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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厦门市建设局《关于发布厦门市 2016 年度科学技术项目（工程建设标

准）立项计划的通知》（厦建总[2017] 35 号）的要求，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

制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则；2 术语 3 材料要求；4 建筑构造设计；5

施工要求；6 工程质量验收。 

本规程由厦门市建设局批准并归口管理，由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反馈

至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厦门市湖滨南路 62 号，邮

编：361004）。 

主 编 单 位 ：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筑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 ： 深圳洛赛声学技术有限公司 

健研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建研建筑产业研究有限公司 

主 要 起 草 人 员 ： 王建飞 赵  夏 彭军芝 刘  韬 李剑平 

穆艳娟 洪霄伟 王亚平 罗伦楷 张  辉 

主 要 审 查 人 员 ： 卓晋勉 严捍东 陈秀敏 胡达明 苏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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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推广浮筑楼板技术，规范浮筑楼板的工程应用，保证工程质量，做到技

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建筑用浮筑楼板的工程设计、施工及工程质量验收。 

1.0.3  浮筑楼板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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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浮筑楼板 floating floor 

在楼板基层与面层之间铺设减振材料将基层和面层完全隔离,削弱地板面层

受撞击产生振动的楼板隔声减振系统。 

2.0.2  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weighted normalized impact sound pressure level 

以接收室的吸声量作为修正参数而得到的楼板或楼板构造撞击声隔声性能

的单值评价量。单位为分贝，dB。 

2.0.3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weighted standardized level difference 

以接收室的混响时间作为修正参数而得到的楼板或楼板构造撞击声隔声性

能的单值评价量。单位为分贝，dB。 

2.0.4  声桥  acoustic bridge 

双层或多层隔声结构中两层间的连接物，声能以振动形式通过它而在两层之

间传播。 

2.0.5  基层 base course 

直接承受减振材料的结构层，也称为基底。 

2.0.6  减振层  elastic damping course 

在基层上设置弹性减振材料，用以削弱或消除楼面撞击产生的能量。 



 

3 

 

2.0.7  保护层  protective cover 

对减振层起防护作用的构造层。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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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要求 

3.0.1  减振材料技术性能应符合表 3.0.1 的规定。 

表 3.0.1 减振材料技术性能指标要求 

试验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表观密度(kg/m3) 33.0±3  

《泡沫塑料及橡胶 表观密度的测

定》 

GB/T 6343 

体积吸水率（%） ≤5 
《硬质泡沫塑料吸水率的测定》 

GB/T 8810 

压缩永久变形（%） ≤10 
《硬质泡沫塑料压缩性能的测定》 

GB/T 8813 

燃烧性能 B2 
《建筑材料可燃性试验方法》 

GB/T 8626 

尺寸变化率

（%） 

横向 ≤-7 《硬质泡沫塑料压缩性能的测定》 

GB/T 8813 纵向 ≤-5 

3.0.2  减振材料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3.0.3 的规定。 

表 3.0.3 减振材料尺寸允许偏差 

试验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长度（mm） ±3.0 

《泡沫塑料与橡胶 线性

尺寸的测定》GB/T 6342 

宽度（mm） ±2.0 

厚度（mm） ±1.5 

对角线差（mm） ±4.0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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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浮筑楼板中所使用的防水胶带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防水胶带

尺寸应满足表 3.0.4 的要求。 

表 3.0.4 防水胶带尺寸宽度要求 

试验项目 尺寸要求 试验方法 

宽度（mm） ≥40 直尺测量 

3.0.4  水泥砂浆保护层强度不应小于 M15；细石混凝土保护层强度不应小于 C20。 

3.0.5  浮筑楼板中所使用的密封胶材料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硅酮建筑密封

胶》GB/T 1488、国家行业标准《聚氨酯建筑密封胶》JC/T 482 的相关要求。 

3.0.6  浮筑楼板采用建筑材料的环保要求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地毯、地毯衬垫及地毯胶粘剂有害物质释放限量》GB 18587、《建筑材料放射

