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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0 年度浙江省建

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及相关工程建设标准编制计划》（第二批）的

通知（浙建设函〔2020〕443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通过广泛

调查研究，参考国内外的有关标准，并结合浙江省建设工程施工

工法运用实践，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六章和四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

基本规定、工法开发、工法编写和工法应用。

本标准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浙江省工程建

设质量管理协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

见或建议，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浙江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

会（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 425 号瑞祺大厦 510 室，邮编：

310012，邮箱：1830385115@qq.com）以供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 编 单 位：浙江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城市建设技术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浙江旷厦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国丰集团有限公司

三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合数建（杭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建筑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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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建筑业协会

主要起草人：胡庆红 吕正良 陈军林 杨 晖 厉天数

刘 兵 徐发容 厉 勋 钱宏春 谢含军

焦 挺 郭一雪 章旭波 林 琼 金剑勋

洪 波 吕建平 汪 强 廖 原 闻 婧

张理超 杨 阳 顾建明 葛 晓 张竞男

王 纯 沈罗萍 陈海标 叶家丽

主要审查人：李宏伟 游劲秋 赵宇宏 胡晓晖 单玉川

刘玉涛 詹鑫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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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浙江省工程建设工法的编制，促进技术创新和管理

创新，提高施工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保障工程质量安全，制定

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浙江省工程建设工法的开发、编写和应用。

1.0.3 工程建设工法的编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

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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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工法 construction method
以工程为对象，施工工艺为核心，技术创新与科学管理相结

合，运用系统工程原理，经工程实践形成的可行的施工方法。

2.0.2 企业级工法 construction method of enterprise
由施工企业根据工程特点开发，通过工程实际应用，经企业

组织编写和评审，并经企业发布的工法。

2.0.3 施工工艺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为完成设计文件要求的实体，制定相应的工序流程、确定施

工技术要求，使其达到快速高效、质量可靠、效益良好的成套施

工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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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工法编制单位应建立工法编制管理体系，健全工法编制管

理制度。

3.0.2 工法可划分为房屋建筑工程、土木工程、工业安装工程等

三大类别。

3.0.3 工法应具有先进性、科学性、系统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3.0.4 工法应针对单位工程，或单位工程中某个分部或分项工程

进行编制，并应具有完整的施工工艺。

3.0.5 工法应经工程实践证明满足保证工程质量、确保施工安

全、加快施工进度、提升综合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要求，

并应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3.0.6 工法关键技术的知识产权应清晰。

3.0.7 工法编制应包括工法开发、工法编写和工法应用等步骤。

3.0.8 工法开发应结合工程特点、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要求，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工程施工的科技含量。

3.0.9 工法编写应符合标准编制的相关规定，应内容完整、数据

真实、格式规范。

3.0.10 工法编制单位应在工程建设中推广应用工法。

3.0.11 工法申报应在形成企业级工法的基础上进行，并应符合

本标准附录 A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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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法开发

4.0.1 工法应结合单位工程，或单位工程中某个分部或分项工程

进行开发，其关键技术应具有创新性。

4.0.2 工法名称宜包括工法对象、关键技术或施工工艺、工法限

制性条件等信息，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工法对象应清晰明确；

2 关键技术或施工工艺应突出；

3 与相近题材工法应有明显区别；

4 当工法的使用具有限制性条件内容时，应含有限制性条件

信息。

4.0.3 工法开发步骤应包括工法选题、资料收集、关键技术研究、

施工工艺研究、适用范围研究、效益研究等。

4.0.4 工法选题的顺序应依次为筛选、分析、评估、定题。工法

可依据以下内容进行选题：

1 通过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所形成的施工

方法；

2 对已有的施工工艺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并经提炼所

形成的施工方法；

3 对已有的科研课题或工程创新实践活动进行总结，并经提

炼所形成的施工方法。

4.0.5 资料收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及时收集与工法选题相关的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

案、技术论证资料、技术与安全资料及 QC 成果等施工过程控制

资料；

2 应及时收集与工法选题相关的技术成果鉴定或评审、专利

文件、科技论文和科技查新报告等关键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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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及时收集应用证明、效益证明和关键技术影像等工程证

