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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彩色 EPDM 环保颗粒地面施工工法

1 前言

目前常用的地面主要是水泥地面或者是沥青路面，但在特殊的

场合需要特殊类型的地面做法，比如运动员常用的跑道，幼儿园的游

乐场所，都需要一些柔性较好的地面，保护人员在摔倒的时候不易受

伤，而且目前随着人员健康的需要，体育场馆也越来越多；另外目前

中小学的普及教育，遍及小区的幼儿园都对柔性地面提出要求。

EPDM 环保颗粒具有颗粒均匀饱满、弹性好、易施工、成本低廉等

特点，很适应于目前越来越多的柔性地面需求，同时该地面还具有便

于维修等各类优点，非常适合目前的地面需求。

柔性彩色 EPDM 环保颗粒地面的施工，目前在国内尚属新材料，其

施工工艺尚不多见，本工法在衢州市足球场、田径训练中心工程施工、

衢州市柯城区教工幼儿园（教学楼）改扩建工程、智慧新城幼儿园建

设项目-九龙幼儿园项目施工中进行应用，得到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

益。

EPDM 地面设计做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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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点

2.1 柔性彩色 EPDM 环保颗粒地面具有色彩鲜艳，色泽亮丽，美

观度高，经过日晒雨淋依然能保持良好的色彩，具有良好的抗老化性

能和耐侯性能，其使用寿命长。。

2.2 该颗粒具有弹性好，用于健身场所或幼儿园等场所时，能吸

收强劲的冲击力，减少运动造成的伤害，对人员的保护效果好，人员

即使摔倒也不易受伤。

2.3 该颗粒均匀饱满、大小一致，地面成型后表面平整顺滑，

其表面厚度、平整度较好。地面摩擦力适中，人员在地面上行动不易

摔跤。

2.4 本工法采用的 EPDM 环保颗粒重量轻，便于施工，人工成本

低。同时该材料本身成本低，降低了施工成本，经济效益比较显著。

2.5 采用本工法施工成型的地面，质量有保证，不易起皮、起

泡，即使破损维修也极为简便，为后续运维提供便利。

3 适用范围

本工法适用于室外有运动需求的场所，特别适用于幼儿园、操场

室外体育场馆、跑道、室外球场（篮球、羽毛球等）、最近流行的公

园游步道等有运动需求的场所。

4 工艺原理

柔性彩色EPDM环保颗粒地面主要是利用EPDM环保颗粒具有弹性

的特点，搭配各类彩色骨料做成混合颗粒，通过先塑形，然后再用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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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材料进行粘结的办法进行施工，将各类材料的优秀性能进行结合，

形成了既施工简单又具有良好效果的地面。

5 施工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5.1 工艺流程

施工现场准备→调配材料→材料搅拌→现场放样→验收图样→

运输混合料→混合料摊铺→初步成型→压实→边角修补→面层施工

→干燥除湿→养护→验收。

其施工工艺流程如图 5.1 所示：

图 5.1 柔性彩色 EPDM 环保颗粒地面施工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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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操作要点

5.2.1 施工准备

1）工作面准备：验收原基层的平整度和规定坡度是否合格，验

收基层的强度和稳定性，混凝土基层面积大于 36m2 是否有伸缩缝，

基层是否有裂缝或破损等质量问题。然后将基层清理干净，确保基层

干燥。

2）组织材料、机具设备、辅料及催化剂进场。

3）施工人员进场，进场人员不少于 4人，其中备料及运料不少

于 2人，摊铺 2 人。

4）技术负责人进行交底，弄清施工工艺、操作要点、工程重难

点、安全注意事项。

5）观察气温在 15-35℃之间，温度不宜过高或过低，也不能为

雨天，否则应采取针对性措施。

5.2.2 调配材料

1）根据地面厚度筛选相应厚度的 EPDM 彩色颗粒，按照 EPDM 彩

色颗粒与单组分胶水粘合剂以 6：1比例进行配比，称量做到准确无

误，颗粒颜色以现场实验数值进一步确定。

2）调配材料时，一般不添加催化剂，但当环境温度小于 10℃时，

可按比例 5-10‰添加催化剂。

5.2.3 材料搅拌

材料称量完成后，将 EPDM 彩色颗粒与聚氨酯胶粘剂按比例投入

到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持续时间不得少于 5 分钟，搅拌时按向心方向，



- 5 -

使胶料表面完全被胶水粘合剂润滑为止。

5.2.3 材料搅拌

5.2.4 现场放样

根据深化设计图，在不同图案边缘画/弹出所需的边线，图案要

清晰拐角点处必须明晰，若标高不同时还应画出标高。

5.2.4 现场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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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验收图样

