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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建筑节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５２）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央电视台技术制作中心、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国家速滑馆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昕诺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索恩照明（广州）有限公司、

玛斯柯照明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希优照明设备有限公司、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北京华安联合

认证检测中心有限公司、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信能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海洋王照明工程有

限公司、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佑昌电器（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赛倍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哈

勃照明设备有限公司、天津英格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晶日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七大洲实业有

限公司、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鸿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星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建平、林若慈、姚梦明、陈琪、罗涛、王书晓、赵凯、杨波、朱悦、姜斌、杨奇勇、

朱景明、张之宇、姚赤飙、刘海鹏、霍建新、王旭、高雅春、张玉涛、饶瑞斌、邱良杰、刘卫红、戴宝林、童敏、

施敏、战丹、郑守?、叶少军、张飞虎、黄建明、张孟、尤燕燕、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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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犈犇体育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体育场馆照明用ＬＥＤ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规格分类要求及灯具、驱动电源和照

明控制系统性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体育场馆场地及观众席照明用ＬＥＤ的灯具、驱动电源和照明控制系统及其应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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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７０００．１　灯具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ＧＢ７０００．７　投光灯具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２１８　灯具　第２１８部分：特殊要求　游泳池和类似场所用灯具

ＧＢ／Ｔ７９２１—２００８　均匀色空间和色差公式

ＧＢ／Ｔ９２５４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ＧＢ１７６２５．１—２０１２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１６Ａ）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２０１９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７４３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ＧＢ／Ｔ１８５９５　一般照明用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

ＧＢ１９５１０．１　灯的控制装置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４　灯的控制装置　第１４部分：ＬＥＤ模块用直流或交流电子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

ＪＧＪ／Ｔ１１９　建筑照明术语标准

ＪＧＪ１５３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

３　术语和定义

ＪＧＪ／Ｔ１１９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ＪＧＪ／Ｔ１１９

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３．１

（犔犈犇照明）驱动电源　犱狉犻狏犲狉（犳狅狉犔犈犇犾犻犵犺狋犻狀犵）

把电源供应转换为特定的电压电流以驱动ＬＥＤ发光的电源转换器。

　　注：按输出类型可分为恒流型驱动电源和恒压型驱动电源。

３．２

（犔犈犇）投光灯具　（犔犈犇）狆狉狅犼犲犮狋狅狉

利用反射或折射的方式在限定立体角内获得高光强的灯具。

３．３

超高清电视转播　狌犾狋狉犪犺犻犵犺犱犲犳犻狀犻狋犻狅狀狋犲犾犲狏犻狊犻狅狀；犝犎犇犜犞

采用超高清电视技术完成节目的现场拍摄、制作、传输与播出。

　　注：超高清电视通过提供比高清电视更宽的视场来增强视觉体验，具有高清晰度、宽色域和高动态范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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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光束角　犫犲犪犿犪狀犵犾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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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或５０％的发光强度最大值。

［ＪＧＪ／Ｔ１１９—２００８，定义５．３．４］

３．５

眩光　犵犾犪狉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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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部或目标能力的视觉现象。

［ＪＧＪ／Ｔ１１９—２００８，定义２．２．１７］

３．６

显色指数　犮狅犾狅狌狉狉犲狀犱犲狉犻狀犵犻狀犱犲狓

光源显色性的度量。以被测光源下物体颜色和参照光源下物体颜色的相符合程度来表示。

［ＪＧＪ／Ｔ１１９—２００８，定义２．３．２８］

３．６．１

一般显色指数　犵犲狀犲狉犪犾犮狅犾狅狌狉狉犲狀犱犲狉犻狀犵犻狀犱犲狓

犚ａ

光源对国际照明委员会（ＣＩＥ）规定的第１～８种标准颜色样品显色指数的平均值。

３．６．２

特殊显色指数　狊狆犲犮犻犪犾犮狅犾狅狌狉狉犲狀犱犲狉犻狀犵犻狀犱犲狓

犚ｉ

光源对国际照明委员会（ＣＩＥ）选定的第９～１５种标准颜色样品的显色指数。

　　注：本标准中犚９ 指光源对国际照明委员会（ＣＩＥ）选定的第９种标准颜色样品的显色指数。

３．７

色温　犮狅犾狅狌狉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当光源的色品与某一温度下黑体的色品相同时，该黑体的绝对温度为此光源的色温。色温用来表

述一种照明呈现多暖（红）或多冷（蓝）的感受或表观感觉。

［ＪＧＪ／Ｔ１１９—２００８，定义２．３．２１］

３．８

相关色温　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犲犱犮狅犾狅狌狉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当光源的色品点不在黑体轨迹上时，光源的色品与某一温度下黑体的色品接近时，该黑体的绝对温

度为此光源的相关色温。

［ＪＧＪ／Ｔ１１９—２００８，定义２．３．２２］

３．９

色容差　犮犺狉狅犿犪狋犻犮犻狋狔狋狅犾犲狉犪狀犮犲狊

表征一批光源中各光源与光源额定色品的偏离，用颜色匹配标准偏差ＳＤＣＭ表示。

３．１０

色品　犮犺狉狅犿犪狋犻犮犻狋狔

用国际照明委员会（ＣＩＥ）标准色度系统所表示的颜色性质。由色品坐标定义的色刺激性质。

［ＪＧＪ／Ｔ１１９—２００８，定义２．３．１８］

３．１１

色品坐标　犮犺狉狅犿犪狋犻犮犻狋狔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犲狊

每个三刺激值与其总和之比。

　　注：在犡、犢、犣色度系统中，由三刺激值可算出色品坐标狓、狔、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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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灯具效能　犾狌犿犻狀狅狌狊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犪犾狌犿犻狀犪犻狉犲

