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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公 告

第 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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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50034—2m4，自 2004年 12
月 1日起实施。其中，第 6．1．2、6．1．3、6．1．4、6．1．5、6．1．6、6．1．7条
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工业企业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92)和《民用

照明设计标准》(GBJ133—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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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6月 18日

前言

本标准系在原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Jl33---90和《工业企业照明设计

标准》GB 50034---92的基础上，总结了居住、公共和工业建筑照明经验，通过普查和重

点实测调查，并参考了国内外建筑照明标准和照明节能标准经修订、合并而成。其中照明

节能部分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司组织主编单位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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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总则、术语、一般规定、照明数量和质量、照明标准值、照明节能、照明配

电及控制、照明管理与监督共八章和二个附录组成。主要规定了居住、公共和工业建筑的

照明标准值、照明质量和照明功率密度。

本标准将来可能需要局部修订，有关局部修订的信息和条文内容将刊登在《工程建设

标准化》杂志上。

本标准以黑体字标志的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

内容的解释。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需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物理研究所(北京市车公庄大街 19号，邮编：

100044)。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参编单位：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

院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

院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 广州市设计院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阳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星光电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九佛电器实业有

限公司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通用(中国)电气照明有限公司 索恩照明(广州)有限

公司

主要起草人：赵建平 张绍纲 李景色 任元会 李德富 汪 猛 李国宾 王金元 杨

德才 钟景华 徐建兵 周名嘉 张建平 刘 虹 姚 萌 钟信财 杭 军 柴国生 钟学

周 姚梦明 顾 峰 宁 华

1 总 则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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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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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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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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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

3 一般规定 ----》》

4 照明数量和质量 ----》》

5 照明标准值 ----》》

6 照明节能 ----》》

7 照明配电及控制 -----》》

8 照明管理与监督 ----》》

附录 A 统一眩光值(UGR) ----》》

附录 B 眩光值(GR) ----》》

条文说明 ----》》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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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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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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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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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标准条文中，“条”、“款”

http://blog.hexun.com/SEGT/1619989/viewarticle.html
http://blog.hexun.com/SEGT/1621243/viewarticle.html
http://blog.hexun.com/SEGT/1621436/viewarticle.html
http://blog.hexun.com/SEGT/1621726/viewarticle.html
http://blog.hexun.com/SEGT/1622706/viewarticle.html
http://blog.hexun.com/SEGT/1622770/viewarticle.html
http://blog.hexun.com/SEGT/1622838/viewarticle.html
http://blog.hexun.com/SEGT/1623183/viewarticle.html
http://blog.hexun.com/SEGT/1623306/viewarticle.html
http://blog.hexun.com/SEGT/1623306/viewarticle.html
http://blog.hexun.com/SEGT/1942772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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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6507/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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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hoto.hexun.com/SEGT/1296531/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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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hoto.hexun.com/SEGT/1296610/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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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hoto.hexun.com/SEGT/1296628/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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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hoto.hexun.com/SEGT/1296663/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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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规定

3.1 照明方式和照明种类

3.1.1 按下列要求确定照明方式：

1 工作场所通常应设置一般照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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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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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一个工作场所内不应只采用局部照明。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6682/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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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按下列要求确定照明种类：

1 工作场所均应设置正常照明

2 工作场所下列情况应设置应急照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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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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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面积场所宜设置值班照明。

4 有警戒任务的场所，应根据警戒范围的要求设置警卫照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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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照明光源选择

3. 2. 1 选用的照明光源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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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照明设计时可按下列条件选择光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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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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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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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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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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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OW。

3．2．4 下列工作场所可采用白炽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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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防止电磁干扰要求严格的场所；

3 开关灯频繁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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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照度要求不高，且照明时间较短的场所；

5 对装饰有特殊要求的场所。

3．2．5 应急照明应选用能快速点燃的光源。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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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照明灯具及其附属装置选择

3．3．1 选用的照明灯具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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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荧光灯灯具的效率不应低于表 3.3.2-1的规定。

3．3．3 根据照明场所的环境条件，分别选用下列灯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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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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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高温场所，宜采用散热性能好、耐高温的灯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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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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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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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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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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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在需防止紫外线照射的场所，应采用隔紫灯具或无紫光源。

3．3．4 直接安装在可燃材料表面的灯具，应采用标有 F标志的灯具。

3．3．5 照明设计时按下列原则选择镇流器：

1 自镇流荧光灯应配用电子镇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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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管形荧光灯应配用电子镇流器或节能型电感镇流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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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采用的镇流器应符合该产品的国家能效标准。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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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照明节能评价

3．4．1 本标准采用房间或场所一般照明的照明功率密度(简称 LP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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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章的规定。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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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照明数量和质量

4．1 照 度

4．1．1 照度标准值应按 0．5、1、3、5、10、15、20、30、50、75、100、150、
200、300、500、750、1000、1500、2000、3000、50001x分级。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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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章的

规定。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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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视觉要求高的精细作业场所，眼睛至识别对象的距离大于 500mm时；

2 连续长时间紧张的视觉作业，对视觉器官有不良影响时；

3 识别移动对象，要求识别时间短促而辨认困难时；

4 视觉作业对操作安全有重要影响时；

5 识别对象亮度对比小于 0．3时；

6 作业精度要求较高，且产生差错会造成很大损失时；

7 视觉能力低于正常能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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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等级和功能要求高时。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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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进行很短时间的作业时；

2 作业精度或速度无关紧要时；

3 建筑等级和功能要求较低时。

4．1．5 作业面邻近周围的照度可低于作业面照度，但不宜低于表 4.1.5的数值。

4．1．7 在一般情况下，设计照度值与照度标准值相比较，可有—10％—+10％的偏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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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照度均匀度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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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而作业面邻近周围的照度均匀度不