明资料；

4 收集的相关资料和数据信息，应具有客观性、全面性和时

效性；

5 对于收集的相关资料和数据信息，应及时进行整理和分析。

4.0.6 关键技术研究应包含下列内容：

1 基本原理和理论基础；

2 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

3 经工程应用形成的完整施工工艺。

4.0.7 施工工艺研究应在关键技术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结合质

量、安全、成本、进度、环保等施工要素进行总结和提炼，并应

包含下列内容：

1 施工工艺流程；

2 施工工艺流程各节点上的关键施工技术；

3 评估施工工艺的可操作性；

4 质量、安全、成本、进度、环保等方面的控制措施。

4.0.8 适用范围研究应清晰确定工法使用的限制性条件。

4.0.9 效益研究应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分

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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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法编写

5.1 一般规定

5.1.1 工法内容应包括前言、工法特点、适用范围、工艺原理、

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材料与设备、质量控制、安全措施、环保

措施、效益分析、应用实例等。

5.1.2 工法内容编写应按章、节、条、款、项五个层次依次排列。

5.1.3 工法文本应表达准确、逻辑严谨、清晰简练、图文并茂。

5.1.4 工法文本的格式和要求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 的规定。

5.2 前 言

5.2.1 前言应高度概括工法的编制背景、形成过程、关键技术内

涵及应用绩效等内容；工法前言应采用文字表述。

5.2.2 编制背景应包括工法编制的原因和必要性等内容。

5.2.3 应精炼概述关键技术及施工工艺的形成过程，以及明确关

键技术的评定结果、专利授权、成果奖励等，并应概述工法应用

情况。

5.3 工法特点

5.3.1 应概括阐述工法的关键技术和施工工艺特色。

5.3.2 应概括阐述工法应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特色。

5.3.3 应表述工法推广应用的前景。

5.4 适用范围

5.4.1 应准确界定、清晰阐述工法使用的限制性条件。

5.4.2 工法使用的限制性条件可包括工程对象、工程部位、施工

环境、工程地质、季节气候、经济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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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工法使用的限制性条件宜采用定量描述。

5.5 工艺原理

5.5.1 应重点阐述工法关键技术的来源。

5.5.2 应重点阐述工法关键技术的基本原理和理论基础，必要时

应清晰表述所涉及的参数及计算。

5.5.3 应概括阐述工法关键技术应用于工程实践的主要过程及

形成的配套施工技术。

5.6 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5.6.1 应按照施工工艺的逻辑顺序确定工艺流程。工艺流程可采

用流程图或框图等形式表示。

5.6.2 工艺流程应覆盖施工工艺的全过程，且流程完整、逻辑严

密、节点清晰、相互衔接。

5.6.3 应按照工艺流程的逻辑顺序依次阐述流程节点上的操作

要点。操作要点的阐述应清晰、简明，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所涉及的施工技术内容应完整；

2 所涉及的关键施工技术内容应突出；

3 所涉及的施工技术应成熟，具有可操作性。

5.7 材料与设备

5.7.1 应覆盖工法所涉及的主要材料和设备。

5.7.2 应能反映材料的有效信息，包括数量、规格、性能指标和

质量要求等；应能反映设备的有效信息，包括名称、规格、型号、

数量、性能、能耗等。

5.7.3 选用的材料和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材料性能指标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对于没有相关标准

规定的新材料，应提供生产企业的产品标准及检验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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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性能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对于没有相关标准规定

的新设备，应提供专项论证或鉴定资料。

5.7.4 材料及设备的相关信息宜采用表格形式表述。

5.8 质量控制

5.8.1 应列出所依据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

准的标准名称及标准编号。当没有相关标准时，应制定企业标准，

或明确其针对性的质量控制标准和要求。

5.8.2 应阐述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质量要求，包括质量目标、

质量管理、质量控制和质量验收等内容。

5.8.3 质量管理、质量控制和质量验收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5.9 安全措施

5.9.1 安全措施应包括安全管理措施、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预警

事项等。

5.9.2 应列出所依据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

准的标准名称及标准编号。当没有相关标准时，应制定企业标准，

或明确其针对性的安全控制标准和要求。

5.9.3 应阐述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安全控制要求，包括危险源

辨识与应急处置、安全事故隐患排查与治理措施等内容。

5.9.4 安全管理措施、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预警事项等应符合相

关标准的规定。

5.10 环保措施

5.10.1 环保措施包括固体废物污染、废水污染、空气污染、噪

音污染、光污染、辐射污染等控制及职业健康保障。

5.10.2 应列出所依据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

标准的标准名称及标准编号。当没有相关标准时，应制定企业标

准，或明确其针对性的环保控制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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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 应阐述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环保控制要求。