图样按建筑物施工放样标准进行验收，针对各个角点部位进行重

点检查，对整个图案的外观进行判断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5.2.6 运输混合料

将搅拌好的混合料运至指定地点，搅拌场所不应距离施工地点过

远，运输过程中采用小车或有一定封闭性的容器如簸箕、盆等运送，

距离较远时禁止采用铁铲等工具，防止路上洒落。

5.2.7 底油涂布

再次检查基层，在满足要求的基层上先用丁酯清洁表面，不能存

在任何杂物、尘土、水或水渍、油渍等，把粘结剂按 3～4 倍添加稀

释剂进行稀释后搅拌均匀，再在基础面上均匀涂上一层底胶，增加基

层的粘性，防止其产生空鼓或其它质量问题。

5.2.7 底油涂布

5.2.8 混合料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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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混合料沿着一角/边开始摊铺，摊铺整体倒退着从里而外进行，

将料在各处摊铺均匀，每堆料也大小一致，中间有衔接。

5.2.8 混合料摊铺

5.2.9 初步成型

将摊铺完成后的料按地上放样线条或图案位置用推刀将料推平，

不得超过控制线，多余的铲至其余区域，不够的区域再少量接料进行

摊铺。

5.2.10 压实

此时将初步成型的料用加热或沾肥皂水的拍板拍实，将接缝处拍

平，做到整体厚度均匀且无明显接缝，此时由专人对其平整度进行检

测，不符合要求之处进行整改，高处再压平，低处添加混合料进行修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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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0 压实

5.2.11 边角修补

将靠近墙角的阴角部位、窨井盖、安装管道、图案的边角等部位

用镘刀慢镦，将其修平修直，整体效果平顺牢固、图案美观。

5.2.11 边角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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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面层施工

部分地面设计分成两层施工，一层基层，另一层为面层，面层施

工步骤同 5.2.8-5.2.11，但面层需要在底层充分凝固后方能施工面

层。

5.2.13 干燥除湿

面层施工完成后开启鼓风机及热风机、电烫子等进行干燥，除湿，

让粘结剂尽快凝固。

5.2.14 养护

在粘结剂未完全凝固之前，将施工完成的场地进行封闭、隔离养

护，养护期间防止雨水、灰尘等杂物渗入，必要时采取完全覆盖等措

施。

5.2.15 验收

养护完成后，通知相关方进行验收，直至移交。

6 材料与设备

6.1 材料

本工法涉及到的主要材料有：EPDM 环保颗粒、聚氨酯胶粘剂、

稀释剂、清水、肥皂水、催化剂等。

6.2 设备

机具设备主要有：拍板、磙子、小车、搅拌机、耙、电烫子、鼓

风机、吸尘器、角尺、全站仪、靠尺、三针测厚仪、钢卷尺、红外线

定位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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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量控制

7.1 执行标准

7.1.1 《工程测量标准》 GB50026-2020

7.1.2 《城市测量规范》 CJJ/T 8-2011

7.1.3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09-2010

7.1.4 《建筑工程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2013

7.1.5《溶剂型聚酯聚氨酯胶粘剂》 HG/T2814-2009

7.1.6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

GB/T50375-2016

7.1.7 《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GB36246-2018

7.1.8 《合成材料健身步道面层能用技术要求》

DB43/T1762-2020

7.1.9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

GB18586-2001

7.1.10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50210-2018

7.2 质量控制措施

7.2.1 现场如果为室外工程，其放样尺寸应满足以下要求：

表 7.2.1-1 室外工程地面放样标准

项目 尺寸要求 允许偏差（mm）

边界线位置 设计要求 +50

等高线位置 设计要求 +10

地形相对高程 设计要求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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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为室内施工该类地面，其放样尺寸应满足以下要求：

表 7.2.1-2 室内工程地面放样标准

序号 放样内容 允许偏差（mm）

1 轴线点 +4

2

外轮廓主轴线长度

L（m)

外轮廓主轴线长度

L（m)

L≤30 +5

3 30 ＜ L≤60 +10

4 60 ＜ L≤90 +15

5 900 ＜ L≤120 +20

6 120 ＜ L≤150 +25

7 150 ＜ L≤200 +30

8
L>200 按 40%的施工限差取

值

7.2.2 基层铺设前，其下一层表面应干净、无积水。

7.2.3 基层的标高、坡度、厚度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基层表面

应平整，其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7.2.3 的规定。

表 7.2.3 基层表面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表面平整度 +5
用 2m 靠尺和楔

形塞尺检查

2 标高 +8 用水准仪检查

3 坡度
不大于房间相应尺寸的

1/500，且不大于 30
用坡度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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