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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技术与建筑能耗的相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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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工程行业是我国的重点产业，从其能够使用的角度进行分析，与建筑有关的能耗占比我国总能耗的较大部

分，在能源背景下，各行业均展开了有关节能的探索，因此对施工技术层面的能耗应用进行优化和分析符合行业需求。本

文以此为背景分析建筑能耗的具体构成及影响因素，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降低建筑能耗的施工技术形式。本文可作为

行业优化发展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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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is a key industry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usability, the energy con-
sumption related to buildings accounts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energy, 
various industries have launched explorations related to energy conservation. Therefore, optimizing and analyzing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pplication at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level meets industry needs. This article takes this as the background to 
analyze the specifi c composition and infl uencing factors of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and proposes a series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forms that are conducive to reducing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This article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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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筑工程行业是我国的重点产业，建筑行业也为改善人

们居住生活环境、为生产生活提供保障支持创造了必要条

件。自20世纪末至今以来，我国建筑工程行业仍处于较为

高速的发展阶段，即使在近年来有关政策的调控之下，建

筑业也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而建筑业的快速过程也带

来一系列负面影响问题，例如建筑工程行业的高能耗情况

就是值得引起重视的。结合当下我国能源背景来看，在不

影响建筑工程行业正常发展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其能耗

的使用量是具有必要性的，也将有利于行业内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达成。从工程应用的角度进行分析，项目的施工环

节自身就具有较高的能源消耗量，同时施工的一系列内容

也对于建筑使用阶段的能耗应用具备决定性作用。因此提

出降低建筑能耗的一系列施工技术是有助于行业健康发展

的。

2　建筑能耗现状与降低能耗的必要性

2.1　建筑能耗现状

建筑工程行业一直是我国的高能耗产业。结合目前好像

数据来看，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环节和使用环节均会产生

相应的能源投入，一方面需要保障工程正常生产生活工作

的推进，另一方面建筑工程项目的使用环节为了维持使用

品质和正常功能，也需消耗相应的能源。目前行业内仍有

60%以上的建筑属于高能耗建筑，其在建造过程和使用阶段

均匀会产生大量的能源消耗，整体能源利用率较低。因建

筑能耗的提高，带来项目维护成本上升、环境持续恶化等

关联影响问题也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目前行业内对于建筑南方的管控实际上仍处于欠缺的阶

段，虽然针对建筑节能、绿色建筑理念等新型政策较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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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但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各类新型节能