应小于 0．5。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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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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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场地垂直照度最小值与最大值之比不宜小于 0．4；

2 场地平均垂直照度与平均水平照度之比不宜小于 0．25；

3 场地水平照度最小值与最大值之比不宜小于 0．5；

4 观众席前排的垂直照度不宜小于场地垂直照度的 0．25。

4.3 眩光限制

4. 3. 1 直接型灯具的遮光角不应小于表 4.3.1的规定。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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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R)评价，

按附录 A计算，其最大允许值宜符

合第 5章的规定。

4. 3. 3 室外体育场所的不舒适眩光应采用眩光值(GR)评价，按附录 B计算，其最大

允许值宜符合表 5．2．11—3的规定。

4．3．4 可用下列方法防止或减少光幕反射和反射眩光：

1 避免将灯具安装在干扰区内；

2 采用低光泽度的表面装饰材料；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7626/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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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限制灯具亮度；

4 照亮顶棚和墙表面，但避免出现光斑。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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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高度

角的亮度。灯具在该角度上的平均亮度限值宜符合表 4．3．5的规定。

4.4 光源颜色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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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确定。

4. 4. 2 长期工作或停留的房间或场所，照明光源的显色指数（Ra）不宜小于 80。在

灯具安装高度大于 6m的工业建筑场所，Ra可低于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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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章的规定。

4.5 反射比

4. 5. 1 长时间工作的房间，其表面反射比宜按表 4.5.1选取。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7642/photodetail.html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7652/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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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照明标准值

5.1 居住建筑

5.1.1 居住建筑照明标准值宜符合表 5.1.1的规定。

5.2 公共建筑

5. 2. 1 图书馆建筑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5.2.1的规定。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7682/photodetail.html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7903/photodetail.html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7927/photodetail.html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7903/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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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 办公建筑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5. 2. 2的规定。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7941/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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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5 旅馆建筑照明标准值符合表 5.2.5的规定。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7967/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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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6 医院建筑照明标准应符合表 5.2.6的规定。

5. 2. 7 学校建筑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5.2.7的规定！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7982/photodetail.html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003/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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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8 博物馆建筑陈列室展品照明标准值不应大于表 5. 2. 8的规定。

5. 2. 9 展览馆展厅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5.2.9的规定。

5. 2. 10 交通建筑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5.2.10的规定。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069/photodetail.html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095/photodetail.html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123/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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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11 体育建筑照明标准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彩电转播的体育建筑照度标准值应符合表 5.2.11-1的规定；

2 有彩电转播的体育建筑照度标准值应符合表 5.2.11-2的规定；

3 体育建筑照度标准值应符合表 5.2.11-3的规定。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129/photodetail.html


GB50034－200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22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143/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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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工业建筑

5. 3. 1 工业建筑一般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5.3.1的规定。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170/photodetail.html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219/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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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239/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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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253/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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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267/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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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273/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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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304/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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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公用场所

5. 4. 1 公用场所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5.4.1的规定。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321/photodetail.html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390/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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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应急照明的照度标准值宜符合下列规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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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 安全照明的照度值不低于该场所一般照明照度值的 5％；

3 疏散通道的疏散照明的照度值不低于 0．51x

6 照明节能

6．1 照明功率密度值

6．1．1 居住建筑每户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宜大于表 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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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436/photodetail.html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647/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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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办公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干表 6．1．2的规定。当房间或场所的照

度值高于或低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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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商业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6．1．3的规定。当房间或场所的照

度值高子或低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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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旅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6．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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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686/photodetail.html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718/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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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医院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6．1．5的规定。当房间或场所的照

度值高于或低子本表规定的对应照度值时，其照明劝塞密度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6．1．6 学校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干表 6．1．6的规定。当房间或场所的照

度值高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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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761/photodetail.html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786/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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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工业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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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820/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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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862/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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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911/photodetail.html


GB50034－200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36

6．1．8 设装饰性灯具场所，可将实际采用的装饰性灯具总功率的 50％计入照明功

率密度值的计算。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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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W。

6．2 充分利用天然光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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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50033
的规定。

6．2．2 有条件时，宜随室外天然光的变化自动调节人工照明照度。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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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有条件时，宜利用太阳能作为照明能源。

7 照明配电及控制

7．1 照明电压

7．1．1 一般照明光源的电源电压应采用 220V。1500W及以上的高强度气体放电灯

的电源电压宜采用 380V。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8949/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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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移动式和手提式灯具应采用Ⅲ类灯具，用安全特低电压供电，其电压值应符

合以下要求：

1 在干燥场所不大于 50V；

2 在潮湿场所不大于 25V。

7．1. 3 照明灯具的端电压不宜大于其额定电压的 105％，亦不宜低于其额定电压的

下列数值：

1 一般工作场所——95％；

2 远离变电所的小面积一般工作场所难以满足第 1款要求时，可为 90％；

3 应急照明和用安全特低电压供电的照明——90％。

7．2 照明配电系统

7．2．1 供照明用的配电变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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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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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照明安装功率较大时，宜采用照明专用变压器。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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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接自电力网有效地独立于正常照明电源的线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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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应急发电机组；

4 以上任意两种方式的组合。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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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所列的第 1或第 3种方式。

7．2．4 照明配电宜采用放射式和树干式结合的系统。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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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最小相负荷不宜小于三相负荷平均值的 85％。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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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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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每一照明单相分支回路的电流不宜超过 16A，所接光源数不宜超过 25个；

连接建筑组合灯具时，回路电流不宜超过

25A，光源数不宜超过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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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A。

7．2．8 插座不宜和照明灯接在同一分支回路。

7．2．9 在电压偏差较大的场所，有条件时，宜设置自动稳压装置。

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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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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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采用高频电子镇流器；

