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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技术应用是在传统施工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优化,采用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进行施工作业,

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损害和对资源的浪费。基于此,本文概述了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技术,阐述了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技术应用的主

要作用,对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技术应用的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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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技术的概述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技术主要是指建筑项目工程施工过

程中,通过节水、节能、节地以及节材等来实现对环境保护,

并且在保证工程建设质量的基础上,减少传统施工所造成的

噪音污染、水污染、扬尘污染等问题,从而真正达到绿色建

筑施工标准。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技术不仅是一种新的建筑施

工技术,其贯穿于现代建筑工程建设的全寿命周期中。并且

在其实际施工过程中,合理运用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技术不仅

可以提升建筑质量,减少资源浪费以及各种施工污染问题,

而且还能促进工程施工技术的有效创新。 

2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技术应用的主要作用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技术应用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2.1保障建筑工程建设安全。任何施工技术的应用都必

须以安全为基础,绿色施工技术也是以施工安全、人身安全、

保护环境为首要原则,并且施工安全是提高建筑工程效率的

基本前提。绿色施工使用绿色材料,如熟石灰、轻质砖、无

毒油漆等。绿色施工技术中涵盖众多“友好”的施工设备,

不但易于上手,而且对身体无害,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工作伤

害,使工人能够放心大胆地使用施工设备和建材。因而提高

了工人的工作热情,保证施工顺利进行。绿色施工技术不但

对环境友好,而且从施工人员的安全考虑,符合可持续发展

的要求。 

2.2节约建筑材料。绿色施工技术应用过程中,通过对原

有建材进行改造,与新技术结合起来,达到节约建材的目的。

如高层建筑深基坑施工,混凝土浇筑封闭了地下部分空间。

绿色施工技术不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而且能够通过节省建

材来提高经济效益。 

2.3保护土壤。传统的施工技术容易破坏土壤,污染地下

水。绿色施工技术不允许出现水土流失和地下水源污染。对

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碎土,绿色施工技术要求采用植被固土,

以防水土流失。地面铺设排污管道,不让污水留在地面,以防

污水渗漏地下。油漆、电池等污染源不能滞留在工地,应进

行分类处理。 

2.4节约水资源。建筑工程建设要用到大量水资源,节水

成为绿色施工技术中的重要部分。施工前,应提前勘察当地

地下水和周边水资源情况。为减少自来水用量,可采用就地

打井的方式取水用于施工及后期绿化；场地的硬化可以采取

更为灵活的方式,可采用水泥预制方格砖与混凝土地面相结

合的方式,这样可以让雨水自动渗入到地下；施工后期混凝

土养护过程中,应该采用浇水与覆盖结合的方法,以降低用

水量。 

2.5减少噪音污染。噪音污染是由音强与音高不协调导

致的污染,它直接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秩序。噪音已成为

环境污染的重要部分,消减噪音污染就是保护环境。传统的

施工技术噪音大,持续时间长。绿色施工要求不影响人们的

正常休息。工地如果距离居民区在两百米内,则必须在晚九

点到早七点间停止施工。若要赶工期,则应使用低噪音设备

进行施工,大分贝设备不允许使用,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3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技术应用的策略分析 

3.1严格建筑材料的合理利用。建筑材料是建筑工程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资源,合理利用资源可以有效降低成本,能

节省不必要的开支,是绿色施工技术的具体体现。但是当前

对废旧建筑材料利用还不是很充分,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直接

扔掉。这种做法违背了绿色施工技术理念,不但浪费了建筑

材料,提高了成本,而且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要研究将

绿色施工技术运用到建筑材料处理上,对固体废弃物要做到

大化利用,处理方式要得当。尽量科学进行回填,对建筑工

程垃圾分类妥善保存,并针对废弃建材建立高效循环利用体

系。这不仅减轻了废弃建材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而且提

高了材料利用率,达到了节约材料的目的。随着科技发展,

建筑工程施工中可以选择的材料类型也越来越多。在选用的

时候应该优先选用新型环保材料,这样的材料不仅能耗低、

对环境友好,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建筑节能,在建筑行业中被

广泛采用。 

3.2保护地表环境。绿色施工技术应用要防止对地表环

境产生污染, 突出的是要保护土壤不遭受流失和侵蚀。建

设过程中如果土壤裸露在露天环境下,可以采取覆盖土壤的

方式保护土壤不受侵蚀。如果施工现场水土流失情况比较严

重,那么应建立地表排水系统,同时采取措施对土壤斜坡进

行固定,减少水土流失。施工现场的化粪池和沉淀池也是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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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地表环境的重要因素。如果化粪池和沉淀池出现外溢或者