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ＬＥＤ灯具发出的总光通量与输入的功率之商。

　　注：单位为流明每瓦特（ｌｍ／Ｗ）。

３．１３

频闪比　狆犲狉犮犲狀狋犳犾犻犮犽犲狉

在某一频率下，输出光通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比输出光通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和。

　　注：频闪比用百分比表示。

３．１４

光通量维持率　犾狌犿犻狀狅狌狊犳犾狌狓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

灯在规定条件下，按给定时间点燃后的光通量与其初始光通量之比。

［ＪＧＪ／Ｔ１１９—２００８，定义４．３．７］

３．１５

（犔犈犇灯具的）寿命　犾犻犳犲狋犻犿犲（狅犳犪犔犈犇犾狌犿犻狀犪犻狉犲）

标准测试条件下ＬＥＤ灯具保持正常燃点，且光通量维持率衰减到７０％时的累积燃点时间。

３．１６

灯具损坏率　犳犪犻犾狌狉犲狉犪狋犲狅犳犾狌犿犻狀犪犻狉犲狊

灯具自安装使用后输出光通低于初始光通７０％或无法正常使用的累计数量与该型号灯具安装数

量之比。

３．１７

谐波　犺犪狉犿狅狀犻犮狑犪狏犲

对供电系统一个周期性非正弦电量进行傅里叶级数分解中次数大于系统基波频率的分量。

３．１８

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狋狅狋犪犾犺犪狉犿狅狀犻犮犱犻狊狋狅狉狋犻狅狀狅犳狏狅犾狋犪犵犲

电压所有谐波分量有效值与基波分量有效值之比。

３．１９

电流总谐波畸变率　狋狅狋犪犾犺犪狉犿狅狀犻犮犱犻狊狋狅狉狋犻狅狀狅犳犮狌狉狉犲狀狋

电流所有谐波分量有效值与基波分量有效值之比。

３．２０

过冲幅度　狅狏犲狉狊犺狅狅狋犪犿狆犾犻狋狌犱犲

输出电压或电流超过标称值的最大瞬时幅度。

　　注：过冲是指由某一影响量瞬间变化而引起输出直流电压或电流超过标称值的现象。

３．２１

差模电压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犿狅犱犲狏狅犾狋犪犵犲

一组规定的带电导体中任意两根之间的电压。

３．２２

共模电压　犮狅犿犿狅狀犿狅犱犲狏狅犾狋犪犵犲

每个导体与规定参考点（通常是地或机壳）之间的相电压的平均值。

３．２３

驱动电源失效率　犳犪犻犾狌狉犲狉犪狋犲狅犳犱狉犻狏犲狉

驱动电源工作１０００ｈ后发生失效的比例。

３．２４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狊犿犪狉狋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犮狅狀狋狉狅犾狊狔狊狋犲犿

利用计算机、网络通信、自动控制等技术，通过对环境信息和用户需求进行分析和处理，实施特定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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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策略，对照明系统进行整体控制和管理，以达到预期照明效果的控制系统。

　　注：通常由控制管理设备、输入设备、输出设备和通信网络等组成。

３．２５

电视转播颜色复现指数　狋犲犾犲狏犻狊犻狅狀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犮狅狀狊犻狊狋犲狀犮狔犻狀犱犲狓；犜犔犆犐

光源对电视转播颜色复现质量影响的度量。以被测光源下电视转播颜色和参照光源下电视转播颜

色的相符合程度来表示。

３．２６

眩光指数　犵犾犪狉犲狉犪狋犻狀犵

眩光值

ＧＲ

用于度量室外体育场（或室内体育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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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物理量。

３．２７

均匀度梯度　狌狀犻犳狅狉犿犻狋狔犵狉犪犱犻犲狀狋

照度水平在网格点间变化程度的度量。以某一网格点及其相邻网格点在规定距离的照度差与该网

格点照度之比的最大值来表示。

４　一般要求

４．１　ＬＥＤ灯具应用于体育场馆照明时应符合ＪＧＪ１５３的相关规定。

４．２　ＬＥＤ灯具应用于重大比赛照明时，还应符合相关体育组织和机构的技术要求。

４．３　ＬＥＤ照明系统应符合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节能环保和维护方便的规定。

４．４　ＬＥＤ驱动电源和ＬＥＤ高天棚灯具应符合ＣＣＣ认证的规定。

５　规格分类要求

５．１　犔犈犇灯具

５．１．１　ＬＥＤ高天棚灯具用于体育馆时，宜按表１分类。

表１　犔犈犇高天棚灯具分类

额定光通量／ｌｍ 最大功率／Ｗ 灯具最大质量／ｋｇ

５５００ ５０ ５．０

７７００ ７０ ６．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０

１６５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２．０

３３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０

　　注：高天棚灯具是指用于室内高大空间满足一般照明的灯具。

５．１．２　ＬＥＤ投光灯具用于体育场馆时，宜按表２和表３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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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体育场地犔犈犇投光灯具分类

