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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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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诚信能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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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凤光。 

 



DB11/T 973—2013 

1 

公共建筑室内照明系统节能监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建筑室内照明系统节能监测的监测项目、监测方法、考核指标和监测结果评价。 

本标准适用于公共建筑室内照明系统的节能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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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5700-2008  照明测量方法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352-2005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5700、GB 50034、GB 5035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共建筑 public building 

供人们进行各种公共活动的建筑。 

[GB 50352-2005，定义2.0.3] 

3.2  

室内照明系统 indoor lighting system 

安装在建筑物内的照明装置及控制系统。 

3.3  

（光）照度  illuminance 

表面上一点处的光照度E是入射在包含该点的面元上的光通量dφ 除以该面元面积d A之商，单位

为勒克斯（ lx）。 =
dE
dA

φ
 

[GB/T 5700-2008，定义3.1]
 

3.4  

参考平面  reference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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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或规定照度的平面。 

[GB 50034-2004,定义2.0.8] 

3.5  

照明功率密度实测值  lighting power density of monitoring 

实测的单位面积照明功率，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
2W / m ）。 

4 监测项目 

4.1 检查项目 

4.1.1 是否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照明设备。 

4.1.2 室内照明系统的分区、分组控制情况。 

4.2 测试项目 

4.2.1 电参数：供电电压（V）、照明系统功率（W）。 

4.2.2 被照面积（
2m ）。 

4.2.3 参考平面照度（ lx）。 

5 监测方法 

5.1 测试条件 

公共建筑室内照明系统的节能监测应在以下条件下进行： 

——应在照明系统正常运行 0.5h以上； 

——无外界其他光源干扰、照明装置完好率 100%且全部开启； 

——灯具端电压偏差范围在其额定电压[-10%,+5%]。 

5.2 测试仪器 

5.2.1 基本要求 

    监测使用的仪器仪表，应经国家相关部门检定，且在检定合格周期内。 

5.2.2 电参数测量仪表 

室内照明系统的电参数测量应使用具备测量电压、功率等参数的单功能或多功能数字式仪表，电压

表的准确度不低于0.5级，功率表的准确度不低于1.5级。 

5.2.3 （光）照度计 

照度测量应采用不低于一级的光照度计。照度测量用光照度计的计量性能应符合GB/T 5700-2008

中第5.1.2条款的规定。 

5.2.4 长度测量仪器 

长度测量仪器宜以米为计量单位，分度值宜取0.0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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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测试方法 

5.3.1 取样 

公共建筑室内照明系统应依据GB 50034中对不同建筑的房间或场所划分原则，按功能区分类监测，

见附录A。功能区的房间或场所数目多于2个需进行抽样测量，且抽样测量数目不少于2个。 

5.3.2 参考平面照度 

被测房间或场所的照度测点布置应符合GB/T 5700-2008中7.3.1条款规定，被测房间或场所的照度

计算应符合GB/T 5700-2008中6.1条款规定。 

5.3.3 被照面积 

被测房间或场所的照明面积应由长度测量仪器进行测量，至少测算3次取算术平均值。 

5.3.4 电参数 

5.3.4.1 对于专用照明线路，宜在被测房间或场所的开关负荷侧测量。 

5.3.4.2 对于混用照明线路，宜在被测房间或场所的共用开关负荷侧测量。测量时，需断开其他用电

设备，只开启照明系统，测量值即为被测房间或场所照明系统的电参数值；当其它用电设备无法断开时，

可开启全部设备、关闭照明系统，测量差值即为被测房间或场所照明系统的电参数值。 

5.3.4.3 被测房间或场所的电参数，至少测量 3次取算术平均值。 

5.3.5 照明功率密度实测值 

照明功率密度实测值，按公式（1）计算。 

= c
c

PLPD
A
……………………………………………（1） 

式中： 

cLPD ——照明功率密度实测值，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 2W m ）； 

cP ——照明实测功率，单位为瓦特（W）； 

A——被照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2m ）。 

6 考核指标 

6.1.1 考核指标为照明功率密度，指标值按 GB 50034照明功率密度现行值的规定选取，见附录 A。 

6.1.2 当被测房间或场所实测照度值满足照度标准时，其照明功率密度实测值不应大于附录 A中的照

明功率密度指标值。 

7 监测结果评价 

7.1.1 监测单位应出具公共建筑室内照明系统节能监测报告，参见附录 B，并依据本标准附录 A作出

合格或不合格的评价。 

7.1.2 监测单位对监测不合格的公共建筑室内照明系统应提出改进建议。 

7.1.3 当房间或场所的照度实测值高于附录 A中照度标准时，照明功率密度需折算，折算公式如（2），

可选取照明功率密度折算值与附录 A中的照明功率密度指标值相比较，进行节能潜力评价。 

= × s
z c

c

ELPD LPD
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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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LPD ——照明功率密度折算值，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 2W m ）； 

