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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视阈下混凝土材料的应用及发展
吴冠雄

三能新材料（长沙）有限公司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业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建设项目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混凝

土是建筑工程中常用的材料，其质量好坏直接影响施工质量。高性能混凝土作为一种强度高、耐久性好、弹性大的

材料，在建筑工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力倡导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理念的背景下，绿色混凝土材料的研发与应

用逐渐成为建筑领域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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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混凝土材料概述

混凝土主要是一种水泥矿物水化后产生的胶体与

粗、细骨料粘结在一起，经过硬化、硬化处理的材料。

混凝土是工程建设中最常见的人造材料之一。它的水泥

等原材料加剧了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大量混凝土

材料的应用对生态环境、资源消耗和人们的生活空间产

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施工人员开始

将萘磺酸甲醛缩合物、粉煤灰、磨细矿渣粉、硅粉、高

炉矿渣等成分加入混凝土中，部分组分虽含有一定的有

害物质，但这些有害物质通常在高温 600℃的条件下才

会发生分解反应，且其含量远远低于传统原料水泥中的

有害物质含量，因此不会对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产生威

胁，同时为混凝土的物理力学以及施工性能带来更加优

良的效果。

2.节能环保视阈下的混凝土材料应用

2.1.绿色混凝土的概念

1998 年，吴忠伟院士首次提出“绿色高性能混凝土”

的概念。绿色混凝土的特点如下。

（1）高环保性。绿色高性能混凝土可有效降低对

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程度，可实现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

谐对接，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2）高耐久性。与传统混凝土相比，绿色混凝土

具有更高的耐久性，强度远高于传统混凝土，水化热低，

且外观结构密实性好，即使在恶劣环境下，使用寿命也

不会受到影响，具有良好的抗渗性。

（3）高经济性。原料来源广泛，能耗低。实现工

业产生的废弃资源的高效再利用，满足回收不可再生资

源的基本要求。例如，绿色混凝土的制原材料可以采用

工业废渣，既环保又可以降低能耗成本。

2.2.绿色混凝土的实际应用类型

2.2.1 透水混凝土

透水混凝土是由水泥、水、透水混凝土补强剂(胶凝

材料)与同等粒径或不连续级配的优质骨料混合而成，具

有一定的空隙性。水泥是混凝土制造和生产所必需的原

材料之一。在制作绿色透水混凝土时，应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水泥的种类和性能，以保证透水混凝土在实际应用

中的效果，以及使用过程中的质量和安全。透水混凝土

的应用环境特殊，在制作过程中对水泥的质量要求很高。

一般来说，绿色混凝土在不同应用环境下所需的水泥原

料强度应满足实际工程的要求，才能充分保证透水混凝

土的实际应用质量。

为了保证透水混凝土材料的应用效果，在实际生产

过程中，不仅要对水泥原料进行优化，还要对混凝土生

产所需的其他原料进行科学合理的优化。

2.2.2.植被绿化型混凝土

植被绿化混凝土是由砂壤土、水泥、有机物、植被

混凝土绿化助剂等材料组成的高性能混凝土材料。其实

际容量为 14 ~ 15kN/m3，孔隙率为 30% ~ 45%，具有良

好的抗湿、抗光性能，具有一定的防护能力。

在植被绿化混凝土的制作和生产中，需要特别注意

原材料的配比和生产工艺。首先，要采用科学的混凝土

材料配合比，保证植被型混凝土的质量安全。其次，需

要生产人员严格控制水灰比和混凝土比，保证混凝土本

身的性能达到最需要的标准；最后，在优化混凝土材料

配比的时候，需要建立在实际工程项目需求的基础上，

对混凝土材料配比进行合理调整。例如，对石子材料实

施优化的时候，为了使其功能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

需要选择大粒径的石子，进而符合混凝土透水性能的基

本要求。

植被绿化混凝土主要应用于大型公共建设项目，植

被绿化混凝土可以有效地加固土壤和沙粒，有效防止园

林绿化工程中的水土流失现象，避免对整个绿色建设项

目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多数大型公共建筑施工项目

结束后，可适当采用植被绿化型混凝土对建筑地点实施

生态修复，以此来达到景观绿化的效果。在不同项目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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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过程中，需根据不同的施工设计要求，科学、合理地

调整混凝土材料的配比，进而符合绿色混凝土审核与评

价标准，对混凝土制作的安全性给予最大保障。

2.2.3.水生物保护型混凝土

为了更好地促进绿色混凝土的广泛应用，进一步保

护自然环境，首先在混凝土生产过程中应选用优质的新

材料，提高绿色混凝土本身的质量。例如，水生物保护

型混凝土拥有非常好的抗冻融性能，抗腐蚀性也要高于

传统混凝土，主要原因是其制作过程中添加了一定比例

的煤粉或树脂系的减水剂，得到的混凝土具有较高的抗

腐蚀性。其次，水生物保护型混凝土对于石料粒径大小

的选择比较严格，石料粒径大小直接影响混凝土最终呈

现出的应用性能。最后，将其与植被绿化型混凝土进行

对比可以发现，水生物混凝土生产过程中添加了适量的

矿物掺合料，目的在于提高该混凝土的实际应用质量。

水生生物混凝土的应用范围主要是用于水域建设

工程。例如，跨海大桥建设项目利用水生物混凝土建设

人工岛、人工礁石等，可以为项目建设的后续工程提供

安全、可靠的保障。水生物混凝土应用于水底环境中，

不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危害，水底的很多海藻会附着在水

生物混凝土制作的礁石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形成一

个完整的生物链，因此对周围自然生态环境还能起到一

定的优化作用。

在港口制作混凝土的过程中，首先要严格把关原材

料的选择。在水泥材料选择方面，尽量选择水热现象低

的水泥材料，在保证混凝土质量达标的前提下，减少水

泥的使用。具体内容如下。

（1）对购置进入施工场所的水泥材料进行严格检

验，禁止使用不符合标准的水泥材料。

（2）要严格依据施工标准控制含泥量，必须选用

质地坚硬、符合施工材料选用标准的石料，保证材料配

比符合混凝土的设计要求。

（3）在混凝土制作过程中适当加入化学添加剂，

有效改善混凝土的基本性能，弥补其自身缺陷，最大限

度地避免产生裂缝，防止海水渗入。因此，在实际水域

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人员一定要根据项目建设效

果的实际需求科学、合理地优化调整水生物混凝土的配

比。

3.结束语

绿色混凝土材料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起到了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宜居的作用。能更好地满足当今低碳

社会对工程建设提出的节能、减排、环保的要求，在提

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减少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

在施工周期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而绿色混凝土材料

可以降低能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因此这类材料已成为混

凝土材料的重要发展和应用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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