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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施工技术在天府新区建筑工程中的应用策划 

钟红卫  
（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摘   要】工程建设中的绿色施工，是要在保证安全、质量等基本要求的前提

下，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减少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施

工活动，实现四节一环保（节材、节水、节能、节地和环境保护）。本文就建筑工

程实施前期对绿色施工管理目标进行策划，实施过程中采取的有效绿色施工技术

措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倡导施工节约集约技术全面应用，减少施工对环境造

成不利影响，不断提升建筑绿色施工对环境保护的作用。  

【关键词】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控制目标，生态环境  

1  引  言 

“十三五”规划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绿色建筑是在全寿命周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最大

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绿色施工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地促进

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可以有效地解决建筑工程施工中的环境污染以及生态平衡被

破坏等问题。  

四川天府新区于 2014 年 10 月获批国家级新区，规划面积 1578 平方千米，是

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支撑。2018 年 2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视察天府新区时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

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

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平地建新城，天府新区面临大规模实施市

政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工程，采取绿色施工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2  绿色施工项目管理目标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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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区按照“一心三城”的规划格局，明确不同规划分区绿色建筑的发展目

标及指标控制要求，以规划建设条件、方案、施工图审查、施工过程检查和竣工验

收为抓手，争创国家绿色生态城示范区，推行适合天府新区的全过程绿色施工管理

流程，制定了绿色设计、绿色施工、绿色建材、绿色运营等公园城市绿色建筑标准

体系。  

具体到绿色施工，在建筑工程施工节约环保管控方面，主要包括原材料供应、节

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用地、减少建筑垃圾产生、部分材料的回收再利用、中水的

再利用等方面，须逐一制定管理目标。通过工地统计资料，将建筑工地绿色施工节约

环保指标进行测算，形成天府新区的建筑工地绿色环保管理指标（见表 1）。  

表 1  绿色施工工地管理指标  

序号  项   目  利用指标  

1 
建筑工程的  

原材料  

（1）就地取材，距现场 500km 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用量占建筑材

料总用量 70%；  

（2）结构材料损耗率比定额损耗率降低>30%；  

（3）装饰装修材料损耗率比定额损耗率降低>30%；  

（4）工地临房、临时围挡材料的可重复使用率达到 90%；  

（5）建筑材料包装物回收率 100% 

2 工地用水  

（1）总耗水量<0.4t/m2；  

（2）节水型产品及计量装置配备率 100%；  

（3）非传统水源和循环水的再利用量>40% 

3 工地用电  
（1）节能照明灯具使用率达到 90%；  

（2）总耗电量<14.48kW·h/m2 

4 临时用地  

（1）临建设施占地面积有效利用率大于 90%；  

（2）双车道宽度为 6m，单车道宽度为 3.5m，转弯半径为 15m；  

（3）绿化面积与占地面积比率>8% 

5 建筑垃圾管控  

（1）建筑垃圾产生量<300t/万 m2；  

（2）建筑垃圾的再利用和回收率>60%；  

（3）建筑物拆除产生的废弃物的再利用和回收率>50%；  

（4）对于碎石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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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率应大于 60%；  

（5）有毒有害废物分类率达到 100%；  

（6）对建筑包装物进行 100%回收，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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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噪声管控  各施工阶段昼间噪声<70dB，夜间噪声<55dB 

3  绿色施工技术管理措施 

3.1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保障措施  

在工程材料管理方面，首先编制施工总材料计划，优先采用绿色、环保材料；

严格执行材料采购制度，执行限额领料制度；采用材料使用人、专职材料员共同

配合收料，确保进场材料的质量和数量；制定科学的材料运输方法，降低运输损

耗率；优化下料方案，减少余料产生。对临建设施优先推荐采用可以拆除、可回

收的材料。  

在周转材料使用方面，选用耐用、维护与拆卸方便的周转材料和机具。施工现

场的安全防护设施达到定型化、工具化。选用制、安、拆一体化的专业队伍进行模

板工程施工，合理使用材料，提高材料利用率。主体结构的施工全部使用木胶合板，

加强周转材料的堆放、保养和使用管理，降低周转材料损耗，提高周转材料的周转

次数。  

3.2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保障措施  

施工用水：施工区域的水龙头全部采用节水型产品，配置率达到 100%；混凝

土养护时，平面在四周设置临时围挡，保证养护水的有效使用；立面采用薄膜覆

盖保温保湿养护；砌体、粉刷施工时，严格按照含水率要求湿润，地坪施工时，

采用蓄水养护；现场机具、设备、车辆冲洗、喷洒路面、绿化浇灌等用水，优先

采用现场收集的中水，尽量不使用市政自来水；力争施工中循环水的再利用率大

于 40%。  

生活用水：水龙头全部采用节水型产品，配置率达到 100%；厕所水箱采用节

水型产品；厕所、浴室安排专人管理，并安装智能节水器。  

3.3  节能与能源利用评价指标保障措施  

施工用电方面：合理配备机械设备，节能设备、节能灯具配置率大于 90%；合理

编制施工进度总计划、月计划、周计划，尽量减少夜间施工；夜间施工确保施工段的

照明，无关区域不开灯；电焊机配备空载短路装置，降低功耗，配置率 100%；对施

工现场的主要耗能施工设备制定节能的控制措施，定期进行耗能计量核算；严禁使用

国家、行业、地方政府明令淘汰的施工设备、机具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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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电方面：在生活区域安装电度表进行计量，并对宿舍用电进行考核；采

