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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节能减排措施 

我国尚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作为大量消耗资源、影响环境的

建筑业，应全面实施绿色施工，承担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 

 

 节能减排指导建筑工程的绿色施工。  

 

 绿色施工是指工程建设中，在保证质量、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

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与减少对环境负面影

响的施工活动，实现四节一环保(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境保

护)。  

 

 绿色施工应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的标准规范，实现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实施绿色施工，应依据因地制宜的原则，贯彻执行国家、行业和地

方相关的技术经济政策。  

 

 运用 ISO14000和 ISO18000管理体系，将绿色施工有关内容分解到

管理体系目标中去，使绿色施工规范化、标准化。  

 

 鼓励各地区开展绿色施工的政策与技术研究，发展绿色施工的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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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新设备、新材料与新工艺，推行应用示范工程。  

 

 2 绿色施工原则  

 

 绿色施工是建筑全寿命周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实施绿色施工，应

进行总体方案优化。在规划、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绿色施工的总体

要求，为绿色施工提供基础条件。  

 

 实施绿色施工,应对施工策划、材料采购、现场施工、工程验收等各

阶段进行控制，加强对整个施工过程的管理和监督。  

 

 绿色施工总体框架  

 

 绿色施工总体框架由施工管理、环境保护、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能与能源利用、节地与施工用地保护六个方面

组成(图 1)。这六个方面涵盖了绿色施工的基本指标，同时包含了施

工策划、材料采购、现场施工、工程验收等各阶段的指标的子集。  

 

 绿色施工要点  

 

 绿色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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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管理  

 

 1、建立绿色施工管理体系，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与目标。  

 

 2、项目经理为绿色施工第一责任人，负责绿色施工的组织实施及目

标实现，并指定绿色施工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  

 

 规划管理  

 

 1、编制绿色施工方案。该方案应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独立成章，并按

有关规定进行审批。  

 

 2、绿色施工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环境保护措施，制定环境管理计划及应急救援预案,采取有效

措施，降低环境负荷，保护地下设施和文物等资源。  

 

 （2）节材措施，在保证工程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制定节材措施。

如进行施工方案的节材优化，建筑垃圾减量化，尽量利用可循环材料

等。  

 

 （3）节水措施，根据工程所在地的水资源状况，制定节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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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节能措施，进行施工节能策划，确定目标，制定节能措施。  

 

 （5）节地与施工用地保护措施，制定临时用地指标、施工总平面布

置规划及临时用地节地措施等。  

 

 实施管理  

 

 1、绿色施工应对整个施工过程实施动态管理，加强对施工策划、施

工准备、材料采购、现场施工、工程验收等各阶段的管理和监督。  

 

 2、应结合工程项目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绿色施工作相应的宣传，

通过宣传营造绿色施工的氛围。  

 

 3、定期对职工进行绿色施工知识培训，增强职工绿色施工意识。  

 

 评价管理  

 

 1、对照本导则的指标体系，结合工程特点，对绿色施工的效果及采

用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与新工艺，进行自评估。  

 

 2、成立专家评估小组，对绿色施工方案、实施过程至项目竣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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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综合评估。  

 

 人员安全与健康管理  

 

 1、制订施工防尘、防毒、防辐射等职业危害的措施，保障施工人员

的长期职业健康。  

 

 2、合理布置施工场地，保护生活及办公区不受施工活动的有害影响。

施工现场建立卫生急救、保健防疫制度，在安全事故和疾病疫情出现

时提供及时救助。  

 

 3、提供卫生、健康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加强对施工人员的住宿、膳

食、饮用水等生活与环境卫生等管理，明显改善施工人员的生活条件。  

 

 环境保护技术  

 

 扬尘控制  

 

 1、运送土方、垃圾、设备及建筑材料等，不污损场外道路。运输容

易散落、飞扬、流漏的物料的车辆，必须采取措施封闭严密，保证车

辆清洁。施工现场出口应设置洗车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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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土方作业阶段，采取洒水、覆盖等措施，达到作业区目测扬尘高

度小于 1.5m，不扩散到场区外。  

 

 3、结构施工、安装装饰装修阶段，作业区目测扬尘高度小于 0.5m。

对易产生扬尘的堆放材料应采取覆盖措施；对粉末状材料应封闭存

放；场区内可能引起扬尘的材料及建筑垃圾搬运应有降尘措施，如覆

盖、洒水等；浇筑混凝土前清理灰尘和垃圾时尽量使用吸尘器，避免

使用吹风器等易产生扬尘的设备；机械剔凿作业时可用局部遮挡、掩

盖、水淋等防护措施；高层或多层建筑清理垃圾应搭设封闭性临时专

用道或采用容器吊运。  

 

 4、施工现场非作业区达到目测无扬尘的要求。对现场易飞扬物质采

取有效措施，如洒水、地面硬化、围档、密网覆盖、封闭等，防止扬

尘产生  

 