场馆类别 使用功能 额定光通量／ｌｍ 最大功率／Ｗ 灯具最大质量／ｋｇ

体育场

比赛

训练、娱乐健身

３４０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５１０００ ６００ ２５．０

６８０００ ８００ ３０．０

８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６．０

１０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４２．０

１１９０００ １４００ ４８．０

１３６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５２．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６００ ２５．０

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６．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４２．０

体育馆

比赛

训练、娱乐健身

３４０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５１０００ ６００ ２５．０

６８０００ ８００ ３０．０

８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６．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６００ ２５．０

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３０．０

　　注：灯具功率小于４００Ｗ时，灯具重量限值为含驱动电源重量的要求；灯具功率大于或等于４００Ｗ 时，灯具重量

限值为不含驱动电源及外部连接线重量的要求。

表３　观众席犔犈犇投光灯具分类

场馆类别 额定光通量／ｌｍ 最大功率／Ｗ 灯具最大质量／ｋｇ

体育场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２．０

体育馆
５０００ ５０ 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０

５．２　驱动电源

５．２．１　 驱动电源输出功率宜按以下额定值分类：

５０Ｗ、７５Ｗ、１００Ｗ、１５０Ｗ、２００Ｗ、２４０Ｗ、３２０Ｗ、４８０Ｗ、６００Ｗ、８００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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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　驱动电源的尺寸及重量规格宜符合表４的要求。

表４　驱动电源尺寸及重量

功率犘／Ｗ
尺寸／ｍｍ

长度 宽度 高度
最大质量／ｋｇ

５０≤犘≤２００ ２２０ ８０ ４５ １．５

２４０≤犘≤３２０ ２５０ １００ ４５ ２．０

４８０≤犘≤６００ ２８０ １５０ ５０ ４．０

８００ ３２０ ２００ ５０ ６．０

５．２．３　ＬＥＤ体育照明用的恒流型驱动电源宜按以下输出直流电流额定值分类：

５００ｍＡ、７００ｍＡ、１０５０ｍＡ、１４００ｍＡ、２１００ｍＡ、２８００ｍＡ、４２００ｍＡ、５６００ｍＡ、８０００ｍＡ。

５．２．４　可调光型驱动电源宜分为调输出电流值型和调输出电流占空比型。

５．３　照明控制系统

５．３．１　ＬＥＤ体育照明控制系统按控制方式可分为模拟控制系统和数字控制系统。

５．３．２　ＬＥＤ体育照明控制系统宜根据系统功能及控制方式按表５进行分类。

表５　犔犈犇体育照明控制系统分类

使用功能 系统功能及控制方式

无电视转播

健身、业余训练；

专业训练、业余比赛；

专业比赛

预设灯具开关组合实现多场景切换 编程开关控制

预设灯具模拟调光、开关组合实现多场景切换 ０Ｖ～１０Ｖ

预设灯具数字调光、开关组合实现多场景切换，可

寻址、单灯监控
ＤＡＬＩ

有电视转播

ＴＶ转播国家比赛、国际比赛；

ＴＶ转播重大国家比赛、重大

国际比赛；

ＨＤＴＶ转播重大国家比赛、重

大国际比赛

预设灯具数字调光、开关组合实现多场景切换，可

寻址、单灯监控
ＤＡＬＩ

预设灯具数字调光实现多场景切换，可单灯控制，

实现艺术效果快速变换，并能与舞台等系统联动
ＤＭＸ５１２、ＲＤＭ

６　灯具性能要求

６．１　基本要求

６．１．１　ＬＥＤ灯具应用于体育场馆的维护系数应根据使用功能按附录Ａ选取。

６．１．２　ＬＥＤ灯具应用于体育场馆超高清电视转播时，其照明应符合附录Ｂ的规定。

６．１．３　ＬＥＤ灯具应用于体育场馆时应便于现场维护和更换。

６．２　光度要求

６．２．１　ＬＥＤ灯具的初始光通量不应低于额定光通量的９０％，且不应高于额定光通量的１２０％。

６．２．２　ＬＥＤ灯具在不同环境温度下光通量输出达到稳定时，其值应符合表６的规定。特殊场所使用的

ＬＥＤ灯具应满足具体使用场所的环境温度、湿度和腐蚀性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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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犔犈犇灯具不同温度下的光通量输出限值

环境温度／℃ 光通量输出百分比／％

２５ １００

３５ ≥９９

４５ ≥９７

５０ ≥９５

６．２．３　环境温度高于５０℃时，灯具连续工作输出光通量不应低于额定光通量的７０％。

６．２．４　ＬＥＤ灯具配光分类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体育场地高天棚灯具配光宜根据光束角参照附录Ｃ确定。

ｂ）　体育场地投光灯具配光宜根据光束角按表７进行分类，其投射距离宜参照附录Ｄ确定。

表７　体育场地投光灯具配光分类

场馆类型 灯具光束角ａα／（°）

体育场
窄光束

中光束

１０＜α≤１８

１８＜α≤４６

４６＜α≤７０

体育馆

窄光束 １８＜α≤４６

中光束 ４６＜α≤１００

宽光束 １００＜α≤１３０

　　
ａ 矢径的发光强度值等于１０％的发光强度最大值，参见附录Ｃ。

　　ｃ）　观众席灯具宜根据观众席布置和灯具安装高度合理选择中、宽光束配光。

ｄ）　灯具配光应与灯具安装高度、位置及照明要求相适应，同一体育场馆可选用多种不同配光的灯具。

６．２．５　ＬＥＤ灯具应配有控制眩光、限制溢散光和干扰光的措施或装置。

６．３　色度要求

６．３．１　ＬＥＤ灯具用于体育场馆时，色度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体育场地用ＬＥＤ灯具色度参数不应低于表８规定的限值。

