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公告

第 !"# 号

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 &’’("—!’’"，自 !’’" 年 )! 月 )
日起实施。其中，第 *+)+!、*+)+(、*+)+"、*+)+&、*+)+*、*+)+#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

行。原《工业企业照明设计标准》（$% &’’("—,!）和《民用照明设计标准》（$%- )((—,’）同

时废止。

本标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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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 总 则

!"#"! 为了在建筑照明设计中，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技术经济政策，符合建筑功能，

有利于生产、工作、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使用安全、维护管理

方便，实施绿色照明，制订本标准。

!"#"$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居住、公共和工业建筑的照明设计

!"#"% 建筑照明设计除应遵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和规范的规

定。

$ 术 语

$"#"! 绿色照明 &’(() *+&,-.
绿色照明是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有益于提高人们生产、工作、学习效率和生活质量，

保护身心健康的照明。

$"#"$ 视觉作业 /+.01* -1.2
在工作和活动中，对呈现在背景前的细部和目标的观察过程。

$"#"% 光通量 *03+)40. 5*06
根据辐射对标准光度观察者的作用导出的光度量。对于明视觉有：

! ! "3!
7

#

8!(（!）

8!
·#（!）·8! （$"#"%）

式中 8!(（!）9 8!———辐射通量的光谱分布；

#（!）———光谱光（视）效率；

"3———辐射的光谱（视）效能的量大值，单位为流明每瓦特（*3 9:）。在单

色辐射时，明视觉条件下的 "3 值为 ;<%=3 9:（!3 > ???)3 时）。

该量的符号为!单位为流明（*3），!*3 > !@8·!.’
$"#"A 发光强度 *03+)40. +)-().+-B

发光体在给定方向上的发光强度是该发兴体在该方向的立体角元 8"内传输的光通

量 8!除以该立体角元所得之商，即单位立体角的光通量，其公式为：

$ > 8!
%"

（$"#"A）

该量的符号为 $，单位为坎德拉（@8），!@8 > !*3 9 .’。
$"#"? 亮度 *03+)1)@(

由公式 8! 9（8&·@4."·8#）定义的量，即单位投影面积上的发光强度，其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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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式中 "!———由给定点的束元传输的并包含给定方向的立体角 "#内传播的光通量；

"#———包括给定点的射束截面积；

"———射束截面法线与射束方向间的夹角。

该量的符号为 !，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 * +&）。

&’(’, 照度 -../+-010#2
表面上一点的照度是入射在包含该点的面元上的光通量 "!除以该面元面积 "# 所

得之商，即

$ ! "!
"# （&’(’,）

该量的符号为 $，单位为勒克斯（.3），4.3 ! 4.+ * +&。

&’(’5 维持平均照度 +1-061-02" 1728192 -../+-010#2
规定表面上的平均照度不得低于此数值。它是在照明装置必须进行维护的时刻，在

规定表面上的平均照度。

&’(’: 参考平面 82;2820#2 %/8;1#2
测量或规定照度的平面。

&’(’< 作业面 =$8>-09 ?.102
在其表面上进行工作的平面。

&’(’4( 亮度对比 ./+-010#2 #$0681%6
视野中识别对象和背景的亮度差与背景亮度之比，即

% !$!
!@

（&’(’4(）

式中 %———亮度对比；

$!———识别对象高度与背景亮度之差；

!@———背景亮度。

&’(’44 识别对象 82#$90-A2" $@B2#6-72
识别的物体和细节（如需识别的点、线、伤痕、污点等）。

&’(’4& 维护系数 +1-062010#2 ;1#6$8
照明装置在使用一定周期后，在规定表面上的平均照度或平均亮度与该装置在相同

条件下新装时在同一表面上所得到的平均照度或平均亮度之比。

&’(’4C 一般照明 920281. .-9D6-09
为照亮整个场所而设置的均匀照明。

&’(’4E 分区一般照明 .$#1.-A2" .-9D6-09
对某一特定区域，如进行工作的地点，设计成不同的照度来照亮该区域的一般照明。

&’(’4) 局部照明 .$#1. .-9D6-09
特定视觉工作用的、为照亮某个局部而设置的照明。

&’(’4, 混合照明 +-32" .-9D6-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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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般照明与局部照明组成的照明。

!"#"$% 正常照明 &’()*+ +,-./,&-
在正常情况下使用的室内外照明。

!"#"$0 应急照明 1)1(-1&23 +,-./,&-
因正常照明的电源失效而启用的照明。应急照明包括疏散照明、安全照明、备用照

明。

!"#"$4 疏散照明 152*61 +,-./,&-
作为应急照明的一部分，用于确保疏散通道被有效地辨认和使用的照明。

!"#"!# 安全照明 5*71/3 +,-./,&-
作为应急照明的一部分，用于确保处于潜在危险之中的人员安全的照明。

!"#"!$ 备用照明 5/*&8 9 :3 +,-./,&-
作为应急照明的一部分，用于确保正常活动继续进行的照明。

!"#"!! 值班照明 ’& 9 8;/3 +,-./,&-
非工作时间，为值班所设置的照明。

!"#"!< 警卫照明 512;(,/3 +,-./,&-
用于警戒而安装的照明。

!"#"!= 障碍照明 ’:5/*2+1 +,-./,&-
在可能危及航行安全的建筑物或构筑物上安装的标志灯。

!"#"!> 频闪效应 5/(’:’52’6,2 17712/
在以一定频率变化的光照射下，观察到物体运动显现出不同于其实际运动的现象。

!"#"!? 光强分布 8,5/(,:;/,’& ’7 +;),&’;5 ,&/1&5,/3
用曲线或表格表示光源或灯具在空间各方向的发光强度值，也称配光。

!"#"!% 光源的发光效能 +;),&’;5 177,2*23 ’7 * 5’;(21
光源发出的光通量除以光源功率所得之商，简称光源的光效。单位为流明每瓦特

（+) @A）。

!"#"!0 灯具效率 +;),&*,(1 177,2,1&23
在相同的使用条件下，灯具发出的总光通量与灯具内所有光源发出的总光通量之比，

也称灯具光输出比。

!"#"!4 照度均匀度 ;&,7’(),/3 (*/,’ ’7 ,++;),&*&21
规定表面上的最小照度与平均照度之比。

!"#"<# 眩光 -+*(1
由于视野中的亮度分布或亮度范围的不适宜，或存在极端的对比，以致引起不舒适感

觉或降低观察细部或目标的能力的视觉现象。

!"#"<$ 直接眩光 8,(12/ -+*(1
由视野中，特别是在靠近视线方向存在的发光体所产生的眩光。

!"#"<! 不舒适眩光 8,52’)7’(/ -+*(1
产生不舒适感觉，但并不一定降低视觉对象的可见度的眩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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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眩光值 %&’(’)* +,-.) .-/’&+（012）

它是度量处于视觉环境中的照明装置发出的光对人眼引起不舒适感主观反应的心理

参量，其值可按 345 统一眩光值公式计算。

!"#"$6 眩光值 +,-.) .-/’&+（12）

它是度量室外体育场和其他室外场地照明装置对人眼引起不舒适感主观反应的心理

参量，其值可按 345 眩光值公式计算。

!"#"$7 反射眩光 +,-.) 89 .)(,):/’;&
由视野中的反射引起的眩光，特别是在靠近视线方向看见反射像所产生的眩光。

!"#"$< 光幕反射 =)’,’&+ .)(,):/’;&
视觉对象的镜面反射，它使视觉对象的对比降低，以致部分地或全部地难以看清细

部。

!"#"$> 灯具遮光角 ?@’),*’&+ -&+,) ;( ,%A’&-’.)
光源最边缘一点和灯具出口的连线与水平线之间的夹角。

!"#"$B 显色性 :;,;%. .)&*).’&+
照明光源对物体色表的影响，该影响是由于观察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它与参比光

源下的色表相比较而产生的。

!"#"$C 显色指数 :;,;%. .)&*).’&+ ’&*)D
在具有合理允差的色适应状态下，被测光源照明物体的心理物理色与参比光源照明

同一色样的心理物理色符合程度的度量。符号为 2。

!"#"6# 特殊显色指数 ?E):’-, :;,;%. .)&*).’&+ ’&*)D
在具有合理允差的色适应状态下，被测光源照明 345 试验色样的心理物理色与参比

光源照明同一色样的心理物理色符合程度的度量。符号为 2’。
!"#"6F 一般显色指数 +)&).-, :;,;%. .)&*).’&+ ’&*)D

八个一组色试样的 345FC>6 特殊显色指数的平均值，通称显色指数。符号为 2-。
!"#"6! 色温度 :;,;%. /)AE).-/%.)

当某一种光源（热辐射光源）的色品与某一温度下的完全辐射体（黑体）的色品完全相

同时，完全辐射体（黑体）的温度，简称色温。符号为 G:，单位为开（H）。

!"#"6$ 相关色温度 :;..),-/)* :;,;%. /)AE).-/%.)
当某一种光源（气体放电光源）的色品与某一温度下的完全辐射体（黑体）的色品最接

近时完全辐射体（黑体）的温度，简称相关色温。符号为 G:E，单位为开（H）。

!"#"66 光通量维持率 ,%A’&;%? (,%D A-’&/)&-&:)
灯在给定点燃时间后的光通量与其初始光通量之比。

!"#"67 反射比 .)(,):/-&:)
在入射辐射的光谱组成、偏振状态和几何分布给定状态下，反射的辐射通量或光通量

与入射的辐射通量或光通量之比。符号为!。

!"#"6< 照明功率密度 ,’+@/’&+ E;I). *)&?’/9（JKL）

单位面积上的照明安装功率（包括光源、镇流器或变压器），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M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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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形指数 &’’( )*+,-
表示房间几何形状的数值。其计算式为：

./ 0 !·"
#（! 1 "）

（!"#"$%）

式中 ./———室形指数；

!———房间宽度；

"———房间长度；

#———灯具计算高度。

2 一般规定

2"3 照明方式和照明种类

2"3"3 按下列要求确定照明方式：

3 工作场所通常应设置一般照明；

! 同一场所内的不同区域有不同照度要求时，应采用分区一般照明；

2 对于部分作业面照度要求较高，只采用一般照明不合理的场所，宜采用混合照明；

$ 在一个工作场所内不应只采用局部照明。

2"3"! 按下列要求确定照明种类：

3 工作场所均应设置正常照明。

! 工作场所下列情况应设置应急照明：

3）正常照明因故障熄灭后，需确保正常工作或活动继续进行的场所，应设置备用照

明；

!）正常照明因故障熄灭后，需确保处于潜在危险之中的人员安全的场所，应设置安全

照明；

2）正常照明因故障熄灭后，需确保人员安全疏散的出口和通道，应设置疏散照明。

2 大面积场所宜设置值班照明。

$ 有警戒任务的场所，应根据警戒范围的要求设置警卫照明。

4 有危及航行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上，应根据航行要求设置障碍照明。

2"! 照明光源选择

2"!"3 选用的照明光源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

2"!"! 选择光源时，应在满足显色性、启动时间等要求条件下，根据光源、灯具及镇流器

等的效率、寿命和价格在进行综合技术经济分析比较后确定。

2"!"2 照明设计时可按下列条件选择光源：

3 高度较低房间，如办公室、教室、会议室及仪表、电子等生产车间宜采用细管径直

管形荧光灯；

·$%&’·

!!!!!!!!!!!!!!!!!!!!!!!!!!!!!!!!!!!!!!!!!!!!!!!!!!!!
第十七篇 建筑照明工程设计施工与质量管理标准



! 商店营业厅宜采用细管径直管形荧光灯、紧凑型荧光灯或小功率的金属卤化物

灯；

" 高度较高的工业厂房，应按照生产使用要求，采用金属卤化物灯或高压钠灯，亦可

采用大功率细管径荧光灯；

# 一般照明场所不宜采用荧光高压汞灯，不应采用自镇流荧光高压汞灯；

$ 一般情况下，室内外照明不应采用普通照明白炽灯；在特殊情况下需采用时，其额

定功率不应超过 %&&’。

"(!(# 下列工作场所可采用白炽灯：

% 要求瞬时启动和连续调光的场所，使用其他光源技术经济不合理时；

! 对防止电磁干扰要求严格的场所；

" 开关灯频繁的场所；

# 照度要求不高，且照明时间较短的场所；

$ 对装饰有特殊要求的场所。

"(!($ 应急照明应选用能快速点燃的光源。

"(!() 应根据识别颜色要求和场所特点，选用相应显色指数的光源。

"(" 照明灯具及其附属装置选择

"("(% 选用的照明灯具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

"("(! 在满足眩光限制和配光要求条件下，应选用效率高的灯具，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荧光灯灯具的效率不应低于表 "("(! * % 的规定。

表 "("(! * % 荧光灯灯具的效率

灯具出光口形式 开敞式
保护罩（玻璃或塑料）

透明 磨砂、棱镜
格栅

灯具效率 +$, )$, $$, )&,

! 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灯具的效率不应低于表 "("(! * ! 的规定。

表 "("(! * ! 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灯具的效率

灯具出光口形式 开敞式 格栅或透光罩

灯具效率 +$, )&,

"("(" 根据照明场所的环境条件，分别选用下列灯具：

% 在潮湿的场所，应采用相应防护等级的防水灯具或带防水灯头的开敞式灯具；

! 在有腐蚀性气体或蒸汽的场所，宜采用防腐蚀密闭式灯具。若采用开敞式灯具，

各部分应有防腐蚀或防水措施；

" 在高温场所，宜采用散热性能好、耐高温的灯具；

# 在有尘埃的场所，应按防尘的相应防护等级选择适宜的灯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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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装有锻锤、大型桥式吊车等振动、摆动较大场所使用的灯具，应有防振和防脱落

措施；

" 在易受机械损伤、光源自行脱落可能造成人员伤害或财物损失的场所使用的灯

具，应有防护措施；

# 在有爆炸或火灾危险场所使用的灯具，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和规范的有关规

定；

$ 在有洁净要求的场所，应采用不易积尘、易于擦拭的洁净灯具；

% 在需防止紫外线照射的场所，应采用隔紫灯具或无紫光源。

&’&’( 直接安装在可燃材料表面的灯具，应采用标有 标志的灯具。

&’&’! 照明设计时按下列原则选择镇流器：

) 自镇流荧光灯应配用电子镇流器；

* 直管形荧光灯应配用电子镇流器或节能型电感镇流器；

& 高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应配用节能型电感镇流器；在电压偏差较大的场所，宜配

用恒功率镇流器；功率较小者可配用电子镇流器；

( 采用的镇流器应符合该产品的国家能效标准。

&’&’" 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的触发器与光源的安装距离应符合产品的要求。

&’( 照明节能评价

&’(’) 本标准采用房间或场所一般照明的照明功率密度（简称 +,-）作为照明节能的评

价指标。常用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应符合第 " 章的规定。

&’(’* 本标准规定了照明功率密度的现行值和目标值。现行值从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执

行，目标值执行日期由主管部门决定。

( 照明数量和质量

(’) 照 度

(’)’) 照度标准值应按 .’!、)、&、!、).、)!、*.、&.、!.、#!、)..、)!.、*..、&..、!..、#!.、)...、

)!..、*...、&...、!.../0 分级。

(’)’* 本标准规定的照度值均为作业面或参考平面上的维持平均照度值。各类房间或

场所的维持平均照度值应符合第 ! 章的规定。

(’)’&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及以上时，作业面或参考平面的照度，可按照度标准值分级提

高一级。

) 视觉要求高的精细作业场所，眼睛至识别对象的距离大于 !..11 时；

* 连续长时间紧张的视觉作业，对视觉器官有不良影响时；

& 识别移动对象，要求识别时间短促而辨认困难时；

( 视觉作业对操作安全有重要影响时；

! 识别对象亮度对比小于 .’&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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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精度要求较高，且产生差错会造成很大损失时；

" 视觉能力低于正常能力时；

# 建筑等级和功能要求高时。

$%&%$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及以上时，作业面或参考平面的照度，可按照度标准值分级降

低一级。

& 进行很短时间的作业时；

’ 作业精度或速度无关紧要时；

( 建筑等级和功能要求较低时。

$%&%) 作业面邻近周围的照度可低于作业面照度，但不宜低于表 $%&%) 的数值。

表 $%&%) 作业面邻近周围照度

作业面照度（*+） 作业面邻近周围照度值（*+）

!"), ),,

),, (,,

(,, ’,,

"’,, 与作业面照度相同

注：邻近周围指作业面外 ,%)- 范围之内。

$%&%! 在照明设计时，应根据环境污染特征和灯具擦拭次数从表 $%&%! 中选定相应的维

护系数。

表 $%&%! 维护系数

环境污

染特征
房间或场所举例

灯具最少

擦拭次数

（次 .年）

维护

系数值

室

内

清洁

卧室、办公室、餐厅、阅览室、教室、病房、

客房、仪器仪表装配间、电子元器件装配间、

检验室等

’ ,%#,

一般
商店营业厅、候车室、影剧院、机械加工车

间、机械装配车间、体育馆等
’ ,%",

污染严重 厨房、锻工车间、铸工车间、水泥车间等 ( ,%!,

室外 雨篷、站台 ’ ,%!)

$%&%" 在一般情况下，设计照度值与照度标准值相比较，可有 / &,0 1 2 &,0的偏差。

$%’ 照度均匀度

$%’%& 公共建筑的工作房间和工业建筑作业区域内的一般照明照度均匀度，不应小于

,%"，而作业面邻近周围的照度均匀度不应小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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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或场所内的通道和其他非作业区域的一般照明的照度值不宜低于作业区域

一般照明照度值的 $ % &。

!"#"& 在有彩电转播要求的体育场馆，其主摄像方向上的照明应符合下列要求：

$ 场地垂直照度最小值与最大值之比不宜小于 ’"!；

# 场地平均垂直照度与平均水平照度之比不宜小于 ’"#(；

& 场地水平照度最小值与最大值之比不宜小于 ’"(；

! 观众席前排的垂直照度不宜小于场地垂直照度的 ’"#(。

!"& 眩光限制

!"&"$ 直接型灯具的遮光角不应小于表 !"&"$ 的规定。

表 !"&"$ 直接型灯具的遮光角

光源平均亮度（)*+ % ,#） 遮光角（-）

$ . #’ $’

#’ . (’ $(

(’ . (’’ #’

!(’’ &’

!"&"# 公共建筑和工业建筑常用房间或场所的不舒适眩光应采用统一眩光值（/01）评

价，按附录 2 计算，其最大允许值宜符合第 ( 章的规定。

!"&"& 室外体育场所的不舒适眩光应采用眩光值（01）评价，按附录 3 计算，其最大允许

值宜符合表 ("#"$$ 4 & 的规定。

!"&"! 可用下列方法防止或减少光幕反射和反射眩光；

$ 避免将灯具安装在干扰区内；

# 采用低光泽度的表面装饰材料；

& 限制灯具亮度；

! 照亮顶棚和墙表面，但避免出现光斑。

!"&"( 有视觉显示终端的工作场所照明应限制灯具中垂线以上等于和大于 5(-高度角的

亮度。灯具在该角度上的平均亮度限值宜符合表 !"&"( 的规定。

表 !"&"( 灯具平均亮度限值

屏幕分类，见 678 9#!$—: ! " #

屏幕质量 好 中等 差

灯具平均亮度限值 "$’’’*+ % ,# "#’’*+ % ,#

注：$ 本表适用于仰角小于等于 $(-的显示屏。

# 对于特定使用场所，如敏感的屏幕或仰角可变的屏幕，表中亮度限值应用在更低的灯具

高度角（如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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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源颜色

!"!"# 室内照明光源色表可按其相关色温分为三组，光源色表分组宜按表 !"!"# 确定。

表 !"!"# 光源色表分组

色表分组 色表特征 相关色温（$） 适用场所举例

! 暖 % &&’’ 客房、卧室、病房、酒吧、餐厅

" 中间 &&’’ ( )&’’ 办公室、教室、阅览室、诊室、检验室、机加工车间、仪表装配

# 冷 * )&’’ 热加工车间、高照度场所

!"!"+ 长期工作或停留的房间或场所，照明光源的显色指数（,-）不宜小于 .’。在灯具安

装高度大于 /0 的工业建筑场所，,- 可低于 .’，但必须能够辨别安全色。常用房间或场

所的显色指数最小允许值应符合第 ) 章的规定。

!") 反 射 比

!")"# 长时间工作的房间，其表面反射比宜按表 !")"# 选取。

表 !")"# 工作房间表面反射比

表 面 名 称 反 射 比

顶 棚 ’"/ ( ’"1

墙 面 ’"& ( ’".

