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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系统电能利用监测规范 

1  

2  

3  

3.1  

3.2  

3.3  

3.4  

3.5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照明系统电能利用监测规范的术语和定义、监测内容及要求、监测方法及监测报告的

编写。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建筑、办公、商业、旅馆、医院、学校、道路等照明系统。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796  电光源型号命名方法 

GB/T 2900.65  电工术语 照明 

GB/T 5700  室内照明测量方法 

GB/T 15240  室外照明测量方法 

GB/T 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T 16664 企业供配电系统节能监测方法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CJJ 45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照明 

光照射到场景、物体及其环境使其可以看见的过程。 

    注：日常中，“照明”一词也含有“照明系统”或“照明装置”的意思。 

 

电光源 

将电能转换成光学辐射能的器件。 

    注：此术语有时也用于某些类型的照明器。 
 

灯具 

凡是能按设计分配、透出或转变一个或多个光源发出光线的一种器具，并包括支撑、固定和保护光

源必需的所有部件，但不包括光源本身，以及必需的电路辅助装置和将他们与电源连接的设备。 

 

放电灯 

其发出的光是直接的或间接的由气体、金属蒸汽或几种气体和蒸汽的混合物放电产生的灯。 

    注：根据光主要是在气体中还是蒸汽中产生的条件，分为“气体放电灯”，例如氙、氖、氦、氮和二氧化碳灯，和“金

属蒸汽灯”，例如汞蒸汽灯。 
 

照明功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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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面积上的照明安装功率(包括光源、镇流器或变压器)，单位为瓦每平方米（W/m
2
）。 

3.6  

4  

4.1  

4.1.1  

4.1.2  

4.1.3  

4.2  

4.3  

4.3.1  

4.3.1.1  

4.3.1.2  

4.3.1.3  

4.3.1.4  

4.3.1.5  

4.3.2  

4.3.2.1  

4.3.2.2  

4.3.2.3  

4.3.2.4  

4.3.3  

4.3.4  

   室型指数 

表示房间工作面与灯具面之间的部分的形状数字，用来计算照明利用率和固有照明利用率。 

监测内容及要求 

照明系统的基本要求 

照明系统中安装的电光源及电器配件应符合我国有关能源标准的规定。 

用能单位依据我国有关能源标准的规定，积极寻求新能源的利用方式及方法。 

对于三相供电系统，每一照明单相分支回路的电流不应超过 16A；连接建筑组合灯具时，回路

电流不应超过 25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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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明系统功率因数 

    对于独立变压器供电的照明系统，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下，其 A、B、C 三相供电回路的功率因数和

总功率因数最大负荷及低负荷补偿后的功率因数应不低于 0.90。 
照明功率密度值 

室内照明 

一般照明时测量点的平面布置 

a) 预先在测量场所打好网格，作测量点记号，一般室内或工作区为(2~4)m 正方形网格。对于小 
面积的房间可取 1m 的正方形网格； 

b) 走廊、通道、楼梯等处在长度方向的中心线上按(1~2)m 的间隔布置测量点； 
c) 网格边线一般距房间各边(0.5~1)m。 

局部照明的测量点布置 

    局部照明时，在需要照明的地方测量。当测量场所狭窄时，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点；当测量场所

广阔时，按 4.3.1.1 的规定布置测量点。 
测量平面和测量点高度 

a) 无特殊规定时，一般为距地 0.8m 的水平面； 
b) 按需要规定的平面和高度； 
c) 对走廊和楼梯，规定为地面或距地面为 15cm 以内的水平面。 

按车间及房间数量抽取不少于 10%的车间及房间进行测量。 

工业建筑、办公、商业、旅馆、医院、学校等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及对应的照度值参见附录 A。

照明功率密度值推荐使用附录 A 中的现行值。 

道路照明 

在道路纵向应为同一侧两根灯杆之间的区域；而在道路横向时，当灯具采用单侧布灯时，应

为整条路段；对称布灯、中心布灯和双侧交错布灯时，应取 1/2 的路宽。 

当路面的照明均匀度比较差或对测量的准确度要求较高时，划分的网格数可多些。当两根灯

杆间距小于或等于 50m 时，应沿道路(直路和弯道)纵向将间距 10 等分；当两灯杆间距大于 50m 时，应

按每一网格边长小于或等于 5m 的等间距划分。在道路横向应将每条车道二等分或三等分。 

当路面的照明均匀度较好或对测量的准确度要求较低时，划分的网格数可少些。纵向网格边

长可按 4.3.2.2 的规定取值，而道路横向的网格边长可取每条车道的宽度。 

应抽不少于 10%的典型重点照明路段进行测量。应选择在灯具的间距、高度、悬挑、仰角和

光源的一致性等方面典型的平坦路段作为测量路段。机动车交通道路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及对应照度值参