性核素限量》GB 6566 的规定。 

4 建筑构造设计 

4.0.1 浮筑楼板构造应由下列全部或部分组成： 

1 装饰面层； 

2 粘结层或防潮层； 

3 细石混凝土或水泥砂浆保护层； 

4 减振层（减振材料层）； 

5 基层。 

4.0.2  浮筑楼板的撞击声压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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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118 中对楼板隔声性能的低限要求。 

4.0.3  浮筑楼板的构造做法应根据其撞击声隔声要求进行选择，不同隔声要求构

造做法可按本规程附录选用。 

4.0.4  减振材料之间的拼接缝宜用防水胶带封闭粘接。 

4.0.5  减振材料应沿墙体上翻，上翻高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对撞击声压级满足低限要求的浮筑楼板，减振材料应沿墙体上翻至混凝

土保护层面。 

2  对撞击声压级满足高标准要求的浮筑楼板，减振材料应沿墙体上翻至装

饰层面，并用密封胶密封。 

4.0.6  楼地面如需暗敷管线，设计构造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对撞击声压级满足低限要求的浮筑楼板，应在保护层预留管槽，敷设管

道后用水泥砂浆保护。 

2  对撞击声压级满足高标准要求的浮筑楼板，应在保护层上另设一层填充

层，将管线敷设在填充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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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施工单位应按施工图及现行福建省地方标准《福建省建筑装修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程》DBJ/T13-46 中的施工规定组织施工。 

5.1.2  施工过程应加强防火管理，严禁与其他施工工种同时交叉作业。当遇到下

列情况之一时，施工现场严禁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 

1）减振材料进入施工现场过程中； 

2）减振材料安装施工过程中； 

3）减振材料进行保护层施工前或无保护层保护时。 

5.1.3  浮筑楼板施工过程中应做好半成品、成品的保护。 

5.2 施工准备 

5.2.1  施工单位施工前应编制施工方案。 

5.2.2  基层应通过验收。基层表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基层表面应清理干净，无积水、浮灰、砂浆、浆膜或其它建筑垃圾。 

2 经过找平或找补后的基层表面平整度允许偏差不大于 5mm。 

5.2.3  浮筑楼板材料施工现场存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http://www.zzguifan.com/webarbs/book/53119/1900042.shtml
http://www.zzguifan.com/webarbs/book/53119/19000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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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减振材料应存在于阴凉干燥的环境内。 

2 存放地点应防止阳光直射，并应符合可燃品国家有关消防现行标准的规定。 

5.2.4  施工前应对减振材料外观进行检查，严禁使用破损的减振材料。 

5.2.5  大面积施工前应按工序要求做好样板工程，并应保留至竣工。 

5.3 施工要点 

5.3.1  浮筑楼板施工宜按下列施工工序进行： 

1 楼地面基层处理； 

2 确定减振材料沿墙体上翻高度控制线； 

3 减振材料铺设； 

4 粘贴防水胶带； 

5 铺设保护层并按要求养护； 

6 铺设面层。 

5.3.2  减振材料应平整铺设，板缝相互对齐，且沿同一方向铺设。相邻减振材料

间应紧密相拼，拼接宽度应不大于 3mm。 

5.3.3  墙角处的减振材料应沿墙体上翻至装饰完成面以上并用建筑密封胶密封。 

5.3.4  减振材料之间的拼接缝应粘贴防水胶带。防水胶带在拼接缝两侧宽度大致

相等。粘结时应挤出胶带内的气泡并同时抹平胶带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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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质量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1  浮筑楼板质量验收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 的有关规定执行。 

6.1.2  检验批应下列要求划分： 

1  不足 5 万 m2 的，按一个检验批处理。 

2  超过 5 万 m2 的，按每 5 万 m2 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6.1.3  检验批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应全部合格； 

2 一般项目应合格：当采用技术检验时，至少应由 90%以上的检查点合格，

且其余检查点不得有严重缺陷； 

3 应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和质量检查记录。 

6.1.4  应对下列部位或内容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

像资料： 

1 基层及表面处理； 

2 减振材料沿墙体上翻处理； 

3 减振材料铺设情况； 

4 防水胶带粘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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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浮筑楼板的分项竣工验收应提供下列资料，并应纳入竣工技术档案： 

