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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材料在土木工程中的运用

杜君为

中冶天工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 300000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在此基础上，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追求

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基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人们对居住环境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为了保证经济建设，让工程项

目可持续发展，我国在工业化发展的前提下大力提倡绿色建筑材料的使用，希望能够有效带动土木工程经济的建设同

时，整合工程经济资源，全面保护我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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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进步，雾霾、温室效应等对生

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为了防止这一问题的恶化，建

筑业越来越重视绿色建筑材料的使用，不仅可以减少

资源的严重浪费，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也

减少了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绿色建筑材料具有使用周期

长、可回收性高、对人体危害小等特点，使其在建筑行

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绿色建筑材料在土木工程建设领

域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1 绿色建筑材料涵义及特点

绿色建筑材料是经由现代清洁技术所生产的新型建

筑材料，其原材料大多为无法利用的废弃物，在生产过

程中避免了传统建材的粉尘污染，且施工过程简单易

行，失效后的回收也较为简易，因此可以实现生产 施

工 回收过程的零污染。虽然绿色建材脱胎于传统建材，

但其与传统建材相比具有种类多、能耗低、施工简单等

优势，不仅可以在功能和性能上替代传统建材，并且有

着更为卓越的使用效率和应用角度。按照国家发展改革

委和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对建筑工程的最新评估修订的

《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对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的定义，

绿色建筑是在建筑工程稳定服役的期间内，整体建筑都

需要达到最大化对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对环境的友好性

质，而绿色建材则是无污染并且提供良好无害功能的环

保建材[1]。

现阶段建筑领域对绿色建筑材料的应用对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两个方面均有着明显的助力，这主要体现在

绿色建筑材料满足了新时代下的民众的追求和需求，

环保节能的建筑物有益于人们的身心环境，提升工作效

率。且绿色建筑材料的优良性能也保障了建筑物的多功

能性。然而绿色建筑材料的标准较为严苛，需要具备以

下三个特点：其一，绿色建筑材料的原料通常是由废弃

的工业制品或材料制成，以减少资源的浪费并且减少经

济成本；其二，绿色建材需要保证在服役过程中没有污

染和有毒物质的产生，保证安全性；最后，需要保证回

收过程的可行性，实现零污染的闭环。

2 土木工程中绿色建筑材料的应用价值阐述

有利于消费者根本需求的满足

经济发展导致生态环境经常被忽略，而当下社会公

众对于自身的健康十分重视，对于配套资源的要求也不

断提高。也正因如此，土木工程施工的过程当中也应当

运用绿色建筑材料，也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其对于配套资

源的要求得以满足，赢得消费者的青睐[2]。

是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实现的关键途径

对于社会而言，可持续发展是关键目标，而建筑行

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将对环境的污染降到

最低，而应用绿色建筑材料就非常有必要，这也是建筑

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绿色建筑材料应用于土木工程中是国家经济发展

的整体要求

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就是安金柱行业，

可以说其对于我国经济而言所发挥的作用是尤为关键

的。尤其是当下我国越发重视环保产业，社会公众的环

保意识也逐渐提升，土木工程施工所面临的要求也更为

严格，在土工工程施工的过程当中应用绿色建筑材料不

仅可以进一步节约资源，还可以促使浇筑材料利用率的

提高[3]。

3 绿色建筑材料在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外墙施工

在建筑工程中，建材的选择往往需要考虑到多方面

的因素，在开展工程之前，相关人员会对建筑物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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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对于绿色建筑而言，建筑物通常在绿色环保的设计

理念下具有一定的节能效果，最为常见且应用最为广泛

的就是保温系统。而对于外墙而言，建筑工程不仅需要

满足保温节能等特点，更需要满足建筑物的基础特性如

防水、防火等。在前文中提到了双层外墙设计或外墙涂

覆保温材料等是较为流行的设计。然而基于经济方面的

考虑，加气混凝土砌块是对于保温外墙设计的一个优质

可选项，作为以保温砂浆和空气为保温介质的加气混凝

土砌块的造价仅比混凝土稍高，而选用的保温砂浆通常

为高分子材料或无机保温材料，安全无污染。

除了选用保温材料作为墙体材料外，在外墙框架搭

建完成后也可以选用金属饰面来对墙面进行美观度上的

优化和保温效果的升级，同时金属饰面的包裹使得墙面

水分流失减少，降低施工成本。同样的外墙包裹材料还

有聚氨酯泡沫等，通过对墙根和梁柱等建筑节点的包裹

不仅可以提升保温性能，还能一定程度上防止混凝土的

开裂。

顶部设计采用绿色建筑材料

绿色建筑材料广泛的应用到多个环节，尤其是在顶

层设计阶段。由于绿色建筑材料具有力学性能好、重量

轻、防水效果好等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屋面设计

中，以提高工程质量。在其使用过程中，必须结合工程

的具体实际情况，避免因使用不当造成材料浪费，不能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顶层设计中，应严格按照性能指

