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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按照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年度标准编制计划和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对编制

《黑龙江省建设工程绿色施工规程》的批复要求，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组织省内有关单位编写

《黑龙江省水利工程绿色施工规程》。

《黑龙江省水利工程绿色施工规程》在编制过程中，依托多项国家及省级绿色施工示范工

程，认真总结了我省实践经验，充分体现省内工程建设特点，同时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

和标准，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能与能源利用、节地与土地资源利用、

人力资源节约与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填补省内以及国内水利工程领域绿色施

工规范标准的空白。本规程在征求省内水利工程有关专家和单位意见基础上经反复修改而成。

本规程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水利工程施工特点以及冬季施工等特殊要求，并充分体现科学

管理和技术创新思想，智能化、信息化等应用贯穿规程各章节。

本规程共 9章，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施工准备；5施工场地；6

水工建筑物；7土石方工程；8金属结构及电气设备安装；9冬期施工与防护。

本规程由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具体技术内容由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

限公司负责解释。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积累资料，

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至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一路

1799号，邮政编码 150023，邮箱：sljtjszx2018@126.com）。

本标准主编单位：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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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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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为规范水利工程绿色施工管理，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与减少对环境负面影响，特制定本规

程。

1.0.2本规程适用于黑龙江省行政区域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及拆除等水利工程的绿色施工活

动。

1.0.3水利工程绿色施工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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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定义

2.0.1 绿色施工 green construction

在保证质量、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最大限度的节约资源，

减少对环境负面影响，实现“五节一环保”的水利工程施工活动。

2.0.2 五节一环保 five saving and o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节能、节材、节水、节地、节约人力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简称。

2.0.3 建筑垃圾 construction trash

指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各类水利管网、构筑物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料。

2.0.4 建筑废弃物 building waste

建筑垃圾分类后，丧失再利用价值的部分。

2.0.5 绿色施工评价 green construction evaluation

对工程建设项目绿色施工水平及效果所进行的评估活动。

2.0.6 信息化施工 informative construction

利用计算机信息化手段，将工程项目实施过程的信息进行有序存储、处理和信息反馈用以

施工全过程管理。

2.0.7 绿色施工管理制度 gree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项目管理的各项制度中涵盖节能、节材、节水、节地、节约人力资源和环境保护内容的相

关管理制度。

2.0.8 建筑工业化 construction industrialization

以现代化工业生产方式，在工厂完成构配件制造，在施工现场进行安装的建造模式。

2.0.9 金属结构件 metal structure/construction

水利工程中闸门、启闭设备、拦污栅、压力钢管、起重设备的梁架等金属产品。

https://fanyi.s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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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规定

3.1 绿色施工原则

3.1.1 绿色施工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3.1.2绿色施工应密切结合质量管理、环境管理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等要求。

3.1.3绿色施工应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实现资源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3.1.4 绿色施工应坚持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优先的原则。

3.2 绿色施工组织

3.2.1 建设单位应履行以下职责：

1 在编制工程概算和招标文件时，应明确绿色施工的要求，并提供包括场地、环境、工期、

资金等方面的条件保障；

2 应向施工单位提供建设工程绿色施工的设计文件、产品要求等相关资料，保证资料的真

实性和完整性；

3 应建立工程项目绿色施工的协调机制。

3.2.2 设计单位应履行以下职责：

1 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建设单位的要求进行水利工程的绿色设计；

2 应协助、支持、配合施工单位做好水利工程绿色施工的有关设计工作。

3.2.3 监理单位应履行以下职责：

1 应对水利工程绿色施工承担监理责任；

2 应审查绿色施工组织设计、绿色施工方案或绿色施工专项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做好监

督检查工作。

3.2.4 施工单位应履行以下职责：

1 施工单位是水利工程绿色施工的实施主体，负责全面组织绿色施工的实施；

2 实行总承包管理的水利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对绿色施工负总责；

3 总承包单位应对专业承包单位的绿色施工实施管理，专业承包单位应对工程承包范围的

绿色施工负责；

4 施工单位应建立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绿色施工管理体系，制定绿色施工管理制

度，负责绿色施工的组织实施，进行绿色施工教育培训，定期开展自检、联检和评价工作；

5 施工组织设计、绿色施工方案或绿色施工专项方案编制前，应进行绿色施工影响因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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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并据此制定实施对策和绿色施工评价方案。

