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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GB/T 29455—2012《照明设施经济运行》，与GB/T 29455—2012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

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术语和定义，删除了“灯具效率”、“灯具光效”、“灯具光束角”、

“光束效率”的术语和定义（见3.1，2012年版的3.1、3.2、3.3、3.4）；

b) 更改了技术要求（见第4章，2012年版的第4章、第5章、第6章）；

c) 更改了照明设施经济运行评价要求（见第5章，2012年版的第7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0）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于2012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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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设施经济运行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照明设施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和经济运行评价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和改造照明设施的设计、选型、安装、调试与验收、运行控制、管理维护以及运

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582 室外作业场地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CJJ 45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JGJ 153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与检测标准

JGJ/T 163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经济运行 economical operation

在满足照明需求和运行安全、可靠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管理、运行调节或技术改进，使照明系统达

到合理匹配，实现系统能耗低、经济性好的运行方式。

4 基本要求

4.1 设计要求

4.1.1 照明设施应根据照明场所实际条件和照明需求进行设计，在可利用天然光的场所应充分利用天

然光。

4.1.2 建筑照明设计应符合GB 50034相关规定，采光系数与天然光照度应符合GB 50033相关规定。

4.1.3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应符合CJJ 45相关规定。

4.1.4 室外作业场地照明设计应符合GB 50582相关规定，有顶棚的大面积作业场所宜利用顶部天然采

光。

4.1.5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应符合JGJ 153相关规定，并提高场地照明的光束利用率，控制场地照明的溢

散光。

4.1.6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应符合JGJ/T 163相关规定，夜景照明的设置不应对功能照明产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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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选型要求

4.2.1 照明产品

4.2.1.1 照明产品及其配光的选择应符合应用场所需要，使用者应依据照明产品应用设计参数合理选

用。

4.2.1.2 照明光源、灯具及附件应符合相关安全、能效及性能标准要求。在满足照明功能要求及眩光

限制的条件下，宜选用符合能效标准2级及以上的高效照明产品，不应选用国家或行业明令淘汰的照明

产品。

4.2.1.3 照明产品所使用的镇流器、驱动电源应与照明光源合理匹配。

4.2.2 供配电系统

4.2.2.1 照明设施应采用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即TN-S系统）。

4.2.2.2 在供电条件允许时，宜适度提高可再生能源供电占比。如在遮挡严重且不宜布线或偏远农村

不便布线的区域，采取集中设置光伏发电系统的方式进行照明供电；在太阳能或风能资源比较丰富的城

市，选用绿电作为照明电源。

4.2.2.3 配电变压器应符合相关安全、能效及性能标准要求，宜选用符合能效标准2级及以上的节能型

变压器，不应选用国家或行业明令淘汰的变压器。变压器负载率应提高到75 %～85 %，减少变压器有功

功率损耗和线损。

4.2.2.4 供配电线路应选用电导率较小的铜芯材质导线，减少导线长度，增大导线截面积，降低供配

电线路能量损耗。

4.2.3 其他设备

4.2.3.1 照明设施应合理采用照明节电装置提升整体节能水平，照明节电装置应符合GB/T 25959相关

规定。

4.2.3.2 照明设施应配备符合要求的计量装置，支持对照明用电进行单独计量和分区计量。

4.2.3.3 照明设施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宜采用智能监控设备，对照明产品进行集中管理和远程在线调控。

4.3 安装、调试与验收要求

4.3.1 照明产品及相关设备应按照制造厂的安装规定、设计文件和施工图纸，由专门的安装技术人员

进行安装。

4.3.2 灯具安装距高比不应大于灯具最大允许距高比。

4.3.3 当照明线路谐波较大时，可在照明配电箱设置有源滤波器就地补偿。

4.3.4 安装后应进行调试，并对照明产品及相关设备运行情况、照明效果进行测试验证。

4.4 运行控制要求

4.4.1 一般原则

4.4.1.1 照明设施供电宜使三相负荷平衡，不平衡度不应大于10 %。

4.4.1.2 照明设施的运行控制应在满足生产、生活、学习和经营管理等需求前提下，优化照明效果并

降低运行能耗。

4.4.1.3 运行控制模式应根据使用需求或应用场景分类设定，如正常照明、节假日照明、值班照明等

需求模式，或会议照明、一般照明等应用场景，并根据需要进行预置或适时调节，实现分区域、分时段、

分功能、联动等有效照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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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4 照明调色、调光和启闭应根据不同照明场所的需要以及照明产品类型采用适宜的控制方式，

