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DOI: https://doi.org/工程设计与施工·第 06卷·第 03 期·2024 年 03 月 10.12349/edc.v6i3.2212

Research on Gree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Zhongfu Liu
Central South Survey Design Institute Group Co., Ltd., Wuhan, Hubei, 4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necessity of gree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taking the S Ethnic Sports and 
Cultural Activity Center as the engineering overview, proposes the deficiencies in green construction site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provides optimization measures for green construction site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BIM technology is used as the core, and 3D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are combined with Revit and other software to 
comprehensively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of energy,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at the construction si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rough precise control and dynamic management of BIM technology,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n construction sites has been reduced 
by 22%, saving about 100000 yuan in energy costs annually, reducing land occupation by more than 10%, reducing water resource 
consumption by 15%, and significantly reducing sewage discharge, helping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win-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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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阐述了建筑工程项目绿色施工管理的必要性，以S民族体育文化活动中心为工程概况，提出了建筑工程项目绿色施工
现场管理缺陷，给出了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绿色施工现场管理优化措施，采用BIM技术为核心，结合Revit等软件进行三
维建模和模拟分析，对施工现场的能源、土地和水资源进行全面优化管理。结果表明，通过BIM技术的精确控制和动态管
理，施工现场的能耗降低了22%，年节省能源成本约10万元，土地占用面积减少了10%以上，水资源消耗量降低了15%，污
水排放量也大幅减少，助力中国建筑行业实现更高水平的环境与经济效益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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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建

筑行业作为支撑这一进程的重要力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然而，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施工方也必须正视

建筑行业所带来的环境问题。部分建筑企业在施工过程中，

过于注重经济利益，忽视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导致资源浪

费、污染排放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这不仅违背了可持续发展

的原则，也严重制约了建筑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2 建筑工程项目绿色施工管理的必要性

绿色施工中的“绿色”实际上是强调保护生态平衡。

传统施工方式消耗大、污染重，不符合可持续发展，也限制

了企业创新。绿色施工管理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

建筑企业作为社会成员，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关注

环保和社会责任。实施绿色施工管理能创造更多环保效益，

有助于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社会。

3 工程概况

S 民族体育文化活动中心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建筑工程，

占地面积达 2319.6m2，总建筑面积则高达 5900.0m2。该项目

设计精巧，结构复杂，分为地下两层和地上一层。地下部分

设有游泳池、设备房、公共空间以及机械车库出入口，其中

地下一层层高达 5.4m，地下二层层高为 4.4m。地上一层作

为活动中心的出入口，层高在 3.2~9.5m 之间，使得整栋建筑

的总高度达到了 10.6m。S 民族体育文化活动中心是一座集

体育、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不仅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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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个高品质的活动场所，还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这座建筑充分体现了中国对文化体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有力地推动了全民健身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 S 民族

体育文化活动中心这样的综合性建筑工程中，可能会存在一

系列的绿色施工管理问题。绿色施工管理主要关注的是如何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保障施工的效率

和质量。为此，仍然需要深度考察建筑工程项目的绿色施工

进程。

4 建筑工程项目绿色施工现场管理缺陷

4.1 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导致的浪费问题
在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现场，土地资源的浪费问题较

