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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建筑照明

术语标准 的通知

建标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建委 建设厅 计划单列市建委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 国务院有关部门

根据建设部 关于印发一九九四年工程建设行业标准制 修订

项目计划 建设部部分第一批 的通知 建标 号 要求

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主编的 建筑照明术语标准 经审查 批准

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编号 自 年 月 日起施

行

本标准由建设部建筑工程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负责管理 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具体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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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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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基本术语

辐射和光的量

视觉

颜色

照明技术

照明方式和种类

照明计算

电光源及其附件

电光源

附件

光源特性参数

灯具及其附件

灯具

附件

灯具特性参数

采光技术

光气候

采光计算

建筑日照

材料的光学特性和照明测量

材料的光学特性

照明测量

附录 汉语拼音术语条目索引

附录 英文术语条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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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标准用词说明

附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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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合理地统一建筑照明术语及其定义 实现专业术语标准

化 促进建筑照明技术的发展 利于国内外交流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及构筑物照明 道路照明

室外场地照明及有关领域

本标准包括建筑的人工照明 简称照明 和天然采光 简称

采光

采用建筑照明术语及其定义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本标准

未编入的且与建筑照明相关的术语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术语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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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术 语

辐射和光的量

电磁辐射

能量以电磁波或光子形式的发射 传输的过程或电磁波或光

子本身

光学辐射

波长位于向 射线过渡区 和向无线电波过渡区

之间的电磁辐射

可见辐射

能直接引起视感觉的光学辐射 通常将波长范围限定在

和 之间

红外辐射

波长比可见辐射长的光学辐射 通常将波长范围在 和

之间的红外辐射细分为

紫外辐射

波长比可见辐射短的光学辐射 通常将波长范围在 和

之间的紫外辐射细分为

光

被知觉的光学辐射 它由视觉系统独有的普遍感知属性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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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单色辐射

具有单一频率的辐射 实际上 频率范围甚小的 可用一个频

率来描述的辐射可称为单色辐射 也可用空气中或真空中的波长

来表征单色辐射

光谱

辐射的单色成分的展示或表述 在光谱学中又分为线谱 连续

谱或这两种谱组合的谱

谱线

在两个能级之间跃迁时发射或吸收的单色辐射或光谱的一种

表现形式

光谱 密 集度 光谱分布

在波长 处 包含在波长区元 内的辐射量或光度量

除以该区元的商 即

其符号为 单位名称为 米 符号为

在处理宽波长范围而不是特定波长的函数 时 应优先选

用光谱分布这一术语

光度量是用视觉来评价辐射的心理物理量

相对光谱分布

辐射量或光度量 的光谱分布 与固定参考值 之

比 可以是光谱分布的平均值 最大值或任意选定值

该量的符号为 单位为

辐射通量

发射 传输或接收的某一辐射形式的功率 该量的符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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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单位为瓦特

光谱光 视 效率

波长为 与波长为 的两束辐射 在特定光度条件下产生

相同光亮度感觉时 该两束辐射的辐射通量之比 其最大比值为

时的 分别为 明视觉 或 暗视觉 明视觉或暗

视觉的光谱光 视 效率分别以 或 表示

标准光度观察者

相对光谱响应曲线符合 规定的明视觉的 函数或暗

视觉 函数的理想观察者 它还遵从光通量定义中所含的相

加律

光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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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辐射通量的光谱分布

光谱光 视 效率

辐射的光谱 视 效能的最大值 单位为流明

每瓦特 在单色辐射时 明视觉

条件下的 值为

时

该量的符号为 单位为流明

发光强度

光源在给定方向上的发光强度是该光源在该方向的立体角元

内传输的光通量 除以该立体角元之商 即

该量的符号为 单位为坎德拉

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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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 定义的量

式中 通过给定点的束元传输的并包含给定方向立体角

内传播的光通量

包括给定点的辐射束截面积

辐射束截面积与辐射束方向的夹角

该量的符号为 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

照度

表面上一点的照度是入射在包含该点面元上的光通量 除

以该面元面积 之商 即

该量的符号为 单位为勒克斯

视 觉

视觉

由进入人眼的辐射所产生的光感觉而获得的对外界的认识

明视觉

正常人眼适应高于几个坎德拉每平方米的亮度时的视觉

暗视觉

正常人眼适应低于百分之几坎德拉每平方米的亮度时的视

觉

中间视觉

介于明视觉和暗视觉之间的视觉

视觉适应

在现在和过去呈现的各种亮度 光谱分布 视角的刺激下 视

觉系统状态的变化过程

明适应

视觉系统适应高于几个坎德拉每平方米亮度的变化过程及终

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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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适应

视觉系统适应低于百分之几坎德拉每平方米亮度的变化过程

及终极状态

视野

当头和眼睛不动时 人眼能察觉到的空间的角度范围

视角

识别对象对人眼所形成的张角 通常以弧度单位来度量

视力 视觉敏锐度

定性定义 人眼清楚识别非常小的视角的能力

定量定义 人眼刚能区分两个相邻物体 点 线或其他特别

刺激物 的以弧分表示的视角的倒数

亮度对比

视野中目标和背景的亮度差与背景亮度之比 即

式中 亮度对比

目标亮度

背景亮度

可见度

人眼辨认物体存在或形状的难易程度 在室内应用时 以标准

观察条件下恰可感知的标准视标的对比或大小定义 在室外应用

时 以人眼恰可看到标准目标的距离定义

视觉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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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环境

从生理和心理效果来评价的照明环境

视觉环境

视野中除观察目标以外的周围部分

视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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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视觉作业的速度和精确度评价的视觉能力

闪烁

因亮度或光谱分布随时间波动所引起的不稳定的视觉印象

频闪效应

在以一定频率变化的光的照射下 观察到物体运动显现出不

同于其实际运动的现象

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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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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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射眩光