见附录 A。 

商店营业厅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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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增加 5W。 
居住、广场、体育场、港口码头堆场、停机坪、地下建筑等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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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广场、体育场、港口码头堆场、停机坪、地下建筑等照明功率密度值应参照本标准的规定。

对于设有装饰性灯具场所(如景观照明、建筑物立面夜景照明等)，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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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4.4.1  

4.4.2  

4.4.2.1  

4.4.2.2  

4.4.2.3  

4.4.2.4  

4.4.2.5  

4.4.2.6  

4.4.2.7  

4.5  

4.6  

4.7  

4.7.1  

4.7.2  

4.7.3  

5  

5.1  

应用的节电设备及控制系统有效性 

用能单位应合理选择节电设备，选用的节电设备应能使其照明系统有效节能与设备购置安装投

资所消耗的成本比应在合理的范围内。 

用能单位应合理选择节电控制系统，以使照明系统切实有效的达到对电能的节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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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用集中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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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馆、影剧院、候车(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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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馆的每间(套)客房应设置节能控制型总开关。 

居住建筑有天然采光的楼梯间、走廊的照明，除应急照明外，应采用节能自熄开关。 

每个照明开关所控光源数不应太多。每房间开关灯的开关数不应少于两个(只设置一个光源的

除外)。 

房间或场所装设有两列或多列灯具时，应按下列方式分组控制： 

a) 所控灯列与侧窗平行； 
b) 产场所按车间、工段或工序分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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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条件的场所，应采用下列控制方式： 

a) 天然光良好的场所，按该场所照度自动开关灯或调光； 
b) 个人使用的办公室、采用人体感应或动静感应等方式的自动开关灯；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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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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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技术档案 

    应建立完整的照明监测技术档案，内容包括：照明系统设计及施工图纸及资料；变压器、灯具、控

制系统等照明设备的参数及使用、更换及维护记录；历次照明系统电能利用监测的报告等。 
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包括： 
a) 监测技术档案检查； 
b) 照明系统配电检查； 
c) 应用的节电设备及控制系统有效性检查； 
d) 照明系统功率因数； 
e) 照明功率密度值。 

    照明系统未采用独立变压器供电的，不进行d)项监测。 
监测技术条件 

监测应在设备运行工况稳定条件下进行，测量工作应与工作过程相适应。 

监测用电流表(若使用钳形电流表，其最大允许误差应不超过 1.5%)及电压表应不低于 0.5 级；

所用照度计应不低于 1级；道路及广场照明的照度测量应采用能读到 0.1 lx 的照度计。 

监测周期一般不超过两年。 

监测方法 

监测技术档案检查 

按照4.5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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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2.1  

5.2.2  

5.3  

5.3.1  

5.3.2  

5.4  

5.4.1  

5.4.2  

5.4.3  

照明系统配电检查 

检查所使用的新能源是否符合我国相关能源标准的规定，应抽测重点新能源使用场所，比较新

能源的节能效果。依照照明类型检查照明系统是否与电力接自同一变压器。 

选取一个主要分支主回路及照明供电主回路，将电流表接入线路，在照明系统稳定工作的状态

下，分别测量照明系统A、B、C三相供电回路的电流值IA、IB、IC，测算结果应符合 4.1.3 的规定。 

节电设备及控制系统有效性 

可抽测重点节电设备，判定所使用节电设备的有效性。 

根据图纸及用能单位说明的情况，检查照明系统所使用的控制系统，查看控制系统是否符合 4.4

的规定并对照明状况实现有效控制。 

照明系统功率因数 

以用电体系有功与无功电量为参数计算而得的功率因数，即用能单位用电体系功率因数 cosΦ，

又称用能单位用电体系加权平均功率因数。 

在监测期内，分别测算下列参数： 

a) 供给照明系统的总有功电量值Erp，单位：kW·h； 
b) 供给照明系统的总无功电量值Erq，单位：kvar·h。 

功率因数按式(1)计算： 

                                 
2

rq
2

rp

rp

)()(
cos

EE

E
Φ

+
= ………………………………………(1) 

