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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环保理念下的装配式建筑发展策略 

张鹏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河北邢台  054000） 

摘  要：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我国提出低碳环保理念，并利用技术改造的方式，减少工程施工建设中的资源消耗和

环境污染。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作为绿色施工技术，有着节约能源、成本、材料消耗的优势。对此，具体分析绿色环保理念下装配

式建筑的特征，提出节土、节水、节材、节约能源的措施，促进装配式建筑的广泛应用，全面的落实绿色低碳环保的发展理念。 

关键词：低碳环保理念；装配式建筑；建筑施工 

 

引言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建筑工程施工水平不断提升。在

各大建筑工程中，出现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能源消耗的问

题也随之增多。面对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上的矛盾，我国提出

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并普及装配式建筑技术，采用清洁能源和

环保材料，降低建筑工程施工的污染，促进资源的再生和再次

利用。 

一、低碳环保理念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具体体现 

（一）使用清洁能源和环保材料，减少施工污染 

建筑施工中装配式技术，主要采用预制构件装配的形式，

可提前由工厂进行批量化生产，完成预制构件的制作。和传统

建筑工程施工方式相比较，装配式的建筑有着一体化的结构，

能够利用喷漆和烘烤工艺完成外墙板的制作，保证各种预制构

件清洁生产，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 

与此同时，在装配式建筑应用的过程中，也能够发挥装配

式建筑技术节能的作用。首先，装配式建筑设置外墙保温层，

能够降低夏季和冬季空调的消耗量，减少能源的浪费。其次，

装配式建筑采用防水板和保温面板，这种材料有着较好的隔音

效果，减少声音的污染。而在墙体和门窗之间留有间隙，能够

使屋面的传热系数大大减小，使屋内温度控制在正常的水平中，

增加建筑的保温性能。最后，有着防火性能。在建筑材料选择

上，装配式建筑选择不易燃的建筑材料，利用体积较轻的材料，

降低装配式预制构件连接和安装的难度，减少建筑施工过程中

人员和设备的投入量。而材料有着耐火、抗震、保温的特性，

能够保障装配式建筑有着较强的使用性能，很多材料能够进行

回收和再次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施工污染和能源的浪费，实

现节约、绿色、低碳的建设目标。 

（二）预制构件装配的施工形式，减少施工成本投入 

装配式建筑采用预制生产的方式，在工程建设之前完成各

个构建的制作，在生产完之后，运输至施工地点，按照相应的

程序和标准完成装配预制构件的安装。这种倾向于流水化生产

的施工形式，不但能够简化施工流程，还能够减少在施工中资

源、成本、人员的投入，使建筑工程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降到

最低。具体而言，一是提升工程建设的效率。装配式建筑工程

技术，能够利用预制的生产技术，通过统一的调配和协调，完

成各个工程构建的安装，使工程施工有着更高的效率。同时，

能够灵活的调整装配的形式，满足不同需求。二是减少成本投

入。在施工现场进行预制构件的装配，能够减少工程建设中人

力物力的消耗，减少施工人员的工作压力和负担。而更为简便

的施工流程，也能够保证建筑工程在工期内完成相应的工作，

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完成施工任务。三是减少材料

和资源的浪费。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采用流水线生产的方式，

批量化的生产减少资源的损耗。而在施工过程中，施工材料主

要为钢架和混凝土，不但能够保障建筑的强度，还能够随时的

调整构建材料，根据室内空间的分布，以及使用上的需求，进

行相应的调整和分隔，既保障施工材料最大限度的应用，也能

够使建筑空间的利用率逐步提升，提升建筑施工整体的质量。 

二、低碳环保理念下的装配式建筑发展策略 

（一）积极出台配套的政策措施，大力倡导低碳环保理念 

在装配式建筑发展中贯彻融入低碳环保理念，政策是推动

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要紧密结合装配式建筑低碳环保

发展要求，坚持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式施工、信息

化管理与智能化应用。在保障性住房与政府投资、主导建设的

建筑工程项目中，强制性推出装配式建筑。通过加强政府规划

引领，在土地出让或工程规划阶段，明确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

与控制性指标，不断提升建筑业发展水平，将装配式建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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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纳入规划设计条件。借助硬性要求促进建筑业低碳环保发

