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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节能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应用初探

李晓芹1 丁振涛2

山东 济南 250000

山东 济南 250000

摘 要：随着基础设施的发展，能源消耗在不断增加，基础设施的扩建直接导致能源使用量极速增加。如北方地

区冬季气温下降，对建筑外墙的保温系统需求增加。建筑外墙作为结构保温的重要部分，其使用也越来越多，建筑外

墙的节能技术是工程技术管理人员的研究重要内容。本文对绿色节能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应用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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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工程节能技术的应用原则

实施科学管理，确保项目施工质量

在建筑工程实施中，要积极采用环保和科学的节能

施工技术，减少材料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通常绿

色施工可分为两种：一是在建材施工中，全面利用各种

环保或可循环利用的建材，减少工程材料的浪费和污染

问题。二是完善和提升资源应用规划。通过能源管理，

提升清洁能源在建筑项目中的利用效率。施工过程中，

管理人员应明确无论何种施工方式，都应以保证工程质

量为先，为用户提供安全的居住环境。有效延长建筑工

程的使用寿命[1]。

减少施工造成的环境污染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垃圾，造成对环

境污染和破坏。主要体现在对动植物的生长环境会造成

不利影响方面。施工排水过程中的废水，如果直接流

入湖泊河流，就会造成严重污染。因此，在施工前的设

计中，技术人员应充分做好工程施工的准备工作，制定

完善的施工方案，并采取安全的管理措施，防止建筑垃

圾和废水处理不当，对环境造成污染。同时，要加强对

水、电资源的合理利用，减少建设期对资源的浪费。

2 我国建筑施工工程应用绿色节能技术的重要意义

可以帮助节约建筑工程的能源

近些年来我国的城镇水平不断的提高，居民的经济

收入也随之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与进步，大多数的居

民已经开始把资金投入到买房当中，居民对于建筑的需

求随着经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增加，并且大多数的

居民已经不在仅仅满足于建筑的数量方面而是对建筑的

质量舒适度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建筑业为了顺应

居民对于建筑工程的更高需求而建设了大量的建筑，但

是如果采用传统的建设方式来建设大量的建筑会对当地

的生态环境质量带来非常大的破坏，因此通过采用绿色

节能的技术去应用到建筑工程的施工当中，可以在更大

程度上节约资源的浪费和破坏现象，在更大程度上降低

建筑工程所带来的能量消耗，因此，可以积极的应用绿

色节能技术在建筑工程方面的使用，不仅满足居民对于

建筑的高需求同时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质

量和降低资源能耗。

对于居民的身体健康有保护作用

在传统的施工技术当中，大多数的建筑项目工程都

采用的是能耗比较高的建筑材料，但是这些建筑材料都

有许多不好的化学成分，对人体的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

威胁，一旦吸入过量的化学成分可能使居民产生昏迷、

呕吐等等不良的反应，近些年来关于居民过量吸收化学

成分而进医院的事例数不胜数，除了建筑在施工的过程

当中会使用许多高能耗的建筑用材外还受到建筑布局的

影响，许多的建筑在最开始建成的时候并不能够立即的

入住，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通风散热之后才能够进行居

住，最重要的是挥散建筑在施工过程当中产生的大量化

学气体或者化学成分等等。

3 新型绿色节能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水循环节能技术

我国水资源紧缺问题严重，而在建筑工程施工中需

应用大量水资源，对此，可采用水循环节能技术，对于

传统的一次性排水系统，可转变为二次、多循环利用

系统，进而对水资源进行重复利用。另外，在传统的建

筑工程设计和施工中，对于施工现场废水以及生活污水

的输送区域没有进行合理划分，导致水资源回收利用难

度较大。对此，可利用绿色节能技术创建排水系统，合

理区分施工现场废水以及生活污水，并利用分开处理方

式，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光照节能技术

在建筑工程照明方面，可充分利用太阳能资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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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总能耗中，照明部分耗电量约占10%，电能转化为光

能的效率为15%，热能利用率比较低。对此，可利用滤光

装置，将太阳能中柔和、无污染的光能转化为人们日常

生活中所需要的光能。在滤光装置中，可利用柔性光导

显微，提升节能效益，同时避免产生二次污染。

墙体节能技术

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墙体结构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