由视野中的反射所引起的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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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舒适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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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能眩光

降低视觉对象的可见度 但并不一定产生不舒适感觉的眩

光

颜 色

知觉 色 颜色

由有彩色成分或无彩色成分任意组成的视知觉属性 该属性

可由黄 橙 棕 红 粉红 绿 蓝 紫等彩色名或由白 灰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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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无彩色各表征 并且以明亮 亮 微暗 暗及与其色名的组合

来定量

色刺激

进入人眼能引起有彩色或无彩色感觉的可见辐射

色感觉

眼睛接受色刺激后产生的视觉

色适应

在明适应状态下 视觉系统对视野的色感觉的变化

物体色

被人知觉为属于物体的颜色

表面色

由漫反射光的表面或由此表面发射的光所呈现的知觉色

光源色

由光源发出的色刺激

无彩 知觉 色

在知觉意义上是指无色调的知觉色 通常用白 灰 黑等色名

或对透光物体用无色和中性的色名

有彩 知觉 色

在知觉意义上是指有色调的知觉色

色调 色相

相似于红 黄 绿 蓝的一种或两种知觉色成分有关的表面视

觉属性

视亮度

人眼知觉一个区域所发射光的多寡的视觉属性

明度 相关色

在同样照明条件下 依据表观为白色或高透射比的表面的视

亮度来判断的某一表面的视亮度

彩度

在同样照明条件下 一区域根据表观为白色或高透射比的一

区域的视亮度比例来判断的颜色丰富程度



中
国
建
筑
资
讯
网
  
ww
w.
si
no
ae
c.
co
m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色对比

同时或相继观看的视野两部分颜色差异的主观判断 色对比

包括色调对比 明度对比和彩度对比等

色品 色度

用 标准色度系统所表示的颜色性质

色温 度

当某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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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符号为 单位为开

相关色温 度

当某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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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符号为 单位为开

色表

与色刺激和材料质地有关的颜色的主观表现

冷色

光源色的色温大于 时的颜色

暖色

光源色的色温小于 时的颜色

中间色

介于冷色和暖色之间的颜色 光源色的色温介于

时为中间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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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意识地将它与标准光源下的色表相比较而产生的

显色指数

在被测光源和标准光源照明下 在适当考虑色适应状态下 物

体的心理物理色符合程度的度量

特殊显色指数

在被测光源和标准光源照明下 在适当考虑色适应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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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试样的心理物理色的符合程度的度量

一般显色指数

特定的八个一组的色试样的 特殊显色指数的平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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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明 技 术

照明方式和种类

一般照明

为照亮整个场所而设置的均匀照明

局部照明

特定视觉工作用的 为照亮某个局部而设置的照明

分区一般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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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该一区域的一般照明

混合照明

由一般照明与局部照明组成的照明

常设辅助人工照明

当天然光不足和不适宜时 为补充室内天然光而日常固定使

用的人工照明

正常照明

在正常情况下使用的室内外照明

应急照明

因正常照明的电源失效而启用的照明

疏散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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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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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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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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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工作时间 为值班所设置的照明

警卫照明

在夜间为改善对人员 财产 建筑物 材料和设备的保卫 用于

警戒而安装的照明

障碍照明

为保障航空飞行安全 在高大建筑物和构筑物上安装的障碍

标志灯

直接照明

由灯具发射的光通量的 部分 直接投射到假定

工作面上的照明

半直接照明

由灯具发射的光通量的 部分 直接投射到假定工

作面上的照明

一般漫射照明

由灯具发射的光通量的 部分 直接投射到假定工

作面上的照明

半间接照明

由灯具发射光通量的 部分 直接投射到假定工作

面上的照明

间接照明

由灯具发射光的通量的 以下部分 直接投射到假定工作

面上的照明

定向照明

光主要是从某一特定方向投射到工作面和目标上的照明

漫射照明

光无显著特定方向投射到工作面和目标上的照明

泛光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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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由投光灯来照射某一情景或目标 且其照度比其周围照

度明显高的照明

重点照明

为提高限定区域或目标的照度 使其比周围区域亮 而设计成

有最小光束角的照明

发光顶棚照明

光源隐蔽在顶棚内 使顶棚成面发光的照明方式

混光照明

在同一场所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光源所形成的照明

道路照明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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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明

高杆照明

一组灯具安装在高度为 及其以上的灯杆上进行大面积

照明的方式

半高杆照明

一组灯具安装在高度为小于 但不小于 的灯杆上进

行大面积照明的方式

检修照明

为各种检修工作而设置的照明

照 明 计 算

光强分布 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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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称光强分布

有对称轴线或至少有一个对称面时的光强分布

旋转对称光强分布

平面上极坐标的光强分布曲线绕轴旋转所得的光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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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光通量

光源在 球面立体角内的光通量总和

下半球光通量

光源或灯具在水平面下的 立体角内的总光通量

上半球光通量

光源或灯具在水平面上的 立体角内的总光通量

直接光通量

表面上直接得到来自照明装置的光通量

间接光通量

表面上由其他表面反射之后所得到的光通量

参考平面

测量或规定照度的平面

工作面

在其表面上进行工作的参考平面

灯具计算高度

灯具的光中心到工作面的距离

利用系数

投射到参考平面上的光通量与照明装置中的光源的额定光通

量之比

室空间比

表征房间几何形状的数值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 室空间比

房间宽度

房间进深

灯具计算高度

室形指数

表征房间几何形状的数值 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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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室形指数

房间宽度

房间进深

灯具计算高度

平均照度

规定表面上的照度平均值

平均亮度

规定表面上的亮度平均值

最小照度

规定表面上的照度最小值

最大照度

规定表面上的照度最大值

法向照度

垂直于光的入射方向的平面上的照度值

水平面照度

水平面上一点所接受的照度值

垂直面照度

垂直面上一点所接受的照度值

维护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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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表面上所得到的平均

