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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建筑施工管理中绿色建筑材料的
应用研究

●何　正

　　

[摘要]绿色建筑与节能理念的融合,是指在整个建筑生命周期内,利用各类绿色技术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化利

用,这也是节约资源、完成生态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以绿色低碳理念为中心,结合建筑全生命周期设计完

成建筑设计管理过程的逐步优化,这是绿色环保理念融入建筑工程设计的基础,也是优化设计内容的重点.

本文针对绿色建材在建筑节能设计中的应用效果,对绿色墙体材料和绿色门窗材料案例进行具体研究,实现

绿色材料在建筑施工过程中的高效应用.

[关键词]绿色环保理念;建筑工程设计;施工分析

绿
色建筑材料，是指在生产、使用和废弃过程中对环

境无害或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建筑材料。 在土木工程

建筑施工管理中，绿色建筑材料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建筑物

的质量和使用寿命，还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实现可持续

发展。 本文对绿色建筑材料的定义和分类进行介绍，对绿

色建筑材料在土木工程建筑施工管理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如

绿色建筑材料的选择、使用和施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同

时，本文对绿色建筑材料的应用效果进行评估，如绿色建筑

材料对建筑物的质量、使用寿命的影响，以及对环境的

影响。

绿色低碳理念在建筑材料中的应用分析

(一)整体和谐性

建筑物虽然是人工构建的物体，但也是生态环境的构成

部分。 因此，绿色建筑施工要注重与环境的协调性、统一

性，这也是绿色建筑施工发展的关键。 建筑物的存在会对

周围物体造成影响，它们是生态环境中的整体内容。 建筑

物的本质在于其使用功能，它能够便于居住、办公，这也是

建筑结构设计的核心。

(二)资源利用充分性

从现阶段来看，整体建筑产业能耗相对较高，在很多资

源的利用率比较低，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化利用，对周围的

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影响到了绿色施工的发展。

同时，绿色低碳理念还要求建筑能耗结合不同的建筑工程设

计以及施工管理发展特点进行有效的补充。

(三)可持续化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师要按照国际社会承认的原则进行设计，理解

地方性以及地域性特点，完善建筑结构设计空间，注重建筑

结构设计用量发展。 建筑设计师在设计建筑结构时，既要

保证建筑设计的完整性、综合性，也要结合住宅的耐久度、

混凝土施工现状，对建筑的舒适性、整体利用的完整性进行

分析。 建筑设计师要按照住宅结构设计需求，使建筑具备

较好的通风流畅性与光亮利用效率，并体现出一定的艺术性

和前瞻性。 建筑设计师还要对外部环境和空间布局特点进

行分析，将其作为居民生活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进行整体

规划和群体设计。

项目概况

该住宅项目位于温带气候区，总建筑面积约为３０,０００m２，

包括住宅楼、商业区及配套设施。 项目的目标是打造一个

高效能、低环境影响、绿色环保的住宅区，以应对节能减排

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在节能设计上，该项目采用了多项

创新技术和策略，如高效率的墙体绝热材料、智能门窗系统、

绿色屋顶等。 该项目采用了导热系数为０．０３５W/(m·K)的墙

体绝热材料，有效减少了热量通过墙体的传递；屋顶绿化覆

盖率达到８０％，不仅减少了建筑物内部的热岛效应，还通过

植物的蒸发作用降低了周围空气的温度；窗户则采用了双层

LOWＧE玻璃，其热传递系数为１．８W/(m２·K)，大幅降低

了热能损失和夏季的太阳辐射热进入。 这些措施共同作

用，使得该项目在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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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绿色墙体材料在建筑节能设计中的应用

