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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引导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工程规范化进程，贯彻国家关心下一代工作有关政策，

保障青少年儿童视力健康、节约资源，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城镇和农村中小学校（含非完全小学）教室照明系统改造的基本规定、

改造评估、改造设计、施工安装、试运行与验收、运行维护。其他类似用途的建筑或区域可

参照本标准执行。

1.0.3 教室照明系统改造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既有教室现状和改造目标，采用适宜

的技术，提升既有教室照明系统的综合性能，改善室内照明质量。

1.0.4 教室照明系统改造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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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维持平均照度 maintained average illuminance

照明装置必须进行维护的时刻，在规定表面上的平均照度值。

2.1.2

维护系数 maintenance factor

照明光源在使用一定周期后，在规定表面上的平均照度或平均亮度与该光源在相同条件

下新装时在规定表面上所得到的平均照度或平均亮度之比。

2.1.3

改造前评估 pre-retrofit assessment

通过现场勘察和检测、图纸等资料审阅、软件模拟等方法对教室照明系统现状进行评估

的活动。

2.1.4

刚性吊装 rigid ceiling installation

使用刚性锚固、连接件将灯具固定在天花板上。

2.2 符号

RI——室形指数

S——房间面积，m2

l——房间水平面周长，m

h——灯具计算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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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对既有教室的照明系统进行改造前，应以现场勘察为准，核实照明系统的基本参数。

3.0.2 照明系统改造设计时，应根据既有教室的布局和安装条件选择灯具及安装方式，并满

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的有关规定。应根据既有教室空间、

动力、荷载等的承受能力对照明系统进行改造。

3.0.3 改造的照明系统在保证室内照明质量的同时，卫生要求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

校普通教室照明设计安装卫生要求》GB/T 36876 中的有关规定，节能要求应满足设计时依

据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的有关规定。

3.0.4 既有教室照明系统进行改造时，不应影响建筑的结构安全和防水性能，且应满足下列

规定：

1 照明灯具不宜安装在梁上，如必须在梁上打孔时应经结构工程师确认证明后方可施

工；

2 照明灯具如需进行电路的重新铺设，应由电气工程师确认现场的配电负荷等参数是

否满足要求，并保证电路安全；

3 对既有教室进行改造时，应由现场人员确认楼板强度是否满足吊装需求。

3.0.5 应由建设单位主导、结合改造工程参与各方的意见制定改造目标和改造方案。建设单

位应对改造全过程负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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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造评估

4.1 一般规定

4.1.1 教室照明系统改造项目实施前，应对既有教室进行改造前评估、改造策划及改造后评

估。

4.1.2改造前评估和改造策划应结合建设单位的预期目标，综合项目现状、改造模式、功能

需求等因素，按建筑相关专业开展局部及全面评估与策划，主要包括建筑结构、电气系统、

现有照明系统等。改造后评估主要针对改造后的照明系统开展。

4.2 改造前评估

4.2.1 既有教室照明系统的改造前评估应能较全面地反映与改造工程紧密相关的建筑现状信

息。

4.2.2 改造前评估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图纸资料审查；

2 现场勘察检测；

3 软件模拟。

4.2.3 既有教室涉及照明系统改造部分竣工图纸等相关资料不全或与现场勘察情况不符时，

应以现场勘察情况为准。

4.2.4评估内容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现场勘查时，直接查看教室照明系统是否使用裸灯，是否有频闪等现象。照明灯具

是否使用软性吊装，以及教室照明灯具的出光面是否高于吊扇叶片和梁、投影仪等。

2 按照计划改造教室总数的 5%进行抽检，至少抽检 2间。改造间数不足 2间的全部检

测。每种功能性教室至少抽选 1间，每间教室书写板灯、桌面灯至少抽取 1个。

3 如教室内照明系统不符合表 4.2.4中的部分或全部要求，应对教室照明进行改造。

表 4.2.4 教室照明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灯具技

术指标

1 相关色温（K） 3300～6000

2 一般显色指数 Ra ≥80

3 特殊显色指数 R9（对于 LED 灯） ＞50

4 蓝光危害组别 R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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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照

明效果

指标

1 桌面维持平均照度（lx） 300～750

2 桌面照度均匀度 0.7

3 书写板维持平均照度（lx） 500～750

4 书写板照度均匀度 ≥0.8

5 统一眩光值 UGR ＜16

4.2.5 教室照明系统改造前评估阶段，应出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应包含下列内容：

1 概况；

2 评估内容；

3 评估结果；

4 结论与改造建议。

4.3 改造后评估

4.3.1 应根据改造前、后教室照明环境质量的实际检测数据进行改造后评估。

4.3.2 改造后评估报告应包括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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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造设计

5.1 灯具选型要求

5.1.1 教室改造用灯具应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5.1.2 为了减少照明光源引起的直接眩光，教室照明灯具不应采用裸灯照明。