3.3 绿色施工管理

3.3.1 参建各方应积极推进建筑工业化和信息化施工。建筑工业化宜重点推进结构构件预制化

和建筑配件整体装配化。

3.3.2应做好施工协同，加强绿色施工管理。

3.3.3 施工现场应建立机械设备保养、临时用电、限额领料、建筑垃圾再利用的制度、清单和

台帐。工程材料和机械设备的存放、运输应制定保护措施。

3.3.4 施工单位应强化技术管理，绿色施工过程技术资料应收集和归档。

3.3.5 施工单位应根据绿色施工要求，对传统施工工艺进行改进。

3.3.6 施工单位应建立不符合绿色施工要求的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的限制、淘汰等制度。

3.3.7 施工单位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GB/T50640的规定对施工现

场绿色施工实施情况进行评价，并根据绿色施工评价情况，采取改进措施。

3.3.8 施工过程中发现文物古迹、化石等地下埋藏物时，应暂停施工并妥善保护现场，立即报

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

3.3.9 施工单位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制定施工现场环境保护和人员安全等突发

事件的应急预案。

3.4 资源节约

3.4.1 节材及材料利用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根据施工进度、材料使用的时间和节点、库存情况等制定材料的采购和使用计划；

2 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宜选用绿色、环保的复合新型材料；

3 工程施工使用的材料宜选用距施工现场 500km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

4 大宗材料应进行搭棚遮盖或苫盖，零星材料集中库存，有毒有害材料单独库存。

3.4.2 节水及水资源利用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现场应结合给、排水点位置进行管线线路和阀门预设位置的设计，并采取管网和用水器

具防渗漏的措施；

2 施工现场办公区、生活区的生活用水应采用节水器具；

3 施工现场宜建立雨水、中水或其他可利用水资源的收集利用系统；

4 施工现场喷洒路面、绿化浇灌宜使用回收利用的水资源；

5 应按照生活用水与工程用水的定额指标进行计量控制，并建立台账。

3.4.3 节能及能源利用应符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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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合理安排施工顺序及施工区域，减少作业区机械设备数量；

2 应选择功率与负荷相匹配的施工机械设备，机械设备不宜低负荷运行，不宜采用自备电

源；

3 应制定施工能耗指标，明确节能措施；

4 应建立施工机械设备档案和管理制度，机械设备应定期保养维修；

5 生产、生活、办公区域及主要机械设备宜分别进行耗能、耗水及排污计量，并做好相应

记录；

6 应合理布置临时用电线路，选用节能器具，采用声控、光控和节能灯具；照明照度宜按

最低照度设计；

7 宜利用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8 施工现场宜错峰用电。

3.4.4 节地及土地资源保护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根据工程规模及施工要求合理紧凑布置施工临时设施；

2 场区建设时须永临结合，不宜占用绿地、耕地以及规划红线以外场地；

3 临时占用耕地的，应有详细的复耕方案和措施；

4 应根据现场条件，合理设计场内交通道路；

5 生活、办公临时用房宜采用多层活动板房、箱式活动房、可重复使用的装配式结构等；

6 钢筋加工、构件制作宜工厂化；

7 充分利用和保护施工用地范围内原有植被，对因施工造成的裸土应采取覆盖或固化措

施，在施工结束后进行生态修复；

8 现场易发生土壤侵蚀和流失的区域应采取种植速生草种、设置地表排水系统、稳定斜坡

等防治措施。

3.4.5 人力资源节约与保护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施工现场宜机械化作业，减少人员投入；

2 应建立人力资源节约和劳动保护管理制度；

3 应加强人员技能培训；

4 应制定各施工阶段劳动力使用计划；

5 应建立劳动力使用台账，统计分析施工现场劳动力使用情况；

6施工现场关键岗位和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

7 现场食堂应有卫生许可证，炊事员须持有效健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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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制定职业病预防措施，定期对从事有职业病危害作业的人员进行体检；

9 应定期发放劳动保护用品；

10现场应设置医务室，制定人员健康应急预案。

3.5 环境保护

3.5.1 施工现场扬尘控制应符合以下规定：

1细散颗粒材料、易扬尘材料应封闭存储和运输；

2 施工现场出口应设冲洗池，施工场地、道路应采取定期洒水抑尘措施；

3土石方工程施工阶段施工现场 PM10/h平均浓度不宜大于 150μg /m3或工程所在区域的

PM10/h平均浓度的 120%；构筑物施工现场 PM10/h平均浓度不宜大于 60μg/m3 或工程所在区

域的 PM10/h平均浓度的 120%；

4 施工现场使用的热水锅炉等宜使用清洁燃料；

5 施工现场应搭设封闭式垃圾站。

3.5.2 噪声控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施工现场应对噪声进行实时监测，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昼间不应超过 70dB(A),夜间不

应超过 55dB(A)。噪声测量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

的规定；

2 施工过程宜使用低噪声、低振动的施工机械设备，对噪音控制要求较高的区域应采取隔

声措施；

3 施工车辆进出现场，不宜鸣笛。

3.5.3 光污染控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夜间室外照明灯应加设灯罩，光照方向应集中在施工区范围；

