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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现批准为行业标准 编号 自一九九二年二月一日

起施行

本标准由建设部城镇道路桥梁标准技术归口单位北京市市政

设计研究院归口管理 其具体解释等工作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负责

本标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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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条 为了确保城市道路照明能为车辆驾驶人员以

及行人创造良好的视看环境 达到保障交通安全 提高交通运输

效率 方便人民生活 防止犯罪活动和美化城市环境的效果 特

制定本标准

第 条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新建 扩建和改建的道路

及与道路相联系的特殊场所的照明设计 不适用于隧道照明的设

计

第 条 道路照明的设计原则是安全可靠 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节省能源 维修方便

第 条 道路照明设计除执行本标准外 还应符合现

行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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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照 明 标 准

第 条 城市道路照明标准 按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

路 支路以及居住区道路分为五级

道 路 照 明 标 准 表

级

别

道 路 类 型

亮 度 照 度

平均亮度
均匀度

平均照度 均匀度 眩光限制

诱

导

性

快 速 路 严禁采用非

截光型灯具

很好

主干路及迎宾

路 通向政府机关

和大型公共建筑

的主要道路 市中

心或商业中心的

道路 大型交区纽

等

严禁采用非

截光型灯具

很好

次干路 不得采用非

截光型灯具

好

支 路 不宜采用非

截光型灯具

好

主要供行人和

非机动车通行的

居住区道路和人

行道

采用的灯具

不受限制

注 表中所列的平均照度仅适用于沥青路面 若系水泥混凝土路面 其平均照

度值可相应降低

表中各项数值仅适用于干燥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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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和支路的照明应满足

平均亮度 或照度 亮度 或照度 均匀度 眩光限制和诱导性

四项评价指标 主要供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的居住区道路应满足

平均照度单项评价指标

第 条 各级道路照明标准见表

第 条 三幅路 四幅路的非机动车道的平均照度值

宜为相邻机动车道的

第 条 第 条和第 条规定的平均亮度

或照度 值均为维持值 新安装光源 灯具的道路 其路面的初

始亮度 或照度 值应相应提高

第 条 选定道路照明标准时 要考虑城市的性质和

规模 一般中小城市可视其道路类型采用相应低 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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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光源和灯具的选择

第一节 光源的选择

第 条 道路照明应采用高光效气体放电灯 不应采

用白炽灯

第 条 选择光源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快速路和对颜色识别要求不高的市郊道路宜采用低压钠

灯或高压钠灯

二 主干路和次干路宜采用高压钠灯

三 支路和居住区道路 宜采用小功率高压钠灯或小功率高

压汞灯

四 市中心 商业中心等个别对颜色识别要求较高的街道必

要时可采用金属卤化物灯或中显色型 高显色型高压钠灯

第二节 灯具的选择

第 条 机动车道应采用功能性灯具

一 快速路 主干路必须采用截光型 半截光型灯具

二 次干路应采用半截光型灯具

三 支路宜采用半截光型灯具

第 条 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商业街道 居住区道路 人

行地道 人行天桥以及有必要单独设灯的非机动车道宜采用装饰

性和功能性结合得好的灯具或具有较高机械强度的装饰性灯

具

第 条 采用高杆照明时 宜选用光束比较集中的泛

光灯

第 条 照明标准高 环境污染严重 维护困难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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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场所宜采用防尘防水级别较高的灯具

第 条 空气中酸碱等腐蚀性气体含量高的地区或场

所宜采用耐腐蚀性能好的灯具

第 条 发生强烈振动的场所宜采用带减振措施的灯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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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照 明 设 计

