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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收重庆市绿色施工相关管理、技术资料,开展绿色施工政策、技术调研,摸清本市绿色施工现状,广泛征求意

见,对绿色施工政策、技术调研的成果进行研讨和分析,梳理我市绿色施工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推动我市绿色施工工作的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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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绿色施工是指工程建设中,在保证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

下,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 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与减少对

环境负面影响,实现“四节一环保”(节能、节地、节水、节

材和环境保护)的施工活动。据研究测算,采取绿色施工方式,

可以减少能耗 20%、水耗 63%、建筑垃圾 90%、各类材料综合

用量 40%,节能、降耗、减排效果明显。在经济新常态的新形

势下,绿色施工是集约、低碳、生态发展理念在工程建造实施

中的综合体现,对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建筑领域节能减

排、促进建设行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绿色建筑行动等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绿色施工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是促进建筑领域节能减排、积极应对气

候变化的迫切要求, 是深化绿色建筑行动、提升建筑品质的

重要举措。 

1 绿色施工工作现状 

近年来,重庆市积极推进绿色施工工作,将绿色施工的要

求纳入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设计、施工、验收标准,重庆市《公

共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50-052-2016、《居住建

筑节能 65%(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J50-071-2016 第 1.0.5

和 1.0.6 条分别规定“施工图设计文件中应按重庆市《建设

工程绿色施工规范》DBJ50/T-228 的相关规定,针对该工程项

目采取的节能(绿色建筑)措施提出相应的绿色施工要求,并

宜说明其使用要求。重庆市《建筑节能(绿色建筑)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DBJ50-255-2017 第 20.2.15 条规定“建筑绿色施

工应满足相关规定及设计要求”,检验方法为核查项目管理资

料、影像资料,绿色施工管理制度,绿色施工方案、监理记录。

重庆市《绿色生态住宅(绿色小区)建设技术标准》

DBJ/T-039-2018 第 11.1.7 条规定“施工中应加强绿色施工组

织管理和绿色施工过程资源的手机整理,施工项目应满足重

庆市绿色施工相关要求”。《重庆市建筑能效(绿色建筑)测评

与标识管理办法》规定要提交绿色施工管理制度、方案,复核

绿色施工管理制度、绿色施工方案等是否符合绿色施工相关

标准,并在建筑能效(绿色建筑)测评与标识申请表中对建立

绿色施工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实施目标管理；在施工组织设

计或施工方案中应有绿色施工的专门章节,应包括施工管理

和“四节一环保”内容；有材料优选、合理利用的技术方案；

施工现场应有节水与水资源利用的计量考核记录；对主要耗

能施工设备的电能、燃油等能源使用情况定期进行能耗计量

核算进行定性评价。 

近年来,我市共组织实施了重庆来福士广场、重庆西客

站等 5 个绿色施工示范项目,依据《建设工程绿色施工评价

标准》开展试评价,我市绿色施工工作处于起步阶段。 

当前我市绿色施工管理、评价的相关政策尚未有效建立

执行,绿色施工的相关技术措施尚未有效推广应用,推动绿色

施工相关工作进展较为缓慢,部分建筑企业没有把绿色施工

能力作为企业的竞争力,未能充分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采取

切实有效的行动做到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只注重按施工合

同、图纸和技术要求、项目计划及项目预算完成项目各项目

标,只关心质量、安全、工期和成本,而较少涉及绿色施工,现

场污染和浪费现象普遍严重。 

2 重庆市绿色施工管理措施 

2.1 强化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管理 

施工结合气候：在选择施工方法、施工机械,安排施工

顺序,布置施工场地时应结合气候特征。这可以减少因为气

候原因而带来施工措施及费用的增加,资源和能源用量的增

加,有效地降低施工成本；可以减少因为额外措施对施工现

场及环境的干扰；可以有利于施工现场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工

程质量的提高。为了能做到施工结合气候,必须了解现场所

在地区的气象资料及特征,施工结合气候的主要体现有：①

尽可能合理的安排施工顺序,使会受到不利气候影响的施工

工序能够在不利气候来临前完成。如在雨季来临之前,完成

土方工程、基础工程的施工,以减少地下水位上升对施工的

影响,减少雨季施工需要增加的额外措施的费用；②安排好

全场性排水、防洪,减少对现场及周边环境的影响；③施工

场地布置应结合气候,符合劳动保护、安全、防火的要求。

产生有害气体和污染环境的加工场(如沥青熬制、石灰熟化)

及易燃的设施(如木工棚、易燃物品仓库)应布置在下风向,

且不危害当地居民；起重设施的布置应考虑风、雷电的影响；

④在冬季、雨季、风季、炎热夏季施工时,应针对工程特点,

尤其是对混凝土工程、土方工程、深基础工程、水下工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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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作业等,选择适合的季节性施工方法或有效措施。 