2 相邻灯具分接在不同相序。

7．2．12 当采用工类灯具时，灯具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可靠接地。

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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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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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宜按租户或单位设置电能表。

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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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导体选择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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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mm2。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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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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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 接地线截面选择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7．4 照明控制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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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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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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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 旅馆的每间(套)客房应设置节能控制型总开关。

7．4．4 居住建筑有天然采光的楼梯间、走道的照明，除应急照明外，宜采用节能自

熄开关。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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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只
设置 1只光源的除外)。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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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所控灯列与侧窗平行；

2 生产场所按车间、工段或工序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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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 有条件的场所，宜采用下列控制方式：

1 天然采光良好的场所，按该场所照度自动开关灯或调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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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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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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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照明管理与监督

8．1 维护与管理

8．1．1 应以用户为单位计量和考核照明用电量。

8．1．2 应建立照明运行维护和管理制度，并符合下列规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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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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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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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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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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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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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实施与监督

8．2．1 程设计阶段，照明设计图应由设计单位按本标准自审、自查。

8．2．2 建筑装饰装修照明设计应按本标准审查。

8．2．3 施工阶段由工程监理机构按设计监理。

8．2．4 竣工验收阶段应按本标准规定验收。

附录 A 统一眩光值 （UGR）

A. 0. 1 照明场所的统一眩光值（UGR）计算

1 UGR应按 A.0.1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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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hoto.hexun.com/SEGT/1299112/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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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统一眩光值(UGR)的应用条件

1 UG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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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适用于灯具发光部分对眼睛所形成的立体角为 0．1sr>w>0．0003sr的情况；

3 同一类灯具为均匀等间距布置；

4 灯具为双对称配光；

5 坐姿观测者眼睛的高度通常取 1．2m，站姿观测者眼睛的高度通常取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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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m的工作面、灯具安装表面以及此两个表面之间的

墙面。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9160/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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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眩光值（GR）

B. 0. 1 室外体育场地的眩光值（GR）计算

1 GR的计算应按 B.0.1公式计算：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9171/photodetail.html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9185/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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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眩光值(CR)的应用条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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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用于视线方向低于眼睛高度；

3 看到的背景是被照场地；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9272/photodetail.html
http://photo.hexun.com/SEGT/1299318/photo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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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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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可按一定数量角度间隔(5°……45°)转动选取一定数量观察方向。

GB 50034-2004标准条文说明

1 总 则

1．0．1 制订本标准的目的和原则。

1．0．2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1．0．3 本标准与其他标准和规范的关系。

2 术 语

本章编列了本标准引用的术语，共 47条，绝大多数术语引自行业标准——《建筑照明

术语标准》JCJ／T119——98。

3 一般规定

3．1 照明方式和照明种类

3．1．1 本条规定了确定照明方式的原则。

1 为照亮整个场所，除旅馆客房外，均应设一般照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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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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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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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本条规定了确定照明种类的原则。

1 所有工作场所均应设置在正常情况下使用的室内外照明。

2 本条规定了应急照明的种类和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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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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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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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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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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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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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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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照明光源选择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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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本条是选择光源的一般原则。

1 细管径(≤26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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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商店营业厅宜用细管径(≤26mm)直管形荧光灯代替较粗管径(>26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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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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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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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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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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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W及以下的白炽灯。

3．2．4 本条规定可使用白炽灯的场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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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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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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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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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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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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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而采用高强度气体放电灯达

不到上述的要求。

3．2．6 显色要求高的场所，应采用显色指数高的光源，如采用 Ra大于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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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照明灯具及其附属装置选择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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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的占 84．6％；带透明罩的效率大于 65％的占 80％；带磨砂棱镜罩的灯具

效率大于 55％的占 86％；带格栅的效率大于 60％的占 58％。对于高强气体放电灯灯具，

带反射器开敞式的效率大于 75％的占 80％；带透光罩的效率大于 60％的占 62％。

3．3．3 本条为几种照明场所，分别规定了应采用的灯具，其依据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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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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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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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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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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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有尘埃的场所，应按防尘等级选择适宜的灯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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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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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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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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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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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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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本条说明选择镇流器的原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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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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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直管形荧光灯(>14W)应采用电子镇流器，因电感镇流器不

能可靠起动 T5灯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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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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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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采用的镇流器应符合该镇流器的国家能效标准的规定。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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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照明节能评价

3．4．1 目前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均采用照明功率密度(LPD)作为建筑照明节

能评价指标，其单位为W／m2，本标准也

采用此评价指标。其值应符合第 6章的规定。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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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目标值执行日期

由标准主管部门决定。

4 照明数量和质量

4．1 照 度

4．1．1 本条规定了常用照度标准值分级，该分级与 CIE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

S008／E--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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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倍。为了适合我国情况，照度分级向低延伸到 0．51x，与原照明设计标准的分级

一致。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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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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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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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C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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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作业面邻近周围(指作业面外 0．5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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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的数值。此表与 CIE标准《室内工

作场所照明》S008／E一 2001的规定完全一致。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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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应计人表

4．1．6的维护系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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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时

来确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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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次/年，本标准规定了 2-3次/年。

3 维护系数是根据对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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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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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的偏差。

此偏差只适用于装 10个灯具以上的照明场所； 当小于 10个灯具时，允许适当超过此偏

差。

4．2 照度均匀度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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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以上，人们感到满意。CIE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S008／E一 2001中也规

定了 0．7，因此本标准规定一般照明的照度均匀度不应小于 0．7。参照 CIE标准规定，

增加了作业面邻近周围的照度均匀度不应小于 0．5的规定。

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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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的规定是参照原 CIE标准 29／2号出版物《室内照明指南》(1986)制订的。