照度或平均亮度之比

维持平均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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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平均照度

照明装置新装时在规定表面上的平均照度 初始平均照度由

规定的维持平均照度值除以必须进行维护时的维护系数值求出

照度均匀度

规定表面上的最小照度与平均照度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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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柱面照度

在给定的一点上 一个很小的圆柱体曲面上的平均照度 圆柱

体轴线通常是竖直的

平均球面照度 标量照度

位于给定的一点上 一个很小球的整个表面上的平均照度

照度矢量

用于描述在空间一点上的光的方向特性 它的量值为一个通

过该点的表面正反两侧的最大照度差值 由较高照度向低照度的

矢量方向为正

点光源

当光源的尺寸与它至被照面的距离相比较非常小时 在计算

和测量时其大小可忽略不计的光源

线光源

一个连续的灯或灯具 其发光带的总长度远大于其到照度计

算点之间的距离 可视为线光源

面光源

由灯具组成的整片发光面或发光顶棚 其宽度与长度均大于

发光面至受照面之间的距离 可视为面光源

光源的或灯具的 光中心

测定和计算时作为原点用的光点

灯具间距

相邻灯具的中心线间的距离

灯具安装高度

灯具底部至地面的距离

灯具距高比

灯具的间距与灯具计算高度之比

灯具最大允许距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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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所需的照度均匀度时的最大灯具间距与灯具计算高度之

比

利用系数法 流明法

根据房间的几何形状 灯具的数量和类型确定工作面平均照

度的计算法 流明法既考虑直射光通量 也考虑反射光通量

逐点法

利用灯具的光度数据 算出面上各点照度的计算方法

单位面积功率

单位被照面积上灯的安装功率

照度比

室内某一表面的照度与工作面上一般照明照度之比

混光光源光通量比

当采用两种光源混光照明时 前一种光源的光通量与两种光

源光通量的和之比

等光强曲线

在以光源的光中心为球心的假想球面上 将发光强度相等的

那些方向所对应的点连接成的曲线 或是该曲线的平面投影

等照度曲线

连接面上等照度的点的曲线或曲线群

空间等照度曲线

以光源或灯具为中心 在空间中某一剖面上的照度相等的点

的连线称为空间等照度曲线 该曲线以直角坐标表示

等亮度曲线

连结面上等亮度的点的曲线或曲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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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源及其附件

电 光 源

电光源

将电能转换成光学辐射能的器件

白炽灯

用通电的方法加热玻壳内的灯丝 导致灯丝产生热辐射而发

光的光源

磨砂灯泡

玻壳被磨砂成漫射面的白炽灯泡

涂白灯泡

玻壳上涂敷白色涂料 使之具有良好漫射性的白炽灯泡

乳白灯泡

玻壳用乳白色玻璃从而具有良好漫射性的白炽灯泡

反射型灯泡

在玻壳内专门装有反光器 或在具有适当形状的玻壳内表面

部分覆以金属反射性薄膜 使之具有定向发光性能的灯泡

封闭型光束灯泡

能严格控制光束发散方向的一种玻壳被压制成型的灯泡

聚光灯泡

发光体对灯头定位部分的位置被精确校正的白炽灯泡

真空灯泡

发光体在真空玻壳里点亮的白炽灯泡

充气灯泡

发光体在充有惰性气体 如氮气 的玻壳里点亮的白炽灯泡

装饰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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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壳制成不同形状和 或 不同颜色 用于起装饰作用的白炽

灯泡

普通照明灯泡

用于家庭 厂矿企业作一般照明用的白炽灯泡 其玻壳可以是

透明的 也可以是磨砂的 乳白的或内涂白的

管形白炽灯泡

灯丝沿管轴方向安装的白炽灯泡

卤钨灯

填充气体内含有部分卤族元素或卤化物的充气白炽灯

低压卤钨灯

用低电压供电的卤钨灯

耐震灯泡

具有抗机械震动结构的白炽灯泡

放电灯

由气体 金属蒸气或几种气体与金属蒸气的混合放电而发光

的灯

高强度气体放电灯

由于管壁温度而建立发光电弧 其发光管表面负载超过

的放电灯 如高压汞灯 高压钠灯 金属卤化物灯等

汞 蒸气 灯

由汞蒸气放电而发光的灯

高压汞 蒸气 灯

放电稳定时 汞蒸气的分压强达到或大于 的汞灯

荧光高压汞 蒸气 灯

外玻壳内壁涂有荧光物质的高压汞灯

反射型高压汞 蒸气 灯

用反射形玻壳制成能定向发光的高压汞灯



中
国
建
筑
资
讯
网
  
ww
w.
si
no
ae
c.
co
m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自镇流荧光高压汞 蒸气 灯

灯内装有能起镇流器作用的灯丝的荧光高压汞灯

钠 蒸气 灯

主要由钠蒸气放电而发光的放电灯

高压钠 蒸气 灯

放电稳定时 灯内钠蒸气的分压强达到 的钠灯

低压钠 蒸气 灯

放电稳定时 灯内钠蒸气的分压强为 的钠灯

中显色型高压钠 蒸气 灯

显色指数 达 的高压钠灯

高显色型高压钠 蒸气 灯

显色指数 达 以上的高压钠灯

金属卤化物灯

由金属蒸气与金属卤化物分解物的混合物的放电而发光的放

电灯

氙灯

主要由氙气放电而发光的放电灯

霓虹灯

主要指利用惰性气体辉光放电的正柱区发光的管形放电灯

也包括同样形式的氮和汞蒸气的辉光放电灯

荧光灯

主要由放电产生的紫外辐射激发荧光粉层而发光的放电灯

日光色荧光灯

以色度坐标的目标值 为圆心 以长半轴

短半轴 长轴与 轴的夹角

所作椭圆为色度公差范围的荧光灯 其色温约为

冷白色荧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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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度坐标的目标值 为圆心 以长半轴

