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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促使现阶段我国建筑行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此种背景下，如何通过绿色施工技术应用，保证工

程建设质量以及建筑环保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基于此，通过立足于建筑工程角度，分析了工程绿色施工技术现场实

施方法，研究了工程施工动态管理方法，希望以下内容的论述可以推动我国建筑行业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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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speed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is speeding up at the 

present stage. Under this background, how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building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one of the problems to be solved urgently. Based on this, 

based on the point of view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ield 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engineering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studies the dynamic management method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t is hop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tents can promote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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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几年，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建筑市场需求量不断提升，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建筑施工

必须做好绿色化，但是就目前我国建筑工程建设情况而言，施工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绿色技术应用不正确，管理质

量低下等都在限制建筑行业绿色化发展。因此，对绿色施工技术的现场实施及动态管理研究有着鲜明现实意义。 

1 绿色施工与动态管理概述 
1.1 绿色施工 

绿色施工是二十一世纪建筑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建筑工程生态化发展、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实际工程建设

情况以及施工内容角度而言，绿色施工可以总结为以下内容：在保证建筑工程质量、效率的基础之上，通过对传统建

筑模式进行更改，应用合理的绿色施工技术，保证建筑工程生态性与环保性，将建筑施工对周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到

最低。目前，绿色施工理念已经融合到我国建筑工程当中，成为今后建筑行业发展与建筑的主要任务之一。 

1.2 建筑工程动态管理模式 

从目前实行的绿色施工角度而言，所谓的动态管理模式，主要是集中于 PDCA 循环系统而形成的管理模式，具体而

言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结合工程建设既定目标、相关文件以及各类标准，制定一个完整的管理方

案以及实行方针。第二个阶段，结合实现制定的管理方案以及执行方针，对工程建设管理的相关细节问题进行明确。

第三个阶段，在落实各类动态管理制度时，需要对管理过程中产生与形成的各类问题进行处理。第四个阶段，对绿色

施工整个情况进行全方位评价，做好管理记录，并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以求可以为今后的工程建设管理提供借鉴。 

2 建筑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我国现代建筑行业而言，起步时间较短，很多建筑技术以及方法与国外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在基础建设

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进行建筑改革，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是建筑行业发展的必然需求。就我国建筑行业而言，传

统施工暴露出很多问题:①技术问题：对于建筑工程而言，工程技术是工程建设正常开展的基本保障，也是影响建筑质

量与效率的重要因素。对于传统建筑施工而言，施工技术落后是较为明显的一个问题。②工艺问题：目前很多建筑工

程仍然在沿用传统工艺，作业模式以及流程的选择性较小，通常情况下不会对其进行改变。③污染问题：对于建筑工

程施工而言，污染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自然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目前，建筑工程施工污染问

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建筑工程因为设计问题，会造成土地污染以及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工程建设伴随

着人员活动，会对周边水资源造成污染。 

3 绿色施工技术的现场实施 
绿色施工技术的应用主要是为了降低建筑工程的环境污染，对各项施工中的污染问题进行专项处理。常见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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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技术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3.1 扬尘控制技术 

建筑工程因为本身具有一定特殊性，所以在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形成扬尘污染，进而影响建筑场地周边自然环境，

对于施工人员健康也存在一定影响。为了降低扬尘污染程度，可以采用以下方法进行控制：其一，车辆控制。需要对

车辆进行综合调度，保证车辆运行合理，车内不存在任何杂物。运输轻质、沙质建筑材料时，需要做好防护措施。其

二，路线控制。对于车辆运行而言，应该避免走泥土地，以此降低扬尘概率。或者是基于建筑路线情况，事先对主要

线路进行基础建设，也可以降低运输过程中的扬尘几率。其三，设备控制。在场地中应该配备必要的自动冲洗设备，

并且对于运输主要干道进行洒水以及清尘处理。 

3.2 振动与噪音控制技术 

因为建筑工程体积较大，所以大型设备的应用十分必要，这就导致在工程建设中往往会出现噪声污染。对于参建

人员以及周边居民生活都会造成影响。为了保证噪声污染可以降到最低，可以采用以下控制方法：一方面，建筑施工

活动应该尽量选择在白天进行，并且在下午六点钟停止所有带噪声的施工任务。同时，需要将工程使用场地进行综合

划分，如果工程施工环节无法迁移作业，则需要做好防护；如果可以迁移则需要在场地外施工，之后带入到施工场地

之中。另一方面，尽量选择噪声较小的设备以及工艺。 

3.3 水污染控制技术 

建筑工程参建人员众多，并且施工周期较长，长时间的人员密集活动势必会影响周边水资源环境，造成水资源污

染。针对此种问题，建筑单位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控制：一方面，建筑单位应该在工程开始之前对工程用水、参

见人员生活用水以及工业废水进行明确，保证水资源节约。另一方面，针对不同废水特点，合理规划水资源流转线路，

降低水资源污染程度。 

4 绿色施工技术的动态管理体系 
4.1 前期准备活动 

前期准备工作主要是进行施工图纸、方案设计，安排施工人员、设备等工作。此环节中，需要做到以下几点：①

明确施工技术。需要对施工应用技术、流程以及方案进行确定，在对施工可能出现的污染问题进行分析。②明确施工

材料。施工材料的绿色性直接影响建筑整体生态效果，需要做好材料的抽样检查，保证材料质量。③明确施工设备。

尽量选择对环境污染较小的设备，同时需要保证设备性能良好，随时可以投入使用。 

4.2 施工控制 

4.2.1 施工场地与材料控制 

施工场地控制：施工场地控制主要是保证施工场地规划合理，以此降低土地资源损耗率。要求在围建施工场地时，

严格按照施工图纸内容进行
[1]
。并且使用中应该保证基础工程施工质量，例如在桩基础施工中，打桩应该严格按照规定

进行，以免发生挤土效应。 

材料控制：材料控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保证应用材料质量，做好材料出库前的检测。另一方面，建

议采用定额分配的方法进行材料分配，保证材料应用不会产生浪费问题。 

4.2.2 环境保护 

①建筑人员可以在建筑周边设立防护隔墙，以求降低噪声影响。②在施工过程中，应该以施工环节为单元进行垃

圾清理。③施工人员需要自觉遵守各类规章制度，观测落实文明施工理念，同时建筑单位应该加强生态文明教育。 

4.2.3 降低能耗 

在水资源能耗控制方面，施工团队应该科学设置管道路线，同时，还要合理配置排水系统，提高区域内部水资源

的利用率
[2]
。而在电能消耗方面，则应该全方位控制现场照明度、施工设备使用顺序等各项工作，保证电力资源的使用

能够符合相应标准，避免出现电力浪费的情况。 

4.2.4 审查 

相关人员应该主要立足于各项绿色施工方案的实施效果，来明确建筑工程的绿色与环保价值。对于施工绿色技术

应用效果的评价，应该从材料、设备、能耗以及人员等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 

结论 
综上所述，建筑工程因为其本身具有一定特殊性，所以在施工过程中十分容易对周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这就需

要应用绿色施工技术，将建筑施工影响降到最低。虽然目前各个建筑工程对于绿色施工技术以及动态管理的应用仍然

存在一定问题，但是只要立足于技术根本以及管理主要内容，就可以达到既定目的，推动我国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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