标和绿色建筑材料的使用来控制材料，以确保相应的优

势。例如，根据建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结合城市规划

的要求，确定材料的选用，使其力学性能满足工程结构

强度的需要，充分发挥绿色建筑材料的轻质优势。此

外，在设计过程中还应考虑绿色建筑材料的价值和美学

特性，使建筑工程能够满足工程质量的要求，同时也增

加了美学效果。因此，绿色建筑材料为顶层设计提供了

更多的替代方案。例如，建筑顶部设计为 形建筑传统

建筑材料的质量相对较重。为此，可使用轻质建筑材料

线路施工解决了承重问题。一些建筑，作为城市的标志

性建筑，是在顶部设计和建造的它代表了该地区的人文

精神。使用绿色建筑材料更容易建造合格的建筑学。其

次，绿色建筑材料在土木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应用还处于

发展这一阶段，施工人员应将其与传统施工方法相结合

并加以改进，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绿色建筑材料在

土木工程中的价值
[4]。

外部建筑结构中绿色材料的使用效果分析

土木工程项目的建设周期较长，而且从外部到内部

采用的建筑材料种类多，功能要求不一。在人们日益增

长的环保理念、审美要求、功能需求下，绿色建筑材料

满足了土木工程项目的综合要求。从外部来看，绿色建

筑材料可以满足建筑项目的节能保温隔热等作用 从经济

性来看，可在满足美学效果的同时降低成本。

首先，分析绿色建筑材料的保温隔热性能。我国的

南北地区的气候差异大，绿色建筑材料可以减少极端天

气对居住的环境的影响。如南方地区的气候温度较高，

绿色建筑可以降低，隔掉室外环境的热量 而在北方地

区，绿色建筑材料可以控制室内外温差，可以自动调节

温度，降低室内的温度，也能够减少空调的依赖性。这

些对整个社会的发展，环境生态建设都有理想的作用。

其次，绿色建筑材料还能够减少辐射，提升居住的安全

性，通过科学的建筑结构和形态设计，可减少地质灾害

等负面影响，保障人们的居住安全。如将绿色建筑运用

到筒体建筑中，可实现减震的效果。最后，绿色建筑的

成本不高，虽然建筑材料中运用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但

是很多原材料都是废弃物，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而且还能够实现资源二次利用。因此使用绿色建筑作为

建筑外部建设用品，可对社会、个人都有益处[5]。

门窗施工

门窗有别与墙体材料和屋顶材料，不仅需要考虑热

交换和噪音的隔绝，更需要注意自然光对室内的透过程

度，针对门窗来合理设计自然采光可以降低灯具的依

赖性，最大化对照明方面的资源进行节约。故而门窗材

料的选用在合理的门窗设计下，额外为门窗的功能性进

行提升。其中，中空玻璃和镀膜玻璃是玻璃材料中降低

热交换和噪音隔绝的两大主流应用，以中空玻璃为例，

在不影响光源透过率的前提下中空玻璃的传热系数高达

2.1W/(m2·K)，而镀膜玻璃对光源的遮挡效果可达 %

以上。对建筑物采用恰当的工艺，不仅可以实现降低夏

季强烈光辐射造成的高温，也可以实现充分利用冬季对

室内的保温作用，从而降低建筑的使用能耗[5]。

室内装饰的应用

在现代建筑中，绿色建筑材料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因为现代人一般来说，压力很高，他们需要一个更好的

休息环境，隔音板可以隔离外部噪声声音，减少人们的

紧张情绪。而一些绿色建筑材料可以有效隔离炎热、潮

湿和噪音使人们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环境，减少室外空

气和室外道路车辆噪声的不利影响，提供生活的舒适程

度。此外，它还可以不断提高室内装饰的质量，绿色建

筑材料可广泛应用于材料性能无法应用的领域，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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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环境更舒适的技能[6]。

结束语

综上所述，绿色建筑材料具有环保、节约成本、对

人体无害等特点，也具有其他优良性能，其在施工中的

应用将是土木工程项目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当下施工

单位在选择建筑材料时应注意结合材料性能和实际情况

进行材料的选择，注重质量控制管理，保障建筑工程质

量的同时节约成本、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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