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安市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实施细则

为落实《山东省优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专项

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区域评估工作的通知》（鲁建审改字

﹝2020﹞10 号）中关于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的要求，防御和

减轻雷电灾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70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行建设项目

区域化评估评审工作的通知》（鲁政办字[2016]84 号）等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相关标准规范，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

细则。

一、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行政区域范围内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新

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区域开展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

当评估的区域规划和建设项目对雷电环境可能产生重大

影响，或入驻开发区的项目属于特殊工程或交通、能源等领域

的重大工程时，应结合实际需要，另列专题进行评估。

二、术语和定义

（一）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针对特定的区域，依据雷电发生频率、强度、时空分布特

征以及国家有关防雷安全法律、法规、标准，运用定量和定性

的方法，对该区域内雷电灾害可能造成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



致灾影响做出的整体性、区域化评估。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的结果，为该区域的项目选址、功能分区布局、防雷类别（等

级）与防雷措施确定、雷灾事故应急方案制定等提供科学依据。

三、基本要求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应遵

守以下要求：

项目委托方应当委托具备相应条件和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技术能力与经验的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市、各县（市、区）气

象局应会同有关部门监督项目委托方落实区域雷电灾害风险

评估工作。

专业机构按照“区域评估+技术标准”的要求，在对项目所

在区域内雷电发生频率、强度、灾害情况、地理地质情况等气

候和地理勘察的基础上开展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并对区域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的报告质量和评估结论负责。

评估区域内规划或建设有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

库、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的，项目委托

方应组织有关专家对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进行技术评

审，评审专家组内应有气象部门技术人员。评审不通过的，专

业机构应重新组织评估。

四、工作原则及工作程序

（一）工作原则



1.资料真实可靠

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的基础是气象站资料及区域

开发相关资料，应确保评估工作中所用资料的真实性及可靠

性。其中气象资料须符合国家及气象行业标准，其他资料须符

合相应行业的技术标准。

2. 推算科学合理

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涉及的工程气象参数推算宜

采用已有的标准或技术规范推荐的方法，若没有相关标准或规

范，则宜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推算，经分析比较后确定最适合的

分析方法。

3. 结论清晰可信

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的计算结果和分析判断结论，

均应针对计算和分析过程中依据的基本资料以及各种参数，结

合区域开发所在地的具体地形地貌特点进行分析取舍，保证评

估结论合理性、可靠性、科学性、实用性。

（二）工作程序

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程序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工作

流程图见图 1）：

第一阶段为方案编制阶段。根据项目委托方需求，对评估

区域进行现场踏勘，与相关人员进行座谈，查阅技术资料，了



解评估区域的现状及发展规划，确定评估区域所属类型，初步

分析评估区域的开发现状及发展规划，编制评估工作方案。

第二阶段为报告编写阶段。收集并处理区域雷电灾害风险

评估所需要的技术资料，评估分析计算其雷电灾害风险，编制

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给出评估结论。

第三阶段为报告评审阶段。项目委托方应当根据规划和建

设的实际需求组织有关专家对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进

行技术评审。



五、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

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区域内规划和建设项目概况；

（二）基础资料来源及其代表性、可靠性说明，通过现场

探测所取得的资料，还应当对探测仪器、探测方法、探测环境

和探测数据有效性进行说明；

（三）区域雷电环境分析；

（四）区域及周边历史雷电灾害情况分析、区域雷电易发

区等级划分、区域典型建筑防雷类别及雷电防护等级分析、区

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综合结论；

（五）评估区域遭受雷击可能导致的损坏；

（六）雷电防护设计指导意见；

（七）施工过程中防雷安全指导意见；

（八）评估区域项目选址、功能分区布局等防雷指导意见；

（九）评估结论。

评估报告有效期为 10 年，期满后应利用新的气象资料重

新进行评估。若评估区域内出现重大规划调整，应重新进行评

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