短半轴 长轴与 轴的夹角

所作椭圆为色度公差范围的荧光灯 其色温约为

暖白色荧光灯

以色度坐标的目标值 为圆心 以长半轴

短半轴 长轴与 轴的夹角

所作椭圆为色度公差范围的荧光灯 其色温约为

三基色荧光灯

由蓝 绿 红谱带区域发光的三种稀土荧光粉制成的荧光灯

预热启动式荧光灯

用预先加热阴极的方法使灯启动的荧光灯

快速启动式荧光灯

利用灯的构造和附属装置 使灯一接通电源就能很快启动的

荧光灯

瞬时启动式荧光灯

不需预热阴极而能直接启动的热阴极荧光灯

直管形荧光灯

玻壳为细长形管状的荧光灯

环形荧光灯

管形玻壳制成圆环形的荧光灯

紧凑型荧光灯

将放电管弯曲或拼结成一定形状 以缩小放电管线形长度的

荧光灯

高频荧光灯

利用高频电子镇流器产生的 高频电流使灯管工

作的荧光灯

高频无极感应灯

不需要电极 利用在气体放电管内建立的高频 频率达几兆

赫 电磁场 使管内气体发生电离而产生紫外辐射激发玻壳内荧光

粉层而发光的气体放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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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灯头

将光源固定在灯座上 使灯与电源相连接的灯的部件

螺口式灯头

用圆螺纹与灯座进行连接的灯头 用 标志

插口式灯头

用插销与灯座进行连接的灯头 用 标志

插脚式灯头

用插脚与灯座进行连接的灯头 用 对双插脚与多插脚灯

头 或 对单插脚灯头 标志

灯座

保持灯的位置和使灯与电源相连接的器件

防潮灯座

供潮湿环境和户外使用的灯座 这种灯座在使用时其性能不

受雨水和潮湿气候的影响

启动器

启动放电灯的附件 它使灯的阴极得到必须的预热 并与串联

的镇流器一起产生脉冲电压使灯启动

镇流器

为使放电稳定而与放电灯一起使用的器件 镇流器可以是电

感式 电容式 电阻式或这些的组合方式 也可以是电子式的

电子镇流器

用电子器件组成 将 变换成 高频电流

供给放电灯的镇流器 它同时兼有启动器和补偿电容器的作用

触发器

产生脉冲高压 或脉冲高频高压 使放电灯启动的附件

光源特性参数

灯的 额定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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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泡 管 的设计功率值 单位为

灯的 全功率

给定某种气体放电灯的额定功率与其镇流器损耗功率之和

灯的 额定光通量

由制造厂给定的某种灯泡在规定条件下工作的初始光通量

值 单位为

灯的 寿命

灯泡点燃到失效 或者根据某种规定标准 点到不能再使用的

状态时的累计燃点时间

平均寿命

在规定条件下 同批寿命试验灯所测得寿命的算术平均值

中值寿命

在批量为 的寿命试灯中 按照灯的损坏顺序 第

个灯的寿命 为奇数时 或第 个与第 个灯寿命的平

均值 为偶数时 称为该批灯的中值寿命

光通量维持率

灯在给定点燃时间后的光通量与其初始光通量之比 通常用

百分比表示

灯的 发光效率

灯的光通量与灯消耗电功率的商 单位为

启动电压

气体放电灯开始持续放电时 灯的两电极间所需的最低电压

灯电压

施加在光源灯头两触点间的电压

额定电压

灯泡 管 的设计电压

启动电流

气体放电灯启动时灯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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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电流

灯泡 管 稳定工作时 通过灯的电流

额定电流

灯泡 管 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时的设计电流

启动时间

气体放电灯从接通电源开关至灯开始正常工作所需要的时

间

再启动时间

气体放电灯稳定工作后断开电源 从再次接通电源开关到灯

重新开始正常工作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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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及其附件

灯 具

灯具

能透光 分配和改变光源光分布的器具 包括除光源外所有用

于固定和保护光源所需的全部零 部件 以及与电源连接所必需的

线路附件

对称配光型 非对称配光型 灯具

具有对称 非对称 光强分布的灯具 对称性由相对于一个轴

或一个平面确定

直接型灯具

能向灯具下部发射 直接光通量的灯具

半直接型灯具

能向灯具下部发射 直接光通量的灯具

漫射型灯具

能向灯具下部发射 光通量的灯具

半间接型灯具

能向灯具下部发射 直接光通量的灯具

间接型灯具

能向灯具下部发射 以下的直接光通量的灯具

广照型灯具

使光在比较大的立体角内分布的灯具

中照型灯具

使光在中等立体角内分布的灯具

深照型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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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光在较小立体角内分布的灯具

普通灯具

无特殊的防尘或防潮等要求的灯具

防护型灯具

有专门防护构造外壳 以防止尘埃 水气和水进入灯罩内的灯

具 表示防护等级的代号通常由特征字母 和两个特征数字组

成

防尘灯具

不能完全防止灰尘进入 但进入量不妨碍设备正常使用的灯

具

尘密型灯具

无尘埃进入的灯具

防水灯具

在构造上具有防止水浸入功能的灯具 如防滴水 防溅水 防

喷水 防雨水等

水密型灯具

一定条件下能防止水进入的灯具

水下灯具

一定压力下能在水中长期使用的灯具

防爆灯具

用于爆炸危险场所 具有符合防爆使用规则的防爆外罩的灯

具

隔爆型灯具

能承受灯具内部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爆炸压力 并能阻止内

部的爆炸向灯具外罩周围爆炸性混合物传播的灯具

增安型灯具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 不能产生火花或可能点燃爆炸性混合物

的高温的灯具结构上 采取措施提高安全度 以避免在正常条件下

或认可的不正常的条件下出现上述现象的灯具

可调式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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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适当装置使灯具的主要部件可转动或移动的灯具

