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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团体标准《桥梁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文件是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团体标准制订项目，《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关于 2020年第二批

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的通知》（中气协法函〔2020〕17号）下达了本文件《桥梁防雷装

置检测技术规范》的编写任务。本文件由中国气象服务协会提出并归口。

2. 主要工作过程

(1) 项目立项

2020年 5月 7日，中国气象服务协会通过《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关于 2020年第二批团体

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的通知》（中气协法函〔2020〕17号）下达了本文件的编写任务。5月

11日，标准起草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编写工作组，并明确了编写人员分工。

（2）工作组草稿

2020年 5月 11日-8月，工作组开展标准修订的前期资料收集工作。2020年 7月 10日，

工作组在重庆市气象局 1316会议室召开了《桥梁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制订启动会，全

国雷电灾害防御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市气象局副局长李良福，重庆市气象

安全中心覃彬全等专家及各参编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对本文件编写工作进行指导，经工作

组仔细讨论，确定了标准制订的结构框架及主要编写内容、下一步工作计划及分工。

2020年 8月-10月，工作组在前期资料收集、调研及研讨的基础上，按照分工安排进行

了标准的编写，形成了“工作组讨论稿一稿”。2020年 10月 15日-30日，工作组组织主要技

术骨干对“工作组讨论稿一稿”的内容进行了讨论修改，形成了 “工作组讨论稿二稿”。

（3）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0年 11月，工作组根据工作会议讨论结果，结合《桥梁防雷技术规范》《建筑物防

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大型桥梁防雷技术规范》等相关规范规定，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形

成了征求意见稿初稿。

（4）召开编制组第二次会议

2020年 12 月 10日采用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了编制组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征求意见

初稿和编制说明。形成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12月 18日，主编单位将编制说明和征求

意见稿发送至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征求意见。

3. 标准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由重庆市防雷中心负责起草，重庆市防雷检测技术协会、重庆市万州区气象局、

重庆市綦江区气象局、江苏托尔防雷检测有限公司协助起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为许伟、廖路、许成、吴钢、陈大庆、何静、李卫平、粟明品、杨文

渊等，开展了调研、资料收集、文本编写等工作。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1）科学性和规范性原则

本文件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给出的规则起草，并充分借鉴和参考了国家和行业标准，力求吸收国内先进经验和做法，强

调标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与实践要求接轨。

（2）可操作性原则

本文件提出的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要求充分考虑了桥梁的特点，经过了严格的论

证，确保了标准规定具有可操作性。

（3）一致性原则

本文件依据现行国家相关防雷技术标准，参考了《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等相

关场所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充分考虑了本文件与其他相关标准和规定的兼容，具

有较好的一致性。

2.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本文件的主要内容如下：

(1) 一般规定：对桥梁、附属建（构）筑物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原则性内容进行了规定。

(2) 检测内容及技术要求：通过桥梁的防雷分类，对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等电

位连接及屏蔽、电涌保护器、桥梁附属建（构）筑物及设施设备的防雷检测技术要求进行了

规定。

（3）检测数据整理及报告：对桥梁雷电防护装置的检测数据和报告进行了规定。

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引用了最新版本的国家规范，采用如下标准作为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21431-2015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T 31067-2014 桥梁防雷技术规范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QX/T 330-2016 大型桥梁防雷设计规范

在编制过程中，还参考了以下文献：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32938-2016 防雷装置检测服务规范

GB/T 50083—2014 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标准

GB 50343—2012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601-2010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QX/T 232-2019 雷电防护装置定期检测报告编制规范

桥梁工程（上、下）[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7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城市处于高速发展状态，各式各样的现代桥梁在近十年不断

涌现，其中更是不乏大型桥梁、高耸结构类型桥梁，如斜拉桥、悬索桥、拱式桥和刚构桥等。

桥梁自身特性及所处地理位置使其极易遭受雷击，因此，对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显得特别

重要。

目前针对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并发表了论文，但大多仅对

某一类型桥梁的防雷检测进行探讨，如《斜拉索桥的防雷检测概论》（城市道桥与防洪，2015

年第 12期）、《长跨度桥梁防雷检测技术探讨》（气象研究与应用，2014年第 12期）等。在

标准方面，国内外尚无系统针对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技术规范，国内仅有推荐性国家标

准《桥梁防雷技术规范》（GB/T 31067-2014）、推荐性气象行业标准《大型桥梁防雷设计规

范》（QX/T 330-2016）和重庆市推荐性地方标准《桥梁工程防雷技术规范》（DB50/T 279-2008）

三部技术规范与桥梁雷电防护有关，但它们均是从防雷设计、防雷施工、防雷验收和维护管

理角度来制定的，并没有对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给出详细的技术要求和细则，再者这三部

规范中有的时间久远，且均为在《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定》（国发〔2016〕

39号）文件出台之前编制或发布，目前的管理要求及技术条件均发生变化。随着桥梁在现

有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通过制定本标准，将规范检测机构如何对桥梁雷电防护装

置进行合理的检测，从而提高桥梁的雷电防护能力，降低桥梁遭受雷电灾害带来的损失，为

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防雷安全保障。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国内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强制性国家标准相一致，无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积极收集相关反馈信息，不断积累总结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使本文件得到优化。开展本

文件应用宣贯工作，使桥梁的建设和管理部门及防雷检测机构掌握《桥梁防雷装置检测技术

规范》，确保该文件落到实处，取得实质性的应用效益。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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