5.4.4  

5.4.5  

5.5  

5.5.1  

5.5.2  

5.5.2.1  

5.5.2.2  

5.5.2.3  

监测期为一个代表日(24 小时)。 

结果应符合 4.2 的规定。 

照明功率密度值 

室内外照度测量 

在进行室内外照度测量时，应注意： 
a) 测量开始前，应将灯点燃一定时间，待灯的光输出基本稳定后，方可进行测量； 
b) 测量应在额定电压下进行。在测量时应定时测量电源电压，当电源电压与额定电压不符时， 

应按电压偏差对光通量变化予以修正； 
c) 照度测量点及测量值的选取应符合现行有关国家标准的规定； 
d) 为提高测量的准确性，每一个测量点应进行(2~3)次测量，以平均值作为测量值； 
e) 应排除杂散光射入光接受器，并防止各类人员对光接受器造成阴影和挡光。 

室内照明 

根据需要点燃必要的光源，排除其他无关光源的影响。 

测量开始前，白炽灯需点燃 5 分钟，荧光灯需点燃 15 分钟，高强气体放电灯需点燃 30 分钟。

对于新安设的气体放电灯，应在点燃 100 小时(新安装的白炽灯应点燃 20 小时)后进行照度测量。 

将测量范围以纵横线等间隔划分为等面积的网格，以每个网格中心一点的照度测量值求出全

部测量范围的平均照度值，按式(2)计算： 

                                       
NM

E
E i

⋅
= ∑ ………………………………………………(2) 

式中： 
E ——平均照度，单位：lx； 

     iE  ——各网格中心点的照度； 

    M 、 ——在纵横方向的网格数。 N
    室形指数按式(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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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h

ba
+
⋅

=室形指数 …………………………………………(3) 

式中： 
a ——房间长度，单位为米（m）； 

    ——房间宽度，单位为米（m）； b
    ——工作面以上灯具出光口高度，单位为米（m）。 h
5.5.2.4  推荐表 1 给出的满足 10%以下精度的最小测量点数。 

表1 最小测量点数表 
室形指数 ＜1 1～2 2～3 ≥4 

最小测量点数 4 9 16 25 

5.5.2.5  

5.5.3  

5.5.3.1  

5.5.3.2  

5.5.3.3  

可根据测量值绘制各剖面的照度曲线或在平面上的等照度曲线。 

室外照明 

测量开始前，应先将灯点燃 20~30 分钟。新安装气体放电灯，应先老化点燃 100 小时。 

应在清洁和干燥的路面和场地上进行测量，测量不应在明月和测量场地有积雪时进行。 

照度测量的测量点高度应为路面，选取下列照度测量方法： 

a) 四点法：测量点应布置在网格的四角，测量网格四角点上的照度，见图 1。 
 

灯 灯 

灯 
灯 

车
道
宽
度

两灯杆间距 

 
 
 
 
 
 
 

图 1  四点法布置示意图 

    四点法的平均水平面照度按式(4)计算： 

                               
NM

EEE
E

⋅

++
= ∑∑∑

4
42 oθ

hav ……………………………………(4) 

式中： 

havE ——平均水平面照度，单位：lx； 

    Eθ ——测量区域四角处的测量点照度，单位：lx； 

     oE  ——除Eθ外，四条边上的测量点照度，单位：lx； 

    E   ——四条外边以内的测量点照度，单位：lx； 
    M 、 N   ——在纵横方向的网格数。 

b) 中心法：测量点应布置在网格的中心，测量网格中心点上的照度，见图 2。 
 

灯 灯 

灯 灯 

车
道
宽
度

两灯杆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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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心法布置示意图 

    中心法的平均水平面照度按式(5)计算： 

                                      
NM

E
E i

⋅
= ∑hav ……………………………………………(5) 

式中： 

havE ——平均水平面照度，单位：lx； 

      iE   ——在第i个测量点上的照度，单位：lx； 

    M 、 N   ——在纵横方向的网格数。 
5.5.3.4  平均水平面照明均匀度按式(6)计算： 

                                     havhmin / EEU = ……………………………………………(6) 