2 在光线敏感区域施工时，电焊作业和大型照明灯具应采取防光外泄措施。

3.5.4 水污染控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污水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的有关要求；

2 使用非传统水源和现场循环水时，宜根据实际情况对水质进行检测；

3 施工现场存放的油料和化学溶剂等物品应设专门库房，地面应做防渗漏处理；

4 易挥发、易污染的液态材料，须使用密闭容器存放；

5施工机械设备使用和检修时产生的废水和废油，应控制油料污染，清洗机具的废水和废油

应采取收集措施，不得直接排放；

6 食堂、盥洗室、淋浴间的下水管线应设置过滤网，食堂应设隔油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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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现场宜采用移动式厕所，并定岗定人定期清理，固定式厕所应设化粪池；

8 隔油池和化粪池应做防渗处理，并及时清运、消毒。

3.5.5 施工现场垃圾处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施工现场应设置垃圾分类回收箱，垃圾分类存放、及时处理；

2 应制定建筑垃圾减排计划，建筑垃圾的回收利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施工废弃物

再生利用技术规范》GB/T50743的规定；

3 有毒有害废弃物应单独贮存，并设置醒目标识；

4 现场垃圾清理时，应采用封闭式运输。

3.5.6 不得在施工现场融化沥青或焚烧油毡、油漆以及其它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

物质。

3.5.7施工使用的乙炔、氧气、油漆、防腐剂等危险品、化学品的运输、贮存、使用应采取隔离

措施。

3.6 创新与创效

3.6.1设计和施工中宜采用符合绿色施工要求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

3.6.2施工中宜采用 BIM技术、VR、AR技术、无人机技术等。

3.6.3 宜采用工厂化方式进行原材料、构件、半成品等加工、施工。

3.6.4 施工中宜采用智能化机械设备。

3.6.5 施工中宜采用数字化施工技术。

3.6.6 绿色施工中采用的创新与创效技术，应进行节材、节能、节约工期、降低成本等数据统

计和效果分析或者进行专业技术先进性和综合价值的评审（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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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工准备

4.0.1 施工单位应根据设计资料、场地条件、周边环境和绿色施工总体要求，明确绿色施工的

目标、材料、方法和实施内容，并在图纸会审时提出需要设计单位配合的建议和意见。

4.0.2 施工单位应编制包含绿色施工管理和技术要求的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绿色施工方案或绿

色施工专项方案，并经审批通过后实施。

4.0.3 施工组织设计、绿色施工方案或绿色施工专项方案编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考虑施工现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特点；

2 应有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措施；

3 应明确绿色施工的组织管理体系、技术要求和措施；

4 应选用先进的产品、技术、设备、施工工艺和方法，利用规划区域内设施；

5 应包含改善作业条件、降低劳动强度、节约人力资源等内容。

4.0.4 施工现场宜实行电子文档管理。

4.0.5 施工单位宜建立建筑材料数据库，应采用绿色性能相对优良的建筑材料。

4.0.6 施工单位宜建立施工机械设备数据库。应根据现场和周边环境情况，对施工机械和设备

进行节能、减排和降耗指标分析和比较，采用高性能、低噪音和低能耗的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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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场地

5.1 一般规定

5.1.1 在施工总平面设计时，应对施工场地、环境和条件进行分析，确定具体实施方案。

5.1.2 施工总平面布置宜利用场地及周边现有和拟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和管线等。

5.1.3 施工前应制定合理的场地使用计划；施工中应减少场地干扰，保护环境。

5.1.4 临时设施的占地面积可按最低面积指标设计，有效使用临时设施用地。

5.2 施工总平面布置

5.2.1 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应符合以下原则：

1 在满足施工需要前提下，应减少施工用地并应施实动态管理；

2 应合理布置起重机械和各项施工设施，统筹规划施工道路；

3 应合理划分施工分区和流水段，减少专业工种之间交叉作业。

5.2.2 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应根据施工各阶段的特点和要求，实行动态管理。

5.2.3 施工现场生产区、办公区和生活区应实现相对隔离。

5.2.4 施工现场作业棚、库房、材料堆场等布置宜靠近交通线路和主要用料部位。

5.2.5 施工现场的强噪声机械设备宜远离噪声敏感区。

5.3 场区围护及道路

5.3.1 施工现场大门、围挡和围墙宜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材料和部件，并应工具化、标准化。

