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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统一浙江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团体标准（以下简称“协会团体标准”）编

写要求，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本协会工程建设团体标准的编写。 

1.0.3 协会团体标准编写应做到规定明确，结构清晰，逻辑严谨，格式规范，用词简

明。 

1.0.4 协会团体标准的编写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工程建设标准 Standard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工程建设通则、标准、规范、规程、规定和指南等的统称。 

2.1.2 国家现行标准 National Current Standard 

正在执行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统称。 

2.1.3 现行国家标准 Current National Standard 

正在执行的国家标准。 

2.1.4 现行行业标准 Current Industry Standard 

正在执行的行业标准。 

2.2 符号 

2.2.2  T/ZGZX——浙江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团体标准的代号 

 

  



 

3 基本规定 

3.0.1 协会团体标准应由前引、正文和补充三部分构成。 

3.0.2 标准的前引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封面； 

2 扉页； 

3 发布公告； 

4 前言（编制依据、编制单位、编制人员）； 

5 目次。 

3.0.3 标准的正文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总则； 

2 术语和符号； 

3 技术内容。 

3.0.4 标准的补充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附录； 

2 引用标准名录； 

3 附加说明。 

3.0.5 在编写标准正文和附录的同时，应编写标准的条文说明，并应与标准同时出版，

配套使用，不得单独成册。 

  



 

4 标准编写内容 

4.1 前引部分 

4.1.1 标准的封面应包括下列内容： 

1“浙江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团体标准”字样； 

2 标准的编号； 

3 标准的中文名称和英文译名； 

4 发布日期和实施日期； 

5 发布部门。 

4.1.2 标准的扉页应包括下列内容 

1“浙江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团体标准”字样； 

2 标准的中文名称； 

3 标准的编号； 

4 主编单位； 

5 批准部门； 

6 实施日期； 

7 发布单位。 

4.1.3 标准的编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准的编号由团体标准代号（T/）、协会标准代号（ZGZX）、团体标准顺序号

和发布标准的年号组成； 

2 团体标准的代号为“T/”； 

3 协会标准代号为“ZGZX”； 

4 标准的年号为该标准的发布年份； 

5 修订标准的标准代号和标准顺序号与原标准一致，标准的年号为该修订标准的

发布年号。 

4.1.4 标准的名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准的名称应简练明确地反映标准的主题内容。 

2 标准名称宜由标准的对象、用途和特征名三部分组成。当标准的对象已说明该



标准的用途时，可采用标准对象和特征名命名。 

3 标准的特征名可根据标准的特征、性质和内容，采用“通则”“标准”“规

“规定”和“指南”等作为特征名。 

4 标准名称应有英文译名。 

4.1.5 标准发布公告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标题及公告号； 

2 标准的名称； 

3 标准的性质 

4 标准的编号； 

5 标准开始实施日期； 

6 全面修订的标准的原标准名称、编号及其废止日期；局部修订的标准，采用“经

本次修订的原条文同时废止”的典型用语； 

7 标准的主编单位、解释单位和出版发行单位； 

8 批准部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4.1.6 标准的制订、修订说明应包括下列内容： 

（I）任务来源和依据； 

2 制订或修订的原因； 

3 概述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修订的标准需简述主要技术内容的变更情况； 

4 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及人员分工； 

5 通过审批时间。 

6 管理部门的名称、通信地址和电子邮箱。 

4.1.7 标准的目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准的目次按顺序列出标准章、节序号和标题及页码，附录、附加说明和条文

说明在目次中只列出标题及页码； 

2 目次中的标题与正文的标题一致； 

3 目次中的页码加括号； 

4 目次中的页码起始于第|章，终止于条文说明； 

5 标准的前引部分不编入目次，制订、修订说明和目次分别编排页码。 

4.1.8 标准封面和扉页的文本样式应符合附录 A 的有关规定。 



4.2 正文部分 

4.2.1 标准的总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准的总则不应分节，并应按下列内容和顺序逐条编写： 

