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第5卷� 第18期·城市建筑与发展

4

公路工程施工中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李有成
新疆兵团水科院（有限公司）Ǔ新疆Ǔ乌鲁木齐Ǔ830011

摘Ȟ要：本文旨在探讨公路工程施工过程中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分析当前施工中存在的环境问题，并提出相应的

环境保护措施与可持续发展策略。通过理论分析与策略构建，旨在为公路工程领域的绿色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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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路工程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施工过程往往对

环境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如土地破坏、水资源污染、

空气污染和生态失衡等。因此，探讨并实施有效的环境

保护措施与可持续发展策略显得尤为迫切。

1��公路工程施工中的环境问题分析

1.1  土地破坏与植被损失
公路工程施工活动通常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这不仅

直接导致地表植被的破坏，还可能引起土壤结构的受

损。植被的破坏意味着土壤更容易受到风化和水蚀的影

响，进而可能导致土地退化。此外，土壤结构的受损会

影响其保水能力和肥力，对农业生产和生态平衡造成长

期影响。这种土地和植被的破坏还可能改变地貌，影响

水文循环，甚至导致地质灾害的发生。

1.2  水资源污染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如混凝土搅拌、设备清洗

等产生的污水，以及油料泄漏等，都容易造成周边水体

的污染。这些污染物可能包括悬浮物、油脂、重金属和

其他有害物质，它们会严重影响水体的质量，威胁周边

居民的用水安全。同时，水体污染还可能对水生生物造

成致命伤害，破坏水生生态系统的平衡。

1.3  空气污染与噪音污染
施工机械在作业过程中会排放大量废气，包括二氧

化碳、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颗粒物等，这些废气对空

气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进而威胁到周边居民的健康。此

外，施工过程中的扬尘也是一个重要的空气污染源。同

时，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噪音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长期的高噪音环境不仅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对

人们的听力造成损害。

1.4  生态影响
公路工程施工活动往往穿越多种生态系统，可能破

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影响它们的繁殖和迁徙。这种破

坏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引发生态链的失衡。例

如，施工活动可能破坏湿地、森林或草原等生态系统，

导致依赖这些生境的物种数量减少或灭绝。这种生态影

响是长期且难以逆转的，因此需要在施工过程中给予特

别的关注。

2��公路工程施工中的环境保护措施

2.1  土地与植被保护措施
在公路工程施工中，实施土地与植被保护措施是至

关重要的。首先，应遵循最小化占地原则，通过精细化

设计和合理规划施工布局，最大限度地减少施工对土

地的占用。这包括优化线路设计，避免不必要的土地开

挖，以及尽量利用现有道路和交通设施，以减少对新土

地的占用。其次，采用表土剥离与保存技术是保护土地

和植被的有效手段。在施工前，应对地表土壤进行剥

离，并妥善保存。这样做可以保护土壤中的种子库和微

生物群落，为后期的植被恢复提供有利条件。剥离的表

土应储存在合适的地点，防止水土流失和污染[1]。为了

进一步强化植被恢复计划，应选择适宜的植物进行生态

修复。这需要对施工区域的生态环境进行详细调查，了

解当地的植被类型和生态特点。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应

性强、生长迅速且对当地生态环境有益的植物种类进行

种植。同时，应制定科学的植被恢复方案，包括种植时

间、种植密度、施肥和灌溉等管理措施，以确保植被的

顺利恢复和生长。在植被恢复过程中，还应注意土壤的

保护和改良。可以通过添加有机肥料、改善土壤结构等

方式，提高土壤的肥力和保水能力，为植被的生长提供

良好的土壤环境。同时，应定期对恢复区域进行监测和

评估，及时调整植被恢复方案，确保生态修复的效果。

2.2  水资源保护措施
在公路工程施工过程中，水资源保护同样重要。为

了有效保护水资源，首先必须建立施工废水处理系统。

这个系统应包括预处理、主体处理和深度处理等多个环

节，以确保废水中的悬浮物、油脂、重金属和其他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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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得到有效去除，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同时，废水处理系统应配备专业的监测设备，对处理后

