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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建筑装饰事业不断发展的带动下，建筑装饰技术与施工技术也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同时，建筑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人

们对建筑装饰需求也在不断提高。通过对建筑装饰技术进行创新和改善，可以明显增强建筑工程质量与个性化，不仅可以为住户创造更加

便捷的条件，还可以创造更加理想的经济效益。但在建筑装饰施工中，必须要重视施工质量控制。对此本文将分析建筑装饰施工的基本原

则与新技术新工艺，并提出装饰新技术和新工艺的有效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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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工程项目建成之后，必须要经过装饰装修才能够投入正

常使用。从现代化建筑建设角度来看，装饰施工也是不可缺少的建

设内容，高品质的装饰设计可以为建筑增添别样的色彩，使人们能

够感受到居住生活环境的宏伟舒适。同时，装饰也是一门技术性较

强的活动，整个施工过程涉及到建筑学、材料学和美学等多门学科，

只有不断探索建筑装饰技术，重视创新与升级，才能够为人民群众

提供全新的建筑感官，工程项目也会因此增添无限魅力。 

一、建筑装饰施工的基本原则 

（一）艺术美观性 

在现代化建筑建设过程中，建筑装饰施工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

分，整个建筑设计过程需要综合考虑空间结构的布局与装饰，确保

建筑整体外观可以呈现出更高的美观性，使人们能够获得视觉上的

享受[1]。同时，建筑装饰施工也要具备艺术性特点，确保住户能够

在身处建筑当中感受到艺术熏陶，进而可以陶冶自身情操，与建筑

物形成完成的建筑体系，这也是建筑装饰与施工需要共同考虑的重

要问题。 

（二）功能实用性 

从建筑工程项目整体建设角度来看，建筑装饰一定要与建筑功

能发挥出实用价值。建筑装饰施工呈现的价值并不仅局限在视觉美

观层面，而是要在建筑功能方面形成明确、清晰的规划，在充分满

足使用者对建筑功能需求的前提下，还要利用建筑装饰施工优化室

内环境，充分发挥出建筑装饰的实用性和功能性效果。 

（三）质量耐用性 

装饰施工是建筑工程整体施工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实际

建设施工中需要对装饰施工新材料和新技术充分把握，确保建筑装

饰可以获得更高的质量与耐用性[2]。在此期间，建筑装饰施工人员

要深入了解施工图纸，使图纸上的设计内容可以完整呈现在建筑空

间当中，确保装饰可以和建筑本身融为一体，在建筑装饰施工竣工

结束之后进行严格验收，确保整体施工质量可以满足标准要求。 

二、建筑装饰新技术与新工艺 

（一）节能工艺技术 

在建筑装饰施工开展过程中，主要能源消耗来自电力和水源两

方面。因此，装饰施工管理人员要在施工开始之前做好施工水电准

备工作。在此过程中，先是要充分了解施工环境，探寻地下水与河

流水等水源取代自来水。之后再对施工期间的电能消耗进行严格控

制，禁止搭设与建筑施工不相关的耗电设备。除此之外，建筑装饰

施工还要充分考虑节能技术的应用。比如可以选择效率更高的虹吸

式马桶，虽然每次冲水量仅为普通马桶的 1/2，但是冲洗效果更理

想。也可以选择节能双管淋浴器，能够至少节省 1/5 的用水量。 

（二）墙面施工技术 

伴随着建筑施工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多新型合成材料在建筑装

饰施工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可以实现与天然装饰材料一样的效果，

在颜色与纹理方面基本一致[3]。同时，合成材料还可以改善传统天

然材料使用过程中的缺陷问题。比如天然石材经过长时间使用会形

成裂痕，而合成石材则是由石粉和树脂乳液制作形成，其伸缩性、

抗裂性与防渗性十分优良，可以有效加强建筑装饰施工的整体质

量。如果应用于建筑装饰的石材表面过于干燥，那么还可以选择石

材处理剂涂刷在其表面上，进而发挥出理想的养护作用。另外，如

果建筑装饰施工面对的施工墙体厚度较大，那么利用传统粘贴墙砖

的方式会浪费大量施工材料。对此，可以选择领插销干挂技术，将

不锈钢构件安装在装修材料上，从而对墙板进行加固处理，这样不

仅可以节省材料的投入使用，还可以在墙板材料上钻孔注入环保性

的树脂材料，墙砖和墙体之间也会更好地贴合在一起。 

（三）木制产品加工技术 

随着自动化机械技术的广泛应用，建筑装饰施工也会普遍应用

木制产品生产工艺，流水线生产也可以实现集约化与机械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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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制装饰品也可以实现规模制作，只需要在施工现场进行组装即

