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技术研究 
第 5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64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绿色理念下建筑施工研究 
 

周君心 

金业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DOI:10.12238/btr.v5i3.3980 

 

[摘  要] 在绿色理念下,为保证建筑工程施工建设的有效性与环保性,则需要从多个领域入手,落实绿色

开发理念,如规范化绿色施工管理、绿色施工方案规划、施工过程绿色管理、扬尘的控制和降低、节水

与水资源利用、施工中的土壤保护、建筑工程节电技术、绿色节能材料应用等。本文就绿色理念下,

建筑施工工作进行研究分析。 

[关键词] 建筑工程；绿色开发；施工管理；节能建材；组织管理 

中图分类号：TU761.4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building construction under the green concept 
Junxin Zhou 

Jiny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Abstract] Under the concept of green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various fields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such as standardized gree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green construction scheme planning, 

construction process green management, Dust control and reduction, water saving and 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soil protection in construction, power saving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green 

energy-saving materials, etc.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work under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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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生态环保工作大环境下,我国建筑行业进入全新阶段,为

秉持环保绿色开发原则,在建筑施工建设时,需要合理应用绿色

施工技术、环保施工材料,合理控制建筑开发成本,降低建筑施

工能耗,保证工程开发建设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1 绿色施工意义 

建筑行业发展时,为有效转变建筑行业高能耗、高污染的发

展模式,则需要全面落实绿色施工理念,秉持绿色项目开发原则,

建构绿色环保、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安全可靠的建筑行

业发展模式,为我国建筑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为实现该

目标,则需要对绿色理念进行有效地推广普及,基于相关的法律

法规,促使绿色开发理念得到强制落实。 

2 绿色理念下建筑施工探究 

2.1规范化绿色施工管理 

绿色施工理念下,为保证建筑绿色施工的有序性,则需要针

对绿色施工管理工作进行不断规范健全,保证绿色施工理念,可

有效渗透到施工管理当中。为此,部分单位进行绿色建筑施工时,

则通过标准化与规范化制度的建设,为绿色施工管理提供强有

力的制度约束,以保证绿色施工管理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在具体绿色施工管理制度进行规范化时,应当从多个节能

环保方面入手,如节水、节电、节能、文明、环保、效率、安全、

质量等,保证绿色施工管理的有效性与可行性。为实现预期绿色

施工管理要求,则需要契合建筑施工建设的主要污染特点,设定

严谨的施工管理要求,如施工区域扬尘颗粒浓度的标准、施工作

业区域的土壤保护对策、施工人员的绿色施工理念、施工噪音

的最大阈值等,为后续的施工建设管理提供有力参考与指导。 

2.2绿色施工方案规划 

笔者认为,在建筑项目进行绿色施工管理时,为确保实现项

目绿色环保开发的预期目标,则需要契合建筑项目开发的技术

标准、质量要求、性能要求、工期要求等,对绿色施工方案进行

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并由专业的机构进行审批,保证绿色施工

组织方案的可操作性与经济性。实际绿色施工方案进行规划设

计时,可从以下方面入手进行设计优化。 

其一,针对施工项目的环境保护要求,制定科学严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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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方案,以及出现突发问题的环境保护应急预案,保证在施工

建设阶段,有效平衡环境保护、施工建设的关系,实现绿色文明

施工建设,有效提升施工质量与效率。 

其二,在施工组织方案设计优化时,则需要考量建材的能耗,

遵循节能降耗的建材采购原则。在保证建筑施工材料与质量,

均达到项目建造标准的前提下,优先选择新型的节能建筑材料,

并对建筑开发成本进行合理控制,避免超出项目建造预算。而在

具体的建材处理与加工阶段,应当避免建材的浪费,实现对建筑

材料的科学合理利用,如模板的重复利用,有效降低建筑开发的

能耗,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2.3施工过程绿色管理 

施工过程作为绿色施工管理的核心,需要从多个工作方面

入手,才可有效落实绿色施工理念,提升建筑施工管理效率与质

量。为实现预期工作开展目标,施工管理人员,则需要从项目策

划、材料管理、施工准备、现场管理、技术变更、质量监管、

项目验收、项目运行等多个方面,实现对建筑项目的全过程绿色

施工管理,促使绿色施工管理思想得到有效贯彻,实现建筑工程

开发施工的预期效果与目标。 

2.4扬尘的控制和降低 

扬尘作为建筑绿色施工控制的重点因子,必须对建筑施工

现场的扬尘进行有效控制,降低扬尘对周边大气环境的污染。鉴

于扬尘的产生,来源于建筑施工的多个环节,为此在扬尘控制时,

必须将绿色施工理念进行全面贯彻落实,才可保证扬尘控制的

有效性与可行性。 

如在建筑材料进行运输过程中,必须对运输环节进行严格

的管理控制,避免出现大量的扬尘,影响到建筑项目的绿色施工

管理成效。为此,在具体施工管理阶段,需要对进出建筑现场的

车辆进行严格的封闭处理,并对运输车辆承载的物品进行检查,

避免建筑废料、有害物质,在运输过程中出现遗漏,对交通安全

造成影响,且污染到大气环境。通过对车辆进行有效的清洁处理,

进而对相关问题进行有效规避。与此同时,在建筑施工区域进行

土方作业时,必须落实洒水降尘工作,并及时对土方转移的土壤

进行覆盖,避免在土方作业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浮沉,对周边生

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在非作业区域的场地进行绿化管理时,应当及时开展喷淋

洒水、地面硬化、围挡等处理对策,进而有效规避扬尘问题的出

现,实现对扬尘数据的动态监测与管理。部分单位进行混凝土项

目施工作业,为有效控制扬尘问题,则合理利用专用的吸尘器,对

混凝土表面的灰尘与残渣进行清除,消除扬尘问题的诱发因素。 

2.5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节水技术的合理应用,可有效提升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在建筑工程进行施工建设阶段,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若没有