的水质进行实时监测，确保废水排放的合规性。除了废

水处理，实施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也是减少水资源消耗

的重要措施。在施工过程中，可以设置雨水收集设施，

如雨水花园、蓄水池等，将雨水进行集中收集。这些收

集的雨水经过简单处理后，可以用于施工现场的清洗、降

尘和混凝土搅拌等作业，从而减少对清洁水源的依赖[2]。

同时，雨水利用还可以减轻城市排水系统的压力，降低

暴雨时发生内涝的风险。此外，加强油料管理也是防止

水源污染的关键环节。施工现场应设立专门的油料储存

区，采用防渗漏的储存容器，并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

以防止油料泄漏。同时，对于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加

油过程，应严格控制，避免油料溅落到地面或水体中。

一旦发生油料泄漏，应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如使用吸油

棉、沙土等吸附材料进行清理，防止油污扩散。

2.3  空气与噪音污染控制
在公路工程施工中，空气与噪音污染的控制是保护

周边环境的重要方面。为了降低废气排放，应优先选用

低排放的施工机械，这些机械通常配备有更高效的发

动机和排放控制系统，能够显著减少二氧化碳、氮氧化

物、硫氧化物和颗粒物等有害物质的排放。同时，定期

对施工机械进行维护，包括更换空气滤清器、清洗燃烧

室和检查排放系统等，也是减少废气排放的有效手段。

针对扬尘污染，应采取一系列控制措施。洒水降尘是一

种常见且有效的方法，通过定期在施工区域洒水，可以

有效降低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浓度。此外，设置挡风屏

或挡风墙也是一种有效的扬尘控制措施，它可以阻挡风

力带起的尘土，减少扬尘的扩散范围。在必要时，还可

以使用尘土抑制剂或固化剂等化学物质，对土壤进行稳

定处理，进一步减少扬尘的产生。为了控制噪音污染，

优化施工时间是一个重要的策略。尽量避免在夜间或居

民休息时间进行高噪音作业，如爆破、打桩等，可以有

效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同时，合理安排施工顺序，

将噪音较大的作业集中在白天进行，也可以降低噪音对

居民生活的干扰。在噪音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可以采取

隔音措施，如设置隔音屏障或使用低噪音设备，来减少

噪音的传播。

2.4  生态保护与恢复
在公路工程施工前，进行生态评估是至关重要的步

骤。这一评估过程需要专业的生态学家或环境顾问参

与，对施工区域及其周边的生态系统进行详细的调查和

分析。评估的目的是识别出生态敏感区域，如湿地、濒

危物种栖息地或重要的生态走廊，以便在施工规划和设

计中采取相应的避让或保护措施。为了弥补施工对生态

系统可能造成的损害，实施生态补偿机制是必要的。这

一机制可以包括在受损区域进行生态修复或重建，如恢

复湿地、植树造林或重建野生动物栖息地。同时，也可

以考虑在施工区域周边设立生态缓冲区，以减少施工活

动对周边生态系统的直接影响。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是

确保施工活动不对物种造成灭绝性影响的关键措施。监

测计划应在施工前制定，并涵盖整个施工期和运营期。

监测的内容可以包括物种的分布、数量、繁殖状况以及

它们对施工活动的反应。通过定期监测，可以及时发现

并解决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的问题。在生态

保护与恢复过程中，还应注重与当地社区和相关利益方

的合作。这可以包括与当地环保组织、科研机构以及政

府部门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制定和执行生态保护措施。

同时，也可以通过开展公众教育和意识提升活动，增强

社会各界对生态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3��公路工程施工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3.1  绿色建材与技术创新
在公路工程施工中，推广使用环保建材是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策略之一。环保建材，如再生混凝土、生