5.3.2 施工现场入口应设置绿色施工制度图牌。

5.3.3 施工现场道路布置应遵循永久道路和临时道路相结合的原则。

5.3.4 施工现场主要道路的硬化处理宜采用可周转使用的材料和构件。

5.3.5 施工现场围墙、大门和施工道路周边宜设绿化隔离带。

5.4 临时设施

5.4.1 临时设施的设计、布置和使用，应采取有效的节能降耗措施，并符合以下规定：

1 应利用场地自然条件，临时建筑的体形宜规整，应有自然通风和采光，并应满足节能要

求；

2 临时设施宜选用由高效保温、隔热、防火材料制成的复合墙体和屋面，以及密封保温隔

热性能好的门窗。

5.4.2 办公和生活临时用房应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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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工构筑物

6.1一般规定

6.1.1 水工构筑物施工应根据施工现场、环境、条件和气候特征选择施工方法、施工机械、安

排施工进度、合理布置施工现场。

6.1.2 水工构筑物施工过程中应选用低噪、环保、节能、高效的机械设备和工艺。

6.1.3 水工构筑物施工，应识别场内及周边自然、文化特征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6.1.4 混凝土生产及其它辅助系统应有封闭降噪和防尘措施。

6.1.5 混凝土搅拌站点等用水集中的区域应进行专项计量考核。

6.1.6 施工现场宜建立雨水、中水或可再利用水的收集利用系统。

6.1.7 工程使用的材料，应就地取材。建筑材料采购应制定明确的环保材料采购条款，对材料

供应单位进行合格供方评价。

6.1.8 应采用对环境无害，对人体健康无影响的绿色建材。

6.1.9 周转材料应及时维护，对租赁的周转材料宜精确计算使用天数。

6.2 土方开挖工程

6.2.1 构筑物土方施工时应减少对周边原地貌的扰动，宜将占地范围内的生态植物进行移除，

开挖的弃土应及时清除。

6.2.2 基坑土方开挖应根据地质条件选择降、排水措施，宜采用止水帷幕、封闭式降水。

6.2.3 开挖前应进行挖填平衡计算，合理调配。

6.2.4 土方外运到临时堆放场地时，应对含细根须、草本植物及覆盖草等植物的表层有机土壤

加以保护，弃土、渣料应按要求分类堆放采用防尘网覆盖。

6.2.5 在弃渣场周围及场地内应设置防洪和排水设施。

6.2.6基坑排水末端宜设置沉淀池。

6.2.7 边坡的护面和加固工作应在雨季前按施工图纸要求完成。冬期施工的开挖边坡修整及其

护面和加固工作，应在解冻后进行。

6.2.8 施工作业面形成的裸土，应及时恢复或进行绿化。

6.3 钢筋工程

6.3.1 钢筋宜采用专用软件优化放样下料，根据优化配料结果确定进场钢筋的定尺长度。

6.3.2 钢筋工程宜采用专业化生产的成型钢筋。钢筋现场加工时，宜采取集中加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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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进场钢筋原材料和加工半成品应存放有序、标识清晰、储存环境适宜，并应制定保管制

度，采取防潮、防污染等措施。

6.3.4 钢筋除锈时，应采取避免扬尘和防止土壤污染的措施。

6.3.5 钢筋加工中使用的冷却液体，应过滤后循环使用，严禁随意排放。

6.3.6 钢筋加工产生的粉末状废料，应收集和处理，不得随意掩埋或丢弃。

6.3.7 钢筋的接头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当设计无要求时，宜釆取机械连接接头，钢筋的交叉连

接，宜采用接触点焊。

6.3.8 现场使用的电焊条的烟气排放指标须符合国家标准。电焊作业应采取遮挡措施，避免电

焊弧光外泄。电焊作业人员应佩戴防护面罩、护目镜及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

6.3.9 钢筋安装时，绑扎丝、焊剂等材料应妥善保管和使用，散落的余废料应收集利用。

6.3.10箍筋宜采用一笔箍或焊接封闭箍。

6.4 模板工程

6.4.1 模板及其支架应优先选用周转次数多、能回收再利用的材料，减少木材的使用，宜使用

大模板、定型模板和爬升模板等工业化模板及支撑体系。

6.4.2 当采用木或竹制模板时，宜采取工厂化定型加工、现场安装的方式，不得在工作面上直

接加工拼装；在现场加工时，应设封闭场所集中加工，并采取隔声和防粉尘污染措施。

6.4.3 脚手架和模板支撑宜选用承插式、碗扣式、盘扣式等管件合一的脚手架材料搭设。

6.4.4泵站结构施工，应采用整体或分片提升的工具式脚手架和分段悬挑式脚手架。

6.4.5 模板及脚手架施工应回收散落的铁钉、铁丝、扣件、螺栓等材料。

6.4.6 模板加工的短木方和木、竹胶合板的边角余料应拼接并利用。

6.4.7 模板脱模剂应选用环保型产品，剩余部分应及时回收。

6.4.8 模板拆除宜按支设的逆向顺序进行，拆除平台承重层的底模，应采取临时支撑、支垫等

防止模板坠落和损坏的措施。

6.4.9 模板拆除，应采取可靠措施，防止损坏，及时检修维护、妥善保管，提高模板周转率。

6.4.10优选制作、安装、拆除一体化的专业队伍进行模板工程施工。

6.5 混凝土拌和

6.5.1 搅拌机棚应有封闭降噪和防尘措施。

6.5.2 混凝土生产及其它辅助生产系统产生的废水，应经过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排放。