可，粉尘与噪声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控制，施工效率也因此大大提升

[4]。而以往的木制产品会消耗大量木材，而新工艺新技术一般都会

选择人造板取代原木，在装饰施工结束后不会产生刺激性的气味，

有效减轻室内甲醛对人体的危害。另外，装饰施工还可以用铝板取

代木板，不仅具备良好的环保性，还可以有效吸附室内噪音，为住

户提供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 

（四）BIM 技术 

BIM 技术是建筑施工领域广泛应用的技术类型之一，此技术可

以辅助多方开展全周期的信息储存、交互与协调。在实际应用过程

中，BIM 技术具有以下优势：一是通过便捷计算和统计，有效减少

重复性工作，装饰施工期间出现的工期延误和交流不畅等问题都可

以得到有效解决。二是 BIM 技术还可以将以往点对点的协同模式转

变为多对多的新模式，可以将施工方、设计方与业主联系在一起，

沟通误差问题可以得到规避，信息可以实现精准完整的传递[5]。另

外，BIM 技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以将软件模型、施工进度管理计

划关联在一起，进而可以完成模拟 4D 施工进度，项目管理可以随

时了解进度发展形势，在对比施工计划和施工进度差异性的基础

上，可以按照相关要求完成建筑装饰工作。 

（五）涂料饰面技术 

此施工技术主要是在材料基层表面涂刷涂料，使外表可以形成

一层牢固的保护膜，在加强建筑装饰美观性的基础上，还可以起到

保护墙面的作用。同时，涂料饰面技术也是建筑装饰施工中的基础

技术内容，具体包括打底、基层处理以及磨光等操作步骤。其中，

不同基层采取的基层处理方式也有所区别，比如混凝土墙面主要是

以去除泥土和污垢为主；木材墙面主要是以整平处理为主。而打底

则是为了巩固施工质量，保证面层在色泽方面保持协调一致。在打

底施工过程中，为了保证打底质量更理想，还要遵循从上到下和从

里到外的顺序进行涂抹，确保涂抹施工可以均匀落实到位。另外，

磨光技术就是在涂料干燥硬化之后，利用砂纸进行磨光处理。 

三、建筑装饰新技术新工艺的施工应用策略 

（一）落实前期准备工作 

在建筑装饰施工实际开展过程中，必须要将新技术和新工艺融

入其中，才能够保证施工质量。因此，加强施工人员的培训以及开

展整体管理活动十分重要。在施工开始之前，建筑工程管理人员应

当明确各施工项目人员的职责范围，要求他们重视装饰施工的各项

细节，避免出现装饰不达标与不合格的问题，确保后续施工能够顺

利进行。另外，针对装饰施工具体操作人员，还要展开深度彻底的

培训，结合专业的施工计划与行动方案，发挥出各施工技术人员的

优势，确保建筑装饰施工可以高质量、高效率的完成。 

（二）推广技术的创新与改造 

在建筑装饰施工新技术新工艺在推广和应用方面获得一定效

果的时候，建筑企业要想十分进一步发展，则必须要在技术方面进

行创新。目前，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十分迅猛，现代化建筑装饰技术

与传统装饰施工技术相比也表现出更多优势。并且，在各种各样新

型建筑装饰施工新技术和新工艺不断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对技术改

革与改造带来影响。比如在高科技涂料产品出现之后，也要求相关

施工技术和工艺进行创新。 

（三）加强施工安全管理与质量控制 

在建筑装饰施工中，安全管理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如果

安全要求无法保证，那么即使装饰再精美也无法得到认可。因此，

针对装饰施工安全管理要制定完善的施工安全管理体系，在施工设

备、施工人员和施工器械等方面保证施工安全性，从根本上减少安

全隐患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升建筑装饰装修的品质。除此之外，建

筑施工企业还要对装饰施工的质量监督模式进行创新改善，为高质

量监督工作的开创造良好环境。在此期间，可以将智能电子信息技

术应用在装饰施工质量管控工作中，将施工单位人员的全部信息都

输入到系统中，之后再开展智能化计算来轻松进行质量控制。这样

不仅可以减轻工作量，还可以提升建筑装饰施工的整体质量，建筑

装饰施工水平也会得到稳定提升。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装饰施工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应用，不仅在施工

方法和施工环境方面发生改变，也为后期工程质量提供充分保障，

住户也会获得更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因此，建筑企业要大力推广装

饰施工新技术和新工艺，对建筑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展开考察，结合

工程项目自身特点，制定针对性与合理性的施工设计方案，进而实

现建筑工程人文价值与经济效益相互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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