表８　犔犈犇色度参数限值

等级 使用功能 显色指数犚ａ 特殊显色指数犚９

相关色温犜ｃｐ／Ｋ

室外 室内

Ⅰ 健身、业余训练

Ⅱ 业余比赛、专业训练

Ⅲ 专业比赛

８０ 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Ⅳ ＴＶ转播国家比赛、国际比赛

Ⅴ ＴＶ转播重大国家比赛、重大国际比赛
８０ ２０

４０００

５５００
４０００

Ⅵ ＨＤＴＶ转播重大国家比赛、重大国际比赛 ９０ ４０ ５５００ ５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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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观众席用ＬＥＤ灯具一般显色指数不应低于８０，相关色温应与场地照明灯具相一致。

６．３．２　ＬＥＤ灯具相关色温不应大于６０００Ｋ。

６．３．３　ＬＥＤ灯具的色容差不应大于５ＳＤＣＭ，色容差计算方法见附录Ｅ。

６．３．４　在寿命期内ＬＥＤ灯具的色品坐标与初始值的偏差在ＧＢ／Ｔ７９２１—２００８规定的ＣＩＥ１９７６均匀

色度标尺图中，不应超过０．００７。

６．３．５　ＬＥＤ灯具在不同方向上的色品坐标与其加权平均值偏差在ＧＢ／Ｔ７９２１—２００８规定的ＣＩＥ１９７６

均匀色度标尺图中，不应超过０．００４。

６．４　效能要求

６．４．１　ＬＥＤ投光灯具效能不应低于表９的规定。

表９　犔犈犇投光灯具效能 单位为流明每瓦特

一般显色指数犚ａ

相关色温犜ｃｐ

４５００Ｋ／４０００Ｋ ５７００Ｋ／５０００Ｋ

８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０ ８５ ９０

６．４．２　ＬＥＤ高天棚灯具效能不应低于表１０的规定。

表１０　犔犈犇高天棚灯具效能 单位为流明每瓦特

一般显色指数犚ａ

相关色温犜ｃｐ

４５００Ｋ／４０００Ｋ ５７００Ｋ／５０００Ｋ

８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９０ ９５ １００

６．４．３　ＬＥＤ灯具功率输出调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调光功率输出不宜低于额定功率的２０％；

ｂ）　灯具功率因数不应低于表１１规定的限值；

ｃ）　灯具谐波限值应符合ＧＢ１７６２５．１的规定。

表１１　灯具功率因数限值

功率输出比例／％
功率因数限值

≤１００Ｗ ＞１００Ｗ

１００ ０．９６ ０．９７

７５ ０．９４ ０．９５

５０ ０．９０ ０．９０

２０ ０．８５ ０．８５

６．５　电气性能

６．５．１　ＬＥＤ灯具的额定电压应符合供电电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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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２　ＬＥＤ灯具的启动电流不超过正常工作电流的倍数应符合表１２的规定。

表１２　犔犈犇灯具启动电流限值

功率犘／Ｗ 启动峰值电流与额定工作电流之比 瞬时启动时间／ｍｓ

２００≤犘＜４００ ≤４０

４００≤犘≤８００ ≤３０

犘＞８００ ≤１５

＜５００

６．５．３　ＬＥＤ灯具的骚扰电压特性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７４３的规定。

６．５．４　ＬＥＤ灯具的电磁兼容抗扰度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５９５的规定。

６．５．５　ＬＥＤ灯具的频闪比不应大于表１３的规定值，频闪比测量和计算方法见附录Ｆ。

表１３　犔犈犇灯具频闪比限值

频闪比／％
无电视转播 有电视转播

６ ３

６．６　安全要求

６．６．１　ＬＥＤ灯具及其附件的安全性能应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１、ＧＢ７０００．７和ＧＢ７０００．２１８的相关规定。

６．６．２　ＬＥＤ灯具应用于室内场所时应为Ⅰ类灯具或Ⅱ类灯具，应用于室外场所时应为Ⅰ类灯具。

６．６．３　游泳场馆用ＬＥＤ灯具在ＧＢ７０００．２１８规定的腐蚀性试验后，其零件不应出现腐蚀痕迹或表面粗

糙的迹象。

６．６．４　安装在室外的ＬＥＤ灯具外壳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ＩＰ６５。

６．６．５　ＬＥＤ灯具及其附件应有防坠落措施。

６．７　耐久性

６．７．１　ＬＥＤ灯具在正常工作３０００ｈ的光通量维持率不应低于９６％；６０００ｈ的光通量维持率不应低

于９２％。

６．７．２　ＬＥＤ灯具的寿命不应低于２５０００ｈ。

６．７．３　ＬＥＤ灯具正常使用一年的灯具损坏率不应高于１％。

７　驱动电源性能要求

７．１　基本要求

７．１．１　ＬＥＤ照明用驱动电源应符合ＧＢ１９５１０．１和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４的相关规定。