5.11 效益分析

5.11.1 效益分析应包括经济效益分析和社会效益分析。

5.11.2 效益分析可从技术效益、质量效益、安全效益、进度效

益、环保效益、成本效益等多维度进行。效益分析阐述包括定性

分析和定量分析，经济效益宜采用定量分析。

5.11.3 定性分析应边界清晰、表述完整，应具有指导作用；定

量分析应对比分析清晰、数据准确翔实、计算完整正确、结果真

实可信。

5.11.4 效益分析应重点阐述其推广应用价值。

5.12 应用实例

5.12.1 应用实例不应少于 2 项。当特殊情况应用实例仅有 1 项

时，应说明工法应用的可靠性。

5.12.2 应用实例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应用工程的基本信息；

2 应用工程的部位、数量等；

3 应用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4 应用的评价及存在问题分析。

5.12.3 应提供工法应用证明及工法经济效益证明资料。工法应

用证明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 的规定；工法经济效益证明应符合本

标准附录 D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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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法应用

6.0.1 工法编制单位宜对工法的关键技术申请国家专利。

6.0.2 工法编制单位宜对工法关键技术、工艺原理等采取保护措

施。

6.0.3 工法编制单位应实时更新关键技术，保持工法的先进性和

适用性。

6.0.4 工法跟踪评价应由专人负责，定期进行；对不适应的工法

应及时更新或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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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工法申报表

表 A 工法申报表

工程建设工法申报表

工法名称 ：

专业分类 ：

申报单位 ：

推荐单位 ：

申报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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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填 写 说 明

1.“申报单位”栏：应为工法的完成单位。

2.“专业分类”栏：在房屋建筑工程、土木工程、工业安装工程对应项

中划“√”，申报表封面直接填写。

3.“专业分类”栏：

房屋建筑工程类别包括：（1）地基与基础（2）主体结构（3）钢结

构（4）装饰与屋面（5）节能（6）水电与智能（7）其他；

土木工程类别包括：（1）公路（2）铁路（3）隧道（4）桥梁（5）

堤坝与电站（6）矿山（7）其他；

工业安装工程类别包括：（1）工业设备（2）工业管道（3）电气装

置与自动化（4）其他。

如没有对应专业，请填写“其他”并注明自己认可的专业分类。

4.“完成单位”栏：填写内容应与“完成单位意见”栏中的公章一致。

5.“通讯地址”及“联系人”：指完成单位的地址和联系人。

6.“主要完成人”栏：最多填写 5 人。

7.“工法应用工程情况”栏：最少填写 2 项工程；如填写 2 项以下工程，

应在“工法成熟、可靠性说明”栏解释说明，并附市（地）级主管部门意

见。

8. “竣（交）工时间”是指该工法应用的工程已竣工或交工（指特别

的土木交通工程），并验收合格，获得竣（交）工验收证明的日期。（附

录 C 工法应用证明和附录 D工法经济效益证明中的“竣（交）工日期”也

应与此日期相对应）。

9．工法关键技术涉及有关专利的，应注明专利号、专利权人。

10．“工法形成企业技术标准情况”栏：该工法已形成了企业技术标

准的，填写此栏，填写内容包含企业技术标准名称、编号和发布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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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工法名称

类 别
□ 房屋建筑工程
□ 土木工程
□ 工业安装工程

专业
分类

完
成
单
位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办电：
手机：

主
要
完
成
人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 电话

工法应用
工程情况

工程名称 1、

开竣（交）工时间 工程所在地区

工程名称 2、

开竣（交）工时间 工程所在地区

工程名称 3、

开竣（交）工时间 工程所在地区

工法关键技术名称、组织评估
的单位和时间

工法关键技术获科技
成果奖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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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工法关键技术获专利情况
（专利号、专利权人）

工法形成企业技术标准情况

原工法名称、完成单位、工法
批准文号及工法编号(重新申
报工法填写此栏)

工法内容简述：

关键技术及保密点：

技术水平和技术难度（与国内外同类技术水平比较）：

工法成熟、可靠性说明（应用工程少于 2项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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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工法应用情况及应用前景：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节能环保效益：

完成单位意见：

完成单位 公 章

年 月 日

工法审定推荐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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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工法文本格式和要求

B.1 格式基本规定

B.1.1 文本表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文字表述应简练准确、通俗易懂，严禁模棱两可或多重理