1 设计文件、设计变更文件； 

2 设计与施工执行标准、文件及通过审批的施工方案； 

3 材料产品质量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有效期内的型式检验报告及进场验

收记录等； 

4 施工记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5 检验批验收记录； 

6 质量问题处理记录； 

7 楼板撞击声检测报告； 

8 其他必须的资料。 

6.2 主控项目 

6.2.1  减振材料及相关配套辅件（材）进场后，应对其品种、厚度和性能进行质

量检查和验收。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及有效期内的型式检验报告。 

检查数量：以进场批次进行检查，每批随机抽取 3 个减振材料试样测量厚度；

质量证明文件应以减振材料出厂检验批进行核查。 

6.2.2  浮筑楼板的基层应符合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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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浮筑楼板保护层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检验报告。 

检查数量：检验同一施工批次保护层强度的试块，应按每个检验批地面工程

不少于 3 组。 

6.2.4  浮筑楼板施工完成后，应进行楼板撞击声压级检测。 

检验方法：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试》

GB/T19889.7 的要求对浮筑楼板撞击声声压级进行现场抽样检测。 

检查数量： 单位工程现场检测抽取不应少于 3 处进行检测。 

6.3 一般项目 

6.3.1  保护层表面应密实，不应有起砂、蜂窝和裂缝等缺陷。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6.3.2  保护层表面应平整，表面平整度不大于 5mm。 

检查方法：用 2m 靠尺和楔形塞尺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查批抽查不得少于 3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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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典型浮筑楼板隔声做法及隔声性能 

序

号 

名

称 
简图 

撞击声 

压级 

（dB） 

厚度 

（mm） 
构造做法 

1 

地
砖
楼
面 

一  

LˊnT，w =75 55 

1. 8mm 地砖 

2. 40mmC20 细石混凝

土保护层（配筋：双

向φ4@150） 

3. 5mm低密度发泡轻质

减振材料 

4. 钢筋混凝土楼板 

2 

地
砖
楼
面 
二 

 

LˊnT，w =65 50 

1. 10mm 地砖 

2. 38.8mm 干硬性水泥

砂浆保护层 

3. 1.2mm 中密度聚氨酯

阻尼减振材料 

4. 钢筋混凝土楼板 

3 

花
岗
岩
楼
面 

 

LˊnT，w 

=63~65 
65 

1. 20mm 花岗石板 

2. 40mmC20 细石混凝

土（配筋：双向φ

4@150）保护层 

3. 5mm低密度发泡轻质

减振材料 

4. 钢筋混凝土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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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木
地
板
楼
面
一 

  

Ln，w =60 50 

1. 15mm 木地板 

2. 40mmC20 细石混凝

土保护层（配筋：双

向φ4@150） 

3. 5mm低密度发泡轻质

减振材料 

4. 钢筋混凝土楼板 

5 

木
地
板
楼
面
二 

 

Ln，w =57 50 

1. 12mm 木地板 

2. 35mm 干硬性水泥砂

浆保护层 

3. 1.2mm 中密度聚氨酯

阻尼减振材料 

4. 钢筋混凝土楼板 

6 

混
凝
土
楼
面 

 

Ln，w=60 50 

1. 40mmC20 细石混凝

土保护层（配筋：双

向φ4@150） 

2. 10mm 低密度发泡轻

质减振材料 

3. 钢筋混凝土楼板 

注：Ln，w——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LˊnT，w——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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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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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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标准允许稍有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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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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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建筑隔声评价标准》GB/T 50121 

《泡沫塑料及橡胶 表观密度的测定》GB/T 6343 

《建筑材料可燃性试验方法》GB/T 8626 

《硬质泡沫塑料吸水率的测定》GB/T 8810 

《硬质泡沫塑料压缩性能的测定》GB/T 8813 

《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试》GB/T19889.7 

《聚氨酯建筑密封胶》JC/T 482 

《聚硫建筑密封胶》JC/T 483 

《丙烯酸酯建筑密封胶》JC/T 484 

《丁基橡胶防水密封胶粘带》JC/T 942 

《福建省建筑装修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DBJ/T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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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筑楼板应用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application of floating 

floor 

DB3502/Z 5043-2018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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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浮筑楼板（英文名称 floating floor）是一种楼板隔声构造做法。主要是在

