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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大跨度结

构在建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  

    

吉建质〔2023〕16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长春

新区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

设局，梅河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为深刻吸取近期黑龙江省两起体育馆坍塌事故教训，进一步规范我省大跨

度结构在建工程质量管理工作，加强各环节质量管控，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现

就大跨度在建工程质量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把设计质量关  

  （一）设计单位应严格按国家规范、标准进行设计，从源头把控工程质
量。要注意以下设计要点：设计应尽量避免建筑屋面采用异形大跨度钢结构，

钢结构计算边界条件应与下部支撑结构形式及支座构造相符，体型复杂的大跨

度钢结构，应采用包含下部支撑结构的整体模型验算；应设置稳定的支撑体

系；应按建筑实际情况复核各种荷载，对雪荷载敏感的钢结构，应按 100 年重

现期雪荷载进行验算，女儿墙、建筑高低处等部位应考虑雪荷载不均匀分布产

生的不利影响，天沟等易积水部位应考虑使用期间不利荷载影响，整体计算应

考虑荷载不利组合，恒荷载应按实际情况选取。建设单位改变屋面围护结构应

取得设计变更文件，并经审查单位审查合格后方可实施。  

  （二）设计单位应当在设计文件中注明涉及危大工程的重点部位和环节，

提出保障工程周边环境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的意见，必要时进行专项设计。  

  （三）审查单位审查计算书应重点审查钢结构边界条件、荷载选取及荷载

组合、整体稳定分析、变形验算、支座内力是否传递给主体结构等内容；审查

图纸应重点审查钢结构材料、杆件尺寸、支座节点、连接节点、焊接要求、支

撑体系、主体结构安全等内容。  

   二、加强施工过程质量管理  

  （一）健全质量内控机制。建设单位应当履行质量首要责任，强化大跨度
结构工程质量保障措施，依法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监理等单位，及时组

织设计交底，建立健全质量管理机构，定期检查项目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

落实工程质量标准化管理情况。施工单位应当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健全岗位职

责制度，配齐专职质量员，按设计文件及相关技术标准制定施工组织设计和大
跨度结构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严格执行工程首段样板验收，做好技术交底，严

格执行“三检”制度，加强施工过程管控。监理单位应当强化对分包单位资质



审查责任，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实施监理，加强重点工序、关键

部位的质量控制，强化施工全过程质量管理。  

  （二）严控进场材料质量。施工单位应严把大跨度结构工程建筑材料质量

关，严格执行材料进场验收和复检制度,按照标准规范要求对进场材料、产品进

行见证取样检测，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大质量检测抽检力度，提

高大跨度结构工程建筑材料质量抽检比例，防止不合格材料用于工程。严禁使

用国家明令淘汰以及进场验收或复试不合格的材料、产品。  

  （三）强化施工工序管理。大跨度结构工程施工应严格按照《建筑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钢结构通用规范》GB55006、《钢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205 等相关标准施工。要加强施工工序交接检验和隐

蔽工程验收管理,各工序应按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序完成后，经
施工单位自检，监理单位验收符合规定后，才能进行下道工序施工。各专业之

间的相关工序应进行交接检，并形成记录。  

  （四）加强施工过程成品保护。施工单位应加强成品、半成品的保护，应

采取定期巡查等有效措施，进行日常维护，避免因成品保护不当造成的质量问
题，影响竣工验收和投入使用。杜绝屋面超限堆载等行为。  

  （五）加强工程资料管理。质量管理资料内容完整、结论明确、签认手续

齐全，不得随意修改，应由工程技术管理人员编写，应与建筑工程建设过程同

步形成，并应真实反映建筑工程的建设情况和实体质量，实现质量责任可追

溯。  

   三、严把每道验收关  

  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制定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划分方案，严格执行建筑工

程质量验收的相关程序。各参建单位按规定做好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工程

的质量验收工作，对关键工序、关键部位隐蔽工程实施举牌验收制度。严格执

行竣工验收相关规定，严把工程竣工验收关，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不得投

入使用。  

   四、加大质量监管力度  
  (一)加强监督检查。各地要高度重视大跨度结构在建工程质量监管工作，

加强质量监督力量，必要时组织监督帮扶，着力提升监督队伍专业监管能力。

要创新监管手段，完善日常监督检查和抽查抽测相结合的质量监督检查机制，

推行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采取“干部+专家”的形式开展专项监督检查，重点
加强大跨度结构在建工程的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和竣工验收等关键环节质量监

督。  

  (二)强化责任追究。各地要建立大跨度结构在建工程建筑市场和施工现场

联动管理机制，落实主体责任，全面提升监管效能，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加大对相关企业和个人的处罚力度，并记入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档案。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3 年 11 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