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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落实国家环境照明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推动湖南省环境照明

工程建设，提高城市品位，丰富人民夜间生活，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节

能环保，保障环境照明工程的质量和安全，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湖南省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城市环境照明工程的设计。

1.0.3 环境照明工程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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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环境照明 environment lighting
建筑物、构筑物、桥梁、居住区、商业步行街、广场、公园、雕塑、水体、

广告与标识、城市道路等所涉及的室外环境景观照明。

2.0.2 泛光照明 floodlighting
通常由投光灯来照射某一情景或目标，使其照度比其周围照度明显高的照明。

2.0.3 轮廓照明 outline lighting
利用灯光直接勾画建筑物和构筑物等被照对象轮廓的照明方式。

2.0.4 内透光照明 lighting from interior lights
利用室内光线向室外投射的照明方式。

2.0.5 配光曲线luminous intensity distribution curve
描述灯具的发光强度在不同方向上变化的曲线，根据灯具的特点它可以是

一根或是一组曲线。通常配光曲线是以总光通量为1000lm来绘制，因此当灯具

的光通量不是1000 lm时，发光强度应根据光通量的比例加以修正。

2.0.6 眩光gl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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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色温 colour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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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的色温度。该量的符号为 Tc，单位为 K。
2.0.8 反射比 reflectance

在入射光线的光谱组成、偏振状态和几何分布指定条件下，反射的光通量

与入射光通量之比。符号为ρ。
2.0.9 一般显色指数 general colour rendering index

光源对国际照明委员会(CIE)规定的8种标准颜色样品特殊显色指数的平均

值。通称显色指数。该量的符号为Ra。

2.0.10 灯具效率 luminaire efficiency
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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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环境区域 environment zones
为限制光污染，根据环境亮度状况和活动的内容，对相应地区所作的划分。

2.0.12 照度或亮度均匀度 uniformity of illuminance (luminance)
表示规定平面上的照度或亮度变化的量，该量的符号为 U。

照度或亮度均匀度有两种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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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小照度或亮度与最大照度或亮度之比，符号为 U1；
2) 最小照度或亮度与平均照度或亮度之比，符号为 U2。

2.0.13 平均半柱面照度 average semi-cylindrical illuminance
光源在给定的空间一点上一个假想的半个圆柱面上产生的平均照度。圆柱

体轴线通常是竖直的。该量的符号为 Esc。
2.0.14 光污染 light pollution

指干扰光或过量的光辐射（含可见光、紫外和红外光辐射）对人、生态环

境和天文观测等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总称。

2.0.15 灯具的上射光通比 upward light ratio
灯具安装就位时，其发出的位于水平方向及以上的光通量占灯具发出的总

光通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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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环境照明规划与设计应符合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局部区域的环境照

明设计应以城市照明专项规划为依据，并符合当地的技术、经济发展现状。

3.1.2 环境照明应保证公众夜晚出行安全、生活便利和视觉舒适性、保护夜空，

同时应符合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绿色照明要求。

3.1.3 环境照明工程应选用符合有关技术标准的设备。照明灯具、光源及其附属

装置的选择应符合现行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55016、《城市夜景照明

设计规范》 JGJ/T163、《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CJJ45的有关规定。

3.1.4 纳入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范围的环境照明的设计宜与主体工程

设计同步进行。

3.2 环境照明质量控制

3.2.1 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景观元素的照明评价指标主要采取亮度或与照度相

结合的方式。步道和广场等室外公共空间的照明评价指标应采用地面水平照度

（简称地面照度 Eh）和距地面 1.5m处半柱面照度(Esc)。
3.2.2 环境照明的照度均匀度和对比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广场、公园等场所公共活动空间、道路和采用泛光照明方式的广告牌，

宜将照度或亮度的均匀度作为照明质量控制要求。

2 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局部，可采用重点照明突显特定的目标，被照物的设

计亮度和背景亮度的对比度宜为 3~5，且不宜超过 10。
3 当需要突出被照明对象的立体感时，主要观察方向的垂直照度与水平照

度之比不应小于 0.25。
3.2.3 环境照明的色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城市区位功能和被照物特性选择照明的光色。

2 对显色性要求较高的场所和被照物，照明光源的一般显色指数 Ra宜大于

80。
3 灯光色彩应符合城市安全要求，不应影响交通标识信号的识别，不宜影响

对建筑外观的识别。

3.3 环境照明光污染限制

3.3.1 照明设施的外溢光或杂散光应避免形成眩光。应将照明的光线严格控制在

被照区域内，限制灯具产生的干扰光，超出被罩区域的溢散光不应超过 20%。

3.3.2 城市道路的非道路照明设施对驾驶员产生的眩光的阈值增量不应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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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3.3 照明设施应避免光线对乔木、灌木、花卉等植物的生长产生不利影响，不

宜在动物栖息区域及相关保护区设置夜景照明，并应符合环保及城市景观、园

林的建设要求。

3.3.4 当进行景观艺术性灯光设计时，应防止环境照明对城市环境的正常工作和

生活造成干扰。

3.3.5 应合理设置环境照明的运行时间，及时关闭部分或全部环境照明、广告照

明和非重要景观区高层建筑的内透光照明。

3.4 照明光源、灯具及其附属装置的选择

3.4.1 环境照明光源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光源选择应在满足照明质量和照明效果的前提下，根据光源的效率、寿

命和价格，综合分析技术经济性后确定。

2 光源的选择应考虑色温、色彩显色性等指标与所在环境的适应性。

3 宜采用节能型光源。

4 运用新光源技术时，所采用光源的技术性能应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要求。

3.4.2 环境照明灯具和附属装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灯具选择应考虑光强、光束角、配光曲线等。

2 灯具外型和颜色宜与环境相协调，不应影响白昼景观。

3 在满足眩光限制和配光要求前提下，宜选用发光效率高的灯具和适宜的

附属装置，泛光灯灯具效率不应低于 65％。

4 城市环境照明的灯具及灯杆等装置安装应做到坚固、安全，防止被偷盗。

5 灯具及安装固定件应具有防止脱落或倾倒的安全防护措施；对人员可触

及的照明设备，当表面温度高于 70℃时，应采取隔离保护措施。

6 安装在室外的灯具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4；埋地灯具外壳防护等级

不应低于 IP67；水下灯具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8。直接安装在可燃性材料表

面上的灯具，应采用标有“ ”标志的灯具。



6

4 环境照明

4.1 居住区环境照明

4.1.1 居住区环境照明宜进行整体规划与设计，满足功能照明与环境照明的双重

要求，同时避免光污染和各种眩光，为小区居民营造舒适、安全的室外光环境。

4.1.2 居住区内的各类道路照明照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居住区内道路的最小半柱面照度和最佳半柱面照度范围应符合表 4.1.2-1
的要求；