结构楼板与保护层之间铺设弹性减振层，形成一个类似“三明治”的结构，以起

到缓冲撞击的作用，从而减少楼板撞击声传声的效果。实践证明，浮筑楼板是一

种隔声减振楼板，具有改善楼板撞击声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改善我市建筑楼板撞击声的效果，满足浮筑楼板验收要求，提高

人民群众居住舒适度，推广应用浮筑楼板新技术，有必要编制厦门市标准化指导

技术文件，指导厦门市浮筑楼板工程技术要求，保证浮筑楼板技术的健康发展。 

1.0.2  目前我国现有的浮筑楼板应用项目中，低密度发泡轻质减振卷材（块材）

作为减振层的占到九成以上，另有少量项目减振层采用中密度聚氨酯阻尼减振卷

材（块材）或其它减振材料。因此，本规程主要应用于浮筑楼板减振层采用低密

度发泡轻质减振材料和中密度聚氨酯阻尼减振材料，减振层采用其它减振材料可

参考执行。 

 

3 材料要求 

3.0.1  本条提出的减振材料性能要求主要针对市面常见的低密度发泡轻质减振

材料，中密度聚氨酯阻尼减振垫和其它减振材料的技术性能指标可参考执行。 

3.0.3  防水胶带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有《丁基橡胶防水密封胶粘带》JC/T 

942 等，应选择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防水胶带。 

减振材料铺设过程中，在垫层拼接缝隙需用胶纸封闭粘接，防水胶带宽度不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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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易导致粘贴强度不够，使减振材料在受力过程中产生移位。 

3.0.5  建筑用密封胶以硅酮建筑密封胶和聚氨酯建筑密封胶为主，因此浮筑楼板

中所使用密封胶的其标准要求。 

3.0.6  近年来，国内外对建筑材料对室内环境污染进行大量研究，部分建筑材料

会在常温下释放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和放射性核素，从而造成室内空气污染。因此，

浮筑楼板采用的建筑材料，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地毯、地

毯衬垫及地毯胶粘剂有害物质释放限量》GB 18587、《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6566 等的有关规定，确保材料污染物浓度、放射性核素不超过规定限值。 

4 建筑构造设计 

4.0.1 浮筑楼板构造由装饰面层、粘结层或防潮层、细石混凝土或水泥砂浆保护

层、减振层（减振材料）和基层五部分组成。对于石材或瓷砖面层，大多涉及粘

结层，而对于木地板，下方多铺设防潮层。 

浮筑楼板因材料和施工工艺不同分为标准型浮筑楼板和薄贴型浮筑楼板。标

准型浮筑楼板采用低密度发泡轻质减振材料和钢筋混凝土保护层，薄贴型浮筑楼

板系统采用中密度聚氨酯阻尼减振材料和水泥砂浆保护层，标准型浮筑楼板系统

构造做法详见图 1、图 2，薄贴型浮筑楼板系统构造做法详见图 3、图 4。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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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标准型浮筑楼板构造做法 1      

（瓷砖/石材饰面） 

图 2 标准型浮筑楼板构造做法 2      

（木地板饰面） 

  

图 3 薄贴型浮筑楼板构造做法 1      

（瓷砖/石材饰面） 

图 4 薄贴型浮筑楼板构造做法 2      

（木地板饰面） 

4.0.2  本规程的隔声性能部分引用了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 中的相关规定。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基

本涵盖了我国民用建筑的隔声要求，标准对楼板撞击声隔声方面规定了楼板的隔

声性能。 

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对于主要功能房间楼板

的隔声性能分“低限标准”和“高要求标准”两档，本条要求撞击声隔声单值评

价量浮筑楼板必须满足《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的低限要求。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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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 对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