 5、构筑物机械拆除前，做好扬尘控制计划。可采取清理积尘、拆除

体洒水、设置隔档等措施。  

 

 6、构筑物爆破拆除前，做好扬尘控制计划。可采用清理积尘、淋湿

地面、预湿墙体、屋面敷水袋、楼面蓄水、建筑外设高压喷雾状水系

统、搭设防尘排栅和直升机投水弹等综合降尘。选择风力小的天气进

行爆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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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在场界四周隔档高度位置测得的大气总悬浮颗粒物（TSP）月平

均浓度与城市背景值的差值不大于 0.08mg/m3。  

 

 噪音与振动控制  

 

 1、现场噪音排放不得超过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

（GB12523-90）的规定。  

 

 2、在施工场界对噪音进行实时监测与控制。监测方法执行国家标准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测量方法》（GB12524-90）。  

 

 3、使用低噪音、低振动的机具，采取隔音与隔振措施，避免或减少

施工噪音和振动。  

 

 光污染控制  

 

 1、尽量避免或减少施工过程中的光污染。夜间室外照明灯加设灯罩，

透光方向集中在施工范围。  

 

 2、电焊作业采取遮挡措施，避免电焊弧光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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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污染控制  

 

 1、施工现场污水排放应达到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的要求。  

 

 2、在施工现场应针对不同的污水，设置相应的处理设施，如沉淀池、

隔油池、化粪池等。  

 

 3、污水排放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废水水质检测，提供相应的污

水检测报告。  

 

 4、保护地下水环境。采用隔水性能好的边坡支护技术。在缺水地区

或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的地区，基坑降水尽可能少地抽取地下水；当基

坑开挖抽水量大于 50 万 m3 时，应进行地下水回灌，并避免地下水

被污染。  

 

 5、对于化学品等有毒材料、油料的储存地，应有严格的隔水层设计，

做好渗漏液收集和处理。  

 

 土壤保护  

 

 1、保护地表环境，防止土壤侵蚀、流失。因施工造成的裸土，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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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砂石或种植速生草种，以减少土壤侵蚀；因施工造成容易发生地

表径流土壤流失的情况，应采取设置地表排水系统、稳定斜坡、植被

覆盖等措施，减少土壤流失。  

 

 2、沉淀池、隔油池、化粪池等不发生堵塞、渗漏、溢出等现象。及

时清掏各类池内沉淀物，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清运。  

 

 3、对于有毒有害废弃物如电池、墨盒、油漆、涂料等应回收后交有

资质的单位处理，不能作为建筑垃圾外运，避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4、施工后应恢复施工活动破坏的植被（一般指临时占地内）。与当

地园林、环保部门或当地植物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在先前开发地区种

植当地或其他合适的植物，以恢复剩余空地地貌或科学绿化，补救施

工活动中人为破坏植被和地貌造成的土壤侵蚀。  

 

 建筑垃圾控制  

 

 1、制定建筑垃圾减量化计划，如住宅建筑，每万平方米的建筑垃圾

不宜超过 400 吨。  

 

 2、加强建筑垃圾的回收再利用，力争建筑垃圾的再利用和回收率达

到 30% ，建筑物拆除产生的废弃物的再利用和回收率大于 40%。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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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石类、土石方类建筑垃圾，可采用地基填埋、铺路等方式提高再利

用率，力争再利用率大于 50%。  

 

 3、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封闭式垃圾容器，施工场地生活垃圾实行袋

装化，及时清运。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并收集到现场封闭式垃圾站，

集中运出。  

 

 4.2.7 地下设施、文物和资源保护  

 

 1、施工前应调查清楚地下各种设施，做好保护计划，保证施工场地

周边的各类管道、管线、建筑物、构筑物的安全运行。  

 

 2、施工过程中一旦发现文物，立即停止施工，保护现场并通报文物

部门并协助做好工作。  

 

 3、避让、保护施工场区及周边的古树名木。  

 

 4、逐步开展统计分析施工项目的 CO2 排放量，以及各种不同植被

和树种的 CO2固定量的工作。  

 

 节材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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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材措施  

 

 1、图纸会审时，应审核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的相关内容，达到材料

损耗率比定额损耗率降低 30%。  

 

 2、根据施工进度、库存情况等合理安排材料的采购、进场时间和批

次，减少库存。  

 

 3、现场材料堆放有序。储存环境适宜，措施得当。保管制度健全，

责任落实。  

 

 4、材料运输工具适宜，装卸方法得当，防止损坏和遗洒。根据现场

平面布置情况就近卸载，避免和减少二次搬运。  

 

 5、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提高模板、脚手架等的周转次数。  

 

 6、优化安装工程的预留、预埋、管线路径等方案。  

 

 7、应就地取材，施工现场 500公里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用量占建筑

材料总重量的 70％以上。  

 

 结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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