购空调应采购节能产品，宿舍安装节能灯照明；使用限流装置、分路供电的技术手

段进行控制。   

3.4  节地与土地资源保护保障措施  

充分了解施工现场及毗邻区域内人文景观保护要求、工程地址情况及基础设施管

线分布情况，制定相应保护措施，向有关方核准；施工总平面布置应紧凑，尽量减少

占地，保护原有道路和管线；根据现场条件，合理设计场内的交通、施工道路；施工

现场临时道路布置与原有永久道路兼顾考虑。在设计方案中考虑挖填平衡，尽量减少

土方开挖和回填量，保护用地。  

4  文明施工和环保要求 

4.1  扬尘控制措施  

施工现场临时道路必须硬化，非硬化区因地制宜进行绿化或密目网覆盖；根据

现场实际情况合理采用水淋、覆盖、围挡、硬化、清洗等措施；外运土方、渣土的

车辆必须进行全封闭遮盖；现场进出口设置冲洗措施，保证进出现场车辆的清洁；

现场建立封闭式垃圾池；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施工后恢复植被。   

4.2  噪声控制措施  

施工现场合理选用低噪设备，并设置隔音棚和外架设置绿色安全网；施工过

程中减少敲击噪声，车辆禁止鸣笛；减少夜间施工，夜间施工做好协调和办理夜

间施工许可证，夜间施工噪声声强值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混凝土输送泵、电锯房

等设有吸音降噪措施；施工噪声控制符合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 12523—2011）。  

4.3  光污染控制措施  

施工场地范围内的大功率照明灯具调整好方向，采取遮光处理措施；焊接施工

时采取避光措施。  

4.4  水污染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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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工程施工的地下水抽取，并采取合理科学的防渗止水措施；污水排放按

照规定设置沉淀池，厕所排水设置防渗化粪池，食堂排水设置隔油池；工程化学

品材料堆场必须设置防渗隔水层，严防机械油料污染，危险品、化学品存放处及

污物排放应采取隔离措施；工程污水和实验室养护用水经过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

污水管道。   

5  结  语 

5.1  不断强化绿色施工理念  

在绿色施工管理意识上对组织、规划以及实施等各方面进行不断强化，在工程

实施中，要对重点环节进行精准把握。提升管理人员自身专业素质，实现对绿色施

工方案的精准选择，保证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的整体质量。  

5.2  提升资源的整体利用率实现绿色发展  

建筑工程施工企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该按绿色施工管理指标制定出详细、

完整的施工材料应用方案，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进行落实，保证施工材料得到综合应

用，提升资源的整体利用率。  

5.3  加强技术创新对绿色施工的引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创新放在之首，强调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对施工环节进行不断创新优化，明确重点操作流程，对指标

进行量化规定，针对建筑工程现阶段的实际运行情况采取相应的绿色施工措施，从

而有效地将绿色施工理念落实到建设工程实施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1] 尹亮 . 建设工程免除湿作业法绿色施工技术[J]. 低碳世界，2017（12）：136-137. 

[2] 孙君风 . 绿色施工技术在工程中的应用[J]. 居舍，2019（7）：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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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园城市的构建 

余   辉  
（成都天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摘   要】天府新区，作为“公园城市”概念的首提地，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公园城市”的建设。从规划编制、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无不都在践行着“公

园城市”新理念。本文试着从世界城市发展历史角度，溯源“公园城市”理念的

形成脉络。社区综合体的建设，是实现“公园城市”理念的重要一环，从功能的

合理规划到平面功能组织、建筑空间的精心打造以及立体绿化的精细雕琢，成为

构建“公园城市”的众多实践之一。本文将从方案设计角度，以创意路社区综合

体项目为例探讨“公园城市”理念的实践，将“公园城市”的理念体现到各个环

节，引导设计单位做出一个好的作品。  

【关键词】公园城市，田园城市，社区综合体，生活服务圈，立体绿化  

1  “公园城市”的含义及溯源 

1.1  “公园城市”的含义  

2018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

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这是“公园城市”

这个概念首次被提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公园城市”的指示，是城市规划建设理念的升华，蕴含

