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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１　编审要求 （１５２）
&&&&&&&&&&&&&&&&&&&&&&&&&&&

　　１４２　专家论证 （１５３）
&&&&&&&&&&&&&&&&&&&&&&&&&&&

　　１４３　方案内容 （１５４）
&&&&&&&&&&&&&&&&&&&&&&&&&&&

　　１４４　安全技术交底 （１５６）
&&&&&&&&&&&&&&&&&&&&&&&&&

　　１４５　过程控制 （１５７）
&&&&&&&&&&&&&&&&&&&&&&&&&&&

　１５　安全防护 （１５７）
&&&&&&&&&&&&&&&&&&&&&&&&&&&&&

　　１５１　安全网 （１５７）
&&&&&&&&&&&&&&&&&&&&&&&&&&&&

　　１５２　临边防护设施 （１６１）
&&&&&&&&&&&&&&&&&&&&&&&&&

　　１５３　洞口防护设施 （１６３）
&&&&&&&&&&&&&&&&&&&&&&&&&

　　１５４　安全防护棚 （１６３）
&&&&&&&&&&&&&&&&&&&&&&&&&&

　　１５５　防雷与防触电 （１６４）
&&&&&&&&&&&&&&&&&&&&&&&&&

　１６　登高架设要求 （１６４）
&&&&&&&&&&&&&&&&&&&&&&&&&&&

　　１６１　施工单位资质 （１６４）
&&&&&&&&&&&&&&&&&&&&&&&&&

　　１６２　持证上岗资格 （１６５）
&&&&&&&&&&&&&&&&&&&&&&&&&

　　１６３　架子工安全管理 （１６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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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安全操作规程 （１６５）
&&&&&&&&&&&&&&&&&&&&&&&&&&&

　１８　消防安全管理 （１６６）
&&&&&&&&&&&&&&&&&&&&&&&&&&&

　１９　文明施工 （１６６）
&&&&&&&&&&&&&&&&&&&&&&&&&&&&&

　１１０　绿色施工 （１６７）
&&&&&&&&&&&&&&&&&&&&&&&&&&&&

２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 （１６８）
&&&&&&&&&&&&&&&&&&&&&&&&&&&

　２１　材料的种类规格和材质要求 （１６８）
&&&&&&&&&&&&&&&&&&&&&

　　２１１　钢管 （１６８）
&&&&&&&&&&&&&&&&&&&&&&&&&&&&&

　　２１２　扣件 （１６８）
&&&&&&&&&&&&&&&&&&&&&&&&&&&&&

　　２１３　底座的规格、型号及质量要求 （１７１）
&&&&&&&&&&&&&&&&&&

　　２１４　型钢 （１７１）
&&&&&&&&&&&&&&&&&&&&&&&&&&&&&

　２２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的构造 （１７１）
&&&&&&&&&&&&&&&&&&&&&&

