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快速路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一）智慧快速路防雷装置检测现状

绍兴市首期先行实施三条智慧快速路建设工程，连接柯桥、越

城、上虞三区。工程采用“BIM(建筑信息模型)+GIS(地理信息系统)”

数字信息化管理，为国内最先进的智慧工程之一，融合 BIM设计、

5G现代通信网络、智慧芯片等现代技术，实现网联车测试系统、智

慧云控平台等先进功能。其中于越快速路路段就设置有高清监控摄像

机 288个、电警像机 249个、毫米波雷达 167个、道路情报板 149个。

大量高度集成的电子信息设备的引入，极易遭受雷电侵袭，造成设备

故障或误动作，使智慧系统失效，引起安全隐患和财产损失。

目前国内没有针对智慧快速路的防雷装置检测规范，防雷检测机

构在开展相关的检测工作时，主要依据国家标准 GB 50057—2010《建

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和行业标准 QX/T 211—2019《高速公路设施防

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中的要求对智慧快速路防雷装置进行检测，需

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查找检测依据，且时常找不全，容易出错，这对

智慧快速路上防雷装置检测带来了新的挑战。另外防雷检测机构在对

接智慧快速路防雷检测政府购买项目时，也碰到了制定智慧快速路检

测方案无规范可依的困境。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项针对智慧快速路的



防雷装置检测标准，规范绍兴地区防雷检测机构对智慧快速路防雷装

置检测时的流程、项目与技术指标，更好地保障智慧快速路安全运行。

（二）项目意义

绍兴智慧快速路建设是绍兴市委市政府抢抓杭甬都市圈建设机

遇，解决城市交通拥堵、提高交通效率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也是一

项民生工程。规划建设的“六横八纵”智慧快速路交通网，全长 438

公里。现阶段在建绍兴智慧快速路 8条，总里程超 100公里、总投资

约 400亿元。到 2022年亚运会前，绍兴市区将有越东路、二环北路、

329国道、杭州中环、二环西路“二横三纵”五条快速路全面建成投

运，总长 90公里。到 2035年，将建成 14条智慧快速路，市区实现

15分钟上高速，形成半小时成网成环通勤圈、杭州一小时免费通勤

圈、宁波一小时交通圈。

本标准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及相关防雷检测标准标的基础上进行

研究，梳理检测项目、明确技术指标、总结检验流程，制定全市域智

慧快速路防雷装置检测规范。本标准旨在明确智慧快速路防雷装置的

检测流程、检测项目、检测指标，减少了防雷检测机构在开展相关的

检测工作时，查阅大量的检测依据的时间，更好地保障智慧快速路的

安全。

（三）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1.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与防雷检测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浙江省雷电灾害防御和应急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一条：各类建（构）筑物、场所和设施

安装雷电 防护装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防雷标准的规定。新建、改建、

扩建建（构）筑物、场所和设施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当与主体 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雷

电防护装置的设计、施工， 可以由取得相应建设、公路、水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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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和烟花爆竹、石化等 易

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 或者投入

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 护装置的场所，

以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 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

目，其雷电防护装置的设计审核和竣 工验收由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

管机构负责。未经设计审核或 者设计审核不合格的，不得施工；未

经竣工验收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浙江省雷电灾

害防御和应急办法》第十六条：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单位应当对雷电

防护装置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保养，并委托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实

施定期安全检测。易燃易爆场所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当每半年检测１

次，其他雷电防护装置每年检测１次。本标准的内容与上述法律法规

保持协调一致。

2.相关标准

目前国内没有针对智慧快速路防雷装置检测的国家、行业标准和

浙江省地方标准，现行相关防雷检测技术有国家标准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和 GB/T 21431—2015《建筑物防雷装置检



测技术规范》，行业标准 QX/T 211—2019《高速公路设施防雷装置检

测技术规范》。相关地方标准有北京市地方标准 DB11/T 634—2018《建

筑物电子系统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上海市地方标准 DB31/T 752

—2013《城市轨道交通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福建省地方标准

DB35/T 1863—2019《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

范》、湖北省地方标准 DB42/T 1069—2015《城市轨道交通防雷装置

检测技术规范》、四川省地方标准 DB51/T 2193—2016《城市地铁交

通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贵州省地方标准 DB52/T 1516—2020《城

市地铁交通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宁波市地方标准 DB3302/T 1093

—2018《城市轨道交通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绍兴市气象局提出，并于 2022 年 4 月 1 日由绍兴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地方标准立项会，经评审专家论证一致通过立