大历史观、体现哲学辩证思维、充满为民情怀，内涵极其丰富。“公园城市”作为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高级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生态文明为引领，是

将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宜、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相融的

复合系统，是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现代化城市，是新时代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的

新模式。“公园城市”奉“公”服务人民、联“园”涵养生态、塑“城”美化生活、

兴“市”绿色低碳高质量生产，包含“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城市文明观、把“城市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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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自然中”的城市发展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城市民生观、

“历史文化是城市灵魂”的城市人文观、“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城市生活观。“公园

城市”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体现了城市文化与人文精神

传承的文化价值、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价值、顺应尊重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城市形

态的美学价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本价值，将引领城市建设新方向、重塑城市新

价值。  

以上是“公园城市”的含义诠释，下面将从城市规划建设理念的发展历史中去溯

源“公园城市”。  

1.2  从“田园城市”到“公园城市”  

1898 年，埃比尼泽·霍华德在他出版的《明日之城：通往真正改革和平之路》

（1902 年修订为《明日的田园之城》）一书中，提出了“田园城市”（Garden City）

的概念，指出了“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这是基于英国早期工业化时

代背景下，对于生态文明引领下的城市发展提出的一种理想模式。该理论的出现是

为应对英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城市病问题，如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大

量农民从乡村迁入城镇带来城镇人口骤增、交通拥堵等。  

图 1 所示为埃比尼泽·霍华德对“田园城市”的规划和设想。  

 

图 1  埃比尼泽·霍华德对“田园城市”的规划和设想  

“田园城市”建设的侧重点在于乡村自然环境与城市组团的融合，城市组团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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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职住平衡，实现居民的健康生活，是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

用绿化带将城区分割为有一定规模限制的城市单元；绿化带包含耕地、牧场、果园、

森林等，永不改作他用。图 2 所示为澳大利亚堪培拉“田园城市”市中心规划。  

埃比尼泽·霍华德主张将人类社区包围于田地或花园的区域之中，平衡住宅、工

业和农业区域的比例，使人们能够生活在既有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又有美好的自然

环境的新型城市之中。 

这并非完全是基于城市美化的目的，而是从健康、生存及经济的角度出发。

可以说，霍华德在“田园城市”中构想的正是“公园城市”规划的思想起源。  

从“田园城市”开始，英国“国家公园城市”谢尔菲德、美国“翡翠都市”波

士顿及其他新城建设、新加坡“花园城市”、澳大利亚“大洋洲花园”堪培拉等，都

在进行着“公园城市”理念的早期实践。  

不论是国际广泛认同的  “田园城市”“生态城市”“绿色城市”“花园城市”等，

或是国内所提的“山水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等概念，都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以及社

会发展阶段下的产物。  

 
图 2  澳大利亚堪培拉“田园城市”市中心规划  

历史的车轮走到了 2018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公园城市”理念，是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一系列论述系统化、理论化的最新成果，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和生态

文明新阶段关于城市建设发展模式的全新理念，对于开辟城市转型升级新路径、开

创城市建设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新发展理念在

城市发展中的全新实践，是城市规划建设理论的重大突破，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的重要路径，是推进绿色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探索，是塑造新时代城市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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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抓手，具有生态、美学、人文、经济、生活和社会等六大方面的时代价值。  

2  天府新区构建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公园城市”的概念，不同于休闲城市、宜居城市、花园城市⋯⋯这是一份全新

的“考卷”，等待着天府新区给出答案。如何建设“公园城市”？一年多以来，天府

新区通过座谈、讲座、论坛等多种形式，博采众家之长，深入研究公园城市的内涵

和外延，邀请知名大学和高水平规划单位开展公园城市专题研究，制定天府新区公

园城市指标体系。2018 年 5 月 11 日，天府公园城市研究院在天府新区挂牌成立，

专家们明确了“公园城市”的“公共”“生态”“生活”“生产”四大基本属性。“公

园城市不仅仅是简单的‘公园+城市’，是公共、生活、生态、生产四大基本属性叠

加的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系统。”“公园城市”研究院智囊团成员、中国工程院院

士吴志强这样认为。一年多以来，天府新区坚持以规划为引领、以融创生态价值

为导向，全面开启“公园城市”建设新征程，统筹考虑空间布局、功能分区、主

导产业、城市特质、建筑风格、地标形象、天际轮廓、夜间景观、地下空间，优

化完成 5 大类 27 项规划编制；启动北部生态隔离廊道等 10 个重大生态项目，实

施森林城市建设和全域“水环境治理”，新建成绿道 120 千米，规划布局“15 分钟

生活服务圈”118 个，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形成了美丽宜居公园

城市的基本骨架。  

 

   

图 3  兴隆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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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天府新区将继续围绕“力争 2020 年核心区全面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生

