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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施工监理实施细则 

一、编制依据 

《绿色施工管理规程》江苏省建设委员会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50378-2014 

目标：绿色施工评价指标体系由施工管理、环境保护、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节水与

水资源利用、节能与能源利用、节地与施工用地保护六类指标组成。本工程绿色施工要达

到满意绿色要求。 

在建筑的建设全周期内，要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

境和减少污染，与自然和谐共生、适应经济社会环境。  

二、施工组织机构及职责 

工程建设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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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与减少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施工活动，实现四节一环保（节能、节地、节

水、节材和环境保护）。为保证各项指标完成，拟在现场成立项目部领导小组。 

2.1、组织机构图 

 绿色施工组织机构 

 组长：苏宪彬 

 副组长：徐耀生 

 组员：唐剑、刘德兴、王柏利 

2.2岗位职责 

2.2.1、领导小组组长岗位职责 

组长为本项目绿色施工管理第一责任人，负责制各项目标，审批实施专项方案，建立

管理组织机构，主持领导小组例会。 

2.2.2、领导小组副组长 

协助组长开展工作，受组长委托主持领导小组例会，组织现场检查和整改，协调各分

包施工管理工作。 

2.2.3、领导小组组员 

负责本单位绿色施工的日常管理工作，按经小组批准的施工方案实施。 

2.2.4、资料员 



 

  负责绿色施工资料的收集、整理、存档。 

三、资源节约 

绿色施工节约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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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施工用地保护。 

3.1节能与能源利用 

3.1.1严禁使用国家、行业、浙江省政府明令淘汰的施工设备、机具和产品。  

3.1.2 选择功率与负载相匹配的施工机械设备，避免大功率施工设备长时间低负载运

行。 

3.1.3 做好现场施工机械设备维修保养工作，使其保持低耗、高效状态，并完善施工

设备管理档案。  

3.1.4 合理布置施工临时供电线路，在开工后编制专项的临时用电方案，对工程的临

时用电经过合理的计算，临时用电线路路径进行优化，做到距离短、线损小。 

3.1.5现场临时办公室设施在施工前要进行合理规划，并编制详细的现场平面布置图，

根据临时设施的布局充分结合日照和风向等自然条件，采用自然采光和通风，节省能源。 

3.1.6施工现场办公和生活的临时设施均采用夹心泡沫彩钢板，其保温隔热性能良好，

以降低能耗，节约能源。 

3.2 节地与施工用地保护  

3.2.1 工地开工前，项目管理人员在现场进行多次勘察测量，根据九标段的现场条件

对临时设施占地面积进行了规划。 

3.3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3.3.1 开工后严格安装施工进度计划提出材料计划，要合理安排材料的采购、进场时

间和批次，减少库存。  

3.3.2所有施工材料运输工具适宜，装卸方法得当，要轻拿轻放，防止遗洒和损坏。  

3.3.3现场材料堆放有序，储存环境适宜，措施得当；保管制度健全，责任落实。  

3.3.4主要材料损耗率比定额损耗率降低 30%。  

3.3.5 合理布局场地，根据每周的施工计划、施工内容对施工场地进行合理的安排，

并画出场地平面布置图，各种大型结构件、大型设备、砌体材料等应一次就位卸货，避免

或减少二次搬运。  

3.3.6施工前，对块材进行总体排版策划，最大限度地减少废料的数量。  

3.3.7本工程采用独立成品脚手架。  



 

四、环境保护 

4.1.1、对作业活动的扬尘控制方法 

  1、工人清理建筑垃圾时，首先必须将较大部分装袋，然后洒水，防止扬尘，清扫人

员戴防尘口罩，对粉灰状的施工垃圾，采用吸尘器先吸后用水清洗干净。施工现场建筑垃

圾设专门的垃圾存放棚，并将垃圾堆放区设置在避风处，以免产生扬尘，同时根据垃圾数

量随时清运出施工现场，运垃圾的专用车每次装完后，用苫布盖好，避免途中遗洒和运輸

过程中造成扬尘。 

 2、拆除过程中，要做到拆除下来的东西不能乱抛乱扔，统一由一个出口转运，采取

溜槽和袋装转运，防止拆除下来的物件撞击引起扬尘。 

 3、焊接按一般要求在敞开环境中作业，若在密闭的房间或地下室待通风不畅场所作

业人员必须戴防尘口罩，另外采取通风措施。 

4.2、噪声控制 

 施工现场的噪声控制执行 GBl2523—90《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规定的噪声限值，

并按 GBl2524《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测量方法》进行声级测量。 

4.2.1、机械设备的噪音控制 

  1、设备在使用前要检查鉴定，使用进行中要督促开展正常的维修保养，必要时应对

设备采取专项噪音控制措施，如设备隔音防护棚，转动装置防护罩，尽量采用环保型机械

设备等。 

  2、对有可能发生尖锐噪音的小型电动工具，如冲击钻、手持电锯等，应严格控制使

用时间，控制使用的频次的设备数量，在夜间休息时不进行作业。 

4.3.1、施工作业噪声控制 

  l、严格控制施工作业中的噪音，对机械设备安拆、脚手架搭拆、模板安拆、钢筋制

作绑扎、混凝土浇捣等，按降低和控制噪音发生的程度，应尽可能将以上工作安排在昼间

进行。 

4.3.2、在运输作业中的噪音控制 

 1、在现场材料及设备运输作业中，应控制运输工具发出的噪音的材料、设备搬运、

堆放作业中的噪音，对于进入场内的运输工具，要求发出的声响符合噪音排放要求。 

2、在易发出声响的材料堆放作业时，应采取轻取轻放，不得从高处抛丢，以免发出较

大声响。 



 

