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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建筑施工技术有利于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建筑项目施工中应用这一技术,是生态环保理念的重要实践。基于此,本文先

论述了绿色建筑施工的内涵与意义,然后具体分析了绿色理念下的建筑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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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建筑施工的内涵与意义 

1.1绿色施工内涵 

绿色建筑施工是在保证项目基本安全、质量的前提下,以科学管理和

现代化技术为支持,实现能源、土地、水源、材料和环境的节约与保护,

降低项目施工对周围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活动。 

1.2绿色施工意义 

在我国土地资源越发紧张,建筑施工对环境造成的压力逐渐增大的

情况下,绿色建筑施工技术应用不仅会对环境起到保护作用,而且还能

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经济与环境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绿色建筑施

工技术能改善环境,健康、舒适的环境有利于提高人们幸福感,更积极地

参与工作。 

2 绿色理念下的建筑施工技术分析 

2.1节能技术 

从建筑能耗方面看,建筑构造体系与能源供给体系的优化应用一定是

今后的重要方向之一。太阳能供暖系统等热电冷联供系统将逐渐占据主流

位置,同时建筑墙体用到的楼板地面材料、保温材料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发挥控制能耗的作用,达到墙体、屋面保温的效果,并能够结合外界气温的

情况自行调节室温。而对室内设备系统的技术应用而言,其冷热量输出控

制设备时室内调节温度的末端装置,在控制设备的运行时智能控制系统的

基本依据是使用者的实际需求,这不仅能够很好的为使用者提供适宜的室

内环境,同时还能够达到节能的目的。 

2.2室外环境技术应用 

采用室外环境技术不仅能够实现对所获得的土地资源的最大限度的

使用,同时还能够实现对环境的保护,使建筑物与周边环境达到彼此协调

的状态。具体地说,技术人员应当结合建筑范围中的风向、水流、气流、

日照周期、日照时长等各种条件,科学地规划建筑物的高度、朝向、形状

等,如果空间容积量不足需要提高时,也可通过减小公共建筑土地的使用

面积予以实现。当建筑施工过程中涉及到要规划地下区域时,可通过增设

停车场予以解决。在进行室外环境设计的过程中,设计人员的重点通常都

放在热环境、光环境、风环境上面,而绿化带技术、光污染控制、风环境

优化技术、声污染控制等也都需要被给予一定的关注。 

2.3绿色化材料利用 

在挑选建筑材料的过程应当科学把握材料和节能二者的联系,其中就

包含了废弃材料的回收使用、建筑施工、建筑结构等诸多层面。比如说对

于建筑结构而言,应当首选节能建筑材料从而确保维护结构的抗震性和保

温性,特别是在选择保温材料时,应当注重其抗腐蚀性、环保性等诸多特性,

从而降低后续装修过程中对于最初技术布局的修改量。对废弃材料来说,

如能在经过了二次处理之后仍可展现其使用价值就予以保留,反之则应当

秉承环保和节能的原则将其妥善处理。 

2.4水资源规划 

在绿色施工技术中,设计人员对水资源规划的研究通常是从水资源使

用、节水设施以及供水系统的改进三个角度展开的。详细地说,建筑供水

系统的改进应当始于安装阶段,在防止管网破损时,还应当通过对密闭性

能好、质量水平优异的阀门管件的使用来确保管网的服役年限,在具体的

使用过程中也要迅速查出管网的受损情况,从而尽可能地减小对水资源的

浪费。在进行民用建筑的设计时,也可通过增设节水器具,并根据建筑物的

实际用途来设定用水额度,亦可采用设计储水设施的方式来对高峰用水期

可能出现的缺水问题予以解决。 

2.5室内环境控制 

首先是对于声环境控制的研究而言,可从材料的使用与建筑布局两个

层面着手,减震楼板、吸声材料、建筑隔声墙等的使用都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优化室内声环境。其次是对于光环境优化的研究来说,由于建筑物的室

内、外光环境之间的关系紧密,根据自然采光与人工照明的具体需要,在进

行施工时要确保空间照度与建筑物的实用性,使其采光性能够达到建筑物

的交付标准。一般设计人员会通过装设导光筒、采光天窗等方式来达到目

的。然后是空气质量,应当采用科学的设计来获得必备的通风条件,并进行

PM2.5、CO2等的实时监测,与此同时,在建筑物交付使用的前期,还应做好

甲醛等新型有害污染物的监测,从而保障室内空气质量。 

2.6施工过程技术控制 

对施工区域实施组织管理与环境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这不

但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科学使用,还有效地降低了有害物质对自然的破

坏。与此同时,在施工过程中还需尽量减少对能源的使用,可以通过采用提

前做好能源使用计划的方式,或者采用制定用能指标的方式来予以实现。

在施工的过程中,项目管理人员还应做好人员安全管控和组织规划,从而

确保绿色建筑施工的正常开展。 

3 结语 

建筑工程施工本身就是一项能源与资源消耗较多的项目,建筑施工也

会带来空气污染、噪声污染、水污染等。为了实现建筑施工的可持续发展,

有必要落实绿色环保的施工理念,合理应用施工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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