1）制订标准的目的； 

2）标准的适用范围； 

3）标准的共性要求； 

4）执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2 制订标准的目的，应概括地阐明制定本标准需要达到的目标要求； 

3 标准的适用范围应与标准的名称及技术内容相一致，并不得超出建设工程行业

范围。在规定的范围中有不适用的内容时，应指明标准的不适用范围。标准的适用范

围不应规定可参照执行的范围。 

4 标准的共性要求，应为涉及整个标准的基本原则，或是与大部分章节有关的基

本要求，当共性要求的内容较多时，可纳入基本规定章； 

5 执行相关标准的要求，应采用“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的典型用语。 

4.2.2 标准的术语和符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准中采用的术语和符号应列为一章。当术语较多符号较少时，可只设“术语”

一章，反之可只设“符号”一章。 

2 对具有特定含义及国家现行标准尚无统一规定的术语和符号，应单列“术语和

符号”“术语”或“符号”一章加以定义或说明。当需要定义或说明的条目较少时，

可不单设此章，但应在正文或条文说明中子以解释。 

3 标准中采用的术语和符号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对没有规定的符号，

应采用国际通用符号；无国际通用符号时，应采用字母符号。 

4 列入符号一节中的符号，在标准中应表达同一含义。 

5 标准中的术语应附有英文译名。 

4.2.3 标准的技术内容编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标准的技术内容应明确需要遵守的准则、达到的技术要求和采取的技术措施，

不得阐述其目的或理由，不得作常识性的叙述或进行不必要的规定。 

2 技术内容的定性和定量应明确、具体，并应有充分的依据。 



3 纳入标准的技术内容应成熟且行之有效。凡是能用文字阐述的，不宜用图作规

定。 

4 标准之间不得相互抵触，相关的标准条文应协调一致。 

5 章节结构应合理，层次划分应清楚，编排格式应符合统一要求。 

6 技术内容的表达应准确无误，语句表达应逻辑严谨、简练明确、用词规范、通

俗易懂，不得采用俗称或简称。条文规定中不得举例。 

7 表示严格程度的用词应恰当。条和款的技术规定应采用表示严格程度的用词，

并应符合标准用词说明的规定。 

8 技术内容中的公式应只给出最后的表达式，不应列出推导过程。在公式符号的

解释中，可包括简单的参数取值规定，不得作其他技术性规定。 

9 标准条文中有插图或公式时，当条文表述需要使用符号代替符号名称或文字说

明时，所使用的符号在插图或公式的注释中应有明确的名称或文字说明。 

4.2.4 标准的技术内容需要引用有关标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设工程行业标准可引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不得引用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2 引用相关标准时，应写明被引用标准的名称、代号和顺序号，不写年号，不应

写其简称。 

3 需采用国际标准的有关内容时，不得引用其名称和编号，应根据标准编写内容

的需要，将采纳的相关内容作为标准的正式条文列出。 

4.3 补充部分 

4.3.1 标准的附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标准条文规定的某一方面内容较多且自成一体时，宜单列为附录。 

2 附录应属于标准技术内容的组成部分，与标准正文具有同等的效力。 

3 列入附录的内容应与条文有关。除“标准用词说明”附录外，均应为条文所引

用。 

4.3.2 标准用词说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准中表示严格程度的用词应采用规定的标准用词。 

2 标准用词说明应作为最后一个附录单独列出。 

3 标准用词及其说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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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允许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4.3.3 引用标准的名录编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引用标准名录应是标准正文所引用过的标准，其内容应包括标准名称及编号，

标准编号应与正文的引用方式一致。 

2 引用标准名录应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层次，依次列出。 

3 当同一层次有多个标准时，应按先工程建设标准、后产品标准的顺序，依标准

编号顺序排列。 

4.3.4 标准的附加说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附加说明应包括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主要审查人员名单。对于

修订的标准尚应包括原标准的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2 主编单位和参编单位名称应写全称。 