4. 2. 3 户主视苎播要求的体育场馆的照度均匀度是根据 CIE出版物《体育比赛用的彩

色电视和摄影系统的照明指南》No．83(1989)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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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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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眩光限制

4.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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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E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S008/E-2001的规定。适用于常时间有

人工作的房间或场所内。

4．3．2 各类照明场所的统一眩光值(UGR)是参照 CIE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S008

／E--2001的规定制订的。UGR最大允许值应符合第 5章的规定，照明场所的统一眩光值

根据附录 A计算。此计算方法采用 CIE 117号出版物《室内照明的不舒适眩光》(1995)的

公式。

4．3．3 室外体育场的眩光采用眩光值(Gl{)评价，GR最大允许值应符合 5．2．11

的规定，GR值按附录 B计算，此计算方法采

用 CIE 112号出版物《室外体育和区域照明的眩光评价系统》(1994)的公式。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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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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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以外区域。

2 从房间表面装饰方面考虑，采用低光泽度的表面装饰材料。

3 从灯具亮度方面考虑，应限制灯具表面亮度不宜过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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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本条等同采用 CIE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S 008／E--2001的规定。

4．4 光源颜色

4．4．1 本条是根据 CIE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S 008／E一 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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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本条是根据 CIE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S 008／E--2001的规定制订的。

该标准的 Ra取值为 90、80、60、40和 20。随着人们对颜色显现质量要求的提高，根据

C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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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但对于工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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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部分生产场所的照明(安装高度大于 6m的直接型灯具)可以例外，R9可低于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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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章中规定。

4．5 反 射 比

4．5．1 本条规定的房间各个表面反射比是完全按照 CIE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

S008／E一 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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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照明标准值

5．1 居住建筑

5．1．1 居住建筑的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六大区的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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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J 133—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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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根据实测调研结果，绝大多数起居室，在灯全开时，照度在 100～2001x之间，

平均照度可达 1521x，而原标准一般活动为 20—30—501x，照度太低，美国标准又太高，

日本最低，只有 751x，俄罗斯为 100lx，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本标准定为 1001x。而起居

室的书写、阅读，参照美、日和原标准，本标准定为 3001x，这可用混合照明来达到。

2 根据实测调研结果，绝大多数卧室的照度在 1001x以下，平均照度为 711x，美

国标准太高，日本标准一般活动太低，阅读太高，俄罗斯为 1001x。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卧室的一般活动照度略低于起居室，取 751x为宜。床头阅读比起居室的书写阅读降低，

取 150l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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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原标准的餐厅照度太低，最高只有 501x，美国较低，而日本在 200—5001x之间，

根据我国的实测调查结果，多数在 1001x左右，本标准定为 1501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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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x以下，平均照度为 931x，而国外多在 100-3001x

之间，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本标准定为 1001x。而国外在操作台上的照度均较高，在

200—500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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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x，可由混合照明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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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标准的卫生间一般照明照度太低，最高只有 201x，而国外标准在 50—1501x

之间，根据调查结果，多数为 1001x左右，平均照度为 1211x，故本标准定为 1001x。至

于洗脸、化妆、刮脸，可用镜前灯照明，照度可在 200—5001x之间。

6 显色指数(Ra)值是参照 CIE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S008／E--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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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公共建筑

5．2．1 图书馆建筑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六大区的 46所图书馆照明调研结果，

并参考原国家标准、C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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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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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001x之间，平均照度在 3391x，而原标准高档照度为 3001x，CIE标准为 5001x，

美国和俄罗斯均为 3001x。根据视觉满意度实验，对荧光灯在 3001x时，其满意度基本可

以。又据现场评价，150—2501x基本满足视觉要求。根据我国现有情况，本标准一般阅览

室定为 300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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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x。

http://segt.photo.hexun.com/1595925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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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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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x，原

标准高档为 1501x，而国外标准在 200—3001x之间，本标准定为 3001x。

3 根据书库的调查结果，多数照度在 1501x以下，除美国照度较高外，日本和俄

罗斯在 50～751x之间。本标准定为 501x。

4 工作间的照度，调查结果多数平均在 200～3001x之间，而原标准高档为 3001x，

考虑图书的修复工作需要，本标准定为 3001x。

5 各房间统一眩光值(UGR)和显色指数(Ra)是参照 CIE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

S 008／E--2001制订的。

5．2．2 办公建筑的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六大区的 187所办公建筑照明调研结果，

并参考原国家标准、C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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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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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01x之间，平均照度为 4291x，而原标准高档为

200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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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美国、日本、

德国办公室照度均为 5001x，只有俄罗斯为 3001x，根据我国情况，本标准将普通办公室

定为 3001x，高档办公室定为 5001x。

http://segt.photo.hexun.com/1595926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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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会议室、接待室、前台的照度调查结果，多数平均在 200—4001x之间，

平均照度为 3581x，原标准高档为 2001x，而 CIE标准及一些国家多在 300—5001x之间，

本标准定为 3001x。

3 根据营业厅的照度调查结果，多数为 200—3001x之间，而美国为 300—5001x，

日本高达 750～15001x，本标准定为 3001x。

4 设计室的照度与高档办公室的照度一致，本标准定为 5001x。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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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3501x

之间，平均为 3241x。普查照度平均为 2001x，而原标准高档为 1001x，CIE标准为 3001x，

美国标准稍低为 1001x，日本为 300—7501x，本标准定为 3001x。

6 资料、档案室的照度普查结果均小于 1501x，CIE标准为 2001x，日本为

150—3001x，本标准定为 2001x。

7 办公建筑各房间的统一眩光值(UGR)和显色指数(Ra)是参照 CIE标准《室内工

作场所照明》S008／E一 2001制订的。

5．2．3 商业建筑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六大区的 90所商业建筑的照明调研结果，

