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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concept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of gree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gree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then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detail, including key links such as earthwork engineering and concrete engineering,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gree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such as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echnical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rough analysis, the effectiveness of gree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is	further	verified,	which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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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色理念的水利工程施工技术和管理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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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绿色理念在水利工程施工中的应用变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探讨绿色水利工程施工技术与
管理措施，以实现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分析了绿色水利工程施工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详细介绍了绿色施工技术
的应用，包括土石方工程、混凝土工程等关键环节，并提出了相应的绿色施工管理措施，如组织管理、技术管理、环境管
理等。通过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绿色施工技术与管理措施的有效性，为水利工程施工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以期推动水利
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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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利工程建设对于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

条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的水利工程施工往往会对生

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如水土流失、水质污染、生态平衡破

坏等。在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将绿色理念

融入水利工程施工技术与管理中，不仅有助于减少施工过程

中的环境负面影响，还能提高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实现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2 水利工程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2.1 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绿色理念在水利工程

施工中逐渐得到关注和应用。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在设计和施

工阶段开始考虑生态环境因素，采用环保型材料和节能施工

设备，优化施工工艺以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干扰 [1]。例如，在

一些水库建设工程中，通过合理规划施工区域，设置临时排

水系统和植被恢复措施，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保护了库区

周边的生态环境。

2.2 面临的问题
水利工程施工中绿色理念的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首

先，绿色施工技术的研发和推广相对滞后。与传统施工技术

相比，绿色施工技术往往需要更高的研发投入和成本，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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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成熟度和适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其次，绿色施工管理的

系统性和规范性不足。绿色管理多停留在表面，缺乏系统的

绿色施工管理体系和标准规范，导致绿色施工措施难以有效

落实 [2]。此外，施工人员对绿色施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

乏相关的环保知识和技能培训，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自觉执

行绿色施工要求，影响了绿色施工技术与管理措施的实施

效果。

3 水利工程施工技术技术措施

3.1 土石方工程
土石方工程是水利工程施工中常见的环节，也是对环

境影响较大的部分之一。在绿色理念指导下，可采取以下施

工技术：

（1）合理规划施工方案：在土石方开挖和填筑前，应

充分考虑地形地貌、地质条件等因素，合理规划施工方案，

尽量减少土石方的开挖量和运输距离。例如，采用分层开挖、

分层填筑的方法，根据土层的性质和厚度，合理确定开挖深

度和填筑厚度，避免过度开挖和浪费。同时，合理规划施工

道路和运输路线，减少车辆行驶过程中的扬尘和噪声污染。

（2）采用环保型土石方施工设备：选择低能耗、低排

放的土石方施工设备，如电动挖掘机、液压挖掘机等，减少

燃油设备的使用，降低施工过程中的废气排放。此外，设备

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其正常运行，提高施工效率，减

少设备空转时间，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耗。

（3）加强土石方施工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措施：在土石

方开挖过程中，及时对裸露的土体进行覆盖，采用防尘网、

草帘等材料，防止扬尘污染。对于施工产生的废水，应设置

沉淀池和过滤设施，对废水进行处理后达标排放，避免对周

边水体造成污染。在土石方填筑过程中，合理控制填筑厚度

和压实度，避免过度压实导致土壤板结，影响植被生长。

3.2 混凝土工程
混凝土是水利工程中广泛使用的建筑材料，其生产和

施工过程对环境有一定影响。基于绿色理念的混凝土工程施

工技术包括：

（1）推广使用高性能混凝土：高性能混凝土具有高强

度、高耐久性、低收缩等特点，能够减少混凝土的使用量，

降低水泥等原材料的消耗。同时，高性能混凝土的密实度较

高，能够有效防止水分和有害物质的渗透，提高水利工程的

使用寿命，减少后期维修和更换的频率，从而降低对环境的

影响。

（2）采用绿色混凝土生产技术：在混凝土生产过程中，

应尽量选用环保型原材料，如粉煤灰、矿渣等工业废渣，替

代部分水泥，降低水泥的用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

优化混凝土的配合比，通过添加减水剂、缓凝剂等外加剂，

提高混凝土的工作性和强度，减少用水量和水泥用量。此外，

混凝土搅拌站应采用封闭式生产方式，配备除尘、降噪设备，

减少粉尘和噪声污染，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渣进行

回收处理，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3）优化混凝土施工工艺：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应