地 面 ’"# ( ’")

作业面 ’"+ ( ’"/

) 照明标准值

)"# 居住建筑

)"#"# 居住建筑照明标准值宜符合表 )"#"# 的规定。

表 )"#"# 居住建筑照明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23）
,-

起居室
一般活动

书写、阅读
’"4)0 水平面

#’’

&’’!
.’

卧室
一般活动

床头、阅读
’"4)0 水平面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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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
#$

餐 厅 %&’() 餐桌面 *(% +%

厨房
一般活动 %&’() 水平面 *%%

操作台 台 面 *(%!
+%

卫生间 %&’() 水平面 *%% +%

注：!宜用混合照明。

(&, 公共建筑

(&,&* 图书馆建筑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 的规定。

表 (&,&* 图书馆建筑照明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
-.# #$

一般阅览室 %&’() 水平面 /%% *0 +%

国家、省市及其他重要图书馆的

阅览室
%&’() 水平面 (%% *0 +%

老年阅览室 %&’() 水平面 (%% *0 +%

珍善本、舆图阅览室 %&’() 水平面 (%% *0 +%

陈列室、目录厅（室）、出纳厅 %&’() 水平面 /%% *0 +%

书库 %&,() 垂直面 (% — +%

工作间 %&’() 水平面 /%% *0 +%

(&,&, 办公建筑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 的规定。

表 (&,&, 办公建筑照明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
-.# #$

普通办公室 %&’() 水平面 /%% *0 +%

高档办公室 %&’() 水平面 (%% *0 +%

会议室 %&’() 水平面 /%% *0 +%

接待室、前台 %&’() 水平面 /%% — +%

营业厅 %&’() 水平面 /%% ,, +%

设计室 实际工作面 (%% *0 +%

文件整理、复印、发行室 %&’() 水平面 /%% — +%

资料、档案室 %&’() 水平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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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建筑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 的规定。

表 !"#"$ 商业建筑照明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
’() )*

一般商店营业厅 +",!- 水平面 $++ ## .+

高档商店营业厅 +",!- 水平面 !++ ## .+

一般超市营业厅 +",!- 水平面 $++ ## .+

高档超市营业厅 +",!- 水平面 !++ ## .+

收款台 台 面 !++ — .+

!"#"/ 影剧院建筑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 的规定。

表 !"#"/ 影剧院建筑照明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
’() )*

门 厅 地 面 #++ — .+

观众厅
影 院 +",!- 水平面 0++ ## .+

剧 场 +",!- 水平面 #++ ## .+

观众休息厅
影 院 地 面 0!+ ## .+

剧 场 地 面 #++ ## .+

排演厅 地 面 $++ ## .+

化妆室
一般活动区 +",!- 水平面 0!+ ## .+

化妆台 0"0- 高处垂直面 !++ — .+

!"#"! 旅馆建筑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 的规定。

表 !"#"! 旅馆建筑照明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
’() )*

客

房

一般活动区 +",!- 水平面 ,! — .+

床 头 +",!- 水平面 0!+ — .+

写字台 台 面 $++ — .+

卫生间 +",!- 水平面 0!+ — .+

中餐厅 +",!- 水平面 #++ ## .+

西餐厅、酒吧间、咖啡厅 +",!- 水平面 0++ — .+

多功能厅 +",!- 水平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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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
#$% %&

门厅、总服务台 地 面 ’(( — )(

休息厅 地 面 *(( ** )(

客房层走廊 地 面 +( — )(

厨 房 台 面 *(( — )(

洗衣房 (,-+. 水平面 *(( — )(

+,*,/ 医院建筑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 的规定。

表 +,*,/ 医院建筑照明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
#$% %&

治疗室 (,-+. 水平面 ’(( 01 )(

化验室 (,-+. 水平面 +(( 01 )(

手术室 (,-+. 水平面 -+( 01 1(

诊 室 (,-+. 水平面 ’(( 01 )(

候诊室、挂号厅 (,-+. 水平面 *(( ** )(

病 房 地 面 0(( 01 )(

护士站 (,-+. 水平面 ’(( — )(

药 房 (,-+. 水平面 +(( 01 )(

重症监护室 (,-+. 水平面 ’(( 01 )(

+,*,- 学校建筑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 的规定。

表 +,*,- 学校建筑照明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
#$% %&

教 室 课桌面 ’(( 01 )(

实验室 实验桌面 ’(( 01 )(

美术教室 桌 面 +(( 01 1(

多媒体教室 (,-+. 水平面 ’(( 01 )(

教室黑板 黑板面 +(( — )(

+,*,) 博物馆建筑陈列室展品照明标准值不应大于表 +,*,)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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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博物馆建筑陈列室展品照明标准值

类 别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
对光特别敏感的展品：纺织品、织绣品、绘画、纸质物品、彩绘、陶

（石）器、染色皮革、动物标本等
展品面 !’

对光敏感的展品：油画、蛋清画、不染色皮革、角制品、骨制品、象

牙制品、竹木制品和漆器等
展品面 (!’

对光不敏感的展品：金属制品、石质器物、陶瓷器、宝玉石器、岩矿

标本、玻璃制品、搪瓷制品、珐琅器等
展品面 )’’

注：( 陈列室一般照明应按展品照度值的 #’* + )’*选取；

# 陈列室一般照明 ,-. 不宜大于 (/；

) 辨色要求一般的场所 .0 不应低于 $’，辨色要求高的场所，.0 不应低于 /’。

!"#"’ 展览馆展厅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 的规定。

表 !"#"/ 展览馆展厅照明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 .0

一般展厅 地 面 #’’ ## $’

高档展厅 地 面 )’’ ## $’

注：高于 12 的展厅 .0 可降低到 1’。

!"#"(’ 交通建筑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 的规定。

表 !"#"(’ 交通建筑照明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
,-. .0

售票台 台 面 !’’ — $’

问讯处 ’"3!2 水平面 #’’ — $’

候车（机、船）室
普 通 地 面 (!’ ## $’

高 档 地 面 #’’ ## $’

中央大厅、售票大厅 地 面 #’’ ## $’

海关、护照检查 工作面 !’’ — $’

安全检查 地 面 )’’ — $’

换票、行李托运 ’"3!2 水平面 )’’ (/ $’

行李认领、到达大厅、出发大厅 地 面 #’’ ## $’

通道、连接区、扶梯 地 面 (!’ — $’

有棚站台 地 面 3! — #’

无棚站台 地 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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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建筑照明标准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 无彩电转播的体育建筑照度标准值应符合表 !"#"$$ % $ 的规定；

表 !"#"$$ % $ 无彩电转播的体育建筑照度标准值

运 动 项 目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训练 比赛

篮球、排球、羽毛球、网球、手球、田径（室内）、体操、

艺术体操、技巧、武术
地 面 ()) *!)

棒球、垒球 地 面 — *!)

保龄球 置瓶区 ()) !))

举重 台 面 #)) *!)

击剑 台 面 !)) *!)

柔道、中国摔跤、国际摔跤 地 面 !)) $)))

拳击 台 面 !)) #)))

乒乓球 台 面 *!) $))

游泳、蹼泳、跳水、水球 水 面 ()) *!)

花样游泳 水 面 !)) *!)

冰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 冰 面 ()) $!))

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 台 面 ()) *!)

桥牌 桌 面 ()) !))

射击
靶心 靶心垂直面 $))) $!))

射击位 地 面 ()) !))

足球、曲棍球 观看距离

$#)+

$,)+

#))+

地面

— ())

— !))

— *!)

观众席 座位面 — $))

健身房 地 面 #)) —

注：足球和曲棍球的观看距离是指观众席最后一排到场地边线的距离。

# 有彩电转播的体育建筑照度标准值应符合表 !"#"$$ % # 的规定；

表 !"#"$$ % # 有彩电转播的体育建筑照度标准值

项 目 分 组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最大摄影距离（+）

#! *! $!)

- 组：田径、柔道、游泳、摔跤等项目 $")+ 垂直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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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分 组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最大摄影距离（#）

$% &% ’%(

) 组：篮球、排球、羽毛球、网球、手球、体

操、花样滑冰、速滑、垒球、足球等项目
’*(# 垂直面 &%( ’((( ’%((

+ 组：拳击、击剑、跳水、乒乓球、冰球等项

目
’*(# 垂直面 ’((( ’%(( —

, 体育建筑照明质量标准值应符合表 %*$*’’ - , 的规定。

表 %*$*’’ - , 体育建筑照明质量标准值

类 别 ./ /0

无彩电转播 %( 1%

有彩电转播 %( 2(

注：./ 值仅适用于室外体育场地。

%*, 工业建筑

%*,*’ 工业建筑一般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 的规定。

表 %*,*’ 工业建筑一般照明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

标准值

（!"）
3./ /0 备 注

’ 通用房间或场所

试验

室

一般 (*&%# 水平面 ,(( $$ 2( 可另加局部照明

精细 (*&%# 水平面 %(( ’4 2( 可另加局部照明

检验
一般 (*&%# 水平面 ,(( $( 2( 可另加局部照明

精细，有颜色要求 (*&%# 水平面 &%( ’4 2( 可另加局部照明

计量室，测量室 (*&%# 水平面 %(( ’4 2( 可另加局部照明

变、配

电站

配电装置室 (*&%# 水平面 $(( — 1(

变压器室 地 面 ’(( — $(

电源设备室，发电机室 地 面 $(( $% 1(

控制

室

一般控制室 (*&%# 水平面 ,(( $$ 2(

主控制室 (*&%# 水平面 %((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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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

标准值

（!"）
#$% %& 备 注

电话站、网络中心 ’()*+ 水平面 *’’ ,- .’

计算机站 ’()*+ 水平面 *’’ ,- .’ 防光幕反射

动力

站

风机房、空调机房 地 面 ,’’ — /’

泵 房 地 面 ,’’ — /’

冷冻站 地 面 ,*’ — /’

压缩空气站 地 面 ,*’ — /’

锅炉房、煤气

站的操作层
地面 ,’’ — /’

锅炉水位表照度

不小于 *’!"

仓库

大件库（如钢坯，钢材、

大成品、气瓶）
,(’+ 水平面 *’ — 0’

一般件库 ,(’+ 水平面 ,’’ — /’

精细件库

（如工具、小零件）
,(’+ 水平面 0’’ — /’

货架垂直照度

不小于 *’!"

车辆加油站 地 面 ,’’ — /’ 油表照度不小于 *’!"

0 机、电工业

机械

加工

粗加工 ’()*+ 水平面 0’’ 00 /’ 可另加局部照明

一般加工公差!’(,++ ’()*+ 水平面 1’’ 00 /’ 应另加局部照明

精密加工公差 2 ’(,++ ’()*+ 水平面 *’’ ,- /’ 应另加局部照明

机电、

仪表

装配

大 件 ’()*+ 水平面 0’’ 0* .’ 可另加局部照明

一般件 ’()*+ 水平面 1’’ 0* .’ 可另加局部照明

精 密 ’()*+ 水平面 *’’ 00 .’ 应另加局部照明

特精密 ’()*+ 水平面 )*’ ,- .’ 应另加局部照明

电线、电缆制造 ’()*+ 水平面 1’’ 0* /’

线圈

绕制

大线圈 ’()*+ 水平面 1’’ 0* .’

中等线圈 ’()*+ 水平面 *’’ 00 .’ 可另加局部照明

精细线圈 ’()*+ 水平面 )*’ ,- .’ 应另加局部照明

线圈浇注 ’()*+ 水平面 1’’ 0* .’

焊接
一 般 ’()*+ 水平面 0’’ — /’

精 密 ’()*+ 水平面 1’’ — /’

钣 金 ’()*+ 水平面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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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

标准值

（!"）
#$% %& 备 注

冲压、剪切 ’()*+ 水平面 ,’’ — -’

热处理
地面至 ’(*+

水平面
.’’ — .’

铸造

熔化、浇铸
地面至 ’(*+

水平面
.’’ — .’

造 型
地面至 ’(*+

水平面
,’’ .* -’

锻 工
地面至 ’(*+

水平面
.’’ — .’

锻 工
地面至 ’(*+

水平面
.’’ — .’

电 镀 ’()*+ 水平面 ,’’ — /’

喷漆
一 般 ’()*+ 水平面 ,’’ — /’

精 细 ’()*+ 水平面 *’’ .. /’

酸洗、腐蚀、清洗 ’()*+ 水平面 ,’’ — /’

抛光
一般装饰性 ’()*+ 水平面 ,’’ .. /’ 防频闪

精 细 ’()*+ 水平面 *’’ .. /’ 防频闪

复合材料加工、铺叠、装饰 ’()*+ 水平面 *’’ .. /’

机电

修理

一 般 ’()*+ 水平面 .’’ — -’ 可另加局部照明

精 密 ’()*+ 水平面 ,’’ .. -’ 可另加局部照明

, 电子工业

电子元器件 ’()*+ 水平面 *’’ 01 /’ 应另加局部照明

电子零部件 ’()*+ 水平面 *’’ 01 /’ 应另加局部照明

电子材料 ’()*+ 水平面 ,’’ .. /’ 应另加局部照明

酸、碱、药液及粉配制 ’()*+ 水平面 ,’’ — /’

2 纺织、化纤工业

纺织

选 毛 ’()*+ 水平面 ,’’ .. /’ 可另加局部照明

清棉、和毛、梳毛 ’()*+ 水平面 0*’ .. /’
前纺：梳棉、

并条、粗纺
’()*+ 水平面 .’’ .. /’

纺纱 ’()*+ 水平面 ,’’ .. /’

织布 ’()*+ 水平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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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

标准值

（!"）
#$% %& 备 注

织袜

穿综筘、缝纫、

量呢、检验
’()*+ 水平面 ,’’ -- .’ 可另加局部照明

修补、剪毛、染色、

印花、裁剪、熨烫
’()*+ 水平面 ,’’ -- .’ 可另加局部照明

化纤

投 料 ’()*+ 水平面 /’’ — 0’

纺 丝 ’()*+ 水平面 /*’ -- .’

卷 绕 ’()*+ 水平面 -’’ -- .’

平衡间、中间贮存、

干燥间、废丝间、油

剂高位槽间

’()*+ 水平面 )* — 0’

集束间、后加工间、

打包间、油剂调配间
’()*+ 水平面 /’’ -* 0’

组件清洗间 ’()*+ 水平面 /*’ -* 0’

拉伸、变形、分级包装 ’()*+ 水平面 /*’ -* 0’ 操作面可另加局部照明

化验、检验 ’()*+ 水平面 -’’ -- .’ 可另加局部照明

* 制药工业

制药生产：配制、清洗、灭菌、超

滤、制粒、压片、混匀、烘干、灌装、

轧盖等

’()*+ 水平面 ,’’ -- .’

制药生产流转通道 地 面 -’’ — .’

0 橡胶工业

炼胶车间 ’()*+ 水平面 ,’’ — .’

压延压出工段 ’()*+ 水平面 ,’’ — .’

成型裁断工段 ’()*+ 水平面 ,’’ -- .’

硫化工段 ’()*+ 水平面 ,’’ — .’

) 电力工业

火电厂锅炉房 地 面 /’’ — 1’

发电机房 地 面 -’’ — 0’

主控室 ’()*+ 水平面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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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

标准值

（!"）
#$% %& 备 注

’ 钢铁工业

炼铁

炉顶平台、各层平台 平台面 () — *)

出铁场、出铁机室 地 面 +)) — *)

卷扬机室、碾泥机室、

煤气清洗配水室
地 面 ,) — *)

炼钢

及

连铸

炼钢主厂房和平台 地 面 +,) — *)

连铸浇注平台、

切割区、出坯区
地 面 +,) — *)

精整清理线 地 面 -)) -, .)

轧钢

钢坯台、轧机区 地 面 +,) — *)

加热炉周围 地 面 ,) — -)

重绕、横剪及纵剪机组 )/0,1 水平面 +,) -, *)

打印、检查、精密

分类、验收
)/0,1 水平面 -)) -- ’)

2 制浆造纸工业

备 料 )/0,1 水平面 +,) — .)

蒸煮、选洗、漂白 )/0,1 水平面 -)) — .)

打浆、纸机底部 )/0,1 水平面 -)) — .)

纸机网部、压榨部、烘

缸、压光、卷取、涂布
)/0,1 水平面 ()) — .)

复卷、切纸 )/0,1 水平面 ()) -, .)

选 纸 )/0,1 水平面 ,)) -- .)

碱回收 )/0,1 水平面 -)) — *)

+) 食品及饮料工业

食品
糕点、糖果 )/0,1 水平面 -)) -- ’)

肉制品、乳制品 )/0,1 水平面 ()) -- ’)

饮 料 )/0,1 水平面 ()) -- ’)

啤酒

糖化 )/0,1 水平面 -)) — ’)

发酵 )/0,1 水平面 +,) — ’)

包装 )/0,1 水平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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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

标准值

（!"）
#$% %& 备 注

’’ 玻璃工业

备料、退火、熔制 ()*+, 水平面 ’+( — -(

窑 炉 地 面 ’(( — .(

’. 水泥工业

主要生产车间（破碎、原料粉磨、

烧成、水泥粉磨、包装）
地 面 ’(( — .(

储 存 地 面 *+ — /(

输送走廊 地 面 0( — .(

粗坯成型 ()*+, 水平面 0(( — -(

’0 皮革工业

原皮、水浴 ()*+, 水平面 .(( — -(

轻毂、整理、成品 ()*+, 水平面 .(( .. -( 可另加局部照明

干 燥 地 面 ’(( — .(

’/ 卷烟工业

制丝车间 ()*+, 水平面 .(( — -(

卷烟、接过滤嘴、包装 ()*+, 水平面 0(( .. 1(

’+ 化学、石油工业

厂区内经常操作的区域，如泵、

压缩机、阀门、电操作柱等
操作位高度 ’(( — .(

装置区现场控制和检测点，如指

示仪表、液位计等
测控点高度 *+ — -(

人行通道、平台、设备顶部 地面或台面 0( — .(

装卸

站

装卸设备顶部

和底部操作位
操作位高度 *+ — .(

平 台 平 台 0( — .(

’- 木业和家具制造

一般机器加工 ()*+, 水平面 .(( .. -( 防频闪

精细机器加工 ()*+, 水平面 +(( ’2 1( 防频闪

锯木区 ()*+, 水平面 0(( .+ -( 防频闪

模型

区

一 般 ()*+, 水平面 0(( .. -(

精 细 ()*+, 水平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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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

标准值

（!"）
#$% %& 备 注

胶合、组装 ’()*+ 水平面 ,’’ -* .’