并参考原国家标准、C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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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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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x，平均照度达 678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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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x。CIE标准将营业厅按大小分类，

大营业厅照度为 5001x，小营业厅为 3001x，而美、德、俄等国均为 3001x，日本稍高，

达 500-7501x。据此，本标准将一般商店营业厅定为 3001x，高档商店营业厅定为 5001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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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5001x，平均照度达 5671x。而美国不分何种超市均定为 5001x，日本在市内超市

为 750—10001x，而在市郊超市为 300～7501x，俄罗斯为 4001x。本标准将一般超市营

业厅定为 3001x，而高档超市营业厅定为 5001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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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x。

4 商店各营业厅的统一眩光值(UGR)和显色指数(Ra)是参照 CIE标准《室内工作场

所照明》S008／E--2001制订的。

http://segt.photo.hexun.com/1595977_d.html


GB50034－200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56

5．2．4 影剧院建筑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 10所影剧院建筑照明调查结果，并参

考原国家标准、CIE标准以及一些国家的照明标准经综合分析研究后制订的。影剧院建筑

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见表 5。

1 影剧院建筑门厅反映一个影剧院风格和档次，且是观众的主要人口，其照度要

求较高。根据调查结果，门厅照度在

10～1331x之间，而 CIE标准为 1001x，日本为 300～7501x，俄罗斯为 5001x，照度差

异较大，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本标准定为 2001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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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x，CIE标准剧场为 200Lx，本标准对观众厅，剧场定为 2001x，

影院定为 1001x。

3 影院和剧场的观众休息厅，根据调查结果，照度在 40—2001x之间。原标准高

档照度，影院为 100k，剧场为 1501x。日本为 150-300Lx，俄罗斯为 1501x。本标准将影

院定为 1501x，剧场定为 200Lx，以满足观众休息的需要。

4 排演厅的实测照度为 3101x，原标准高档为 2001x，照度较低。CIE标准为

3001x，参照 CIE标准的规定，本标准定为 3001x。

5 化妆室的实测照度为 5091x，原标准一般区域高档为 1501x，化妆台高档为

3001x，日本为 300～7501x。本标准将一般活动区照度定为 1501x，而将化妆台照度提高

到 500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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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影剧院的统一眩光值(UGR)和显色指数(Ra)是参照 CIE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

明》S008／E一 2001制订的。

5．2．5 旅馆建筑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六大区的 62所旅馆建筑照明调查结果，

并参考原国家标准、C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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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见表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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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Lx，平均照度只有 37lx，

原标准高档为 501x，而美国等一些国家为 100—1501x，根据我国情况本标准定为 751x。

床头的实测照度多数为 100lx左右，平均照度为 1101x，而原标准最高为 1001x，稍低，

本标准提高到 1501x。写字台的实测照度多在 100-2001x之间，而原标准高档为 2001x，

美国为 3001x，日本为 300～7501x；本标准定为 300lx。卫生间的实测照度多数在

100—200lx之间，原标准高档为 1001x，而美国为 3001x，日本为 100、2001x，本标准

定为 150lx。

2 中餐厅重点实测照度多数在 100—2001x之间，平均照度为 1861x，而普查设

计照度多数在 200—3001x之间，原标准高档照度为 1001x，照度偏低，CIE标准和德国为

2001x，日本为 200～3001x，本标准定为 2001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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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k。原标准高档为 501x，照度偏低，本标准定为 100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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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功能厅重点实测照度多数在 100～2501x之间，平均照度为 1491x，而普查

照度均在 300～4001x之间，CIE标准、德国、俄罗斯均为 2001x，而美国为 5001x，日本

为 200～5001x，本标准取各国标准的中间值，定为 3001x。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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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x左右，平均为 1211x，而普

查多数在 200—3001x之间，原标准高档为 1501x，而国外标准在 100—3001x之间，结合

我国实际情况，本标准将门厅、总服务台定为 3001x，将休息厅定为 2001x。

6 客房层走道实测照度多数小于 501x，平均为 431x，而国外多为 50-1001x之

间，本标准定为 501x。

7 旅馆建筑各房间的统一眩光值(UGR)和显色指数(Ra)是参照 CIE标准《室内工

作场所照明》S008／E一 2001制订的。

5．2．6 医院建筑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六大区的 64所医院建筑照明调查结果，

并参考《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JCJ49--88、C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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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原标准无此项标准，为新增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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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治疗室的实测照度大多数在 100～2001x之间，平均照度为 1801x，我国行标

高档为 1001x，而国际及国外的照度标准均在 300—5001x之间，高的可达 10001x。考虑

我国实际情况，提高到 3001x，还是现实可行的，故本标准定为 3001x。

2 化验室的实测照度大多数在 200-3001x之间，平均照度为 2601x，而国外标准

多在 5001x，考虑到化验的视觉工作精细，

参照国外标准，本标准也定为 5001x。

3 手术室一般照明实测照度多在 200—3001x之间，我国行标高档为 2001x，而

国外平均在 10001x左右，美国高达 30001x以上，而本标准是采用国外的最低标准，定为

7501x。

4 诊室的实测照度在 100-2001x之间，平均为 1731x，我国行标最高为 1501x，

而国外多数在 300—500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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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x。

5 候诊室的实测照度多数在 100～2001x之间，平均为 1771x，我国行标高档为

100lx，而 CIE标准为 2001x，美国和日本为 100—3001x之间，考虑候诊室可比诊室照度

低一级，本标准定为 2001x。挂号厅的照度与候诊室的照度相同。

6 病房的实测照度多数在 100～2001x之间，平均为 1201x，我国行标最高为

1001x，而国外一般照明为 1001x，只有在检查和阅读时要求照度为 200-5001x，此时多

可用局部照明来实现，本标准定为 100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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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护士站的实测照度多在 100～2001x之间，平均为 1541x，我国行标高档为