７．１．２　ＬＥＤ照明用驱动电源应能在温度－４０℃～５５℃，相对湿度１０％～９０％的条件下正常工作。

７．１．３　ＬＥＤ照明用驱动电源应采用标准接口，并应便于安装、维护和更换。

７．２　电气性能

７．２．１　体育场馆用ＬＥＤ灯具的驱动电源功率应与灯具功率相匹配。

７．２．２　ＬＥＤ照明用驱动电源正常工作时输出电流设定值宜为其额定值的７０％～１００％。

７．２．３　ＬＥＤ照明用驱动电源的电源端子的骚扰特性应符合ＧＢ／Ｔ９２５４和ＧＢ／Ｔ１７７４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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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４　ＬＥＤ照明用驱动电源在额定输入电压值±１０％的波动和交流输入电压总谐波畸变率不大于

±５％ 的条件下的性能不应发生改变。

７．２．５　ＬＥＤ照明用驱动电源的谐波电流限值应符合ＧＢ１７６２５．１—２０１２第７条的规定，在额定电压下

其电流总谐波畸变率不应超过表１４规定的限值。

表１４　电流总谐波畸变率限值

功率犘／Ｗ 负载比例／％ 电流总谐波畸变率／％

犘≤７５

１００ １５

７５ ２０

５０ ２５

犘＞７５

１００ １０

７５ １５

５０ ２０

　　注：本标准按２次～４０次谐波电流分量计算。

７．２．６　ＬＥＤ照明用驱动电源交流输入电压的额定频率应为５０Ｈｚ，且应能在输入频率额定值±３Ｈｚ的

波动范围内正常工作。

７．２．７　ＬＥＤ照明用驱动电源效率不应低于表１５规定的限值。

表１５　犔犈犇照明用驱动电源效率限值

功率犘／Ｗ 负载比例／％ 效率限值／％

犘≤７５

１００ ８５

７５ ８３

５０ ８０

７５＜犘≤２００

１００ ８８

７５ ８５

５０ ８３

犘＞２００

１００ ９０

７５ ８８

５０ ８５

７．２．８　ＬＥＤ照明用驱动电源启动输出电流过冲幅度不应超过额定电流值的１０％。

７．２．９　恒流型驱动电源输出电流的有效值偏差不应超过额定值的５％。

７．２．１０　ＬＥＤ照明用驱动电源进行调光时，电源的实测输出电流有效值与设定值的偏差不应超过５％。

７．３　安全要求

７．３．１　ＬＥＤ照明用驱动电源应能在内部温度达到保护设定值时自动输出报警信号，且应能自动降功率

或直接断电保护。

７．３．２　ＬＥＤ照明用驱动电源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表１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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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　犔犈犇照明用驱动电源防护等级要求

电源类型 防护等级

内装式 ＩＰ２０

独立式（含集中供电式）
室内 ＩＰ４３

室外 ＩＰ６５

７．３．３　ＬＥＤ照明用驱动电源的防雷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室外照明用驱动电源（含适配的防雷器）在差模电压６ｋＶ、共模电压１０ｋＶ的实验条件下，应

能满足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２０１９规定的ｂ）类产品的要求；

ｂ）　室内照明用驱动电源（含适配的防雷器）在差模电压１ｋＶ、共模电压２ｋＶ的实验条件下，应能

满足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２０１９规定的ｂ）类产品的要求。

７．４　耐久性

７．４．１　ＬＥＤ照明用驱动电源在外壳最高温度不超过７５℃时，寿命不应低于５００００ｈ。

７．４．２　在７．１．２规定的工作条件下，ＬＥＤ照明用驱动电源失效率不应超过０．５％。

７．４．３　产品在高温（８５℃）下进行的５００ｈ耐久性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

８　照明控制系统性能要求

８．１　基本要求

８．１．１　应能根据功能需求对照明灯具进行单灯、分组或分区控制。

８．１．２　应具有开放的通信接口和协议。

８．１．３　应能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自动功能预设等实现控制功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应能按照明需求实现开关控制；

ｂ）　需要进行调光的场所，应能对光照度（光亮度）按设定值进行调节；

ｃ）　需要进行场景切换的场所，应能按照明需求对设定的场景模式进行切换，并应能进行现场

调整。

８．１．４　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时，应能自动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应支持控制模块和网关模块的离线报警及控制与状态不一致的反馈；

ｂ）　发生通信故障时，系统输入输出设备应能按预设程序运行；

ｃ）　应具有断电或发生故障时自动反馈、自锁和存储记忆功能。

８．１．５　应能设定、修改和重置系统参数。

８．１．６　应具有启动时避免对电网冲击的措施，同时应具有防瞬时冲击电压与瞬时冲击电流措施。

８．１．７　应设置直接手动控制。

８．１．８　控制系统的监测和统计功能宜符合下列规定：

ａ）　宜能对照明系统能耗进行监测和统计；

ｂ）　宜能对灯具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

ｃ） 宜能对灯具运行时数、开关次数进行统计。

８．１．９　有灯光表演要求时，宜预留与相关演示系统的通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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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控制要求

８．２．１　照明控制系统应能根据需求预置多种照明场景控制方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应能对全部照明灯具进行编组控制，并显示工作状态；

ｂ）　应能显示主供电源、备用电源的运行状态；

ｃ）　宜支持通过移动设备等实现远程查询及监测。

８．２．２　重大比赛项目的控制系统应采用有线控制方式，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ａ）　ＬＥＤ灯具控制系统的骨干网宜能通过以太网络进行监测、控制；

ｂ）　宜具备信息采集功能，可显示与记录照明系统相关信息，并可自动生成分析和统计报表，及预

留与其他系统的联动接口。

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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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４　ＬＥＤ场地照明控制系统应根据比赛场地规模和需求确定控制系统的网络结构，并可通过网络集