3 主要起草人名单应按大纲批复的顺序排序，其他参加编写人员应按姓氏笔画排

序，人员名单的姓名后应标明所在单位。 

4 送审稿的主要审查人员名单应依次编排在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名单之后。 

5 主要审查人员应是参与标准送审稿审查的专家组成员，并应以签名为准。 

6 附加说明的文本样式应符合附录 A 的有关规定。 

4.4 条文说明 

4.4.1 条文说明应为标准正文和附录的解释和说明。 

4.4.2 标准的条文说明应包括首页、目次和所说明的内容。 

4.4.3 条文说明的首页样式应符合附录 A 的有关规定。 

4.4.4 条文说明的目次应根据条文说明的实际章节按顺序列出有关章节的编号、标题

和起始页码，目次的页码应加圆括号。条文说明的页码应与正文和补充部分的页码连

续，其中封面页应为暗码。 

4.4.5 条文说明的编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准正文和附录中的条文宜编写相应的条文说明。简单明了、易于理解的条文

可不作说明，内容相关的相邻条文可合写条文说明。 

2 条文说明应解释和说明条文规定的目的、理由、主要依据及执行时需注意的问

题等；对重要的数据、公式和图表应说明依据或出处。必要时还应简要反映与标准内

容相关的国内外研究应用情况。 

3 条文说明应具有针对性，简练易懂，不得对条文内容进行延伸、补充或另做规

定。 

4 条文说明中除引用原条文外，不应采用“标准用词说明”中表示严格程度的用

词。 

5 修订的标准，对其修订的内容，应说明修订的主要理由。未修订的条文宜保留

原条文说明，必要时应根据需要重新进行说明。 

6 作为条文编写依据的标准应写明标准名称、代号、顺序号和年号，并宜指明条

文号。 

7 条文说明中所引用的数据和资料应准确、可靠。 

8 条文说明不得涉及国家规定的保密内容，不得出现有损公平、公正原则的内容。 

9 条文说明的编号应与被说明条文的章、节和条文编号一致。 

10 条文说明中图、表格和公式的编号，应在章内采用阿拉伯数字且按流水号连

续编排。 

 

 

  



 

5 标准编写格式 

本标准编写格式依照《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 号）的规定

执行。 

5.1 标准层次划分 

5.1.1 标准的正文和附录层次应分为章、节、条；必要时可增加款和项。 

5.1.2 章应根据标准中技术内容的技术类别进行划分。当标准各章共性的技术内容较

多时，可单设“基本规定”一章。 

5.1.3 节应根据章的技术内容进行分组。当一章的技术内容较单一时，可不分节：对

一章中大部分节的共性内容，可单独列为该章的第一节，并定名为“一般规定”。当

某节的内容较多或较复杂时，可在该节下增加次节单元。 

5.1.4 条是标准的基本单元，每一条应对一项具体技术内容做出规定。 

5.1.5 当某一条的内容较多或较复杂需分层叙述时，可分为若干款或项。当条下只有

一层规定时，可分为款或直接分为项：当条下有两层规定时，应先分为款，再分为项，

项不应再分。 

5.2 标准层次编号 

5.2.1 标准正文的章、节、条、款的层次应采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层次之间应在数字