的要求为不大于 75dB。本规程附表摘录出《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 中不同功能房间楼板撞击声的“低限标准”和“高要求标准”，详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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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楼板撞击声隔声要求 

建筑 

类型 
楼板部位 

撞击声隔声单值评价量（dB） 

声压级类别 低限要求 
高标准要

求 

住宅 

建筑 

卧室、起居室的

分户楼板 

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Ln,w（实验室测量） 
＜75 ＜65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L’
nT,w（现场测量） 

≤75 ≤65 

学校 

建筑 

语音教室、阅览

室与上层房间

之间的楼板 

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Ln,w（实验室测量） 
＜65 ＜55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L’
nT,w（现场测量） 

≤65 ≤55 

普通教室、实验

室、计算机房与

上层产生噪声

的房间之间的

楼板 

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Ln,w（实验室测量） 
＜65 ＜55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L’
nT,w（现场测量） 

≤65 ≤55 

音乐教室、琴房

之间的楼板 

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Ln,w（实验室测量） 
＜65 ＜55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L’
nT,w（现场测量） 

≤65 ≤55 

普通教室之间

的楼板 

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Ln,w（实验室测量） 
＜75 ＜65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L’
nT,w（现场测量） 

≤75 ≤65 

医院 

建筑 

病房、手术室与

上层房间之间

的楼板 

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Ln,w（实验室测量） 
＜75 ＜65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7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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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类型 
楼板部位 

撞击声隔声单值评价量（dB） 

声压级类别 低限要求 
高标准要

求 

L’
nT,w（现场测量） 

听力测听室与

上层房间之间

的楼板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L’
nT,w（现场测量） 

≤60 -- 

旅馆 

建筑 

客房与上层房

间之间的楼板 

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Ln,w（实验室测量） 
＜75 ＜55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L’
nT,w（现场测量） 

≤75 ≤55 

办公 

建筑 

办公室、会议室

顶部的楼板 

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Ln,w（实验室测量） 
＜75 ＜65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L’
nT,w（现场测量） 

≤75 ≤65 

商业 

建筑 

健身中心、娱乐

场所等与噪声

敏感房间之间

的楼板 

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Ln,w（实验室测量） 
＜50 ＜45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L’
nT,w（现场测量） 

≤5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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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由于业主对浮筑楼板撞击声隔声的要求不同，本规程在附录中提供多种不

同类型的浮筑楼板构造做法提供参考。 

4.0.4  减振材料铺设过程中，在垫层与垫层间需用粘合剂或胶纸封闭粘接，固定

减振材料位置，避免施工过程中，由于用力不当而使减振材料移动，产生裂缝或

缝隙，从而产生声桥，影响隔声效果。 

4.0.5  为避“声桥”出现，铺设减振材料时要防止混凝土或水泥砂浆渗入垫层下

面，四周与墙交界处要用隔声垫将上层保护层与结构楼板隔开，因此需将减振材

料沿墙体上翻（或上返），且上翻高度应不低于保护层面。 

上翻常见做法有两类，一类是减振材料直接沿墙体阴阳角上翻至墙体固定；

另一类是减振材料墙角处楼面满铺，再墙面竖向粘贴减振材料。 

4.0.6  楼层有时为了美观，照明管线和设备电源管线往往敷于楼面下。楼面如有

暗敷管线需求，对于满足低限要求的浮筑楼板，应保护层预留管槽，管道施工完，

并用水泥砂浆保护。对于满足高要求的浮筑楼板，应在保护层上另设一层填充层，

将管线敷设在填充层中。填充材料可选用材料为 1 :6 水泥焦渣或 LC7.5 轻骨料混

凝土，也可用水泥陶粒、水泥珍珠岩或细石混凝土。楼板构造做法可参考图 5。 

 

图 5 增设填充层的浮筑楼板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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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2  减振材料为聚乙烯或聚氨酯材料，具有一定的可燃性，因此，在施工过程