磨光、异形细木工 ’()*+ 水平面 )*’ -- /’

注：需增加局部照明的作业面，增加的局部照明照度值宜按该场所一般照明照度值的 0(’ 1 ,(’
倍选取。

*(2 公用场所

*(2(0 公用场所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2(0 的规定。

表 *(2(0 公用场所照明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 %&

门厅
普 通 地 面 0’’ — .’

高 档 地 面 -’’ — /’

走廊、流动区域
普 通 地 面 *’ — .’

高 档 地 面 0’’ — /’

楼梯、平台
普 通 地 面 ,’ — .’

高 档 地 面 )* — /’

自动扶梯 地 面 0*’ — .’

厕所、盥洗室、浴室
普 通 地 面 )* — .’

高 档 地 面 0*’ — /’

电梯前厅
普 通 地 面 )* — .’

高 档 地 面 0*’ — /’

休息室 地 面 0’’ -- /’

储藏室、仓库 地 面 0’’ — .’

车库
停车间 地 面 )* -/ .’

检修间 地 面 -’’ -* .’

注：居住、公共建筑的动力站、变电站的照明标准值按表 *(,(0 选取。

*(2(- 应急照明的照度标准值宜符合下列规定：

0 备用照明的照度值除另有规定外，不低于该场所一般照明照度值的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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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照明的照度值不低于该场所一般照明照度值的 "#；

$ 疏散通道的疏散照明的照度值不低于 %&"’(。

) 照明节能

)&* 照明功率密度值

)&*&* 居住建筑每户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宜大于表 )&*&* 的规定。当房间或场所的照度

值高于或低于本表规定的对应照度值时，其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表 )&*&* 居住建筑每户照明功率密度值

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值（’(）

起居室

卧 室

餐 厅

厨 房

卫生间

. )

*%%

."

*"%

*%%

*%%

)&*&! 办公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 的规定。当房间或场所的照度值高

于或低于本表规定的对应照度值时，其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表 )&*&! 办公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

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值（’(）

普通办公室 ** / $%%
高档办公室、设计室 *0 *" "%%

会议室 ** / $%%
营业厅 *$ ** $%%

文件整理、复印、发行室 ** / $%%
档案室 0 . !%%

)&*&$ 商业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 的规定。当房间或场所的照度值高

于或低于本表规定的对应照度值时，其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表 )&*&$ 商业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

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值（’(）

一般商店营业厅 *! *% $%%

高档商店营业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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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值（%&）

一般超市营业厅 ’( ’’ ())

高档超市营业厅 $) ’* +))

,-’-. 旅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 的规定。当房间或场所的照度值高

于或低于本表规定的对应照度值时，其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表 ,-’-. 旅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

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值（%&）

客 房 ’+ ’( —

中餐厅 ’( ’’ $))

多功能厅 ’/ ’+ ())

客房层走廊 + . +)

门 厅 ’+ ’( ())

,-’-+ 医院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 的规定。当房间或场所的照度值高

于或低于本表规定的对应照度值时，其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表 ,-’-+ 医院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

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值（%&）

治疗室、诊室 ’’ 0 ())

化验室 ’/ ’+ +))

手术室 () $+ *+)

候诊室、挂号厅 / * $))

病 房 , + ’))

护士站 ’’ 0 ())

药 房 $) ’* +))

重症监护室 ’’ 0 ())

,-’-, 学校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 的规定。当房间或场所的照度值高

于或低于本表规定的对应照度值时，其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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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学校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

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值（()）

教室、阅览室 ## * +,,
实验室 ## * +,,

美术教室 #- #. .,,
多媒体教室 ## * +,,

!"#"/ 工业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 的规定。当房间或场所的照度值高

于或低于本表规定的对应照度值时，其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表 !"#"/ 工业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

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

（$%&’）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值

（()）

# 通用房间或场所

试验室
一般 ## * +,,

精细 #- #. .,,

检验
一般 ## * +,,

精细，有颜色要求 ’/ ’+ /.,

计量室，测量室 #- #. .,,

变、配电站
配电装置室 - / ’,,

变压器室 . 0 #,,

电源设备室、发电机室 - / ’,,

控制室
一般控制室 ## * +,,

主控制室 #- #. .,,

电话站、网络中心、计算机站 #- #. .,,

动力站

风机房、空调机房 . 0 #,,

泵房 . 0 #,,

冷冻站 - / #.,

压缩空气站 - / #.,

锅炉房、煤气站的操作层 ! . #,,

仓库

大件库（如钢坯、钢材、

大成品、气瓶）
+ + .,

一般件库 . 0 #,,
精细件库（如工具、小零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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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

（!"#$）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值

（%&）

车辆加油站 ’ ( )**

$ 机、电工业

机械加工

粗加工 + , $**

一般加工，公差!*-)## )$ )) .**

精密加工，公差 / *-)## )0 ), (**

机电、仪

表装配

大 件 + , $**

一般件 )$ )) .**

精 密 )0 ), (**

特精密 $, $1 ,(*

电线、电缆制造 )$ )) .**

线圈

绕制

大线圈 )$ )) .**

中等线圈 )0 ), (**

精细线圈 $, $1 ,(*

线圈浇注 )$ )) .**

焊接
一 般 + , $**

精 密 )$ )) .**

钣 金 )$ )) .**

冲压、剪切 )$ )) .**

热处理 + , $**

铸 造
熔化、浇铸 0 + $**

造 型 ). )$ .**

精密铸造的制模、脱壳 )0 ), (**

锻工 0 + $**

电 镀 ). )$ .**

喷漆
一 般 )( )1 .**

精 细 $( $. (**

酸洗、腐蚀、清洗 )( )1 .**

抛光
一般装饰性 ). )$ .**

精 细 $* )+ (**

·!"#"·

""""""""""""""""""""""""""""""""""""""""""""""""""""
第十七篇 建筑照明工程设计施工与质量管理标准



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

（!"#$）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值

（%&）

复合材料加工、铺叠、装饰 ’( ’) *++

机电修理
一 般 , ) $++

精 密 ’$ ’’ -++

- 电子工业

电子元器件 $+ ’, *++

电子零部件 $+ ’, *++

电子材料 ’$ ’+ -++

酸、碱、药液及粉配制 ’. ’$ -++

注：房间或场所的室形指数值等于或小于 ’ 时，本表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可增加 $+/。

01’1, 设装饰性灯具场所，可将实际采用的装饰性灯具总功率的 *+/计入照明功率密度

值的计算。

01’1( 设有重点照明的商店营业厅，该楼层营业厅的照明功率密度值每平方米可增加

*!。

01$ 充分利用天然光

01$1’ 房间的采光系数或采光窗地面积比应符合《建筑采光设计标准》23 " 4 *++-- 的规

定。

01$1$ 有条件时，宜随室外天然光的变化自动调节人工照明照度。

01$1- 有条件时，宜利用各种导光和反光装置将天然光引入室内进行照明。

01$1. 有条件时，宜利用太阳能作为照明能源。

) 照明配电及控制

)1’ 照明电压

)1’1’ 一般照明光源的电源电压应采用 $$+5。’*++! 及以上的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的电

源电压宜采用 -,+5。

)1’1$ 移动式和手提式灯具应采用!类灯具，用安全特低电压供电，其电压值应符合以

下要求：

’ 在干燥场所不大于 *+5；

$ 在潮湿场所不大于 $*5。

)1’1- 照明灯具的端电压不宜大于其额定电压的 ’+*/，亦不宜低于其额定电压的下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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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 一般工作场所———"#$；

% 远离变电所的小面积一般工作场所难以满足第 ! 款要求时，可为 "&$；

’ 应急照明和用安全特低电压供电的照明———"&$。

()% 照明配电系统

()%)! 供照明用的配电变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电力设备无大功率冲击性负荷时，照明和电力宜共用变压器；

% 当电力设备有大功率冲击性负荷时，照明宜与冲击性负荷接自不同变压器；如条

件不允许，需接自同一变压器时，照明应由专用馈电线供电；

’ 照明安装功率较大时，宜采用照明专用变压器。

()%)% 应急照明的电源，应根据应急照明类别、场所使用要求和该建筑电源条件，采用下

列方式之一：

! 接自电力网有效地独立于正常照明电源的线路；

% 蓄电池组，包括灯内自带蓄电池、集中设置或分区集中设置的蓄电池装置；

’ 应急发电机组；

* 以上任意两种方式的组合。

()%)’ 疏散照明的出口标志灯和指向标志灯宜用蓄电池电源。安全照明的电源应和该

场所的电力线路分别接自不同变压器或不同馈电干线。备用照明电源宜采用本章 ()%)%
所列的第 ! 或第 ’ 种方式。

()%)* 照明配电宜采用放射式和树干式结合的系统。

()%)# 三相配电干线的各相负荷宜分配平衡，最大相负荷不宜超过三相负荷平均值的

!!#$，最小相负荷不宜小于三相负荷平均值的 +#$。

()%), 照明配电箱宜设置在靠近照明负荷中心便于操作维护的位置。

()%)( 每一照明单相分支回路的电流不宜超过 !,-，所接光源数不宜超过 %# 个；连接建

筑组合灯具时，回路电流不宜超过 %#-，光源数不宜超过 ,& 个；连接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的

单相分支回路的电流不应超过 ’&-。

()%)+ 插座不宜和照明灯接在同一分支回路。

()%)" 在电压偏差较大的场所，有条件时，宜设置自动稳压装置。

()%)!& 供给气体放电灯的配电线路宜在线路或灯具内设置电容补偿，功率因数不应低

于 &)"。

()%)!! 在气体放电灯的频闪效应对视觉作业有影响的场所，应采用下列措施之一：

! 采用高频电子镇流器；

% 相邻灯具分接在不同相序。

()%)!% 当采用!类灯具时，灯具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可靠接地。

()%)!’ 安全特低电压供电应采用安全隔离变压器，其二次侧不应做保护接地。

()%)!* 居住建筑应按户设置电能表；工厂在有条件时宜按车间设置电能表；办公楼宜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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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或单位设置电能表。

!"#"$% 配电系统的接地方式、配电线路的保护，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

!"& 导体选择

!"&"$ 照明配电干线和分支线，应采用铜芯绝缘电线或电缆，分支线截面不应小于

$"%’’#。

!"&"# 照明配电线路应按负荷计算电流和灯端允许电压值选择导体截面积。

!"&"& 主要供给气体放电灯的三相配电线路，其中性线截面应满足不平衡电流及谐波电

流的要求，且不应小于相线截面。

!"&"( 接地线截面选择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 照明控制

!"("$ 公共建筑和工业建筑的走廊、楼梯间、门厅等公共场所的照明，宜采用集中控制，

并按建筑使用条件和天然采光状况采取分区、分组控制措施。

!"("# 体育馆、影剧院、候机厅、候车厅等公共场所应采用集中控制，并按需要采取调光

或降低照度的控制措施。

!"("& 旅馆的每间（套）客房应设置节能控制型总开关。

!"("( 居住建筑有天然采光的楼梯问、走道的照明，除应急照明外，宜采用节能自熄开

关。

!"("% 每个照明开关所控光源数不宜太多。每个房间灯的开关数不宜少于 # 个（只设置

$ 只光源的除外）。

!"(") 房间或场所装设有两列或多列灯具时，宜按下列方式分组控制：

$ 所控灯列与侧窗平行；

# 生产场所按车间、工段或工序分组；

& 电化教室、会议厅、多功能厅、报告厅等场所，按靠近或远离讲台分组。

!"("! 有条件的场所，宜采用下列控制方式：

$ 天然采光良好的场所，按该场所照度自动开关灯或调光；

# 个人使用的办公室，采用人体感应或动静感应等方式自动开关灯；

& 旅馆的门厅、电梯大堂和客房层走廊等场所，采用夜间定时降低照度的自动调光

装置；

( 大中型建筑，按具体条件采用集中或集散的、多功能或单一功能的自动控制系统。

* 照明管理与监督

*"$ 维护与管理

*"$"$ 应以用户为单位计量和考核照明用电量。

*"$"# 应建立照明运行维护和管理制度，并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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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有专业人员负责照明维修和安全检查并做好维护记录，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照

明运行；

" 应建立清洁光源、灯具的制度，根据标准规定的次数定期进行擦拭；

# 宜按照光源的寿命或点亮时间、维持平均照度，定期更换光源；

$ 更换光源时，应采用与原设计或实际安装相同的光源，不得任意更换光源的主要

性能参数。

%&!&# 重要大型建筑的主要场所的照明设施，应进行定期巡视和照度的检查测试。

%&" 实施与监督

%&"&! 工程设计阶段，照明设计图应由设计单位按本标准自审、自查。

%&"&" 建筑装饰装修照明设计应按本标准审查。

%&"&# 施工阶段由工程监理机构按设计监理。

%&"&$ 竣工验收阶段应按本标准规定验收。

附录 ’ 统一眩光值（()*）

’&+&! 照明场所的统一眩光值（()*）计算

! ()* 应按 ’&+&! 公式计算：

()* , %-. +&"/!0
!

!"
!·"
"" （’&+&!）

式中 !0———背景亮度（12 3 4"）；

!!———观察者方向每个灯具的亮度（12 3 4"）；

"———每个灯具发光部分对观察者眼睛所形成的立体角（56）
"———每个单独灯具的位置指数。

" ’&+&! 式中的各参数应按下列公式和规定确定：

!）背景亮度 !0 应按 ’&+&! 7 ! 式确定：

!0 ,
# 8

!
（’&+&! 7 !）

式中 # 8———观察者眼睛方向的间接照度（-9）。

此计算一般用计算机完成。

"）灯具亮度 !"应按 ’&+&! 7 " 式确定：

!",
$"

%·1:5!
（’&+&! 7 "）

式中 $"———观察者眼睛方向的灯具发光强度（12）；

%·1:5!———灯具在观察者眼睛方向的投影面积（4"）；

!———灯具表面法线与观察者眼睛方向所夹的角度（;）。

#）立体角"应按 ’&+&! 7 # 式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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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式中 !"———灯具发光部件在观察者眼睛方向的表观面积（*#）；

"———灯具发光部件中心到观察者眼睛之间的距离（*）。

+）古斯位置指数 # 应按图 $%&%’ 生成的 $ % & 和 ’ % & 的比值由表 $%&%’ 确定。

图 $%&%’ 以观察者位置为原点的位置指数坐标

系统（,，-，.），对灯具中心生成 . / , 和 - / , 的比值

$%&%# 统一眩光值（01,）的应用条件

’ 01, 适用于简单的立方体形房间的一般照明装置设计，不适用于采用间接照明

和发光天棚的房间；

# 适用于灯具发光部分对眼睛所形成的立体角为 &%’23 4! 4 &%&&&)23 的情况；

) 同一类灯具为均匀等间距布置；

+ 灯具为双对称配光；

5 坐姿观测者眼睛的高度通常取 ’%#*，站姿观测者眼睛的高度通常取 ’%5*；

6 观测位置一般在纵向和横向两面墙的中点，视线水平朝前观测；

7 房间表面为大约高出地面 &%75* 的工作面、灯具安装表面以及此两个表面之间的

墙面。

表 $%&%’ 位置指数表

$ % &

’ % & &%&& &%’& &%#& &%)& &%+& &%5& &%6& &%7& &%8& &%9& ’%&& ’%’& ’%#& ’%)& ’%+& ’%5& ’%6& ’%7& ’%8& ’%9&

&%&& ’%&& ’%#6 ’%5) ’%9& #%)5 #%86 )%5& +%#& 5%&& 6%&& 7%&& 8%’& 9%#5 ’&%)5 ’’%7& ’)%’5 ’+%7& ’6%#& — —

&%’& ’%&5 ’%## ’%+5 ’%8& #%#& #%75 )%+& +%’& +%8& 5%8& 6%8& 8%&& 9%’& ’&%)& ’’%6& ’)%&& ’+%6& ’6%’& — —

&%#& ’%’# ’%)& ’%5& ’%8& #%#& #%66 )%’8 )%88 +%6& 5%5& 6%5& 7%6& 8%75 9%85 ’’%#& ’#%7& ’+%&& ’5%7& — —

&%)& ’%## ’%)8 ’%6& ’%87 #%#5 #%7& )%#5 )%9& +%6& 5%+5 6%+5 7%+& 8%+& 9%5& ’&%85 ’#%’& ’)%7& ’5%&& — —

&%+& ’%)# ’%+7 ’%7& ’%96 #%)5 #%8& )%)& )%9& +%6& 5%+& 6%+& 7%)& 8%)& 9%+& ’&%6& ’’%9& ’)%#& ’+%6& ’6%&& —

&%5& ’%+) ’%6& ’%8# #%’& #%+8 #%9’ )%+& )%98 +%7& 5%5& 6%+& 7%)& 8%)& 9%+& ’&%5& ’’%75 ’)%&& ’+%+& ’5%7& —

&%6& ’%55 ’%7# ’%98 #%)& #%65 )%’& )%6& +%’& +%8& 5%5& 6%+& 7%)5 8%+& 9%+& ’&%5& ’’%7& ’)%&& ’+%’& ’5%+& —

&%7& ’%7& ’%88 #%’# #%+8 #%87 )%)& )%78 +%)& +%88 5%6& 6%5& 7%+& 8%5& 9%5& ’&%5& ’’%7& ’#%85 ’+%&& ’5%#& —

&%8& ’%8# #%&& #%)# #%7& )%&8 )%5& )%9# +%5& 5%’& 5%75 6%6& 7%5& 8%6& 9%5& ’&%6& ’’%75 ’#%8& ’+%&& ’5%’& —

&%9& ’%95 #%#& #%5+ #%9& )%)& )%7& +%#& +%75 5%)& 6%&& 6%75 7%7& 8%7& 9%65 ’&%75 ’’%8& ’#%9& ’+%&&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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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录 , 眩光值（-.）

,"!"# 室外体育场地的眩光值（-.）计算

# -. 的计算应按 ,"!"# 公式计算：

-. / $) 0 $&12
%3#

%!"+
34

（,"!"#）

式中 %3#———由灯具发出的光直接射向眼睛所产生的光幕亮度（56 7 8$）；

%34———由环境引起直接入射到眼睛的光所产生的光幕亮度（56 7 8$）。

$ ,"!"# 式中的各参数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由灯具产生的光幕亮度应按 ,"!"# 9 # 式确定：

%3# / #!!
&

’ / #

(4:4 ’

!$
’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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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观察者眼睛上的照度，该照度是在视线的垂直面上，由 " 个光源所产生的

照度（$%）；

!"———观察者视线与 " 个光源入射在眼睛上的方向所形成的角度（&）；

#———光源总数。

’）由环境产生的光幕亮度应按 ()*)+ , ’ 式确定：

$-! . *)*/0$1- （()*)+ , ’）

式中 $1-———可看到的水平照射场地的平均亮度（23 4 5’）。

/）平均亮度 $1-应按 ()*)+ , / 式确定：

$1- . !6781-·"#$*
（()*)+ , /）

式中 !6781-———照射场地的平均水平照度（$%）；

"———漫反射时区域的反射比；

$*———+ 个单位立体角（98）。

()*)’ 眩光值（:;）的应用条件

+ 本计算方法用于常用条件下，满足照度均匀度的室外体育场地的各种照明布灯方

式；

’ 用于视线方向低于眼睛高度；

/ 看到的背景是被照场地；

< 眩光值计算用的观察者位置可采用计算照度用的网格位置，或采用标准的观察者

位置；

0 可按一定数量角度间隔（0&⋯⋯<0&）转动选取一定数量观察方向。

本标准用词说明

+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语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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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 标准条文中，“条”、“款”之间承上启下的连接用语，采用“符合下列规定”、“遵守下

列规定”或“符合下列要求”等写法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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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 #$$%&—’$$&