的右下角加圆点连接。 

5.2.2 章的编号应在同标准内连续，节的编号应在所属章内连续，条的编号应在所属

的节内连续，款的编号应在所属的条内连续。当章内不分节时，条的编号中对应节的

编号应采用阿拉伯数字“0”表示；当某节内分次节时，次节应有标题但不编号，该

节的条文编号应连续。 

5.2.3 条或款中设项时，项的编号应采用带圆括号的阿拉伯数字。 

5.2.4 附录中条文的编号方法应与正文相同。附录的编号应采用除“1”“0”“×”以

外的大写正体英文字母，从“A”起连续编号； 

5.2.5 附录中表、公式和图的编号方法应与正文中的表、公式和图的编号方法一致， 

5.2.6 当一个附录中的内容仅为表格时，表号应直接按章内不分节时的编号方法编写

节所对应的编号应采用“0”表示， 



5.2.7 当一个附录中的内容仅为图时，图号应直接按章内不分节时的编号方法编写，

节 

5.2.6 当一个附录中的内容仅为表格时，表号应直接按章内不分节时的编号方法编写，

节所对应的编号应采用“0”表示。 

5.2.7 当一个附录中的内容仅为图时，图号应直接按章内不分节时的编号方法编写，

节所对应的编号应采用阿拉伯数字“0"表示。 

5.2.8 标准的层次及编号应符合附录 B 的有关规定。 

5.3 标准编排格式 

5.3.1 标准中的章、附录、引用标准名录和附加说明均应另起一页编排， 

5.3.2“章”“节”均应有标题，其编排格式应在“章”“节”号后空一字加标题居

中，次节的标题也应居中。 

5.3.3“条”号的排列格式应从左起顶格书写，“款”号从左起空一字编写，“项”号

应左起空二字书写。 

5.3.4“条”的内容应在编号后空一字书写，换行时应顶格书写。“条”的内容不宜分

段。 

5.3.5“款”的内容应在编号后空一字书写，“项”的内容应在编号后接写，换行时均

应顶格。 

5.3.6 每个术语应为一条，中文名称应在编号后空一字书写，英文名称应在中文名称

后空一字书写，除介词外，每个单词的首字母应大写；术语定义应在术语名称换行后

空两字书写。 

5.3.7“符号”节中符号可不编号，但应按字母顺序排列，符号与释义之间应加破折号。 

5.3.8 附录应按在正文引用的先后顺序依次编排，其编排格式应在附录号后空一字加

标题居中。 

 

 

  



 

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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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词采用“宜”，反面

词采用“不宜”； 

4 表示允许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引用标准名录 

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编写》（GB/T 1.1） 

2.《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 号） 

3.《工程建设标准翻译出版工作管理办法》（建标〔2008〕123 号） 

4.《工程建设标准英文版翻译细则（试行）》 

 

 

  



 

附录 A 标准封面格式 

A.0.1 标准封面应符合图 A.0.1 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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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方法》 

一、总则 

1.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简称法定单位）是以国际单位制单位为基础，

同时选用了一些非国际单位制的单位构成的。法定单位的使用方法以本文件为准。 

2.国际单位制是在米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单位制。其国际简称为 SI。国际单位制

包括 SI 单位、SI 词头和 S 单位的十进倍数与分数单位三部分。 

按国际上的规定，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辅助单位，具有专门名称的导出单位

以及直接由以上单位构成的组合形式的单位（系数为 I）都称之为 SI 单位。它们有主

单位的含义，并构成一贯单位制。 

3.国际上规定的表示倍数和分数单位的 16 个词头，称为 S 词头。它们用于构成

SI 单位的十进倍数和分数单位，但不得单独使用。质量的十进倍数和分数单位由 S

词头加在“克”前构成。 

4.本文件涉及的法定单位符号（简称符号），系指国务院 1984 年 2 月 27 日命令

中规定的符号，适用于我国各民族文字。 

5.把法定单位名称中方括号里的字省略即成为其简称。没有方括号的名称，全称

和简称相同，简称可以在不致引起混淆的场合下使用。 

二、法定单位的名称 

6.组合单位的中文名称与其符号表示一致。符号中的乘号没有对应的名称，除号

的对应名称为“每”字，无论分母中的几个单位，“每”字只出现一次。例如：比热

容单位的称号是 I/（kg·K），其单位名称是“焦尔每千克开尔文”而不是“每千克开

尔文焦尔”。 

7.乘方形式的单位名称，其顺序应是指数名称在前，单位名称在后。相应的指数

名称由数字加“次方"两字而成。 

例如：断面惯性力矩的单位 m4 的名称为“四次方米”。 

8.如果长度的 2 次和 3 次幂是表示面积和体积，则相应的指数名称为“平方”和

“立方”，并置于长度单位之前，否则应称为“二次方”和“三次方”。 

例如：体积单位 dm3 的名称是“立方米”，而断面系数 m’的名称是“三次方米”。 



9.书写单位名称时不加任何表示乘或除的符号或其他符号。 

例如：电阻率单位 Ω·m 的名称为“欧姆米”而不是“欧姆·米”“欧姆-

米”“[欧姆][米]”等。 

例如：密度单位 kg/m3 的名称为“千克每立方米”而不是“千克/立方米” 