分，同时也是建筑工程最外层结构，因此，墙体节能保

温性能会对建筑工程节能效益产生较大影响，而墙体

施工材料会对墙体保温性产生较大影响。在建筑工程墙

体节能施工中，可利用空心砖以及复合墙施工技术，其

中，空心砖能够提升墙面平整性，但是很难截取或者砍

凿，因此，在墙体管道设计和预埋施工中，可采用实心

砖。除此以外，在找孔过程中，应注意结合实际情况选

择适宜的凿孔点，避免墙体密实度不足而影响建筑通风

效果。

4 建筑工程中绿色节能技术的具体应用

墙体地面施工节能技术

建筑工程企业在进行墙面施工时，首先要考虑墙体

结构是否牢固。这是保证施工质量的基本目标。通过绿

色节能技术措施的应用，可减少加固房屋墙壁所需的建

筑材料成本。一方面实现了加固墙体的目标，另一方面

也能全面帮助建筑企业节省资金投入，增加企业经济效

益。因此，鼓励企业全面实施绿色节能技术。对促进建

筑企业健康发展也有重要的支持作用。在铺设地板时，

要考虑到卫生间和厨房的用水量，采取科学的措施防止

地板受潮，选择符合标准要求的地板安装方式，以保证

现代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全面提升[2]。

墙体保温技术的应用

应用绿色环保技术进行墙体保温时应注意以下要

点：首先是进行试样。用水泥砂浆增加墙体表面的粗糙

度，防止材料安装时太过光滑降低其附着力。当拉伸试

样完成后，要控制好施工厚度，拧紧各安装部件，使其

不得有间隙，防止拉伸过程发生偏差；其次，检查面

料。将网格处理后，进行修剪时不能损坏砂线，要垂直

进行砂线切割。在铺设网时，要避免发生弯曲，以免损

坏砂线。技术人员控制好网格的垂直度，避免对样品产

生偏心力。要合理控制扣件强度，避免使用过大的应

力。以造成夹持部位的破坏，影响材料保温性能；其三

是加强材料导热分析。为保证墙体保温材料应用效果，

要使用测试仪来测定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和性能。测试

前，需将被压缩的材料两平面压平，保证压平样品保持

均匀，避免出现间隙。

建筑物顶面光照施工技术

其一是现场废物回收，常见情况是从建筑物内收集

施工中产生的废水，然后经过回收净化处理后二次进行

利用，其二，是通过技术或材料创新，替代传统施工

材料，提高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和效率。通过使用环保

节能的材料，可最大限度地提高项目不同实施阶段的效

益，达到良好的环保和节能效果，降低内部材料损耗，

从而减少了整个项目的施工以及维护成本。

节水技术的应用

（1）建立收集系统。包括雨水系统和折叠结构，根

据水斗的高度安装雨水收集系统。

（2）通过集水通道，或立管等设施，将雨水收集到

机房。

（3）储运体系。通常简单的净化处理，步骤包括进

入沉淀池、过滤和消毒，实现供水系统回用。水泵、供

水管网，是重复利用供水系统的主要部分。回用处理后

的雨水，能直接用于清洗车库和园林绿化工程，以此节

约了大量灌溉用水和人工成本[3]。

水循环技术应用

由于水资源有限，但在建设中还需要使用大量水资

源。根据以往的项目分析，大部分的设施废水会直接排

入水管，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会造成严重污染，同

时增加建设成本。因此，充分利用节能水处理技术，将

传统的排水系统升级转变为多个处理系统，以实现对水

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减少水资源的浪费问题。特别是能

有效安装抽水装置和储水装置，形成沉淀再循环应用系

统。抽水装置用于将地坑水送入储水箱中。在日常生活

中，有效避免供水损失。其次，通过创建完整的雨水收

集系统采集雨水，并利用这些水源来清洁机械设备，控

制施工现场灰尘，以此全面提升对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此外，利用节能技术，形成排水系统，通过对废水的合

理分配，对生活废水合理分离和有效处理，提高水资源

的利用率。[4]。

可再生能源技术应用

新能源技术的合理应用，不仅有效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还能降低工程施工成本，有效缓解了能源短缺问

题。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能源稀缺问

题突出。因此，在建筑工程中，利用新型可再生能源，

能有效减少施工中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如太阳能、风

能等新能源都具有非常环保的作用。在建筑施工中如能

够合理利用这些能源，可达到节能目的。在所有可再生

能源中，太阳能是使用最广泛的能源。建筑工程中使用

太阳能时，要注意建筑朝向的设计，以提高建筑物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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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光效果。还需要优化建筑布局，以提高建筑的采光

效果。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要注意室内结构的空气流

通，以保证居住空间内部的舒适度。技术人员还能在建

筑屋顶安装照明系统，利用太阳能装置白天收集热量转

化为光能，满足建筑内部的照明需求[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将绿色节能技术融入到建筑工程施工

中，对于建设项目有着重要意义。它能提高建设项目的

设计和施工质量及效率。在具体的施工中，管理人员要

根据现场，综合考虑项目和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提高

建设项目环保节能技术应用水平，合理进行建设工程项

目的规划。同时随着住宅工程数量的增加，资源消耗也

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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