5.1.3 改造用灯具的相关色温应在 3300K~5500 K，书写板照度应在 500-1000lx。一般显色指

数 Ra不应低于 80， LED灯具 R9应大于 50。

5.1.4 教室照明灯具和书写板局部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为 RG0。

5.1.5 灯具在其额定电压下工作时，其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应符合表 5.1.5的要求。检测方

法按照附录 A的规定。

表 5.1.5 波动深度限值要求

项目

光输出波形频率 f

f ≤10 Hz 10 Hz ＜f ≤90 Hz
90 Hz ＜f ≤3125

Hz
3125 Hz ＜f

波动深度限

值(%）
≤0.1 ≤f×0.01 ≤f×0.032 免除考核

5.2 照明效果要求

5.2.1 照明设计计算照度时，维护系数应取 0.8。

5.2.2 改造结果应符合表 4.2.2的要求，并根据部分关键验收数据，按照表 5.2.2中的技术要

求将室内照明质量分为一级和二级。

表 5.2.2 教室改造后照明效果指标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1
一级桌面平均照度（lx） 500~750

二级桌面平均照度（lx） 300~500

2 桌面照度均匀度 ≥0.7

3 书写板平均照度（lx） 500~1000

4 书写板照度均匀度 ≥0.8

一级统一眩光值 UG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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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级统一眩光值 UGR ≤19

5.3 灯具布置要求

5.3.1 教室桌面照明灯具应以长轴垂直于书写板方向布置，灯具出光面距离课桌桌面垂直距

离不低于 1700 mm。

5.3.2 应为书写板专门配备书写板灯。书写板灯具的长轴平行于书写板安装，灯具距离书写

板上缘垂直距离不小于 200 mm、水平距离不大于 1000 mm。

5.4 照明节能要求

5.4.1 灯具的光效应不低于 80 lm/W。

5.4.2 教室照明功率密度不应大于表 5.4.2的要求

表 5.4.2 教室照明功率密度上限

照明功率密度（W/m2） 对应照度值（lx） 对应室形指数

8.0 300

1.5013.5 500

20.0 750

注：书写板灯等局部照明不计入照明功率密度计算。

5.5 控制系统设计要求

5.5.1 在使用多媒体教学的教室，灯具的开关应能够进行分组控制，书写板灯、教室第一排

灯应设置独立开关。

5.5.2 设计时，根据场景转换的需求，可进行场景控制的设计，场景设计应满足教室的功能

设计和使用场景照明要求。

5.5.3 教室的照明系统如采取智能控制系统，按该教室的功能和使用场景需求，结合室外光

环境、天气、时间等情况，采用动态照明控制系统实现照度和色温在合理范围内的自适应调

节，并采取措施保证智能系统的可靠性。对于智能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和控制方式，应有详细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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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安装

6.0.1 灯具进场时，施工方应对灯具规格、数量、型号进行验收。

6.1 悬吊安装

6.1.1 改造后灯具应采用刚性吊装，且每个灯具至少采用 2个或 2个以上的吊点固定。

6.1.2 灯具出光面不应高于吊扇叶片、梁下缘或其他吊装设备的下边缘，且应保持水平。液

冷灯具出光面的倾斜角度不能超过 15°。

6.1.3 根据地区的抗震要求规定锚固强度。当灯具质量大于 1.0 kg 时，应固定在天花板预埋

吊钩上。若无预埋吊钩，应使用扭矩控制式膨胀型锚栓或扩底型锚栓进行固定。

6.1.4 安装锚栓的混凝土基层厚度不应低于锚栓埋深的 2倍。安装锚栓前应确认楼板混凝土

强度，其强度应满足《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中对混凝土的要求。

6.1.5 拟选用锚栓如无允许承受拉力的标识，其规格应符合表 6.1.5的规定。

表 6.1.5 机械锚栓选型要求

螺栓规格 钻孔直径（mm） 埋深（mm） 悬吊状态允许承受拉力（N）

M6 10.5 35 1667

M8 12.5 45 2354

M10 14.5 55 4315

6.1.6 锚栓的构造措施应符合 JGJ 145-2013第 8节的要求。

6.1.7 用于固定灯具的锚栓悬吊状态允许承受拉力不应低于灯具自重的 4倍，宜高于灯具自

重的 10倍。安装灯具前，应对锚固件加载不小于灯具自重 4倍的拉力，15分钟内无脱落、

变形、裂痕视为通过。锚栓的安装应符合 JGJ 145-2013第 9.1~9.3节的要求。

6.2 灯具安装

6.2.1 灯具的安装应在预埋或后锚固锚栓按设计要求做承载试验合格后方可进行。

6.2.2 灯具接线应在绝缘测试合格后方可进行。

6.2.3 灯具的可靠性裸露导体必须接地（PE）或接零（PEN）可靠，并应有专用接地螺栓，

且有标识。

6.2.4 引向每个灯具的导线线芯最小截面积应符合表 6.2.4的要求

表 6.2.4 导线线芯最小截面积

安装场所
线芯最小截面积（mm2）

铜芯软线 铜线 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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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灯头线 0.5 0.5 2.5