三、法定单位和词头的符号 

10.必要时，可将单位的简称（包括带有词头的单位简称）作为符号使用，这样

的符号称为“中文符号”。 

11.法定单位和词头的符号，不论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一律用正体，不附省略

点，且无复数形式。 

12.单位符号的字母一般用小写体，若单位名称来源于人名，则其符号的第一个

字母用大写体。 

例如：时间单位“秒”的符号是 s。 

例如：压力、压强的单位“帕斯卡”的符号是 Pa。 

13.词头符号的字母当其所表示的因数小于 106 时，一律用小写体，大于或等于

106 时用大写体。 

14.由两个以上单位相乘构成的组合单位，其符号有下列两种形式： 

N·m    Nm 

若组合单位符号中某单位的符号同时又是某词头的符号，并有可能发生混淆时，

则应尽量置于右侧。例如：力矩单位“牛顿米”的符号应写成 Nm，而不宜写成 mN，

以免误解为“毫牛顿”。 

15.由两个以上单位相乘所构成的组合单位，其中文符号只用一种形式，即用居

中圆点代表乘号。 

例如：动力粘度单位“帕斯卡秒”的中文符号是“帕·秒”而不是“帕

秒”“[帕][秒]”“帕·[秒]”“帕-秒”“（帕）（秒）”“帕斯卡.秒”等。 

16.由两个以上单位相除构成的组合单位，其符号可用下列三种形式之一： 

k/m3    kg·m-1    hgm-1 

当可能发生误解时，应尽量用居中圆点或斜线（/）的形式。 

例如：速度单位“米每秒”的符号用 m·s-1 或 m/s，而不宜用 ms-1，以免误解为

“每毫秒”。 



17.由两个以上单位所构成的组合单位，其中文符号可采用以下两种形式之一： 

千克/米    千克·米-1 

18.在进行运算时，组合单位中的除号可用水平横线表示。 

例如：速度单位可以写成 m/s 或米/秒。 

19.分子无量纲而分母有量纲的组合单位即分子为 1 的组合单位的符号，一般不

用分式而用负数幂的形式。 

例如：波数单位的符号是 m-1，一般不用 1/m。 

20.在用斜线表示相除时，单位符号的分子和分母都与斜线处于同一行内。当分

母中包含以上单位符号时，整个分母应加圆括号。在一个组合单位的符号中，除加括

号避免混淆外，斜线不得多于一条。 

例如：热导率单位的符号是 w/（K·m），而不是 W/K·m 或 W/K/m。 

21.词头的符号和单位的符号之间不得有空隙，也不加表示相乘的任何符号。 

22.单位和词头的符号应按其名称或者简称读音，而不得按字母读音。 

23.摄氏温度的单位“摄氏度”的符号是℃，可作为中文符号使用，可与其他中

文符号构成组合形式的单位。 

24.非物理量的单位（如：件、台、人、圆等）可用汉字与符号构成组合形式的单

位。 

四、法定单位和词头的使用规则 

25.单位和词头的名称，一般只宜在叙述性文字中使用。单位和词头的符号，在

公式数据表、曲线图、刻度盘和产品铭牌等需要简单明了表示的地方使用，也可用于

叙述性文字中。应优先采用符号。 

26.单位的名称或符号必须作为一个整体使用，不得拆开例如：摄氏温度单位“摄

氏度”表示的量值应写成并读成“20 摄氏度”，不得写成并读成“摄氏 20 度”。 

27.选用 SI 单位的倍数单位或分数单位，一般应使量的数值处于 0.1~1000 范围

内。 

例如：1.2×104N 可以写成 12kN； 

0.00394m 可以写成 3.94mm； 

11401Pa 可以写成 11.401kPa； 

3.1×10-8s 可以写成 3lnS。 



某些场合习惯使用的单位可以不受上述限制。 

例如：大部分机械制图使用的长度单位用“mm（毫米）”；导线截面积使用的

面积单位可以用“mm2（平方毫米）”。 

在同一个量的数值表中或叙述同一个量的文章中，为对照方便而使用相同的单

位时数值不受限制。 