(一)材料的选材

在土木工程建筑施工管理中，绿色墙体材料的选材与性能

评估是建筑节能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选用的墙体材料具有

出色的绝热性能，其导热系数均低于０．０３５W/(m·K)，这确保

了墙体具有高效的热阻，从而有效地降低了热量通过墙体的

传递。 具体而言，该项目选择了泡沫混凝土材料作为墙体

材料，其密度为３００kg/m３，热导率为０．０８W/(m·K)，这种

材料在保证结构稳定性的同时，显著提高了建筑的保温性

能。 此外，墙体还采用了具有良好透气性的透气混凝土材

料，其热导率低至０．１６W/(m·K)，并且能够调节室内空气

湿度，进一步提升了居住的舒适度。 表１列出了该项目采

用的绿色墙体材料的关键参数，包括材料名称、密度、热导

率等关键指标，这些数据反映了材料在节能性能方面的优

势。 通过这些绿色墙体材料的应用，项目不仅实现了节能

减排的目标，还提升了建筑的整体性能和居住者的生活质

量，体现了绿色建筑在现代建筑行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表１　绿色墙体材料的关键参数

材料名称
导热系数

[W/(mK)]

密度

(kg/m３)

抗压强度

(MPa)

透气性

mg/(m２hPa)

泡沫混凝土 ０．０８ ３００ ４．０ ０．３５

透气混凝土 ０．１６ ４００ ３．５ ２．５０

　　(二)绿色墙体施工

在住宅项目的施工过程中，绿色墙体材料的施工环节对

于确保材料的高效应用和最大化节能效果至关重要。 这些

环节和要求的严格遵守是实现绿色墙体材料优势的关键。

泡沫混凝土的浇筑和固化阶段对温度和湿度的控制要求非常

严格，温度需控制在１５℃至２５℃之间，湿度保持在６０％至

７０％之间。 这样的环境控制有助于优化材料的固化环境，

确保材料性能的稳定性和耐久性。 施工人员采用了特制的

模具系统，这种系统能够在泡沫混凝土浇筑后的２４小时内

使其达到脱模强度，这种快速脱模技术大大提高了施工效

率。 透气混凝土的安装则采用了精确的切割技术，以保证

墙体组件的尺寸精度达到±２mm。 这种精确的切割技术不

仅保证了墙体的密封性，也确保了整体的热性能和结构完

整性。

(三)效果评估

在住宅项目中，绿色墙体材料的节能性能通过一系列科

学严谨的测试与评估方法得到了验证。 项目采用的泡沫混

凝土和透气混凝土，其热导率分别达到了０．０８W/(m·K)和

０．１６W/(m·K)，远低于传统混凝土的热导率１．０W/(m·K)，显

著降低了墙体的热传递。 在实际应用中，这些墙体材料的

使用使得建筑的冷暖负荷分别降低了２０％和１５％。 具体来

说，夏季的冷负荷从传统建筑的１００kW 减少到８０kW，冬季

的暖负荷从１２０kW 降至１０２kW。 墙体的热阻测试结果显

示，使用绿色墙体材料的墙体热阻值提高了３０％，从而进一

步证明了其优越的节能性能。 这些评估结果表明，绿色墙

体材料在该项目中不仅显著提高了建筑的能效，减少了能源

消耗，而且对改善居住环境的舒适度和降低环境负担起到了

积极作用。 因此，绿色墙体材料的应用对于实现建筑节能

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类似项目提供了可借鉴

的经验和模式。

绿色门窗材料在建筑节能设计中的应用

(一)门窗选材

在建筑设计中，绿色门窗的选择对于实现节能目标至关

重要。 如表２，热传递系数(U值)是评估门窗绝热性能的关

键指标。 以该项目为例，采用的双层 LOWＧE玻璃具有较

低的 U 值，仅为１．３W/(m２·K)，相较于传统单层玻璃的

５．８W/(m２·K)，显著减少了热量的传递，从而显著提升了建筑

的整体能效。 门窗框架采用的增强型聚氯乙烯(PVC)材料，不

仅确保了良好的热隔断性能，其 U值也仅为１．４W/(m２·K)，

这进一步增强了门窗的节能性能。 PVC材料还具有轻质、

耐腐蚀、易加工等优点，且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影响较

小，符合绿色建筑的理念。

表２　门窗选材

材料类型
U值

W/(m２K)
耐候性

抗紫外

线能力

空气渗

透性能

双层LOWＧE玻璃 １．３ 高 强 A 级