采取科学合理的节水技术与施工管理,将导致大量水资源的浪

费,增加建筑工程开发的整体资源能耗。如污水的随意排放、基

坑积水问题、绿化用水、防尘用水等,都需要开展科学合理的水

资源管理对策。 

笔者认为,在绿色开发理念下,为保证建筑施工管理控制

的有效性,则需要不断提升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如在施工

作业现场的路面养护、绿化灌溉用水、降尘用水时,则可以合

理应用中性水,避免大量消耗市政自来水。在施工作业现场进

行水资源管理时,应当开展精细化管理控制,实现对水资源消

耗的严格合理控制,杜绝粗放式用水行为的出现,避免水资源的

浪费问题发生。 

与此同时,在节水工作开展阶段,应当契合建筑施工现场的

实际作业情况,科学合理地配置水资源回收利用装置,如机械清

洗用水系统、车辆清洗用水系统、雨水回收处理系统等,契合现

场作业的用水需求,对水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利用,实现对不同

类型的水源分类别使用,如中性水、雨水、自来水等,保证建筑

工程整体开发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2.6施工中的土壤保护 

在实际建筑工程进行施工建设时,为有效贯彻绿色施工理

念,则需要突出施工过程中的土壤保护工作。因为,在以往建筑

施工建设时,没有对土壤保护工作起到一定的重视,进而导致水

土流失、土壤板结、土壤侵蚀等问题的出现,给建筑项目的后续

运行造成很大影响。为此,在具体土壤保护工作开展时,应当对

施工区域裸露的土壤,利用砂石进行有效的覆盖,或快速种植成

活率高的表面植被,进而实现对土壤的生态保护,避免在实际施

工建设阶段,土壤结构受到较大的影响。 

由于土壤问题,主要集中为地表径流,造成的水土流失。为

此,在土壤保护工作开展的有效性,则需要科学合理地规划疏水

系统,对地表水进行快速疏导。为合理规避水土流失问题的发生,

可利用植被进行合理的覆盖处理。在土壤保护工作开展阶段,

需要特别注意施工现场残留的有害物质、有毒废渣,为避免对土

壤造成严重的生态污染,不可对有毒有害物质进行随意处理,必

须由具备相关资质的机构,对相关物质进行合理处理,并在项目

完成施工建设后,及时恢复由于工程建设受到破坏的植被,选择

合适的树木进行栽种,保证树木的成活率,体现出绿色建筑施工

开发的理念与要求。 

2.7建筑工程节电技术 

建筑工程开发建设时,为有效控制建筑物的开发能耗,则应

当合理采取建筑工程节电技术,降低建筑开发的电能消耗。在实

际电气设备使用过程中,应当不断总结工程管理经验,对电气设

备的使用管理方案进行优化,有效避免电气设备的无功消耗。与

此同时,在建筑工程节电工作开展阶段,应当合理普及节能照明

设备,并合理规划配置太阳能发电照明设备,合理利用清洁能源,

合理控制电气设备,对电能的消耗量。 

在相关电气设备机械进行操作应用时,为有效控制维修管

理成本,则需要对设备机械的运行进行科学管理,避免工作人员

违规操作,导致设备机械的超负荷运行,进而导致设备出现较多

故障,不仅增加了设备的运维成本,且对建筑工程的开发建设造

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在建筑工程节电管理时,需要契

合机械设备的运行,编制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案,保证施工现场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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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序地进行设备操作管理,充分发挥出机械设备的运行价值

与效能。 

2.8绿色节能材料应用 

笔者认为,在建筑工程进行绿色施工建设阶段,为实现绿色

施工开发目标,则需要科学合理地选用绿色节能环保材料,避免

增加建筑开发能耗。如部分建筑工程进行外墙施工作业时,为保

证外墙的整体保暖效果,则可以合理选择自保温的建筑材料,实

现建筑外墙的施工建设目标。鉴于自保温建筑材料的造价较低,

可有效提升建筑工程的开发经济效益。 

在建筑门窗与外围项目施工时,可合理选择新型的节能门

窗,有效节省成本,并控制建筑材料的能源消耗。基于双层幕墙

的施工建设,有效提高了建筑外围项目的建设效率与质量。由此

可见,在现代建筑工程开发建设时,为实现项目开发的绿色环保

要求、经济效益要求、质量安全要求,应当对市场中的绿色节能

材料进行多家比较,进而选择性价比更好的绿色节能材料,为后

续建筑工程的整体开发建设铺垫基石。 

3 总结 

综上,笔者重点阐述了绿色施工的具体措施,旨在说明绿色

开发理念贯彻落实的必要性。今后,建筑工程开发施工管理时,

需要建构科学严谨的绿色施工管理体系,并架构绿色施工技术

管理体系,为后续绿色施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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