词头 h、da、d、e（百、十、分、厘），一般用于某些长度、面积和体积的单位中，

但根据习惯和方便也可用于其他场合。 

28.有些非法定单位，可以用习惯用 SI 词头构成倍数单位或分数单位。 

例如：mCi、mGal、mR 等。 

法定单位中的摄氏度以及非十进制的单位，如平面角单位“度”，“[角]分”、

“[角]秒”与时间单位“分”“时”“日”等，不得用 SI 词头构成倍数单位或分数

单位。 

29.不得使用重叠的词头。 

例如：应该用 nm，不应该用 mμm；应该用 am，不应该用 μμμm，也不应该用

nnm。 

30.亿（108）、万（104）等是我国习惯用的数词，仍可使用，但不是词头。习惯

使用的统计单位，如万公里可记为“万 km"或“104km”；万吨公里可记为"万 t·km"

或“104t·km”。 

31.只是通过相乘构成的组合单位在加词头时，词头通常加在组合单位中的第一

个单位之前。 

例如：力矩的单位 k·Nm，不宜写成 N·km。 

32.只通过相除构成的组合单位或通过乘和除构成的组合单位在加词头时，词头

应加在分子中的第一个单位之前，分母中一般不用词头。但质量的 SI 单位 kg，这里

不作为有词头的单位对待。 

例如：摩尔内能单位 kJ/mol 不宜写成 J/mmol。 

比能单位可以是 J/kg。 

33.当组合单位分母是长度、面积和体积单位时，按习惯与方便，分母中可以选

用词头构成倍数单位或分数单位。 

例如：密度的单位可以选用 g/cm3。 



34.一般不在组合单位的分子分母中同时采用词头，但质量单位 kg 这里不作为有

词头对待。 

例如：电场强度的单位不宜用 kV/mm，而用 MV/m；质量摩尔浓度可以用 nmol/kg。 

35.倍数单位和分数单位的指数，指包括词头在内的单位的幂。 

例如：1cm2=l（10-2m）2=1×10-4m2，而 lcm2≠l0-2m2。 

1μs-1=l（10-6s）-1=106s-1。 

36.在计算中，建议所有量值都采用 SI 单位表示，词头应以相应的 10 的幂代替

（kg 本身是 SI 单位，故不应换成 103g）。 

37.将 SI 词头的部分中文名称置于单位名称的简称之前构成中文符号时，应注意

避免与中文数词混淆，必要时应使用圆括号。 

例如：旋转频率的量值不得写为 3 千秒-1； 

如表示“三每千秒”，则应写为“3（千秒）-1”（此处“千”为词头）； 

如表示“三千每秒”则应写为“3 千（秒）-1”（此处“千”为数词）； 

例如：体积的量值不得写为“2 千米 3”； 

如表示“二立方千米”，则应写为“2（千米）3”（此处“千”为词头）； 

如表示“二千立方米”，则应写为“2 千（米）3”（此处“千”为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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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条阐述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为加强浙江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编制工作

的管理，有利于标准执行者对标准的正确理解和使用，需要通过统一标准的编写要求

和提高标准的编写质量来实现。 

1.0.3 增加条文，对标准编写的总体要求。为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使标准的执行者

能够方便、正确理解和执行标准的规定，标准的格式、表达、用词等方面应当统一。 

 

  



 

3 基本规定 

3.0.1~3.0.4 对协会团体标准主要构成部分及内容的规定。 

 

  



 