态骨架基本形成，基本建成鹿溪智谷、天府中心和成都科学城起步区，公园城市

形态初步呈现；2035 年基本建成、2050 年全面建成公园城市”三步走的发展目标，

大力实施生态环境提升行动、城市功能提质行动、绿色建筑发展行动、大美乡村

建设行动，为把天府新区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及具

有全球影响力、宜居宜业宜商的“公园城市”奠定坚实基础。积极探索城市可持

续发展新模式，将公园形态和城市空间有机融合，以大尺度生态廊道区隔城市组

群，以高标准生态绿道串联城市公园，科学布局可进入可参与的休闲游憩和绿色

开敞空间，推动公共空间与城市环境相融合、休闲体验与审美感知相统一，为城

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创意路社区综合体项目规划设计分析 

创意路社区综合体项目，是目前新区政府规划布局“15 分钟生活服务圈”的重

要的一个点位。它建成后，主要满足兴隆湖南岸片区的生活服务。  

3.1  功能规划  

政府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确定项目规划（建设）条件时，就从“公园城市”理

念出发，充分考虑到了此片区的生活需求，设置了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功能。  

公共服务功能包含了社区医疗、体育健身、养老服务、农贸市场、派出所、社区

办公、文化活动、公交首末站、公共停车、公共厕所、垃圾转运站、资源回收站等。 

商业服务功能的设置上，我们企业考虑了生活超市、餐饮、教育培训、公寓居

住、连锁药店等。  

通过这些功能的设置，充分满足了周边企业、员工及居民的生活各种需求，真

正做到了“15 分钟生活服务圈”。  

3.2  设计理念  

在设计上，我们与设计单位充分沟通，引导、要求设计单位一定要全方位地践

行“公园城市”理念。  

“公园城市”是成都市继“田园城市”“花园城市”“生态城市”“绿色城市”等

目标之后，在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道路上，主动探索的又一全新概念。“公

园城市”是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以生态文明引领城市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构筑

山水林田湖城生命共同体，形成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大美城市形态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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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新模式。  

它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强调公园绿地与城市空间、城市功能的有机融合发展，

比花园城市更有人文意蕴，比园林城市更有自然风情，比生态城市有更多的发展

特性。   

本项目引入“公园城市”的设计概念，建筑通过层层退进的空中花园，建立建

筑与（公园）城市之间的对话。屋顶绿化将建筑切分成若干个小的体块，犹如置身

于公园之中的小建筑群，如图 4 所示。  

 

 

图 4  设计理念  

3.3  立体绿化  

城市立体绿化是城市绿化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丰富城市绿

化景观重要而有效的方式。发展立体绿化，能丰富城区园林绿化的空间结构层次和

城市立体景观艺术效果，有助于进一步增加城市绿量。   

立体绿化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其形式可以是墙面绿化、露台绿化、花架、棚架绿

化、栅栏绿化、坡面绿化、屋顶绿化等。在本项目中，主要利用的形式为墙面绿化、

露台绿化及屋顶绿化，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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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立体绿化  

3.4  墙体、露台绿化  

墙体绿化是立体绿化中占地面积最小，而绿化面积最大的一种形式，泛指用攀

援或者铺贴方法以植物装饰建筑物的内外墙和各种围墙的一种立体绿化形式。在本

项目中，墙体绿化采用攀援的方法，如采用爬山虎、紫藤、常春藤、凌霄、络石及

爬行卫茅等植物，它们不仅价廉物美，同时具有一定观赏性。  

露台是建筑立面上的重要装饰部位，既是供人休息、纳凉的空间场所，也是室

内与室外空间的连接通道。露台绿化是建筑和街景绿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使用空间

的扩大部分。在本项目中，可栽植适于露台的植物，如地锦、爬蔓月季、金银花等

木本植物。   

本项目通过墙体绿化和露台绿化方式（见图 6），立面绿化比例可达到约 30%，

同时让城市界面不再拥堵逼人，给城市界面形成了很好的呼吸感。  

3.5  屋顶绿化  

屋顶绿化（屋顶花园）是指在建筑物、构筑物的顶部、天台、露台之上进行

的绿化和造园的一种绿化形式，如图 7 所示。屋顶绿化有多种形式，主角是绿化

植物，多用花灌木建造屋顶花园，实现四季花卉搭配。此外，也可在屋顶进行廊

架绿化。  

同时，利用屋顶可以形成较好的室外活动空间，可供居民休息娱乐、玩耍等，

同时由于本项目的地理位置优势，屋顶花园空间可以成为眺望兴隆湖的良好观景点，

给来此的居民提供了很好的景观体验。本项目平面绿化比例达到约 70%，为天府新

区城市规划多添一抹生态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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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墙体、露台绿化  图 7  屋顶绿化  

3.6  效果呈现  

创意路社区综合体项目效果图如图 8 所示。  

 

 

图 8  效果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