技术并无法全面落实，高能耗建筑仍占比行业内的较大部

分。此外必须明确的问题是在早几年的政策影响和市场供

需关系调整之下，建筑工程项目的高能和问题一直得不到

解决，久而久之，引发行业内出现恶性循环的情况，低能

耗施工技术应用得不到落实、行业政策支持指引不到位等

一系列问题，均值得引起重视。

2.2　降低建筑能耗的应用必要性

对于建筑能耗的降低应用的必要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分析：

从建筑工程项目施工的角度来看，对当下施工技术进行

改善，同时开展主动的能源使用调控，能够减少建筑施工

期间的能源消耗问题，一改建筑行业高能耗的现状。同时

对能源应用进行管控，也能够同步减少建筑工程行业所产

生的环境污染或其他衍生的负面问题。

从建筑整体品质定位的角度进行分析，应用低能耗技术

进行施工管理的工程项目，其整体应用品质更高，例如采

取的一系列节能措施可使室内环境更加舒适、有利于建筑

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处，而这也是建筑工程行业发展的未

来趋势。

结合行业技术革新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若干需求，未来新

型技术的提出也会立足于能耗降低的层面之上，目前具有

较为完善的政策支持和技术支持。各类低能耗建筑技术的

应用可助力行业创新、完善行业技术应用发展。

3　建筑能耗的构成及降低能耗的切入点

3.1　施工阶段能耗

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阶段能耗是指在项目施工过程中所

产生的能源消耗。对于所利用的各类工程资源、进行的施

工安装服务，以及在上述过程中进行的预处理和运输等能

源消耗均需要归得到建筑能耗的范围之内。实际上此过程

的能耗影响因素较多，也很难进行精准的统计和计算。

为了降低此过程的能源消耗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切

入点：首先是降低直接能源消耗，例如现场应用的各类资

源形式均会直接或间接者对应着能源的应用，故可通过减

少材料的使用量、减少水电用量等方式实现建筑施工阶段

能耗的降低，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上述节能措施提出

后，不应影响建筑工程项目正常施工工作的推行。

此外，由于生产和运输等衍生能耗也属于此阶段的能源

消耗，因此所选择的材料设备或其他工程资源需考究应用

全过程的能耗问题。例如可选择生产过程能耗更低的工程

材料、运输距离更短的工程设备，或者使用的工艺方法也

是利于能靠应用管理的新型工艺。

3.2　使用阶段能耗

当建筑工程项目进入使用阶段之后，同样会产生一系

列的能源消耗。例如为了维护建筑的正常使用功能和安全

应用，如电梯、消防设备、各类门禁设备、给排水功能等

上述正常使用功能的保障需投入能源；对于建筑品质的提

高，例如新型暖通空调设备的使用、智能化建筑理念的落

实，也需要使用相关设备，从而产生对应的能耗。

在进行建筑使用阶段能耗降低的过程中，可分为主动型

节能和被动性节能两种方式。主动性节能可通过完善的设

备管理，避免出现主观浪费问题、使用更低工作功率的各

类设备等方式进行实现；而被动性节能是指无需人员介入

和行为控制，就可使建筑具有一定的节能效果。

4　降低建筑能耗的施工技术应用

4.1　建筑材料的低能耗管理

建筑工程材料是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应用量较大的资源类

型，从广义建筑节能的角度进行分析，开展全面的材料管

控，也是有利于建筑节能举措达成的。为了全面降低工程

项目在全过程中的能耗用量，针对建筑材料的管理措施主

要有：

①针对建筑使用的材料进行专业选择，需考虑各个工程

材料的全过程能源消耗情况。例如所选择的工程材料，其

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材料需要易于取得，生产过程简单

且能耗低；在使用过程中易于施工管理，整体浪费情况可

控。此外，当下建筑工程行业的已经提出了绿色建材的相

关理念，其认证流程就是从建筑工程材料的应用全生命周

期所展开的，因此在施工的过程中加大绿色建材的使用比

例，也是降低建筑能耗的一种有效方式。

②材料的合理应用与管理与建筑能耗相关。在建筑工程

项目施工过程中开展全面的质量控制、对材料使用量进行

合理预估，减少主观层面的浪费问题，同样可降低建筑的

整体能耗。通过提前排布和深化设计的方法，能够减少板

状材料的切割，也可避免随意切割导致料头变多、小尺寸

板材无法满足质量要求，从而出现浪费的问题。

4.2　现场施工降低能耗举措

注重工程施工机械设备的选择。个别老旧设备自身工作

功率较高，同时其能源转化率低下，例如使用柴油机的各

类大型机械，在进行使用的过程中能源转化率较低，完成

同等的工程需求，会投入更多的能源使用。因此在进行机

械设备选择的过程中，就可以选取自身能耗更低、与工程

需求更加匹配的机械。如使用以电能为能量来源的车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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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机械，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现场能源的消耗。

在施工过程中会应用到水和电等必要资源，而各类资源

也对应着能源消耗的问题。在施工过程中可针对水电资源开

展全面的管理，从主观上避免“长明灯”、“长流水”等问

题，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问题。

不同的施工技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所对应的能源消耗也

会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针对施工阶段的能源节约与使用可通

过施工技术的合理优化实现。例如对于砌筑砂浆、抹灰砂浆

等材料，诸如此类施工技术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加大应用比例

可降低此过程能耗。

4.3　外墙保温施工技术

外墙保温工厂是在外墙外侧覆盖一层保温材料，通过降

低外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增强亲密性的方式实现建筑节能

的目的。从工程施工管理的角度进行分析，完善的外墙外保

温施工是降低建筑能耗的重要技术类型，其所具有的关键技

术要点有：

外保温在施工之前需对外墙基层进行全面的验收和处

理，要求平整度误差小于4mm，对于疏松空鼓位置需予以剔

除。若使用的保温板材为发泡水泥板、延绵板等自重较大的

材料需在保温板外侧和基层位置涂刷界面剂。

保温板材的排布与整体节能效果有关，需要进行专项控

制的节点包括：①窗边的保温板需使用整块板材进行切割，

避免使用多块板材拼接；②不同层次施工的保温板去错缝进

行设置，若上下接茬齐平可能会带来渗漏的问题；③保温

板材的最小尺寸需大于200mm，过小的板材会存在脱落的风

险，具有质量隐患。

保温板材粘贴完成之后，外侧需要进行防护层的施工。

防护层材料为聚合物抹面砂浆、耐碱纤维网格布，形成的防

护层区具有疏水、抗开裂的性能。注重施工完成之后的成品

保护问题。

4.4　系统门窗施工技术

门窗是建筑外围护结构在进行能耗降低过程中的重点部

分，门窗部分的亲密性和传热系数也是实现建筑节能的关键

指标。相对于其他分项而言，门窗工程表面无法使用保温材

料覆盖、门窗面积过小也会导致建筑品质的下降，这并不利

于符合建筑然后降低的有关要求。因此在施工的过程中可使

用系统门窗代替普通门窗。

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其重点的施工技术有：①系统门

窗在工厂内组装完成后运送到现场进行安装，因此对于施工

过程而言，门窗自身属于工程材料的范畴。在门窗成品进场

之后需开展全面的验收，确保门窗应用性能可预期要求相一

致；②系统门窗工程与其他工程的交接处理应得当，主要是

外墙保温工程、外墙抹灰工程等交界工程形式。在进行施工

的过程中，可通过先安装副框，而后再安装门窗整体的方式

减少工程之间的互相影响问题。同理，各工程交界位置的有

效处理也是实现建筑节能的关键技术。

4.5　节能型暖通空调施工技术

暖通空调设备是建筑工程项目使用阶段必要的设备类

型，能够维持建筑稳定的室内热环境，对于温度和湿度调节

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一般性建筑工程项目而言，其暖通空

调设备所产生的能源消耗大概占总能耗的35%以上，但减少

暖通空调的使用量，也可能会使得室内环境不够舒适、建筑

品质下降等问题发生。因此开展节能型暖通空调设备的合理

优化是实现建筑能耗降低的途径之一。

对于控制端，可使用智能化控制技术。可在房间内外布置

多个传感器，进行温度和湿度等信息的收集，当室内环境温度

接近预设值时，可调整合适的工作频率和模式，避免长时间处

于高功耗情况造成的能源浪费；可采取多设备联动的形式，对

室内是否有人、不同房间分区供暖，供暖等形式自动化实现，

同样能够提高整体应用品质，同时实现能耗量的降低。

5　结语

建筑工程项目的能耗管理是与当下行业发展息息相关、

符合政策背景的核心问题。本文从施工的角度明确了建筑工

程项目应用技术与建筑能耗之间的关系。结合本文研究内

容，可初步明确，在施工过程中开展全面的节能管理、针对

各类被动式节能工程措施进行全面的质量优化，就能够有效

降低建筑整体能耗，从而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当下行业

内发展成熟可供应用的技术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进行全面

的施工管理、选择恰当的应用技术形式均能够有效降低建筑

能耗，为建筑工程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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