4 标准编写内容 

4.1 前引部分 

4.1.1~4.1.3 对标准封面与扉页的内容及标准编号的规定。 

标准的代号和编号是标准的身份标识，一般由标准代号、标准顺序号和发布标准

的年号三部分组成，并采用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表示。如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表示

为“DB33J/T ××××-××××”；浙江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团体标准（暂定）表示为

“T/ZGZX ×××-××××”。 

4.1.4 对标准命名的规定 

标准的名称由标准的对象、用途和特征名三部分组成。如《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混凝土结构      设计      规范 

（对象）     （用途） （特征名） 

当标准的对象已说明该标准的用途时，采用标准对象和特征名命名。如《建筑工

程荷载规范》： 

建筑工程荷载      规范 

（对象）     （特性名） 

标准的名称是标准技术内容的集中体现，也是标准化对象和范围的明确界定。所

谓简练明确，就是要用最准确、最概括和最合适的技术术语、术语的组合和用词，来

表达标准化对象的内容、特定主题和标准化的范围与标准的用途。 

行业中的设计、施工、质量和管理标准采用“通则”“标准”“规范"等特征名

命名；行业中带有特定性质的专业、专项和操作的具体标准采用“规程"等特征名命

名。 

4.2 正文部分 

4.2.1 本条对个别款的文字进行了简化或修订关于制定标准目的的编写，概括地闸明

制定标准的理由、依据和目标要求，以方便各个标准体现各自的主要特点和重点。 

关于执行相关标准的要求，也根据有关规定和目前的做法，采用典型用语的方法

进行明确。 



4.2.2 根据近些年标准编写经验，对标准单列“术语和符号”章的情况进行了明确，

以方便使用。 

条文中所指引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主要是指专门的术语标准和符号标准，如《工

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和通用符号》（GBJ 132-90）。 

4.2.3 标准的技术内容是每项标准编写的重点，提出了标准的技术内容编写要求。 

4.2.3.1 明确了标准技术内容编写的原则和内容。明确需要遵守的准则和技术要求以

及采取的技术措施。条文中的“不得阐述其目的或理由"是指条文中只需指出该怎样

执行或不该怎样执行，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在条文说明中进行解释。条文中

的“不得作常识性的叙述或进行不必要的规定”的要求，是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增

加的，旨在避免某些标准常把条文写成教科书、科普文章和不必要的条文较多等问

题。 

4.2.3.2~4.2.3.8 对标准技术内容编写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结构层次、编排格式、

定性和定量、公式与图表、用词用语，术语与符号等。 

条文中的“公式只给最后表达式”，是因为纳人标准的公式应当是成熟、行之有

效的因此没有必要给出推导过程。 

条文中“在公式中的符号解释中，可包括简单的参数取值规定”，是指对公式中

的某个参数，除了需对该参数的符号进行解释外，还可以对该参数的取值或简单的取

值规定作出说明。 

4.3 补充部分 

本节提出了“引用标准名录"的要求，以方便标准使用者参考和查询：在附加说

明中包含了“主要审查人员”名单的要求。 

4.4 条文说明 

4.4.5 根据近年来标准编写的经验，明确了对条文说明的编写要求： 

1.对制定的标准，明确了哪些条文需要编写条文说明，并对条文说明的编写内容

进行了具体规定。 

2.对修订的标准，明确了修订的重要条文需编写条文说明的要求。 

 

  



 

5 标准编写格式 

通过调查、分析我国工程建设标准编写格式类别及特点，本章总结了我省工程建

设标准和团体标准编写经验，并借鉴了《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编写》（GB/T 1.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08 年 10 月颁布的《工程建设标准

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 号）等有关规定，在保持原规定总体框架基本不变的

原则下，进一步明确了标准的层次、层次编号和编排格式的要求，并明确了“节”下

允许设“次节”的规定。 

  



 

附录 B《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方法》 

本附录中规定源自现行的 1984 年 6 月 9 日国家计量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方法》（（84）量局制字第 186 号）。为保持文件的原文，在列为本

标准附录时，未按本标准的书写格式编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