式中： 
U ——照明均匀度； 

    ——测量点的最小照度值，单位：lx； hminE

    ——按式(4)或式(5)求出的平均水平面照度，单位：lx。   havE

5.5.4  

5.5.5  

5.6  

6  

照度监测记录 

照度监测记录可参见附录 B。 
结果 

结果应符合 4.3 的规定。 

监测方式 
    由有资质的监测机构对用能单位进行现场监测，用能单位也可自行进行监测。 

监测报告编写要求 

监测工作完成后，监测机构应做出监测结果评价结论，写出监测报告交有关节能主管部门和被监测

单位。监测报告内容应包括：监测依据(进行监测的文件编号)、被监测单位的名称、被监测系统(设备)

名称、被监测项目及内容(包括监测数据、分析判断依据等)、评价结论和处理意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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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照明功率密度值及对应的照度值(补充件) 

A.1  工业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A.1 的规定。 

表A.1 工业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 

照明功率密度值

(LPD)(W/m
2
) 房间或场所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的照度

值(lx) 

1 通用房间或场所 

一  般 11 9 300 
试验室 

精  细 18 15 500 

一  般 11 9 300 
检验 

精细，有颜色要求 27 23 750 

计量室、测量室 18 15 500 

配电装置室 8 7 200 
变、配电站 

变压器室 5 4 100 

电源设备室、发电机室 8 7 200 

一般控制室 11 9 300 
控制室 

主控制室 18 15 500 

电话站、网络中心、计算机站 18 15 500 

风机房、空调机房 5 4 100 

泵  房 5 4 100 

冷冻站 8 7 150 

压缩空气站 8 7 150 

动力站 

锅炉房、煤气站的操作层 6 5 100 

大件库(如钢坯、钢材、大成品、气 3 3 50 

一般库件 5 4 100 仓库 

精细库件(如工具、小零件) 8 7 200 

车辆加油站 6 5 100 

2  机、电工业 

粗加工 8 7 200 

一般加工，公差≥0.1mm 12 11 300 机械加工 

精密加工，公差<0.1mm 19 17 500 

大  件 8 7 200 

一般件 12 11 300 

精  密 19 17 500 
机电、仪表装配 

特精密 27 24 750 

电线、电缆制造 12 11 300 

大线圈 12 11 300 

中等线圈 19 17 500 线圈绕制 

精细线圈 27 24 750 

线圈浇注 12 11 300 

一般 8 7 200 
焊接 

精 密 12 11 300 

 7



DB37/ 814－2007 

表 A.1（续） 

钣金 12 11 300 

照明功率密度值

(LPD)(W/m
2
) 房间或场所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的照度

值 

(lx) 

冲压、剪切 12 11 300 

热处理 8 7 200 

熔化、浇铸 9 8 200 
铸造 

造  型 13 12 300 

精密铸造的制模、脱壳 19 17 500 

锻工 9 8 200 

电镀 13 12 300 

一 般 15 14 300 
喷漆 

精细 25 23 500 

酸洗、腐蚀、清洗 15 14 300 

一般性装饰 13 12 300 
抛光 

精  细 20 18 500 

复合材料加工、铺叠、装饰 19 17 500 

机电维修 一  般 8 7 200 

 精  密 12 11 300 

3  电子工业 

电子元器件 20 18 500 

电子零部件 20 18 500 

电子材料 12 10 300 

酸、碱、药液及粉配制 14 12 300 

注：房间或场所的室型指数值等于或小于 1时，本表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可增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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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办公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A.2 的规定。 

表A.2 办公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 

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值(LPD)(W/m
2
)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的照度值 

(lx) 

普通办公室 11 9 300 

高档办公室、设计室 18 15 500 

会议室 11 9 300 

营业厅 13 11 300 

文件整理、复印、发行室 11 9 300 

档案室 8 7 200 

A.3  商业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A3 的规定。 

表A.3 商业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 

照明功率密度值(LPD)(W/m
2
) 

房间或场所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的照度值 

(lx) 

