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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中应用绿色建筑材料的必要性及措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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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化建设速度的加快，土木工程建设行业迎来全新发展局面，社会整体对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也给出较高要求。为了有效缓

解土木工程建设过程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施工过程将绿色建筑材料进行应用，可以有效提升土木工程建设的环保性，实现建筑项目的

绿色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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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木工程中应用绿色建筑材料，可以起到环保与节能的作

用，为人们创造出更为舒适、宜居的环境基础上，可以减少对生态

环境的污染，避免资源浪费。当前阶段，绿色建筑项目是土木工程

建设的实际发展方向，有效增强绿色建筑材料应用科学性，能够提

升土木工程施工质量，还可以满足绿色生态的基本建设要求，从而

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土木工程中应用绿色建筑材料的必要性 

绿色建筑材料符合当前社会相关部门对土木工程施工的环保

要求，其具有显著优势，主要为：其一，具有很高的施工工艺水平。

绿色建筑材料在实际生产制作中可以发挥出很高的制作工艺水平，

对能源进行有效利用。其二，材料具有较强的应用环保性。很多绿

色土木工程施工材料都可以发挥出清洁与防水性能，在项目动工过

程中不会对周边环境带来影响，一些绿色建筑材料主要是通过工业

废弃物再处理后所制造完成的，对废弃物进行有效应用，实现循环

利用，而且不会产生二次污染[1]。 

绿色建筑材料在土木工程项目中进行应用，可以发挥出项目施

工的经济性与效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充分

满足消费者多方面使用需求。在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不仅关

注房屋整体美观性与实用性，而且对房屋建筑的环保方面也具有相

应要求，这和当前社会相应部门提出的环保理念之间相契合。土木

工程建筑材料具有污染性，对人们长期工作与生活而言会带来负面

影响，影响身体健康。因此，当前土木工程建设施工的环保性成为

当前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土木工程建设施工应用绿色

建筑材料，可以有效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求。第二方面，可有效促

进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从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为粗放型，为生态