表4.1.2-1 居住小区内道路的最小和最佳半柱面照度（lx）

项目 指标（lx）

最小半柱面照度Esc,min（lx） 1

最佳半柱面照度Escb（lx） 3～10

2 居住区内各种人行道路的照明水平应符合表 4.1.2-2的要求：

1）居住区内人行道路的照度标准值应符合表4.1.2-2中级别1的要求。

2）居住区内人车混用道路的照度标准值，应符合表4.1.2-2 中级别2的要

求。

3）居住区与城市道路相连的主要出入口宜按机动车道路要求提供照明，

兼顾行人交通需求，并应符合表4.1.2-2中级别3的要求。

表4.1.2-2 居住区内各种人行道路照度标准值（lx）

级别 道路类型
路面平均

照度（lx）
路面最小

照度（lx）
最小垂直

照度（lx）
最小半柱面

照度（lx）
1 人行道、绿地小径 3~5 1 1.5 1

2 人车混用道路、交叉

口、宅前、单元出入口
10 2 3 2

3 主要出入口 20 3 5 3
4.1.3 居住区道路的环境照明应控制好光线，防止逸散光进入居民窗户。当居住

区内建筑实施环境照明时，应防止环境照明对居民生活和休息产生光干扰。居

住区内住宅建筑居室窗户外表面的垂直照度和指向住宅建筑居室窗户方向的灯

具的最大发光强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163的
有关规定。

4.1.4 居住区的光源应有良好的显色性，其一般显色指数 Ra不应小于 60。环境

主体色温宜用 2500K~4500K。
4.1.5 居住区内配套商业服务区环境照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套商业服务区环境照明应与居住区整体协调，突出自身特点和艺术个

性。

2 配套商业服务区环境照明不应对周边居民形成干扰，应严格控制大、中

型广告照明的开启和关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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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套商业服务区环境照明应以建筑标识照明、店头照明、商店立面照明、

橱窗展示照明和店名广告照明为重点，并符合下列规定：

1）店头照明的亮度宜为背景亮度的3倍。

2）各种广告照明不得干扰城市中的导引指示牌、区街地图等公共设施识

别。

3）各种广告灯箱的光色设计应保持视觉上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4.2 公共活动区环境照明

4.2.1 公共活动区主要指城市中的各类型广场、公园等户外活动区域。公共活动

区所营造的照明环境应该满足场地的使用功能和美学指向，统一规划，相互协

调，合理营造区域夜间光环境。

4.2.2 城市广场公共活动区的绿地、人行道、广场和主要出入口的照度标准值应

符合表 4.2.2的规定，并同时符合城市照明规划亮度分区的规定。

表 4.2.2 城市广场公共活动区照度标准值 (lx)

照明场所 绿地 人行道
广场类型

主要

出入口市政广场 交通广场 商业广场 其他广场

水平照度
(lx) ≤3 5～10 15～30 10～20 15～30 10～15 20～30

垂直照度
(lx) -- 2 8 8 10 6-8 16

注：1 人行道的最小水平照度为2~5lx；
2 人行道的最小半柱面照度为2lx。

4.2.3 城市公园、城市绿地等公共活动区内的照明应满足安全需要和环保需要，

要求不应低于表 4.2.3的规定。

表4.2.3 公园公共活动区的照明要求

区域
最小水平照度

Eh,,min（ lx）
照度均匀度Ul

（ Emin/Emax）
最小垂直面照度

E,vmin (lx)
人行道、非机动车

道

观赏性绿地

5 1：6 3

庭园、平台 5 1：6 3

儿童游戏场地 10 1：6 5

4.2.4 公共活动区内的功能照明宜景观化处理。坡道、台阶、高差处应设置照明

设施。

4.2.5 公共活动区内的标志和标识应满足夜间可视性，设置夜间照明。

4.2.6 公共活动区的照明应以静态照明为主，动态和彩色照明仅用于重点、局部、

节假日或重大活动，且不能干扰对交通信号灯的识别。

4.2.7 公共活动区内使用的光源应有良好的显色性，其一般显色指数Ra不应小于

60。环境主体色温宜用3000K～55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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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公共活动区的视觉中心景观点进行照明时，其亮度与周围环境亮度的对比

度宜控制在3~5之间。

4.3 商业区环境照明

4.3.1 城市商业区指城市中的各级商业聚集区、城市商业综合体，功能照明和环

境照明应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做到亮暗有度、光色优美、动静相宜，展现城

市特色。

4.3.2 商业区内道路、人行及非机动车的功能照明应符合《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

准》CJJ45的有关规定。区内的广场照明要求应符合表 4.3.2的规定。购物中心

区内的休息和园林环境应按本标准 4.2.3条的要求处理。

表4.3.2 商业区的照明要求

区域

最小水平照

度

Eh，min

照度均匀度

UE

(Emin/Eav)

最小半柱面照度

Esc，min

(lx)

半柱面照度均匀

度

Usce

平均(最大)亮度

Lav(Lmax)
(cd/m2)

商业区及

区域内广场
≥20 0.2～0.4 >16 ≥0.2 1.5～2.0

4.3.3 城市商业区建筑物的表面亮度应符合本标准 4.5.2条的规定。

4.3.4 用加强照明突显特定的目标，如雕塑、喷泉、绿化、入口等，应控制其亮

度与背景亮度的合理比值。

4.3.5 商业区内的照明设备宜选用光效高、显色性好、寿命长的光源和灯具，显

色指数 Ra不应小于 80，环境主体色温宜用 3000K-5500K。
4.3.6 商业区内所有外露的照明灯具的外观，在同一个商业区内应协调。

4.4 其他功能区域照明

4.4.1行政办公区内路面功能照明应符合《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和《建

筑环境通用规范》GB55016的有关规定。可在区域内适当进行环境照明，宜采

用静态照明方式，不宜采用彩色、动态照明。

4.4.2 城市内功能混杂区的照明，应按该区内各部分的实际使用功能采用相应标

准。

4.5 建筑物立面照明

4.5.1应根据城市夜经济发展需求、城市景观空间特点、夜景观赏视点和视廊，

结合建筑造型、夜景现状和规划预期，合理选择需要进行立面环境照明的建（构）

筑物，合理设计建筑夜景的亮度、色彩和动静变化，做到重点突出、动静相宜、

色彩协调，保证城市夜景的整体艺术效果。

4.5.2 不同城市规模、不同环境区域建筑物立面照明的亮度标准值，应按城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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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专项规划中建筑照明等级的规定和本标准附录 B确定，合理确定建筑物立面

照明照度和亮度水平，并以亮度作为主要参考指标。

4.5.3 建筑物立面照明可采用泛光照明、内光外透、线条轮廓、媒体立面、激光

投影等方式。建筑物立面照明应综合考虑建筑使用功能、建筑形体特点、建筑

立面材料与色彩、灯具安装位置、光污染控制等多种要素，选择合理的照明方

式。

4.5.4 采用泛光照明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物外，使用泛光照明时不宜采用大面积投光将被照

面均匀照亮的方式；

2 对玻璃幕墙以及外立面透光面积较大，或外墙被照面反射比低于0.2的建

筑，不应选用泛光照明，宜选用内透光照明和轮廓照明。

3 对于玻璃幕墙建筑类镜面反射的材料，反射率超过50%时，不宜采用泛光

照明方式。

4 建筑物立面的泛光照明应采用主光突出重点部位，用辅助光照明一般部

位，主光和辅助光亮度比例宜为3:1，并与建筑整体协调统一。

5 建筑物立面的泛光照明的光束不宜垂直90°投向被照面，宜倾斜入射。被

照面是平面时，入射角宜取 60°~85°；较大凹凸时，入射角宜取 0°~60°；显现

细部特征时，入射角宜取80°~85°。
6 在建筑物附近安装投光灯时，投光灯和建筑物立面距离与被照高度之比

不宜小于1:10。
4.5.5 建筑物外表面以玻璃幕墙为主，或者该建筑物在夜间依然处于工作状态时，

可采用内透光或轮廓照明方式。

4.5.6 具有丰富轮廓特征的建筑物，可选用轮廓照明。

4.5.7 建筑物立面采用媒体立面照明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媒体立面照明所使用的光源宜采用可以调光或频繁开、关的光源。