可移式灯具

在接上电源后 可轻易地由一处移至另一处的灯具

悬吊式灯具

用吊绳 吊链 吊管等悬吊在顶棚上或墙支架上的灯具

升降悬吊式灯具

利用滑轮 平衡锤等可以调节吊高的悬吊式灯具

嵌入式灯具

安全或部分地嵌入安装表面内的灯具

吸顶灯具

直接安装在顶棚表面上的灯具

下射式灯具

通常暗装在顶棚内使光集中于小光束角内的灯具

壁灯

直接固定在墙上或柱子上的灯具

落地灯

装在高支柱上并立于地面上的可移式灯具

台灯

放在桌子上或其它家具上的可移式灯具

手提灯

带手柄的并用软线连接电源的便携式灯具

投光灯

利用反射器和折射器在限定的立体角内获得高光强的灯具

探照灯

通常具有直径大于 的出光口并产生近似平行光束的高

光强投光灯

泛光灯

光束发散角 光束宽度 大于 的投光灯 通常可转动并指

向任意方向

聚光灯 射灯



中
国
建
筑
资
讯
网
  
ww
w.
si
no
ae
c.
co
m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通常具有直径小于 的出光口并形成一般不大于

发散角的集中光束的投光灯

应急灯

应急照明用的灯具的总称

疏散标志灯

灯罩上有疏散标志的应急照明灯具 包括出口标志灯或指向

标志灯

出口标志灯

直接装在出口上方或附近指示出口位置的标志灯

指向标志灯

装在疏散通道上指示出口方向的标志灯

道路照明灯具

常规道路照明所采用的灯具 按其配光分成截光型 半截光型

和非截光型灯具

截光型灯具

最大光强方向在 其 和 角度方向上的光强最大

允许值分别为 和 的灯具

半截光型灯具

最大光强方向在 其 和 角度方向上的光强最大

允许值分别为 和 的灯具

非截光型灯具

其在 角方向上的光强最大允许值为 的灯具

附 件

折射器

利用折射现象来改变光源的光通量空间分布的装置

反射器

利用反射现象来改变光源的光通量空间分布的装置

遮光格栅

由半透明或不透明组件构成的遮光体 组件的几何布置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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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定的角度内看不见灯光

保护玻璃

用于防止粉尘 液体和气体进入灯具而影响灯具正常使用的

玻璃

灯具保护网

防止灯具免受机械撞击的网状部件

灯具特性参数

截光

为遮挡人眼直接看到高亮度的发光体 以减少眩目作用的技

术

截光角

在灯具垂直轴与刚好看不见高亮度的发光体的视线之间的夹

角

遮光角

截光角的余角

光束角

在给定平面上 以极坐标表示的发光强度曲线的两矢径间所

夹的角度 该矢径的发光强度值通常等于 或 的最大发光

强度值

灯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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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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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光 技 术

光 气 候

光气候

由直射日光 天空 漫射 光和地面反射光形成的天然光平均

状况

日辐射

来自太阳的电磁辐射

直接日辐射

经大气层的选择性衰减后 以平行光束的方式到达地球表面

的日辐射部分

天空漫射辐射

由于大气分子 移动的尘粒子 云的粒子和其它粒子散射结果

到达地球表面上的日辐射部分

总日辐射

由直接日辐射和天空漫射辐射组成的辐射

阳光 直射日光

直接日辐射的可见部分

天空 漫射 光

天空漫射辐射的可见部分

昼光

总日辐射的可见部分

反射 总 日辐射

由地球表面和任意受到辐射的表面所反射的总日辐射

总昼光照度

昼光在地球水平面上所产生的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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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全阴天空

天空相对亮度分布满足 式条件的完全被云所遮盖的

天空

式中 天空某点在地平面上的高度角

天空某点在全阴天空下的亮度

全阴天空的天顶亮度

标准全晴天空

天空相对亮度分布满足 式条件的无云天空

式中 天空某点在地平面上的高度角

太阳在地平面上的高度角

晴天效区大气的相对漫射指标

大气透明度函数

天空某点与太阳之间的夹角

天空某点晴天天空下的亮度

晴天天空的天顶亮度

室外临界照度

全部利用天然光进行照明时的室外最低照度

总云量

覆盖云彩的天空部分所张的立体角总和与整个天空 立体

角之比

采 光 计 算

采光系数

在室内给定平面上的一点上 由直接或间接地接收来自假定

和已知天空亮度分布的天空漫射光而产生的照度与同一时刻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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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半球在室外无遮挡水平面上产生的天空漫射光照度之比

采光系数的天空光分量

在室内给定平面上的一点上 直接接受来自假定和已知天空

亮度分布的天空漫射光照度与该天空半球在室外无遮挡水平面上

产生的天空漫射光照度之比

采光系数的室外反射光分量

在室内给定平面上的一点上 在假定和已知天空亮度分布的

直接和间接照射下 直接接受来自室外反射面反射光照度与该天

空半球在室外无遮挡水平面上产生的天空漫射光照度之比

采光系数的室内反射光分量

在室内给定平面上的一点上 在假定和已知天空亮度分布的

直接或间接照射下 直接接受来自室内反射面反射光照度与该天

空半球在室外无遮挡水平面上产生的天空漫射光照度之比

天空遮挡物

在建筑物外的直接遮挡看见部分天空的物体

窗地面积比

窗洞口面积与地面面积之比

采光均匀度

假定工作面上的采光系数的最低值与平均值之比

光气候系数

根据光气候特点 按年平均总照度值确定的分区系数

窗洞口采光系数

不考虑各种参数的影响 由采光计算图表直接查出的未安装

窗时的窗洞口的采光系数

采光的总透射比

采光系数计算时 考虑采光材料透光性能以及窗结构挡光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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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污染 室内构件挡光对采光综合影响的系数 用符号 表