条 文 说 明

! 总 则

!"#"! 制订本标准的目的和原则。

!"#"$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 本标准与其他标准和规范的关系。

$ 术 语

本章编列了本标准引用的术语，共 &’ 条，绝大多数术语引自行业标准———《建筑照明

术语标准》()( * + !!,—,-。

% 一般规定

%"! 照明方式和照明种类

%"!"! 本条规定了确定照明方式的原则。

! 为照亮整个场所，除旅馆客房外，均应设一般照明。

$ 同一场所的不同区域有不同照度要求时，为节约能源，贯彻照度该高则高和该低

则低的原则，应采用分区一般照明。

% 对于部分作业面照度要求高，但作业面密度又不大的场所，若只装设一般照明，会

大大增加安装功率，因而是不合理的，应采用混合照明方式，即增加局部照明来提高作业

面照度，以节约能源，这样做在技术经济方面是合理的。

& 在一个工作场所内，如果只设局部照明往往形成亮度分布不均匀，从而影响视觉

作业，故不应只设局部照明。

%"!"$ 本条规定了确定照明种类的原则。

! 所有工作场所均应设置在正常情况下使用的室内外照明。

$ 本条规定了应急照明的种类和设计要求。

!）备用照明是在当正常照明因故障熄灭后，可能会造成爆炸、火灾和人身伤亡等严重

事故的场所，或停止工作将造成很大影响或经济损失的场所而设的继续工作用的照明，或

在发生火灾时为了保证消防能正常进行而设置的照明。

$）安全照明是在正常照明发生故障，为确保处于潜在危险状态下的人员安全而设置

的照明，如使用圆盘锯等作业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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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照明是在正常照明因故障熄灭后，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事故，而需要对人员进行

安全疏散时，在出口和通道设置的指示出口位置及方向的疏散标志灯和照亮疏散通道而

设置的照明。

! 值班照明是在非工作时间里，为需要值班的车间、商店营业厅、展厅等大面积场所

提供的照明。它对照度要求不高，可以利用工作照明中能单独控制的一部分，也可利用应

急照明，对其电源没有特殊要求。

" 在重要的厂区、库区等有警戒任务的场所，为了防范的需要，应根据警戒范围的要

求设置警卫照明。

# 在飞机场周围建设的高楼、烟囱、水塔等，对飞机的安全起降可能构成威胁，应按

民航部门的规定，装设障碍标志灯。

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航道两侧或中间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障碍物，可能危及航行安

全，应按交通部门有关规定，在有关建筑物、构筑物或障碍物上装设障碍标志灯。

!$% 照明光源选择

!$%$% 在选择光源时，不单是比较光源价格，更应进行全寿命期的综合经济分析比较，因

为一些高效、长寿命光源，虽价格较高，但使用数量减少，运行维护费用降低，经济上和技

术上可能是合理的。

!$%$! 本条是选择光源的一般原则。

& 细管径（!%’((）直管形荧光灯光效高、寿命长、显色性较好，适用于高度较低的

房间，如办公室、教室、会议室及仪表、电子等生产场所。

% 商店营业厅宜用细管径（!%’((）直管形荧光灯代替较粗管径（ ) %’((）荧光灯，

以紧凑型荧光灯取代白炽灯，以节约能源。小功率的金属卤化物灯因其光效高、寿命长和

显色性好，可用于商店照明。

! 高大的工业厂房应采用金属卤化物灯或高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具有光效高、寿

命长等优点，因而得到普遍应用，而高压钠灯光效更高，寿命更长，价格较低，但其显色性

差，可用于辨色要求不高的场所，如锻工车间、炼铁车间、材料库、成品库等。

" 和其他高强气体放电灯相比，荧光高压汞灯光效较低，寿命也不长，显色指数也不

高，故不宜采用。自镇流荧光高压汞灯光效更低，故不应采用。

# 因白炽灯光效低和寿命短，为节约能源，一般情况下，不应采用普通照明白炽灯，

如普通白炽灯泡或卤钨灯等；在特殊情况下需采用时，应采用 &**+ 及以下的白炽灯。

!$%$" 本条规定可使用白炽灯的场所：

& 要求瞬时启动和连续调光的场所。除了白炽灯，其他光源要做到瞬时启动和连续

调光较困难，成本较高。

% 防止电磁干扰要求严格的场所。因为气体放电灯有高次谐波，会产生电磁干扰。

! 开关灯频繁的场所。因为气体放电灯开关频繁时会缩短寿命。

" 照度要求不高、点燃时间短的场所。因为在这种场所使用白炽灯也不会造成大量

电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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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装饰有特殊要求的场所。如使用紧凑型荧光灯不合适时，可以采用白炽灯。

"#$#! 应急照明采用白炽灯、卤钨灯、荧光灯，因在正常照明断电时可在几秒内达到标准

流明值；对于疏散标志灯还可采用发光二极管（%&’）。而采用高强度气体放电灯达不到

上述的要求。

"#$#( 显色要求高的场所，应采用显色指数高的光源，如采用 )* 大于 +, 的三基色稀土

荧光灯；显色指数要求低的场所，可采用显色指数较低而光效更高、寿命更长的光源。

"#" 照明灯具及其附属装置选择

"#"#$ 本条规定了荧光灯灯具和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灯具的最低效率值，以利于节能。这

些值是根据我国现有灯具效率制定的。在调查的荧光灯灯具中，带反射器开敞式的灯具

效率大于 -!.的占 +/#(.；带透明罩的效率大于 (!.的占 +,.；带磨砂棱镜罩的灯具效

率大于 !!.的占 +(.；带格栅的效率大于 (,.的占 !+.。对于高强气体放电灯灯具，带

反射器开敞式的效率大于 -!.的占 +,.；带透光罩的效率大于 (,.的占 ($.。

"#"#" 本条为几种照明场所，分别规定了应采用的灯具，其依据是：

0 在有蒸汽场所当灯泡点燃时由于温度升高，在灯具内产生正压，而灯泡熄灭后，由

于灯具冷却，内部产生负压，将潮气吸入，容易使灯具内积水。因此，规定在潮湿场所应采

用相应等级的防水灯具，至少也应采用带防水灯头的开敞式灯具。

$ 在有腐蚀性气体和蒸汽的场所，因各种介质的危害程度不同，所以对灯具要求不

同。若采用密闭式灯具，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作，若采用带防水灯头的开敞式灯具，各部

件应有防腐蚀或防水措施。

" 在高温场所，宜采用带散热构造和措施的灯具，或带散热孔的开敞式灯具。

/ 在有尘埃的场所，应按防尘等级选择适宜的灯具。

! 在振动和摆动较大的场所，由于振动对光源寿命影响较大，甚至可能使灯泡自动

松脱掉下，既不安全，又增加了维修工作量和费用，因此，在此种场所应采用防振型软性连

接的灯具或防振的安装措施，并在灯具上加保护网，以防止灯泡掉下。

( 光源可能受到机械损伤或自行脱落，而导致人员伤害和财物损失的，应采用有保

护网的灯具。如在生产贵重产品的高大工业厂房等场所。

- 在有爆炸和火灾危险的场所使用的灯具，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和规范等的有

关规定。如《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设计规范》。

+ 在有洁净要求的场所，应安装不易积尘和易于擦拭的洁净灯具，以有利于保持场

所的洁净度，并减少维护工作量和费用。

1 在博物馆展室或陈列柜等场所，对于需防止紫外线作用的彩绘、织品等展品，需采

用能隔紫外线的灯具或无紫光源。

"#"#/ 直接安装在可燃材料表面上的灯具，当灯具发热部件紧贴在安装表面上时，必须

采用带有 标志的灯具，以免一般灯具的发热导致可燃材料的燃烧。

"#"#! 本条说明选择镇流器的原则：

0 采用电子镇流器，使灯管在高频条件下工作，可提高灯管光效和降低镇流器的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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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功耗，有利于节能，并且发光稳定，消除了频闪和噪声，有利于提高灯管的寿命，目前我

国的自镇流荧光灯大部分采用电子镇流器。

! "# 直管形荧光灯应配用电子镇流器或节能电感镇流器，不应配用功耗大的传统

电感镇流器，以提高能效；"$ 直管形荧光灯（ % &’(）应采用电子镇流器，因电感镇流器不

能可靠起动 "$ 灯管。

) 当采用高压钠灯和金属卤化物灯时，宜配用节能型电感镇流器，它比普通电感镇

流器节能；这类光源的电子镇流器尚不够稳定，暂不宜普遍推广应用，对于功率较小的高

压钠灯和金属卤化物灯，可配用电子镇流器，目前市场上有这种产品。在电压偏差大的场

所，采用高压钠灯和金属卤化物灯时，为了节能和保持光输出稳定，延长光源寿命，宜配用

恒功率镇流器。

’ 采用的镇流器应符合该镇流器的国家能效标准的规定。

)*)*+ 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的触发器，一般是与灯具装在一起的，但有时由于安装、维修上

的需要或其他原因，也有分开设置的。此时，触发器与灯具的间距越小越好。当两者间距

大时，触发器不能保证气体放电灯正常启动，这主要是由于线路加长后，导线间分布电容

增大，从而触发脉冲电压衰减而造成的，故触发器与光源的安装距离应符合制造厂家对产

品的要求。

)*’ 照明节能评价

)*’*& 目前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均采用照明功率密度（,-.）作为建筑照明节能评价

指标，其单位为 (/0!，本标准也采用此评价指标。其值应符合第 + 章的规定。

)*’*! 本标准规定了两种照明功率密度值，即现行值和目标值。现行值是根据对国内各

类建筑的照明能耗现状调研结果、我国建筑照明设计标准以及光源、灯具等照明产品的现

有水平并参考国内外有关照明节能标准，经综合分析研究后制订的。而目标值则是预测

到几年后随着照明科学技术的进步、光源灯具等照明产品性能水平的提高，从而照明能耗

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而制订的。目标值比现行值降低约为 &12 3 !12。目标值执行日

期由标准主管部门决定。

’ 照明数量和质量

’*& 照 度

’*&*& 本条规定了常用照度标准值分级，该分级与 456 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7 11# /
6—!11& 的分级大体一致。在主观效果上明显感觉到照度的最小变化，照度差大约为 &*$
倍。为了适合我国情况，照度分级向低延伸到 1*$89，与原照明设计标准的分级一致。

’*&*! 本条规定照度标准值是指维持平均照度值，即规定表面上的平均照度不得低于此

数值。它是在照明装置必须进行维护的时刻，在规定表面上的平均照度，这是为确保工作

时视觉安全和视觉功效所需要的照度。

’*&*) 3 ’*&*’ 本标准修改了原标准的低、中、高的三种照度标准值，只规定一种标准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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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新标准一致，但凡符合这两条所列的条件之一，作业面或参考平面的照度，可按照

度标准值分级提高或降低一级。但不论符合几个条件，只能提高或降低一级。

$%&%’ 作业面邻近周围（指作业面外 (%’) 范围之内）的照度与作业面的照度有关，若作

业面周围照度分布迅速下降，会引起视觉困难和不舒适，为了提供视野内亮度（照度）分布

的良好平衡，邻近周围的照度不得低于表 $%&%’ 的数值。此表与 !"# 标准《室内工作场所

照明》* ((+ , #—-((& 的规定完全一致。

$%&%. 为使照明场所的实际照度水平不低于规定的维持平均照度值，照明设计计算时，

应考虑因光源光通量的衰减、灯具和房间表面污染引起的照度降低，为此应计入表 $%&%.
的维护系数。

& 因光源光通量衰减的维护系数，按照光源实际使用寿命达到其平均寿命 /(0时

来确定。

- 灯具污染的维护系数的取值与灯具擦拭周期有关。美国、俄罗斯等国家规定擦拭

周期为 & 1 $ 次 ,年，本标准规定了 - 1 2 次 ,年。

2 维护系数是根据对 ’( 个照明场所的实测结果并综合以上因素而确定的，同时也

和原标准规定的维护系数值相同。

$%&%/ 考虑到照明设计时布灯的需要和光源功率及光通量的变化不是连续的这一实际

情况，根据我国国情，规定了设计照度值与照度标准值比较，可有 3 &(0 1 4 &(0的偏差。

此偏差只适用于装 &( 个灯具以上的照明场所；当小于 &( 个灯具时，允许适当超过此偏

差。

$%- 照度均匀度

$%-%& 作业面应尽可能地均匀照亮，根据现场的重点调研和设计普查，照度均匀度多数

在 (%/ 以上，人们感到满意。!"# 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 ((+ , #—-((& 中也规定了

(%/，因此本标准规定一般照明的照度均匀度不应小于 (%/。参照 !"# 标准规定，增加了作

业面邻近周围的照度均匀度不应小于 (%’ 的规定。

$%-%- 房间内的通道和其他非作业区域的一般照明的照度不宜低于作业区域一般照明

照度的 & , 2 的规定是参照原 !"# 标准 -5 , - 号出版物《室内照明指南》（&5+.）制订的。

$%-%2 有电视转播要求的体育场馆的照度均匀度是根据 !"# 出版物《体育比赛用的彩色

电视和摄影系统的照明指南》67%+2（&5+5）制订的。观众席前排的垂直照度一般是指主席

台前各排坐席的照度。

$%2 眩光限制

$%2%& 为限制视野内过高亮度或对比引起的直接眩光，规定了直接型灯具的遮光角，其

角度值等同采用 !"# 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 ((+ , #—-((& 的规定。适用于常时间有

人工作的房间或场所内。

$%2%- 各类照明场所的统一眩光值（89:）是参照 !"# 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 ((+ ,
#—-((& 的规定制订的。89: 最大允许值应符合第 ’ 章的规定，照明场所的统一眩光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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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附录 ! 计算。此计算方法采用 "#$ %%& 号出版物《室内照明的不舒适眩光》（%’’(）的

公式。

)*+*+ 室外体育场的眩光采用眩光值（,-）评价，,- 最大允许值应符合 (*.*%% 的规定，

,- 值按附录 / 计算，此计算方法采用 "#$ %%. 号出版物《室外体育和区域照明的眩光评

价系统》（%’’)）的公式。

)*+*) 由特定表面产生的反射而引起的眩光，通常称为光幕反射和反射眩光。它将会改

变作业面的可见度，往往是有害的，可采取以下的措施来减少光幕反射和反射眩光。

% 从灯具和作业面的布置方面考虑，避免将灯具安装在干扰区内，如灯安装在工作

位置的正前上方 )01以外区域。

. 从房间表面装饰方面考虑，采用低光泽度的表面装饰材料。

+ 从灯具亮度方面考虑，应限制灯具表面亮度不宜过高。

) 从周围亮度考虑，应照亮顶棚和墙，以降低亮度对比，但避免出现光斑。

)*+*( 本条等同采用 "#$ 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2 003 4 $—.00% 的规定。

)*) 光源颜色

)*)*% 本条是根据 "#$ 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2 003 4 $—.00% 的规定制订的。光源的

颜色外貌是指灯发射的光的表观颜色（灯的色品），即光源的色表，它用光源的相关色温来

表示。色表的选择是心理学、美学问题，它取决于照度、室内和家具的颜色、气候环境和应

用场所条件等因素。通常在低照度场所宜用暖色表，中等照度用中间色表，高照度用冷色

表；另外在温暖气候条件下喜欢冷色表；而在寒冷条件下喜欢暖色表；一般情况下，采用中

间色表。

)*)*. 本条是根据 "#$ 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2 003 4 $—.00% 的规定制订的。该标准

的 -5 取值为 ’0、30、60、)0 和 .0。随着人们对颜色显现质量要求的提高，根据 "#$ 标准的

规定，在长期工作或停留的室内照明光源显色指数不宜低于 30。但对于工业建筑部分生

产场所的照明（安装高度大于 67 的直接型灯具）可以例外，-5 可低于 30，但最低限度必

须能够辨认安全色。常用房间或场所的显色指数的最小允许值在第 ( 章中规定。

)*( 反 射 比

)*(*% 本条规定的房间各个表面反射比是完全按照 "#$ 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2 003 4
$—.00% 的规定制订的。制订本规定的目的在于使视野内亮度分布控制在眼睛能适应的

水平上，良好平衡的适应亮度可以提高视觉敏锐度、对比灵敏度和眼睛的视功能效率。视

野内不同亮度分布也影响视觉舒适度，应当避免由于眼睛不断地适应调节引起视疲劳的

过高或过低的亮度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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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明标准值

!"# 居住建筑

!"#"# 居住建筑的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六大区的 $! 户新建住宅照明调研结果，并

参考原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 以及一些国家的照明标准，经综合

分析研究后制订的。居住建筑的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见表 #。

表 # 居住建筑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 单位：*+

房间或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照度范围 平均照度
普查

原标准

%&’ #$$—()

美 国

,-./0—1)))

日 本

’,. 2 (##)—#(3(

俄罗斯

45!"
1$ 6 )! 6 (!

本标

准

起居室

一般活动

书写、阅读

#)) 7 1))
（89:）

#!1 —

1) 7 $) 7 !)
（一般）

#!) 7 1)) 7 $))
（阅读）

$))
（偶尔阅读）

!))
（认真阅读）

#) 7 $)
（一般）

$)) 7 3!)
（读书、化妆）

#))

#))

$))!

卧室

一般活动

书写、阅读

#))
（8)";9:）

3# —

3! 7 #)) 7 #!)
（一般）

1)) 7 $)) 7 !))
（精细作业）

$))
（偶尔阅读）

!))
（认真阅读）

#) 7 $)
（一般）

$)) 7 3!)
（读书、化妆）

#))

3!

#!)!

餐厅

!) 7 #!)

#))
（3$"(:）

8; — 1) 7 $) 7 !) !)
!) 7 #))（一般）

1)) 7 !))（餐桌）
— #!)

厨房

一般活动

操作台

#))
（;1"1:）

($ — 1) 7 $) 7 !)
$))（一般）

!))（困难）

!) 7 #))
（一般）

1)) 7 !))
（烹调、水槽）

#))

#))

#!)!