2 应重视LED媒体立面的高亮度在夜间对周边环境和交通带来不利影响，

并应避免过高的亮度对处于近人尺度的部分造成眩光。

4.5.8 合理设计灯具、电缆等设备的安装位置，宜采用与建筑外墙体和构件协调

的一体化设计，灯具尽量隐蔽安装，同时便于后期的管理和维护。

4.5.9 合理选择灯具的出光角、投射角度和方向，控制各种形式的眩光和光逸散，

不宜将光透入夜间有人居住或工作的室内场所，不对周围建筑物造成光干扰。

4.5.10 对保护性建筑（构筑物）进行照明时应进行充分技术论证，并经文物主

管部门批准后才能实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照度和亮度的设计值以及照明时间应考虑古建筑的保护需要；

2 选择无紫外线的光源，灯具应加设滤除紫外线的设施；

3 灯具设备等的安装和使用应以不损害原有建筑为原则；

4 应考虑灯具在使用时的表面温度，安装在可燃材料表面的灯具，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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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热措施，注意电气安全，防止短路引起火灾。

4.6 植物、水体、桥梁和小品的环境照明

4.6.1 植物的环境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乔木、灌木和花卉的照明应以植物自身的特征为依据，采用合理的照明

方式来表现植物的杆茎纹理、枝叶色彩或整体形态、质感与色彩。珍稀树木不

宜设置环境照明。

2 乔木的照明可以采用地面投光、立杆投光、树干抱箍投光等多种照明方

式。应根据树形及设计目的选择合理的照明方式，展示树木的优美形态。一般

乔木宜采用地面投光，投光灯宜距乔木 3-5米。要展示光线由内而外发出时，可

采用树干抱箍投光。

3 花卉、灌木等低矮植物应根据环境状况，选择光线自上而下的照明方式。

4 根据植被的叶状及特征、颜色及季节变化因素的影响，确定照度水平和

选择光源的色表；宜用白光照明，慎重使用彩色光。花卉宜用显色指数 Ra大于

80的光源照明。

5 光源的光谱中不含有对植物、动物生长有害的光谱成分，宜选用短波比

例少的光源，减少光线对昆虫的诱导性。控制光照时间和光照强度，避免影响

植物的生长节律。

6 合理选择灯具的安装位置，做好灯具设备的隐蔽和伪装。当灯具在树上

安装时，灯具和电缆的固定方式可调节，避免长期对树的缠绕，以防止对植物

生长造成影响。

7 灯具的安装位置及投射方向不对人产生直接眩光，应采用配光控制好的

灯具，或者采用其他防眩光措施。

4.6.2 水体和堤岸的环境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水体照明设计应根据所在环境、功能、规模与形态、动静状态等因素综

合考量。

2 水体的照明方式主要有岸线被照亮物在水中的倒影、岸线边界照明、局

部水体照明等方式。宜根据水体及其周边情况采用合理照明方式。

3 江河、湖泊等大尺度的水体，宜采用被照亮物在水中的倒影的表现形式，

局部可采用岸线边界照明、集中的光束掠过水面等方式。

4 小尺度的水体，可通过勾勒边界线、直接照亮或突出特征水形的方式表

现。

5 喷泉等动态水体可设置水下灯，根据喷泉的形态和高度设置照明灯具，

灯具宜安装在喷泉的底部或水柱落下处。又高又细的水柱宜采用窄光束水下射

灯，喷涌的泉水宜采用中、宽光束水下射灯。

6 水帘、水幕、瀑布可作为投影或激光的介质，播放静止的或动态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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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照明设备设置应考虑水位变化的影响。

8 灯光直接照向水面时，应注意避免灯光由于水面倒影造成眩光。

4.6.3 桥梁的环境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主要视点的位置、方向，选择合适的亮度或照度。

2 应根据桥梁的类型，选择合适的环境照明方式，展示和塑造桥梁的特色，

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塔式斜拉钢索桥的照明宜重点塑造桥塔、拉索、桥身侧面、桥墩等部

位，并使照明效果具有整体感；

2) 园林中景观桥的照明应避免照明设施的暴露以及对游人的眩光影响；

3) 城市立交桥和过街天桥的照明应简洁自然，与周边环境和桥区绿地的

照明相协调；

4) 城市中跨越江河的桥梁，应考虑与其在水中所形成的倒影相配合，可

将桥梁朝着上游和下游的两个面或桥腹照亮，大型桥梁可用泛光照

明渲染其上部结构；应避免倒影产生的眩光；应避免照明对水中动

植物和生态体系造成不利影响；选择灯具及安装位置时，应考虑涨

水时对灯具造成的影响。

3 应避免环境照明干扰桥梁的功能照明。桥梁环境照明产生的光色、闪烁、

动态、阴影等效果不应干扰车辆和船舶行驶的交通信号和驾驶作业。

4 应控制投光照明的方向以及被照面亮度以避免造成眩光及光污染。

5 通行重载机动车的桥梁照明装置应有防振措施。

4.6.4 小品和雕塑的环境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雕塑和小品的照明应通过合理角度的照射，通过光影关系突出艺术性和

立体感，避免在雕塑上产生不协调阴影。照射方式宜现场试灯调整确定。

2 雕塑和小品作为环境中的景观亮点，其亮度可高于周边环境亮度的 3倍。

雕塑的关键部位宜采取重点照明，次要部位的亮度宜按比例减少。

3 塔的照明设计应兼顾远近不同观看位置上的需要，合理确定亮度和亮度

分布，充分展现形体特点。

4 碑的照明设计应与碑的主体内涵相协调，并应控制周边的光环境氛围。

5 反光率低的深色雕塑和反光率很高的表面光泽的雕塑，不宜采用直接照

明的方式，可采用照亮背景反衬轮廓的照明方式。

6 灯具的设置应兼顾照明设施在白天和夜间的景观效果，应与周围环境相

协调，应控制溢散光对环境和游人的影响，并应避免行人直接看见光源或产生

眩光。

4.6.5 节庆彩灯的照射应避免对居民生活和交通安全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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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广告照明和标识照明

4.7.1 城市中户外广告的设置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4.7.2 户外广告和标识照明应符合城市照明专项规划中对广告与标识的照明要