成的设备管理系统采集并控制照明运行状态。

８．２．５　ＬＥＤ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的架构宜参照附录Ｇ确定，其通信协议及系统配置宜参照附录 Ｈ确定。

８．３　调光要求

８．３．１　控制系统应用于电视转播照明时，不宜采用调光方式进行照明场景变换；当采用调光方式时，应

符合下列规定：

ａ）　光源光通量上限不应高于额定光通量；

ｂ）　调节亮度或照度时，色温偏差不宜超过２００Ｋ；

ｃ）　调光应满足对频闪限值的要求；

ｄ）　应采用调输出电流值的方式实现调光。

８．３．２　应满足线性调光的要求，实际光通输出与设定值的偏差不应超过１０％。

８．３．３　应限制调光设备对配电系统的谐波干扰，并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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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灯具维护系数

犃．１　灯具维护系数应符合表Ａ．１的规定。

表犃．１　犔犈犇灯具维护系数

使用功能 维护系数ａ

有电视转播
体育场 ０．８５

体育馆 ０．８０

无电视转播 ０．７５

　　
ａ 计算条件：有电视转播时，光通量维持率按９０％取值，无电视转播时，光通量维持率按８０％取值；清洗次数为每

年１次。

犃．２　灯具维护系数应由光通量维持率、完好率及灯具污染系数组成，并应按式（Ａ．１）进行计算。

ＭＦ＝ＬＬＭＦ×ＬＳＦ×ＬＭＦ …………………………（Ａ．１）

　　式中：

ＭＦ　 ———灯具维护系数；

ＬＬＭＦ———使用经济寿命结束时的光通量维持率，应根据生产企业产品数据确定；

ＬＳＦ ———使用经济寿命结束时的完好率，该数值与灯具功率、开关频率以及驱动电源附件等有

关，但可以通过及时更换损坏ＬＥＤ模组消除其对于维护系数的影响；

ＬＭＦ ———灯具污染系数，其取值与灯具擦拭周期有关，可根据表Ａ．２确定。

表犃．２　灯具污染系数

灯具

防护等级
污染分类

维护周期／年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ＩＰ５Ｘ

重污染 ０．８９ ０．８７ ０．８４ ０．８０ ０．７６

中污染 ０．９０ ０．８８ ０．８６ ０．８４ ０．８２

轻污染 ０．９２ ０．９１ ０．９０ ０．８９ ０．８８

ＩＰ６Ｘ

重污染 ０．９１ ０．９０ ０．８８ ０．８５ ０．８３

中污染 ０．９２ ０．９１ ０．８９ ０．８８ ０．８７

轻污染 ０．９３ ０．９２ ０．９１ ０．９０ 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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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
规
范
性
附
录
）

超
高
清
电
视
转
播
对
照
明
的
要
求

犅
．１
　
照
明
基
本
要
求

应
用
于
超
高
清
电
视
转
播
时
， Ｌ
Ｅ
Ｄ
照
明
应
符
合
表
Ｂ
．１
的
规
定
。

表
犅
．１
　
超
高
清
电
视
转
播
（ 犝
犎
犇
犜
犞
）
对
照
明
的
要
求

类
别

垂
直
照
度
犈
ｖ

水
平
照
度
犈
ｈ

最
小
垂
直
照
度

犈
ｖ
ｍ
ｉｎ
／ ｌ
ｘ

照
度
均
匀
度

犝
１

照
度
均
匀
度

犝
２

照
度
均
匀
度

犝
１

照
度
均
匀
度

犝
２

相
关
色
温

犜
ｃ
ｐ
／
Ｋ

电
视
转
播
颜
色

复
现
指
数

Ｔ
Ｌ
Ｃ
Ｉ

显
色
指
数

犙
ａ

犚
ａ

犚
９

频
闪
比
／
％

眩
光
指
数

Ｇ
Ｒ

室
内

室
外

固
定
摄
像
机

１
６
０
０

≥
０
．７

≥
０
．８

移
动
摄
像
机

１
２
０
０

≥
０
．５

≥
０
．７

超
慢
镜
头
回
放

２
０
０
０

≥
０
．７

≥
０
．８

≥
０
．７

≥
０
．８

≥
５
５
０
０

≥
８
５

≥
９
０

≥
４
０

≤
１

≤
３
０
≤
５
０

　
　
注
：
照
度
均
匀
度
犝
１
为
照
度
最
小
值
与
照
度
最
大
值
之
比
，
照
度
均
匀
度
犝
２
为
照
度
最
小
值
与
照
度
平
均
值
之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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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２　摄像机眩光和频闪要求

犅．２．１　应避免来自灯具的直射眩光和光泽表面的反射眩光进入摄像机镜头。

犅．２．２　所有摄像机眩光指数（ＧＲ）最大值不应大于４０。

犅．２．３　对于超慢镜头回放应保证至少６００ｆｐｓ时不出现频闪现象。

犅．３　固定摄像机和超慢镜头回放垂直照度均匀度梯度要求

犅．３．１　当照度计算与测量网格小于５ｍ时，每２ｍ不应大于１０％。

犅．３．２　当照度计算与测量网格不小于５ｍ时，每４ｍ不应大于２０％。

犅．３．３　偏离系数（ＣＶ）应不大于０．１３。

　　注：ＣＶ为所有测试点上照度值的标准偏差与其平均值之比。

犅．４　其他要求

犅．４．１　备用照明的照明水平不应低于正常照明的５０％，且应全场均匀分布。

犅．４．２　对于飞行类比赛项目，应提供飞行路径和目标的照明。

犅．４．３　场地照明应避免直射眩光和冰面、水面、雪面及抛光地面对运动员的反射眩光影响。

犅．４．４　室内场馆当采用大面积装饰照明或以装饰照明作为主导光源时，比赛光源不应采用红绿蓝基本

色（ＲＧＢ）。

犅．４．５　室外场地应对阴影边界和终点线附近的阴影区域进行补充照明，其相关色温应与日光相匹配。

犅．４．６　展示照明不应对电视转播照明产生干扰，如有影响，在比赛转播期间应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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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灯具配光分类

