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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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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为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环境、资源协调

发展，我国实行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土木工程作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重要生产活动之一，也同样需要贯彻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在土木工程活动中的各个过程中，均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产生废弃物，对环境影响较大。因此，我们在发

展时，不仅要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同时也要注重对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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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and resource depletion have 

become global issues. To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society,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China has implemented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duction activities of humans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ivil engineering also needs to implemen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Various processes in civil engineering activities require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generate waste, which has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Therefore, when pursuing development, we must not only meet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focu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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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后，经过持续深化和拓展，逐渐引发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广泛关注。由于经济社会粗放型发展导致生态环境遭

受严重破坏，不同程度上威胁着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因此，现代土木工程发展中，作为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表

现形式多样，包括桥梁、铁路、公路、建筑物等，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到土木工程建设和发展中，对于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土木工程与可持续发展综述

土木工程即建在地上、地下、水中的各种工程设施，也指所

应用的材料、设备和所进行的勘测设计、施工、保养、维修等技

术。[1]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

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称为可持续发展。[2] 土木工程作为建筑业

这一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的重要一员，对我国的发展起着重要作

用，如果能实现土木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将有利于国

家的长远生存和发展。

二、土木工程中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随着世界各国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提高，土木工程行

业开始响应这一趋势，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到行业发展各个领

域。但具体实践中，却仍然存在很多的欠缺和不足。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点。

（一）管理体制问题

在土木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多部门协同合作，这就造成了

多头管理，责任不能明确落实等问题。各部门对于施工控制缺乏

重视，对一些大型工程的施工在前期做的研究不足，剖析不够细

致，对建设过程中资源的使用、工程质量的监控监管没有明确的

细则和奖惩系统。同时，现有土木工程可持续发展配套法规政策

和标准并不完善，即便部分国家和地区出台了相应的绿色建筑激

励政策和评价标准，以至于全球范围内标准与法规普及程度不

足，执行力度有限，制约着可持续发展理念难以在土木工程中实

践应用。

（二）设计施工问题

土木工程的设计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

工设计。在三个阶段中，均设计可持续发展问题 [3]。我们在初步

设计阶段会对工程提出可行性的分析建议，先形成一个初步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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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确定工程的大体规划以及修建位置。根据项目自身的特点，

对各项指标做全面的调查，在满足其基础条件的前提下，尽可能

多采用新型高性能材料，做到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同时，需要提

前考察周边生态环境，了解周边地质水文问题 [4]。

技术设计阶段需要拟定工程建设各部分图纸，科学的管理各

部门之间的关系。施工设计阶段确定所有工程需要的物资和材

料，也要根据设计情况进行调整和修订，借助新型信息化设备，

让项目的整体结构和规划更加安全、环保、经济 [5]。传统的砖石、

钢筋混凝土等建筑材料广泛应用，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破坏，

即便绿色建筑材料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但具体土木工

程施工中，如何有效推广和应用这些材料仍然存在重重阻碍，如

技术不成熟、成本过高等问题。在施工过程中，需要的工种、人

员比较多，因此，施工管理对于环境污染有直接影响。施工一线

人员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从事基本体力活动，所以，我们应该

保有对施工流程及人员的绝对熟悉度，才能更好，更科学的安排

工作、培训，更好的管理相关人员。从本质来说，技术人员及管

理人员综合素质水平会直接导致施工污染的增加，对基地环境产

生影响。

（三）施工维护问题

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同时也会产生

大量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建筑的结构

和外观也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使用频率而改变，建筑

的使用寿命也会随之减少。但在施工结束后，有些工程维护的缺

失，导致建筑的基本寿命更加缩短，在没到寿命的情况下就提前

废弃。所以，在使用方面，也需要降低人为的消耗，提高资源使

用效率，科学的加以利用。在面对外部环境的不可控因素时，也

要做好定期的检测和维护，这样才能使建筑的使用寿命进一步 

延长 [6]。

土木工程可持续发展中，离不开先进技术支持，但是现有绿

色建筑技术、材料尚处于研发阶段，技术成熟度有所不足。有些

高性能绿色建筑材料、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及高效节能系统等，在

土木工程中应用存在技术障碍，技术应用效率并不理想 [7]。此类技

术的应用还需要经过长时间检验，这样才能确保在具体土木工程

中展现出应有的作用。

（四）环境问题

在土木工程的建筑和施工中，不可避免的会对环境产生一定

的影响。在进行水利工程建设时，可能会破坏河流长期演化的生

存环境，进而导致气候的改变。铁路和公路在修建时会对沿线的

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不科学甚至违规方式甚至会造成水土流失 [8]。

建筑物大厦的修建、煤矿的开采、公路的运营也会造成一定的空

气污染和噪音污染，这些问题在土木工程中也长久存在。与此同

时，土木工程建设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包括燃料、电力等，尽

管有很多先进的节能技术得到了有效应用，如，建筑物隔热材

料、太阳能技术等，但普及度不足，很多传统建筑项目未能有效

融合这些先进技术，不可避免的影响到整体的资源利用率，如何

在保证工程建设质量前提下，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则是目

前土木工程可持续发展首要待解决的任务 [9]。

（五）监管力度问题

在土木工程建设过程中，应该有相关部门及专门人员对于建

设中的资源使用，工程质量等进行监控监管。然而在实际工作

中，监管部门并没有切实的履行职责，监管部门擅离职守，对细

则监管不严格，导致建设过程中监管缺失，给实行可持续发展战

略增加了难度 [10]。

三、促进土木工程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一）加强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加强对可持续发展的宣传