废水处理后产生的泥渣应送到弃渣场作填埋处理。

6.5.3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应减少水泥用量，混凝土中宜添加粉煤灰、磨细矿渣粉等工业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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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高效减水剂。

6.5.4 混凝土所用水泥宜选用散装水泥，品种应符合国家标准，满足设计要求和使用条件。

6.5.5 散装水泥、粉煤灰、磷矿渣粉应由封闭系统从罐车卸载到储存罐，所有出口应配有袋式

过滤器。

6.5.6 现场存放的砂、石料应采取有效的遮盖或洒水防尘措施。

6.5.7 在进行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时、宜采用埋石混凝土。

6.6 混凝土浇筑

6.6.1 运输设备和运输能力的选定，应与拌和及浇筑能力相适应，以最少的周转次数，将拌成

的混凝土送至浇筑仓内。

6.6.2 混凝土振捣应采用低噪声振捣设备，或采取围挡等降噪措施，在噪声敏感环境或钢筋密

集时，宜采用自密实混凝土。

6.6.3 浇筑剩余的少量混凝土，宜制成小型预制件，严禁随意倾倒或作为建筑垃圾处理。

6.6.4 清洗混凝土输送设备的污水应经沉淀后回收利用，浆料分离后可作场地道路、地面等垫

层的回填材料。

6.6.5 对商品混凝土运输车应采取防止遗撒的管理措施，运输车卸料溜槽处应装设防止遗撒的

活动挡板，混凝土卸完后应清理干净方准离开现场。

6.7 混凝土养护

6.7.1 混凝土宜采用塑料薄膜加保温材料覆盖保湿、保温养护；当采用洒水或喷雾养护时，养

护用水宜使用回收的基坑降水或雨水。

6.7.2 混凝土竖向构件宜采用养护剂进行养护。

6.8 钻孔桩工程

6.8.1 钻孔灌注桩的钻孔机具，应根据工程地质、桩型、钻孔深度、泥浆排放处理条件等确定。

6.8.2 设备选型应优先考虑低噪声产品，优先选用低噪、高效的设备。

6.8.3 钻孔中如使用气动钻孔设备，应带有除尘装置。

6.8.4 灌注桩采用泥浆护壁成孔时，应采取导流沟和泥浆池等排浆及储浆措施，并及时清理沉

淀的废渣。

6.8.5 制浆系统应采用全封闭式制浆系统。

6.8.6 槽孔清孔换浆宜采取泵吸反循环法清孔。

6.8.7 在黏性土中成孔时，应注入清水，以原土造浆护壁，用原土造浆的桩孔，可采用清水换

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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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 制浆用的膨润土和外加剂应选择合格产品，禁止使用有害化学物质的添加剂。

6.8.9 泥浆经净化后循环使用，应减少泥浆的排放量，废浆集中存放，沉淀后清水二次利用、

沉渣风干后运至指定地点。

6.8.10工程完工后，应对泥浆池、废水池、集浆坑进行回填，恢复场地原貌。

6.9 土方回填

6.9.1 土方回填设备应满足填筑强度要求。

6.9.2 应合理规划土方运输线路，减少运距。

6.9.3 运输道路应适时洒水，运土车辆装车高度不得超过车厢挡板高度，并用防尘网覆盖。

6.9.4 土方回填施工应采取防止扬尘的措施，四级风以上天气严禁施工，施工间歇时应对回填

土进行覆盖。

6.9.5 开挖原土的土质不适宜回填时，应采取土质改良措施后加以利用。

6.9.6 严禁将有毒有害废弃物用做土方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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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土石方工程

7.1 一般规定

7.1.1 施工应选用低噪、环保、节能、高效的机械设备和工艺。

7.1.2 土石方工程施工时，应识别场地内及相邻周边现有的自然、文化和建（构）筑物特征，

并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7.1.3 施工单位应根据施工场地、环境和条件进行分析，选择施工方法、施工机械、安排施工