求，与街区整体环境协调一致，并成为丰富街景的构成要素。

4.7.3 广告和标识在设计时，应考虑其照明方式，宜采用显色指数大于80的高显

色性光源，宜采用内透光或自发光的照明方式，尽量避免采用外投光的照明方

式。当只能采用外投光方式时，亮度均匀度U1(Lmin/Lmax)宜为0.6~0.8，同时要控

制好投光范围，散射到广告与标识外的溢散光不应超过15%。

4.7.4广告和标识照明的最大允许平均亮度应符合表 4.7.4的规定。

表 4.7.4 不同城市区域、不同面积的广告与标识照明的平均亮度最大允许值（cd/m2）

广告被照面面积

S（m2）
商业街

行政办公区

公共活动区
工业区 住宅区

≤ 0.5 1000 400 200 100
0.5＜S≤2 800 320 160 80
2＜S＜10 600 240 120 60

≥ 10 400 160 80 40
注1：表内是晚上的数值，LED屏指全白屏的值；

2：动态广告晚上的限值是上面数值的一半；

3：对LED构成的显示屏（含动态广告）宜有调节亮度的功能，且须符合以下附加要求：

a) 白天也使用的LED电子显示屏的要求：

1) 面对居民窗户的垂直和水平方向的视张角≤15º；
2) 白天亮度限值是3000cd/m2（全白屏的情况下）。

b) 面对居民窗户的应有调节亮度的功能，晚上的亮度不能超过表中数值的1/2；
c) 对面积极大，不满足面对居民窗户的垂直和水平方向形成的视张角≤15º要求的大

块建筑化表面装饰 LED阵列构成图案的，画面平均表面亮度的要求≤200 cd/m2，

且具备调光功能。

4.7.5 室外广告照明不应对周边环境及交通带来不利影响，不应影响城市功能性

照明如交通信号灯的导引功能。

4.7.6 控制广告照明画面动态变化和明暗变化的速度，避免明暗差别大的画面快

速交替，避免大面积白色、红色和黄色画面。

4.7.7 城市商业区、公共活动区等场所的自发光广告、招牌、显示屏和标识等照

明对观察者眼睛处产生的障碍光的垂直照度不应超过表4.7.7的规定。

表4.7.7 自发光广告、显示屏和标识在人眼高度处产生的障碍光的最大垂直照度限值(lx)
环境区域 E0 E1 E2 E3 E4

眼睛（1.5m）处的

障碍光的垂直照度
0 1 3 8 15

注：环境区域划分见附录A

4.7.8 不宜在住宅楼(区)、宿舍楼(区)、医院病房楼（区）等有夜间休憩要求的区

域布置广告和招牌照明。如设置需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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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T163光污染控制的要求，或在休憩时间段实行关灯管理措施。

4.7.9 灯光秀、广告照明等采用的媒体播放系统应采用经安全评估的软硬件，并

应建立计算机病毒和网络入侵防范机制，确保信息网络安全。

4.8 城市道路照明

4.8.1 城市道路环境照明设计应对环境照明工程中的新建、扩建、改建的非市政

道路及与市政道路相关的场所进行照明设计。

4.8.2 城市道路环境照明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城市道路周边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景观元素的照明评价指标应采取亮

度或与照度相结合的方式。

2 道路环境照明中不应出现不协调的颜色对比；当环境照明采用多种彩色

光时，宜事先进行验证照明效果的现场试验。

3 道路环境照明不得对城市道路的照明产生不利影响。

4 道路环境照明设计灯具、杆型和样式应与周围环境协调。

4.8.3 市政道路周边环境照明环境亮度应与机动车道、道路交汇区、人行及非机

动车道照明标准值相协调，应符合如下规定：

1 当道路两侧的建(构)筑物、行道树、绿化带、人行天桥、桥梁、立体交叉

等处设置环境照明时，不应与道路上的功能照明相冲突，不得降低功能照明效

果；宜将环境照明和功能照明结合进行设计。

2 应合理选择环境照明的光源、灯具及照明方式。环境照明亮度应与路面

及环境亮度协调，不应采用多种光色或多种灯光图式频繁变换的动态照明，装

饰照明的光色、图案和阴影等不应干扰机动车驾驶员的视觉。

3 设置在灯杆上及道路两侧的环境照明灯光不得干扰驾驶员的视觉或妨碍

对交通信号及标识的辨认。

4.8.4 林荫道、步行商业街等处的环境照明灯具形式应与其所在地的其它街道灯

具风格、色彩相统一，安装高度宜为 3.5~5米，在满足照明效果要求的前提下，

布置间距宜为灯杆高度的 3~5倍。

4.8.5 与道路相关的特殊场所采用高杆照明时，应根据场地情况及相关场所照明

标准要求来选择灯具配置。高杆灯宜采用升降式。灯具的排列方式有平面对称

式、径向对称式和非对称式三种，其灯具选择、安装要求、适用范围如表4.8.5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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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5 高杆灯灯具配置方式

（a）平面对称；（b）径向对称；（c）非对称

表 4.8.5 高杆照明灯具选择与安装

布置方式 灯具选择 安装高度与间距 适用范围

平面对称 普通截光型灯具 1:3—1:4 宽直的道路

径向对称 泛光灯具 1:4—1:5 大面积广场简单立交

非对称 泛光灯具 可适当放宽
复杂的交叉口及大型、

多层、复杂立交

4.8.6 植树道路的照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建道路种植的树木不应影响道路照明功能。植树时，路灯管理部门和

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应充分协商，合理选择树种，确定适宜的种植位置，以避免

或减少日后树木对道路照明的影响，灯杆与行道树应均匀交替布置，且灯杆间

距与行道树间距成模数。

2 扩建和改建的道路，应与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协商，对影响照明效果的树

木进行修剪或移植。

3 对于现有树木严重影响道路照明的路段可采取下列措施：

1）适当修剪树木枝叶，消除或减小对光线的遮挡；

2）减小灯具安装间距或降低灯具的安装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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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照明节能

5.1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5.1.1 环境照明节能应以照明功率密度值(简称 LPD)作为评价指标。

5.1.2 建筑物立面照明的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5.1.2的规定。

表 5.1.2 建筑物立面照明的照明功率密度限值（LPD）

建筑物饰面材料

城市

规模

E2区 E3区 E4区

名称
反射比

ρ

对应

照度

lx

功率

密度

W/m2

对应

照度

lx

功率

密度

W/m2

对应

照度

lx

功率

密度

W/m2

白色外墙涂料、乳白

色外墙釉面砖、浅冷、

暖色外墙涂料、白色

大理石

0.6~0.8

大、特

大、超大
30 1.3 50 2.2 150 6.7

中 20 0.9 30 1.3 100 4.5

小 15 0.7 20 0.9 75 3.3

银色或灰绿色铝塑

板、浅色大理石、浅

色瓷砖、灰色或土黄

色釉面砖、中等浅色

涂料、中等色铝塑板

等

0.3~0.6

大、特

大、超大
50 2.2 75 3.3 200 8.9

中 30 1.3 50 2.2 150 6.7

小 20 0.9 30 1.3 100 4.5

深色天然花岗石、大

理石、瓷砖、混凝土

等褐色、暗红色釉面

砖、人造花岗石、普

通砖等

0.2~0.3

大、特

大、超大
75 3.3 150 6.7 300 13.3

中 50 2.2 100 4.5 250 11.2

小 30 1.3 75 3.3 200 8.9

注：1 环境区域的亮度分区（E0～E4）按附录A确定；

2为保护E0（完全黑暗区域）、E1区（黑暗区域）的生态环境，建筑物立面不应设置夜景

照明；

3 照明功率密度值（LPD）的计算应按本标准附录C。

5.1.3 当不同城市规模、不同环境区域的环境照度标准值提高或降低一级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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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5.2 照明节能措施

5.2.1 应根据照明场所的功能、性质、环境区域亮度、表面装饰材料及所在城市

的规模等，确定照度或亮度标准值。

5.2.2 应合理选择环境照明的照明方式，宜选用节能技术和设备。

5.2.3 选用的光源及附属装置应现行国家相应能效标准，并应达到节能评价值的

要求。

5.2.4 应选择光效高、使用寿命长的光源。

5.2.5 气体放电灯灯具的功率因数不应低于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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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照明供电及控制

6.1照明供配电

6.1.1 应根据照明负荷中断供电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损失，合理地确定负荷等级，

并应合理选择供电方案。

6.1.2 环境照明供电电压宜为 0.23/0.4kV，配电系统宜采用放射式，正常运行情

况下，照明灯具端电压压降应为额定电压的+5%、-10%。

6.1.3 照明专用线路供电宜三相负荷平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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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当电压偏差或波动不能保证照明质量或光源寿命时，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条