增强型PVC框架 １．４ 高 强 A 级

传统单层玻璃 ５．８ 低 弱 C级

木材框架 ２．５ 中 中 B级

　　绿色门窗的设计与选材考虑了多个因素，包括热传递系

数、气密性、水密性、隔音性等，旨在确保建筑的节能性

能，同时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 通过科学合理的选择和设

计，绿色门窗在建筑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门窗系统的性能指标在多个方面符合国家标准的高级

别要求。 例如，其空气渗透性能达到国家的 A级标准，这

意味着门窗在抵御空气渗透方面具有极高的密封性和隔离效

果。 风压阻力等级则达到国家６级标准，说明该门窗系统

能够承受较高的风压，适用于风力较大的环境中，确保在强

风条件下仍然能保持稳定和安全。 水密性能也达到了国家

５级标准，这表明系统能够有效阻止水分渗透，避免了由于

漏水引发的潜在问题。 这些性能指标的达标，显示了该门

窗系统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注重了各方面的质量控制，确保

其在实际使用中具有卓越的性能，能够满足或超越现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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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二)绿色门窗安装技术

绿色门窗的安装是一个精细且关键的步骤，其目的是确

保门窗的性能能够得到最佳发挥，同时减少能源损失。 安

装过程首先涉及门窗框架的定位与固定，这一步骤要求与建

筑结构实现紧密的配合。 在框架安装时，采用了精确到毫

米的定 位 技 术，确 保 框 架 的 水 平 和 垂 直 度 误 差 不 超 过

３mm，这对于后续门窗的密封性能和整体外观有着直接的

影响。 接下来，对门窗框架进行密封处理，使用的是具有

高弹性和耐候性的密封胶。 这种密封胶的拉伸强度达到０．

６MPa，伸长率为３００％，能够有效保证门窗与墙体间的气密

性和水密性，从而避免了热桥现象的产生。 绿色门窗的安

装技术还包括对门窗玻璃的安装，以及对五金配件的安装和

调试。

(三)效果评估

绿色门窗系统的绝热性能主要通过其热传递系数(U
值)来衡量。 该项目采用双层 LOWＧE玻璃与氩气充填技

术，使得 U值降低至１．３W/(m２·K)以下，相较于传统门窗

的５．８W/(m２·K)平均值，这一显著的降低有助于提升建筑

的保温性能，从而减少能源消耗。 气密性能的评估是通过

空气渗透率测试来实现的。 绿色门窗系统能够达到国家 A
级标准，其空气渗透率被控制在每平方米每小时不超过０．

１m３，这一标准的达成有效阻止了室内外空气的无序交换，

进一步提升了能源的使用效率。 水密性能的评估则是通过

水密性测试来进行的。 绿色门窗系统的设计采用密封材料

和安装技术，确保了即使在恶劣天气条件下，系统也能保持

良好的水密性能，防止水从门窗缝隙中渗透进入室内，保持

建筑内部干燥。 通过这些评估和优化，绿色门窗系统在绝

热性、气密性和水密性方面都达到了高标准，从而为建筑的

节能和舒适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绿色施工理念应用于

建筑结构设计中也具有明显的优势，其能够提高目前生态可

持续化利用效率，也优化了建筑施工管理。 绿色建筑材料

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建筑环境可持续性，还提升了施工过程的

资源利用效率。 建筑单位在建筑设计中应用绿色低碳理

念，通过使用先进的绿色材料，对其建筑材料应用、建筑规

划布局、建筑施工管理等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后续的建筑结

构化设计做了良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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