环境带来相应程度上的负担，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生态环境破坏以及

资源枯竭等问题，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近年来，相关

部门对环保产业方面引起重视，着重提倡可持续发展相应理念，土

木工程建设施工应用绿色建筑材料，能够充分满足社会生态文明建

设的实际需求，从而为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 

二、绿色环保理念下土木工程施工的技术创新 

在绿色环保理念之下，土木工程施工管理理念需要做出科学转

变，将相关概念科学融合到其中。建州企业内部施工人员以及管理

者要深入了解绿色施工理念，引入绿色环保施工理念以及绿色施工

技术，这样可以为未来土木工程施工奠定相应基础。真正将绿色环

保理念落实到个人，这样才可以真正转变传统土木工程施工管理工

作模式，加强土木工程施工绿色管理的准确性与正确性。 

（一）节能技术的创新 

在绿色节能的施工理念之下，土木工程施工工作人员能够在保

温这一方面利用节能相关技术，比如在建筑的屋顶可以铺设一层隔

热保温相关材料，进一步降低温度实际的流失速度。施工技术人员

还能够利用双层门窗来有效防止热量的发散，进而提升室内的实际

温度，提高热能整体的利用效率。另外，施工技术人员还可以通过

建设顶窗，有效吸收阳光来提高室内整体温度，降低建筑室内温度

的消散。在绿色节能的理念之下，需要在房屋顶层以及周围铺设一

些吸收热量以及防止热量消散的新型绿色土木工程施工材料，使得

建筑内部在冬季的室内温度得以保持，在夏季也可以保持凉爽。同

时，施工技术人员需要进一步保证在建筑周边绿化面积可以达到科

学要求，做到在不影响居住者出行的基本前提之下，在道路两边可

以种植一些树木和花草等。在夏季可以借助树木来降低建筑整体的

温度，而且可以利用风力资源来有效减少室内外的温度。在建筑房

屋的周边所设置的照明系统能够利用太阳能，进而可以节约电力资

源。 

（二）环保技术的创新 

在进行施工的时候，有很大可能对周围生态环境带来不良影

响，甚至有可能造成破坏[2]。土木工程施工过程之中会出现一些建

筑垃圾以及污水，这时土木工程施工企业可以针对垃圾的处理以及

污水的排放进行严格监督和管理，防止施工技术人员将建筑垃圾以



建筑施工与发展(13)2023,5 

ISSN: 2705-1269 

61    

及污水直接堆积和排放，对于周围环境和水资源带来不良影响。在

绿色施工管理理念的土木工程施工之下，需要做到减少土木工程施

工材料的浪费，而且需要针对建筑材料进行回收利用，因此土木工

程施工企业一定要针对建筑材料进行严格规划，并且选择出一些可

以反复使用的施工建筑材料，这样就能够在土木工程施工结束之后

使得剩余建筑材料能够被统一进行回收和利用。而且施工企业还需

要在土木工程施工现场设置洒水机，降低在土木工程施工之中扬尘

的出现几率，但是一定要选择节能洒水车，使得洒水变得适度和适

量，并且将水排到施工场地的储水池。这样既可以保证周围环境不

受到扬尘的影响，又能够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三、土木工程中应用绿色建筑材料的相应措施 

（一）对生态水泥进行应用 

生态水泥一般为在实际生活与应用过程中，对施工周边环境产

生不利影响很小的一种新型水泥材料，材料主要构成为工业固体废

料与废物，比如工业生产所产生的固体废料以及城市建设施工剩余

垃圾等，通过废物利用与制造，能够生产出生态水泥建设施工材料，

其优势为生态性较为明显，能够与周围环境之间相适应，对施工周

边环境影响很小。在燃烧生活垃圾之后的灰质、下水道产生的污泥

等，与干燥的干粉之间进行加工，就可以将生态水泥生产出来，将

其运用在土木工程建设施工中，与水泥材料作用相同，但是可以节

省很多材料，也可以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作用。 

（二）对生态混凝土进行应用 

生态混凝土属于土木工程建设施工中的常见绿色建材，其主要

包含两种基本形式，第一为环境生态混凝土，第二是生物生态混凝

土。但是环境生态混凝土在土木工程建设施工中应用具有较大优

势。因为生态混凝土应用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与负荷很低，原料属

于循环利用的固体废料，而且这种材料的性能很好，可以有效提升

土木工程整体施工质量。生态混凝土的环境荷载很小，可以有效降

低对混凝土原材料的使用量，真正实现资源节约的目的。生物类型

混凝土和生物之间相互作用之下所生成的材料，在应用之时可以通

过材料的多孔性，获得植物实际所需的养分，植物还可以与混凝土

材料达到共生，能够在河床环境绿化中进行应用，起到美化周边环

境的效果[3]。 

（三）对轻型钢材进行应用 

在当前土木工程项目整体发展态势下，受到绿色环保理念影

响，倡导施工项目需应用绿色建筑材料。因为绿色建筑材料具有质

量好、稳定性强等特点，比较适合在土木工程中进行应用，能够在

很大程度上提升土木工程建设施工整体安全性。当前，在土木工程

施工中可以起到结构支撑作用的轻型钢材施工材料，是绿色建筑材

料中的关键构成部分，因为其自身稳定性较强、具有良好的坚固性，

所以能有效保证绿色建筑材料标准达到标准和规定。轻型钢材在土

木工程建设中进行应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可以降到 低，还可以

对材料实施循环利用，耗材少。施工人员在应用轻型钢材施工之时，

需要对材料的长度、宽度以及厚度进行具体选择，符合工程项目的

施工要求，而轻型钢材因为自身更为轻便，便于施工，在土木工程

建设施工中获得广泛应用。 

（四）对环保玻璃进行应用 

玻璃制品在土木工程中应用种类较为丰富，为秉持环保理念，

对玻璃材料制造也做到了创新。技术人员通过喷雾工艺，在原本玻

璃表面实施金属镀膜，同时涂抹其他金属氧化物，使得玻璃具有一

层特殊涂层，当阳光照射玻璃表面之后会发生反射，为室内营造出

热能，可以达到节能降耗的基本作用，这也属于比较直接的绿色环

保手段[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土木工程建设施工中，绿色建筑材料可以获得广泛

应用，这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理念之间相契合。绿

色建筑材料的应用符合时代发展基本要求，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相信在未来土木工程建设施工中，应用绿色建筑材料会成为必

然发展趋势，施工人员需要掌握各项绿色建筑材料的施工技术与要

求，将绿色建筑材料的优势充分发挥，从而保护周围生态环境，提

升土木工程的建设施工质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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