顺序、布置施工场地。

7.1.4 土石方工程施工中应采取降尘措施，现场土、料存放应采取加盖或植被覆盖措施，土石

方装卸车和运输车应有防止遗撒和扬尘的措施。

7.1.5 土石方工程在开挖前应进行挖、填方的平衡计算，在土石方场内应有效利用、运距最短

和工序衔接紧密。

7.1.6 应根据工程实际做好土石方调配，开挖、中转、填筑、弃渣等活动进行综合平衡。

7.1.7 土石方工程应采用能耗少的施工工艺，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和施工进度，减少夜间作业和

冬季施工的时间。

7.1.8施工现场出口应设置专用防尘水源，配备冲洗设备，土方施工运输车辆驶出工地前必须冲

洗干净后方可出场。

7.2 土场规划

7.2.1料场选取应综合考虑有效利用、运距最短和工序衔接等因素。

7.2.2 应充分利用山地、荒地作为取、弃土场的用地，减少征用沿线农业用地进行取土。

7.2.3 土场大小的选择应满足施工要求的前提下节约占地。

7.2.4 取土场取土不得形成“盆地形”，应根据取土数量，规划好取土面积和深度，施工后将剥

离的表土复原，恢复植被。

7.2.5 设置在农田内的取土坑应规则取土，杜绝乱掘乱挖，平原地区工程取土深度应控制在 3m

以内。

7.2.6 取土场宜采用分段集中取土的方式，取土场的边坡应采取必要的支挡防护措施。

7.2.7 山坡取土完成后应进行山坡及开挖区的治理，开挖区治理宜采用整平、清理的办法整地

造林或辟为农田。

7.2.8 弃土堆应本着少占耕地的原则，根据弃土数量，规划好弃土面积和高度，采取工程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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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7.2.9不得在水源地、水库上游设置弃料场。

7.2.10 土场便道应利用场地及周边现有村道或其他道路。

7.2.11 应视土场土质情况，对土场内及便道进行洒水降尘。

7.2.12利用村路及其它道路进行土方运输，应派专人进行清扫。

7.3 土石方开挖

7.3.1 土石方工程在开挖前应进行挖、填方的平衡计算，合理调配土石方，宜在经济运距内充

分利用移挖作填。

7.3.2 应减少土方开挖和回填量，严禁超挖。

7.3.3 洞室开挖施工机械准备应根据实际情况准备通风设施，并按洞内开挖或爆破产生的灰尘

量进行空气置换和降尘处理，洞内粉尘达到控制指标后方可进行施工。

7.3.4 土石方工程爆破施工前，应进行爆破方案的编制和评审；应采取防尘和飞石控制措施。

7.3.5 运输车辆应苫盖，不得装载过量，运输过程严禁抛、洒、漏。

7.3.6 挖方段坡面应按设计施工，测量人员应随时对作业面进行测量，保证开挖最终清基轮廓，

严禁欠挖、超挖。

7.4 土石方填筑

7.4.1 土石方填筑应随挖、随运、随填、随压，临时用地在工程完成后应及时恢复原状。

7.4.2 土石方填筑施工时，应及时清扫散落在地面上的土石方并进行洒水降尘，不得扩散到场

区外。

7.4.3 强夯施工时，应采取隔振、防振措施。

7.4.4 在城区或人口密集的地区，不得使用强夯法施工。

7.4.5 掺拌白灰时禁止抛撒，不得产生扬尘。

7.5 弃料处理

7.5.1 土石方工程弃土应合理选择位置，减少二次倒运。

7.5.2 弃料不得占用耕地，沿河弃土不得影响排洪、通航。严禁向水库、湖泊、岩深漏斗及暗

河口处弃土。

7.5.3 弃料场地的布置不得影响附近的农田水利设施。

7.5.4 应减少占用草原或林地，必要时应进行移植，便于恢复。

7.5.5 结合当地建设规划，宜将弃料用于填堰塘、固河堤、修当地机耕道、修屋基等。

7.5.6 弃料堆放应考虑坡率，合理堆放，减少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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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水土保持

7.6.1 土方填筑和取土施工过程中，宜对地表上层 20cm厚的土壤腐殖质层进行剥离和保存用于

复垦。

7.6.2 清表施工应减少对原生环境的扰动和对地面草木的破坏。

7.6.3 基坑开挖及附属工程的边坡应予以防护。

7.6.4 完工后弃渣场顶面应回填种植土，并植草绿化。

7.6.5 河流及水源地附近严禁倾倒生活垃圾、设备油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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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工金属结构及电气设备安装