2.2 强化建筑材料使用管理 

由于体制问题,政策法规欠缺,管理不到位等众多原因,

施工中材料使用的随意性、无意性大量存在,且房屋建筑工

程中 2/3 建筑物成本属于材料费,所以节材和合理使用材料

减少环境污染是绿色施工的重中之重。 

2.2.1 减少材料的损耗。通过更仔细的采购、合理的现

场保管,减少材料的搬运次数,减少包装,完善操作工艺,增

加摊销材料的周转次数等以降低材料在使用中的消耗,提高

材料的使用效率。 

建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循环系统

——对建筑垃圾通过分类检验,对一些可再利用资源进行回

收再循环；对不可再用垃圾进行填满等处理工作,积极开展

逆向物流,废弃品回收再利用。对整个施工过程进行全面管

理与控制,以达到能耗小、污染少、效率高的目标。如在施

工现场建立废物回收系统,再回收或重复利用在拆除时得到

的材料,这可减少施工中材料的消耗量或通过销售来增加企

业的收入,也可降低企业运输或填埋垃圾的费用,利用建筑

垃圾进行地基加固处理,土方回填等。 

2.2.2 材料循环利用。循环利用是指改变了建筑垃圾的

性状,作为一种新材料在工程中的使用。建筑企业可以在这

方面加大研发力度,如废弃的木材、金属、塑料、纸板等均

可以作为资源加工利用。对于砂石等固体废弃物,也可加工

成各种墙体材料、再生混凝土骨料等。施工现场解决了建筑

垃圾,为绿色施工创造条件。 

2.2.3 水资源的节约利用。通过监测水资源的使用,安

装小流量的设备和器具,在可能的场所利用雨水或施工废水

等措施来减少施工期间的用水量,降低用水费用。 

2.2.4 节约电能。通过监测利用率,安装节能灯具和设

备,利用声光传感器控制照明灯具,采用节电型施工机械,合

理安排施工时间等降低用电量,节约电能。 

2.3 强化宣传培训管理 

要加强绿色施工的宣传和培训,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

大力组织开展绿色施工宣传活动。引导建筑业企业提高对绿

色施工的认识。加强开展绿色施工活动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加强对技术和管理人员以及一线技术人员的分类培训,使广

大工程建设者尽早熟悉掌握绿色施工的要求、原则、方法,

保障绿色施工的实施效率。 

2.4 强化建筑施工机械管理 

施工机械的改进,不但提高施工效率,而且能直接为绿

色施工的作出贡献。如低能耗、低噪声、环境友好型机械开

发,有利于绿色施工的开展。利用一体化作业工程机械,可以

连续地顺序完成工程的多个或全部工序,从而减少进场的工

程机械种类和数量,消除工序衔接的停闲时间,减少施工人

员,从而提高工效、降低物料消耗、减少环境污染,为绿色施

工提供保障。采用更安全、健康的建筑机械或生产方式。 

2.5 强化施工现场环境保护管理 

根据不同的施工阶段,从测量要求、机具使用、控制方

法、人员安排等方面做了详细的安排。如就噪声排放,提出

了混凝土施工噪声的控制措施、模板脚手架工程噪声控制措

施、机电工程噪声控制措施、装修工程噪声控制措施等。对

噪声的测量时间、测量点布置、测量方法、测量记录、测量

后的处理等均做出了安排。减少场地干扰,尊重基地环境工

程施工过程会严重扰乱场地环境,这一点对于未开发区域的

新建项目尤其严重。场地平整、土方开挖、施工降水、永久

及临时设施建造、场地废物处理等均会对场地上现存的动植

物资源、地形地貌、地下水位等造成影响；还会破坏场地内

现存的文物、地方特色资源等,影响当地文脉的继承和发扬。

在施工中识别场地内现有的自然、文化和构筑物特征,并通

过合理的施工和管理工作将这些特征保存下来。减少环境污

染,提高环境品质,工程施工中产生的大量灰尘、噪音、有毒

有害气体、废物等会对环境品质造成严重的影响,也将有损

于现场工作人员、使用者以及公众的健康。因此,减少环境

污染,提高环境品质也是绿色施工的基本原则。提高室内外

空气品质是该原则的 主要内容。针对这些问题,常用的提

高施工场地空气质量的绿色施工技术措施有：①制定有关室

内外空气质量的施工管理计划；②使用低挥发性的材料或产

品；③安装局部临时排风或局部净化和过滤设备；④进行必

要的绿化,经常洒水清扫,防止建筑垃圾堆积在建筑物内,贮

存好可能造成污染的材料；⑤在施工现场应针对不同的污水,

设置相应的处理设施,如沉淀池、隔油池、化粪池等；⑥对

于化学品等有毒材料、油料的储存地,应有严格的隔水层设

计,做好渗漏液收集和处理。 

3 重庆市绿色施工工作对策 

3.1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绿色施工在推广初期,离不开各级主管部门的强力推

动。建议市住房和城乡建委成立推进绿色施工工作领导小组,

由委领导任组长,节能处、建管处、城建处、科教处、法制

处、质监站、安监站、技术发展中心等处室、单位共同参与,

建立健全协调议事、决策联动等机制,将绿色施工与新型城

镇化、绿色建筑行动、工程质量治理行动、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城市扬尘治理等紧密结合,统筹研究部署,多策叠加推进,

提高对绿色施工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明确市区职责分工,

建立目标责任制,健全考核制度,扎实推进绿色施工工作。 

3.2 完善配套政策体系 

建议市住房和城乡建委研究制定推进绿色施工的意见,

明确指导思想、推进路径、任务目标、重点工作和保障措施,

加快绿色施工推进步伐。要将绿色施工列入工程建设领域评

优、评奖及示范立项的必备条件,不符合要求的实行一票否

决,并作为企业资质评审、信誉评级等的重要参考。未实施

绿色施工的工程项目,不得参加市级工程奖项的评选,并不

予推荐申报建筑工程鲁班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绿色

建筑创新奖等国家奖项。同时,对通过验收的绿色施工示范

工程,在工程招标投标中予以评审加分,在市场信用体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