件下，可采用有载自动调压电力变压器、调压器或专用变压器供电。当采用专

用变压器供电时，变压器的接线组别宜采用 D,yn11方式。

6.1.5 当采用三相四线制配电时，中性线截面不应小于相线截面；室外照明线路

应采用双重绝缘的铜芯导线，铜芯导线截面不应小于 2.5mm2。

6.1.6 对仅在水下才能安全工作的灯具，其配电回路应加设低水位断电措施。

6.1.7 照明系统应安装独立电能计量表。

6.2 照明控制措施

6.2.1 同一系统内的照明设施应分区或分组、分路集中控制，应避免全部灯具同

时启动。宜采用光控、时控、程控和智能控制方式，并应具有手动控制功能。

6.2.2 环境照明应集中控制，应并根据使用要求设置一般、节日、重大节日等不

同的控制方案。

6.2.3 系统中宜预留联网监控的接口，为遥控或联网监控、智能化控制创造条件。

6.2.4 总控制箱宜设在值班室内便于操作处，设在室外的控制箱应采取相应的防

护措施。

6.3 安全保护及接地

6.3.1 照明配电系统应具有短路保护和过负荷保护，各单相回路应单独进行控制

和保护。每个灯具或单光源功率在250W及以上者应设有单独保护装置。

6.3.2 低压配电箱的母线上，宜按现行国家标准《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12部
分：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选择和使用导则》GB／T 18802.12的规定，选

择和设置电涌保护器(SPD)。
6.3.3 对安装高度在15m以上或其他安装在高耸构筑物上的照明装置，应按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的规定配置避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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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安装人员可触及的防护栏上的照明装置应采用特低安全电压供电，否则应

采取防意外触电的保障措施。

6.3.5 安装于建筑本体的环境照明系统应与该建筑配电系统的接地型式相一致。

6.3.6 当照明灯具安装高度在2.5m及以下，且灯具采用交流低压供电时，应设置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作为附加防护，人员可触及的室外照明设备应装设剩余

电流动作保护电器，额定剩余电流动作值不应大于30mA。
6.3.7 环境照明装置的防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的有关规定。

6.3.8 照明设备所有带电部分应采用绝缘、遮拦或外护物保护，距地面2.8m以下

的照明设备应使用工具才能打开外壳进行光源维护。室外安装的箱变、照明配

电箱和控制箱等应采用防水、防尘型，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54。
6.3.9 金属灯杆及构件、灯具外壳、配电及控制箱等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均应与保

护导体相连接。接地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在满足接地电阻要求的

情况下，应利用路灯基础钢筋等自然接地体。

6.3.10 有条件时，间接接触防护亦可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电气设备(Ⅱ类

设备)。
6.3.11 嬉水池、喷水池、游泳池防电击措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夜景照

明设计规范》JGJ/T 163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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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环境区域的亮度分区

环境区

域编号

环境区域

亮度描述
区域示例说明

E0 完全黑暗 星光保护区、暗天空公园、重要的光学天文台

E1 黑暗 无人居住的农村地区

E2 低亮度区 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

E3 中亮度区 有人居住的农村和城市住区

E4 高亮度区 城镇中心及其他商业区

说明：CIE《室外照明设施干扰光影响限制指南（第二版）》CIE150:2017，根

据感受到的环境亮度进行了亮度分区。上一版中亮度分区共四级，分别为E1~E4；

修订后将E1区改为E0区，新增E1区，共分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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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不同城市规模建筑物表面亮度标准值

亮度

分区

等级

城市规模

大、特大、超大 中 小

平均亮度

（cd/m²）
最大亮度

（cd/m²）
平均亮度

（cd/m²）
最大亮度

（cd/m²）
平均亮度

（cd/m²）
最大亮度

（cd/m²）

E0 0 0 0 0 0 0

E1 0 0 0 0 0 0

E2 5 10 4 8 3 5

E3 10 60 8 50 6 40

E4 25 150 20 120 15 90

说明：

城市的平均亮度和最大亮度参考英国《城市照明指南》中的建筑立面照明亮度

指标值。

城市规模：2014 年 10 月 29 日，《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明确了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

七档。

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50 万以下的城市；

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50 万以上 100 万以下的城市；

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下的城市；

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以上 1000 万以下的城市；

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0 万以上的城市。



21

附录 C 照明功率密度值（LPD）的计算

C.0.1 LED 光源作建筑物立面夜景照明时，照明功率密度值（LPD）的计算宜符

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物立面泛光照明的 LPD 值：该面上使用的泛光照明灯具的总系统功率/
被照明建筑物立面的面积；

2 建筑物立面上由若干个小块面积的泛光照明组成的一幅大面积的泛光照明，

其 LPD 值：该面积上使用的所有灯具的系统功率总和/被照明立面的总面积；

3 建筑物上由若干个 LED 组成的点或线或一幅大面积图案的照明，其 LPD 值：

该面上使用的 LED 灯具的系统功率的总和/组成的点的面积或组成的线的面积

或被照明立面的总面积；

4 建筑屋面泛光照明，其 LPD 值：该屋面上使用的 LED 系统功率总和/被照

明屋面面积；

5 建筑顶部(如檐口、女儿墙)做泛光照明(含 LED 照明)，其 LPD 值：屋顶上

所使用的灯具系统功率总和/被照明屋顶面积；

6 建筑上仅用 LED 勾边时，E4 区每米的光通量（暖白光 3300K）的线密度应

达到 450lm/m。常用光色 LED 灯管每米的光通量线密度比值见表 B.0.1，其

LPD 值按本条第 3 款计算。

表 C.0.1 常用光色 LED 灯管每米的光通量线密度比值

光色 暖白

3300K

冷白

5500K

绿光

530nm

青光

505nm

蓝光

407nm

红光

625nm

红橙光

617nm

比例系

数
1 2.25 2.65 2.25 0.8 2.0 2.5

注：1 其他光色的 LED灯管每米的光通量线密度可按表中的比值缩放；

2 每米的光通量（暖白光 3300K）的线密度要达到 450lm/m的要求仅指 E4
区；在背景亮度暗的地方，可适当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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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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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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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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

符合……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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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GB5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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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 12 部分：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选择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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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确定本标准，并阐

述了本标准的编制目的。

1.0.2 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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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环境照明工程应服从于城市规划的要求，并与城市的经济技术发展相协调，

不应只盲目追求视觉效果，造成资源浪费。

3.1.2 环境照明设计的目的是塑造城市夜景形象，营造舒适和谐的夜景光环境，
应以人为本，并响应绿色环保的要求。对有城市天空有暗夜保护的区域应符合其
夜景照明规定。
3.1.4 环境照明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宜在土建施工阶段做好环境照明管线预埋

及灯具预埋件安装，避免后期破坏完成面，增加施工难度及工作量。

3.2 环境照明质量控制

3.2.1 本条规定了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景观元素以及步行道、广场等室外开放