第一节 照 明 方 式

第 条 道路及与其有关的特殊场所的照明方式分常

规照明和高杆照明两种

第 条 常规照明有单侧布置 双侧交错布置 双侧对

称布置 横向悬索布置和中心对称布置五种基本布灯方式 见图

图 常规照明灯具布置的五种基本形式

单侧布置 双侧交错布置 双侧对称布置 横向悬索布

置 中心对称布置

一 采用常规照明方式时 灯具的配光类型 布灯方式 安

装高度和间距应满足表 的规定

二 灯具的悬挑长度不宜超过安装高度的 灯具的仰角不

宜超过

第 条 采用高杆照明方式时应合理选择灯杆灯架的

结构形式 灯具及其配置方式 确定灯杆安装位置 高度和间距

以及灯具最大光强的投射方向 并处理好功能性和装饰性两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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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一 高杆灯从结构上来分 有固定式和升降式两种 宜根据

条件来选择

灯具的配光类型 布灯方式与安装高度 间距的关系 表

灯具配
光类型

截 光 型 半 截 光 型 非 截 光 型

布灯方式
安装高度 间 距 安装高度 间 距 安装高度 间 距

单侧布置

交错布置

对称布置

注 为路面有效宽度

二 灯具的配置方式有平面对称 径向对称和非对称三种

宽阔道路宜采用平面对称配置方式 广场和道路布置紧凑的

立体交叉宜采用径向对称配置方式 多层大型立体交叉或道路分

布很广 很分散的立体交叉宜采用非对称配置方式

三 灯杆不得设在危险地点或维护时会严重妨碍交通的地方

四 采用普通截光型路灯按平面对称式配置灯具的高杆灯 其

间距和高度之比以 为宜 不应超过 采用泛光灯按径向

对称式配置灯具的高杆灯 其间距和高度之比以 为宜 不应

超过 采用泛光灯按非对称式配置灯具的高杆灯 间距和高

度之比可适当放宽些

五 灯具的最大光强方向和垂线夹角不宜超过

六 市区设置的高杆灯应在满足照明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力求

作到与环境协调

第二节 道路及与其联接的特殊场所照明设计原则

第 条 一般道路的照明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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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应采用常规照明方式

二 在树木多 遮光严重的道路或楼群区难于安装灯杆的狭

窄街道可采用横向悬索布置方式

三 采用常规照明方式时 各种几何参数及其间的关系应符

合本标准第 条的要求

四 路面宽阔的快速路 主干路必要时可采用高杆照明 并

应符合本标准 条的要求

第 条 平面交叉路口的照明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平面交叉路口的照明水平应高于通向路口的每一条道路

的照明水平 并应有充足的环境照明

二 交叉路口可采用与交叉道路光色不同的光源 外形不同

的灯具 不同的安装高度或不同的布灯方式

三 十字形交叉路口的照明可视交叉道路的具体情况分别采

用单侧布置 交错布置或对称布置等布灯方式 大型交叉路口必

要时可另行安装附加灯杆 灯具 有较大的交通岛时可在岛上设

灯 有条件时也可采用高杆照明

四 形交叉路口应在道路尽端设灯 见图

图 型交叉路口灯具设置

五 环形交叉路口的照明应能充分显现环岛 交通岛和缘石

采用常规照明时宜将灯具设在环道的外侧 见图 通向每

条道路的出入口的照明应适当加强 若环岛的直径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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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环岛上设置高杆灯 但要仔细选择灯具 确保车行道亮度高

于环岛亮度

图 环形交叉路口灯具设置

第 条 曲线路段的照明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半径等于或大于 的曲线路段 其照明可按直线路

段处理

二 半径小于 的曲线路段 灯具应沿曲线外侧布置并

应减小灯具的间距 见图 半径越小间距也应该越小 一

般控制为直路段的 倍 悬挑长度也应该缩短

在反向曲线路段上 宜在固定的一侧设置灯具 发生视线障

碍时可在曲线外侧增设附加灯具

图 曲线路段上的灯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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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若曲线路段路面较宽需采用双侧布灯时 宜采用对称布