犆．１　高天棚灯具配光宜按表Ｃ．１进行分类，光束角的确定宜参照图Ｃ．１。

表犆．１　高天棚灯具配光分类

光束分类 光束角α／（°）

窄光束 α＜８０

中光束 ８０≤α≤１２０

宽光束 α＞１２０

　　注：高天棚灯具配光以极坐标表示，采用５０％的发光强度最大值。

单位为坎德拉每千流明

图犆．１　高天棚灯具光束角示意图

犆．２　投光灯具光束角的确定宜参照图Ｃ．２。

６１

犌犅／犜３８５３９—２０２０



图犆．２　投光灯具光束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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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投光灯具投射距离建议

　　投光灯具投射距离宜参照表Ｄ．１确定。

表犇．１　投光灯具投射距离

光束分类 灯具光束角α／（°） 投射距离犇／ｍ

窄光束

１０＜α≤１８

１８＜α≤２９

２９＜α≤４６

犇≥７５

７５＞犇≥６５

６５＞犇≥５５

中光束
４６＜α≤７０

７０＜α≤１００

５５＞犇≥４５

４５＞犇≥３５

宽光束
１００＜α≤１３０

α＞１３０

３５＞犇≥２５

犇＜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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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规范性附录）

色容差计算

　　在ＣＩＥ１９３１ＸＹＺ标准色度系统中的色容差应按式（Ｅ．１）计算。

犛＝ 犵１１Δ狓
２
＋２犵１２Δ狓Δ狔＋犵２２Δ狔槡

２ …………………………（Ｅ．１）

　　式中：

犛　　　　 ———色容差，单位为ＳＤＣＭ；

Δ狓、Δ狔 ———色坐标与额定坐标值的差，额定值可按表Ｅ．１确定；

犵１１、犵１２、犵２２———ＭａｃＡｄａｍ椭圆计算系数，可按表Ｅ．２确定。

表犈．１　标准色坐标

额定相关色温／Ｋ 狓 狔

５７００ ０．３２９ ０．３４２

５０００ ０．３４６ ０．３５９

４０００ ０．３８０ ０．３８０

３５００ ０．４０９ ０．３９４

３０００ ０．４４０ ０．４０３

２７００ ０．４６３ ０．４２０

表犈．２　犕犪犮犃犱犪犿椭圆计算系数

额定相关色温／Ｋ 犵１１ 犵１２ 犵２２

５７００ ７４×１０４ －３６×１０４ ３９×１０４

５０００ ５６×１０４ －２５×１０４ ２８×１０４

４０００ ３９．５×１０４ －２１．５×１０４ ２６×１０４

３５００ ３８×１０４ －２０×１０４ ２５×１０４

３０００ ３９×１０４ －１９．５×１０４ ２７．５×１０４

２７００ ４４×１０４ －１８．６×１０４ ２７×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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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规范性附录）

频闪比的计算与测量

犉．１　频闪比的计算

频闪比可按式（Ｆ．１）进行计算：

ＦＰＦ＝１００％×（犃－犅）／（犃＋犅） …………………………（Ｆ．１）

　　式中：

ＦＤＦ———频闪比；

犃 ———在一个波动周期内光输出的最大值，见图Ｆ．１；

犅 ———在一个波动周期内光输出的最小值，见图Ｆ．１。

　　说明：

１———光输出最大值；

２———光输出最小值；

３———单个周期。

图犉．１　光输出示意图

犉．２　频闪比的测量

犉．２．１　测量仪器应满足现场测试需要，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采样频率不应低于２０ｋＨｚ；

ｂ）　测量仪器数字模拟转化分辨率不应低于１２位；

ｃ）　在测试量程范围内，光度探头、放大器以及数字模拟转化装置对光强变化应具有线性响应。

犉．２．２　频闪的测量宜按图Ｆ．２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所有灯具输入电流频率相同时，宜按１２点法进行测量；

ｂ）　灯具输入电流频率不同时，宜按２４点法进行测量；

ｃ）　测量值应为测点位置１ｍ高度处的９０°和２７０°方向垂直面上的频闪比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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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表示１２点法测点；○表示２４点法测点。

　　注２：２７０°方向为主摄像机所在方向。

图犉．２　频闪测点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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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犌

（资料性附录）

体育场地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架构

　　体育场地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宜参照图Ｇ．１设置。

图犌．１　体育场地照明控制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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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犎

