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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住新居没多久，卫生间漏水，惹得楼下

邻居频频投诉；雪白的墙壁上，黄黄的水渍和斑

驳的墙皮让人看了就心烦……国内某知名网站

日前进行的安居质量大调查显示， 家庭装修中

的防水问题对网友居住质量以及幸福指数的影

响颇大。 在网站收到的 8840 多份调查问卷中，

高达 44.1%的网友认为，居住时最令人头疼的问

题之一是房屋渗水、漏水。

投诉案例：买防水材料屡次遭遇

假货

家住北京大兴的杨女士， 在装修自家卫生

间时，先后买了 3 次防水材料，都不尽如人意。

“厕所防水先后做了 3 次，花了 2 万多元，既花

钱又费事儿，你说烦人不烦人？ ”提起这事儿，杨

女士就气不打一处来。

2010 年， 杨女士在北京大兴买了一套毛坯

房。 今年 4 月，新家的装修工程动工后，她在北

京七里庄建材市场买了一种防水材料供施工队

使用。 没想到，做完卫生间防水进行闭水试验时

居然漏水。 杨女士告诉记者：“瓦工师傅对我说，

我买的这种防水材料名气不大， 可能质量不过

关，建议我重新买材料，重做防水。 ”

杨女士第一次购物时的凭证没有保留，也

不记得是在哪个摊位买的，只能自认倒霉。 第二

次，杨女士换了一家经销商，购买了邻乐牌防水

产品。 多了一个心眼儿的她让经销商开具了正

式发票，并写明“假一赔十”。

杨女士对记者说：“按常理， 经销商敢开发

票，说明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于是我放心地用

了。 哪知一桶材料不够，我只好再去经销商那里

买一桶。 可是拿回家一比较，我发现，两次购买

的邻乐牌防水产品包装不一样，商标一个大，一

个小，肯定有一桶是假的。 ”杨女士向建材市场

进行了投诉，经过市场的调查了解，果然发现第

二桶是假货，销售商不得不兑现“假一赔十”的

承诺，杨女士获赔 1100元。

发现邻乐有问题后， 她决定改买知名度较

高的雨虹牌防水材料。 这桶雨虹牌防水产品合

格证上写的生产日期是 2011年 3月 4日， 保质

期为 1年。 杨女士的购买日期是 2012年 4月 18

日，显然此产品已过期。 而且，杨女士还发现，该

桶产品盖子有些松动，防伪电话也打不通，杨女

士据此认为这桶产品是假货， 要求经销商赔偿

相关损失。 经销商却认为，过期产品不代表是假

货，产品可以退货，但拒绝赔偿。

杨女士无奈地对记者说：“我买了 3 次防水

材料，3次都不让人省心。 不提我反复跑好几次

市场买材料浪费的时间、精力，单说工人做了 3

次防水，连工带料就花了 2万多元。 防水材料怎

么假货这么多？ 还能不能让人放心用？ ”

市场现状：产能过剩、假货横行

建筑防水材料行业已经由 30 年前的一个

小行业， 发展成今天建筑工程必不可少的重要

部分，关系到建筑安全、民生工程、环境保护和

建筑节能等方方面面。 然而，据深圳市防水专业

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瞿培华向记者透露， 由于种

种原因，防水材料行业面临价格战激烈、假冒伪

劣材料横行等诸多问题。

据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常务理事卢桂才介

绍，漏水问题在建筑中非常普遍，防水材料存在

质量缺陷是造成漏水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直言

不讳地表示，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建筑防水材料

生产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严重，产业结构不合

理，市场集中度不高。 目前我国防水材料行业年

产量达 60 亿平方米， 是市场需求的 6 倍。 企

业为了生存， 低价竞争成为主要销售模式， 再

加上防水工程大多数为隐蔽工程， 短时期内难

以发现渗漏现象， 因此， 部分企业为了获取利

润， 生产假冒伪劣产品， 并占据了一定的市场

份额。

对缺乏专业知识的消费者来说， 买防水材

料时认品牌也许是最简单的方法。 但是， 有业

内资深人士告诉记者， 就算是购买大品牌的产

品也未必有质量保证。 据他透露， 防水材料市

场早被假冒伪劣产品挤占了大部分， “套牌”

产品盛行， 即使产品贴着品牌企业的商标， 也

很难保证就是合格的正品。

一名做防水材料 10 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

卖假货比卖真货利润大得多， 这是导致市场乱

象的核心问题。 “作为专卖店， 我进一桶正品

材料的价格是 300 元， 销售时卖 330 元， 一桶

才挣 30 元。 如果现在有人给你提供假货， 而

且能以假乱真， 挣的钱超过卖真货好几倍， 你

说经销商会不会动心？” 他对记者说。

专家支招： 亟须培养专业防水

施工人员

业之峰装饰集团工程客服总监房敬祥告诉

记者， 除了防水产品的质量外， 材料的使用方

式、 施工工艺等都会对最终的防水效果产生影

响。 房敬祥认为， 防水材料生产企业与品牌家

装公司应进一步合作， 通过各种渠道， 加强对

防水材料的识别、 使用、 施工等各方面知识的

宣传。

北京居然之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总

监金汉坤认为， 无论是装修“游击队” 还是品

牌家装公司， 都有专业的瓦工、 水电工， 但是

没有专业的防水施工工人， 这部分工作往往由

瓦工或者带队的班长来代替完成， 无法识别产

品质量、 不够专业的施工方法往往会引发后期

的一些问题。

业内专家认为， 防水材料生产企业与品牌

家装公司做好配合， 双方共同培养一批专业的

防水工程人员已经成为家装行业的当务之急。

对此， 东方雨虹防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

监蒋凌宏表示， 东方雨虹愿意派出专业防水技

术人员到各大品牌家装公司进行培训指导， 为

家装公司提供正规产品， 协助家装公司培养专

业的防水工程人员。

(据《中国消费者报》)

防水材料假货多 家装隐患惹人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