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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建筑工程的“绿色”并不是指一般意义的立体绿化、屋顶花园,而是代表一种概念或象征,指建筑对环境无害,

能充分利用环境自然资源,并且在不破坏环境基本生态平衡条件下建造的一种建筑。为了保证绿色建筑工程的有效性,必须合

理运用工程技术。基于此,本文阐述了绿色建筑工程的主要特征,阐述了绿色建筑材料在绿色建筑工程中的应用,对绿色建筑工

程技术应用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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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建筑工程的主要特征 

绿色建筑工程的特征主要体现在：(1)节约环保。节约

环保是指人们在建造、使用建筑时,尽可能地节省资源利用,

保护周围环境,呵护生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把由于人类对

建筑建造与使用活动造成的对环境和资源的负荷与影响减

到 小程度和生态再创造能力的范围内。(2)自然和谐。自

然和谐就是人们在建造、使用建筑的过程里,爱护、亲近所

处的自然环境,使人、自然、建筑三者和谐共存。只有如此

才可以兼顾协调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可以实

现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健康舒适。建立

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是人们建造、使用建筑的基

本要求。要给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和高效的空间。 

2 绿色建筑材料在绿色建筑工程中的应用分析 

2.1 绿色建筑材料的主要类型 

就绿色建筑工程建设中的绿色材料类型而言,一般可分

为无害型、节能型、健康型和循环型等类型。其中无害型主

要是指对人体健康没有危害的建筑材料。若想达到这一标准,

就必须提高对材料生产过程中的重视程度,严把材料质量关,

避免出现有害化学物质超标的现象。节能型建筑材料主要以

节能环保为主,这类材料采用高新技术进行生产, 大程度

降低了材料的热损失,所以均能够达到节能标准。健康型建

筑材料则主要从人们的健康角度出发,在对材料进行生产制

作的时候,充分考虑人们身体的承受能力,原料的选用尽可

能降低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性,比如说,抗菌、除臭、防辐射等

功能,都可以大幅度提高人们居住的安全性。而所谓的循环型

绿色建筑材料,则主要指的是以废弃物作为原材料而制作成

的建筑材料,这类材料在选材方面,往往将重点放在废弃物上,

例如废渣、矿液等,尽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不仅能够满

足建筑工程的需求,而且还能够起到环境保护的作用。 

2.2 绿色建筑材料的主要特征 

第一、生产过程中的特征。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绿色建

筑材料,其生产原料都是以可利用的废弃物为主,例如矿渣、

矿液等,并在基础上利用高新技术进行烧制,烧制过程中应

用的水泥,也是环保性能较高的贝利特水泥,大幅度提高了

建筑材料的绿色性能和环保性能。第二、是选材方面的优势,

通常建筑工程在对施工材料进行选择时,除了要具备新的功

能之外,还要 大程度降低建筑材料对人体所产生的危害。传

统建筑材料虽然在功能上能够满足需求,但对人体的危害却

非常大。而绿色建筑材料则不会出现此类情况,比如说,在建

筑卫生陶瓷的釉料中加入少量的TiOZ光催化剂或稀土激活抗

菌剂,可以形成具有抗菌、防霉功能的卫生陶瓷或涂料,不仅

可以满足施工需求,而且也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第三、循环

利用的特征,绿色建筑材料均为可回收利用材料,不仅能够实

现多次利用,而且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具有重要意义。 

2.3 绿色建筑材料在绿色建筑工程中的应用分析 

(1)绿色建筑结构材料的应用分析。过去建筑工程中所

涉及的结构材料主要以木材、石材、钢材和混凝土为主。随

着节能环保理念的深入,这些结构材料正在被竹子所代替,

并且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与传统的结构材料相比,竹子作

为建筑结构材料,不仅具有硬度大、材质坚韧等优点,而且还

具有较好的循环型。此外,与树木相比,竹子的生长期要短的

多。因此,以竹子为结构材料在当前建筑工程中已经十分常

见了。除了竹子之外,建筑工程中常用的结构材料还有粘土

砖,这类材料的优点是低能耗,材料性能好。但是,由于这种

材料的获取需要以破坏良田为代价,所以正在逐步被建筑行

业淘汰。目前工业废渣组成的新型材料可以取代其在建筑领

域的地位,这种新型材料与粘土砖相比,不仅容易获取,而且

对环境保护也具有重要意义。 