　　２２１　脚手架主要组成构件及术语 （１７１）
&&&&&&&&&&&&&&&&&&&

　　２２２　脚手架常用几何尺寸 （１７３）
&&&&&&&&&&&&&&&&&&&&&&

　　２２３　脚手架搭设高度 （１７４）
&&&&&&&&&&&&&&&&&&&&&&&&

　２３　脚手架搭设图样 （１７５）
&&&&&&&&&&&&&&&&&&&&&&&&&&

　　２３１　脚手架基础搭设图样 （１７５）
&&&&&&&&&&&&&&&&&&&&&&

　　２３２　脚手架立杆、纵向水平杆、横向水平杆、扫地杆搭设图样 （１７５）
&&&&&&&

　　２３３　脚手架连墙件搭设图样 （１７６）
&&&&&&&&&&&&&&&&&&&&&

　　２３４　剪刀撑搭设图样 （１７６）
&&&&&&&&&&&&&&&&&&&&&&&&

　　２３５　其他构件定义及搭设基本形式图样 （１７７）
&&&&&&&&&&&&&&&&

　２４　脚手架荷载 （１７７）
&&&&&&&&&&&&&&&&&&&&&&&&&&&&

　　２４１　荷载的分类 （１７７）
&&&&&&&&&&&&&&&&&&&&&&&&&&

　　２４２　荷载的传递 （１７８）
&&&&&&&&&&&&&&&&&&&&&&&&&&

　２５　主要构件构造要求 （１７８）
&&&&&&&&&&&&&&&&&&&&&&&&&

　　２５１　基础 （１７８）
&&&&&&&&&&&&&&&&&&&&&&&&&&&&&

　　２５２　架体主节点 （１７９）
&&&&&&&&&&&&&&&&&&&&&&&&&&

　　２５３　立杆 （１７９）
&&&&&&&&&&&&&&&&&&&&&&&&&&&&&

　　２５４　水平杆 （１７９）
&&&&&&&&&&&&&&&&&&&&&&&&&&&&

　　２５５　扫地杆 （１８０）
&&&&&&&&&&&&&&&&&&&&&&&&&&&&

　　２５６　连墙件 （１８１）
&&&&&&&&&&&&&&&&&&&&&&&&&&&&

　　２５７　剪刀撑和横向斜撑 （１８３）
&&&&&&&&&&&&&&&&&&&&&&&

　　２５８　过门洞处 （１８３）
&&&&&&&&&&&&&&&&&&&&&&&&&&&

　　２５９　栏杆和挡脚板 （１８５）
&&&&&&&&&&&&&&&&&&&&&&&&&

　２６　型钢悬挑钢管脚手架 （１８５）
&&&&&&&&&&&&&&&&&&&&&&&&

　　２６１　悬挑脚手架的构造 （１８５）
&&&&&&&&&&&&&&&&&&&&&&&

　　２６２　型钢悬挑梁与建筑结构压板连接要求 （１８６）
&&&&&&&&&&&&&&&

　　２６３　型钢悬挑脚手架构造的其他要求 （１８７）
&&&&&&&&&&&&&&&&&

　２７　脚手架的搭设和拆除 （１８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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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１　搭设前的准备工作 （１８７）
&&&&&&&&&&&&&&&&&&&&&&&