展。其次，完善技术标准体系，明确要求装配式建筑必须要引

进低碳、节能、绿色、环保的施工技术、施工材料、部品部件，

制定低碳节能施工标准，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另外，全面推行

标准化、通用化设计方式，提高标准化部件应用比例，创新装

配式建筑设计理念，融入低碳环保发展要求，统筹推进装配式

建筑低碳环保发展。 

（二）采取节水与节土资源措施，落实低碳环保发展理念 

在装配式建筑项目施工过程中，通常会需要消耗过多的土

地资源与水资源，若是不加以严格管控，做到节水、节土，则

会严重制约装配式建筑在低碳环保理念下的发展。因此，必须

要重视，将低碳环保理念，贯彻落实到装配式建筑发展当中，

加强低碳环保理念研究，围绕低碳环保理念要求，积极采取节

省土地资源措施和节约水资源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土地资源

浪费与大量水资源损耗。一方面，采取节省土地资源措施。明

确要求装配式建筑工程中的各类建筑构件，需要在专业构件制

造工厂内进行生产，生产成品后再统一运输到施工作业现场进

行安装，此种方法能够有效节省土地资源。同时，还可选择在

装配式建筑项目施工前期阶段，利用 BIM 技术，制作施工模型，

立体还原、呈现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加强精细化设计，做好

现场布置与细节处理，最大限度地节省土地资源浪费。还可选

择采用低碳环保的装配式建筑地面处理技术，如果建筑地面面

层厚度为 20 毫米，便可选用水泥砂浆找平层，如果面呈厚度超

过 60 毫米，则可应用复合式保温面层。能够有效处理好建筑地

面，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资源价值。另一方面，采取节约水资

源措施。混凝土作为装配式建筑施工中的必备材料，在传统建

筑项目施工中，混凝土现浇与养护，通常需要消耗大量水资源，

而装配式建筑工程自身所独具的施工特点，有利于节约大量水

资源，减少水资源消耗。主要是因为在具体装配式建筑工程施

工过程中，明确要求施工人员必须要将用水量控制在规定范围

内，节水效果更为突出。比如，在绿化作业中，要求施工人员

需采取喷淋或微灌溉的施工技术，达到节省水资源的目的。还

可采用分区供水技术，缓解实际装配式建筑给排水压力，保证

自来水系统能够可靠运行。为更好地提升节水效果，必须要坚

持与时俱进，不断提升装配式建筑项目的自动化程度，针对水

资源消耗与污水排放等方面引进自动化技术，不断提升装配式

建筑工程节水环保效果，能够更好地满足低碳节能发展要求。 

（三）采取节约能源措施，降低装配式建筑能源消耗 

在装配式建筑发展中引进节约能源措施，能够更好地迎合

低碳环保发展理念，促进装配式建筑低碳健康发展。第一，紧

密结合装配式建筑项目特点，在工程内部公共区域内设置科学

的计时控制体系与传感器控制体系，严格控制每日用电量，对

装配式建筑进行智能化控制，有效降低电梯等大功率设施运行

能耗。第二，应用屋面与外窗的节能性材料，如复合保温棉版、

防水面板、保温层面板和屋面瓦面板，在建筑墙面上进行固定，

将 25mm 厚的泥浆保温层涂抹在屋面上，保证装配式建筑整体

保温效果。有利于在装配式建筑所处地区温度整体提高时，装

配式建筑墙体内部的保温隔热板，便可形成良好的通风结构，

并保留内部温度，最终维持室内较为舒适的温度，达到节能效

果。第三，正式采用被动节能措施，采用非机械电气设备干预

手段，有效降低装配式建筑能源消耗。其中，施工人员可通过

合理布局建筑朝向，设置遮阳设施与建筑维护结构，降低建筑

能耗。 

结语 

总而言之，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作为绿色施工技术，主要

是利用预制构建的方式，通过在施工现场的装配完成工程的建

造。这种施工活动能够减少人员和成本的投入，将能源和材料

的消耗降到最低，实现低碳绿色环保的目标。对此，需要在具

体的操作过程中，落实低碳环保理念，利用节水、节土，节材、

节能源等措施，减少建筑工程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实现清洁

绿色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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