空间的照明评价指标为亮度、照度和半柱面照度值。离地面 1.5m处的半柱面照

度是为了行人晚间能够辨认其他趋近的，或附近离开一定距离的平均身高的来

人脸部特征，以便提供必要的安全感。

本标准规定的照（亮）度，除标明外均应为参考面上的维持平均照（亮）

度。

3.2.2 本条用加强照明表现特定的目标，如建筑物、构筑物、门头、雕塑、喷泉、

绿化、入口等，其被照物的亮度和背景。综合考虑了照明效果、节约能源和防

止光污染等因素。

3.2.3
1 当选用 LED 光源时，道路照明光源色度应满足行业标准《城市道路照

明设计标准》CJJ 45第 4.1.3 条要求；广场、公园等场所公共活动空间照明光

源色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第 4.4.3 条、第

4.4.4 条规定。

2 商业区、娱乐区等场所可根据需要合理选用彩色光或颜色动态变化的照

明方式，其余区域及其建筑物的夜景照明应慎用彩色光，当采用彩色光时，宜

事先进行照明效果的现场试验，确保颜色对比协调。

3.3 环境照明光污染限制

3.3.1 城区照明设施的外溢光/杂散光或 LED 等高强度闪烁光应避免对行人和

汽车驾驶员形成失能眩光或不舒适眩光。城市道路或河流两旁的照明应避免对

船只的航行造成交通安全上的障碍。

3.3.3 城市环境照明不允许采用含有对植物有害光谱的光源照射植物。

3.3.5 主要通过时间控制模式来实现环境照明的节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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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照明光源、灯具及其附属装置的选择

3.4.1 3.4.1 在选择光源时，应进行综合经济分析，一些高效、长寿命光源，虽价

格较高，但可减少使用数量，降低运行维护费用，经济上和技术上是合理的。

3.4.2 本条对照明灯具及附属装置的多方面提出要求，保证照明效果、眩光限制、

节能及安全性。

标志表示适宜于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的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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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照明

4.1 居住区环境照明

4.1.1 根据小区建筑布局和室外环境特点，合理进行功能照明和环境照明的规划

和设计。功能照明景观化处理，环境照明补充功能照明，应满足居民夜间出行

和活动的基本要求，显现建筑、装饰物、植物群和人良好的立体感和空间感，

营造安全、舒适、和谐、美观的生活环境，避免对住宅形成光干扰。

4.1.2 为保证居住区夜间黑暗的休息与睡眠环境，在满足最低指标的情况下，应

根据小区实际情况控制小区内部环境照明的照度与亮度值，不应随意提高照度

与亮度标准。

居住区属于人、车混合区域，而以人活动为主的区域宜采用半柱面照明衡

量照明环境品质。半柱面照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Esc =
I �,γ (1+cosαsc )cos 2ε∙sin ε∙MF

π(H−1.5)2
� （1）

式中:
Esc——此点上的半柱面照度，lx；
∑ ——所有有关灯具对该半圆柱体表面贡献的总和：

I／(C,γ) ——灯具射向计算点方向的光强，cd；
Αsc ——包括光强矢量的垂直面和与半圆柱体的竖平面垂直的平面之间

的夹角，如图1所示；

ϒ——垂直亮度角，度，

ε ——入射光线与通过此点的水平面法线间的角度，度；

Η——灯具的安装高度，m；

ΜF——光源光通维护系数和灯具维护系数的乘积。

本标准中如未加说明，均指离地面1.5m处的半柱面照度。

图4-1 计算半圆柱面照度时所用的角

注：鉴于半柱面照度在我国的使用尚不普及，且计算和测量也比较复杂，故暂时可代之以

等值的面向观察方向的垂直照度。

4.1.3 居住区道路功能照明应注意不要有直接溢散光线进入室内，同时避免过多

的反射光进入室内。当环境照明对居住区室内造成眩光影响时（指标参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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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应取消相应环境照明。

4.1.4 以交通为主的区域，显色性 Ra不应小于 60，商业活动和公共活动区域，

为保证较好的显色效果，Ra宜大于 80。居住区的色温应整体协调，宜结合建筑

物外墙颜色和设计理念选择适宜的色温值。

4.2 公共活动区环境照明

4.2.1 本条款指出应对城市公共活动区的光环境进行整体规划与设计。

4.2.2 本条款主要针对城市内以硬质铺地为主的城市广场的灯光环境照度标准

值。

4.2.3 本条款主要指的是城市内以绿植为主的城市公园的灯光环境照度标准值。

4.2.4 公共活动区域的照明应充分考虑安全的需要，在容易发生危险、容易摔跤

的地方均应考虑功能照明，并且在照明手法上尽量艺术化处理，从而提升夜景

品质。

4.2.5 公共区域的标志、标识和指示在夜间应该进行亮化处理，保证其在夜间可

见。

4.2.6 公共活动区域环境照明的动态和色彩变化需要进行规划设计，避免产生眩

光和污染。

4.2.7 本条款对光源的显色性及色温提出要求，应尽量采用显色指数高的光源，

以提高公共区域的视觉舒适度。

4.2.8 该条款提出重点塑造的夜景亮度与环境亮度的比值，比值过小则不能凸显

景观的重要性，比值过大则容易造成眩光，因此要合理设计和控制亮度对比。

4.3 商业区环境照明

4.3.1 城市的商业中心区夜间人流密集，建（构）筑物数量众多，功能照明和景

观相对比较复杂，是展示城市夜景风貌的重要区域，需要进行统一规划与设计，

以保证该区域夜间光环境的整体性、舒适性和美观性，同时能够展现城市的特

色。

4.3.2 商业中心区夜间的车流和人流量都比较大，功能照明标准比较高，要同时

满足车行与人行的需要，因此需要采用水平照度和半柱面照度两个照度指标进

行环境照度值的控制。

4.3.4 本条款中，需要照明凸显的被照物亮度一般可提升至环境亮度的 10倍，

不宜过高，以免形成眩光。

4.3.5 商业区为保证色彩有较好的还原性，宜采用显色指数高的光源。

4.3.6 该条款的提出是为了保证灯具的外观符合白天景观的要求，不对城市景观

造成破坏。灯具外观应包括尺寸、材料、颜色、式样等，应尽量与所在商业区

的整体艺术氛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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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其他功能区域照明

