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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木基层涂饰工程中往往因木基层处理不当造成涂饰效果差，甚至出现大量的质量问题，本

文结合木基层涂饰工程的特点、常出现的质量问题和施工经验，提出对木基层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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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家庭装修中大量

采用木制书架、书桌、木护墙、木墙裙、木隔断、木博

古架、木装饰线、门窗贴脸等；木材除本身木质素外，

还含有油脂、单宁素等。这些物质的存在，使涂层的

附着力和外观质量受到影响，因此，必须对木基层做

加工和处理。

# 木基层涂饰工程特点

涂料饰面具有色彩丰富，质感逼真，附着力强，

施工方便，省工省料，工期短，工效高，造价底，经济

合理，维修方便等特点。

/ 对木基层的要求

/2 # 基层含水率不得大于 #/3 （质量分数）。

/2 / 制品表面应平整，无尘土、油污等脏物，施工前

应用砂纸打磨 。

/2 & 制品表面的缝隙、毛刺、脂囊和节疤应剔除后

用与木纹相同的木料修补，木料表面的树脂、单宁素

和色素等应清除干净。

& 质量问题及原因

&2 # 起泡

涂膜在干燥过程中或高温高湿条件下，表面出

现许多大小不均、圆形不规则的突起物。原因是木

材基层含水率过高；木材本身含有芳香油或松脂，当

其自然挥发时，耐水性低的涂料用于浸水物体的涂

饰，油腻子或底层涂料未干时施涂面层涂料。

&2 / 涂膜开裂

由于面层涂料的伸缩与底层不一致而使表面开

裂，从而涂膜产生细裂、粗裂和龟裂。 原因是木材

的松脂未除净，在高温下易渗出涂膜而产生龟裂。

&2 & 涂膜脱落

涂膜开裂后失去应有的粘附力，以至形成小片

或整张揭皮脱落。原因是基层处理不当，没有完全除

去表面的污垢、锈垢、水气、灰尘或化学药品等。

&2 1 网粘

涂料超过规定的干燥时间涂层尚未全干，涂料

的表层涂膜形成后，经过一段时间表面仍有粘手现

象。原因是木材表面的脂肪酸未处理干净。

&2 $ 渗色

面层涂料把底层涂料软化或溶解，使底层涂料

的颜色渗透到面层，造成色泽不一致的现象。原因是

木材中含有某些有机染料、木胶等，如不涂封底涂

料，日久或高温下，易出现渗色。

1 木基层的处理方法

12 # 表面毛刺、污垢等的处理方法

12 #2 # 毛刺 毛刺可用火燎法、湿润法或砂纸砂磨。

木材表面的木毛、边棱用一号以上砂纸打磨，先磨线

角后磨平面，要顺木纹打磨，如有小活翘皮、重皮处

则可嵌胶粘牢。

12 #2 / 油脂和胶渍 油脂和胶渍可用温水、肥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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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水等清洗，也可用酒精、汽油或其他溶剂擦拭掉。

