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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生活质量以及环境条件也随之发生变化，面对现如今土木工程结构的大型化、

复杂化，也对土木工程建筑中的施工材料提出更高要求。土木工程建筑在施工的过程中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能

够提升其精神需求，同时在建筑修建以及后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均要保证其绿色施工、环保建设，因此打造生活所需、功能良

好且生态环保化的建筑成为时代所趋。一方面，这些建筑的设计与实现要依靠建筑施工技术的完备与创新，另一方面，更需

要适用于新时代背景下的绿色建筑材料作为最大的支撑，使得土木工程在施工过程中能够有效做到绿色环保、尽量减少不必

要的建筑污染、材料浪费等突出性问题。因此对绿色建筑材料在土木工程施工中的应用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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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quality of social life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have also changed. In the face of the large-scale and complex civil engineering structure,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also put forward for 

the construction materials in civil engineering building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civil engineering buildings should not only 

meet the material needs of people, but also enhance their spiritu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ir gree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nd later use, so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buildings 

with good function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become the trend of the times. On the one hand,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buildings depends on buildings. The completeness and innovation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need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suitable fo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as the greatest support, so that civil engineering can 

effectively achieve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minimize unnecessary building pollution, material 

waste and other prominent problems.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in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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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常我们所说的绿色建筑施工物料其实质就是说利用清洁生产技术，最大限度的提升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

极可能的使用那些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坏，不具备毒性的使用时间较长的并且能够实现二次回收利用对民众不会造成身

体侵害的施工物料。绿色施工物料是一种在社会快速发展中产生的一种新型的物料，其主要针对的是施工原材料的生

产，制造，使用以及二次利用多个环节，其目的就是更好的对地球环境污染问题加以控制，为民众的生活提供一个良

好的㕂，最终达到保护环境，保证施工质量的目的。换句话说，将绿色建筑物料切实的运用到土木工程施工建造之中

能够促进建筑行业稳定的发展，并且可以带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有利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这篇文章主要围绕绿色

建筑物料在土木工程建造中的切实运用展开分析研究，希望对绿色建筑施工物料的健康发展有所助益。 

1 土木工程施工运用绿色建筑材料的必要性 

1.1 消费者绿色建筑需求不断提升 

在社会迅猛发展的影响下，使得民众的思想意识在逐渐的提升，进而对绿色生态环保理念越发的认同，这就促进

了建筑消费者对专注绿色环保的要求在逐渐的提升。就民众来说，绿色环保建筑物料的大范围的运用不但可以有效的

提升生活环境的质量，并且在保护环境方面也可以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 

1.2 建筑可持续发展现实材料基础 

现下，大部分的城市都已经逐渐的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但是在大范围的推行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时候，

不但要保证城市经济产业能够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并且就建筑物料的使用来说也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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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需要我们充分的联系实际，尽可能的在工程建造中将绿色环保物料替代自然物料。 

1.3 符国家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 

就现如今我国的经济架构的情况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朝着更高级的方向发展，并且就国内行政机构制定的

相关法律法规来说，都具体的提出了使用绿色环保施工物料的要求
[1]
。 

2 概述与价值 

2.1 内涵与特点 

绿色建筑在现如今的环保理念盛行的带动下，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且逐渐的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生态理念，

其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范畴，其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质的整体，灵活的合作形式的建筑结构是调节建筑与环境之间形成

一个平衡状态的重要因素。进而在对针对工程开展设计工作的时候，需要对环境气候加以侧重关注，充分的结合实际

情况对工程实施设计，促使工程完工后各项性能可以更好的施展出来
[2]
。 

2.2 价值体系 

怎样对绿色建筑的情况加以判断，我们可以从多个不同的层面来进行综合分析。诸如：节电，节水，节能等等。

就以往的陈旧的建筑工程设计原则和形式来看，很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建筑行业的实际需要了，这就需要我们充分

联系实际来对设计理念和设计模式加以创新研究，对各类废弃物的二次回收以及各类能源的利用务必都需要针对性的

加以改善，从整体的角度来对生态环境以及空间环境实施综合治理，对整体结构实施科学的布局。在针对施工物料加

以选择的时候，需要保证施工物料具备良好的节能性质，不单单需要对能源实施回收，加工处理，并且需要对能源的

损失加以预防，并且在整体效果上还需要对企业实施一定的调节
[3]
。 

3 土木施工中绿色建筑材料的使用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出，与传统建筑材料相比，绿色建筑材料呈现出了不可比拟的优势。伴随着我国建筑行