(2)绿色建筑功能材料的应用分析。建筑工程中的功能

材料所包含的内容并不单单只是材料本身应具备的功能,例

如防水、防渗、保温、装饰等,而且还应包括新型材料的各

项功能,比如说,纳米材料、智能材料和超导材料等。伴随着

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些新型材料在建筑行业中的应

用也越来越广泛,并且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以纳米技术为

例,目前,为了更好的促进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一些相关

部门开始尝试将纳米技术应用到建筑工程中,并且取得了令

人满意的成果。 具代表性的就是浙江省舟山明日纳米材料

有效公司开发出纳米二氧化硅、纳米氧化锆、纳米氧化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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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并将其有效应用到建筑工程中,而且在工程建设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在未来的时间里,新型材料将

代替传统建筑材料在我国建筑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进而推动

我国建筑行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3 绿色建筑工程技术应用的分析 

3.1 清洁环保绿色工程技术应用的分析 

主要表现为：(1)噪音控制。噪音污染作为一种非视觉

化的污染形式,扰乱人们的生活,高强噪音所引发的振动甚

至会对周围建筑结构带来破坏作用。必须加大噪音管理,积

极控制噪音,这也是绿色工程技术应用的根本任务之一。首

先,噪音施工要避开周围居民休息时间段；其次,尽量优选噪

音小、振动小的施工机械设备,同时选择隔声、隔震等技术

措施,在施工场地设置封闭式机棚,作为专门噪声工具施工

空间,达到与外界隔绝的效果。 后,专门围绕噪音大小进行

监测,确保其处于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2)水污染控制。建

筑工程施工水体污染源具体涵盖施工建设过程产生的废水

与生活污水,对此需要施工区域内应设置污染处理专区,例

如：预先设置化粪池、沉淀池等,确保污水、废水等经过处

理后尽量能够被循环利用,从而节约水资源。(3)空气污染控

制。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扬尘、飞尘等,其中固

体悬浮颗粒充斥大气中,会引发严重的空气污染,对此应该

进行绿色处理,施工所在的出口需要增设洗车槽,从而减少

对周围道路的污染与侵蚀,遇到关键施工环节,例如：土方挖

掘施工等,应该采取设置围栏、增设洒水车或高压喷雾等方

法来控制扬尘污染。 

3.2 资源节约与回收利用绿色工程技术应用的分析 

主要表现为：(1)高效利用水资源。注重施工现场节水

管理,并实行雨水、污水、废水分流排放制度,采用计量管理

制度来强化水资源使用情况的监督。施工材料搅拌、调配过

程中,要本着节水的原则使用水资源,减少水资源的无故浪

费现象。在施工现场创建水资源回收、再利用系统,充分利

用雨水资源,并对可回收再利用的废水资源进行充分的再利

用。(2)合理使用原材料。原材料对于建筑工程施工非常重

要,其支出也成为建筑工程施工成本预算的一大组成部分。

对此需要预先制定出较为精细、合理的原材料预算方案,并

加大采购管理与监督,实行计划采购战略,按照不同施工阶

段的材料、物资需求量与需求类型进行分批次的计划采购,

从而防止材料剩余造成的资源浪费,保证施工进度和周期,

从而确保材料在有效期内被充分使用。(3)有效利用电能资

源。实行用电指标管理制度,从现场施工、办公、设备用电、

施工人员用电都严格依照相关指标进行监测管理。提倡选择

节能环保型照明设备、施工机械等,尽量延长白天作业时间,

充分利用自然光源,通过科学地安排施工程序,确保高效施

工,缩短施工进程,从而达到节能环保的目标。(4)充分节省

施工用地与空间。要想达到绿色施工的效果,就必须尽量减

少对空间和施工用地的使用,必须对工程所在地附近的设

施、管线、设备等的分布情况作出细致的了解,在此基础上

来规划施工空间、规划施工占地,维护施工地域附近设施与

资源的安全。在保证健康施工、安全施工、环保施工的基础

上来规划施工面积,要确保施工平面场地紧凑布局,控制废

弃物的出现,运输通道布置要灵活得当,不能过多地占地、占

用空间,可以尝试设置环形通道,以此控制施工占地空间。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绿色建筑工程要求尽可能的节约资源、能源,

减少建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并通过对节能环保建材以及

节能技术的使用,为人们提供低能耗的建筑使用空间,因此

必须加强对绿色建筑工程技术进行分析,从而促进建筑业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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