4.4、光污染控制 

 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尽量避免在夜间施工。在保证满足施工要求下，调整灯光的

照射方向，减少对周围居民的影响。 

4.5、室内空气污染控制 

1、含挥发性 VOC 材料 

各施工阶段材料如密封胶、精装材料等含有 VOC的材料时，选用低挥发性材料，其 VOC

含量符合相关规定要求。有害物质不在楼层存放并注意通风。封闭房间内施工不使用燃油

施工机械，防止废气污染。 

2、减少施工影响 

在施工区域使用临时的屏障，对施工区域进行隔离以保护清洁的区域和居住区域不受

干扰。根据天气条件，在安装含有 VOC的材料时，使用自然通风来排出室内污染的空气。

必要时，地下室等部位使用临时通风设施通风，防止有害气体聚集造成污染，防止吸潮材

因受潮而损坏。 

3、.施工过程管理 

 在施工过程中，使用具有高效过滤介质的真空吸尘器，增加清洁及通风的频次及加湿

等，减少灰尘污染。 

4、.施工计划安排方面 

在施工计划安排力面，对于高污染的施工作业活动，尽量安排在周末或夜晚进行，保

证有足够的时间来稀释室内空气污染。安排足够的时间进行入住前的清洗或室内空气质量

检测。在施工完成后对污染的空调系统过滤介质进行更换。 

五、施工废弃物管理 

5.1、固体废弃物控制 

1、固体废弃物的分类 

 (1)无毒无害有利用价值的废弃物 

 废旧钢材、木材、有色金属；材料设备包装盒、桶、袋；废旧电气材料、机械金属配

件；废旧建筑砖瓦、门窗等材料；废旧办公用品；废旧装饰材料；废旧安装材料等。 

 (2)无毒无害无利用价值的废料 

废弃建筑垃圾；废弃碎砖、碎石、生活垃圾。 

 2、固体废弃物的收集、存放 

 (1)施工现场在施工作业前，应设置固体废弃物堆放场地或容器，对有可能因雨水淋



 

湿造成污染的，搭设防雨设施。 

 (2)现场堆放的固体废弃物应标识名称、有无毒害、可否回收等，并按标识分类堆放。 

 (3)有毒有害类的废弃物不与无毒无害的废弃物混放。 

 (4)固体废弃物按平布置规划位置堆放整齐，与现场文明施工要求相适应。 

 (5)固体废弃物收集由项目部在工作安排时予以明确，并由安全管理部安排专人负责

日常管理。 

 3、固体废弃物的处理 

 (1)固体废弃物的处理由管理负责人根据固体废弃物存放量的多少以及存放场所的情

况安排处理。 

  (2)由项目经理审核废弃物管理负责人提出的处理报告，由项目材料部门和废弃物管

理小组共同处理废弃物。 

  (3)固体废弃物根据分类进行处理，不得混堆处理。 

  (4)对于无毒无害有利用价值的废弃物，如在其它工程项目可再次利用的，可调其它

项目再次利用，对于不能再次利用的，向有经营许可证的废品回收部回收。 

  (5)对于无毒无害无利用价值的固体废弃物，委托环卫垃圾清运单位清运处理。 

  (6)对于有毒有害的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无论是否有利用价值，均为有危害物经营许

可证的单位处理。 

六、再生材料的使用 

根据再生材运用目标，在工程开工前编编制再生材采购训划，再生材料主要是指含有

利用工业废料成分的材料和用废料再生的材料，比如粉煤灰、钢材、加气块，及利用再生

技术、使用废料生产的塑料、橡胶、玻璃、纸、保温材料等。另外施工前将编制工地废料

的再生利用计划，比如破碎的混凝土、砂头等可用来浇筑混凝土垫层(需经过试配确定配

合比)或施工道路的稳定层。 

七、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 

遵循“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注重保护员工和外部人员的安全健康。各类重大危害

因素控制在规定风险范围内，并力求更好；杜绝重大安全卫生事故发生；不断改善工作环

境，增进员工身心健康。在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中，始终贯彻“预防为主”的指导方针，通

过周密的策划和严格的运行控制，从源头消除隐患，预防事故发生，保证人身安全健康。 

1、施工现场布置及临时设施建设： 

施工现场办公区等临时设施，每天安排专人打扫，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分开放置在



 

指定地点，禁止露天放置。  

2、作业条件及环境安全 

（1）脚手架搭设必须符合《JGJ59-99》的规定，双排落地式脚手架重点把好“连接、

承重、检查”三关，严禁在脚手架上堆放重物，并按规定用安全网进行全封闭，防止物

体打击。 

（3）施工现场设安全标语，危险区设立安全警示标志，施工现场出入口、施工起重

机械、临时用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口、楼梯口、电梯井口、孔洞口、基坑边沿及

有害气体及液体存放处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且安全警示标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3、职业健康 

（1）施工现场应在易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和设备、场所设置警示标识或警示

说明。 

（2）定期对有从事有毒害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培训和体检，指导操作人员正确使

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劳动防护用品。 

（3）为员工配备安全帽、安全带及所从事工种相匹配的安全鞋、工作服等个人劳动

防护用品。 

（4）采用低噪音设备，降低机械噪音，尽量减少对附近居民的干扰，操作人员在操

作时应戴耳机进行听力保护。 

（5）在进行有毒害气体作业时，作业人员应佩戴防护面具或防护口罩。 

（6）在粉尘作业场所，应采取喷淋等设施降低粉尘浓度，操作人员应正确佩戴防尘

口罩，焊接作业时，操作人员应佩戴防护面罩，护目镜及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 

（7）高温作业时，施工现场应配备防暑降温用品，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4、卫生防疫 

（1）施工现场员工膳食、饮水、休息场所符合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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