4.4.1 行政办公区，作为城市整体光环境的一部分，可以进行环境照明设计，宜

营造端庄、典雅、冷静等符合办公精神的灯光艺术氛围。行政办公区应慎用彩

色、动态照明。

4.4.2 城市混杂区是指下列情况：居住区内亦有商业街，或商业区内夹杂有住房

或行政办公建筑。城市混杂区的夜间灯光环境往往比较复杂，应保证功能照明，

兼顾环境照明，避免眩光，防止不适宜的色彩光和动态光，保证区域整体上的

光环境舒适性。

4.5 建筑物立面照明

4.5.1 该条款指出建筑物的环境照明需要从城市整体夜景效果考虑，要符合照明

规划的相关规定，不可为了凸显自身而过亮，或采用不适宜的色彩和动态变化。

4.5.2 当城市照明专项规划有确定建筑照明等级时，根据照明专项规划要求，结

合建筑所在区域亮度等级要求，合理地确定建筑物环境照明的亮度和照度水平。

没有相应的建筑照明亮度规划等级，则按附录 B确定。附录 B是根据《城市夜

景照明设计规范》 JGJ/T163的对 B2-B4区夜景照明的有关规定，并结合 CIE
对环境亮度进行的亮度分区进行编制的。

4.5.3 该条款指出了建筑环境照明的方式的确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

要多因素综合考虑。

4.5.4 泛光照明主要是利用反射光，因此本条款提出不适宜采用泛光照明的材料

类型，以及如何更好的获得反射光效果。

4.5.5 内透光建筑夜景是光线从室内发出，通过透光材料透出光线而展示照明效

果。内光外透时，内透光与室外环境光的亮度和光色应保持协调，并应防止内

透光产生光污染。

4.5.6 轮廓照明是常用的一种建筑环境照明方式。当轮廓照明使用点光源时，灯

具间距应根据建筑物尺度和视点远近确定；当使用线光源时，线光源的形状、

线径粗细和亮度应根据建筑物特征和视点远近确定。

4.5.7 媒体立面是一种以像素点为基础的影像展示的新型环境照明方式，目前主

要采用的光源类型是 LED光源。建筑采用 LED媒体立面时，往往屏的面积较

大，有的甚至整个建筑都成为了 LED屏，因此整体光通量较大，非常容易造成

眩光污染。所有采用 LED光源直接作为像素点时，应控制光源的亮度，防止光

源亮度过高产生眩光，尤其是对周边的居住建筑造成眩光。

4.5.8 灯具、电缆等照明设备的隐蔽和隐藏是保证建筑立面整体艺术效果不被破

坏的基本要求。新建建筑必须要隐藏灯具，老旧建筑进行环境照明难以隐藏灯

具时，灯具及电缆等的色彩宜采用与外墙一致的色彩，以减少对建筑外立面的

美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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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灯具都具有多种配光，应根据效果和眩光控制要求合理选择灯具配光形式，

做到精确化设计。

4.5.10 对文物建筑实施环境照明时，应将文物保护作为首要考虑因素，以此进

行环境照明效果的设计，避免光线对建筑物及其附属物的不良影响，避免安装

和施工对建筑的不良影响，避免火灾等不良影响。灯具安装可以采用卡扣、粘

贴等方式，或者直接在建筑物附近立杆照明，不与保护建筑发生直接关系。

4.6 植物、水体、桥梁和小品的环境照明

4.6.1 对植物进行环境照明时，既要考虑景观效果，又要考虑照明对植物可能造

成的不利影响，需要进行综合考虑选择适宜的植物环境照明方式。

4.6.2 水体作为一种透光材料，很难直接进行环境照明，往往是通过对岸边景物

进行照明形成水中倒影来展示其景观效果，在对水体及其堤岸进行环境照明时

应充分考虑并运用水体的这一特性。

4.6.3 桥梁往往是一座城市的视觉焦点，也是城市夜景亮化的重点，要根据桥梁

周边夜景情况，选择合理的环境照明方式，以满足主要视觉景观点的观赏要求。

同时，水上大型桥梁和城市立交桥的照明亮度都会较高。较高的照明亮度如果

处理不当非常容易造成眩光，而桥梁是交通枢纽，交通繁忙，因此桥梁上的环

境照明要保证车辆驾驶员和行人的视觉不会受到干扰，以保证交通安全和顺畅。

4.6.4 小品和雕塑通常是小场景中重要的视觉焦点，细部较多，宜现场布灯试灯

确定最佳照明角度。同时它们也是近距离观赏的景观，在环境照明中要注意亮

度的控制和投光角度的控制，避免对周边人产生眩光。

4.6.5 节庆彩灯要注意安放位置和亮度选择。目前很多节庆彩灯悬挂于路灯的灯

杆上，在色彩和视角上，需要注意不能影响司机和行人对交通信号灯的识别。

4.7 广告照明和标识照明

4.7.1 对于广告设置，有国家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和《广告管理条

例》，也有省市级层面的，例如《长沙市城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广告的设

计、设置和运行应符合上述国家和省市级的相关法律和条例的规定。

4.7.2 广告照明也是城市光环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高亮度、多色彩的特性，

对城市夜间景观影响比较大，因此广告照牌的照明设计需要考虑与其周边环境

协调一致，具备一定的艺术效果。

4.7.3 投光方式不容易控制光线，因此在广告与标识照明在不推荐使用。若采用

投光方式需满足本条之规定，以获得满意的视觉效果，减少光污染。

4.7.4 广告与标识有外投光、自发光和内透光三种基本方式，都应控制画面的表

面亮度，并且与环境协调，控制最大亮度，防止光污染。不同环境区域，不同

面积的广告与标识照明的平均亮度最大允许值应符合表 4.7.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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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在道路交叉口、交通复杂繁忙之地，广告和标识照明的设置不应干扰通信、

交通等公共设施如信号灯的正常使用，不应影响机动车的正常行驶。

4.7.6 限制室外广告照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数值标准应符合《城市夜景照明设

计规范》JGJ/T163中 7.0.2条的有关规定。明暗差别较大的画面快速变化，会造

成人明暗视觉的快速变化，会形成眩光,增加暗视觉适应时间，影响舒适性和安

全性。大面积的白色、红色和黄色，色彩过于明亮、刺眼，应尽量避免。

4.7.7 该条款的规定，是为了避免自发光的广告、显示屏和标识对人眼产生直接

眩光。

4.7.8 广告和招牌照明一般亮度比较大，会对居室形成较大的照度值，影响夜间

休息，因此夜间有休憩要求的区域不宜设置广告和招牌照明。

4.8 城市道路照明

4.8.1本条为本标准道路环境照明的适用范围，本标准不包含城市市政道路

照明，只包括那些与城市市政道路关系密切的特殊场所，如室外公共区域

的主要、次要道路、健身步道及活动场地等。

4.8.2
1 本条规定了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景观元素的照明评价指标为亮度、照

度。

2 城市环境照明中不应出现不和谐的颜色对比，当装饰性照明中采用多种

彩色光线时，建议先进行现场试验，以检验照明效果。颜色的对比和适应能影

响人的主观感觉，可以利用它的规律使照明设计获得良好的效果。不和谐的颜

色对比则会扭曲照明对象的夜间形象，降低照明区域的吸引力，甚至对行人和

车辆造成危害。

4.8.3
1 驾驶员驾车行驶时，正常观察路面的视野范围内，如果有不适宜的亮度

分布或亮度及色彩变化，会分散其视觉注意；道路周边环境亮度过高会提高驾

驶员视野范围内的适应亮度，进而影响其对路面障碍物的视觉辨识。由于靠近

道路的建筑物等会出现在驾驶员的视野内，因此，本条提出了在道路两侧的这

些载体上设置环境照明时，不应干扰道路上的功能照明，也就是应该避免产生

前述的那些问题。把功能照明和环境照明结合起来进行设计是比较合适的协调

方法，可以在不影响道路照明效果的前提下，完成装饰照明的设计。

2 本条针对机动车交通道路两侧设置的环境照明可能造成对驾驶员视觉干

扰，规定了所应采取的措施和基本要求。

3 本条是对机动车交通道路两侧设置广告灯光的基本要求，是针对目前国

内在机动车道两侧及灯杆上广告及灯光设置的混乱无序状态作出的规定。

4.8.4 本条规定为了更好的为林荫道、步行商业街等处的人行道提供更加更安全

的照明，方便居民的出行的同时，也给城市提升美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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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 根据受照场地情况及其周围环境条件针对性地选择灯具及其配置方式，是

高杆照明设计的基本原则之一，不能不顾场合一律采用径向对称一种模式，应

保证照明效果、经济合理、节约能源。

4.8.6 在新建道路上植树时考虑日后树木长大后不会和照明产生太大的矛盾，这

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所以，在植树时，要求道路照明的管理部门和园林绿

化的管理部门应该充分协商，合理选择树种，以避免或尽量减少日后树木对道

路照明的影响；另外，把树木布置轴线与灯杆布置轴线错开，向后边相对移位，

也是降低树木遮光影响的一个办法。

适当修剪枝叶，以消除或减少对光线的遮挡。实践证明这是解决树木和道

路照明已经存在矛盾的有效办法。通常并不需要剪掉灯具周围的全部枝叶，只

需要修剪低于灯具的那部分枝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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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照明节能

