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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筑行业中建筑工程技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有效推动我国建筑行业长远发展和创新改

革的关键手段，还是我国建筑行业有效实现建筑项目开发建设的重要保证。新时期背景下，建筑工程既是时代发展的

见证者，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需求而作出相应的变化，但同时这也离不开新技术与新工艺的支

持。现代化建筑工程技术的覆盖面很广，它其中包含了方方面面的科学理论知识，因此才形成了一个专业的技术体

系。与传统的建筑技术相比较现代化建筑工程技术有着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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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背景下，建筑行业也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

代，并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

技术的快速发展，逐渐的国民的生活方式与物质水平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对建筑工程的建设质量以

及建设水平也提高了要求。在现代化建筑项目施工过程

中，只有建筑工程的技术质量与建设水平上去了，我们

才能很好的保证建筑工程整体的建设水平与建设质量，

进而才能有效的推动我国建筑行业的长远发展。

1 现代化建筑工程技术的特点

1.1 绿色建筑

在现代化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采用的是现代绿色

建筑技术。现代绿色建筑技术的优点就是能够把工程建

设对环境造成的破坏降到最低，同时，还能有效的降低

建筑能耗，贯彻执行国家大力提倡的节约环保理念。而

且绿色建筑技术还能充分的利用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

来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在建筑工程中国应用现代绿色

建筑技术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我国倡导走绿色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要求。在以往，人类对大自然环境的造成了不

可磨灭的伤害，近几年人类也遭到大自然环境的报复，

导致现在的环境问题是越来越严重[1]。因此，国民现在对

于环境保护的问题是越来越重视。当下，我国建筑行业

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目标是能够促进建筑业与自然环境

的共同发展，所以才开辟绿色无公害的建筑新方法。在

建筑工程中利用绿色建筑技术，是为了能够有效的提升

建筑工程技术的生态功能。

1.2 智能建筑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步入了一个智能化

的时代，大数据和互联网的到来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的

便捷，现阶段科学家们也正在深入的研究智能化。在各

个行业和领域中都在广泛的应用着科学技术，建筑行业

也不例外。相反，在建筑行业中现代化科学技术发挥出

了它非常重要的作用。智能化的应用将各种各样先进的

科学技术、信心技术都带到了建筑工程之中，例如安全防

盗系统、各种的电力系统以及通讯设备等等，这些技术的

加入都使得建筑工程的科技含量大大提升。譬如电梯内

的自动摄像头、房屋内的智能化系统等，房屋内的智能化

系统可以自动调节屋内的灯光以及室内的温度或者是湿

度等。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很好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

舒适、高效的使用环境。

1.3 生态建筑

生态技术是近几年才在我国兴起的一种建筑工程技

术。这种生态技术不仅能够充分的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

还能全面的利用气候学、建筑学以及材料学等一系列学

科的知识融入到现代建筑工程技术当中去，通过这些学

科知识与建筑工程技术的有效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提升

了我国建筑工程的科技含量。生态技术能够将建筑工程

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进行一个全方

面的提升，与此同时，生态技术还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真真

正正的实现节约环保、减少能源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破

坏与污染。

1.4 做工精细

在我国当下的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相关建设单位

在对施工进度进行严格把关的同时，也要对建筑施工的

质量以及施工安全等进行严格的监督。但近几年，随着老

一辈技术人员的退休，现在所存的施工人员不论是从技

术水平上还是施工质量安全意识方面都与老技术人员之

间存在着很大一截的距离。现在我们首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如何有效提升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与质量安全意识，

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作业量多少的完成或者是想着完工

收入，这样才是有效解决建筑施工质量与安全的根本问

题。因此，在现代化建筑施工中，相关建设单位应加大施

工人员的技能培训以及技能考核，这样才能将是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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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转变成技术工，从而做到施工精细，进一步促进现代

化建筑技术的深远发展[2]。

2 现代化建筑工程技术的发展趋势

2.1 信息化发展趋势

在全新的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现代科学技术得到了

一个飞速的发展，例如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以及互联

网技术等，它们被广泛的应用在各行各业，比如教育行

业、餐饮行业、航天航空行业等等多个行业，这里面也包

括建筑行业。而且信息化技术在建筑设计、设备安装以

及装修工程等方面的应用是越来越娴熟；建筑设计人员

不仅能够充分的运用计算机技术设计出更加科学、更加

合理的建筑施工方案，还能运用计算机技术减少计算错

误出现的概率，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源的消耗，

譬如人力、财力以及物力等。电子监控技术能够实时对

建筑施工过程进行监督，能够使我们及时的发现施工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还消除了建筑项目中存在的安全

隐患，大大的提升了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管理质量与施

工效率。除此之外，信息技术的发展的同时自动化的水

平也越来越高，所以，目前我们对建筑项目施工过程的

控制也越来越严格。

2.2 精细化发展趋势

建筑工程现代化和精细化是建筑工程技术发展的

必然趋势，同样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随着

建筑行业体系的深入完善，建筑工程技术的分类也是越

来越细化。建筑工程技术的精细化更加有助于施工人员

的运用，例如，在安装钢结构或者是焊接等方面时，就能

够应用工程监督吊装系统技术，工程监督吊装系统技术

通常都是应用在一些大型的工程项目上，我们可以通过

计算机系统实现多吊点和分散性荷载吊装，而且计算机

系统的控制精准度极高。而且在建筑工程建设中射线检

测焊缝以及焊接控制等现代化技术也得到了有效的应

用，极大的提升了焊接的效果。建筑工程技术的现代化

和精细化发展不仅能够很好的提升建筑工程的建筑质

量，还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建筑产品[3]。

2.3 集成化发展趋势

什么是集成化，指的是将各种各样的建筑工程技术

进行有效的衔接，集成化技术既能够有效的提升现代化

技术的应用效率，还能够很好节省建筑工程的建设成本

与建设时间。从我国改革初期到现在，我国的建筑工程

行业一直处于一个粗犷式的发展阶段，这种发展方式对

人力的依赖性较大，非常不利于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施

工进度以及施工安全的控制与管理。但是，如果我们能

够有效的将建筑安装技术与建筑施工技术进行衔接，那

么就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提升建筑工程技术的综合使用

效益，同时也能够使建筑施工过程更加的顺畅。如此一

来，就更加有利于我国建设工程发展目标的实现。在现

代化建筑工程技术的发展路程中集成化是必然的发展

趋势。

2.4 绿色发展趋势

通常情况下，在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过程中，会很

容易的对建筑工程周围的自然环境以及水资源造成一

定的污染，而且还会严重的影响到附近居住人民的生

活。随着国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

展，人类对于建筑技术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因此，现代

化建筑工程技术就不断的朝着绿色经济环保的方向发

展。在以往的建筑项目施工过程中，频繁的出现浪费资

源的现象，而且还非常严重，这种举动不仅会极大的增

加建筑废物，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建筑工程对建

设成本的投入。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我国建筑行业积

极的响应国家节约环保的号召，实行了建筑废物再利用

的战略方法。而且建筑行业还作为我国的支柱行业之

一，所以对于建筑工程绿色设计的要求会更加严格，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实现与生态环境的

和谐与统一[4]。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新时期下，为了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

的发展需求与生态环境的发展需求，也为了给我国国民

一个舒适健康的建筑使用环境，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提升

建筑工程技术，去朝着社会、经济以及生态三者的效益

并重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我国建筑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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