卫生间
#))

（;#"$:）
#1# — #) 7 #! 7 1) $))

3! 7 #!)（一般）

1)) 7 !))
（洗脸、化妆）

!) #))

注：!宜用混合照明。

# 根据实测调研结果，绝大多数起居室，在灯全开时，照度在 #)) 7 1))#+ 之间，平均

照度可达 #!1#+，而原标准一般活动为 1) 7 $) 7 !)*+，照度太低，美国标准又太高，日本最

低，只有 3!*+，俄罗斯为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本标准定为 #))*+。而起居室的书写、阅

读，参照美、日和原标准，本标准定为 $))*+，这可用混合照明来达到。

1 根据实测调研结果，绝大多数卧室的照度在 #))*+ 以下，平均照度为 3#*+，美国标

准太高，日本标准一般活动太低，阅读太高，俄罗斯为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卧室的

一般活动照度略低于起居室，取 3!*+ 为宜。床头阅读比起居室的书写阅读降低，取 #!)*+。
一般活动照明由一般照明来达到，床头阅读照明可由混合照明来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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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准的餐厅照度太低，最高只有 "#$%，美国较低，而日本在 &## ’ "##$% 之间，根

据我国的实测调查结果，多数在 (##$% 左右，本标准定为 ("#$%。
) 目前我国的厨房照明较暗，大多数只设一般照明，操作台未设局部照明。根据实

际调研结果，一般活动多数在 (##$% 以下，平均照度为 *!$%，而国外多在 (## ’ !##$% 之间，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本标准定为 (##$%。而国外在操作台上的照度均较高，在 &## ’ "##$%
之间，这是为了操作安全和便于识别之故。本标准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定为 ("#$%，可由混

合照明来达到。

" 原标准的卫生间一般照明照度太低，最高只有 &#$%，而国外标准在 "# ’ ("#$% 之

间，根据调查结果，多数为 (##$% 左右，平均照度为 (&($%，故本标准定为 (##$%。至于洗脸、

化妆、刮脸，可用镜前灯照明，照度可在 &## ’ "##$% 之间。

+ 显色指数（,-）值是参照 ./0 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1 ##2 3 0—&##( 制订的，符

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同时，当前光源产品也具备这种条件。

"4& 公共建筑

"4&4( 图书馆建筑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六大区的 )+ 所图书馆照明调研结果，并参

考原国家标准、./0 标准以及一些国家的照明标准经综合分析研究后制订的。图书馆建

筑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见表 &。

表 & 图书馆建筑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 单位：$%

房间或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照度范围 平均照度
普查

原标准

567 (!!—*#

./0

1 ##2 3 0—&##(

美 国

/0189—&###

俄罗斯

5:!"
&! ; #" ; *"

本标

准

阅
览
室

一般图书馆

国家、省市

及 其 他 重 要

图书馆

&## ’ !##
（"#<）

!!*

&## ’

!##
（=)4*<）

("# ’ &## ’ !## "## !##
!##

（一般）

!##

"##

老年阅览室、珍

善本、舆图阅览室
— — — &## ’ !## ’ "## — !## — "##

目录厅（室）、陈

列室
— !*#

("# ’ &"#
（"=4&<）

=" ’ (## ’ ("#
&##

（个人书架）

!##
（阅读架）

&## !##

书 库
> ("#

（*&4!<）

=&
（! ? #4"）

&#2
（! ? #4="）

> ("#
（!"4=<）

&# ’ !# ’ "#
（垂直）

&##
（书架）

"#
（不活动）

=" "#

工作间 — —
("# ’ &"#

（)=4(<）
("# ’ &## ’ !## — — &## !##

( 所调查的阅览室大部分为省市图书馆和部分大学图书馆，半数以上阅览室照度在

&## ’ !##$% 之间，平均照度在 !!*(%，而原标准高档照度为 !##$%，./0 标准为 "##$%，美国和

俄罗斯均为 !##$%。根据视觉满度试验，对荧光灯在 !##$% 时，其满意度基本可以。又据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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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评价，!"# $ %"#&’ 基本满足视觉要求。根据我国现有情况，本标准一般阅览室为 (##&’，
国家、省市及重要图书馆的阅览室、老年阅览室、珍善本、舆图阅览室定为 "##&’。

% 根据陈列室、目录厅（室）、出纳厅的照度普查结果，半数以上平均为 %##&’，原标准

高档为 !"#&’，而国外标准在 %## $ (##&’ 之间，本标准定为 (##&’。
( 根据书库的调查结果，多数照度在 !"#&’ 以下，除美国照度较高外，日本和俄罗斯

在 "# $ )"&’ 之间。本标准定为 "#&’。
* 工作间的照度，调查结果多数平均在 %## $ (##&’ 之间，而原标准高档为 (##&’，考

虑图书的修复工作需要，本标准定为 (##&’。
" 各房间统一眩光值（+,-）和显色指数（-.）是参照 /01 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2

##3 4 1—%##! 制订的。

"5%5% 办公建筑的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六大区的 !3) 所办公建筑照明调研结果，并

参考原国家标准、/01 标准以及一些国家的照明标准经综合分析研究后制订的。办公建

筑的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见表 (。

表 ( 办公建筑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 单位：&’

房间或

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照度范围 平均照度
普查

原标准

,67 !((
—8#

/01

2 ##3 4

1—%##!

美 国

0129:
—%###

日 本

702 ; 8!!#
—!#)8

德 国

<09 "#( "
—!88#

俄罗斯

/=!" %(

> #" > 8"

本标

准

普通

办公室

高档

办公室

%## $ *##
（")5!?）

*%8
%## $ (##

（)*5*?）

!## $ !"#

$ %##
"## "## (## $ )"#

(##

"##

(##
—

(##

"##

会议室、

接待室、

前台

%## $ *##
（"85(?）

("3
%## $ (##

（335!?）

!## $ !"#

$ %##

"##

(##
（接待）

(##

"##
（重要）

(## $ )"#

%## $ "##
（接待）

(##

%##

(##
（前台）

(##

营业厅 — —
%## $ (##

（@85%?）

!## $ !"#

$ %##
—

(##

"##
（书写）

)"# $ !"## — — (##

设计室 — — —
%## $ (##

$ "##
)"# )"# )"# $ !"## )"# "## "##

文件整

理、复印、

发行室

%"# $ ("#
（@@5)?）

(%*
%##

（)%5)?）

"# $ )"

$ !##
(## !## (## $ )"# — *## (##

资料、档

案室
— — A !"#

"# $ )"

$ !##
%## — !"# $ (## — )" %##

! 办公室分普通和高档两类，分别制订照度标准，这样做比较适应我国不同建筑等

级以及不同地区差别的需要。根据调研结果，办公室的平均照度多数在 %## $ *##&’ 之间。

平均照度为 *%8&’，而原标准高档为 %##&’。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看，原标准值明显偏低，

需提高照度标准。/01、美国、日本、德国办公室照度均为 "##&’，只有俄罗斯为 (##&’，根据

我国情况，本标准将普通办公室定为 (##&’，高档办公室定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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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会议室、接待室、前台的照度调查结果，多数平均在 !"" # $""%& 之间，平均照

度为 ’()%&，原标准高档为 !""%&，而 *+, 标准及一些国家多在 ’"" # (""%& 之间，本标准定为

’""%&。
’ 根据营业厅的照度调查结果，多数为 !"" # ’""%& 之间，而美国为 ’"" # (""%&，日本

高达 -(" # .(""%&，本标准定为 ’""%&。
$ 设计室的照度与高档办公室的照度一致，本标准定为 (""%&。
( 根据文件整理、复印、发行室的照度调查结果，重点调查照度在 !(" # ’("%& 之间，

平均为 ’!$%&。普查照度平均为 !""%&，而原标准高档为 .""%&，*+, 标准为 ’""%&，美国标准

稍低为 .""%&，日本为 ’"" # -("%&，本标准定为 ’""%&。
/ 资料、档案室的照度普查结果均小于 .("%&，*+, 标准为 !""%&，日本为 .(" # ’""%&，

本标准定为 !""%&。
- 办公建筑各房间的统一眩光值（012）和显色指数（23）是参照 *+, 标准《室内工作

场所照明》4 ""- 5 ,—!"". 制订的。

(6!6’ 商业建筑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六大区的 7" 所商业建筑的照明调研结果，并

参考原国家标准、*+, 标准以及一些国家的照明标准经综合分析研究后制订的。商业建

筑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见表 $。

表 $ 商业建筑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 单位：%&

房间或

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照度范围 平均照度
普查

原标准

189 .’’
—7"

*+,

4 "") 5

,—!"".

美 国

+,4:;
—!"""

日 本

9+4 < 7.."
—.7-7

德 国

=+: ("’ (
—.77"

俄罗斯

*>!" !’

? "( ? 7(

本标

准

一般商店

营业厅

高档商店

营业厅

@ (""
（-"6!A）

/-)
B (""

（7"6/A）

-( # .""

# .("

’""（小）

(""（大）
’"" ("" # -(" ’"" ’""

’""

(""

一般超店

营业厅

高档超市

营业厅

’"" # (""
（-(A）

(/-
B (""

（7.6-A）

.(" # !""

# ’""
— (""

-(" # ."""
（市内）

’"" # -("
（郊外）

— $""
’""

(""

收款台 — — —
.(" # !""

# ’""
("" — -(" # .""" ("" — (""

. 由于商业建筑等级和地区的不同，将商店分为一般和高档两类，比较符合中国的

实际情况。重点调研结果是多数商店照度均大于 (""%&，平均照度达 /-)%&，因为调研的商

店均为大型高档商店，而普查的照度多数小于 (""%&。*+, 标准将营业厅按大小分类，大营

业厅照度为 (""%&，小营业厅为 ’""%&，而美、德、俄等国均为 ’""%&，日本稍高，达 ("" # -("%&。
据此本标准将一般商店营业厅定为 ’""%&，高档商店营业厅定为 (""%&。

! 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将超市分为二类，一类是一般超市营业厅，另一类是高档超市

营业厅。根据调研结果，照度大多数在 ’"" # (""%&，平均照度达 (/-%&。而美国不分何种超

市均定为 -("%&，日本在市内超市为 -(" # ."""%&，而在市郊超市为 ’"" # -("%&，俄罗斯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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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将一般超市营业厅定为 %""#$，而高档超市营业厅定为 &""#$。
% 收款台要进行大量现金及票据工作，精神集中，避免差错，照度要求较高，本标准

定为 &""#$。
! 商店各营业厅的统一眩光值（’()）和显色指数（)*）是参照 +,- 标准《室内工作场

所照明》. ""/ 0 -—1""2 制订的。

&313! 影剧院建筑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 2" 所影剧院建筑照明调查结果，并参考原

国家标准、+,- 标准以及一些国家的照明标准经综合分析研究所制订的。影剧院建筑国

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见表 &。

表 & 影剧院建筑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 单位：#$

房间或场所 本调查
原标准

(45 2%%—6"
+,-

. ""/ 0 -—1""2
美 国

,-.78—1"""
日 本

5,. 9 622"—26:6
俄罗斯

+;!"1% < "& < 6&
本标准

门 厅 2" = 2%% 2"" = 2&" = 1"" 2"" — %"" = :&" &"" 1""

观众厅
影院

剧场
2"%

%" = &" = :& — 2"" 2&" = %"" :& 2""

&" = :& = 2"" 1"" — 2&" = %"" %"" = &"" 1""

观 众

休息厅

影院

剧场
!" = 1""

&" = :& = 2"" — —

:& = 2"" = 2&" — —
2&" = %""

2&" 2&"

— 1""

排演厅 %1" 2"" = 2&" = 1"" %"" — — — %""

化妆室

一般活

动区

化 妆

&"6
:& = 2"" = 2&"
2&" = 1"" = %""

— — %"" = :&" —
2&"

&""

2 影剧院建筑门厅反映一个影剧院风格和档次，且是观众的主要入口，其照度要求

较高。根据调查结果，门厅照度在 2" = 2%%#$ 之间，而 +,- 标准为 2""#$，日本为 %"" =
:&"#$，俄罗斯为 &""#$，照度差异较大，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本标准定为 1""#$。

1 影院和剧场观众厅照度稍有不同，剧场需看剧目单及说明书等，故需照度高些，影

院比剧场稍低。根据调查，现有影剧场观众厅平均照度为 2"%#$，+,- 标准剧场为 1""#$，本

标准对观众厅，剧场定为 1""#$，影院定为 2""#$。
% 影院和剧场的观众体息厅，根据调查结果，照度在 !" = 1""#$ 之间。原标准高档照

度，影院为 2""#$，剧场为 2&"#$。日本为 2&" = %""#$，俄罗斯为 2&"$。本标准将影院定为

2&"#$，剧场定为 1""#$，以满足观众体息的需要。

! 排演厅的实测照度为 %2"#$，原标准高档为 1""#$，照度较低。+,- 标准为 %""#$，参

照 +,- 标准的规定，本标准定为 %""#$。
& 化妆室的实测照度为 &"6#$，原标准一般区域高档为 2&"#$，化妆台高档为 %""#$，日

本为 %"" = :&"#$。本标准将一般活动区照度定为 2&"#$，而将化妆台照度提高到 &""#$。
> 影剧院和统一眩光值（’()）和显色指数（)*）是参照 +,- 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

明》. ""/ 0 -—1""2 制订的。

&313& 旅馆建筑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六大区的 >1 所旅馆建筑照明调查结果，并参

考原国家标准、+,- 标准以及一些国家的照明标准经综合分析研究后制订的。旅馆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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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见表 !。

表 ! 旅馆建筑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

房间或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照度范围平均照度
普查

原标准

"#$
%&&—’(

)*+
, ((- . +
—/((%

美 国

*+,01
—/(((

日 本

$*, 2
’%%(—%’3’

德 国

4*0 5(&5
—%’’(

俄罗斯

4*0 5(&5
—%’’(

本
标
准

客

房

一般

活动区

6 5(
（3-7’8）

&3 %(( 9 /((
（’:8）

/( 9 &( 9 5(

床头
%((

（537’8）

%%( 5( 9 35
9 %((

—

%(( %(( 9 %5(

— —

写字台
%(( 9 /((

（%((8）

/(- %(( 9 /((
（!:7!8）

%(( 9 %5(
9 /((

卫生间
%(( 9 /((

（!!7:8）

%3&
（水平）

-:
（垂直）

%(( 9 /((
（%((8）

5( 9 35
9 %((

—

&(( &(( 9 35(

&(( %(( 9 /((

—

%(( 35

— %5(

— &((

— %5(

中餐厅
%(( 9 /((

（-/758） %-!
/(( 9 &((
（358）

5( 9 35
9 %((

/(( — /(( 9 &(( /(( — /((

西餐厅、

酒吧间

6 %((
（-/758） !’

—
/( 9 &(
9 5(

— — — — — %((

多功能厅
%(( 9 /((
（3!8）

%:’
&(( 9 :((

（%((8）

%5( 9 /((
9 &((

/(( 5(( /(( 9 5(( /(( /(( &((

门厅、总服

务台

休息厅

5( 9 %((
（!/7!8）

%/%
/(( 9 &((

（-&7:8）

35 9 %((
9 %5(

&((
%((
&((

（阅读处）

%(( 9 /(( — —
&((

/((

客房层

走廊

6 5(
（358）

:&
— — %(( 5( 35 9 %(( — — 5(

厨 房 — — — %5( — /(( 9 5(( — 5(( /(( /((

洗衣房 — — — %5( — — %(( 9 /(( — /(( /((

% 目前绝大多数宾馆客房无一般照明，按一般活动区、床头、写字台、卫生间四项制

订标准。根据实测调查结果，绝大多数一般活动区照度小于 5(;<，平均照度只有 &3;<，原

标准高档为 5(;<，而美国等一些国家为 %(( 9 %5(;<，根据我国情况本标准定为 35;<。床头

的实测照度多数为 %((;< 左右，平均照度为 %%(;<，而原标准最高为 %((;<，稍低，本标准提

高到 %5(;<。写字台的实测照度多在 %(( 9 /((;< 之间，而原标准高档为 /((;<，美国为

&((;<，日本为 &(( 9 35(;<；本标准定为 &((;<。卫生间的实测照度多数在 %(( 9 /((;< 之间，

原标准高档为 %((;<，而美国为 &((;<，日本为 %(( 9 /((;<，本标准定为 %5(;<。
/ 中餐厅重点实测照度多数在 %(( 9 /((;< 之间，平均照度为 %-!;<，而普查设计照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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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在 !"" # $""%& 之间，原标准高档照度为 ’""%&，照度偏低，()* 标准和德国为 !""%&，日

本为 !"" # $""%&，本标准定为 !""%&。
$ 西餐厅、酒吧间、咖啡厅照度，不宜太高，以创造宁静、优雅的气氛。实测照度均小

于 ’""%&。原标准高档为 +"%&，照度偏低，本标准定为 ’""%&。
, 多功能厅重点实测照度多数在 ’"" # !+"%& 之间，平均照度为 ’,-%&，而普查照度均

在 $"" # ,""%& 之间，()* 标准、德国、俄罗斯均为 !""%&，而美国为 +""%&，日本为 !"" # +""%&，
本标准取各国标准的中间值，定为 $""%&。

+ 门厅、总服务台、休息厅是旅馆的重要枢纽，是人流集中分散的场所，重点调查照

度约 ’""%& 左右，平均为 ’!’%&，而普查多数在 !"" # $""%& 之间，原标准高档为 ’+"%&，而国外

标准在 ’"" # $""%& 之间，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本标准将门厅、总服务台定为 $""%&，将休息

厅定为 !""%&。
. 客房屋走道实测照度多数小于 +"%&，平均为 ,$%&，而国外多为 +" # ’""%& 之间，本

标准定为 +"%&。
/ 旅馆建筑各房间的统一眩光值（012）和显色指数（23）是参照 ()* 标准《室内工作

场所照明》4 ""5 6 *—!""’ 制订的。

+7!7. 医院建筑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六大区的 ., 所医院建筑照明调查结果，并参

考《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818 ,"—55、()* 标准和一些国家的照明标准经综合分析研究

后制订的。医院建筑的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见表 /。原标准无此项标准，为新增项目。

表 / 医院建筑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 单位：%&

房间或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照度范围 平均照度
普查

行业标准

818,- 9 55

()*

4 ""5 6

*—!""’

美 国

)*4:;
—!"""

日 本

8)4 < -’’"
—’-/-

德 国

=): +"$+
—’--"

本标

准

治疗室
’"" # !""

（//75>）
’5"

’"" # !""
（5+7!>）

+" # ’""
’"""

+""（一般）
$"" $"" # /+" $"" $""

化验室
!"" # $""

（/’7.>）
!."

’"" # !""
（-$75>）

/+ # ’+" +"" +"" !"" # +"" +"" +""

手术室
? $""

（’"">）
,’/

!"" # $""
（/!7!>）

’"" # !"" ’""" $""" # ’"""" /+" # ’+"" ’""" /+"

诊 室
’"" # !""

（5!7,>）
’/$

’"" # !""
（-’7/>）

/+ # ’+" +""
$""（一般）

+""（工作台）
$"" # /+"

+""

’"""
$""

候诊室
’"" # !""

（/+7!>）
’//

’""
（’"">）

+" # ’"" !""
’""（一般）

$""（阅读）
’+" # $"" — !""

病 房
’"" # !""
（5">）

’!"
’""

（.">）
’+ # $"

’""（一般）

$""
（检查、阅读）

+"（一般）

$""（阅读）

+""（诊断）

’"" # !""

’""（一般）

!""（阅读）

$""（检查）

’""

护士站
’"" # !""

（5!7$>）
’+,

’"" # !""
（’"">）

/+ # ’+" —
$""（一般）

+""（桌面）
$"" # /+" $"" $""

药 房
’"" # !""

（-,7’>）
!’’

’"" # !""
（-+7!>）

— — +"" $"" # /+" — +""

重症监护室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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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室的实测照度大多数在 !"" # $""%& 之间，平均照度为 !’"%&，我国行标高档为

!""%&，而国际及国外的照度标准均在 ("" # )""%& 之间，高的可达 !"""%&。考虑我国实际情

况，提高到 (""%&，还是现实可行的，故本标准定为 (""%&。
$ 化验室的实测照度大多数在 $"" # (""%& 之间，平均照度为 $*"%&，而国外标准多在

)""%&，考虑到化验的视觉工作精细，参照国外标准，本标准也定为 )""%&。
( 手术室一般照明实测照度多在 $"" # (""%& 之间，我国行标高档为 $""%&，而国外平

均在 !"""%& 左右，美国高达 ("""%& 以上，而本标准是采用国外的最低标准，定为 +)"%&。
, 诊室的实测照度在 !"" # $""%& 之间，平均为 !+(%&，我国行标最高为 !)"%&，而国外

多数在 ("" # )""%& 之间。对现有诊室照度水平，医生反映均偏低，故本标准提高到 (""%&。
) 候诊室的实测照度多数在 !"" # $""%& 这间，平均为 !++%&，我国行标高档为 !""%&，

而 -./ 标准为 $""%&，美国和日本为 !"" # (""%& 之间，考虑候诊室可比诊室照度低一级，本

标准定为 $""%&。挂号厅的照度与候诊室的照度相同。

* 病房的实测照度多数在 !"" # $""%& 之间，平均为 !$"%&，我国行标最高为 !""%&，而

国外一般照明为 !""%&，只有在检查和阅读时要求照度为 $"" # )""%&，此时多可用局部照明

来实现，本标准定为 !""%&。
+ 护士站的实测照度多在 !"" # $""%& 之间，平均为 !),%&，我国行标高档为 !)"%&，护

士人员反映偏低，医护人员多在此处书写记录，而国外多在 ("" # )""%& 之间，本标准将照

度提高到 (""%&。
’ 药房的实测照度多在 !"" # $""%& 之间，美国为 )""%&，日本为 ("" # +)"%&，考虑到药

房视觉工作要求较高，需较高的照度，才能识别药品名，本标准定为 )""%&。
0 重症监护室是医疗抢救重地，要求有很高的照度，以满足精细的医疗救护工作的

需要，参照 -./ 标准，本标准定为 )""%&。
!" 医院各房间的统一眩光值（123）和显色指数（34）是参照 2./ 标准《室内工作场

所照明》5 ""’ 6 /—$""! 制订的。

)7$7+ 学校建筑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六大区的 ’’ 所学校建筑的照明调查结果，并

参考我国《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289 00—’*、-./ 标准以及一些国家的照明标准经综合

分析研究后制订的。学校建筑的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见表 ’。原标准无此项标准，为

新增项目。

表 ’ 学校建筑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 单位：%&

房间或

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照度范围 平均照度
普查

国 标

289 00
—’*

-./

5 ""’ 6

/—$""!

