸偏差》的规定。 

表4.2.1  波瓦形状与尺寸偏差 

项目 形状与尺寸偏差（mm） 

长度 ±10 

宽度 

大波瓦、中波瓦 ±10 

小波瓦 ±5 

厚度 

7.5 ±0.5 

6.5 +0.5 

-0.3 6.0 

5.5 +0.5 

-0.2 5.0 

4.2 
+0.5 

-0 

波高 

大波瓦 ±3 

中波瓦、小波瓦 ±2 

波距 大波瓦、中波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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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波瓦 ±2 

边距 

大波瓦、中波瓦 ±5 

小波瓦 ±3 

对角线差 

大波瓦 ≤10 

中波瓦、小波瓦 ≤5 

 

4.2.2  脊瓦的形状与尺寸偏差应符合表4.2.2《波瓦形状与尺寸偏差》的规定。 

表4.2.2  波瓦形状与尺寸偏差 

项目 形状与尺寸偏差 

长度 

搭接长 ±5 

总长 ±10 

厚度/mm 

6.0 
+0.5 

-0.3 

5.0 

4.2 

+0.5 

-0.2 

宽度b/mm 总宽±10 

角度θ/（°） ±5 

 

4.3  物理性能 

波瓦及脊瓦的物理性能应符合表4.3《物理性能》的规定。 

表4.3  波瓦形状与尺寸偏差 

类别 吸水率/% 抗冲击性 不透水性 抗冻性 

大波瓦 ≤28 冲击1次后被击处

背面不得出现裂

纹、剥落 

24h检验后不得出

现水滴，但允许反

面出现湿痕 

经25次冻融循环，

不得出现分层 

中波瓦 ≤28 

小波瓦 ≤26 

脊瓦 ≤28 - - 

 

4.4  力学性能 

4.4.1  波瓦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4.4.1《力学性能》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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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1  力学性能 

等级 抗折力 

大波瓦厚度 中波瓦厚度 小波瓦厚度 

7.5mm、6.5mm 6.5mm 6.0mm 5.5mm 6.0mm、5.5mm 5.0mm 4.2mm 

Ⅰ 
横向/(N/m) 3800 4200 3800 3500 2800 - - 

纵向/N 470 350 330 320 350 - - 

Ⅱ 

横向/(N/m) 3300 3800 3400 3000 2700 2400 - 

纵向/N 450 320 310 300 340 310 - 

Ⅲ 

横向/(N/m) 2900 3600 3200 2800 2600 2300 2000 

纵向/N 430 310 300 290 330 300 260 

Ⅳ 

横向/(N/m) - 3200 2800 2400 2300 2000 1800 

纵向/N - 290 280 270 300 270 250 

Ⅴ 

横向/(N/m) - 2800 2400 2000 2000 1800 1600 

纵向/N - 270 260 250 270 250 240 

 

4.4.2  脊瓦的破坏荷载不得低于60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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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5.1  一般规定 

5.1.1  本章适用于超高性能混凝土波瓦屋面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 

5.1.2  瓦面工程施工前，应对主体结构进行质量验收，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和《钢结构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的有关规定。 

5.1.3  檩条等构件均应做防腐和防火处理；固定件均应做防锈处理。 

5.1.4  瓦材与山墙及突出屋面结构的交接处，均应做泛水处理。 

5.1.5  在大风及地震设防地区或屋面坡度大于100%时，瓦材应采取固定加强措施。 

5.1.6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檐口部位，应采取防雪融冰坠的安全措施。 

5.1.7  瓦面工程的各分项工程的每个检验批的抽检数量，应按屋面面积每100m
2抽查一处，每处应

为10m
2，且不得少于3处。 

5.2  主控项目 

5.2.1  挂瓦应符合下列规定： 

1、整坡瓦面应平整，行列应横平竖直，不得有翘角和张口现象； 

2、正脊和斜脊应铺平挂直，脊瓦搭盖应顺主导风向和流水方向。 

5.2.2  超高性能混凝土波瓦铺装的有关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瓦屋面檐口挑出墙面的长度不宜小于200mm； 

2、脊瓦在两坡面瓦上的搭盖宽度，每边不应小于40mm； 

3、脊瓦下端距坡面瓦的高度不宜大于80mm； 

4、瓦头深入檐沟、天沟内的长度宜为50mm~70mm； 

5、金属檐沟、天沟深入瓦内的宽度不应小于150mm； 

6、瓦头挑出檐口的长度宜为50mm~70mm； 

7、突出屋面结构的侧面瓦深入泛水的宽度不应小于50mm。 

5.2.3  波形瓦及其配套固定件的规格和质量，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和进场检验报告。 

5.2.4 在雨后或通过淋水（连续2h）后检查，屋面不得有渗透、漏水现象。 

5.2.5  波形瓦固定联结方式、钉挂点的位置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规范规定。瓦片必须铺设牢固。

在大风及地震设防地区或屋面坡度大于100%时，应按设计要求采取固定加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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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或手板检查。 

5.3  一般项目 

5.3.1  波形瓦铺设方向正确，搭接方法和搭接的长度与宽度符合设计规定，接缝处理正确，螺栓螺

钉固定松紧适度。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3.2  出檐、泛水、屋脊和斜脊等细部处理符合设计要求，结合严密、无渗漏。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3.3  檐口平直、出檐一致，屋面平整、坡度均匀，上下瓦楞吻合、顺直，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4  质量记录 

5.4.1  波形瓦及脊瓦出厂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现埸检测记录。 

5.4.2  波形瓦屋面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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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品保护 

6.0.1  施工过程中不得任意在已铺设固定屋面的波形瓦支承的中间踩踏。 

6.0.2  已铺设的屋面上严禁堆压重物，操作中应防止重物及工具砸伤波瓦。 

6.0.3  在已完成屋面上方采用电焊或气割作业手段时，必须采取隔离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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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 

现场应根据公司“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文件”要求，结合施工项目所在地政府建设、劳动、

环境卫生等行政管理部门和业主的规定，对施工过程中“环境因素和职业健康安全危险源”进行辨识与评

价，有针对性的提出控制措施及方法。 

本工艺标准中的下列要求应予以重视。 

7.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要求 

7.1.1  施工作业人员必须穿软底、防滑鞋。 

7.1.2  波形瓦铺设操作应有可靠的脚手板铺垫；在波形瓦完成固定前，屋面严禁上人；严禁直接在

已铺设的波形瓦屋面行走。 

7.1.3  波形瓦切割、钻孔，必须戴好口罩。 

7.2  环境管理要求 

7.2.1  搬运、铺放过程中破碎的波形瓦、废弃的其它材料禁止随地乱丢，应集中堆放、回收及处理。 

7.2.2  严禁在施工现场焚烧处理残碎和废弃的玻璃钢瓦及塑料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