置

四 转弯处的灯具不得安装在直线路段灯具的延长线上 见

图

图 转弯处的灯具设置

不正确 正确

五 急转弯处安装的灯具应能给车辆 缘石 护栏以及周围

环境提供充足照明

第 条 在坡道上设置照明时 应使灯具的横向对称

面垂直于路面 在凸形竖曲线范围内 应缩小灯具的安装间距 并

采用截光型灯具

第 条 上跨道路与下穿地道的照明应符合下列要

求

一 采用常规照明时应使下穿地道上设置的灯具在下穿地道

上产生的光斑 照度或亮度 和上跨道路两侧的灯具在下穿地道

上产生的光斑 照度或亮度 能很好地衔接 确保该区域的亮度

或照度 均匀度不低于规定值 还要防止下穿地道上的灯具在上

跨道路上造成眩光

二 大型上跨道路与下穿地道也可采用高杆照明并应符合本

标准第 条的要求

第 条 立体交叉的照明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应为驾驶员提供良好的诱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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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但应照明道路本身 而且应提供不产生干扰眩光的环

境照明

三 在交叉口 出入口 曲线路段 坡道等交通复杂路段的

照明应适当加强

四 小型立交可采用常规照明 但不宜设置太多的光源灯具

采用常规照明时 平面交叉 曲线路段 坡道 上跨道路和下穿

地道等的照明应分别符合第 条 第 条 第 条

和第 条的要求 并应使各个部分的照明互相协调

五 大型立体交叉宜优先采用高杆照明 采用高杆照明时应

符合本标准第 条要求

第 条 桥梁的照明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中小型桥梁照明应与其连接的道路照明一致

若桥面的宽度小于与其连接的路面宽度 则桥梁的栏杆 缘

石应有足够的垂直照度 在桥梁的入口处应设灯

二 大型桥梁和具有艺术 历史价值的中小型桥梁的照明应

进行专门设计 既应满足功能要求 又应顾及艺术效果 并与桥

梁的风格相协调

三 桥梁照明应防止眩光 必要时应采用严格控光灯具

四 不宜采用栏杆照明方式

第 条 人行地道的照明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天然光充足的短直线人行地道 可只设夜间照明

二 附近不设路灯的地道出入口 应设照明装置

三 地道内平均水平照度 夜间以 白天以

为宜

第 条 人行天桥的照明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跨越有照明设施道路的人行天桥可不设照明 若阶梯照

度小于 可专设照明 跨越无照明设施道路的人行天桥应设置

照明

二 照明设施应和周围环境相协调 桥面平均照度以 为

宜 阶梯照度应适当提高 要防止给桥下道路使用者造成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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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线和零部件不应外露

第 条 道路与铁路平面交叉的照明应符合下列要

求

一 交叉口应有足够的照明使驾驶员在停车视距以外便能发

现道口 火车及交叉口附近的车辆 行人及其他障碍物

二 交叉口的照明方向和照明水平应能识别装设在垂直面或

路面上的信号和标志 灯光颜色不得和信号颜色混淆

三 交叉口轨道两侧各 范围内 路面亮度 或照度 水

平应高于所在道路的水平 而且要有一定的均匀度

第 条 飞机场附近的道路照明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飞机场附近的道路照明不应与机场跑道上的信号系统以

及场地照明相混淆

二 在设计该地区的道路照明时 应符合有关规定并应与航

空部门取得联系

第 条 铁路和航道附近的道路照明应符合下列要

求

一 应避免道路照明的光和色干扰铁路 航道的信号和视

觉

二 当道路照明灯具处于铁路和航道的延长线上时 应该与

铁路或航运部门取得联系

三 如果道路和湖泊 河流等水面接界 灯具又是单侧布置

宜将灯杆设在靠水的一侧

第 条 有照明设施而且平均亮度高于 的

道路 或路段 和无照明设施的道路 或路段 相连接 车辆行

驶速度又容许高于 时 应设置适应路段即增设过渡照

明

第 条 植树道路的照明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新建的道路应满足道路照明功能要求 绿化时 路灯部

门和园林绿化部门应充分协商 合理选择树种 确定适宜的种植

位置 以便消除或尽量减少日后树木对道路照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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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扩建和改建的道路 影响照明的树木宜移植或砍伐 确