美 国

./5:;
—$"""

日 本

9.5 < 0!!"
—!0+0

德 国

=.: )"()
—!00"

俄罗斯

->!" $(

") ? 0)

本标

准

教 室
$"" # (""

（**7*@）
$($

$"" # (""
（0,@）

!)"

(""

)""（夜校、

成人教育）

)"" )"" $"" # +)"
(""

)""
(""

实验室
$"" # (""
（+"@）

$0)
$"" # (""

（0,7’@）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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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

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照度范围 平均照度
普查

国 标

!"# $$
—%&

’()

* ++% ,

)—-++.

美 国

()*/0
—-+++

日 本

#(* 1 $..+
—.$2$

德 国

3(/ 4+54
—.$$+

俄罗斯

’6!" -5

+4 7 $4

本标

准

美术教室 — .$&
-++ 8 5++

（$9:.;）
-++

4++

24+
4++ — 4++ — 4++

多媒体

教室
— 5++

-++ 8 5++
（$+:2;）

-++ 4++ — — 4++ 9++ 5++

教室黑板
< .4+

（44;）
.2+ —

-++
（黑板面）

4++ — — — 4++ 4++

. 教室的实测照度多数在 -++ 8 5++=> 之间，平均照度为 -5-=> 实际照度和设计照度

均较低，国标 !"# $$—%& 为 .4+=>。而 ’() 标准规定普通教室为 5++=>，夜间使用的教室，

如成人教育教室等，照度为 4++=>。美国为 4++=>，德国与 ’() 标准相同，日本教室为 -++ 8
24+=>。本标准参照 ’() 标准的规定，教室定为 5++=>，包括夜间使用的教室。

- 实验室的实测照度大多数在 -++ 8 5++=> 之间，平均照度为 -$9=>，国际 !"# $$—%&
为 .4+>，偏低，多数国家为 5++ 8 4++=>，本标准定为 5++=>。

5 美术教室的普查照度多在 -++ 8 5++=> 之间，国标 !"# $$—%& 为 -++=>，国外标准多

为 4++=>，因美术教室视觉工作精细，本标准定为 4++=>。
9 多媒体教室的普查照度多在 -++ 8 5++=> 之间，国标 !"# $$—%& 为 -++=>，国外照度

标准为 9++ 8 4++=> 之间，考虑因有视屏视觉作业，照度不宜太高，本标准定为 5++=>。
4 目前还有部分教室无专用的黑板照明灯，必须专门设置。黑板垂直面的照度至少

应与桌面照度相同，为保护学生视力，本标准将原国标 !"# $$—%& 的 -++=>，提高到 4++=>。
& 学校建筑各种教室的统一眩光值（?!@）和显色指数（@A）是根据 ’() 标准《室内工

作场所照明》* ++% , )—-++. 制订的。

4:-:% 博物馆照明标准值是在对 -2 所博物馆照明实测基础上，参照 ’() 标准和一些国

家博物馆照明标准，以及采用我国行业标准《博的馆照明设计标准》而制订的。博物馆的

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见表 $。原标准无此项标准，为新增项目。

表 $ 博物馆陈列室展品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 单位：=>

类 别

本调查

重 点

最高

照度

最低

照度

平均

照度

普查

博物馆

行业

标准

’()
博物馆标

准 .$%9

美国

()*/0
—-+++

英国

’("*
—.$%9

日本

(#* 1
$..+—

.$2$

俄罗斯

’6!"
-5—+4
—$4

本
标
准

坚光特别敏

感的展品
&49 -$$ 4.5 — !4+ 4+ — 4+ 24 8 .4+ 4+ 8 24 4+

对光敏感

的展品
5++ %4 .2$ — !.4+ .4+ — .4+ 5++ 8 24+ .4+ .4+

对光不敏

感的展品
52+ 55$ 544 — !5++ 5++ 无限制 无限制 24+8 .4++ -++ 8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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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行业标准，将对光特别敏感展品、对光敏感展品和对光不敏感展品的照度

分别定为不超过 "#$%、!"#$% 和 &##$%，此标准与 ’() !*+, 年博物馆照明标准一致。本标准

采用此照度值。

- 根据陈列室一般照明的照度低于展品照度的原则，一般照明的照度按展品照度的

-#. / &.选取。

& 根据 ’() 标准的规定，统一眩光值（012）应为 !*，对辨色要求高的展品，其显色指

数（23）不应低于 *#，对于显色要求一般的展品显色指数（23）为 +#。

"4-4* 展览馆展厅的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见表 !#。

表 !# 展览馆展厅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 单位：$%

房间或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普 查

最高

照度

最低

照度

平均

照度

最高

照度

最低

照度

平均

照度

美 国

()567
—-###

日 本

8(5 9
*!!—!*:*

俄罗斯

’;!"
-&—#"
—*"

本
标
准

展厅
一般

高档
<!* <!# <!" "## !"# -#: !## -## / "## -##

-##

&##

! 展览馆展厅的照度，本次调查展厅数量少，调查结果说明不了普遍性问题。展厅

照明标准，主要是参考日本、俄罗斯的照度标准制订的。根据不同建筑等级以及不同地区

的差别，将展厅分为一般和高档二类。一般展厅定为 -##$%，而高档展厅定为 &##$%，至于

本次实测的展厅是新建的属亚洲最大的广东省展览馆展厅，一般照明初始平均照度为

<!"$%，维护系数按 #4+ 计算，则维护平均照国庆节约为 ,*-$%。该展览馆由日本公司设计

执行的是日本标准，照度太高。目前，我国不宜采用此照度值。

- 根据 ’() 标准的规定展厅的统一眩光值（012）为 --，而显色指数（23）为 +#。

"4-4!# 交通建筑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六大区的 -+ 座机场、车站、汽车客运交通站

的照明调查结果，并参考原国家标准、’() 标准以及一些国家照明标准经综合分析研究后

制订的。本标准中机场建筑照明系新增加项目。交通建筑的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见表

!!。

表 !! 交通建筑（火车站、汽车站、机场、码头）国内外照度标准对比

单位：$%

房间或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照度范围
平均

照度

普查

原标准

1=8
!&&—*#

’() 5
##+ > &
—-##!

美国

()567
—-###

日 本

8(5 9
*!!#—!*:*

本
标
准

售票台 — — — -## — — — "##

问讯处 — — — !"#
"##

（台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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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照度范围
平均

照度

普查

原标准

!"#
$%%—&’

()* +
’’, - %
—.’’$

美国

)*+/0
—.’’’

日 本

#)+ 1
&$$’—$&2&

本
标
准

候车（机、船）

室

普通

高档

$’’ 3 .’’
（%4526）

7 .’’
（8.5&6）

$22

$9&
（火）

.44
（机）

4’ 3 24
3 $’’
$4’

.’’ 4’
%’’ 3 24’（0）

$4’ 3 %’（"）

24 3 $4’（(）

$4’

.’’

中央大厅 84% 3 82% 89% — — .’’ %’ — .’’

售票大厅
!.’’

（9$546）
.8$ $.4

24 3 $’’
3 $4’

.’’ 4’’
%’’ 3 24’（0）

$4’ 3 %’’（"）
.’’

海关、护照检查 — —
$’’ 3 $4’
3 .’’

4’’ — — 4’’

安全检查
!.’’

（246）
%.$ — — %’’ %’’ — %’’

换票、行李托运 .2% — —
4’ 3 24
3 $’’

%’’ %’’ — %’’

行李认领、到达大

厅、出发大厅
$&2 — $&%

4’ 3 24
3 $’’

.’’ 4’ — .’’

通 道、连 接 区、扶

梯

$%’（火车）

424（机场）

平均 %&$
—

$24 3
$&’

$4 3 .’
3 %’

$4’ —

$4’ 3 %’’（0）

24 3 $4’（"）

4’ 3 $4’（(）

$4’

站台（有期）

站台（无棚）
— .’ 3 %’

$4 3 .’
3 %’

$’ 3 $4
3 .’

— —
$4’ 3 %’’（0）

24 3 $4’（"）

24
4’

$ 售票台台面，原标准为 .’’:;，照度偏低，因工作精神集中，收现金、发票，本标准定

为 4’’:;。
. 问讯处的原标准高档为 $4’:，而 ()* 问讯处台面为 4’’:;，根据我国情况，定为

.’’:;。
% 候车（机、船）室的实测照度多数在 $4’:; 以上，原标准高档为 $4’:;。()* 标准规定

为 .’’:;，而日本分为三级，0 级为 %’’ 3 24’:;，" 级为 $4’ 3 %’’:;，( 级为 24 3 $4’:;。本标

准将候车（机、船）室（厅）分为普通和高档二类，普通定为 $4’:;，高档定为 .’’:;。
8 中央大厅的实测照度较高，平均照度为 89%:;，而原标准最高为 $’’:;。()* 标准规

定为 .’’:;，参照 ()* 标准规定，本标准定为 .’’:;。
4 售票厅的重点实测照度半数大于 .’’:;，平均照度为 .8$:;，而普查只有 $.4:;。原

标准高档为 $4’:;，()* 标准规定为 .’’:;，美国 4’’:;，而日本分不同等级车站定照度标准，

0 级为 %’’ 3 24’:;，" 级为 $4’ 3 %’’:;。根据我国情况，参照 ()* 标准，本标准定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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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护照检查，原标准为 "##$%，参照 &’( 标准规定，本标准定为 )##$%。
* 安全检查的实测照度多数大于 "##$%，平均照度为 +"$%，&’( 标准和美国均规定为

+##$%，本标准定为 +##$%。
, 换票和行李托运的实测照度为 "*+$%，原标准高档为 -##$%，而 &’( 标准和美国规定

均为 +##%，本标准定为 +##$%。
. 行李认领、到达大厅和出发大厅的实测照度为 -.*$%，而 &’( 标准为 "##$%，本标准

参照 &’( 标准，定为 "##$%。
-# 通道、连接区、扶梯的普查平均照度为 -*) / -.#$%，原标准高档为 +#$%，照度太低，

而 &’( 标准规定为 -)#$%，日本 -)#$% 是三级中的中间值，本标准定为 -)#$%。
-- 本标准有棚站台定为 *)$%，无棚站台定为 )#$%，符合现今的实际情况。

-" 交通建筑房间或场所的统一眩光值（012）和显色指数（23）是根据 &’( 标准《室

内工作场所照明》4 ##, 5 (—"##- 制订的。

)6"6-- 体育建筑的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一些主要城市的 ". 座体育场馆的照明调

查结果，并参考原国家标准、&’( 标准以及一些国家的照明标准经综合分析研究后制订

的。体育场馆的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见表 -"。

表 -" 体育建筑照度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

单位：$%

房间或

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照度范围
平均

照度

普查

原标准

178
-++—.#

&’(
9:;,+
—-.,.

美国

’(49<
—"###

日 本

8’4=
.--#—-.*.

本标准

体育馆
-### / "###
（,+6+>）

-,*#
-## /
"###

（-##>）

体育馆
"##

（!+6!>）
"+,*

-## /
"###

（-##>）

游泳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正式）

+## / *)#
（一般）

)## / *)#
-###（<）

-)## / "###

*)# / -)##
（正式）

+## / *)##
（一般）

**)# / -###
/ -)##（7）

+## / *)#

*)# / -)##
（正式）

+## / *)#
（一般）

-### / -)##（&）

训练馆
-### / "###
（-##>）

-?-! — "## / *)# — — — —

注：&’( 标准的（<）、（7）和（&）为三组比赛项目的彩电转播照度值，而原标准为非彩电转播照度值。

本标准的表 )6"6-- @ - 和表 )6"6-- @ " 规定了各种运动项目所对应的照度标准值，实

际上这些运动项目是在综合体育场馆进行的。我们测试的场馆是在全部开灯情况下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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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实际设计时，均考虑了通过控制提供各种运动项目各种级别所需的照度值。在表

!"#"$$ % $ 中所列的照度值是在参考原标准的高档值基础上做了小的调整。表 !"#"$$ % #
仍然采用原标准的照度值，这与 &’( 标准所规定的彩电转播时照度值一致。

$ 根据调查结果，体育场的实测照度大多数在 $))) * #)))+, 之间，平均照度为

$-.)+,。
# 体育馆实测照度半数以上为 #)))+,，平均照度为 #/-.+,。
/ 游泳馆实测照度多数在 $))) * #)))+, 之间，平均照度为 $01#+,。
0 训练馆实测照度全在 $))) * #)))+, 之间，平均照度为 $0$1+,。
根据以上调查分析，我国现有的体育场馆照度均高于 &’( 彩电转播时标准规定的照

度值，而本标准仍然采用 &’( 标准规定的彩电转播时的照度值，因为此值已可以满足各种

运动项目比赛和训练所要求的照度。

本标准的表 !"#"$$ % / 规定了有无彩电转播的眩光值（23）和显色指数（34）。

目前对室外体育场的眩光评价可按 &’( 出版物《室外体育场和广场照明的眩光评价

系统》56"$$#（$770）的额定眩光值（23）执行，眩光值（23）不应小于 !)。而对体育馆的室

内眩光评价尚无规定。

关于显色指数，彩电转播的比赛场馆要求显色指数（34）不小于 -)，当今大型国际和

国内比赛要求显色指数（34）甚至不宜小于 7)。而对于非彩电转播的场馆的显色指数

（34）不应小于 1!。

!"/ 工业建筑

!"/"$ 工业建筑的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全国六大区的机械、电子、纺织、制药等 $1 大类

工业建筑 10! 个房间或场所的照明调查结果，并参考原国家标准《工业企业照明设计标

准》28 !))/0—7#、&’( 标准以及一些国家的照明标准经综合分析研究后制订的。

$ 各类工业场所调查数据和国内外标准

各类工业场所调查照度值和国内外标准值对比见表 $/。

表 $/ 工业建筑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

单位：+,

房间或场所

本调查

重点普查

原标准

28
!))/0
—7#

&’(
9 ))- : (
—#))$

德国

;’5 !)/!
—$77)

美国

’(95<
—#)))

日本

=’9 >
7$$)

—$7.7

俄罗斯

&?!"
#/ % )!
% 7!

本标准

$ 通作房间或场所

试
验
室

一般 ..$ /$/ $!) !)) /)) — /)) — /))

精细 — — — — — — /))) — !))

检
验

一般 —

精细、有颜色

要求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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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本调查

重点普查

原标准

!"
#$$%&
—’(

)*+
, $$- . +
—($$/

德国

0*1 #$%#
—/’’$

美国

*+,12
—($$$

日本

3*, 4
’//$

—/’5’

俄罗斯

)6!"
(% 7 $#
7 ’#

本标准

计量室、测量室 — &$$ ($$ #$$ — — — — #$$

变、

配站

电

配电装置室

变压器室

/%/
(/’ #$ ($$ 8 #$$

/%/ %$ —

/$$
#$$，%$$，

/$$
/#$ 8 %$$

/#$，($$ ($$

5# /$$

电源设备室、发电

机室
— (($ #$ ($$ /$$

#$$，%$$，

/$$
/#$ 8 %$$ /#$，($$ ($$

控
制
室

一般控制室

主控制室
%%(

(95 /$$ %$$ — /$$ %$$ /#$（%$$） %$$

%-/ ($$，/#$ #$$ — — 5#$ — #$$

电话站、网络中心 — &$$ /#$ — %$$
#$$，%$$，

/$$
— /#$，($$ #$$

计算机站 — &$$ — #$$ —
#$$，%$$，

/$$
— — #$$

动

力

站

风机房、空调

机房
— /($ %$ ($$ /$$

泵房 /%$ /5# %$ ($$ /$$

冷冻站 /%$ /5# #$ ($$ /$$

压缩空气站 — /#$ #$ — —

锅炉房、煤气

站的操作层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8
/#$

/$$

仓
库

大件库

一般件库

精细件库

/#-

’/ /$

/#9 /#

(/5 %$

/$$

#$ #$ %$ #$ #$

/$$ /$$ #$ 5# /$$

($$ %$$ 5# ($$ ($$

车辆加油站 — — — — /$$ — — — /$$
( 机、电工业

机
械
加
工

粗加工

一 般 加 工 公

差!$:/;;
精 密 加 工 公 差

< $:/;;

&&%

($-
#$

（#$$）
— — %$$ %$$

($$
（/$$$）

($$

%$$
5#

（5#$）
%$$ %$$ #$$ 5#$

($$
（/#$$）

%$$

%’(
/#$

（/#$$）
#$$ #$$

%$$$ 8
/$$$

/#$$ 8
%$$$

($$
（($$$）

#$$

机
电

仪
表
装
配

大件

一般件

精密

特精密

&&%

(#$ 5# ($$ ($$ %$$ %$$
($$

（#$$）
($$

%&$
/$$

（5#$）
%$$ %$$ #$$ —

%$$
（5#$）

%$$

#5&
/#$

（/#$$）
#$$ #$$

%$$$ 8
/$$$$

%$$$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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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本调查

重点普查

原标准

!"
#$$%&
—’(

)*+
, $$- . +
—($$/

德国

0*1 #$%#
—/’’$

美国

*+,12
—($$$

日本

3*, 4
’//$

—/’5’

俄罗斯

)6!"
(% 7 $#
7 ’#

本标准

电线、电缆制造 — — — %$$ %$$ — — — %$$

线
圈
绕
制

大线圈 — — — %$$ %$$ — — — %$$

中等线圈 — — — #$$ #$$ — — — #$$

精细线圈 — — — 5#$ /$$$ — — — 5#$

线圈浇注 — — — %$$ %$$ — — — %$$

焊
接

一般 —

精密 —
%/$

5# %$$ %$$ %$$ ($$ ($$ ($$

/$$ %$$ %$$
%$$$ 8
/$$$$

($$ ($$ %$$

钣金 —

冲压、剪切 #$5
(5$

5# %$$ %$$ — — — %$$

#$
（%$$）

%$$ ($$
%$$，#$$，

/$$$
— — %$$

热处理 — %%- #$ — — — — — ($$

铸
造

熔化、浇铸 —

造型 —

/’(
#$

%$$
($$

%$$
($$

— — — ($$

#$
（#$$）

#$$ #$$ — — — %$$

精密铸造的制模、

脱壳
— %%$ — — — — — — #$$

锻工 — ($$ #$ %$$，($$ ($$ — — ($$ ($$

电镀 9#( %#$ 5# %$$ %$$ — — ($$（#$$） %$$

喷
漆

一般

精细
/5/ (&( 5# 5#$ #$$

%$$，#$$，

/$$

— ($$ %$$

— %$$ #$$

酸洗、腐蚀、清洗 &%/ (’9 #$ — — — — — %$$

抛
光

一般装饰性

精细
%/%

($$
（5#$）

— #$$
%$$，#$$，

/$$$
— —

%$$

#$$

复合材料加工、铺

叠、装饰
&&$ — — — — — — — #$$

机
电
修
理

一般

精密

(’/
((#

#$
（#$$）

— ($$

%$$
5#

（5#$）
— #$$

#$$
—

—

%$$
（5#$）

($$

%$$

% 电子工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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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本调查