cLPD ——照明功率密度实测值，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 2W m ）； 

cE ——照度实测值，单位为勒克斯（ lx）； 

sE ——附录A中的照度标准值，单位为勒克斯（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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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公共建筑室内照明系统功率密度考核指标 

建筑类型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lx） 

照明功率密度指标值 

（W/m
2
） 

办公建筑 

普通办公室 

0.75m水平面 

300 9.0 

会议室 300 9.0 

服务大厅 300 11.0 

设计室 实际工作面 500 15.0 

商店建筑 

一般商店营业厅 

0.75m水平面 

300 10.0 

一般超市营业厅 300 11.0 

专卖店营业厅 300 11.0 

仓储超市 300 11.0 

旅馆建筑 

客房 

一般活动区 

0.75m水平面 

75 

7.0 
床头 150 

卫生间 150 

写字台 台面 300 

中餐厅 

0.75m水平面 

200 9.0 

西餐厅 150 6.5 

多功能厅 300 13.5 

会议室 300 9.0 

客房层走廊 
地面 

50 4.0 

大堂 200 9.0 

医疗建筑 

病房 
地面 

100 5.0 

走廊 100 4.5 

治疗室、诊室 

0.75m水平面 

300 9.0 

化验室 500 15.0 

候诊室、挂号厅 200 6.5 

药房 500 15.0 

护士站 300 9.0 

教育建筑 

教室、阅览室 课桌面 300 9.0 

实验室 实验桌面 300 9.0 

美术教室 桌面 500 15.0 

多媒体教室 
0.75m水平面 

300 9.0 

计算机教室、电子阅览室 500 15.0 

学生宿舍 地面 1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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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续） 

建筑类型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lx） 

照明功率密度指标值 

（W/m
2
） 

图书馆 

建筑 

一般阅览室、开放式阅览室 

0.75m水平面 

300 9.0 

目录厅（室）、出纳室 300 11.0 

多媒体阅览室 300 9.0 

老年阅览室 500 15.0 

博览建筑 

美术馆建筑 

会议报告厅 
0.75m水平面 

300 9.0 

美术品售卖区 300 9.0 

公共大厅 

地面 

200 9.0 

绘画展厅 100 5.0 

雕塑展厅 150 6.5 

科技馆建筑 

科普教室 

0.75m水平面 

300 9.0 

会议报告厅 300 9.0 

纪念品售卖区 300 9.0 

儿童乐园 

地面 

300 10.0 

公共大厅 200 9.0 

常设展厅 200 9.0 

博物馆建筑 

会议报告厅 

0.75m水平面 

300 9.0 

美术制作室 500 15.0 

编目室 300 9.0 

藏品提看室 150 5.0 

藏品库房 地面 75 4.0 

会展建筑 

会议室、洽谈室 
0.75m水平面 

300 9.0 

宴会厅、多功能厅 300 13.5 

一般展厅 地面 200 9.0 

交通建筑 

普通候车（机、船）室 

地面 

150 7.0 

中央大厅、售票大厅 200 9.0 

行李认领、到达大厅、出发大厅 200 9.0 

普通地铁站厅 100 5.0 

普通地铁进出站门厅 150 6.5 

金融建筑 
营业大厅 地面 200 9.0 

交易大厅 0.75m水平面 300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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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公共建筑室内照明系统节能监测报告格式 

被监测单位 
 

监测编号  

监测单位 
 

监测日期  

监测人员 
 

公共建筑类型  

监测依据  

测试仪表  

照明系统描述  

监测数据 

检查项目  

测试项目 

监测场所 监测内容 监测值 考核指标 结果评价 

 
 

  
 

 
 

  
 

 
 

  
 

 
 

  
 

   
 

  
 

   
 

  
 

监测结果评价及改进建议： 

 

 

 

 

 

 

 

 

 

   单位名称（节能监测专用章） 

   年   月   日 

     编制：                   审核：                     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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