　　２７２　搭设工艺和程序 （１８７）
&&&&&&&&&&&&&&&&&&&&&&&&

　　２７３　搭设作业安全技术要求 （１８９）
&&&&&&&&&&&&&&&&&&&&&

　　２７４　拆除前的准备工作 （１８９）
&&&&&&&&&&&&&&&&&&&&&&&

　　２７５　拆除工艺和程序 （１９０）
&&&&&&&&&&&&&&&&&&&&&&&&

　２８　脚手架的检查与验收 （１９１）
&&&&&&&&&&&&&&&&&&&&&&&&

　　２８１　检查验收的时间 （１９１）
&&&&&&&&&&&&&&&&&&&&&&&&

　　２８２　检查验收的组织形式 （１９１）
&&&&&&&&&&&&&&&&&&&&&&

　　２８３　检查验收时依据的技术文件 （１９１）
&&&&&&&&&&&&&&&&&&&

　　２８４　检查验收的技术要求 （１９３）
&&&&&&&&&&&&&&&&&&&&&&

　　２９　架体的使用、维护与保养 （１９９）
&&&&&&&&&&&&&&&&&&&&&

　　２１０　架体的安全管理 （２００）
&&&&&&&&&&&&&&&&&&&&&&&&

３　碗扣式钢管脚手架 （２０１）
&&&&&&&&&&&&&&&&&&&&&&&&&&&

　３１　材料的种类、规格和材质要求 （２０１）
&&&&&&&&&&&&&&&&&&&&

　　３１１　种类 （２０１）
&&&&&&&&&&&&&&&&&&&&&&&&&&&&&

　　３１２　材质 （２０１）
&&&&&&&&&&&&&&&&&&&&&&&&&&&&&

　　３１３　规格及重量 （２０１）
&&&&&&&&&&&&&&&&&&&&&&&&&&

　　３１４　检验 （２０２）
&&&&&&&&&&&&&&&&&&&&&&&&&&&&&

　３２　碗扣式脚手架构造 （２０５）
&&&&&&&&&&&&&&&&&&&&&&&&&

　　３２１　碗扣接头 （２０５）
&&&&&&&&&&&&&&&&&&&&&&&&&&&

　　３２２　主要杆配件及其作用 （２０６）
&&&&&&&&&&&&&&&&&&&&&&

　　３２３　主要配件的基本搭设要求 （２０９）
&&&&&&&&&&&&&&&&&&&&

　３３　主要杆配件的允许承载力 （２１３）
&&&&&&&&&&&&&&&&&&&&&&

　　３３１　脚手架作业面允许荷载 （２１３）
&&&&&&&&&&&&&&&&&&&&&

　　３３２　单根立杆允许荷载 （２１３）
&&&&&&&&&&&&&&&&&&&&&&&

　　３３３　横杆允许荷载 （２１３）
&&&&&&&&&&&&&&&&&&&&&&&&&

　　３３４　脚手板的允许荷载 （２１３）
&&&&&&&&&&&&&&&&&&&&&&&

　　３３５　挑梁允许荷载 （２１３）
&&&&&&&&&&&&&&&&&&&&&&&&&

　　３３６　连墙杆允许轴向荷载 （２１３）
&&&&&&&&&&&&&&&&&&&&&&

　　３３７　支撑柱允许荷载 （２１３）
&&&&&&&&&&&&&&&&&&&&&&&&

　３４　碗扣脚手架的搭设与拆除 （２１４）
&&&&&&&&&&&&&&&&&&&&&&

　　３４１　搭设的一般规定 （２１４）
&&&&&&&&&&&&&&&&&&&&&&&&

　　３４２　双排外脚手架总体搭设要求 （２１５）
&&&&&&&&&&&&&&&&&&&

　　３４３　直角拐角处搭设要求 （２１６）
&&&&&&&&&&&&&&&&&&&&&&

　　３４４　曲线形架体搭设要求 （２１６）
&&&&&&&&&&&&&&&&&&&&&&

　　３４５　单排外脚手架的搭设 （２１７）
&&&&&&&&&&&&&&&&&&&&&&

　　３４６　搭设前的准备工作 （２１８）
&&&&&&&&&&&&&&&&&&&&&&&

　　３４７　搭设工艺 （２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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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８　搭设工作要点及安全技术要求 （２１８）
&&&&&&&&&&&&&&&&&&