中应加强防火管理，在进入施工现场过程中、安装施工过程中以及未完成保护层

铺设前，严禁明火作业。 

5.1.3  浮筑楼板施工过程中容易因材料破损、保护层养护不完全等出现声桥或空

鼓，从而影响浮筑楼板的声学性能。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应做好半成品、成品的

保护，避免因施工不当而造成质量缺陷。 

5.2 施工准备 

5.2.2  基层表面应保持干燥、干净。基层表面如有积水，需及时清除并待基层干

燥后再进行铺设。另外，铺设减振材料前应清除结构层表面的杂物和垃圾，保证

减振材料铺设之前基层平整、干燥。基层表面平整度太差会产生空鼓，因此，本

规程基层表面平整度允许偏差不大于 5mm。 

5.2.3  市面上常见的减振材料大多为聚乙烯或聚氨酯材料等，该类材料具有一定

孔隙，吸收水分后容易造成混凝土或砂浆漏浆，出现声桥，导致浮筑楼板失效。

另外，该类材料也具有一定的可燃性，存放不当易引发火灾。因此，在材料存放

中应注意阴凉干燥，并防止阳光直射。 

5.2.4  浮筑楼板施工中如果使用破损的减振材料，会导致声桥产生，并容易出现

空鼓现象，严重影响浮筑楼板的质量和使用效果，因此，在施工前应对减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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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进行检查，严禁使用破损的减振材料。 

5.2.5  施工前做好样板工程的目的：一是使施工人员预先掌握施工操作关键等；

二是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三是作为工程质量标准的参照物（标准）。 

5.3 施工要点 

5.3.2  减振材料拼接处是浮筑楼板施工中容易出现声桥和空鼓的地方，减振材料

平整铺设，板缝相互对齐，沿同一方向铺设，可减少声桥和空鼓出现的几率。 

5.3.3  为避“声桥”出现，铺设减振材料时要防止混凝土或水泥砂浆渗入垫层下

面，四周与墙交界处要用隔声垫将上层保护层与结构楼板隔开，因此需将减振材

料沿墙体上翻（或上返）。墙体设踢脚线的，减振材料上返至踢脚并用建筑密封

胶密封。 

5.3.4  减振材料铺设过程中，在垫层的拼接缝隙需用胶纸封闭粘接，防水胶带在

拼接缝两侧宽度大致相等，固定减振材料位置，避免施工过程中，由于一侧用力

不当而使减振材料移动，产生裂缝或缝隙，从而产生声桥，影响隔声效果。而挤

出胶带内的气泡、抹平胶带褶皱可减少空鼓问题出现的几率。 

6 工程质量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1  浮筑楼板属于建筑装饰装修部分工程，故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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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 

6.1.2  对于浮筑楼板验收的检验批，目前尚未有相关标准对其进行规定。本规程

根据产品厂家实践经验，以 5 万 m2 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6.1.3  本规程将涉及主要功能等起决定作用的项目列为主控项目。而一般项目大

部分为外观要求，不涉及使用安全和隔声性能。考虑到我市各施工水平参差不起，

故允许 10%以下的抽查样本缺陷。 

6.1.4  基层处理、减振材料上翻处理、减振材料铺设和防水胶带粘贴情况是浮筑

楼板施工的要点，而上述内容又属于隐蔽工程，因此，需要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

必要的图像资料以确保施工质量。 

6.2 主控项目 

6.2.1  减振材料的质量是决定浮筑楼板隔声减振性能的关键因素，不同品种、不

同厚度的减振材料，其撞击声隔声量有明显的差距。以某厂家生产的减振材料为

例，低密度发泡轻质减振材料的 5mm 厚减振材料要比该材料 3mm 的撞击声改善

值提高 2dB 以上，而同一厂家的低密度发泡轻质减振材料和中密度聚氨酯阻尼

减振材料，在厚度相同的情况下，后者撞击声改善值明显优于前者。因此，减振

材料进场后，应进行质量检查和验收，应对其品种、厚度和性能进行质量检查和

验收，保证其符合相关要求。 

6.2.4  浮筑楼板撞击声压级是决定浮筑楼板是否合格的主要指标要求，因此，在

单位工程验收前，必须对楼板的撞击声压级进行检测，满足设计文件要求和国家

现行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 的有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