泄露,要请专业人员妥善安全处理,因为很可能处理过程中

会发生有毒气体泄露的情况。对池中产生的沉淀物要及时清

理,并运送到合理的位置,确保运送过程中不产生新的污染。

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有毒有害废弃物处理一定要谨慎,要

选择具备资质的机构回收处理。有毒有害废弃物如果管理不

善对土壤造成的污染很难修复,因此一定要妥善处置,确保

施工现场的土地资源免遭污染。 

3.3合理利用水资源。建筑工程施工需要大量用水,水资

源和电力资源是工程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几乎各个施工环

节都要使用水,比如冲洗、养护、稀释等,绿色施工技术体现

在水电资源利用上,就是要科学合理用水用电。施工时根据

施工现场实际情况,结合水资源特点, 大化提高水资源利

用率,降低自来水消耗量,广泛应用河流、湖泊以及地下水,

只要检测合格就可以运用到施工环节中,达到节约用水的目

的。建筑工程的深基坑施工中,运用深井降水技术,能够实时

监控施工过程中降水的影响。在施工各个环节比如混凝土养

护时,覆盖养护就可以少用很多水。施工地面硬化势必会影

响到水资源循环,硬化给雨水的补给造成障碍,因此硬化铺

装时选择材料应采用透水性强的材料,这样雨水就能透过硬

化表层流入土壤。 

3.4降低废弃排放及扬尘。建筑施工时不可避免会排放

一定的废气,出现扬尘也是常见的现象。而绿色施工技术应

用目标是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废气排放是建筑施工过程中产

生的污染物,因此要尽可能减少其排放量。减少废气排放的

一个有效措施便是建立完善的洒水清扫制度,配备专用设备,

并安排专人负责到底。治理施工车辆、机械这些排放量较大

的施工设备,重点是减少排放有害气体的含量,实践中应用

清洁燃料、利用高效燃料添加剂、采用尾气净化设备这些措

施,可以在不影响施工车辆和机械设备正常运转的情况下,

有效降低废气污染。扬尘是衡量建筑工程是否实现绿色施工

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扬尘不仅影响施工现场环境质量,也

严重危害了周边环境。绿色施工中需要采取措施处理扬尘,

首先要求建筑工具、设备和材料在运输过程中封闭物品,保

证没有泄露,减少物质抛洒造成的扬尘。其次保证运输车辆

干净整洁,施工现场应该配备洗车槽,避免运输车辆污染环

境。再者,要妥善放置施工材料,有可能造成扬尘的材料都要

覆盖起来,特别是粉末状材料。 

3.5加强水污染及光污染控制。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的

用水量较大,污水排放需要严格进行监督,污水排放一定要

遵循国家相应标准。施工时要根据不同类型的污水采取不同

的处理方式。同时要委托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污水排放

指数,并出具相关报告,方便施工企业详细掌握污水排放情

况。同时要采取措施保护施工现场地下水,采用边坡支护技

术对地下水形成有力保障。光污染也是施工现场一种污染源,

在绿色施工过程中需要防范注意。夜间工作时室外各种照明

设备会污染视觉环境,因此要对这些设备采取防护措施。 

3.6防范噪声与振动污染。绿色施工要严格遵守我国相

关法律法规,注意防范给周围居民生活带来困扰。要有效控

制噪声及振动污染,就需要实时监管,全面检测施工现场,确

保施工噪音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如果无法实时检测施工噪

音情况,也必须依照国家规定的检测方式严格检测,保证施

工现场的噪音不超标。施工噪音原则上不能影响到周围居民

的正常休息,如果赶工期不能停工也应采用低噪音设备。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工程绿色施工实质上是以保持生态环境

和节约资源为目标,对工程项目施工采用的技术和管理方案

进行优化,并严格实施,确保施工过程安全和高效、产品质量

严格受控的方式方法,因此对绿色施工技术应用进行分析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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