保照明效果

三 在现有的树木严重影响道路照明的路段可通过下列途径

加以解决

适当修剪枝叶 以消除或减少其对光线的遮挡

改变灯具的安装方式 采用横向悬索布灯或延长悬挑长

度

减少灯具的间距 降低安装高度

若只是局部地段受到树木的影响 可只对该地段的灯具安

装高度 间距 横向位置进行适当调整 纵向间距的调整范围控

制在与平均间距相差 以内 但不应同时改变相邻的两个灯具

间距

第 条 居住区道路的照明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居住区道路的照明应使行人能发现路面上的障碍物 相

遇时能彼此识别面部 能识别居民楼的楼号标牌 有助于行人确

定方位和辨别方向

二 灯具安装高度宜大于 不宜把没有遮挡的裸灯设置在

视平线上

三 居住区附近的高杆照明或常规照明 其光线投射角度应

认真进行控制 居住区内灯杆位置和光源 灯具的选择要恰当 以

免过强光线射入居室 干扰居民的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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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照明供电和控制

第一节 照 明 供 电

第 条 城市道路照明宜由 配电线路上专用路

灯变压器或公用三相变压器供电 低压供电

第 条 条件许可时可采用 电压等级的专用线

路供电 高压供电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三相负荷分配应平衡

二 供电线路应能互相联络

第 条 重要道路和区段的照明宜采用双电源供电

第 条 低压照明线路的末端电压不应低于额定电压

的 或不应低于始端电压的

第 条 采用路灯专用变压器供电时 变压器宜在经

济负荷率上运行 对高压汞灯 高压钠灯等气体放电光源 负荷

率可选择在额定容量的

第 条 路灯供电网络设计应符合规划的要求并留有

余地 在技术经济条件许可时 宜采用地下电缆线路供电

第 条 采用架空线路供电时 路灯高压配电线路与

配电同电压等级的线路同杆同担并架时 其导线截面级差不宜大

于 档距不宜超过 导线间距不得小于

第 条 采用两相 线路供电时 从路灯高压架

空线引出的电缆不宜过长

第 条 可触及的金属灯杆和配电箱等金属照明设备

均需保护接地 接地电阻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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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照 明 控 制

第 条 道路照明控制有定时控制和光电控制两类

定时控制所采用的器件为定时钟或微型计算机控制仪 光电控制

所采用的器件为光控开关 应根据自身条件 选择一种或结合起

来使用

第 条 采用低压供电时宜用控制线或单电源控制方

式 也可采用单灯控制方式

第 条 道路的开灯 关灯照度水平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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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节 能 措 施

第 条 应按本标准第二章的有关规定 合理确定照

明标准

第 条 进行照明设计时 应提出多种都能符合照明

标准要求的照明方案 进行分析比较 从中选取既技术先进 经

济合理又节约能源的最佳方案

第 条 应合理选择照明器材

一 采用常规道路照明灯具时 灯具效率低于 者不应选

用

二 采用泛光灯时 灯具效率低于 者不应选用

三 应选用耗能低的镇流器

第 条 气体放电灯应加电容补偿 补偿后的功率因

数应不小于

第 条 除居住区道路和少数街道以外 均应选择下

列方法之一实行半夜灯

一 可采用双光源灯具 下半夜关掉一盏灯

二 可采用下半夜能自动降低灯泡功率的镇流器 以降低灯

泡消耗的功率

三 关掉不过半数的灯具 但不允许关掉沿道路纵向相邻的

两盏灯具

第 条 应制订严格的维护计划 认真进行灯具等照

明设施的维护和清扫 提高光源光通量利用率

第 条 采用定时控制时应根据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

和季节变化合理确定路灯的停 开时间 且应采用可靠性和一致

性好的控制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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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名 词 解 释

本标准
用名词

曾用
名词

解 释

常规道
路照明

一只或两只灯具安装在高度通常为 以下的灯杆上 按一
定间距有规律地连续设置在道路的一侧 两侧或中央分车带上进
行照明的一种方式 采用这种照明方式时 灯具的纵轴垂直于路