　　３４９　拆除的安全技术要求 （２１９）
&&&&&&&&&&&&&&&&&&&&&&

　３５　碗扣式钢管脚手架检查与验收 （２１９）
&&&&&&&&&&&&&&&&&&&&

　　３５１　检验时间 （２２０）
&&&&&&&&&&&&&&&&&&&&&&&&&&&

　　３５２　检验的人员组织 （２２０）
&&&&&&&&&&&&&&&&&&&&&&&&

　　３５３　验收时依据的技术文件 （２２０）
&&&&&&&&&&&&&&&&&&&&&

　　３５４　检验内容 （２２０）
&&&&&&&&&&&&&&&&&&&&&&&&&&&

　　３５５　检验的主要技术要求 （２２０）
&&&&&&&&&&&&&&&&&&&&&&

　３６　架体的使用、维护与保养 （２２０）
&&&&&&&&&&&&&&&&&&&&&&

　３７　架体的安全管理 （２２１）
&&&&&&&&&&&&&&&&&&&&&&&&&&

４　门式钢管脚手架 （２２３）
&&&&&&&&&&&&&&&&&&&&&&&&&&&&

　４１　材料的种类、规格和材质要求 （２２３）
&&&&&&&&&&&&&&&&&&&&

　　４１１　门架与配件的钢管 （２２３）
&&&&&&&&&&&&&&&&&&&&&&&

　　４１２　加固杆钢管 （２２４）
&&&&&&&&&&&&&&&&&&&&&&&&&&

　　４１３　其它杆配件 （２２４）
&&&&&&&&&&&&&&&&&&&&&&&&&&

　　４１４　门架与配件质量类别及处理规定 （２２４）
&&&&&&&&&&&&&&&&&

　４２　门式脚手架的构造 （２２４）
&&&&&&&&&&&&&&&&&&&&&&&&&

　　４２１　门架 （２２４）
&&&&&&&&&&&&&&&&&&&&&&&&&&&&&

　　４２２　配件 （２２５）
&&&&&&&&&&&&&&&&&&&&&&&&&&&&&

　　４２３　加固杆和连墙件 （２２５）
&&&&&&&&&&&&&&&&&&&&&&&&

　　４２４　转角处门架连接 （２２７）
&&&&&&&&&&&&&&&&&&&&&&&&

　　４２５　通道口 （２２７）
&&&&&&&&&&&&&&&&&&&&&&&&&&&&

　　４２６　斜梯 （２２８）
&&&&&&&&&&&&&&&&&&&&&&&&&&&&&

　４３　门式钢管脚手架的搭设与拆除 （２２８）
&&&&&&&&&&&&&&&&&&&&

　　４３１　门式钢管脚手架的搭设 （２２８）
&&&&&&&&&&&&&&&&&&&&&

　　４３２　门式钢管脚手架的拆除 （２３１）
&&&&&&&&&&&&&&&&&&&&&

　４４　门式钢管脚手架检查与验收 （２３１）
&&&&&&&&&&&&&&&&&&&&&

　　４４１　构配件检查与验收 （２３１）
&&&&&&&&&&&&&&&&&&&&&&&

　　４４２　搭设检查与验收 （２３２）
&&&&&&&&&&&&&&&&&&&&&&&&

　　４４３　使用过程中检查 （２３２）
&&&&&&&&&&&&&&&&&&&&&&&&

　　４４４　拆除前检查 （２３２）
&&&&&&&&&&&&&&&&&&&&&&&&&&

　４５　架体的使用、维护与保养 （２３４）
&&&&&&&&&&&&&&&&&&&&&&

　４６　架体的安全管理 （２３４）
&&&&&&&&&&&&&&&&&&&&&&&&&&

５　木竹与异形脚手架 （２３６）
&&&&&&&&&&&&&&&&&&&&&&&&&&&

　５１　木脚手架 （２３６）
&&&&&&&&&&&&&&&&&&&&&&&&&&&&&

　　５１１　杆件及构配件 （２３６）
&&&&&&&&&&&&&&&&&&&&&&&&&

　　５１２　绑扎材料及要求 （２３６）
&&&&&&&&&&&&&&&&&&&&&&&&

　　５１３　构造与搭设 （２３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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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４　检查验收 （２４０）
&&&&&&&&&&&&&&&&&&&&&&&&&&&

