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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建筑工程项目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绿色施工技术实施方案与动态管理内容进行说明。通过对基础理论概念的介

绍，以扬尘、噪声等问题的控制为引导，说明施工现场的具体实施措施。同时，在前期准备、方案调整、管理控制的内容中，

完成具体动态管理内容的论述，为相关技术研究提供基础性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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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roject i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ntent of dynamic management are described.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basic theory, the 

control of the problems such as dust, noise and the like is guided, and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on the construction site 

will be explain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content of early preparation, scheme adjustment and management control, the content of 

specific dynamic management is discussed, and the basic reference material is provided for relevant techn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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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工程项目中，为了适应生态化建设发展目标，并在自身的建设方案与管理方法上进行优化升级。需要应用绿

色施工技术作为指导，形成动态化的管理措施，以此保证自身行业领域技术条件的发展状态。而为落实这一应用技术

内容，需从基础性的理论概念入手，在剖析其执行条件的同时，对施工技术手段的应用提供有效的指导，实现研究内

容的实践引导。 

1 理论概述 

绿色施工与动态管理，是联系较为紧密的实践应用技术。在绿色施工中，重点强调了施工中的节能降耗与环保状

态，而建筑工程的动态管理工作，也在其现场补充了关于绿色施工的管理条件。 

理论概念上，绿色施工将工程的质量与安全作为基本前提，在科技条件与技术水平上，实现资源的合理使用，并

降低其对于建筑施工现场与周围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努力实现节能、节水、节地、节材与环保的“四节一环保”措

施。而在工程建设中，这一内容也是贯彻整体工程全寿命周期的重要环节，成为了工程资源与环境管理的核心工作内

容。 

所谓动态管理，是适应新时代社会模式，并助力建筑行业管理工作发展的实践模式。在形成 PDCA 循环的同时，将

所有的施工环节通过逻辑性整理形成完整的工程建设程序，以此保证整体工程施工的有序合理推进状态。而通过与绿

色施工技术的结合，可以更好地发挥此项管理技术的优势，完成工程计划、执行、检查、验收这四方面内容的落实。 

2 绿色建筑施工现场实施要素 

2.1 扬尘控制 

扬尘是建筑工程施工作业中，极为常见的现场问题。在进行绿色施工现场管理时，应重点关注扬尘问题的控制，

以此保证建筑工程项目建设的合理状态，并将技术作为基础，保证绿色建筑施工的执行效果。执行方法上，需要对现

场出入测量进行检查控制，并在建设条件允许的条件下，设置相应的冲洗装置，提高现场的道路与运输车辆的清洁性，

从而提高现场施工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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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噪音管理 

建筑工程施工中，振动是施工处理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而由震动所引发的噪音，也成为了影响绿色施工执行的主

要条件。对此，对于建筑工程施工，应对其周边环境状态进行分析，将噪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区间内，在不影响周围

居民正常生活的同时，优化施工现场环境，以此保证绿色施工的执行。方法上，可以从设备入手，选择噪声较小的施

工设施，并在技术条件执行相应的降噪处理，以此保证对于施工场地声音的控制
[1]
。 

2.3 其它要素 

能源消耗与建筑垃圾管理，也是组成建筑绿色施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对其内容进行优化处理，在突出管理要素

重要性的同时，形成绿色施工优化措施。而在施工处理中，针对能源消耗的管理，可分为节水与节电两个组成部分。

在节水工作中，建筑施工需形成蓄水系统等管理措施，并针对建筑污水的排放进行管理，以此保证水资源使用的科学

状态，提高施工的绿色生态属性。节电工作中，应积极响应国家的节能号召，统一分配施工现场电力条件，根据照明

用电、设备用电、生活用电这三方面内容，形成完整的管理体系，并提高工作人员的思想自觉性。 

建筑施工垃圾，表现为固体废弃、废料、外包装等多种形式，如果不进行系统的管理，会对整体工程的环保化状

态造成影响，严重时，甚至会对施工现场环境造成影响，并间接地增加施工质量与安全风险。对此，需要形成系统化

的管理体系，在控制建筑垃圾产生数量的同时，对不可避免的建筑垃圾进行分类管理。由此，在形成环保化技术条件

的基础上，保证工程的管理状态升级。 

3 绿色建筑施工动态管理措施 

3.1 优化前期准备内容 

建筑工程项目中，施工管理工作，应在施工操作执行前就设定好相应的管理内容，并在建筑施工的准备活动中，

形成动态化的管理措施，为后续的施工作业合理展开提供基础条件。而在这一管理要求的内容中，应当将国家规范与

行业标准，作为基础管理条件，在保证施工状态的同时，完成管理目标。尤其在绿色施工管理的内容中，要分析各项

要素的影响，并在确定各独立模块的同时，从整体高度，对个绿色施工管理要素进行统一分析，以此优化自身工作内

容。对此，应在施工前期准备工作中，对施工工序、建筑标号、工作量、设备使用条件、技术可行性等内容进行分析

与论证。尤其在工作量条件上，应形成具体的量化数据资料，并对应地融入到各项施工处理操作中
[2]
。 

例如，某工程项目在前期工程准备阶段，出于噪音控制角度，对工程施工设备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发现设备操作