示

式中 采光材料的透射比

窗结构的挡光折减系数

窗玻璃的污染系数

室内构件挡光折减系数

室内反射光增量系数

采光计算时 考虑室内各表面的反射光使室内采光系数增加

的系数

室外建筑挡光折减系数

采光计算时 考虑室外对面建筑物遮挡影响使室内采光系数

降低的系数

高跨比修正系数

顶部采光计算时 考虑由于天窗类型 窗高和跨度的不同对室

内采光系数影响的系数

晴天方向系数

采光系数计算时 考虑因晴天时不同纬度地区和不同朝向的

窗使室内采光系数增加的系数

窗宽修正系数

侧面采光计算时 考虑不同窗宽对室内采光系数影响的系数

其值为建筑长度方向一面墙上的窗宽总和与建筑长度之比

建 筑 日 照

建筑日照

太阳光直接照射到建筑地段 建筑物围护结构表面和房间内

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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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时间

在一定的时间段内 时 日 月 年 投射到与太阳光线垂直平

面上的直接日辐射量超过 的累计时间

可照时间 某一特定地点

在一定的时间段内 太阳光照射在建筑物上的累计时间

日照率

在同一时间段内 日照时间与可照时间之比

日照间距

两平行建筑间的相对的两墙面之间 由前栋建筑物计算高度

太阳高度角和后栋建筑物墙面法线与太阳方位所夹的角确定的距

离

最小日照间距

为保证得到规定的日照时间 前后两栋建筑物间的最小间距

日照间距系数

日照间距与前栋建筑物计算高度之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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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光学特性和照明测量

材料的光学特性

反射

辐射在不改变其单色成分的频率时被表面或介质的折回过

程

透射

辐射在不改变其单色成分的频率时穿过介质的过程

折射

光线通过非光学均匀介质时 由于光线的传播速度变化而引

起传播方向变化的过程

漫射

辐射在不改变其单色成分的频率时被表面或介质分散在许多

方向的空间分布过程

规则反射 镜面反射

在无漫射的情形下 按照几何光学的定律进行的反射

规则透射 直接透射

在无漫射的情形下 按照几何光学的定律进行的透射

漫反射

在宏观上不存在规则反射时 由反射造成的漫射

漫透射

在宏观上不存在规则透射时 由透射造成的漫射

混合反射

规则反射和漫反射兼有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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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透射

规则透射和漫透射兼有的透射

各向同性漫反射

被反射的辐射在反射半球的各个方向产生相同的辐射亮度或

光亮度的漫反射

各向同性漫透射

透过的辐射在透射半球的各个方向产生相同的辐射亮度或光

亮度的漫透射

漫射体

主要靠漫射现象改变辐射的空间分布的器件 如果漫射体所

反射或透射的全部辐射是漫射的 则可称为全漫射体 它与反射和

透射是否各向同性无关

理想漫反射体

具有反射比等于 的各向同性漫射体

理想漫透射体

具有透射比等于 的各向同性透射体

朗伯 余弦 定律

一个面元的辐射亮度和光亮度在其表面上半球的所有方向相

等时 并符合

式时称为朗伯 余弦 定律

式中 面元在 角 与表面法线夹角 方向及其法线方向

的辐射强度

面元在 角 与表面法线夹角 方向及其法线方向

的发光强度

反射比

在入射辐射的光谱组成 偏振状态和几何分布给定条件下 反

射的辐射通量或光通量与入射通量之比 符号为 单位为

透射比

在入射辐射的光谱组成 偏振状态和几何分布给定条件下 透

射的辐射通量或光通量与入射通量之比 符号为 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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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反射比

反射通量中的规则反射通量与入射通量之比 符号为 单位

为

规则透射比

透明通量中的规则透射通量与入射通量之比 符号为 单位

为

漫反射比

反射通量中的漫反射通量与入射通量之比 符号为 单位

为

漫透射比

透射通量中的漫透射通量与入射通量之比 符号为 单位为

逆反射

反射光线从靠近入射光线的反方向返回的反射 当入射光线

的方向在较大的范围内变化时 仍能保持这种性质

光泽

由于表面的方向选择性 物体的反射亮光所呈现出表面的外

观性质

照 明 测 量

光测量

根据光谱光 视 效率 或 评价光辐射的测量

色测量

根据规则进行的色刺激测量

照度计

测量照度的仪器

亮度计

测量亮度的仪器

光具座 测光导轨

供多种独立部件在其上用积木式结构按需要组合成一种能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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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多种光学参数的通用装置

变角光度计

测量光源 灯具 介质或表面的光的方向分布特性的光度计

积分球

测光用的内表面覆以尽量无光谱选择性的漫反射材料的中空

球

反射计

有关光反射量的测量仪器

光泽计

测量表面光泽的光度性质的仪器

光谱光度计 分光光度计

在相同波长上 测量一种辐射量的两个值之比的仪器

色度计

测量色三刺激值和色度坐标等色度量的仪器

色卡

表示颜色的标准样品卡

色 谱 集

按照一定规则排列和标示的颜色样品图集

光电池

吸收光辐射而产生电动势的光电探测器

色修正

当待测辐射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与标准辐射体的相对光谱功

率分布不同时 利用色修正器对光度计的探测器进行的修正

余弦修正

为校正光度计的探测器的角度响应特性不符合余弦特性 利

用余弦修正器对光度计的探测器进行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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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汉语拼音术语条目索引

汉语术语条目 汉语拼音术语条目 页次

安全照明

暗视觉

暗适应

白炽灯

半高杆照明

半间接型灯具

半间接照明

半截光型灯具

半直接型灯具

半直接照明

保护玻璃

备用照明

变角光度计

表面色

壁灯

不舒适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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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度

