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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绿色施工技术与实践
穆春奇

云南卫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 保山 678100

【摘 要】当前，绿色施工技术因其节能、环保、低耗，成为了建筑工程施工孜孜追求的主流技术方向，绿色材料、绿色门窗、绿色墙体、各类节能技术

层出不穷，为建筑工程施工绿色化提供诸多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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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经济、环境、社会三者的协同发展提出了具体的

指导思想，在经济发展方面，要求经济体系构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

不得以不可再生资源的无序开发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可修复式破坏来换取经

济建设与发展，要确保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利用率低于自然资源的再生速度。

1.绿色施工技术内涵与意义

1.1.绿色施工技术的内涵

绿色施工技术是工程施工过程中起到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减少污染等综

合性作用的施工技术，其本质上是绿色理念在工程施工中的贯彻与运用。作为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衍生理念，绿色理念在有序平衡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

染、生态破坏问题以及人类社会对美好生活需求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将绿色理念与建筑工程相结合，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充分利用绿色材料技术与节

能减排技术，有效缓解建筑行业的高能耗问题，减少工程施工时扬尘、噪音、

生活污水等有害物质对大气、土壤、水环境造成的污染，提高施工过程中的资

源利用效率，促使建筑工程施工向绿色化、现代化、机械化、节能化等先进方

向转型升级。

1.2.绿色施工技术的意义

1.2.1.降低建筑工程施工成本

绿色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应用不应以工程施工成本与工程质量

为代价，而应通过绿色材料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的实施减少工程现场施工中的

资源浪费，减少人员、材料、设备等施工要素的低效管理与使用，提高建筑的

施工质量，切实满足建筑多样化、复杂化的功能需求。例如，建筑工程施工过

程中水、电等资源与能源的消耗量较大，可在施工现场搭建三级沉淀池对雨水

与地下水进行收集、处理与回收循环利用，以免施工现场雨污水混合后降低水

资源回收利用率；可在施工现场利用空旷区铺设与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利用清洁、可再生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减少施工现场各类设备运行与生产生活对

电力资源的浪费。

1.2.2.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建筑业规模无序扩张会导致环境污染、自然资源过

度开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同样阻碍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其中环境污染

问题最终会带来生态系统问题，引发生物多样性锐减、生存空间进一步萎缩。

建筑工程施工时大型机械作业产生的扬尘、施工材料释放的甲醛、施工现场生

活污水乱排乱放等均会导致现场及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不利于自然

生态环境稳定、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地运行。将施工污水控制技术、扬尘控

制技术、噪音控制技术等绿色施工技术应用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可以从污

染源头、污染途径、污染扩散面等方面有效降低施工作业对环境的污染。利用

自动喷淋降尘技术、车辆自动清洗技术等有效提高施工现场的空气质量，以扬

尘总量的良好控制打赢蓝天保卫战。

2.绿色建筑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实践应用

2.1.施工材料的实践应用

施工材料是建筑工程施工的重要因素，也是绿色环保理念应用较为广泛的

领域。绿色环保材料的使用可以直接影响到工程的建设成本与施工质量。在选

择节能型绿色材料时，应当结合工程实际需求，筛选施工材料的品牌、材质、

功能、性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地挑选出最佳施工材料。例如，在

建筑工程施工的板材选择时，可以适当选择绿色材料如氢氧化物板材、发酵工

艺新型装饰板材，这些板材在功能与性能上都有着传统板材无法具备的优点，

同时这些绿色板材在成本上也相对低廉，兼具实用性与节能性，是绿色材料应

用技术中的常用施工材料。在建筑工程施工的墙体材料选择时，可以适当选择

空心砖，一方面降低砖块运输的难度，同时空心砖在烧制的过程中对原料的消

耗也较少，重量较轻也使得其在加快施工进度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门窗作为

建筑工程室内外交互的窗口，其主要涉及到建筑的保温与采光问题。在建筑工

程施工过程中选择门窗时，需要综合考量现场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对门窗

保温与采光的要求，并选择适宜的绿色门窗，兼顾节能性与采光特点。如可以

在建筑表面安装具有环保特性的空心玻璃，一方面可以降低玻璃窗户的生产成

本，提高生产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空心玻璃门窗可以有效维持室内恒温状态，

减少室内热量的流失与损耗，从而减少空调、暖气等设备设施的使用。

2.2.节水施工技术的实践应用

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涉及诸多水资源利用与保护问题，如建筑工程施工周

期长，施工队伍长期驻扎在现场，会将生活污水、施工产生的废水等排放到地

表面或直接排入地下，严重影响当地及周边的水质。将绿色节水技术应用到建

筑施工过程时，应当从全局视角对施工过程中的水循环利用进行规划与统筹，

如施工之前细化施工工序，定额分配工序用水量，施工过程中对施工产生的废

水进行集中沉淀或净化处理，选择性加以回收利用，如用于现场降尘、冲洗卫

生间等。在加强建设工程施工用水的回收利用方面，可在施工现场设置降水井，

回收利用降水井中的地下水；对于桩基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泥浆水，可将其

有效回收后应用于后续施工工序；对于用于降低混凝土凝结过程中产生的高温

的养护水，可利用塑料薄膜对其加以回收，或在基坑底部开挖沟渠对混凝土养

护水加以收集以二次利用。针对施工现场产生的各类污水废水造成水环境恶化

等问题，可以对施工排放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待水质净化达标后再排放到雨污

排水管道中。污水沉淀池布设是净化施工排放污水的重要举措，可在建筑工程

施工现场设置污水沉淀池，在池中布设筛网、格栅等过滤设施，将施工排放污

水、自然降水等通过引流的方式输送到污水沉淀池中，经过滤设施筛出粒径较

大的悬浮物，再利用生石灰等助凝剂对过滤好的雨污水进一步净化，提高建筑

工程施工中污水的净化率。

2.3.施工扬尘控制的实践应用

粉尘控制与废气处理是市政工程施工过程中重要的绿色施工内容，根据国

家相关规定，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的粉尘高度应控制在 0.5m 以内，施工方在实

际施工作业过程中应当建立粉尘控制体系，建立健全施工现场扬尘管控制度，

通过层级分明的建筑工程施工防尘责任制，确保防尘工作职责分解到具体责任

人。建筑工程通常采取总包与分包的管理与施工模式，即由总包单位对建筑工

程的整体防尘情况进行控制与把关，将建筑工程按照施工内容等进行分包，由

各分包单位负责具体内容的施工作业。因此，在分包制管理模式下，总包单位

应加强对工程细部的现场管理、防尘管控。同时，建筑工程施工单位加强对粉

尘相关参数的跟踪监控，尤其是在建筑渣土堆积物以及渣土运送过程对空气中

粉尘含量加以监测。利用传感器与物联网搭建施工现场粉尘自动化智能化监测

平台，对施工现场的扬尘数据进行监测，并预先在监测平台设置扬尘污染超标

阈值，当现场扬尘数据超出此标准阈值后，扬尘自动化智能化监测平台会向施

工防尘相关责任人发送预警告知，以便于施工现场防尘管控人员及时知悉并采

取应急措施，或监测平台自动启动塔吊喷淋系统与围挡喷淋系统，减少施工现

场的扬尘污染问题。

3.结束语

将绿色建筑施工进行管理是现阶段我国大力倡导并推行的一项重要工作，

绿色建筑施工技术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符合我国长远发展的需要。在建

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应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理念，应用绿色建筑施工技术最大

限度地减少自然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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