业的飞速发展，绿色建筑材料在建筑领域的应用也必然会越来越广泛。对于土木建筑工程施工中绿色建筑材料的使用，

笔者主要从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3.1 结构材料 

在以往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土木建筑工程建造过程中需要使用到大量的木料，钢筋以及混凝土。但是现如今在

节能环保意识的影响下，上述的很多的物料都已经被竹子所取代，并且这种结构形式收到了人们的青睐，进而未来发

展可以说十分的可喜的。与以往陈旧形式的建筑结构物料相比较来说，竹子被运用到工程的建造中，其优越性主要集

中在灵活性较高，物料韧性较强等等。其次与木质材料相比较来说，竹子的成才周期较短，进而在土木工程建造中大

范围的运用竹子来进行结构建造可以说是十分可取的。再有，除了竹子之外，另一种新型的施工物料应时而生，那就

是粘土砖，这类物料其能源消耗量较小，但是性能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但是因为这种施工物料的生产需要对农田造

成破坏，进而不被人们所看好。当前工业生产形成的废弃物料被进行二次回收之后生产加工成新型的施工物料能够发

挥出与粘土砖性能极为相似的作用，进而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4]
。 

3.2 功能材料 

现如今在土建工程建造中，功能性物料涉及到的内容并不再是单纯的物料自身所拥有的性能，诸如：防渗，防水，

控温等等。并且正在逐渐的朝着更加丰富的性能蔓延，诸如：超导物料，纳米物料等等在。在国内科学技术快速发展

的影响下，大量的新型施工物料被人们研发出来并且被运用到了土木工程施工之中，还能够获得良好的成效。就拿纳

米技术来说。现如今为了带动建筑行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很多的机构已经开始着手将纳米技术引用到土木工程施工之

中，这样一来就有效的带动了施工效率和质量的提升，这样能够说明，在未来建筑行业中新型施工物料势必会取代传

统的施工物料，并且会促进国内的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 

4 绿色建筑材料在土木工程中应用的具体 

4.1 绿色建筑材料在土木工程顶端设计中的应用 

当下绿色建筑施工物料在整个建筑行业中的运用十分的频繁，这对于土工工程建造工序来说，绿色建筑物料能够

被运用到工程各个工序之中，尤其是在工程设计工作的开展中，因为绿色施工物料所具备的力学性能与普通的施工物

料相比较更加的优秀进行能够在促进施工结构的整体稳定性以及延长工程使用年限方面能够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首

先需要充分的结合土木工程项目的实际性质来对所有工序的最终目标加以详细的说明，并且对各个工序需要使用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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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物料的性质和数量加以了解掌握，对物料的选择标准进行切实的管控，保证绿色施工物料能够被灵活的运用到各

个工序之中。诸如在针对高层工程结构实施设计工作的时候，在针对土木工程结构顶端结构进行施工物料的挑选的时

候，需要安排专业的人员对所有的适合的物料的性质和属性加以综合分析，这样才能最终判断哪种物料适合使用，进

而保证实现既定的施工目标
[5]
。 

4.2 绿色建筑材料在土木工程外部建筑中的应用 

绿色建筑材料在隔热保温方面的作用也是非常优秀的，就那些我国南方地区的建筑工程来说，因为当地的气候特

点需要工程结构都需要具备良好的防潮隔热的性能，如果不能具备良好的防潮隔热性能那么必然会受到空气中水分子

的长期影响而对结构造成一定的损坏。 

4.3 绿色建筑材料在土木工程内部装修中的应用 

绿色环保设计理念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中的应用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的

室内装饰装修设计模式的化学污染和资源的浪费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舒适居住环境的营造。这就需要将绿

色建筑材料应用到土木工程的内部装修中，最好选用刷水性涂料或者新一代无污染环保型墙纸，或者是采用棉麻、丝

织作为天然墙纸，地面则选择绿色环保的地板，在保证室内环境美观、舒适、环保、节约的前提下，减少涂料胶漆的

使用，保证装饰装修的效率和质量。 

5 结语 

综上所述，绿色建筑材料在土木工程施工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了建筑顶端设计、外部建筑以及内部装修等环节，

这是实现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可以说，绿色建筑材料在建

筑施工行业有着广泛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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