轴 因而灯具所发出的大部分光射向道路和纵方向

高杆照

明

一组灯具安装在高度大于 含 的灯杆上进行大面积

照明的一种照明方式

常 规
道 路 照

明 灯具

常规 道路 照明所采用的灯具

截 光

型 半截
光型和非
截光型灯

具

常规 道路 照明灯具可根据其配光分成截光型 半截光型和

非截光型灯具三种

灯 具
类 型

最 大 光
强 方 向

在指定的角度方向上所发出的光强最大允许值

截 光

半 截 光

非 截 光

不管灯泡发出多少光通量光强最大值不得超过

泛光灯 光速发散角 光速宽度 大于 作泛光照明用的投光器 通
常它所射出的光能指向任意方向 并有经得起风雨的结构 在恶

劣天气条件下仍能照常工作

灯具效
率

在规定条件下灯具发出的光通量与灯具内所燃点的各个灯泡
在同样条件下发出的光通量总和之比

维护系
数

照明装置使用一定时间之后 在工作而上产生的平均照度与该
装置新安装时在同样条件下产生的平均照度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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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本标准

用名词

曾用

名词
解 释

道路有

效宽度

与道路的实际宽度 灯具的悬挑长度和灯具的布置方式等有关

的理论距离
当灯具采用单侧布置方式时 道路有效宽度为实际路宽减去一

个悬挑长度

当灯具采用双侧 包括交错和相对 布置方式时 道路有效宽
度为实际路宽减去二个悬挑长度
当灯具在双幅路中央分车带上采用中心对称布置方式时 道路

有效宽度就是道路实际宽度

灯具的

安装高度
灯具的光中心至路面的垂直距离

灯具的

安装间距
沿道路的中心线测得的相邻两个灯具之间的距离

悬挑长

度

灯具的光中心至邻近一侧缘石的水平距离 即灯具探出或缩进

缘石的水平距离

灯臂长
度

从灯杆的垂直中心线至灯臂插入灯具那一点的水平距离

诱导性 沿着道路恰当地安装灯杆 灯具 可以给驾驶员提供有关道路
前方走向 线型 坡度等视觉信息 称照明设施的诱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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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路面亮度系数和简化亮度系数表

一 亮度系数

亮度系数 为表示路面反光性能的一个系数 其定义为路

面上某点的亮度和该点的水平照度之比 即 它除了和

路面材料有关外还取决于观察者和光源相对于路面所考察的那一

点的位置 即 其中 为光的入射平面和观察平面之

间的角度 为入射光线的垂直角

二 简化亮度系数

附图 确定路面亮度系数的角度

由 得计算路面上某点亮度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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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亮度系数 表

注 平均亮度系数 表中 值已扩大 倍 实际使用时应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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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称为简化亮度系数

为灯具指向 所确定的方向的光强

三 简化亮度系数表

要进行路面亮度计算 除了要知道灯具的光度数据外 还得

知道路面亮度系数 或简化亮度系数 实际路面的 或

只有通过测量才能获得 而测量需要一定的条件而且是一件既复

杂又费时的工作 正因为如此 目前在我们国内这方面工作还开

展得很少 从道路照明实用角度出发 也没有必要对每一条道路

的亮度系数都掌握得那么准确 因此 在尚没有我国自己的路面

亮度系数可提供使用之前 建议采用国际照明委员会 和道

路代表大会国际常设委员会 共同推荐的简化亮度系数

表 该表适用于柏油路面 若用于水泥混凝土路面 当对计算准

确度要求不是很高时 可把路面平均亮度计算结果乘以系数

若对计算准确度要求高 则需采用适合于水泥混凝土路

面的简化亮度系数表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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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平均照度换算系数

平均照度换算系数是得到 的路面平均亮度所必须的

路面平均照度值 它可由路面简化亮度系数 表进行路面平均

亮度和平均照度计算得到 也可通过实际测量而得到

平均照度换算系数表 附表

路面种类 平均照度换算系数

沥 青

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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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本标准用词说明

一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于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二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的要求 或规定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

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 的要求 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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