8.1 一般规定

8.1.1 水工金属结构及电气设备安装应根据工程设计、施工现场环境、气候特征等条件，制定

施工计划，分析施工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并制定解决方案。

8.1.2 水工金属结构和电气设备安装应选用低噪、环保、节能、电磁兼容性良好的设备和先进

工艺。

8.1.3 水利工程中闸门、启闭设备、拦污栅、压力钢管、起重设备的梁架等水工金属结构产品

应采用工厂化制作，整体化安装。

8.1.4 水工金属结构制造厂，包括工地现场临时预制场所应符合安全、环保、职业健康方面的

规定。

8.1.5 水工金属结构产品及电气安装材料应按工程进度适时进入现场、减少临时存放时间及现

场搬运工作量。

8.1.6 到达现场的产品、材料应选择靠近安装的位置合理堆放，做好底垫和覆盖，避免划伤及

腐蚀。

8.1.7 电气设备、自动化装置、机房设备、通信器材及电气元器件等应选择干燥、通风的库房

存放。

8.1.8 水工金属结构现场组装，应选择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的场地进行，并有安全防护和噪声

屏蔽。

8.1.9 主要材料使用前应通过检测和质量确认，严禁使用有害成份长期不能消散、对环境产生

污染的材料。

8.2 水工金属结构安装

8.2.1 水工金属结构施工应结合加工、运输、安装和吊装工艺要求，合理确定分段、分节数量

和位置，优化节点构造，避免重复工序。

8.2.2 水工金属结构制造的主要材料规格，应按产品尺寸以提高利用率和减少加工为目标进行

选择。

8.2.3 板材、型材下料宜运用 BIM技术和数控设备，提高钢材利用率。

8.2.4 应使用高效节能型焊接设备，宜使用专用切削设备进行焊件边缘修整。

8.2.5 金属结构焊接作业时应选择环保焊条、焊剂，宜使用气体保护焊替代传统手工电弧焊。



18

8.2.6 钢材下料，宜使用自动及数控的火焰切割设备，厚度适合的板材的直边切割宜使用机械

剪切设备。

8.2.7 焊接和火焰切割应采取光污染控制措施，工作场所距居民区较近时，夜间严禁室外焊接

和火焰切割作业。

8.2.8焊接和火焰切割应与喷漆、喷砂等有可燃物或粉尘散发的工作区隔离。

8.2.9 零件的机械加工，应使用低电耗，安全性好的金属切削设备。

8.2.10机械零件的热处理、化学处理和电镀不应在安装现场进行。

8.2.11金属结构件表面预处理应在配有除尘设备的封闭空间内进行，宜采用无尘施工技术。

8.2.12 在施工现场进行的喷砂工作，须在有屏蔽措施的场地进行。

8.2.13 水工金属结构防腐宜在工厂内完成，现场局部涂装时应采用挥发性小、无污染、耐候性

好的材料并控制涂层材料用量。

8.2.14 乙炔、丙烷、氧气、漆料、防腐剂等危险品、化学品的运输、贮存、使用应采取隔离措

施。

8.2.15 个人使用的防护用具如防弧面罩、防尘面罩、防毒面具及防护服等，未经消毒处理后不

得互相串用。

8.2.16 水工金属结构制造安装产生的金属边角废料应集中分类分别处理，严禁向野外、水体抛

弃金属废物。

8.2.17 施工产生的油污或其他污物应及时清理，废油、废漆、废液等不得倒入排污管道及天然

水域，应按规定进行无害处理。

8.2.18 金属防腐预处理产生的报废磨料，不得向野外抛撒，应集中收集后妥善处理。

8.3 电气设备安装

8.3.1 电气安装施工前应对工程进行综合分析，评估施工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

8.3.2 导电材料的实测截面积应与产品标识相符，各种高低压电器应具有绿色节能标识。

8.3.3 建筑物电气安装的预埋、预留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进行，预埋穿线套管出线口应采取临时

封堵措施。

8.3.4 电力变压器、高低压开关柜应使用新型节能产品，安装前应进行电气安全性能试验，宜

采用干式变压器与高低压开关组成的箱式变电站。

8.3.5 电缆电线安装所用的镀锌器材，如套管、桥架等宜使用螺栓固定或连接。

8.3.6 施工用电的电力变压器容量，应根据可能发生的实际确定功率，严禁余量过大。

8.3.7施工用电的导线截面积应按安全载流量、到最远负荷点电压降不大于 5%的要求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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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 使用变频器等非线性工业电子设备时应接入滤波装置。

8.3.9 施工场地内的局域网、内部通信线路长度超过 50m时宜使用光纤传输技术。

8.3.10 工地电气照明所用的灯具类型和功率应按不同用途选用，宜采用新型节能光源产品并视

情况使用自动控制装置。

8.3.11 各种报废电池和含铅、锌、镉等重金属废物，应按规定由指定单位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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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冬期施工与防护

