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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国家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进一步加
强和推进浙江省的建筑节能工作，落实浙江省建筑领域碳达峰碳
中和相关工作，推进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改善浙江省公共建筑
的室内热环境，提高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给水排水系统、建筑
电气系统及建筑智能化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加大可再生能源建
筑应用力度，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1 年
度浙江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及相关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计划〉
（第一批）的通知》（浙建设函〔2021〕145 号）的要求，浙江
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和浙江省
气候中心会同参编单位共同对浙江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 33/1036-2007 进行修订。编制组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在总结
近年来国内外各类公共建筑节能工程方面新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
果，结合浙江省的地方特点，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通过
反复讨论、修改、完善，修订了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为 9 章和 5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
语，室内热环境设计计算指标，建筑与建筑热工，供暖、通风与
空调，给水排水，建筑电气，建筑智能化，可再生能源应用等。
其中，第 4.2.5 条、第 4.3.1 条、第 4.3.2 条、第 4.4.1 条、第 5.2.6
条、第 5.2.11 条、第 5.2.14 条、第 5.2.15 条、第 5.2.16 条为强制
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1.增加了建筑智能化章节；2.增加了
可再生能源应用章节；3.建筑热工性能做了相应修改及提高；4.
供暖、通风与空调，给水排水，建筑电气等用能设备能效等级相
应提高；5.调整增加了部分附录。 

本标准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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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中引用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强制性条文，虽未以黑
体字标志，但已在条文说明中说明，应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浙江大学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
如有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或有关资料寄送浙江大学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邮编：
310028，邮箱：jnpghz@163.com），以便修订时参考。 

浙江省公共建筑能耗分析气象参数数据库由浙江省建设工程
造价管理总站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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