重点普查

原标准

!"
#$$%&
—’(

)*+
, $$- . +
—($$/

德国

0*1 #$%#
—/’’$

美国

*+,12
—($$$

日本

3*, 4
’//$

—/’5’

俄罗斯

)6!"
(% 7 $#
7 ’#

本标准

电子元器件

电子零部件

电子材料

酸、碱、药液及粉配制

%-5

%-$ — /#$$ /$$$ —

%5#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纺织、化纤工业

纺织 — ((# —

化纤 — /%( —
($$ 8 /$$$

($$ 8
/$$$

— — — /#$ 8 %$$

— — — 5# 8 ($$

# 制药工业

制药生产 — %%& —

生产流转通道 — /(# —
#$$

— — — — %$$

— — — — ($$

9 橡胶工业

炼胶车间 — %$$ —

压延压出工段 — %($ —

成型裁断工段 — %($ —

硫化工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电力工业

锅炉房 — 5$ — /$$ /$$ — — 5# /$$

发电机房 — /#- — ($$ /$$ — — — ($$

主控制室 — %(- — #$$ %$$ — — /#$ 8 %$$ #$$

- 钢铁工业

炼铁 — /&( — ($$ #$ 8 ($$ — — — %$ 8 /$$

炼钢 — ($$ — #$ 8 ($$ #$ 8 ($$ — — — /#$ 8 ($$

连铸 — ($$ — #$ 8 ($$ #$ 8 ($$ — — — /#$ 8 ($$

轧钢 — /#$ — %$$ #$ 8 ($$ — — — #$ 8 ($$

’ 造纸工业 — /9$ — ($$ 8 #$$ ($$ 8 #$$ — — — /#$ 8 #$$

/$ 食品及饮料工业

食

品

糕点、糖果 — /%9 — ($$ 8 %$$ — — — — ($$

乳制品、肉制

品
— /&% — ($$ 8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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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本调查

重点普查

原标准

!"
#$$%&
—’(

)*+
, $$- . +
—($$/

德国

0*1 #$%#
—/’’$

美国

*+,12
—($$$

日本

3*, 4
’//$

—/’5’

俄罗斯

)6!"
(% 7 $#
7 ’#

本标准

饮料 — /($ — — — — — — %$$

啤

酒

糖化 — /($ ($$ ($$ — — — — ($$

发酵 — /($ ($$ ($$ — — — — /#$

包装 — /($ ($$ ($$ — — — — /#$

// 玻璃工业

熔制、备料、退火 — /8$ — %$$ %$$ — — — /#$

窑炉 — /8$ — #$ ($$ — — — /$$

/( 水泥工业

主要生产车间（破

碎、原料粉磨、烧成、

水泥粉磨、包装）

— — — ($$ 9 %$$ ($$ — — — /$$

储存 — — — — — — — — 5#

输送走廊 — — — — — — — — %$

粗坯成型 — — — %$$ ($$ — — — %$$

/% 皮革工业

原皮、水浴 — (#$ — ($$ ($$ — — — ($$

转毂、整理、成品 — (#$ — %$$ %$$ — — — ($$

干燥 — — — — — — — /$$

/& 卷烟工业

制丝车间 — — — ($$ 9 %$$ ($$ 9 %$$ — — — ($$

卷 烟、接 过 滤 嘴、

包装
— — — #$$ #$$ — — — %$$

/# 化学、石油工业

生产场所 — ’8 —

生产辅助场所 — %$ —
#$ 9 %$$ #$ 9 ($$

— — —

— — —
%$ 9 /$$

/8 木业和家具制造

一 般 机 器 加

工
—

精 细 机 器 加

工
—

锯木区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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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本调查

重点普查

原标准

!"
#$$%&
—’(

)*+
, $$- . +
—($$/

德国

0*1 #$%#
—/’’$

美国

*+,12
—($$$

日本

3*, 4
’//$

—/’5’

俄罗斯

)6!"
(% 7 $#
7 ’#

本标准

模
型
区

一般 —

精细 —
&$

5#
（#$$）

5#$ #$$ — —
($$

（/$$$）

%$$

5#$

胶合、组装 —

磨光、异形细木工 —
&$

— %$$ %$$ — —

— 5#$ — — —

($$
（/$$$）

%$$

5#$

注：/ 本节工业建筑场所规定的照度都是一般照明的平均照度值，部分场所需要另外增设局部照

明，其照度值按作业的精细程度不同，可按一般照明照度的 /8$ 9 %8$ 倍选取。

( 表中数值后带“（ ）”中的数值，系指包括局部照明在内的混合照明照度值。

% 表中 !" #$$%&—’( 的照度值系取该标准三档照度值的中间值。

& 表中 )*+ 标准及各国标准数值有一部分系参照同类车间的相同工作场所的照度值，而不是

标准实际规定的数值。

( 主要修订原则

/）近十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当前有需要也有条件适当提高照度水平。

(）根据标准制订的原则，有条件的尽量向国际标准靠近。国际照明委员会（)*+）于

($$/ 年新颁布的《室内照明工作场所的照明》)*+ , $$- . +—($$/ 比较符合或接近我国当

前的实际状况，可以作为参考。

% 主要依据

/）根据本次标准修订中进行的普查和重点调查取得的资料；

(）参照 )*+《室内工作场所照明》, $$- . +—($$/ 国际标准；

%）考虑原标准 !" #$$%&—’( 的状况，适当参考德、美、日、俄等国的标准。

& 本标准主要变化和特点

/）取消 !" #$$%&—’( 按视觉作业特性划分十个等级的方法，改为直接规定作业场所

或房间的照度值，比较直观，便于应用。

(）变更了原标准规定一般照明照度值和混合照明照度值的办法，本标准只规定一般

照明照度值，对需要增设局部照明的场所，按需要另增加照度，并规定需要局部照明时，其

增加照度按一般照明照度的 /8$ 9 %8$ 倍选取。原因：一是按 )*+ 新标准的方式；二是考

虑工程设计中主要是设计和计算一般照明，而局部照明很少计算，通常是按作业需要配置

和调整，或者由生产设备配套，所以规定一般照明照度更为实用。

%）将原标准规定的每个场所给出三档照度值，统一定为一个照度值，是按 )*+ 新标准

的方式。同时，规定了按一定条件可以提高或降低一级照度的条款。

&）原标准规定了视觉作业十个等级的照度，在附录中列出了机械工业和通用场所的

具体照度标准。本标准由于取消了十个等级的照度标准，将我国工业较常见的机电、电子

及信息产业、纺织、钢铁、化工石油、造纸 制药等 /# 个代表性行业及通用工业场所，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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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代表性房间或场所制订了照度标准值。其他未涉及的工业和已列入的 !" 个行业的

其他房间则由行业照明标准确定。

"）部分作业场所，由于其作业精细程度和其对明要求差异很大，本标准规定了两档或

多档不同精度的照度值，以适应不同行业、不同作业精度和不同企业规模的需要，供工程

设计时按实际要求确定。

" 关于质量标准

#$% 和 %& 标准值与原标准的方式不同，按不同房间或场所规定了 #$% 和 %& 质量标

准值。#$% 和 %& 值主要是参考 ’() 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 ++, - )—.++! 制订的。

"/0 公用场所

"/0/! 本条所指的公用场所是指公共建筑和工业建筑的公用场所，它们的照度标准值是

参考原国家标准、’() 标准以及一些国家标准经综合分析研究后制订的。除公用楼梯、厕

所、盥洗室、浴室的照度比 ’() 标准的照度值有所降低外，其他均与 ’() 标准的规定照度

相同，电梯前厅是参照 ’() 标准自动扶梯的照度值制订的。此外，将门厅、走廊、流动区

域、楼梯、厕所、盥洗室、浴室、电梯前厅，根据不同要求，分为普通和高档二类，便于应用和

节约能源。公用场所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见表 !0。

表 !0 公用场所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 单位：12

房间或场所

原标准

$34
!55—6+

’()
* ++, - )
—.++!

美 国

()*78
—.+++

日 本

4(* 9 6!!+
—!6:6

德 国

;(7 "+5"
—!66+

俄罗斯

’<!"
.5 = +" = 6"

本标准

门 厅 — !++ !++ .++ > "++
相邻房间照

度的 . 倍
5+ > !"+

!++（普通）

.++（高档）

走廊、流动区域 !" > .+ > 5+ !++ !++ !++ > .++ "+ .+ > :"
"+（普通）

!++（高档）

楼梯、平台 .+ > 5+ > "+ !"+ "+ !++ > 5++ !++ !+ > !++
5+（普通）

:"（高档）

自动扶梯 — !"+ "+
"++ > :"+
（商店）

!++ — !"+

厕所、盥洗室、

浴室
.+ > 5+ > "+ .++ "+ !++ > .++ !++ "+ > :"

:"（普通）

!"+（高档）

电梯前厅 .+ > "+ > :" — — .++ > "++ — —
:"（普通）

!"+（高档）

休息室
5+ > "+ > :"
（吸烟室）

!++ !++ :" > !"+ !++ "+ > :" !++

储藏室、仓库 .+ > 5+ > "+ !++ !++ :" > !"+ "+ > .++ :" !++

车库
停车间

检修间
!" :" — — — —

:"
.++

"/0/. 备用照明、安全照明和疏散照明的照度标准值是参照原《工业企业照明设计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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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建筑防火设计规范》制订的。

) 照明节能

)*+ 照明功率密度值

)*+*+ 本条规定了居住建筑的照明功功率密度值。当符合第 &*+*% 和第 &*+*& 条的规

定，照度标准值进行提高或降低时，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居住建筑的照

明功率密度值是按每户来计算的。居住建筑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见表 +#。

表 +# 居住建筑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 单位：,-.(

房间或

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普查

北京市绿照规

程 /"0 $+—

)$1—($$+

俄罗斯

!"#$
(*$+—’2

本 标 准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

（34）

56/ 7 #
起居室 （($*)8） +$$
卧 室 # 9 +$ 1#
餐 厅 （&&*+8） — 1 ($ 1 ) +#$
厨 房 +$ 9 +# +$$
卫生间 （(%*#8） +$$

户平均 2*’%

根据调查结果，约半数住户 56/ 在 # 9 +$, - .( 之间，户平均为 2*’%, - .(，北京市《绿

色照明工程技术规程》/"0 $+—)$1—($$+（以下简称北京市绿照规程）为 1, - .(，台湾的

调查结果为 1, - .(，本标准现行值定为 1, - .(，目标值定为 ), - .(。

)*+*(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规定了办公建筑照明的功率密度值。当符合第 &*+*% 和第

&*+*& 条的规定，照度标准值进行提高或降低时，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办公建筑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见表 +)。

表 +) 办公建筑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

单位：,-.(

房间或

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普查

北京市绿

照规程

/"0 $+—

)$1—($$+

美 国

:;<=:>
- ?>;@:
—’$*+
—+’’’

日 本

节能法

+’’’

俄罗斯

!"#$
(*$+—’2

本 标 准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

（34）

普通

办公室

高档

办公室

+$ 9 +2
（&1*)8）

+2 9 ((
（++*’8）

平均 ($

+$ 9 +2
（)+*18）

+2 9 ((
（’*’8）

+%

($

++*2#
（封闭）

+%*’’
（开敞）

($ (#

++ ’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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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

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普查

北京市绿

照规程

!"# $%—

&$’—($$%

美 国

)*+,)-
. /-*0)
—1$2%
—%111

日 本

节能法

%111

俄罗斯

!"#$
(2$%—13

本 标 准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

（45）

会议室

%$ 6 %3
（77238）

%3 6 ((
（%$298）

平均 ($2%

%$ 6 %3
（:72%8）

%3 6 ((
（%&278）

— %&2%7 ($ — %% 1 9$$

营业厅 —

%$ 6 %3
（9$238）

; %$
（:32:8）

— %:2$’ 9$ :: %9 %% 9$$

文件整

理、复

印、发行

室

平均

%’21

%$ 6 %3
（7:2:8）

%3 6 ((
（7:2:8）

— — — (: %% 1 9$$

档案室 —
%$ 6 %3

（’:8）
— — — — 3 ’ ($$

由表 %& 可知：

% 将办公室分为普通办公室和高档办公室两种类型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而且更加有

利于节能。重点调查对象多为高档办公室，其平均照明功率密度为 ($< . =(，本标准为了

节能，将高档办公室定为 %3< . =(，目标值定为 %:< . =(。从调查结果看，半数被调查办公

室在 %$ 6 %3< . =( 之间，本标准将普通办公室定为 %%< . =(，目标值定为 1< . =(。

( 从调查结果看，半数的会议室在 %$ 6 %3< . =( 之间，而美国接近 %’< . =(，日本为

($< . =(，根据我国的照度水平及调查结果，本标准定为 %%< . =(，目标值定为 1< . =(。

9 国外营业厅的照明功率密度均较高，在 (& 6 9:< . =( 之间，而我国的调查结果多

数小于 %$< . =(，考虑到我国的照度水平及调查结果，本标准定为 %9< . =(，目标值定为

%%< . =(。

7 文件整理、复印和发行室，只有俄罗斯有相应标准，且其值较高为 (7< . =(，本标准

和我国的照度水平相对应，定为 %%< . =(，目标值定为 1< . =(。

: 档案室我数在 %$ 6 %3< . =( 之间，根据所规定照度，本标准定为 3< . =(，目标值定

为 ’< . =(。

&2%29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规定了商业建筑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当符合第 72%29 和第

72%27 条的规定，照度标准值进行提高或降低时，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商业建筑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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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商业建筑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

单位：#$%&

房间或

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普查

北京市绿

照规程

’() *!—

+*"—&**!

美 国

,-./,0
$ 10-2,
—3*4!
—!333

日 本

节能法

!333

俄罗斯

!"#$
&4*!—35

本 标 准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

（67）

一般超市

营业厅

高档商店

营业厅

!5 8 &+
（!54&9）

&+ 8 :;
（&54+9）

平均 :*4"

!* 8 !5
（;"4&9）

!5 8 &+
（&&4&9）

平均 &+4"

:* &&4+ &* &<

!& !* :**

!3 !+ <**

一般商店

营业厅

高档超市

营业厅

&+ 8 ;&
（<*9）

5* 8 3*
（&<9）

平均 :34*

!* 8 &+
（++4"9）

&+ 8 ;&
（!+4+9）

平均 !34*

— !34; — :<

!: !! :**

&* !" <**

由表 !" 可知，商业建筑照明重点调查的照明功率密度平均为 :*4"# $ %&，日本为

&*# $%&，美国为 &&4+# $ %&，俄罗斯为 &<# $ %&，北京市为 :*# $ %&。本标准结合我国情况，

为节约能源，高档商店营业厅定为 !3# $ %&，目标值定为 !+# $ %&；一般商店营业厅定为

!&# $ %&，目标值定为 !*# $ %&；因超市净高较高，一般超市营业厅定为 !:# $ %&，目标值为

!!# $ %&；高档超市营业厅定为 &*# $ %&，而目标值定为 !"# $ %&。

+4!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规定了旅馆建筑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当符合第 ;4!4: 和第

;4!4; 条的规定，照度标准值进行提高或降低时，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旅馆建筑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见表 !5。

表 !5 旅馆建筑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

单位：#$%&

房间或

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普查

北京市绿照

规程 ’() *!
—+*"—&**!

美 国

,-./,0
$ 10-2,

—3*4!—!333

日 本

节能法

!333

本 标 准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

（67）

客房

< 8 !*
（&34+9）

!* 8 !<
（;;4;9）

平均 !!4++

!* 8 !<
（<:4:9）

!* 8 !<
（&*9）

平均 !&4<:

!< &+43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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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

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普查

北京市绿照

规程 !"# $%
—&$’—($$%

美 国

)*+,)-
. /-*0)

—1$2%—%111

日 本

节能法

%111

本 标 准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

（34）

中餐厅

%$ 5 %6
（7’268）

%6 5 ($
（%(268）

平均 %’29:

%$ 5 %6
（7:2%8）

%6 5 ($
（(72:8）

平均 ($29&

%7 — 7$ %7 %% ($$

多功

能厅

($ 5 (6
（9$8）

; (6
（9$8）

平均 (727

平均 ((29 (6 — 7$ %: %6 7$$

客房层

走廊
平均 62: — & — %$ 6 9 6$

门厅 — — — %:27 ($ %6 %7 7$$

由表 %: 可知：

% 客房照明功率密度平均约为 %(< . =(，日本和北京标准均为 %6< . =(，只有美国很

高，约为 (’< . =(，根我国实际情况，本标准定为 %6< . =(，而目标值定为 %7< . =(。

( 中餐厅调查结果平均为 %’ 5 ($< . =( 之间，而多数在 %$ 5 %6< . =( 之间，根据我国

实际情况，本标准定为 %7< . =(，而目标值定为 %%< . =(。

7 多功能厅调查结果平均为 (7< . =(，因只考虑一般照明，本标准定为 %:< . =(，而目

标值定为 %6< . =(。

9 客房层走廊调查结果为平均 62:< . =(，日本为 %$< . =(，而北京为 &< . =(，本标准

定为 6< . =(，而目标值定为 9< . =(。

6 门厅参考国外标准，本标准定为 %6< . =(，而目标值定为 %7< . =(。

&2%26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规定了医院建筑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当符合第 92%27 和第

92%29 条的规定，照度标准值进行提高或降低时，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医院建筑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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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医院建筑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 单位：#$%&

房间或

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普查

北京市绿

照规程

’() *!—

+*,—&**!

美 国

-./0-1
$ 21.3-
—"*4!
—!"""

日 本

节能法

!"""

俄罗斯

!"#$
&4*!—"5

本 标 准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

（67）

治疗室、

诊室

8 9 !*
（::48;）

!* 9 !8
（&&4&;）

平均 !!4!5

8 9 !*
（!+4,;）

!* 9 !8
（::4:;）

平均 !&4:8

!8
!,4&&

—

<*
（诊室）

&*
（治疗）

—

—
!! " <**

化验室

8 9 !*
（8*;）

!* 9 !8
（&548;）

平均 !!

!* 9 !8
（&"48;）

!8 9 &*
（&<48;）

平均 !8

— — — — !5 !8 8**

手术室

!8 9 &*
（++4,;）

平均 !"485

!* 9 &8
平均 &*4*&

:5 5!45 88 — <* &8 ,8*

候诊室

8 9 !*
（:+4,;）

平均 !<45!

8 9 !*
（8*;）

!* 9 !8
（:*;）

平均 5485

!8 !"4<5 !8 — 5 , &**

病 房

= 8
（<"4!;）

8 9 !*
（:<4+;）

平均 +4,8

= 8
（8*;）

8 9 !*
（:&4";）

平均 84,8

!* !&4" !* — + 8 !**

护士站

8 9 !*
（:+4,;）

!* 9 !8
（<<4<;）

平均 "4*&

8 9 !*
（&"4:;）

!* 9 !8
（:!4&;）

平均 !*4+

— — &* — !! " <**

药 房

!* 9 !8
（<<4&;）

!8 9 &*
（!+4,;）

平均 &!4&:

8 9 !*
（<+4:;）

!* 9 !8
（<+4:;）

平均 !!4"!