中振动条件较高，并存在噪音污染风险性问题后，对设备的型号与功率作出了调整，在保证工程施工质量与效率不受

影响的条件下，为绿色施工要素的管理升级，提供了基础条件。 

注意，在工程前期施工准备活动中，不仅保证技术内容的合理性状态，也要论证与检验执行方案的合理性，在与

实际使用人员进行技术交底的同时，确保工作内容的执行状态，并获得一线施工人员的认同，保证技术的执行效果，

达到绿色施工动态管理的应用目标。 

3.2 合理调整施工方案 

制定工程建设方案，需要突出动态管理工作中，管理与施工的同步执行状态，在充分落实绿色施工理念的同时，

重视施工技术的使用条件，并在方案编制条件上提供保障，使施工操作人员能够更加有效地执行具体施工计划。例如，

在进行扬尘问题的管理工作时，需对每个工作日的洒水时间进行规划，并确定洒水设备的高压喷雾装置合理性，在检

查车辆密封性状态的同时，严格落实技术标准，使道路冲洗车辆的装置型号与施工实际需要相契合。而这种冲洗技术，

也要与工程建设中的水循环系统形成统一，配合污水管理，并降低建筑施工中的水资源消耗条件。由此，于工程施工

方案的整体性内容，使扬尘管理与水资源控制这两个方面，在保证各自技术内容完整性的同时，形成一体化的技术体

系，体现施工方案合理性特征。同时，也要在各工序衔接环节中，做好明确的职权规划，避免在施工处理中出现重复

与遗漏的问题。 

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动态管理中，还需要尊重施工的流程化、动态性特征，并在施工方案上，通过量化的管理内

容与明确的责权划分，保证动态管理的执行状态。例如，在某工程建设项目中，针对工程施工污染物管理，制定了明

确的工作计划。在内容上，有专职的管理人员，对施工污水、固体废弃物、废料等工程垃圾进行监督，并将各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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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的处理，下放到各个施工环节中，在“定量分则”的管理条件下，及时地完成工程垃圾的清理工作
[3]
。由此，保证

了前一施工环节工程建设完成度的同时，也为后续施工操作提供了良好的施工环境。 

3.3 优化控制管理内容 

建筑工程的施工动态管理，需要在实际操作中，提高自身的控制能力，并保证施工活动对于绿色施工技术要求的

落实状态。具体操作上，应从“四节一环保”工作内容入手，在确定具体粘滞性方案的同时，对可能产生影响的各项

施工现场操作内容进行监督与控制，从而有效地落实管理目标。例如，在施工场地管理的工作中，应重点关注施工材

料使用，根据工程建设进度推进状态，合理规划施工材料进场时间。而在材料进入现场后，还需根据其形态特征，控

制摆放条件，从而实现防潮、防腐等内容的管理，在保证施工材料合理使用状态的同时，体现工程建设质量。尤其在

对接绿色施工理念的内容上，可以尝试增加环保材料、高性能混凝土等材料的应用，为施工控制提供便利性的基础条

件。 

从管理角度出发，还需要对工程建设者进行管理与引导，并在保证其技术执行效果的同时，落实工程施工的动态

管理。方法上，应做好各岗位工作的员的分工协调，并突出管理人员的服务性，根据施工现场情况，对施工计划的内

容作出灵活性的调整，从而保证工程建设资源的合理应用状态，提高使工作业的质量与效率条件，满足绿色施工的建

设需要。另外，还需在审核工作中，提出动态管理岗位的职能作用，并在对工程质量与速率进行审核的同时，将绿色

施工的标准内容作为独立审核条件，通过控制部门绩效的形式，强化对于施工技术内容的监控水平。 

4 结束语 

综上，建筑工程项目的发展，正在朝着绿色化、生态化、环保化的内容不断优化。由此，绿色施工技术的现场实

施与动态管理，需要得到相关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通过前期优化、方案调整、管理升级的执行措施，保证自身理论

体系的实践性转化，从而助力完成建筑工程领域的升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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