合理控制浇筑速度和厚度，避免混凝土的离析和泌水现象，

提高混凝土的密实度和均匀性。采用分层浇筑、振捣的方法，

根据混凝土的坍落度和流动性，合理确定分层厚度和振捣时

间，确保混凝土的质量。同时，加强混凝土的养护工作，采

用保湿、保温措施，如覆盖塑料薄膜、洒水养护等，防止混

凝土表面出现干缩裂缝，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

3.3 其他工程
（1）金属结构及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在金属结构制作

和安装过程中，应采用环保型涂料和防腐材料，减少挥发性

有机物的排放。同时，优化金属结构的加工工艺，采用数控

切割、焊接等技术，提高加工精度和效率，减少材料浪费和

加工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在机电设备安装过程中，合理规

划设备布局和管线走向，减少设备运行过程中的能耗和噪声

污染。此外，加强设备的调试和维护工作，确保设备的正常

运行，提高工程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

（2）临时工程：临时工程的建设也应遵循绿色理念。

在临时设施建设中，尽量采用可拆卸、可重复使用的材料，

如活动板房、集装箱等，减少临时设施的废弃物产生。临时

道路应采用碎石、砂砾等透水性材料铺设，减少雨水径流和

地表冲刷。同时，合理规划临时工程的布局，避免对周边生

态环境造成过大干扰。在施工结束后，及时拆除临时设施，

对临时用地进行恢复。

4 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管理措施

4.1 组织管理
（1）建立绿色施工管理组织机构：施工企业应成立专

门的绿色施工管理小组，由项目经理担任组长，成员包括技

术、质量、安全、环保等部门的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绿色施

工管理小组负责制定绿色施工目标和计划，组织协调各部门

的绿色施工工作，监督绿色施工措施的落实情况，定期召开

绿色施工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存在的问题 [3]。

（2）明确绿色施工管理职责：在绿色施工管理小组的

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应明确各自的绿色施工管理职责。技术

部门负责绿色施工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制定绿色施工方案和

技术交底文件；质量部门负责绿色施工过程中的质量监督和

控制，确保绿色施工措施的有效实施；安全部门负责绿色施

工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和监督，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环保部

门负责施工现场的环境监测和管理，对施工过程中的废弃物

排放、噪声污染等进行监督和控制，确保符合环保要求。

（3）加强绿色施工培训与教育：施工企业应定期组织

施工人员参加绿色施工培训，提高施工人员的绿色意识和环

保知识水平。培训内容应包括绿色施工理念、绿色施工技术、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培训，使施工人员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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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认识到绿色施工的重要性，掌握绿色施工的基本方法和

操作技能，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能够自觉执行绿色施工要求。

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开展绿色施工竞赛、评选绿色施工先

进个人等活动，激发施工人员参与绿色施工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营造良好的绿色施工氛围。

4.2 规划管理
（1）编制绿色施工方案：绿色施工方案应包括环境保

护措施、节材措施、节水措施、节能措施、节地与施工用地

保护措施等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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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工程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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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程所在地的水资源状况，制定节水措施。进

行施工节能策划，确定目标，制定节能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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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批绿色施工方案：按照有关规定对绿色施工方

案进行审批，确保方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4.3 实施管理
（1）动态管理施工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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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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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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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资源节约与利用

节材：在保证工程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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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广使用高性能混凝土，减少混凝土的使用量，降低水泥等原

材料的消耗。推广使用环保型材料。

节水：根据工程所在地的水资源状况，制定节水措

施。采用雨水收集和循环利用系统，有效减少新鲜水资源的

使用。

节能：进行施工节能策划，确定目标，制定节能措施。

选择低能耗、低排放的施工设备，如电动挖掘机、液压挖掘

机等，减少燃油设备的使用，降低施工过程中的废气排放。

设备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其正常运行，提高施工效率，

减少设备空转时间，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耗。

节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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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规划施工区域，减少临时设施的占

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

4.4 评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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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安全与健康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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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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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改善施工人员的生活条件。

提供卫生、健康的工作与施工环境。

4.5 技术管理
制定绿色施工技术标准和规范：施工企业应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结合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详细

的绿色施工技术标准和规范，明确绿色施工的具体要求和操

作流程，为施工人员提供明确的指导 [4]。

推广绿色施工技术：积极推广先进的绿色施工技术，

如模块化施工、3D 打印技术和 BIM 技术等，提高施工效率，

减少资源浪费。同时，鼓励施工人员进行技术创新，不断探

索和应用新的绿色施工技术和方法。

加强技术交底和培训：在施工前，技术人员应对施工

人员进行详细的绿色施工技术交底，确保施工人员充分理解

绿色施工的要求和操作方法。同时，定期组织技术培训，提

高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和操作技能。

4.6 环境管理
建立环境监测制度：施工现场应配备环境监测设备，

对施工过程中的噪声、扬尘、废水、废气等环境指标进行实

时监测，及时掌握环境状况，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进行

整改。

加强废弃物管理：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应分类回

收和再利用，建立明确的操作流程和监督机制，减少资源浪

费和环境污染。对于无法回收利用的废弃物，应按照相关规

定进行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实施生态修复措施：在施工结束后，及时对施工区域

进行生态修复，种植植被，恢复土地的原有功能。选择本地

植物种植，提高生物多样性。

5 结语

本文探讨了绿色理念下的水利工程施工技术和管理措

施，强调了其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分析了施工现状和问

题，强化了绿色施工的必要性。技术上，详述了土石方、混

凝土等工程中的绿色技术应用，如施工方案规划、环保设备

材料使用、环境保护措施，以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管理上，

提出了组织、技术和环境管理策略，包括建立管理机构、明

确职责、加强培训教育，确保绿色措施实施。绿色理念贯穿

施工全过程，有助于生态保护，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实现工程与环境和谐。随着技术进步和管理完善，绿色水利

工程施工前景广阔，将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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