教育

在土木工程建设中，如果相关工作人员都没有意识到保护环

境的重要性，没有真正了解到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那么就势必会

出现难管理，资源浪费的现象 [11]。要想顺利建设绿色建筑，就

必须把绿色可持续的施工观念深植每个人心中，开展培训指导，

增强他们的环保意识，宣传可持续发展理念，长期定期的进行培

训，进一步加深思想认识，从自身做起，深层次提高工程的环

保性。

（二）优化工程设计，做好各专业技术衔接

土木工程设计阶段，应注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融合渗透。设

计阶段要综合考量工程项目建设需要的经济、技术、资源和环

境等因素，任何一个环节考虑不到位，都将影响项目建成后的

效益、功能和价值 [12]。所以，在设计方案选择中，应保证设计

标准、设计参数、设备功能、结构选型等满足使用前提的同时，

还要保证工程项目的整体经济、安全、质量和美观等符合要求，

并契合工程区域地质条件和人文环境，提升设计方案合理性。所

以，设计环节要充分实地勘察，力求设计方案与周围生态环境、

人文环境相契合，提升各项资源利用率，实现土木工程的可持续

发展 [13]。土木工程设计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关注生态系统良

性循环，实现节能、环保的建筑材料和技术的有效应用，保护周

围生态环境。

土木工程设计中多集合了多专业，在设计不同阶段需要建

筑、设备、结构等专业之间紧密衔接，如果不同专业人员对相关

规范、材料、技术和标准掌握程度不统一，或是环境保护认知

存在差异，则会对工程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应加

强设计各专业之间协调沟通，彼此交流和学习，严格控制投资

数额在合理范围内，提升设计质量，为后期工程建设提供坚实 

保障 [14]。

（三）加大监管力度，建立持续有效的施工管理制度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应该建立严格的

监管体系和奖惩制度，对于浪费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个人

或企业进行严惩。同时，在工程进行的同时，工作人员应该互相

监督，减少废弃物品的乱堆乱放，控制资源浪费，大家一起努力

促进可持续发展。政府部门也需要做好监督管理工作，制定相关

制度和措施，严格控制当地房屋的拆建工作，尽量减少“短命建

筑”的出现。可持续的施工制度需要多方面，多行业共同努力，

推进施工制度的完善，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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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高能源效率，注意使用过程的环境保护

在施工过程中，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尤其是电能。在平时

可以减少空调和电灯的使用，多采用自然通风和采光的方式，在

使用过程中，应避免将产生废气的物品带入，若为必需品，应采

取措施，减少危害；在施工过程中减少不必要设备的开启，以免

产生噪音；对于产生的废水要及时处理，循环利用；在施工生活

及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应分类处理，以便再次利用 [16-18]。

（五）废物回收再利用，严格控制对环境的影响

对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可以二次使用

的材料，既保护环境又提高经济效益 [19]。土木工程建设和拆除过

程中，不可避免产生废旧木材、钢筋和混凝土碎块等废弃物，如

果废弃物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处理，盲目排放，则会对生态环境产

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应建立完善的废物分类和回收体系。

将废弃物细致分类，包括金属、混凝土、木材等，由专业企业或

政府部门统一回收处理，实现废弃物资源有效利用。其次，加强

废弃物再利用研发和应用，基于破碎、筛分等工艺，将废旧混凝

土制成再生骨料，可以生产新的再生混凝土，减少自然资源消耗

量同时，实现废弃物资源有效回收利用。最后，土木工程建设

中，采用设置防尘网、低噪音设备和污水处理设施等，可以有效

减少粉尘、噪音以及废水等废弃物的排放量。这样在满足土木工

程建设需要同时，减少不必要资源浪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

（六）对建筑进行定期的维护保养

加强建筑物的维护和保养，可以延长建筑的使用周期。定期

对建筑结构进行维修，虽然会花费一定成本，但是效果是显著

的，这样不但可以延长建筑寿命，也可以避免资源的大量浪费，

达到保护环境，改善生态的目的。首先，建立健全维护保养体

系，编制完善的维护保养计划，确定具体的维护保养标准和周

期，定期检查和评估基础上，选择合理的维修措施，最大程度上

保障建筑结构安全。其次，加强维护保养人员专业培训，学习新

技术、新理念，丰富维护保养人员专业知识储备，具备更强的

环保意识，有效运用维护保养技术开展工作，提升整体工作质

量 [20]。最后，注重节能和环保改造，引入节能材料、技术和设

备，如，安装太阳能热水器，更换节能型窗户，采用环保装修材

料等，减少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提升建筑物整体的能源利用率。

四、结论

土木工程对我国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人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未来的土木工程不仅要安全舒适，人们也会更多的关

注工程中使用的材料、生产工艺及性能，以及是否能与自然和谐

相处。土木工程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更好的促进国家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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