　　５１５　拆除 （２４０）
&&&&&&&&&&&&&&&&&&&&&&&&&&&&&

　５２　竹脚手架 （２４０）
&&&&&&&&&&&&&&&&&&&&&&&&&&&&&

　　５２１　杆件及构配件 （２４１）
&&&&&&&&&&&&&&&&&&&&&&&&&

　　５２２　绑扎材料及要求 （２４１）
&&&&&&&&&&&&&&&&&&&&&&&&

　　５２３　构造与搭设 （２４１）
&&&&&&&&&&&&&&&&&&&&&&&&&&

　　５２４　检查验收 （２４５）
&&&&&&&&&&&&&&&&&&&&&&&&&&&

　　５２５　拆除 （２４５）
&&&&&&&&&&&&&&&&&&&&&&&&&&&&&

　５３　异形脚手架 （２４５）
&&&&&&&&&&&&&&&&&&&&&&&&&&&&

　５４　外电防护架 （２４６）
&&&&&&&&&&&&&&&&&&&&&&&&&&&&

　　５４１　外电防护架的要求 （２４６）
&&&&&&&&&&&&&&&&&&&&&&&

　　５４２　外电防护架的形式 （２４６）
&&&&&&&&&&&&&&&&&&&&&&&

　５５　架体的使用、维护与保养 （２４８）
&&&&&&&&&&&&&&&&&&&&&&

　５６　架体的安全管理 （２４８）
&&&&&&&&&&&&&&&&&&&&&&&&&&

６　模板满堂支撑架 （２４９）
&&&&&&&&&&&&&&&&&&&&&&&&&&&&

　６１　模板满堂支撑架的种类、材料规格和材质要求 （２４９）
&&&&&&&&&&&&&

　　６１１　模板工程类型 （２４９）
&&&&&&&&&&&&&&&&&&&&&&&&&

　　６１２　模板满堂支承架的的种类 （２５０）
&&&&&&&&&&&&&&&&&&&&

　　６１３　材料规格和材质要求 （２５０）
&&&&&&&&&&&&&&&&&&&&&&

　６２　模板满堂支撑架的构造 （２５０）
&&&&&&&&&&&&&&&&&&&&&&&

　　６２１　构造特点 （２５０）
&&&&&&&&&&&&&&&&&&&&&&&&&&&

　　６２２　构造形式 （２５１）
&&&&&&&&&&&&&&&&&&&&&&&&&&&

　　６２３　主要构配件作用 （２５１）
&&&&&&&&&&&&&&&&&&&&&&&&

　　６２４　模板满堂支撑架的受力分析 （２５２）
&&&&&&&&&&&&&&&&&&&

　　６２５　模板支撑架的设置要求 （２５２）
&&&&&&&&&&&&&&&&&&&&&

　　６２６　扣件式钢管模板满堂支撑架构造要求 （２５２）
&&&&&&&&&&&&&&&

　　６２７　碗扣式钢管模板满堂支撑架构造要求 （２５５）
&&&&&&&&&&&&&&&

　　６２８　门式钢管模板满堂支撑架构造要求 （２５７）
&&&&&&&&&&&&&&&&

　　６２９　粱式或桁架式模板支撑架构造要求 （２６０）
&&&&&&&&&&&&&&&&

　　６２１０　工具式立柱模板支撑架构造要求 （２６０）
&&&&&&&&&&&&&&&&

　　６２１１　悬空结构模板支撑架构造要求 （２６２）
&&&&&&&&&&&&&&&&&

　　６２１２　提高模板支撑架体整体刚度的有效构造措施 （２６２）
&&&&&&&&&&&

　６３　模板满堂支撑架的搭设与拆除 （２６３）
&&&&&&&&&&&&&&&&&&&&

　　６３１　模板满堂支撑架的搭设 （２６３）
&&&&&&&&&&&&&&&&&&&&&

　　６３２　模板满堂支撑架的拆除 （２６４）
&&&&&&&&&&&&&&&&&&&&&

　６４　模板支撑架的检查验收 （２６５）
&&&&&&&&&&&&&&&&&&&&&&&

　　６４１　检查验收的时间阶段 （２６５）
&&&&&&&&&&&&&&&&&&&&&&

　　６４２　检查验收的组织形式 （２６５）
&&&&&&&&&&&&&&&&&&&&&&

—０１—



　　６４３　检查验收的重点项目 （２６６）
&&&&&&&&&&&&&&&&&&&&&&

　６５　架体的使用、维护与保养 （２６６）
&&&&&&&&&&&&&&&&&&&&&&

　６６　架体的安全管理 （２６７）
&&&&&&&&&&&&&&&&&&&&&&&&&&

７　常见故障处置方法及案例分析 （２６９）
&&&&&&&&&&&&&&&&&&&&&&

　７１　常见故障处置方法 （２６９）
&&&&&&&&&&&&&&&&&&&&&&&&&

　　７１１　常见普通脚手架故障判断及应急处置 （２６９）
&&&&&&&&&&&&&&&

　　７１２　引发事故的直接原因 （２６９）
&&&&&&&&&&&&&&&&&&&&&&

　　７１３　预防事故发生的措施 （２６９）
&&&&&&&&&&&&&&&&&&&&&&

　７２　事故案例分析 （２７０）
&&&&&&&&&&&&&&&&&&&&&&&&&&&

８　专业技术理论复习题及答案 （２７６）
&&&&&&&&&&&&&&&&&&&&&&&

　８１　专业技术理论复习题 （２７６）
&&&&&&&&&&&&&&&&&&&&&&&&

　８２　专业技术理论复习题答案 （２９９）
&&&&&&&&&&&&&&&&&&&&&&

附录１　建筑架子工（普通脚手架）安全技术考核大纲（试行） （３０３）
&&&&&&&&&&

附录２　建筑架子工（普通脚手架）操作技能考核标准（试行） （３０４）
&&&&&&&&&&

附录３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办理指南 （３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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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建筑安全生产法规知识和从业人员的
权利义务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的法规制度，是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前提条件之一。在法规制度
的框架下，政府和企业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安全生产水平，降低事故发生概率，保障生产正

常进行。建筑施工作业人员应当了解建筑安全生产法规知识，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保护

好自己，不伤害他人。

１１　建筑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是指调整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与劳动者安全、健康以及生产资料和

社会财富安全保障有关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是国家法律体

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大、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和地方人大、政府颁发的有关安全生

产、职业安全卫生、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等，都属于安全生产法规的范畴。

目前，我国的安全生产法规已初步形成一个以宪法为依据、以 《安全生产法》为主体，

由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技术标准所组成的综合体系。我国建筑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体系分为以下几个层次，如图所示。