9.1 一般规定

9.1.1非工期、工艺要求水利工程不宜进行冬期施工。

9.1.2当室外日平均气温连续 5d稳定低于 5℃或最低气温低于 0℃时即进入冬期施工。

9.1.3冬期施工前应制定冬期施工方案，配齐冬期施工安全防护用品以及防寒防冻防滑等劳动保

护用品，做好防寒保暖。

9.1.4在冬期施工前，应对机械设备做全面的维修和保养。

9.1.5冬期施工宜采用节能环保型锅炉进行加热或取暖。

9.2 冬期施工

9.2.1土方填筑前应将土方范围内的冰雪清理干净、疏干积水至四周排水系统。

9.2.2施工用的保温被等材料，应及时回收，码放整齐。

9.2.3施工现场的各种材料，脚手板、钢管、模板等料具应及时清理干净，分类码放整齐。

9.2.4雪后应清扫积雪，清除现场泥浆，严禁运输车辆将泥浆带上路。

9.2.5施工现场火灶宜烧液化气，茶炉采用电热水器，不宜使用煤等。

9.2.6钢筋焊接应在室内进行，当必须在室外进行钢筋焊接时，应采取防雪挡风防护措施。

9.2.7混凝土冬期施工应合理设计配合比，添加适当外加剂，原材料宜存放保温大棚内，拌合前

进行预热。

9.2.8混凝土运输车辆应采取保温措施，缩短运输距离。

9.2.9 施工设备应定时检修，更换的零部件、油料等应设有专门的回收设施。

9.3 冬期防护

9.3.1施工采用的保温设施、材料应多次周转使用。

9.3.2施工废弃防护材料不可随意丢弃，应及时收集，集中处理。

9.3.3混凝土浇筑后构件应设置保温棚等设施进行保温，并加热养生，保温棚选择合适材料，周

转使用，密闭保温性能好，减少加热燃料等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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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绿色施工专项方案编制内容

A.1工程概况及特点

A.1.1 工程所在地、项目起讫点、项目重要意义、项目性质；

A.1.2 项目主要工作内容、总工程量、工程造价；

A.1.3 分部分项工程的结构概况；

A.1.4 项目开竣工日期；

A.1.5 项目承建形式，总包单位、分包单位或工区等；

A.1.6 项目工程特点：包括所在地区气候环境特点、技术特点（侧重对“五节一环保”有影

响的特点）、当地环保特殊要求、环评报告特殊要求等。

A.2 编制依据

A.2.1 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

A.2.2 规范性文件、标准、规范；

A.2.3 业主相关文件要求；

A.2.4 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A.2.5 施工组织设计等。

A.3 绿色施工目标

A.3.1总体目标

A.3.2 分解目标、指标（涵盖“五节一环保”内容）

A.4 组织机构

A.4.1领导小组

A.4.2 保证体系

A.4.3 职责分工

A.5 管理制度

A.5.1培训制度

A.5.2 现场实施相关管理制度

A.5.3 评价制度

A.6 绿色施工总平面布置

体现“五节一环保”重要控制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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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实施方案

A.7.1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A.7.2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A.7.3 节能与能源利用

A.7.4 节地与土地资源保护

A.7.5 人力资源节约与保护

A.7.6 环境保护

A.7.7 创新与创效

A.8 四新技术应用

A.9 保证措施

A.10 绿色施工预期效果与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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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绿色施工工作流程

B.0.1 识别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熟悉了解设计文件及招投标文件、法律法规及当地政府的规章制度和特殊要求、业主的要

求、环评报告提出的要求。

B.0.2 明确绿色施工项目特点

气候环境特点、技术特点、项目组织特点等。

B.0.3 调查、识别、评价绿色施工因素

通过现场调查，识别与工程施工有关的“五节一环保”因素，评价确定出重要绿色施工因

素。

B.0.4 确定绿色施工目标

确定项目绿色施工总体目标，根据重要绿色施工因素分解确定目标、指标。

B.0.5 编制绿色施工专项方案

针对项目制定绿色施工方案，明确绿色施工措施以及采用的绿色施工技术。

B.0.6 进行绿色施工技术交底

在项目技术交底过程中，对绿色施工技术或措施进行交底，保证有效实施。

B.0.7 绿色施工实施

按照绿色施工专项方案进行实施，实施中注意收集相关资料，建立相关台账，统计相关数

据。

B.0.8 绿色施工检查与评价

定期对项目绿色施工开展情况进行自我检查评价，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B.0.9 绿色施工总结

定期对绿色施工活动进行总结，总结绿色施工技术、绿色施工管理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便于绿色施工技术与管理方法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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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

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

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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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GB/T50905-2014

2《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GB/T50640-2010

3《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4《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GB/T50743-2012

5《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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