如在楼梯间、走道采用声控控制方式，如在图书馆阅览区采用人体感应调节方式。

4.4.2 建筑照明

4.4.2.1 建筑照明应采用集中控制方式，并按照建筑使用条件和天然采光状况采取分区域控制模式。

4.4.2.2 室内公共场所宜按需采取调光或降低照度的控制措施。用于长时间无人逗留区域的LED灯具，

宜配备智能传感器或外接传感器控制接口，可按使用需求自动关灯或降低照度水平。

4.4.3 城市道路照明

4.4.3.1 城市道路照明应根据季节和天文时钟合理确定照明启闭时间，宜采用根据天空亮度进行修正

的光控与时控相结合的控制方式。

4.4.3.2 城市道路照明控制应设有现场手动、现场自动（时控与光控相结合）、集中遥控三种方式；

时控宜采用经纬时控器，光控宜采用光照度检测器；采用集中遥控系统时，远动终端应具有在通信中断

的情况下自动开关路灯的控制功能和手动应急控制功能。

4.4.3.3 道路照明宜采用自动降低功率或系统调整照明等模式节能，根据所在道路的照明等级、交通

及环境条件调节路面照度。

4.4.3.4 交通量较少或通行规律性较强的路段照明，宜基于自动感应环境照度和交通量等环境参数，

自动控制灯具启闭。

4.4.3.5 城市隧道照明宜根据环境、洞外亮度和交通量的变化，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进行控制。

4.4.4 体育场馆照明

4.4.4.1 应针对各类运动项目，根据比赛、训练、健身、场地维护等不同使用功能，合理设置照明控

制模式，对照明灯具进行单灯、分组或分区控制。

4.4.4.2 当比赛场地有天然光照明时，照明控制回路分组方案应与其相协调。用于天然采光场所的LED

灯具，宜配备随天然光变化自动调节照度的智能传感器或外接传感器控制接口。

4.4.5 室外工作场所照明

4.4.5.1 室外作业场地照明应根据生产作业要求，采用分区、分组集中控制方式。

4.4.5.2 当采用光控、时控等自动控制时，应同时设置有手动控制开关，并应在有人值守的场所设置

控制箱。

4.4.6 夜景照明

4.4.6.1 夜景照明宜采用时控、程控或智能控制等方式，并应具各手动控制功能。

4.4.6.2 夜景照明设施应支持分区、分组、单体的集中控制，并避免全部灯具同时启动。

4.4.6.3 夜景照明宜根据使用要求设置深夜模式、平日模式、节假日模式和重大节日或经批准的重大

活动等不同的开灯控制模式。

4.4.6.4 在电力供应紧张时期，应根据各地有序用电要求控制城市夜景照明规模，缩短开启时间，甚

至暂时关闭。

4.5 管理维护要求

4.5.1 照明设施应建立经济运行与节能管理制度，其内容应包括：

a) 照明设施经济运行管理规范；

b) 照明产品及相关设备档案、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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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管理及维护人员岗位职责；

d) 照明设施维护方案与保养计划；

e) 照明设施运行监测及检修方案等。

4.5.2 照明设施应根据照明场所环境条件，如潮湿、腐蚀性气体、蒸汽、高温、尘埃、易燃、易爆及

有洁净要求等，采用不同措施进行维护。

4.5.3 天然采光装置、照明光源、灯具表面及反射面应定期清洁。

4.5.4 照明设施应进行定期监测检查，出现故障应及时分析、排除，并做好运行、监测、检查和故障

处理记录。

4.5.5 照明产品应根据照度变化测量结果适时更换，一般当照明光源光通量低于初始光通量的70 ％时

应进行更换。更换时宜采用相同产品，以保证照明效果的一致性。

4.5.6 照明产品损坏或有部件破损应及时更换。

4.5.7 照明设施用电计量数据应定期进行统计分析，对经济运行状况进行评价。

4.5.8 照明设施维护人员应加强运行管理培训，以提升相关技能。

5 经济运行评价要求

5.1 评价指标

5.1.1 节能照明产品及设备占比作为照明设施产品选型经济运行的判别指标，按照公式（1）计算：

� = �e
�T

× 100% ………………………（1）

式中：

� ——节能产品占比，%；

�e——节能型照明产品及设备数量；

�T ——照明产品及设备数量。

5.1.2 照明功率密度（LPD）作为照明设施节能设计经济运行的判别指标，按照相关场所照明设计相关

要求计算。

5.1.3 照明运行效率作为照明设施经济运行的判别指标，按照公式（2）计算：

��o = �l
�LPD

× 100% ………………………（2）

式中：

��o ——照明运行效率，%；

�l ——计量周期内照明系统总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LPD ——计量周期内按照照明系统 LPD 设计值计算的基准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5.2 评价方法

5.2.1 节能照明产品及设备占比达到90 %，则认为照明设施产品选型符合经济运行要求；占比介于

80 %～90 %之间，则认为照明设施产品选型合理；占比低于80 %，则认为照明设施产品选型不经济。

5.2.2 照明功率密度符合相关场所照明设计相关要求，则认为照明设施节能设计符合经济运行要求；

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则认为照明设施节能设计不经济。

5.2.3 管理单位根据使用需求选择合理运行时间并设定基准耗电量，依据照明设施用电计量数据计算

照明运行效率。照明运行效率达到85 %～100 %之间，则认为照明设施运行经济。

5.3 照明设施运行不经济的评估及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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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对运行不经济的照明设施应进行节能诊断，评估照明设施产品及设备选型、节能设计及运行情

况，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5.3.2 改进措施设施后，应对改进效果进行检测验证，确保照明设施达到经济运行。

5.3.3 照明设施评估及改进应形成评估报告，并做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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