若用肥皂水、碱水清洗，还应用清水将残余的肥皂水

和碱水洗刷干净。

!# $# % 树脂 树脂可采用溶剂溶解、碱液洗涤或烙铁

烫铲等方法清除。常用的溶剂有丙酮、酒精、四氯化

碳等。溶剂去脂效果好，但一般价格较贵，且易着

火；使用时注意安全，以防火灾。

常用的碱液是 &’ ( "’ （质量分数）的碳酸钠

水溶液或 !’ ( &’ （质量分数）的苛性钠 （火碱）水

溶液。若将碱溶液和丙酮水溶液按 !) $（质量比）掺

合使用，效果更好。但碱液去脂，易使木材颜色变

深，所以只适用于深色涂料。

用烙铁加热法，当树脂受热渗出时铲除，可反复

几次至无树脂渗出时为止。

以上处理只能解决渗露于木材表面的部分树

脂。为防止内部树脂继续渗出，宜在铲去脂囊的部

位，涂一层虫胶漆封闭，在节疤处用虫胶漆点涂 * (
% 遍。

!# $# ! 清除单宁素 清除单宁素可用蒸煮法和隔离

法。单宁素多在栗木、麻栎木等中含有，如不消除将

会与某些颜料发生化学反应，得不到预期的颜色，严

重影响装饰效果。

!# * 找平、磨光

除高级细木活外，一般制品表面应用腻子刮平，

然后用砂纸磨光，以达到表面平整的要求。应根据

木制品的精度要求选择不同型号的砂纸进行磨光。

!# % 漂白

对于浅色、本色的中、高级清漆装饰，应用漂白

的方法将木材的色斑和不均匀的色调消除。漂白一

般是在局部色深的木材表面上进行，也可在制品整

个表面进行，其方法如下：

!# %# $ 过氧化氢漂白 过氧化氢俗称 “双氧水”。常

用浓度为 $&’ ( %+’ 。用双氧水（%’ ）$++, 和氨水

（*&’ ）$+ ( *+, 的混合液，均匀涂在木材和木夹板

表面，涂刷后 * ( %-，木材和木夹板表面就均匀白

净，不需再做任何处理，就可以进行油漆工序。但氨

水掺量不宜过多，否则，反而影响白度。

!# %# * 草酸漂白 使用草酸漂白，应配成以下三种

溶液：!在 $+++./ 水中溶解 0&, 结晶草酸。"在

$+++./ 水中溶解 0&, 结晶硫代硫酸钠 （俗称 “大苏

打”、“海波”）。#在 $+++./ 水中溶解 *!# &, 结晶硼

砂。配制这三种溶液时，均将蒸馏水加热至 0+1左

右，在不断搅拌下，将事先称量好的固体颗粒放入蒸

馏水中直至完全溶解，待溶液冷却后使用。使用时，

将草酸溶液涂在木材表面上，约间隔 ! ( &.23，稍干

后再涂硫代硫酸钠水溶液，干燥后木材即变白。若木

材的颜色尚未达到要求的白度，可在局部重涂。白度

达到均匀后，在涂刷硼砂水溶液，使木材表面湿润即

可，并随时用清水洗涤和擦拭干净。

!# %# % 次氯酸钠漂白 先用 %’ （质量分数）次氯酸

钠水溶液 （0+1 ）涂刷木制品表面，过一段时间

（%+.23），再用 +# &’ （质量分数）的醋酸溶液涂刷。

重复前述操作，直至木料表面变白为止。

!# %# ! 碳酸钠与双氧水漂白。先在木料表面涂刷

$&’ （质量分数）的碳酸钠水溶液，约 &.23 后，擦去

表面渗出物，再用 !) $ 的双氧水溶液涂刷，待达到要

求后，再用湿布擦净表面。

!# %# & 二氧化硫漂白 细木雕刻或烫花的小型高级

木制品，可放于密闭的室内，利用燃烧硫生成的二氧

化硫的氧化作用进行漂白。

!# %# " 漂白粉漂白 先将 &’ （质量分数）的碳酸

钾与 &’ （质量分数）的碳酸钠按 $) $ （体积比）

配成 $+++./ 水溶液，再放入 &+, 漂白粉，搅拌均

匀。用该溶液涂刷木材表面，等漂白后用 *’ （质

量分数）的肥皂水或稀盐酸溶液清洗被漂表面，并

擦拭干净。

注意事项：漂白剂多属于强氧化剂，储存和使用

中，不同质的漂白剂不得混合（只能在木材表面上混

合），否则会引起燃烧和爆炸；配制成的漂白溶液不

得装在金属容器内 （用玻璃或陶瓷容器），以免与金

属发生应而变质；漂白剂对人体皮肤有腐蚀作用，操

作时应戴橡胶手套和面具。

!# ! 着色

在显木纹油漆施工时，为了使木纹底色均匀一

致，必须对其进行着色处理4 木材表面着色，可采用

物理或化学着色方法。

!# !# $ 物理着色 物理着色是填充，一般分为水色、

酒色和油色三种。水色是颜料的水溶液，配制水色颜

料用酸性颜料。酒色颜料一般是将碱性颜料撒在酒

精漆片中 （虫胶漆）。油色是用氧化铁系颜料，哈巴

粉、锌钡白、大白粉等调入松香水中再加入清油或清

漆等。

!# !# * 化学着色 化学着色是染色，是用染料与木材

中的木纤维发生化学反应而着色。

!# & 填管孔 5又称“生粉”、“润粉”6
涂刷清漆时，在表面满刮一层稀色腻子，即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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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填孔材料 （大白粉或滑石粉加胶粘剂和适量颜

料），将木材的管孔全部填塞封闭，称为 “填孔”。常

用的填孔料分水性和油性两类。

!# $# % 水性填孔料 水性填孔料主要用水与体质颜

料 （如大白粉、滑石粉等）和少量着色颜料调配而

成。用于粗纹孔材表面，要调稠些（如糊状）；用于细

纹孔材表面，要调稀些（如粥状）。

!# $# & 油性填孔料 油性填孔料的组成基本与油腻

子相同。因其粘度、用法与配方的不同，分为油粉子

和填孔油腻子。前者粘度比后者稀，可用手工擦涂或

滚涂；后者多用于粗纹孔材表面，用手工刮涂。油性

填孔料的配合比见下表 ：

表 % 油性填孔料的配合比

配合比（质量比）
材料名称

石膏 $’ (&# $
大白粉 $) $$

清油 %) * %$# $
油性清漆 ’

松香水 !! !) &$ %+
松香 %&

水 ’# )
着色颜料 适量 适量 适量

油粉子（一） 油粉子（二） 油粉子（三） 油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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