150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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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5001x之间，

本标准将照度提高到 3001x。

8 药房的实测照度多在 100—2001x之间，美国为 5001x，日本为 300～750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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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x。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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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E标准，本标准定为

5001x。

10 医院各房间的统一眩光值(UGR)和显色指数(Ra)是参照 CIE标准《室内工作场

所照明》S008／E一 2001制订的。

5．2．7 学校建筑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六大区的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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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J 99--86、C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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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原标准无此项标准，

为新增项目。

1 教室的实测照度多数在 200～3001x之间，平均照度为 2321x，实际照度和设

计照度均较低，国标 GBJ 99---86为 1501x。而 CIE标准规定普通教室为 300k，夜间使用

的教室，如成人教育教室等，照度为 500k。美国为 5001x，德国与 CIE标准相同，日本教

室为 200—7501x。本标准参照 CIE标准的规定，教室定为 3001x，包括夜间使用的教室。

2 实验室的实测照度大多数在 200～3001x之间，平均照度为 2941x，国标 GBJ

99--86为 1501x，偏低，多数国家为 300—500k，本标准定为 3001x。

3 美术教室的普查照度多在 200—3001x之间，国标 GBJ99---86为 2001x，国

外标准多为 5001x，因美术教室视觉工作

精细，本标准定为 5001x。

4 多媒体教室的普查照度多在 200—3001x之间，国标 GBJ99—86为 2001x，国

外照度标准为 400—5001x之间，考虑因有

视屏视觉作业，照度不宜太高，本标准定为 3001x。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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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J99--86的 2001x，提高到 5001x。

6 学校建筑各种教室的统一眩光值(UGR)和显色指数(Ra)是根据 CIE标准《室内

工作场所照明》S008／E一 2001制订的。



GB50034－200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61

5．2．8 博物馆照明标准值是在对 27所博物馆照明实测基础上，参照 CIE标准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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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的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见表 9。原标准无此项标准，为新增项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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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lx、1501x和 300lx，

此标准与 CIE 1984年博物馆照明标准一致。本标准采用此照度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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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选取。

3 根据 CIE标准的规定，统一眩光值(UGR)应为 19，对辨色要求高的展品，其显

色指数(Ra)不应低于 90，对于显色要求一般的展品显色指数(Ra)为 80。

5．2．9 展览馆展厅的国内外照度标准值对比见表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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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gt.photo.hexun.com/1596067_d.html
http://segt.photo.hexun.com/1596093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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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展厅定为 2001x，而高档展厅定为 300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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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1x，维护系数按 0．8计算，则维持

平均照度约为 492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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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根据 CIE标准的规定展厅的统一眩光值(UGR)为 22，而显色指数(Ra)为 80。

5．2．10 交通建筑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六大区的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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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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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http://segt.photo.hexun.com/1596095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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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售票台台面，原标准为 2001x，照度偏低，因工作精神集中，收现金、发票，

本标准定为 5001x。

2 问讯处的原标准高档为 1501x，而 CIE问讯处台面为 5001x，根据我国情况，

定为 2001x。

3 候车(机、船)室的实测照度多数在 1501x以上，原标准高档为 1501x。CIE标

准规定为 2001x，而日本分为三级，A级为 300—7501x，B级为 150～3001x，C级为

75—1501x。本标准将候车(机、船)室(厅)分为普通和高档二类，普通定为 1501x，高档定

为 3301x。

4 中央大厅的实测照度较高，平均照度为 4631x，而原标准最高为 100k。CIE

标准规定为 XIOLx，参照 CIE标准规定，本标准定为 2001x。

5 售票厅的重点实测照度半数大于 2001x，平均照度为 2411x，而普查只有

1251x。原标准高档为 1501x，CIE标准规定为 2001x，美国为 5001x，而日本分不同等级

车站定照度标准，A级为 300～7501x，B级为 150—3001x。根据我国情况，参照 CIE标

准，本标准定为 2001x。

6 海关、护照检查，原标准为 2001x，参照 CIE标准规定，本标准定为 5001x。

7 安全检查的实测照度多数大于 2001x，平均照度为 3211x，CIE标准和美国均

规定为 3001x，本标准定为 3001x。

8 换票和行李托运的实测照度为 2731x，原标准高档为 1001x，而 CIE标准和

美国规定均为 3001x，本标准定为 3001x。

9 行李认领、到达大厅和出发大厅的实测照度为 1971x，而 CIE标准为 2001x，

本标准参照 CIE标准，定为 2001x。

http://segt.photo.hexun.com/1596097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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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通道、连接区、扶梯的普查平均照度为 175—1901x，原标准高档为 301x，

照度太低，而 CIE标准规定为 1501x，日本

1501x是三级中的中间值，本标准定为 1501x。

11 本标准有棚站台定为 751x，无棚站台定为 501x，符合现今的实际情况。

12 交通建筑房间或场所的统一眩光值(UGR)和显色指数(Ba)是根据 CIE标准《室

内工作场所照明》S0(B／E--2001制订的。

5．2．11 体育建筑的照明标准值是根据对我国一些主要城市的 29座体育场馆的照明

调查结果，并参考原国家标准、C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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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本标准的表 5．2．11-1和表 5．2．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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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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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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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2

仍然采用原标准的照度值，这与 CIE标准所规定的彩电转播时照度值一致。

1 根据调查结果，体育场的实测照度大多数在 1000-20001x之间，平均照度为

18701x。

2 体育馆实测照度半数以上为 20001x，平均照度为 2387Lx。

http://segt.photo.hexun.com/1596102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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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游泳馆实测照度多数在 1000～2000Lx之间，平均照度为 14621x。

