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间网格结构专项制造企业生产能力评价标准》 

编制说明 

一、编制任务的来源  

空间网格结构是由许多形状、尺寸标准化的杆件和节点体系，按

照一定的规律相互连接而形成的网格状结构，作为一种最为典型、发

展也最为成熟的大跨度建筑结构形式，它具有自重轻、用材省、造型

美观、空间刚度大、施工安装便利等诸多有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体

育馆、会展中心、机场航站楼、火车站房等大型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

当中，成为了所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和亮丽风景线。 

我国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上海师范大学球类馆屋盖、首都

体育馆等建成以来，网格结构得到了蓬勃发展。1990 年北京亚运会

建成的 13 个场馆中，11个采用了网格结构。随着改革开放，工业厂

房、环保领域、交通发展以及大型活动体育赛事场馆的应用，特别是

2008 年奥运会后，网格结构得到了蓬勃发展。中国空间结结构经历

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成了科研、设计、施工和应用体

系。我国也编制了相应的等技术标准，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网格结构行

业的健康发展。 

按照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行业标准

《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JGJ7-2010，网格结构制造业属于金属制

品行业大类中金属结构制造业，主要包括网架、网壳以及立体桁架等。 

如今，我国网格结构年建设面积一直持续增长。中国钢结构协会

空间结构分会在全国拥有近百家网格结构企业会员单位，不同企业的



生产规模、技术装备、人员配置、科学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存在较大

的差异。为维护企业利益和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规范中国网格结构制

造企业，扩大与国外同行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提升行业技术水平，促

进我国空间网格结构工程建设质量的持续提升。 

根据中钢构协〔2023〕51 号文《关于发布中国钢结构协会 2023 

年第三批团体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空间网格结构专项制造企业

生产能力评价标准》已列入中国钢结构协会标准编制计划，中国钢结

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和北京工业大学为主编单位。  

标准参编单位包括：浙江大学、国家网架及钢结构质检中心、浙

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沪宁

钢机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苏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宝冶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汾阳网架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天元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编制组成员分工如下：  

章次 名称 节次 编制人 

1 范围  全体成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全体成员 

3 术语和定义  全体成员 

4 基本要求 

4.1 一般规定 

4.2 评价模式 

4.3 评价等级划分 

4.4 评价方法 

4.5 评价指标 

4.6 评审人员 

张毅刚、许立准 

5 初次评价程序 

5.1 评价流程 

5.2 评价申请 

5.3 评价受理 

耿笑冰、孙国军 



5.4 评价合同 

5.5 现场评审 

5.6 评审结果和批准 

5.7 评价报告 

6 监督评价 

6.1 监督评价时间和频次 

6.2 监督评价形式 

6.3 监督评价内容 

6.4 监督评价结论 

周观根、薛素铎 

7 延续评价 

6.1 延续评价申请 

6.2 延续评价程序 

6.3 延续评价结论 

钟宪华、李雄彦 

8 评价等级升级  罗尧治、胡洁 

9 评价证书 

9.1 评价证书的内容 

9.2 评价证书的保持 

9.3 评价证书的撤销 

孙国军、胡洁 

10 文件管理  吴金志、胡洁 

附录 A  
空间网格结构专项制造

企业生产能力评价指标 
 全体成员 

附录 B 

空间网格结构专项制造

企业生产能力评价申请

书 

 全体成员 

二、编制过程中所做的主要工作  

根据中国钢结构协会关于印发《关于发布中国钢结构协会 2023

第三批团体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的通知，经过筹备与调研，2024

年 1月-5 月先后召开四次编制工作会议，形成了《空间网格结构专

项制造企业生产能力评价标准》征求意见稿。  

三、标准中重点内容确定的依据及其成熟程度  

1. 本标准编制的原则是： 



（1）本标准条文适用于螺栓球节点网架（壳）结构、焊接球节

点网架（壳）结构和管桁架结构等三类空间钢网格结构专项制造企业

的生产能力评价。 

（2）本标准适用于评价机构对螺栓球节点网架（壳）结构、焊

接球节点网架（壳）结构和管桁架结构等三类空间钢网格结构专项制

造企业生产能力的综合评价。 

（3）标准编制中应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做到技术先

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保证质量。 

（4）与国家现行标准相协调，并在此基础上突出空间网格结构

的特点，并突出该类工程的特殊要求。 

2. 重点内容确定的依据：  

（1）调研全国范围内的空间网格结构工程以及空间网格结构企

业的生产经营情况。 

（2）结合空间网格结构的特点，针对性地整理空间网格结构企

业的规模、资源配置、技术先进性环境协调性及职业健康与安全等多

种生产能力。 

（3）结合空间网格结构的特点，整合相关规范标准和最新研究

成果，制定空间网格结构企业等级评价的相关标准。 

（4）参考相关标准如下：  

《企业生产力评价规范》（GB/T 40958 ）； 

《钢结构制造企业生产能力评价标准》（T/CSCS 040-2023）； 

《预应力专项工程企业能力评价标准》（T/CSCS 048-2023） 



四、与国外相关标准水平的对比 

近年来，网格结构在我国应用领域和工程规模在不断扩大，中国

现已成为膜结构工程建设规模最大的国家。我国网格结构年建设面积

一直持续增长。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在全国拥有近百家网格

结构企业会员单位，不同企业的生产规模、技术装备、人员配置、科

学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存在较大的差异。为维护企业利益和创造公平

竞争环境，进一步规范中国网格结构制造企业，扩大与国外同行企业

的合作与交流。 

五、标准实施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对标准的初步总评价  

我国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上海师范大学球类馆屋盖、首都

体育馆等建成以来，网格结构得到了蓬勃发展。1990 年北京亚运会

建成的 13 个场馆中，11个采用了网格结构。随着改革开放，工业厂

房、环保领域、交通发展以及大型活动体育赛事场馆的应用，特别是

2008 年奥运会后，网格结构得到了蓬勃发展。中国空间结结构经历

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成了科研、设计、施工和应用体

系。我国也编制了相应的等技术标准，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网格结构行

业的健康发展。     

《空间网格结构专项制造企业生产能力评价标准》将进一步规范

我国空间网格结构企业经营行为，提升我国空间网格结构工程建设质

量，促进我国空间网格结构工程持续健康发展。 

六、 标准中尚存在主要问题和今后需要进行的主要工作  

无  



七、标准审查申请  

经编制人员编制工作会讨论，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讨论后，整

理汇总形成了征求意见稿。现请对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