一般商店营业厅 12 10 300 

高档商店营业厅 19 16 500 

一般超市营业厅 13 11 300 

高档超市营业厅 20 17 500 

A.4  旅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A.4 的规定。 

表A.4 旅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 

照明功率密度值(LPD)(W/m
2
) 

房间或场所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的照度值 

(lx) 

客房 15 13 - 
中餐厅 13 11 200 
多功能厅 18 15 300 

客房层走廊 5 4 50 
门厅 15 13 300 

A.5  医院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A.5 的规定。 

表A.5 医院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 

照明功率密度值(LPD)(W/m
2
) 

房间或场所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的照度值 

(lx) 

治疗室、诊室 11 9 300 
化验室 18 15 500 
手术室 30 25 750 

侯疹室、挂号室 8 7 200 
病  房 6 5 100 
护士站 11 9 300 
药  房 20 17 500 

重症监护室 11 9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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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学校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A.6 的规定。 

表A.6 学校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 

照明功率密度值(LPD)(W/m
2
) 

房间或场所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的照度值 

(lx) 

教室、阅览室 11 9 300 
实验室 11 9 300 
美术教室 18 15 500 

多每体教室 11 9 300 

 

A.7  机动车交通道路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及对应照度值见表 A.7。 

表A.7 机动车交通道路的照明功率密度值 

道路级别
b

车道数(条) 照明功率密度值 对应的照度值(lx)
c

≥6 1.05 

＜ 6 1.25 
30 

≥6 0.70 

快速路 

主干路 

＜ 6 0.85 
20 

≥4 0.70 

＜ 4 0.85 
15 

≥4 0.45 
次干路 

＜ 4 0.55 
10 

≥2 0.55 

＜ 2 0.60 
10 

≥2 0.45 
支路 

＜ 2 0.50 
8 

a  
本表仅适用于高压纳灯，当采用金属卤化物灯时，应将表中对应的LPD值乘以1.3。 

b  
本表仅适用于设置连接照明的常规路段。 

c  
照度高于标准值时，LPD值不应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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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照度监测记录(补充件) 

B.1  道路照明现场测量记录表。 

表 B.1  道路照明现场实测记录表 

道路名称  监测路段  交通流量  道路等级  

道路型式  

路面宽度 m 

分车带宽度 m 

机动车道宽度 m 

非机动车道宽度 m 

人行道宽度 m 

道路条件 

路面材料  

种类  

功率 W 

已运行小时数 h 
光源 

生产厂  

道路断面图 

类型  排列方式  

型号  安装高度 m 

已安装天数  灯间距 m 

上次清扫日期  仰角 (º) 

灯具 

生产厂  悬挑(从路缘起) m 

型号  

灯具布置

臂长(从灯杆起) m 
镇流器 

生产厂  最大照度( ) maxhE lx 

供电电压 V 最小照度( ) minhE lx 

环境温度 ℃ 平均照度( ) avE lx 环境条件 

环境明暗程度  

测量结果

照明均匀度(U)  

照度的测量点及其测量值 

 

 

 

测量仪器  监测人员  监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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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室内照明测量一般情况记录表。 

表 B.2 室内照明测量一般情况记录 

场所名称  光源种类 
一般照明： 

局部照明： 

灯具悬挂高度 

(距工作面) 
 

视觉工作内容  
灯泡(管) 

功率(W) 

一般照明： 

局部照明： 
灯具污染情况  

房间尺寸 

(长×宽×高) 
 

灯泡(管) 

数量(个) 

一般照明： 

局部照明： 
灯具擦洗情况  

照明方式  总功率(W)  遮挡情况  

灯具类型   房间污染情况  

灯具台数  

每平方米 

功率(W/m
2
)  灯具点燃情况  

灯具和测量点平面和剖面布置图(注明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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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室内照明照度实测记录表：(单位：lx)。 

表 B.3  室内照明照度实测记录表 

场所名称  测量时间  

照度计精度  照度计型号  照度计型号  

环境温度  测前电压(V)  测后电压(V)  

一般照明 局部照明 混合照明 
测量点 

实测值 修正值 实测值 修正值 实测值 修正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一般照明 局部照明 混合照明 
测量点 

实测值 修正值 实测值 修正值 实测值 修正值 

=minE  

=maxE  

=avE  

=avmin / EE  

      

主观评测结果： 

 

 

 

 

 

 

 

 

监测日期：                                                          监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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