!8 &:4,8 <* !: &* !, 8**

重症

监护室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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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知：

! 治疗室和诊室的照明功率密度重点调查结果约半数在 # $ !%& ’ () 之间，而普查

约半数在 !% $ !#& ’ () 之间，平均值约为 !)& ’ ()，北京市定为 !#& ’ ()，美国稍高些为

!*& ’ ()；日本诊室最高为 +%& ’ ()，治疗室为 )%& ’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定为 !!& ’ () 是

可行的。目前多数低于此水平，照度水平较低，而目标值定 "& ’ ()。

) 化验室重点调查结果平均为 !!& ’ ()，而普查平均为 !#& ’ ()，多数医疗人员反映

较暗，应提高照度到 #%%,-，故相应的功率密度，定为 !.& ’ ()，而目标值定为 !#& ’ ()。

+ 手术室调查结果平均为 )%&’ ()，日本、美国及北京市的标准均很高，考虑到本标准

所对应的照度及所规定的功率密度均为一般照明，故定为 +%&’ ()，而目标值定为 )#&’ ()。

/ 候诊室调查结果多数在 !%& ’ () 以下，平均值约 " $ !/& ’ () 之间，考虑其照度应

低于诊室照度，本标准定为 .& ’ ()，而目标值定为 *& ’ ()。

# 病房的照明功率密度多数在 !%& ’ () 以下，平均值为 0 $ *&’ ()，美国、日本和北

京市的标准稍高些。本标准定为 0& ’ ()，而目标值定为 #& ’ ()。

0 护士站大多数的照明功率密度在 !#& ’ () 以下，平均值为 " $ !!& ’ ()，本标准定

为 !!& ’ ()，而目标值定为 "& ’ ()。

* 药房多数的照明功率密度在 )%& ’ () 以下，而美国和日本分别为 )#& ’ () 和 +%& ’
()，考虑到药房需有 #%%,- 的水平照度，从而提供较高的垂直照度，故本标准定为 )%& ’
()，而目标值定为 !*& ’ ()。

. 重症监护室的照度为 +%%,-，本标准定为 !!& ’ ()，而目标值定为 "& ’ ()。

01!10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规定了学校建筑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当符合第 /1!1+ 和第

/1!1/ 条的规定，照度标准值进行提高或降低时，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学校建筑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见表 )%。

表 )% 学校建筑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 单位：&’()

房间或

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普查

北京市绿

照规程

234 %!—

0%*—)%%!

美 国

567859
’ :96;5
—"%1!
—!"""

日 本

节能法

!"""

俄罗斯

!"#$
)1%!—".

本 标 准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

（,-）

教室、

阅览室

# $ !%
（)#1!<）

!% $ !#
（++1+<）

平均 !%1#

!% $ !#
（/*1.<）

!. $ )%
（)"<）

平均 !/1!

!+ !*1)) )% )% !! " +%%

实验室

# $ !%
（#%<）

!% $ !#
（+%<）

平均 !%1*

!% $ !#
（#.1#<）

平均 !+1%
— !"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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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

场所

本 调 查

重 点 普查

北京市绿

照规程

!"# $%—

&$’—($$%

美 国

)*+,)-
. /-*0)
—1$2%
—%111

日 本

节能法

%111

俄罗斯

!"#$
(2$%—13

本 标 准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

（45）

美术

教室
—

%$ 6 %7
（88289）

%7 6 ($
（%&2’9）

平均 %72%

— — — — %3 %7 7$$

多媒体

教室
—

%$ 6 %7
（7(2:9）

平均 %72%
— :$ (7 %% 1 :$$

由表 ($ 可知：

% 根据调查：我国大多数教室照明功率密度均在 %7; . <( 以下。多数教室照度较

低，达到 :$$45 的教室很少。美国为 %’; . <(、日本为 ($; . <(、俄罗斯为 ($; . <(，这些国家

教室的照度约为 7$$45，考虑到我国照度为 :$$45，将教室定为 %%; . <(，目标值定为 1; .
<(。阅览室照明功率密度与教室相同。

( 实验室的照明功率密度调查结果，多数在 %7; . <( 以下，平均为 %$2’ 6 %:; . <(，

而美国、日本及俄罗斯在 ($ 6 :$; . <( 之间，本标准考虑到实验室与普通教室照度标准相

同，故定为 %%; . <(，目标值定为 1; . <(。

: 美术教室的照明功率密度调查结果多数在 ($; . <( 以下，实际照度应为 7$$45，故

本标准定为 %3; . <(，目标值定为 %7; . <(。

8 多媒体教室的照度要求较低，功率密度多数在 %7; . <( 以下，故功率密度定为

%%; . <(，目标值定为 1; . <(。

&2%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规定了工业建筑的通用房间或场所、机电工业、电子和信息产

业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当符合第 82%2: 和第 82%28 条的规定，照度标

准值进行提高或降代时，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制订的主要依据是：

% 对全国六大区，各类工业建筑共计 &87 个房间或场所普查和重点实测调查的数

据，进行平均值计算和分析，折算到对应照度作为主要依据。

( 对原国标 ?" 7$$:8—1( 中附录六“室内照明目标能效值（建议性）”的数据，设定

了相应条件，经计算求出与本标准相应照度的 =>! 值作为主要参考。

: 参考了美、俄等国的相关标准。

在制订各类场所的 =>! 值时，进行了典型的计算分析，考虑了合理使用的光源、灯具

及场所防护要求、维护系数等状况，并留有适当的余地。

鉴于典型计算分析中，房间的室形指数按 % 或大于 % 取值；当室形指数小于 % 时，利

用系数将有所下降，因此可将规定的 =>! 值适当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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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建筑各类场所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见表 !"。

表 !" 工业建筑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 单位：#$%!

房间或

场所

本调查

重点普查

原标准

&’ ())*+
—,!

美 国

-./0-1
$ 21.3-

—,)4"—",,,

俄罗斯

5/!"
!* 6 )( 6 ,(

本 标 准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

（78）

" 通用房间或场所

试
验
室

一般

精细
!(4" "(

"9 — "9 "" , *))

!9 — !: "; "( ())

检
验

一般 —

精细 —
",4"

"9 — "9 "" , *))

+) — +" !: !* :()

计量室、测量室 — "(4: !9 — !: "; "( ())

变、

配电

站

配电装置室 ""4! ")4: ") "+ "" ; : !))

变压器室 — ; ; "+ :4) ( + "))

电源设备室、发电

机室
— ")4, ") "+ "" ; : !))

控
制
室

一般控制室

主控制室
";4!

"*4* ")

";4! "(
(4+

"" "" , !))

"9 "; "( *))

电 话 站、网 络 中

心、计算机站
— ",4* !( — !: "; "( ())

动

力

站

泵 房、风 机

房、空调机房

冷冻站、压缩

空气站

锅炉房、煤气

站的操作层

:4+

—

")4* :

;4, ")

949 ;

;49

94: ( + "))

,4; ; : "()

:4; 9 ( "))

仓

库

大件库

一般件库

精细件库

;4!

94" *4* *4! !49 * * ()

,4" 949 — (4! ( + "))

""4+ "* ""4; ")4+ ; : !))

车辆加油站 — — ; — ; 9 ( "))

! 机、电工业

机
械
加
工

粗加工

一 般 加 工 公

差!)4"%%
精 密 加 工 公

差 < )4"%%

":49

") , — , ; : !))

""4! "* — "+ "! "" *))

"; !" 99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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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

场所

本调查

重点普查

原标准

!" #$$%&
—’(

美 国

)*+,)-
. /-*0)

—’$12—2’’’

俄罗斯

3+!"
(% 4 $# 4 ’#

本 标 准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

（56）

机
电

仪
表
装
配

大件

一般件

精细

特精密装配

271(

2(17 ’

2#18 2%

(&18 ((

— %%

((19

2$ 7 8 ($$

2& 2( 22 %$$

(% 2’ 28 #$$

%& (8 (& 8#$

电线、电缆制造 — — 2& — 2& 2( 22 7$

绕

线

大线圈 — — 2& — 2& 2( 22 %$$

中等线圈 — — (( — (% 2’ 28 #$$

精细线圈 — — %( — %& (8 (& 8#$

线圈浇制 — — 2& — 2& 2( 22 %$$

焊接
一般

精密

钣金、冲压、剪切

热处理

—

—

—

—

2(17

2%12

2&1#

’

2%

2%

2$

%(1%

22 7 8 ($$

28 2( 22 %$$

28 2( 22 %$$

22 7 8 ($$

铸
造

熔化、浇铸 — 2$19 2$ — 22 ’ 7 ($$

造型 — 29 — 28 2% 2( %$$

精密铸造的制模、

脱壳
— 2#1& (# — (8 2’ 28 #$$

锻工 — 719 22 — 22 ’ 7 ($$

电镀 (219 2%1’ 28 — — 2% 2( %$$

喷
漆

一般

精细
#12 2(17

27 — — 2# 2& %$$

&% — — (# (% #$$

酸洗、腐蚀、清洗 2%1’ 27 27 — — 2# 2& %$$

抛
光

一般装饰性 —

精细 —
2%1’

29 — 28 2% 2( %$$

(9 — (8 ($ 27 #$$

复合材料加工、铺

叠、装饰
— 2917 (9 — (9 2’ 28 #$$

机电

修理

一般

精密
2&1#

2218 7

2#1% 2(
2#12

’ 7 8 ($$

2& 2( 22 %$$

% 电子工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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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

场所

本调查

重点普查

原标准

!" #$$%&
—’(

美 国

)*+,)-
. /-*0)

—’$12—2’’’

俄罗斯

3+!"
(% 4 $# 4 ’#

本 标 准

照明功率密度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

（56）

电子元器件

电子零部件

电子材料

酸、碱、药 液 及 粉

配制

2%1%

271& (718

271& (718

2$19 27

2#1’ 27

((17

—

—

(7 ($ 29 #$$

(7 ($ 29 #$$

2#17 2( 2$ %$$

2#17 2& 2( %$$

注：2 原标准 !" #$$%&—’( 的 :;< 值是按该标准附录六“室内照明目标效能值（建议性）”的数

据，在设定了相应的条件（如 ,/ 值、!2、!( 等的平均值）后经计算获得的结果，仅供参

考。

( 美国标准的 :;< 值是类比相同条件获得的数值，由于其照度不同，仅供参考。

% 俄罗斯标准的 :;< 值是按设计的房间条件的平均值经计算获得的结果，仅供参考。

71219 有些场所为了加强装饰效果，安装了枝形花灯、壁灯、艺术吊灯等装饰性灯具，种

场所可以增加照明安装功率。增加的数值按要用的装饰性灯具总功率的 #$=计算 :;<
值，这是考虑到装饰性灯具的利用系数较低，所以假定它有一半左右的光通量起到提高作

业面照度的效果。设计应用举例如下：

设某场所的面积为 2$$>(，照明灯具总安装功率为 ($$?（含镇流器功耗），其中装饰

性灯具的安装功率为 9$$?，其他灯具安装功率为 2($$?。按本条规定，装饰性灯具的安

装功率按 #$=计入 :;< 值的计算则该场所的实际 :;< 值应为：

:;< @ 2($$ A 9$$ B #$=2$$ @ 27? . >(

7121’ 商店营业厅设有重点明明的，应增加其 :;< 允许值，可按该层营业厅全面积增加

#? . >(，以便于实施。

71( 充分利用天然光

71(12 本条指明房间的天然采光应符合《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 C #$$%% 的规定。

71(1( 室内天然采光随室外天然光的强弱变化，当室外光线强时，室内的人工照明应按

照人工照明的照度标准，自动关掉一部分灯，这样做有利于节约能源和照明电费。

71(1% 在技术经济条件允许条件下，宜采用各种导光装置，如导光管、光导纤维等，将光

引入室内进行照明。或采用各种反光装置，如利用安装在窗上的反光板和棱镜等使光折

向房间的深处，提高照度，节约电能。

71(1& 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虽一次性投资大，但维护和运行费用很低，

符合节能和环保要求。经核算证明技术经济合理时，宜利用太阳能作为照明能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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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明配电及控制

!"# 照明电压

!"#"# 按我国电力网的标准电压，一般照明光源采用 $$%& 电压：对于大功率（#’%%( 及

以上）的高强度气体放电灯有 $$%& 及 )*%& 两种电压者，采用 )*%& 电压，以降低损耗。

!"#"$ 按国际电工委员会（+,-）关于安全特低电压（.,/&）的规定。

!"#") 对照明器具实际端电压的规定。这个规定是为了避免电压偏差过大，因为过高的

电压会导致光源使用寿命的降低和能耗的过分增加；过低的电压将使照度过分降低，影响

照明质量。本条规定的电压偏差值与国标《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01 ’%%’$—2’ 的规定一

致。

!"$ 照明配电系统

!"$"# 照明安装功率不大，电力设备又没有大功率冲击性负荷，共用变压器比较经济：但

照明最好由独立馈电线供电，以保持相对稳定的电压。照明安装功率大，采用专用变压

器，有利于电压稳定，以保证照度的稳定和光源的使用寿命。

!"$"$ 本条规定的几类电源符合应急照明的可靠性要求。应根据建筑物的使用要求和

实际电源条件选取。在具备有接自电网的第二电源时，优先采用此方式，比较经济，且持

续时间长；当为消防和（或）生产、使用需要，设置应急发电机组时，宜采用此电源，持续时

间可以较长，但转换时间较长，不能作为安全照明电源；当不具备以上两种电源条件时，应

采用蓄电池组，其可靠性高，转换快，但持续时间较短。

蓄电池组，可以是灯具内装（或灯具旁），也可以是集中或分区集中设置的蓄电池装

置，包括 ,3. 或 43. 等装置。

对于重要场所，也可采用以上三种方式中任意两种的组合。

!"$") 用蓄电池作疏散标志的电源，能保证其可靠性。安全照明要求转换时间快，应采

用电力网线路或蓄电池，而不应接自发电机组；接自电力网时，至少应和需要安全照明地

点的电力设备分开。备用照明通常需要较长的持续工作时间，其电源接自电力网或发电

机组为宜。

!"$"5 配电系统的常规接线方式。

!"$"’ 使三相负荷比较均衡，以使各相电压偏差不致差别太大。

!"$"6 为了减少分支线路长度，以降低电压损失。

!"$"! 限制每分支回路的电流值和所接灯数，是为了使分支线路或灯内发生短路或过负

载等故障时，断开电路影响的范围不致太大，故障发生后检查维修较方便。

!"$"* 插座回路应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所以和照明灯分接于不同分支回路，以避

免不必要的停电。

!"$"2 保持灯的电压稳定，可以使光源的使用寿命比较长，同时使照度相对稳定。

!"$"#% 由于气体放电灯配电感镇流器时，通常其功率因数很低，一般仅为 %"5 7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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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篇 建筑照明工程设计施工与质量管理标准



以应设置电容补偿，以提高功率因数。有条件时，宜在灯具内装设补偿电容，以降低照明

线路电流值，降低线路能耗和电压损失。

!"#"$$ 气体放电灯在工频电流下工作，将产生频闪效应，对某些视觉作业带来不良影

响。通常将邻近灯分接在三相，至少分接于两相，可以降低频闪效应。对于采用高频电子

镇流器的气体放电灯，则消除了频闪效应。

!"#"$# 按灯具分类标准的规定。

!"#"$% 用安全特低电压（&’()）时，其降压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应予隔离。二次侧不作

保护接地，以免高电压侵入到特低电压（*+) 及以下）侧，而导致不安全。

!"#"$, 分户计算电量，有利于节电。

!"#"$* 配电系统的接地、等电位联结，以及配电线路的保护等要求，均应符合国标《低压

配电设计规范》-. *++*, 的有关规定。

!"% 导体选择

!"%"$ 照明线路采用铜芯，有利于保证用电安全、提高可靠性，同时可降低线路电能损

耗。

!"%"# 选择导线截面的基本条件。

!"%"% 气体放电灯及其镇流器均含有一定量的谐波，特别是使用电子镇流器，或者使用

电感镇流器配置有补偿电容时，有可能使谐波含量较大，从而使线路电流加大，特别是 %
次谐波以及 % 的奇倍数次谐波在三相四线制线路的中性线上叠加，使中性线电流大大增

加，所以规定中性线导体截面不应小于相线截面，并且还应按谐波含量大小进行计算。

!"%", 常规要求。

!", 照明控制

!","$ 在白天自然光较强，或在深夜人员很少时，可以方便地用手动或自动方式关闭一

部分或大部分照明，有利于节电。分组控制的目的，是为了将天然采光充足或不充足的场

所分别开关。

!","# 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应有集中控制，以便由工作人员专管或兼管，用手动或自动

开关灯；可以采用分组开关方式或调光方式控制，按需要降低照度，有利于节电。

!","% 保证旅客离开客房后能自动切断电源，以满足节电的需要。

!",", 这类场所在夜间走过的人员不多，深夜更少，但又需要有灯光，采用声光控制等类

似的开关方式，有利于节电。本条和国标《住宅设计规范》-. *++/0—$/// 的规定一致。

!","* 每个开关控制的灯数宜少一些，有利于节能，也便于维修。一般说，较小房间每开

关可控 $ 1 # 支灯泡（管）；中等房间每开关可控 % 1 , 支灯泡，大房间每开关可控 , 1 0 支

灯泡。

!","0 控制灯列与窗平行，有利于利用天然光：按车间、工序分组控制，方便使用，可以关

闭不需要的灯光；报告厅、会议厅等场所，是为了在使用投影仪等类设备时，关闭讲台和邻

近区段的灯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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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些高档次建筑和智能建筑或其中某些场所，有条件时，可采用调光、调压或

其他自控措施，以节约电能。

$ 照明管理与监督

$"% 维护与管理

$"%"% 以用户为单位分别计量和考核用电，这是一项有效的节能措施。

$"%"& 建立照明运行维护和管理制度，是有效的节能措施。有专人负责，按照标准规定

清扫光源和灯具。按原设计或实际安装的光源参数定期更换。

$"%"’ 大型、重要建筑的物业管理部门，对重点场所，应定期巡视、测试或检查照度，以确

保使用效果和各项节能措施的落实。

$"& 实施与监督

$"&"% ( $"&"# 设计单位自审自查、指定机构按本标准审查设计、施工监理和竣工验收是

贯彻实施本标准的四个重要环节。首先设计单位的设计图由本单位指定技术负责人自

审；照明施工图提交专门的审图机构审查；施工阶段，由工程监理机构监理；竣工验收阶

段，由法定检测部门按本标准规定检测后，予以验收。

附录 ) 统一眩光值（*+,）

室内照明的不舒适眩光评价指标是根据国际照明委员会（-./）的 %%! 号出版物《室内

照明的不舒适眩光》（%001）编制的。其技术报告的英文名称为“234567869: +;<9= 3> .>:=9369
?3@A:3>@”。本附录引用了该出版物的 *+, 计算公式。

附录 B 眩光值（+,）

室外体育场的眩光评价指标是根据国际照明委员会（-./）的 %%& 号出版物《室外体育

和区域照明的眩光评价系统》（%00#）编制的。该出版物的英文名称为“+;<9= /C<;D<:36> EF4G
:=7 869 *4= H3:A3> ID:J669 EK69:4 <>J )9=< ?3@A:3>@”。本附录引用该出版物的 +,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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