4 训练馆实测照度全在 1000-20001x之间，平均照度为 14161x。

根据以上调查分析，我国现有的体育场馆照度均高于 CIE彩电转播时标准规定的照度

值，而本标准仍然采用 C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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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3规定了有五彩电转播的眩光值(GR)和显色指数(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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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N.112(1994)的额定眩光值(GR)执行，眩光值(GR)不应小于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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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不小于 80，当今大型国际和国

内比赛要求显色指数(Ra)甚至不宜小于 90。而对于非彩电转播的场馆的显色指数(Ra)不应

小于 65。

5．3 工业建筑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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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大类工业建筑 6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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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34--92、CIE标准以及一些国家的照明标准经综合分析研究后制订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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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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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修订原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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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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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于

2001年新颁布的《室内照明工作场所

的照明》CIES 008／E一 2001比较符合或接近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可以作为参考。

3 主要依据

1)根据本次标准修订中进行的普查和重点调查取得的资料；

2)参照 CIE《室内工作场所照明》S008／E一 2001国际标准；

3)考虑原标准 C,B 50034—92的状况，适当参考德、美、日、俄等国的标准。

4 本标准主要变化和特点

1)取消 GB 50034--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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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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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倍选取。原因：一是按 CIE新标准的方式；二是

http://segt.photo.hexun.com/1596164_d.html
http://segt.photo.hexun.com/1596171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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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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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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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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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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个代表性行业及通用工业场所，

共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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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个行业

的其他房间则由行业照明标准确定。

5)部分作业场所，由于其作业精细程度和其对照明要求差异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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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质量标准

UGR和 Ra标准值与原标准的方式不同，按不同房间或场所规定了 UGR和 R9质量标

准值。UGR和 Ra值主要是参考 CIE标准《室内工作场所照明》S008／E一 2001制订的。

5．4 公用场所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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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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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E标准的照度值有所降低外，其他均与 CIE标准的规定照

度相同，电梯前厅是参照 C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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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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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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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34--92和《建筑防火设计规范》制订的。

6 照明节能

6．1 照明功率密度值

6．1．1 本条规定了居住建筑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当符合第 4．1．3和第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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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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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http://segt.photo.hexun.com/1596209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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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结果，约半数住户 LPD在 5—10W／m2之间，户平均为 8．93W／m2，北京

市《绿色照明工程技术规程》DBJ 01---607—2001(以下简称北京市绿照规程)为 7W／m2，

台湾的调查结果为 7W／m2，本标准现行值定为 7W／m2，目标值定为 6W／m2。

6．1．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规定厂办公建筑照明的功率密度值。当符合第 4．1．3

和第 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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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建筑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见表 16。

http://segt.photo.hexun.com/1608309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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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6可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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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W／m2，本标准为了节能，将高档办公室定为 18W／m2，

目标值定为 15W／m2。从调查结果看，半数被调查办公室在 10—18W／m2之间，本标准

将普通办公室定为 11W／m2，目标值定为 9W／m2。

2 从调查结果看，半数的会议室在 10—18W／m2之间，而美国接近 17W／m2，

日本为 20W／m2，根据我国的照度水平及调查结果，本标准定为 11W／m2，目标值定为

9W／m2。

3 国外营业厅的照明功率密度均较高，在 26-35W／m2之间，而我国的调查结果

多数小于 iOW／m2，考虑到我国的照度水平及调查结果，本标准定为 13W／m2，目标值

定为 1]W／m2。

http://segt.photo.hexun.com/1608315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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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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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W／m2，

本标准和我国的照度水平相对应，定为

11W／m2，目标值定为 9W／m2。

5 档案室多数在 10-18W／m2之间，根据所规定照度，本标准定为 8W／m2，目

标值定为 7W／m2。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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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和第 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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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建筑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见表 17。

由表 17可知，商业建筑照明重点调查的照明功率密度平均为 30．7W／m2， 日本为

20W／m2，美国为 22．6W／m2，俄罗斯为 25W／m2，北京市为 30W／m2。本标准结合

我国情况，为节约能源，高档商店营业厅定为 19W／m2，目标值定为 16W／m2；一般商

店营业厅定为 12W／m2，目标值定为 IOW／m2；因超市净高较高，一般超市营业厅定为

13W／m2，目标值为 11W/m2；高档超市营业厅定为 20W／m2，而目标值定为 17W／m2。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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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和第 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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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http://segt.photo.hexun.com/1608317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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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8可知：

1 客房照明功率密度平均约为 12W／m2，日本和北京标准均为 15W／m2，只有

美国很高，约为 27W／m2，根我国实际情况，本标准定为 15W／m2，而目标值定为 13W

／m2。

2 中餐厅调查结果平均为 17—20W／m2之间，而多数在 10—15W／m2之间，根

据我国实际情况，本标准定为 13W／m2，而目标值定为 11W／m2。

3 多功能厅调查结果平均为 23W／m2，因只考虑一般照明，本标准定为 18W／

m2，而目标值定为 15W／m2。

http://segt.photo.hexun.com/1608320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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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房层走廊调查结果为平均 5．8W／m2，日本为 lOW／m2，而北京为 6W／

m2，本标准定为 5W／m2，而目标值定为 4W／m2。

5 门厅参考国外标准，本标准定为 15W／m2，而目标值定为 13W／m2。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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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和第 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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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建筑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见表 19。

http://segt.photo.hexun.com/1608423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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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9可知：

1 治疗室和诊室的照明功率密度重点调查结果约半数在 5～lOW／m2之间，而普

查约半数在 10～15W／m2之间，平均值约为 12W／m2，北京市定为 15W／m2，美国稍

高些为 17W／m2；日本诊室最高为 30W/m2，治疗室为 20W/m2，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定为