项，下达立项计划书。

（二）协作单位

1.主要起草单位：绍兴市气象局。

2.参与单位：绍兴市建设局、绍兴防雷安全检测有限公司、绍兴

市标准化研究院、绍兴市标准化协会。

（三）主要工作过程

1.前期调研

标准工作组完成智慧快速路防雷装置检测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



的收集及国内其他先进标准和相关资料的整理工作，调研绍兴市智慧

快速路及其防雷装置的结构与形式，梳理交通行业防雷装置检测的各

类标准，并深入调查了解目前绍兴市智慧快速路防雷装置的检测方

法、检测项目与检测要求，在行业标准 QX/T 211—2019《高速公路

设施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的基础上，重新调整了检测项目：新增

了“ 综合布线”；提高了“ 接闪器”“等电位连接”“机房布设与屏

蔽”“机电系统”“通信系统”“低压配电系统”等条款中过渡电阻

的要求，为不应大于 0.03 Ω；删除了加油加气站、收费岛机电系统

的内容（智慧快速路不涉及该内容），并参考宁波市地方标准DB3302/T

1093—2018《城市轨道交通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增加了检测方法，

将合格判定的数据整合到标准文本中，从而编制完成标准文本。

2.立项工作

2022 年 4 月 1 日，由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在绍兴召

开地方标准立项评估论证会。专家组由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杭州方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柯桥

区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皋埠街

道办事处、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管道燃气有限公司、绍兴天然气投资

有限公司等单位的 9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听取了标准起草组对标准立

项的必要性、可行性、前期准备情况和标准草案内容等编制工作的汇

报，审阅了立项评估材料，一致认为符合《浙江省标准化条例》的要

求，有助于提升智慧快速路防雷装置检测现代化、数字化水平，具有

较强的针对性、操作性和实用性。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1）进一步明确智慧快速路的定义；

（2）明确本标准与 QX/T 211—2019《高速公路设置防雷装置检

测技术规范》的差异性；

（3）进一步明确适用范围为监测中心与路面设施。

2.启动研讨

2022 年 6月 23 日，在绍兴市召开了《智慧快速路防雷装置检测

技术规范》绍兴市地方标准专家研讨会，会议听取了起草单位对标准

研制核心内容、研制计划、标准草稿、编制说明等事项的介绍，专家

组进行了研讨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1）标准格式上按照 GB/T 1.1—2020 的要求进行规范；

（2）调整标准条目顺序；

（3）修改术语和定义；

（4）明确防雷区、防雷类别、雷电防护等级；

（5）修改完善检测机构和人员的要求；

（6）增加判定规则。

3.征求意见

4.标准评审

（四）主要起草人

华晨辉，绍兴市气象局，执法中心副主任/工程师；

任晴，绍兴防雷安全检测有限公司，工程师；

沈健，绍兴市建设局，质安中心副主任/工程师；

石剑，绍兴市气象局，执法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石见，诸暨市气象局，工程师；



马秉斌，诸暨市气象局，防灾减灾中心副主任/工程师；

XXX、XXX。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规范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协调性原则

标准文本内容应与国家及主管部门现行的政策、法规、管理办法，

相应国家、行业标准等规定相一致协调。

2.可操作性原则

全面走访调研、充分听取智慧快速路建设单位、防雷检测机构等

各方面意见，充分查阅相关防雷技术手册，确保制定的标准内容既要

简洁明了、层次清晰，又要具有操作性，能具体指导智慧快速路防雷

设置检测工作有序开展，实现检测流程和项目可实现和复制性。

（二）确定依据

本标准规定了智慧快速路防雷装置检测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

检测方法、防雷类别、检测项目及技术要求等内容。

在研制过程中，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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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防雷装置检测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参考行业标准 QX/T 211

—2019《高速公路设施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和宁波市地方标准

DB3302/T 1093—2018《城市轨道交通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的内

容，同时各章节依据了以下文件和标准：

1.术语和定义



（1）界定了“智慧快速路”的基本概念，参考《浙江省智慧高

速公路管理办法》中 3.1.1“智慧高速公路”的定义内容，结合智慧

快速路实际情况进行了明确。

（2）界定了“快速路”的基本概念，依据行业标准 CJJ 129—

2009 中“快速路”的内容，对快速路的概念进行了明确。

（3）“防雷装置”“电涌保护器”“防雷区”依据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二章的规定。

2.基本要求

智慧快速路防雷设施检测技术规范的检测机构和人员、工作程

序、检测类别及检测介入环节的内容，根据 GB 50057—2010《建筑

物防雷设计规范》、QX/T 211—2019《高速公路设施防雷装置检测技

术规范》、DB3302/T 1093—2018《城市轨道交通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