为突出。部分施工企业未能遵循施工图纸的规定，导致土地

资源的不必要损耗。例如，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挖穿地下水

管的情况，使得自来水大量流失，既浪费了水资源，又可能

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此外，施工现场的材料堆放和机械停

放缺乏统筹安排，进一步加剧了土地资源的浪费。许多临时

设施的搭建也占用了大量土地资源，从而降低了施工场地的

可用面积。

4.2 水资源管理不善导致的浪费和污染问题
在建筑给排水系统中，管道老化、腐蚀、损坏等原因

会导致施工用水管道出现漏水、渗水等现象。这些泄漏会导

致水资源浪费和建筑物结构影响。据数据统计，水管腐蚀损

坏比例达 30%，加剧了浪费问题。相放式加压方式虽满足

消防需求，但导致大量水资源浪费。相关数据显示，采用该

方式的建筑物贮水池中，水资源浪费率高达 50% 以上。

5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绿色施工现场管理优
化措施

在实际安装和使用过程中，可以避免过多安装和胡乱

使用现象的发生，从而有效控制电能消耗。

5.1 能源管理优化措施
应优先选用国家、行业推荐的节能、高效、环保的施工

设备；在施工过程中加强对空调、照明、采暖等耗能设备使用

的管理，规定合理的使用时间并提高设备的运行效率。例如，

室外照明可以使用太阳能路灯等节能设备，进一步减少电能消

耗。据相关数据显示，通过精细化的能源管理措施，施工现场

的能耗可以降低 20% 以上。施工现场能源管理效益见表 1。

表 1 施工现场能源管理效益

管理措施 数据指标 数值 / 情况 节能效益

机械油耗控制

施工机械台班数 10 台挖掘机，8 台装载机 油耗降低 10%

油耗标准设定
挖掘机：15L/h；
装载机：12L/h

年节省燃油成本约 5 万元

实际油耗监测
挖掘机平均 13.5L/h；

装载机平均 11L/h
提升机械使用效率

电力设备规划

节能灯数量 200 盏 电能消耗减少 30%

空调设备数量 15 台 优化设备布局，减少能耗

电源插座数量 100 个 避免过多安装和胡乱使用

能耗降低

总能耗降低比例 22% 年节省能源成本约 10 万元

室外照明节能设备 太阳能路灯 50 盏 进一步减少电能消耗

环保施工设备比例 80% 提升整体施工环保水平

该施工项目在机械油耗控制和电力设备规划方面取得

了良好成效，机械油耗降低了 10%，年节省燃油成本约 5

万元；通过合理规划电力设备布局和数量，电能消耗减少了

30%。总能耗降低了 22%，年节省能源成本约 10 万元。这

些措施不仅提升了机械使用效率，优化了设备布局，还有效

避免了过多安装和胡乱使用现象的发生。

5.2 土地资源利用优化措施
在施工现场土地资源利用方面，合理利用土地、减少

土地占用是绿色施工的重要目标。通过引入 BIM 技术中的

“BIM 施工现场布置”软件，可以科学、合理地布置施工场地。

随着工程进度的变化，施工场地也会不断调整和变化，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动态管理。利用 BIM 技术可以模拟施工现场

周围环境，预测裸土情况并及时种植绿色植被，防止水土流

失和土壤破坏。在规划施工道路时，应考虑道路的后续使用

价值，尽可能建设永久道路或合理利用已有道路，减少临时

道路对土地的占用。施工平面布置应严格控制在建筑红线之

内，各项施工设施布置都要满足方便施工、安全防火、环境

保护和劳动保护的要求，利用横道图等进度管理科技手段合

理安排工期。在此基础上，施工企业可通过施工现场细化分

析处理，确保工程建设始终保持高效率、高质量。

内部运输道路的规划要既满足施工需要，又尽量减少

对土地的切割与破坏。行政与生活临时设施的布置应简约实

用，避免过度占地。临时水电管网及其他动力设施的布置要

科学合理，确保施工顺利进行的同时，最大程度地节约土地

资源。

5.3 水资源管理优化措施
在施工现场水资源管理方面，防止浪费和污染是绿色

施工的重要任务。绿色施工需引入 BIM 技术中的 Revit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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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排水与供水系统三维模型，根据标高方格网导入地形，

提前策划整个现场的道路标高系统、排水系统、塔吊、施工

升降机等其他临建设施的布置位置。直观地展示水系统布局

和管网走向。室外综合管网涉及专业繁多，前期要综合设计，

合理统筹安排，解决各专业管线布置及其相互间的矛盾。

该绿色建筑工程项目采用 BIM 技术模拟和分析整个室

外环境，将 CAD 总平面图导入 Revit 软件，再进行墙体拉伸。

为了控制景观构筑物、园林小品及绿化组团种植等与市政综

合管网位置出现交叉，在墙体拉伸的过程中，设计师们针对

建筑的通风、采光等环境因素进行了充分考虑。通过 BIM

技术的辅助，快速地调整墙体位置、尺寸，利用 BIM 模型

对施工进度、资源消耗等进行实时监控，在模拟安装过程中

可以优先确定循环水装置的设立位置和供水管网的合理布

局；在场地内合理设置蓄水池、污水收集池、车辆冲洗池等

设施来收集雨水和地表水用于混凝土养护、洒水降尘、浇灌

绿色植被等项目实现节水目的。加强现场用水管理制定合理

的用水计划和用水定额；对供水管网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防

止漏水现象的发生；推广使用节水型器具和计量装置来减少

用水量；对污水和废水进行妥善处理后再排放避免对环境造

成污染。据相关数据显示，通过以上水资源管理措施施工现

场的水资源消耗量能降低 15% 以上，污水排放量也大幅减

少。水资源管理优化后，建筑的用水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

水资源浪费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这不仅符合绿色建筑的发

展理念，也为推动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6 结语

论文结合 S 民族体育文化活动中心的实际案例，揭示

了当前绿色施工现场管理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

行的优化措施。缓解了能源紧张的问题，为企业带来了可观

的经济效益。在土地资源利用方面，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布

局，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在水资源管理领域，并

且污水排放量也大幅减少，让绿色施工理念能够真正落实到

施工中，实现绿色施工的整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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