11W／m2是可行的。目前多数低于此水平，照度水平较低，而目标值定 9W／m2。

2 化验室重点调查结果平均为 11W／m2，而普查平均为 15W／m2，多数医疗人

员反映较暗，应提高照度到 5001x，故相应的功率密度，定为 18W／m2，而目标值定为

15W／m2。

3 手术室调查结果平均为 20W／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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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W／m2，而目标值定为 25W／m2。

4 候诊室调查结果多数在 lOW／m2以下，平均值约 9—14W／m2之间，考虑其照

度应低于诊室照度，本标准定为 8W／m2，而目标值定为 7W／m2。

5 病房的照明功率密度多数在 lOW／m2以下，平均值为 6—7W／m2，美国、日

本和北京市的标准稍高些，本标准定为 6W／m2，而目标值定为 5W／m2。

6 护士站大多数的照明功率密度在 15W／m2以下，平均值为 9—11W／m2，本标

准定为 11W／m2，而目标值定为 9W／m2。

7 药房多数的照明功率密度在 20W／m2以下，而美国和日本分别为 25W／m2和

30W／m2，考虑到药房需有 5001x的水平照度，从而提供较高的垂直照度，故本标准定为

20W／m2，而目标值定为 17W／m2。

8 重症监护室的照度为 3001x，本标准定为 11W／m2， 而目标值定 9W／m2。

http://segt.photo.hexun.com/1608481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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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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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和第 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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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建筑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见表 20。

由表 20可知：

1 根据调查，我国大多数教室照明功率密度均在 15W／m2以下。多数教室照度

较低，达到 3001x的教室很少。美国为 17W／m2、日本为 20W／m2、俄罗斯为 20W／

m2，这些国家教室的照度约为 5001x，考虑到我国照度为 3001x，将教室定为 1]W／m2，

目标值定为 9W／m2。阅览室照明功率密度与教室相同。

2 实验室的照明功率密度调查结果，多数在 15W／m2以下，平均为 10．7—13W

／m2，而美国、日本及俄罗斯在 20—30W／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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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W／m2，目标值定为 9W／m2。

http://segt.photo.hexun.com/1608490_d.html


GB50034－200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82

3 美术教室的照明功率密度调查结果多数在 20W／m2以下，实际照度应为

5001x，故本标准定为 18W／m2，目标值定为 15W／m2。

4 多媒体教室的照度要求较低，功率密度多数在 15W／m2以下，故功率密度定

为 11W／m2，目标值定为 9W／m2。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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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D)值。当符合第 4．1．3和第 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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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的主要依

据是：

1 对全国六大区，各类工业建筑共计 6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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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原国标 GB 50034--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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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D值作为主要参考。

3 参考了美、俄等国的相关标准。

在制订各类场所的 LP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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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或大于 1取值；当室形指数小于 1时，利

用系数将有所下降，因此可将规定的 LPD值适当增加。

工业建筑各类场所国内外照明功率密度值对比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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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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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场所可以增加照明安装功率。增加的数值按实际采用的装饰性灯具总功率的 50％

计算 LP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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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m2，照明灯具总安装功率为 2000W(含镇流器功耗)，其中装饰

性灯具的安装功率为 800W，其他灯具安装功率为 1200W。按本条规定，装饰性灯具的安

装功率按 50％计入 LPD值的计算则该场所的实际 LPD值应为：

http://segt.photo.hexun.com/1608503_d.html
http://segt.photo.hexun.com/1608513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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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商店营业厅设有重点照明的，应增加其 LPD允许值，可按该层营业厅全面积

增加 5W／m2，以便于实施。

6．2 充分利用天然光

6．2．1 本条指明房间的天然采光应符合《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 50033的规定。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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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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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光引人室内进行照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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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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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照明配电及控制

7．1 照明电压

7，1. 1 按我国电力网的标准电压，一般照明光源采用 220V电压：对于大功率(1500W

及以上)的高强度气体放电灯有 220V及 380V两种电压者，采用 380V电压，以降低损耗。

7．1．2 按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关于安全特低电压(SELV)的规定。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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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52---95的

规定一致。

7．2 照明配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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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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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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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S或 U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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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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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白电力网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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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配电系统的常规接线方式。

7．2．5 使三相负荷比较均衡，以使各相电压偏差不致差别太大。

7．2．6 为了减少分支线路长度，以降低电压损失。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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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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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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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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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5，

所以应设置电容补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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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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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2 按灯具分类标准的规定。

7．2．13 用安全特低电压(SEL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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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V及以下)侧，而导致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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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4 分户计算电量，有利于节电。

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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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54的有关规定。

7．3 导体选择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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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 选择导线截面的基本条件。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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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谐波以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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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 常规要求。

7．4 照明控制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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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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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 保证旅客离开客房后能自动切断电源，以满足节电的需要。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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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96--1999的规定

一致。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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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支灯泡(管)；中等房间

每开关可控 3—4支灯泡，大房间每开关可控 4—6支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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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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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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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照明管理与监督

8．1 维护与管理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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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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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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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实施与监督

8．2．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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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统一眩光值（UGR）

室内照明的不舒适眩光评价指标是根据国际照明委员会（CIE）的 117号出版物《室

内照明的不舒适眩光》（1995）编制的。其技术报告的英文名称为“Discomfort Glare Interior

Lighting”。本附录引用了该出版物的 UGR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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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眩光值(GR)

室外体育场的眩光评价指标是根据国际照明委员会(CIE）的 112号出版物《室外体育

和区域照明的眩光评价系统》(1994)编制的。该出版物的英文名称为“Glare Evaluation

System for Use Within Outdoor Sports and Area Lighting"。本附录引用该出版物的 GR计

算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