范》的规定和日常检测工作的实际流程与需求归纳总结而成。

3.防雷类别

根据建（构）筑物的重要性、使用性质、发生雷电事故的可能性

和后果，依据 GB 50057—2010 中第三章与第四章的内容对建（构）

筑物和机房进行防雷分类。

4.检测项目及技术要求



本标准依据智慧快速路情况将检测项目分为监控中心、路面设施

两部分。监控中心的防雷设施由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等电位

连接、综合布线、机房、SPD 组成；路面设施的防雷由灯杆桥梁传感

器、智慧交通信息监测系统、隧道机电系统、通信系统组成。

（1）接闪器

本标准依据 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对接闪器

的要求，结合智慧快速路实际情况，规定了外观、保护范围、材料规

格、设置现状、附着线路、过渡电阻等项目的检测内容、检测方法和

合格判定。

（2）引下线

本标准依据 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对引下线

的要求，结合智慧快速路实际情况，规定了外观、数量和平均间距、

材料规格、设置现状、与其他物体间距等项目的检测内容、检测方法

和合格判定。

（3）接地装置

本标准依据 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对接地装

置的要求，结合智慧快速路实际情况，规定了设置情况、材料规格、

人工接地装置的埋设深度和间距、连接方式、接地电阻、防接触电压

和跨步电压措施等项目的检测内容、检测方法和合格判定。

（4）等电位连接



本标准依据 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和 QX/T 211

—2019 中附录 B 中的要求，结合智慧快速路实际情况，规定了不同

部位等电位连接的检测内容、检测方法和合格判定。

（5）综合布线

本标准依据 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和 GB

50312-2007 表 5.1.1-1 的要求，结合智慧快速路实际情况，规定了

环路面积、信号线缆敷设净距、敷设状况等项目的检测内容、检测方

法和合格判定。

（6）机房

本标准依据 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和 GB 50311

—2016 中表 8.0.1 与表 8.0.2 的要求，结合智慧快速路实际情况，

规定了位置、机房屏蔽金属网格、机房构件电气连接、线缆的敷设间

距等项目的检测内容、检测方法和合格判定。

（7）SPD

本标准依据 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和 QX/T 211

—2019 中附录 B 中的要求，结合智慧快速路实际情况，规定了外观、

总体连接工艺、材料规格、性能参数、线路长度、故障指示灯、过渡

电阻等项目的检测内容、检测方法和合格判定。

（8）灯杆、桥梁传感器



接地电阻/过度电阻符合 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的要求，低压配电线路、信号线路、信号线路上安装的 SPD 均符合本

标准的相关规定。

（9）智慧交通信息监测系统

本标准依据 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的要求，

结合智慧快速路实际情况，规定了直击雷保护、接地装置、屏蔽等项

目的检测内容、检测方法和合格判定。

（10）隧道机电系统

本标准依据 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和 GB 50343

—2012 表 5.3.4-2 的要求，结合智慧快速路实际情况，规定了接地

装置、等电位连接带、等电位接地端子板、SPD 等项目的检测内容、

检测方法和合格判定。

（11）通信系统

本标准依据 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的要求，

结合智慧快速路实际情况，规定了通信线缆、光纤雷电防护措、金属

线缆雷电防护措施等项目的检测内容、检测方法和合格判定。

5.检测方法

依据 GB/T 21431—2015《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明确

了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等电位连接、SPD 等项目的检测方法；

接地电阻按 QX/T 211-2019 附录 C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并按 GB/T

21431—2015 附录 D 的规定将测量值换算为冲击接地电阻；其余项目

用目测或 7.1.6.2 使用光学经纬仪、激光测距仪、卷尺等设备进行



测量。

6 检验规则

依据 GB/T 21431—2015《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明确

了智慧快速路防雷装置检测介入环节及周期；依据《浙江省防雷装置

检测业务规范》明确了抽样比例和判定方法

四、试验验证分析报告、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论证

本标准检测项目均有检测报告作为验证（见附录 1），不存在指

标过高或无法检测的问题。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六、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一）预期效果

通过该标准的实施将填补智慧快速路领域的防雷装置检测空白，

丰富完善我市气象标准体系，促进监管部门对智慧快速路防雷安全的

管理，强化建设单位对防雷检测的需求，提升防雷检测规范化水平，

为全省气象部门提供智慧快速路防雷检测管理工作的“绍兴经验”。

（二）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扎实按照本标准进行智慧快速路防雷设施检测技术的规范化建设与

管理，对标准进行全面解读和宣贯培训，严格执行检测流程、检测要求

等内容。

六、涉及专利的有关问题

无



七、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智慧快速路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标准工作组

2022 年 7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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