采光总透射比

采光均匀度

采光系数

采光系数的室内反射光分量

采光系数的室外反射光分量

采光系数的天空光分量

参考平面

插脚式灯头

插口式灯头

常设辅助人工照明

尘密型灯具

充气灯泡

窗地面积比

窗洞口采光系数

窗宽修正系数

触发器

垂直面照度

出口标志灯

初始平均照度

标准光度观察者

标准全晴天空

标准全阴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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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色辐射

单位面积功率

道路照明

道路照明灯具

灯的 额定功率

灯的 额定光通量

灯的 发光效率

灯的 全功率

灯的 寿命

灯电流

灯电压

等光强曲线

灯具

灯具安装高度

灯具保护网

灯具计算高度

灯具距高比

灯具最大允许距高比

灯具间距

灯具效率

等亮度曲线

灯头

等照度曲线

灯座

电磁辐射

电光源

点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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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镇流器

定向照明

低压卤钨灯

低压钠 蒸气 灯

对称光强分布

对称配光型 非对称配光型 灯具

额定电流

额定电压

发光强度

发光顶棚照明

防爆灯具

防潮灯座

防尘灯具

放电灯

防护型灯具

防水灯具

泛光灯

泛光照明

反射

反射比

反射计

反射器

反射型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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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反射型高压汞 蒸气 灯

反射眩光

反射 总 日辐射

法向照度

非截光型灯具

封闭型光束灯泡

分区一般照明

辐射通量

高杆照明

高跨比修正系数

高频无极感应灯

高频荧光灯

高强度气体放电灯

高显色型高压钠 蒸气 灯

高压汞 蒸气 灯

高压钠 蒸气 灯

隔爆型灯具

各向同性漫反射

各向同性漫透射

汞 蒸气 灯

工作面

光

光测量

光电池

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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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光具座 测光导轨

光幕反射

光谱

光谱光度计 分光光度计

光谱光 视 效率

光谱 密 集度 光谱分布

光强分布 配光

光气候

光气候系数

光束角

光通量维持率

光通量

光学辐射

光源或灯具的 光中心

光源色

光泽

光泽计

广照型灯具

管形白炽灯泡

规则反射 镜面反射

规则反射比

规则透射 直接透射

规则透射比

红外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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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环形荧光灯

混光光源光通量比

混光照明

混合反射

混合透射

混合照明

间接光通量

间接型灯具

间接照明

检修照明

建筑日照

截光

截光角

截光型灯具

积分球

紧凑型荧光灯

警卫照明

金属卤化物灯

局部照明

聚光灯泡

聚光灯 射灯

嵌入式灯具

可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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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可见辐射

可调式灯具

可移式灯具

可照时间 某一特定地点

空间等照度曲线

快速启动式荧光灯

朗伯 余弦 定律

冷白色荧光灯

冷色

亮度

亮度对比

亮度计

理想漫反射体

理想漫透射体

利用系数

利用系数法 流明法

落地灯

螺口式灯头

卤钨灯

漫反射

漫反射比

漫射

漫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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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漫射型灯具

漫射照明

漫透射

漫透射比

面光源

明度 相关色

明视觉

明适应

磨砂灯泡

耐震灯泡

钠 蒸汽 灯

逆反射

霓虹灯

暖白色荧光灯

暖色

平均亮度

平均球面照度 标量照度

平均寿命

平均照度

平均柱面照度

频闪效应

普通灯具

普通照明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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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谱线

启动电流

启动电压

启动器

启动时间

晴天方向系数

日辐射

日光色荧光灯

日照间距

日照间距系数

日照率

日照时间

乳白灯泡

三基色荧光灯

色表

色测量

色刺激

色调 色相

色对比

色度计

色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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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色卡

色品 色度

色 谱 集

色适应

色温 度

色修正

上半球光通量

闪烁

升降悬吊式灯具

深照型灯具

视力 视觉敏锐度

视亮度

视角

视觉

视觉功效

视觉环境

视觉适应

视觉作业

室空间比

水密型灯具

室内反射光增量系数

失能眩光

室外建筑挡光折减系数

室外临界照度

室形指数

视野

手提灯

水平面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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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水下灯具

疏散标志灯

疏散照明

瞬时启动式荧火灯

台灯

探照灯

特殊显色指数

天空漫射辐射

天空 漫射 光

天空遮挡物

投光灯

透射

透射比

涂白灯泡

维持平均照度

维护系数

无彩 知觉 色

物体色

下半球光通量

氙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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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相对光谱分布

相关色温 度

线光源

显色性

显色指数

下射式灯具

吸顶灯具

悬吊式灯具

眩光

旋转对称光强分布

阳光 直射日光

一般漫射照明

一般显色指数

一般照明

荧光灯

荧光高压汞 蒸气 灯

应急灯

应急照明

有彩 知觉 色

预热启动式荧光灯

余弦修正

再启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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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增安型灯具

障碍照明

照度

照度比

照度计

照度均匀度

照度矢量

遮光格栅

遮光角

正常照明

真空灯泡

镇流器

折射

折射器

值班照明

直管形荧光灯

直接日辐射

直接光通量

直接型灯具

直接眩光

直接照明

知觉 色 颜色

指向标志灯

重点照明

中间色

中间视觉

中显色型高压钠 蒸气 灯

中照型灯具

中值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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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昼光

装饰灯泡

逐点法

紫外辐射

自镇流荧光高压汞 蒸气 灯

总光通量

总日辐射

总云量

总昼光照度

最大照度

最小日照间距

最小照度



中
国
建
筑
资
讯
网
  
ww
w.
si
no
ae
c.
co
m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附录 英文术语条目索引

英文术语条目 汉语术语条目 页次

无彩 知觉 色

可调式灯具

面光源

平均柱面照度

平均照度

平均寿命

平均亮度

平均球面照度 标量照度

镇流器

插口式灯头

光束角

视亮度

灯具计算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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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灯头