（
资
料
性
附
录
）

体
育
场
地
智
能
照
明
控
制
系
统
的
通
信
协
议
及
配
置

犎
．１
　
智
能
照
明
控
制
通
信
协
议
的
性
能
宜
符
合
表
Ｈ
．１
的
要
求
。

表
犎
．１
　
智
能
照
明
控
制
通
信
协
议
的
性
能

协
议
类
型

应
用
方
式

拓
扑
结
构

传
输
媒
介

传
输
速
率

传
输
距
离

反
馈
信
号

控
制
回
路
数
量

特
性

适
用
范
围

Ｄ
Ｍ
Ｘ
５
１
２

控
制
器
之
间
、

控
制
器
和
网
关
总
线
、
星
型

双
绞
线

２
５
０
ｋ
ｂｉ
ｔ／
ｓ

≤
５
０
０
ｍ

单
向
传
输
，
无

反
馈
信
号

５
１
２
通
道

传
输
速
度
快
，
刷
新
率
高
，
延
迟
性
小
；

分
组
、
场
景
、
渐
变
时
间
等
参
数
均
可

储
存
在
主
机
中
；

可
实
现
智
能
控
制
系
统
与
演
绎
灯
光
同

平
台
控
制

舞
台
灯
光
、
景

观
照
明
、
体
育

照
明
与
演
绎

灯
光
联
控

Ｄ
Ｍ
Ｘ
５
１
２
Ａ
、

Ｒ
Ｄ
Ｍ

控
制
器
之
间
、

控
制
器
和
网
关
总
线
、
星
型

双
绞
线

２
５
０
ｋ
ｂｉ
ｔ／
ｓ

≤
５
０
０
ｍ

双
向
传
输
，
无

反
馈
信
号

５
１
２
通
道

传
输
速
度
快
，
刷
新
率
高
，
延
迟
性
小
；

分
组
、
场
景
、
渐
变
时
间
等
参
数
均
可

储
存
在
主
机
中
；

可
实
现
智
能
控
制
系
统
与
演
绎
灯
光

同
平
台
控
制

舞
台
灯
光
、
景

观
照
明
、
体
育

照
明
与
演
绎

灯
光
联
控

Ｄ
Ａ
Ｌ
Ｉ

控
制
器
之
间
、

控
制
器
和
网
关

总
线
、
星
型
、

混
合
型

０
．７
５
ｍ
ｍ
２
～

１
．５
ｍ
ｍ
２

的
普
通
导
线
，

接
线
无
极
性

要
求

１
２
０
０
ｂｉ
ｔ／
ｓ

一
般
小
于
３
０
０
ｍ
，

加
放
大
器
后
可

延
长
至
６
０
０
ｍ

双
向
传
输
，
单

灯
单
控
，
信
号

反
馈
监
控

６
４
地
址

具
有
较
好
的
互
换
性
和
兼
容
性
；

可
双
向
传
输
信
息
，
可
单
个
装
置
或
类
组

控
制
；

支
持
照
明
灯
具
的
独
立
、
分
组
（
分
区
）
或

全
局
同
时
控
制
；

数
据
通
信
抗
干
扰
性
强

广
泛
用
于
调

光
、
调
色
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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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犎
．１
（
续
）

协
议
类
型

应
用
方
式

拓
扑
结
构

传
输
媒
介

传
输
速
率

传
输
距
离

反
馈
信
号

控
制
回
路
数
量

特
性

适
用
范
围

Ａ
ｒｔ

Ｎ
ｅｔ

控
制
器
、
网
关
、

集
中
控
制

系
统
之
间

总
线

以
太
网
网
线
１
０
／
１
０
０
Ｍ
ｂｉ
ｔ／
ｓ
１
０
０
ｍ
～
３
ｋ
ｍ

双
向

３
２
７
６
８
地
址

通
过
以
太
网
支
持
Ｄ
Ｍ
Ｘ
５
１
２
协
议

广
泛
用
于
景

观
、
照
明
骨
干

网
络

０
Ｖ
～
１
０
Ｖ

控
制
器
之
间

自
由

独
立
控
制
线

线
性
调
节

视
线
径

无
信
号
反
馈

小
于
２
０

不
可
寻
址

线
性
调
光

编
程
开
关

控
制

—
—

控
制
线

线
性
调
节

供
电
要
求

无
信
号
反
馈

按
供
电
要
求

不
可
寻
址

按
编
程
开
关

犎
．２
　
体
育
场
地
智
能
照
明
控
制
系
统
的
配
置
宜
参
照
表
Ｈ
．２
进
行
。

表
犎
．２
　
体
育
场
地
智
能
照
明
控
制
系
统
功
能
和
配
置

房
间
或

场
所

基
本

附
加

扩
展

功
能
需
求

控
制
方
式
／
策
略

输
入
、
输
出
设
备

功
能
需
求

控
制
方
式
／
策
略

输
入
、
输
出
设
备

功
能
需
求

控
制
方
式
／

策
略

输
入
、
输
出

设
备

有
电
视

转
播

开
关
、
变
换
场
景

开
关
控
制
、
远
程
控
制
、

就
地
控
制
、
时
间
表
控
制

开
关
控
制
器
、

时
钟
控
制
器

调
光
、
艺
术

效
果

调
光
控
制
、
艺
术

效
果
控
制

调
光
控
制
器
、

时
钟
控
制
器

与
场
馆
管
理

系
统
联
动

智
能
联
动

控
制

—

无
电

视
转
播

开
关
、
变
换
场
景

开
关
控
制
、
远
程
控
制
、

就
地
控
制
、
时
间
表
控
制

开
关
控
制
器
、

时
钟
控
制
器

调
光

调
光
控
制

调
光
控
制
器
、

时
钟
控
制
器

与
场
馆
管
理

系
统
联
动

智
能
联
动

控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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