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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国内防雷工程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也取得了良好的成

绩。然而，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现代化的逐

渐成熟，建筑业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民众对建筑安全变得更加

的重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国各地区都在进行防雷工作。

本文分析了当前建筑防雷行政许可变化，说明当前行业监管趋

势，明确说明了建筑防雷质量监督监管建议，以供参考。

1 建筑防雷行政许可变化
依据政府发布的有关文件规定，防雷装置设计审查和完工验

收行政答允有了更动，市（县）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防雷装置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许可。具体来说，对于油库、弹

药库、化工仓库、烟花爆竹、石油化工等易燃易爆建设项目和场

地、矿区、旅游景区或者易雷区的建筑物、设施必须装有防雷装

置的，雷电危险性大，无防雷标准、规范，需要专项论证的，气象

部门仍负责防雷装置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许可；由气象部门承

担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防雷装置设计审查和竣

工验收许可证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监督，其中防雷工程设计

审查与施工图会审同时进行，并办理防雷工程竣工验收许可证，

可纳入工程竣工验收记录，同时进行；相应专业部门负责公路、

水路、铁路、民航、水利、电力、核电等专业建设项目的防雷管理。

防雷装置的资质同样有了改变。撤销气象部门颁发的防雷专

业工程设计、施工单位资质许可；新建并扩大建设项目的防雷设

计、施工，能够由获得相应的建设、马路、海运、铁路、民航、水利、

电力、核电、通信等专业工程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承担。依照规

章制度进行防雷检测，减少防雷装置检测单位成立的高标准，大

力推动防雷装置检测市场成长，准许企事业单位申请防雷检测

资质，加强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防雷技术服务，帮助防雷减灾服

务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2 建筑防雷行业监管趋势
国发〔2016〕39号颁布后，各行业监管部门相继出台了有关

文件。上海市气象局、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颁

布了《上海市建（构）筑物防雷管理实施办法》第 9 条规定，建设
单位应当委托同级检测机构进行防雷装置试验的资质，建设项

目防雷装置检测应包括基础检测、过程检测和竣工检测三个部

分；第 10条规定，防雷装置检测机构发现检测存在问题时，及时
通知建设单位进行整改，整改后的建设项目竣工，检测机构出具

完整、合格的检测报告；第十一条规定，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文件

应当包括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非交通工程），并

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检测机构出具的防雷设备检测报告；

第十二条规定，建设工程的防雷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安装，

同时施工并投入使用的防雷装置，未经检验合格的，不得交付使

用[1]。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下发《关于加强防雷接地装
置安装工程质量监督的通知》（沪建规〔2018〕6号）在单位工程质
量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建设、监理等单位对建筑

电气（智能）防雷接地分项工程进行质量验收，分项工程质量验

收记录的综合验收结论应明确是否符合设计和有关标准规范的

要求，并对验收结论负责；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对质量竣工验收记

录进行核查，建筑电气（智能）防雷接地分项工程在施工工程质

量竣工验收时进行检测[2]。
相关部门在看重防雷安全的重要性时，也要考虑企业能否真

正在经济上减轻负担，也就是要减轻重复监管的负担，同时要减

轻企业的经济压力。部分地方文件仍规定在工程竣工验收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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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防雷装置试验报告，与国发〔2016〕39号文的规定不符。每个地
区文件中对防雷检测资质审批部门的描述也不尽相同，有的是

气象部门，有的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一些地方文件涉嫌抄袭

气象部门过去发布的防雷探测报告内容。在一些县市，具有气象

部门防雷资质的检测机构只有一两家，检测机构人员不能完全

满足工程检测的要求。有的施工单位不重视检测的实施过程，只

关注工程竣工交付时能否取得防雷检测报告。作为主要责任单

位之一，缺乏主体责任。

3 建筑防雷工程质量监督
根据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279号）第四十六

条规定，建设工程的质量监督管理，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相关部门委托的质量监督机构实施。宜昌市建设市场和建设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结合宜昌市中央人民医院大型公建工程和