吸顶灯具

彩度

色适应

有彩 知觉 色

色品 色度

标准全晴天空

标准全阴天空

标准光度观察者

环形荧光灯

日照间距系数

色度计

色测量

色表

色 谱 集

色卡

色对比

色修正

光源色

显色性

显色指数

色感觉

色刺激

色温 度

混光照明

紧凑型荧光灯

冷色

冷白色荧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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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高跨比修正系数

窗宽修正系数

相关色温 度

余弦修正

截光

截光角

暗适应

昼光

光气候系数

采光系数

窗洞口采光系数

日光色荧光灯

装饰灯泡

漫射照明

漫射型灯具

漫射体

漫反射比

漫反射

天空漫射辐射

漫透射

漫透射比

直接光通量

漫射

直接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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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直接照明

直接型灯具

定向照明

指向标志灯

直接日辐射

失能眩光

放电灯

不舒适眩光

光强分布 配光

下射式灯具

下半球光通量

防尘灯具

尘密型灯具

电光源

电磁辐射

电子镇流器

应急照明

应急灯

疏散照明

疏散标志灯

出口标志灯

室外临界照度

采光系数的室外反射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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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隔爆型灯具

闪烁

泛光灯

泛光照明

落地灯

荧光高压汞 蒸气 灯

荧光灯

磨砂灯泡

截光型灯具

充气灯泡

一般显色指数

一般漫射照明

一般照明

普通照明灯泡

眩光

反射眩光

总昼光照度

总日辐射

光泽

光泽计

变角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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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手提灯

高频荧光灯

高频无极感应灯

高强度气体放电灯

高杆照明

高压汞 蒸气 灯

高压钠 蒸气 灯

高显色型高压钠 蒸气 灯

中显色型高压钠 蒸气 灯

水平面照度

色调 色相

触发器

照度

照度计

照度比

照度矢量

白炽灯

增安型灯具

室内反射光增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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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间接光通量

间接照明

间接型灯具

红外辐射

初始平均照度

检修照明

瞬时启动式荧光灯

积分球

中间色

采光系数的室内反射光分量

等照度曲线

等光强曲线

等亮度曲线

各向同性漫反射

各向同性漫透射

朗伯 余弦 定律

灯电流

灯座

灯电压

灯的 寿命

光

明适应

光源的或灯具的 光中心

光气候

明度 相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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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室外建筑挡光折减系数

线光源

局部照明

分区一般照明

遮光格栅

低压钠 蒸气 灯

灯具

低压卤钨灯

灯具效率

防爆灯具

道路照明灯具

灯具保护网

亮度

亮度对比

亮度计

发光顶棚照明

灯的 发光效率

光环境

光通量

光通量维持率

混光光源光通量比

发光强度

维持平均照度

维护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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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最大照度

灯具最大允许距高比

中值寿命

汞 蒸气 灯

中间视觉

金属卤化物灯

利用系数法 流明法

中照型灯具

最小照度

最小日照间距

混合照明

混合反射

混合透射

防潮灯座

单色辐射

灯具安装高度

深照型灯具

霓虹灯

非截光型灯具

法向照度

正常照明

物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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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障碍照明

天空遮挡物

值班照明

乳白灯泡

光具座 测光导轨

光学辐射

普通灯具

晴天方向系数

悬吊式灯具

知觉 色 颜色

理想漫反射体

理想漫透射体

常设辅助人工照明

光电池

光测量

明视觉

插脚式灯头

点光源

逐点法

可移式灯具

可照时间 某一特定地点

单位面积功率

聚光灯泡

预热启动式荧光灯

投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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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防护型灯具

保护玻璃

快速启动式荧光灯

辐射通量

额定电流

灯的 额定光通量

灯的 额定功率

额定电压

窗地面积比

嵌入式灯具

参考平面

反射比

反射 总 日辐射

反射

反射计

反射器

反射型灯泡

折射

折射器

规则反射比

规则反射 镜面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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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规则透射 直接透射

规则透射比

相对光谱分布

日照率

逆反射

反射型高压汞 蒸气 灯

再启动时间

升降悬吊式灯具

道路照明

室空间比

室形指数

旋转对称光强分布

安全照明

暗视觉

螺口式灯头

封闭型光束灯泡

探照灯

警卫照明

自镇流荧光高压汞 蒸气 灯

半截光型灯具

半直接照明

半直接型灯具

半高杆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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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半间接照明

半间接型灯具

遮光角

天空 漫射 光

采光系数的天空光分量

钠 蒸气 灯

日辐射

灯具距高比

空间等照度曲线

灯具间距

特殊显色指数

光谱 密 集度 光谱分布

谱线

光谱光 视 效率

光谱光度计 分光光度计

光谱

聚光灯 射灯

重点照明

启动器

备用照明

启动时间

启动电流

启动电压

直管形荧光灯

频闪效应

阳光 直射日光

日照时间

建筑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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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日照间距

表面色

对称配光型 非对称配光型 灯具

对称光强分布

台灯

三基色荧光灯

总云量

总光通量

灯的 全功率

采光的总透射比

透射

透射比

卤钨灯

管形白炽灯泡

紫外辐射

水下灯具

采光均匀度

照度均匀度

上半球光通量

利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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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真空灯泡

光幕反射

垂直面照度

耐震灯泡

可见度

可见辐射

视觉

视力 视觉敏锐度

视觉适应

视角

视觉环境

视野

视觉功效

视觉作业

壁灯

暖色

暖白色荧光灯

防水灯具

水密型灯具

涂白灯泡

广照型灯具

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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氙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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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标准用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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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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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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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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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标准主编单位 参加单位和

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 单 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参 加 单 位 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 张绍纲 任元会 赵建平 李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