5.1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5.1.1 本条将照明功率密度值(LPD)作为环境照明节能的重要评价指标，是参考

了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以及我国的《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城

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 45 等均采用照明功率密度值(LPD)作为照明节能评价

指标的做法提出的。

5.1.2 本条规定了不同城市规模和环境区域建筑物立面环境照明的照明功率密

度限值(LPD)，并指出为了在建筑物环境照明中推广和实施绿色照明，节约用电，

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建筑物立面环境照明亮度偏高、不按照明标准建设环境照

明的问题，本标准强调应按标准设计环境照明的同时，需按实际情况限制环境

照明的用电量。

建筑物立面环境照明的表面照度或亮度与表面的反射比及洁净程度有关，

同时随背景即环境亮度的高低发生变化。因此，建筑物立面环境照明功率密度

值也同样受建筑物立面材料反射比、洁净度和环境亮度这三个因素的影响。

本标准规定的建筑物立面环境照明的照明功率密度值是通过国内外大量建

筑环境照明工程的调查，并参照国际上一些国家相应的规定制定的。

照明功率密度值的测算，先根据建筑立面环境照明的照度或亮度标准，计

算出照明的用灯数量，再由用灯数量算出照明消耗的总功率，最后用被照面的

面积除以照明总功率所得的商为所求得照明功率密度值。

5.2 照明节能措施

5.2.1 设计时，应根据被照场所的功能、环境、环境区域亮度、表面装饰材料所

在城市的规模，确定所需的照度或亮度的标准值。避免照度或亮度过高，浪费

电能。

5.2.2 规定应合理选择夜景照明的照明方式，有利于照明节电。

5.2.3 有关的国家照明产品能效标准可参照下表。

表 5.2.3 有关的国家照明产品能效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1 GB 17896 《管形荧光灯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2 GB 19043 《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3 GB 19044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4 GB 19415 《单端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5 GB 19573 《高压钠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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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B 19574 《高压钠灯用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7 GB 20053 《金属卤化物灯用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8 GB 20054 《金属卤化物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9 GB 20943 《单路输出式交流-直流和交流-交流外部电源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10 GB 30255 《普通照明用非定向自镇流 LED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11 GB/T 29411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无极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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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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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照明供电及控制

6.1照明供配电

6.1.1 只有合理地确定负荷等级，正确地选择供电方案才能使照明用电保持在适

当水平。经常举办大型夜间游园、娱乐、集会等活动的人员密集场所的环境照

明用电可按二级负荷供电，其余宜按三级负荷供电。

6.1.2 本条规定是考虑到部分环境照明项目（如公园、城市商业街、立交桥等）

或道路照明区域较大，为了保证供电质量、减少供电线路损耗而制定的。

6.1.3 本条是为保证三相负荷比较均衡，以使各相电压偏差不致产生过大的差别，

同时减少中性线电流。

6.1.4 独立设置照明变压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持电压稳定，提高照明质量，保

证光源寿命，同时减小供电系统运行损耗。同时考虑到当前我国电力系统供电

能力仍相当紧张，部分地区经常出现较大的电压偏移情况，可通过技术经济比

较适当采用调压措施。

6.1.5 本条规定主要考虑照明负荷使用的不平衡性以及气体放电灯线路由于电

流波形畸变产生高次谐波，即使三相平衡中性线中也会流过三的倍数的奇次谐

波电流，有可能达到相电流的数值。

6.1.6 该类灯具的散热措施主要依靠灯体表面与水体间的热交换，不能在空气中

长时间点燃。

6.1.7 从有利于节电管理角度出发，在系统设计中应考虑安装电能表计量的可能

性。

6.2 照明控制措施

6.2.1 考虑到控制分路应满足使用要求，同时避免产生较大的故障影响面，减小

对配电系统的电流冲击，做出本条规定。

6.2.2 设置平日、节假日、重大节日等不同的开灯控制模式，一是为了营造不同

气氛下的景观效果，二是为了节约能源，三是为了有利于限制光干扰。

6.2.3 本条规定有条件时，对较大的环境照明系统宜采用智能化控制。采用计算

机网络技术实现对各子系统的监控和管理；实现灯光组合变化和照度变化的灵

活控制；并可监测记录系统内电气参数的变化，发出故障警报、分析故障原因，

也便于系统扩展。

6.2.4 从便于管理和维护考虑，总控制箱宜设在值班室内便于操作处，室外的控

制箱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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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安全保护及接地

6.3.1 照明负荷主要是单相负荷，当采用三相电器进行保护时，如其中一相发生

故障，会引起三相跳闸，扩大了故障影响范围。每个灯具设置保护的目的是避

免单灯故障事故扩大造成大面积灭灯，尽可能减小故障影响范围。根据相关电

气标准的要求，除非是上一级线路的保护电器已能保护截面减小的那一段线路

或分支线，或配电回路的电流在20A以下时，才可以不必单独设置保护。对大功

率灯具或光源加装短路保护可避免一个灯具或光源出现故障不会导致整条照明

支路的其他灯具失电，从而将故障对整体景观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上。

6.3.2 道路照明设备和线路均设置在户外，由于受雷电等因素的影响，发生浪涌

的概率较大。设置电涌保护装置可以减少系统的故障率，有利于延长设备的寿

命。

6.3.3 根据相关规范的定义，高度超过15m的孤立的建(构)筑物、建筑群中高于

其他建筑或处于边缘地带的高度为20m及以上的民用和一般工业建筑物均属于

三类防雷建筑，此类建筑物的防直击雷的一般要求是在建筑物易受雷击部位装

设避雷带或避雷针。

6.3.4 本条主要是考虑到公园、立交桥等环境照明项目供电线路较长，全部采用

安全电压供电很不经济，因而可以在设有严密的防意外触电保护措施时，采用

正常电压供电。

6.3.5 两个接地系统在电气上要真正分开，在地下必须满足一定的距离，否则两

接地系统形式上是分开了，而实际（指电气上）仍未分开。且由于两个电气系

统，通过接地装置的相互联系而产生强烈的干扰，严重时甚至造成两个接地系

统都不能正常工作。这在实际工作中的例子是相当普遍的。有些地方将两接地

系统间的距离规定仅有5m，这一般是不够的。在实际应用中，这样近的距离，

发现相互干扰仍相当大，试验证明，在单根接地极情况下，距接地极20m远处才

可看成零电位。在接地系统是多根接地极甚至是接地网的情况下，零电位处若

按上述20m的观定距离，可能仍偏小，但对一般工程来说，两接地系统相距20m
远时，相互间的影响已十分微弱，只要处理得当，是可正常工作的。

6.3.6 距地面2.5m及以下的高度，为正常情况下人体可能接触到的高度范围，即

“伸臂范围”。为防电击危险，提高安全性，在伸臂范围内安装的正常照明灯

具，当采用交流低压配电时，需要加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作附加防护。

6.3.8 为了防止无关人员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触电危险制定本条。

6.3.9 与保护导体相连接可以降低接触电压值，亦可以提高保护电器的动作灵敏

度。为尽可能降低接触电压值，路灯金属部件宜进行接地。

6.3.10 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电气设备，有利于提高道路照明设施的电气

安全性，但会增加设备造价，所以在有条件时可考虑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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