Ａ宪法　Ｂ法律
Ｃ行政法规
Ｄ规章
Ｅ技术标准

１１１　宪法
宪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和核心，确定了国家制度、社会制

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其他法律的立

法依据和基础。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必须服从宪法，不得同宪法相

抵触，否则，就会被修改或废止。我国 《宪法》规定：“国家通过

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这是对安全生

产方面最高法律效力的规定。

１１２　法律
狭义地讲，我国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按

照法定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法律地位和效力仅次于宪法，是

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行政规章的立法依据和基础。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委会作出的具有规范性的决议、决定、规定、办法等，

也属于国家法律范畴。建筑法律是建筑法规体系的最高层次，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目前我国颁

布的建筑法律主要是 《建筑法》，涉及建筑安全生产的还有 《安全生产法》、《劳动法》等。

１１３　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是指由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即国务院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根据并且为实施宪法

和法律而制定的有关国家行政管理活动方面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从法律效力上讲，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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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效力仅次于法律。

建筑法规是国务院根据有关法律授权条款和管理全国建筑行政工作的需要制定的，是对

法律条款中涉及建筑活动的进一步细化。目前我国颁布的建筑安全生产法规主要有 《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涉及建筑安全生产的还有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安全生产

许可证条例》等。

１１４　地方性法规
地方性法规包括以下两个层次：

（１）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
和实际需要，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的仅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

的规范性文件。

（２）较大的市 （指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

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在

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的仅适用于

本行政区域内的规范性文件，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根据本行政区建筑行政管理需要制定的行政法规，就是地方性行政法规，如 《河北省

建筑条例》、《上海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等。

１１５　规章
规章按制定主体的不同可分为行政规章和地方性规章。

（１）行政规章。是指国务院所属部门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制定、
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也称部门规章。其法律地位和效力低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在全国行业、部门内具有约束力。

建设部门规章一般由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制定，并以建设部令的形式发布，如 《建筑施

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１２８号）、《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
定》（建设部令第１６６号）等。

（２）地方性规章。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的市的人民政府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行政区的

地方性法规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法律地位和效力低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

规。地方性建筑规章一般以省 （市）政府令的形式发布，如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

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７２号）、《河北省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用管理规定》（河北省
人民政府令 〔２００７〕第１４号）等。
１１６　技术标准
技术标准是指规定强制执行的产品特性或其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的文件，以及规定适用

于产品、工艺或生产方法的专门术语、符号、包装、标志或标签要求的文件。在我国技术标

准由标准主管部门以标准、规范、规程等形式颁布，也属于法规范畴。技术标准分为国家标

（ＧＢ）、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ＤＢ）、企业标准 （ＱＢ）等四个等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准
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１）国家标准。国家标准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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