态沥青、绿色隔热材料等，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

小的特点。使用这些建材不仅能有效减少施工过程中的

碳排放和资源浪费，还能降低对周边环境的负面影响。

例如，再生混凝土利用建筑废弃物作为原料，既减少了

垃圾填埋和焚烧的需求，又降低了对新资源的开采压

力。除了推广环保建材，鼓励技术创新也是实现公路工

程施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研发低碳、高效的

施工技术和设备，可以显著降低施工过程中的能耗和排

放。例如，采用先进的节能型施工机械，如电动或混合

动力挖掘机、装载机等，可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降

低温室气体排放[3]。同时，开发新型施工技术和工艺，如

模块化施工、预制构件等，可以提高施工效率，减少现

场作业量和材料浪费。为了实现绿色建材的广泛应用和

技术创新的持续推进，需要建立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市场

激励机制。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对使用环保建材和

采用先进施工技术的项目给予税收优惠或资金补贴。同

时，通过市场宣传和推广活动，提高公众对绿色建材和

先进施工技术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推动其在公路工程施

工中的广泛应用。推广使用环保建材和鼓励技术创新是

公路工程施工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通过采用

环保建材和先进施工技术，可以有效降低施工过程中的

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推动公路工程建设向更加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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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的方向发展。这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

努力和持续推动。

3.2  循环经济模式
在公路工程施工中，实施建筑废弃物回收利用是循

环经济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策略旨在减少废弃物

的排放，同时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具体来说，可以通过

对建筑废弃物进行分类、加工和处理，将其转化为再生

材料，如再生骨料、再生沥青等，用于公路工程的建设

中。这样不仅能有效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还能降

低对新资源的需求，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除了废弃物

的回收利用，探索施工材料循环利用机制也是循环经济

模式的重要内容。在施工过程中，部分材料如模板、支

架等可以经过简单的加工和修复后再次使用。建立施工

材料循环利用机制，鼓励施工单位在工程中优先使用再

生材料和循环利用材料，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

少浪费。为了实现建筑废弃物的有效回收利用和施工材

料的循环利用，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建立健全

的废弃物回收和处理体系，确保废弃物的分类、收集、

运输和处理过程中的环保和高效。其次，加强技术研

发，提高再生材料和循环利用材料的质量和性能，使其

能够满足公路工程的建设要求。同时，政府可以出台相

关政策，对使用再生材料和循环利用材料的项目给予一

定的政策支持和经济激励，推动循环经济模式在公路工

程施工中的广泛应用。实施建筑废弃物回收利用和探索

施工材料循环利用机制是公路工程施工中实现循环经济

模式的关键策略。通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和提高资源的

利用效率，可以推动公路工程建设向更加环保、可持续

的方向发展。这需要政府、企业和技术研发机构的共同

努力和持续推动。

3.3  环境管理与教育培训
在公路工程施工中，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是确

保环保措施有效执行的关键。这一体系应包括环境政策

的制定、环保目标的设定、环境影响的评估、环保措施

的实施以及环境绩效的监测与改进等多个环节。通过这

一体系，可以确保环保工作在施工过程中的系统性和持

续性，及时发现并解决环境问题，降低施工活动对环境

的负面影响。为了加强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提升全员

的环保素养，必须开展有针对性的环保教育培训[4]。培

训内容可以包括环保法律法规、环保技术知识、环保操

作规程以及环保应急处理等方面。通过培训，使施工人

员充分认识到环保工作的重要性，了解环保要求，掌握

环保技能，能够在施工过程中自觉遵守环保规定，积极

参与环保活动。为了确保环境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和环

保教育培训的持续开展，需要建立相应的考核和激励机

制。对环境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进行定期考核，确保各

项环保措施得到有效执行。同时，将环保教育培训纳入

员工绩效考核体系，对表现突出的员工给予奖励和激

励，提高全员参与环保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

还可以通过开展环保宣传活动、建立环保示范工地等方

式，进一步营造全员参与环保的良好氛围。通过这些活

动，可以展示环保工作的成果和效益，增强施工人员的

环保意识和责任感，推动公路工程施工向更加环保、可

持续的方向发展。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和加强施工

人员环保意识教育是公路工程施工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策略。通过这一策略的实施，可以确保环保措施的

有效执行，提升全员的环保素养，推动公路工程建设与

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结语

公路工程施工中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行

业绿色转型的关键。通过实施科学的环境保护措施，结

合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创新，可以有效减轻施工活动对环

境的负面影响，促进公路工程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未来，随着技术进步与政策支持的加强，公路工程的绿

色发展之路将更加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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