宜昌市星 C大厦高层住宅工程建设，纳入了防雷接地装置安装
将工程纳入建设工程质量日常监督管理，优化建设市场和建设

工程质量监督方案，结合信息化监管平台和差异化监管方式，探

索和创新了适应新形势的矿山工程质量监督模式。

4 质量行为监督
拟定监理计划是监理组开展监理工作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工

作依据。监理部门等到监理指令后，要迅速建立监理小组，调查

工程资料，记录工程概况表，知道防雷工程设计要求。依据监理

工程的大小、特征和困难，责任主体的信誉和质量保证能力，依

靠设计文件、有关工程建设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强制性标准，建立

建筑市场和施工质量监督工作计划制定项目。工程开工后或图

纸会审时，应整合监理工作计划的内容进行监理交底，重点交底

参建五方责任主体单位按有关法律规定做到应尽的责任。相应

的也要公开防雷分项工程的监理要求和主体单位的质量责任。

例如，注重设计单位应落实设计文件中的防雷减灾制度和措施；

施工单位应委托施工图审查机构按照国家有关防雷标准对防雷

设计内容进行审查；施工单位应按设计要求和现行规范按监理

和施工单位的要求进行防雷装置，防雷装置应按施工单位的要

求进行设计。

5 工程实体监督
在质量检验和监管里，要根据差异化管理的基本准则。对重

点监测企业和重点监测项目负责人承担的建设项目或管理不规

范、实物质量低下的工程项目，要增加检查次数，同时对防雷工

程的实体质量和质量控制资料进行检查。规定施工单位必须在

现场提供游标卡尺、接地电阻测试仪等测量仪器，有施工检查记

录。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应加强防雷材料的现场验收，并合理使

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形成重点检验批、分项工程隐蔽过程的影像

资料。在质量验收监督里，特殊工程的验收组织、程序和内容是

否符合法律法规进行监管。在基础和主要部件的验收过程中，应

及时检查防雷隐蔽验收和次工程验收的质量控制数据。在竣工

验收监理中，防雷装置的竣工验收作为一个重点关注对象并入

工程竣工验收。要施工单位在竣工验收报告中单独列出防雷装

置的施工和验收。没有防雷装置检测报告和检测不通过的，不予

竣工验收，质量监督机构不给其提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6 建筑防雷工程监督建议
国发〔2016〕11号后，国务院发再度发布〔2016〕39号。防雷装

置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相关部门从气象部门改成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文中应明确的继续执行国发〔2016〕11号文中规定的有
关处理决定。在落实防雷改革要求的形势下，相关的法律法规急

需修订，如《气象灾害防治条例》《湖北省雷电灾害防治条例》等。

对应的防雷设计规范和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同样需要修改订正，

例如《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

规范》等，要明确防雷工程关键工序的检测要求。防雷工程作为

重要分支项目，要加强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在材料进场、隐蔽验

收中的作用。百分百发挥施工单位自我检测、监理单位旁站检查

和平行检查的作用，清晰呈现出施工和验收的主要责任。

各个行政主管部门下发的防雷工程文件，全部明确了防雷设

计许可证、竣工验收、防雷单位资质许可证等改革需求。文件中

对防雷检测的描述因地而异，个别地区防雷检测资质由气象部

门颁发，有的地区对防雷检测机构的行业监管重叠。同时，对防

雷检测的规章制度较为模糊。一些文献中叙述的跟踪检测内容

似乎是对以往防雷检测内容的复制。建筑防雷工程隐蔽验收频

繁，浇灌一层住宅工程要 5d左右。当前，现有检测机构检测的及
时性很难得到保证。对施工单位自查可以完成的内容，不必交予

大比例的检测机构实行检测，从而加大企业的经营成本。建设部

令第 141号《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管理办法》里说道要统一防雷检
测机构的资质许可，加强防雷工程的检测，展现见证取样和实体

取样在防雷中的重要性，把建设单位的主体责任，委托建设单位

检测落到实处，检测费用计入其他建设费用[3]。

7 结语
在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要求的新形势下，防雷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要公开、可管理、服务

好。建筑防雷作为建筑工程的一部分内容，要对建筑防雷质量监

理实践的总结，提出建筑防雷质量监理的建议，值得有关部门在

防雷监理等建设工程等领域借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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