6.3 控制系统安装

6.3.1控制器安装时应进行导线穿管敷设，接线应正确、牢固。

6.3.2控制系统的导线穿管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导管直径要与所穿导线的截面、根数相适应，管内导线不应有接头；

2 明配管应整齐美观；暗配管时宜沿最近的路线敷设，宜减少弯曲；埋地管路不宜穿过

设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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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运行与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1 照明系统改造完成后应进行通电试运行，灯具应能正常点亮且不应有闪烁。试运行与

验收应由施工单位负责，设计单位与建设单位可参与和配合。如项目设有监理，应有监理单

位参与监督。

7.1.2 照明系统改造工程的竣工验收应由建设单位负责，并组织施工、设计等单位共同进行。

如项目设有监理，应有监理单位参与监督。验收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合格后即

应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7.1.3 改造过程中涉及电气线路施工的，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进行验收。

7.1.4照明系统改造效果的检验应按每栋建筑进行验收，每栋建筑应按不同的功能性房间比

例进行检验。

7.2 验收资料

7.2.1 照明系统改造工程竣工验收时，应检查竣工验收的资料，包括下列文件及记录：

1 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通知书和竣工图；

2 主要材料、灯具、零配件的出厂合格证明及进场检（试）验报告；

3 工程拆除、安装及验收记录；

4 照明系统改造后评估报告。

7.2.2 照明系统改造后评估报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应由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实施；

2 进行效果检验时，照明系统的运行状态可按照实际工况或模拟工况进行；

3 工程改造记录中应明确每处因改造对原有系统的破坏情况，并应对恢复方法、恢复过

程和恢复结果进行记录。

7.2.3照明系统改造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应有验收结论，并以达成改造策划阶段制定的设计目

标视为验收合格。

7.3 验收内容

7.3.1设计阶段：查看照明设计图纸，查看灯具电路的回路设置，灯具的控制方式说明以及

传感器的设置方案。

工程验收阶段：现场测试灯具是否能够进行分组控制、场景控制以及自适应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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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灯具的施工质量验收主要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锚固点位置与设计位置偏差不应超过 10 mm（在条文说明中进行具体说明）。检测方

法：尺量；数量按照占总点数的 5%，且不少于 2个，照明灯具、书写板灯具至少各抽取 1

个。有不合格加倍抽样，再次发现不合格要求全部整改。

2 灯具吊装的锚固件应能承受不小于灯具自重 4倍的拉力。检测方法：重物悬坠或使用

拉力计测试。加载不小于灯具自重 4倍的拉力，15 分钟内无脱落、变形、裂痕视为验收通

过。数量按照改造教室总数的 5%进行抽检，至少抽检 1间，教室的照明灯具、书写板灯具

至少各抽取 1个。当有不合格测点时应加倍抽样，再次检测发现不合格点时，则要求全部检

测并整改。

3 灯具出光面的倾斜角度不应超过 15°。检测方法：用水平尺进行检测。数量按照改造

教室总数的 5%进行抽检，至少抽检 1间，教室的照明灯具、书写板灯具至少各抽取 1个。

当有不合格测点时应加倍抽样，再次检测发现不合格点时，则要求全部检测并整改。

7.3.3 照明改造完成后应进行照明效果验收。改造后的效果检验应在通电试运行后，且灯具

运行时间超过 50 小时以上后进行。检测方法：观察灯具应能正常点亮且不应有肉眼可分辨

的闪烁；数量：全数。

7.3.4 照明质量应符合表 5.2.2中关于教室照明效果指标的全部规定，且应符合设计要求。检

测方法：照度、照度均匀度、照明功率密度等指标按现行国家标准《照明测量方法》GB/T 5700

的规定检测，且检测点宜覆盖教室内的每个桌面；统一眩光值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

计标准》GB 50034 的规定检测；检测数量按照改造教室总数的 5%进行抽检，至少抽检 2

间。改造间数不足 2间的全部检测。每种功能性教室至少抽选 1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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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行维护

8.0.1 负责照明系统改造后运行维护的部门应制定科学的照明系统运行管维护理制度。

8.0.2 照明系统改造后的运行管理应分为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查更换。

8.0.3 日常维护保养应包含下列内容：

1 照明系统外观保持清洁，检查电气线路和控制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2 检查灯具是否有松动或频闪等现象，如个别照明光源在尚未到达设计寿命之前发生

故障，应及时更换。

8.0.4 校方应每学年对教室照明质量进行检查，当灯具的使用时长接近或达到设计使用寿命

时，桌面或书写板的平均维持照度、照度均匀度低于表 5.2.2中的最低要求时，应全面更换

桌面或书写板的照明光源。更换后应符合表 5.2.2的所有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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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7000.1 灯具 第 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7000.201 灯具第 2-1 部分：特殊要求 固定式通用灯具

GB 7000.202 灯具 第 2-2 部分：特殊要求 嵌入式灯具

GB 50034-2013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T 5700 照明测量方法

GB/T 36876 中小学校普通教室照明设计安装卫生要求

JGJ 145-2013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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