解。内容应重点突出、层次分明、阐述连贯、逻辑性强。

2 应使用无人称的叙事方式。

3 应使用准确的专业用语对客观事物展开描述。

B.1.2 文本中用词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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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用词“宜”；反面用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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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3 同一概念应使用同一专业术语或符号，并应保持前后一致。

B.1.4 专业术语应采用行业通用术语，使用新术语或特定术语

应加以注解。

B.1.5 引用标准或规范时，应列出标准或规范的名称、编号。

B.1.6 翻译外文名称时，应在译名之后注明原文的写法。对于

采用外文名称的词头缩写名称时应注明原文的全称。

B.1.7 工法文本单位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统一用符号表示。

B.2 版 式

B.2.1 工法的叙述层次按照章、节、条、款、项五个层次依次

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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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章、节应设置标题，章、节、条编号应采用阿拉伯数字。

B.2.3 “章”是工法的主要单元，“章”的编号后是“章”的题目，

“章”的题目是工法所含十一部分的题目；“条”是工法的基本单元。

编号应符合图 B.2.3 的要求。

章 节 条 款 项

图B.2.3 编号

B.2.4 文本应统一使用 A4 纸打印，版面整洁，图字清晰，无错

字和漏字。

B.3 图

B.3.1 文本中的图应有标题，列于图下方居中。标题应由编号和

图名组成。

B.3.2 图的编号以条文的编号为基础，以“图”字后加相应条文顺

序号的阿拉伯数字形式表示。当一个条文中有多个图时，可在条

文号后加图的顺序号。

B.3.3 图应排在对应条文内容之后，图的使用应与相应条文描

述相呼应，可在条文中采用括号标出图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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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 工程照片可作为“图”插放在工法文本中。

B.4 表

B.4.1 表应有标题，列于表上方居中，标题应由编号和表名组成。

B.4.2 表的编号以条文的编号为基础，以“表”字后加相应条文顺

序号的阿拉伯数字形式表示。当一个条文中有多个表时，可在条

文号后加表的顺序号。

B.4.3 表应排在对应条文内容之后，与条文的内容相呼应，同

时应采用“符合表…规定”或“按表…的规定”等典型用语。

B.4.4 表中的栏目和数值可根据情况横列或竖列。当遇大表格

需跨两页及以上时，应在每页重复表的编号，并在续排表的编号

前加“续表”两字。

B.4.5 表内数值位置应对齐，表栏中文字或数字相同时，应重

复写出。当表栏中无内容时，应以短横线表示，不留空白。

B.4.6 表中各栏数值的计量单位相同时，应将计量单位写在表

标题的右方或正下方。若计量单位不同时，应将计量单位分别写

在各栏标题或各栏数值的右方或正下方，表标题和表栏标题中的

计量单位宜加圆括号。

B.5 公 式

B.5.1 工法文本中的公式应按条文编号为基础编号，按出现的

先后顺序以阿拉伯数字编号，并加圆括号，列于公式右侧顶格。

B.5.2 当同一条文中有多个公式时，应连续编号。公式应居中

编排。

B.5.3 工法文本中的公式应接排在有关条文的后面，与条文内容

相呼应，并可采用“按下式计算”或“按下列公式计算”等典型用语。

B.5.4 公式中符号的涵义和计量单位，应在公式下方“式中”两字

后注释。当公式中多次出现的符号时，应在第一次出现时加以注

释，以后出现时可不重复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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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5 公式中符号的注释不得再出现公式。“式中”两字应左起顶

格，加冒号后接写需注释的符号。符号与注释之间应加破折号，

破折号占两字。每条注释均应另起一行书写。若注释内容较多要

回行时，文字应在破折号后对齐，各破折号也应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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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工法应用证明

表 C 工法应用证明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工程
概况

结构类型
建筑面积
（m2）

工程造价
（万元）

开工日期 竣（交）工日期

工程地点

工法名称

工法应用的分部分项工程或部位、应用效益情况说明：

附：工程照片不应少于10张，照片反映工程全景及关键技术的工艺（另附
页）

证明单位盖章（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

年 月 日

注：“工法应用证明”应提供工程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工程

竣（交）工验收证明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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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工法经济效益证明

表 D 工法经济效益证明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工程
概况

结构类型
建筑面积
（m2）

工程造价
（万元）

开工日期
竣（交）
工日期

工程地点

工法名称

通过开发和应用工法与传统方法比较经济效益情况分析说明：

证明部门盖章（工法编制单位财务部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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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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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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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条件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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