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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心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心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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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建筑室内 LED 健康照明设计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居住建筑室内LED健康照明设计的设计原则、总体要求、设计要求、LED灯具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人们居住生活空间的室内LED健康照明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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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65  电工术语  照明 

GB/T 10682  双端荧光灯  性能要求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第1部分：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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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8595  一般照明用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 

GB 195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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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0145-2006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 

GB/T 24825  LED模块用直流或交流电子控制装置  性能规范 

GB/T 31275  照明设备对人体电磁辐射的评价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Z 39942  应用GB/T 20145评价光源和灯具的蓝光危害 

JGJ/T 119  建筑照明术语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65、JGJ/T 1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健康照明  health lighting 

基于视觉和非视觉效应，改善光环境质量，有助于人们生理和心理健康的照明。 

4 设计原则 

设计应在保障安全节能舒适的基础上，以调整生理节律、降低视觉疲劳等以健康为出发点进行。 

健康照明应针对不同人群的特殊需求提供针对性设计，如老年人、青少年、儿童等。 

健康照明应针对空间不同使用要求进行设计。 

健康照明应充分考虑与天然采光结合，采光区域的照明控制应独立于其他区域的照明控制。 

健康照明设计应与空气、热、声等环境设计结合。 

健康照明设计宜采用与天然光光谱接近，符合人体生理节律调节的新技术、新方法。 

健康照明设计应综合考虑光度、颜色、辐射、控制等基础要求。 



T/CASME XXX—2023 

2 

对于长时间使用的场所，宜根据人员在场情况使用合理的消毒灯进行空气消毒。 

5 总体要求 

室内空间应首先设置基础照明。 

同一场所不同区域有不同照明需求时，应进行分区照明设计。 

本文件中规定的照度除标明外，均指作业面或参考平面上的维持平均照度。各类空间的维持平均

照度不应低于第 6 章的照度标准值。 

6 设计要求 

一般家居 

6.1.1 一般家居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一般家居照明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及高度 照明标准值，lx 显色指数Ra 

起居室 
一般活动 

0.75 m水平面 
100 

85 

书写、阅读 300a 

卧室 
一般活动 

0.75 m水平面 
75 

床头、阅读 150a 

餐厅 0.75 m餐桌面 150 

厨房 
一般活动 0.75 m水平面 100 

操作台 台面 150 

卫生间 0.75 m水平面 100 

走道 地面 50 

a
 混合照明度。 

6.1.2 起居室和卧室的一般照明，不应使用发光面平均亮度高于 2 000 cd/m
2
的 LED 灯具，电视所在

区域不应设置重点照明，座位区不应安装射灯直接照射。 

6.1.3 厨房和卫生间的一般照明宜采用带罩的漫射型 LED 灯具。 

6.1.4 局部照明宜采用直接型 LED灯具。 

6.1.5 居住建筑在夜间使用的照明灯具，色温不应超过 4 000 K。 

6.1.6 在同一视觉空间内的不同区域应保持色温一致，色容差不应大于 5 SDCM。 

老年人起居室 

老年人居室照明应避免暗区，照度和显色性应符合表2的要求，照度均匀度不宜低于0.7。 

表2 老年人居室照明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及高度 照明标准值，lx 显色指数Ra 

起居室 
一般活动 

0.75 m水平面 
150 

85 
书写、阅读 300a 

卧室 
一般活动 

0.75 m水平面 
200 

床头、阅读 5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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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及高度 照明标准值，lx 显色指数Ra 

餐厅 0.75 m餐桌面 200 

厨房 
一般活动 0.75 m水平面 300 

操作台 台面 500 

卫生间 
一般活动 0.75 m水平面 200 

化妆台 台面 500a 

门厅 地面 200 

走道 地面 100 

a
 混合照明度。 

儿童学习区域 

6.3.1 儿童学习区域应设置基础照明提供环境照度，桌面宜设置台灯提供作业照明。 

6.3.2 使用台灯时，桌面照度及照度均匀度应符合表 3 的规定。测试面积见图 1，总区域为 700 mm×

500 mm 的矩形，中心区域为 500 mm×300 mm 的矩形，网格间距为 100 mm。 

表3 桌面照度及照度均匀度 

最大水平照度，lx 最小水平照度，lx 照度均匀度U1 

中心区域 总区域 中心区域 总区域 中心区域 总区域 

≤2 500 ≤2 500 ≥500 ≥250 ≤3 ≤7 

 

图1 照度试验的布点方式 

6.3.3 进行读写任务时，应同时开启屋内基础照明和台灯。紧邻区域照度和背景区域照度不应低于表

4 的规定，并不应低于作业区域照度的 1/3 和 1/10。 

表4 紧邻区域和背景区域的最小照度 

作业区域照度，lx 紧邻区域最小照度，lx 背景区域最小照度，lx 

＞750 300 100 

501～750 200 70 

301～500 100 50 

≤300 50 30 

注： 紧邻区域指作业面外宽度不小于0.5 m的区域，背景区域指作业面紧邻区域外宽度不小于3 m的区域。 

6.3.4 桌椅摆放方式应避免使人面朝窗口，当书桌紧邻窗口时，宜选择书桌长边与窗口垂直摆放，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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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宜在书写手的对侧。 

6.3.5 台灯应具有遮光性，当人处于坐姿的位置时，人眼观察到的所有发光部件的表面亮度不应大于

2 000 cd/m
2
。 

6.3.6 书写区域的显色指数 Ra不应低于 85，R9应大于 0。有条件的可设置显色指数 Ra大于 90，R9大于

50。 

6.3.7 按 GB/Z 39942 评估的蓝光危害组别，LED 灯具不应超过 RG0。 

6.3.8 灯具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应符合表 5的规定，且光源和灯具的闪变指数 Pst

LM和 Pst

LM（I）不应大

于 1，频闪效应指数（SVM）不应大于 1。 

表5 波动深度 

光输出波形频率f，Hz f≤10 10＜f≤90 90＜f≤3 125 f＞3 125 

波动深度限值，% 0.1 f×0.01 f×0.08/25 豁免 

6.3.9 含有灯的控制装置的灯具在正常工作时，噪声不应大于 25 dB（A）。 

6.3.10 读写作业台灯的外露线长度不应小于 1.8 m 

7 LED 灯具要求 

光度 

7.1.1 光强分布 

7.1.1.1 光强分布设计应以满足各类空间光环境要求，并符合第 6章的规定。 

7.1.1.2 应选择合适的配光类型，设置合理的空间分布。 

7.1.1.3 LED 灯具的配光与室空间比 RCR 有关，灯具配光类型应符合表 6 的规定。室空间比计算见式

（1）。 

表6 LED灯具配光选择 

室空间比RCR 最大允许距高比 配光类型 

1≤RCR≤3 1.5～2.5 宽配光 

3＜RCR≤6 0.8～1.5 中配光 

6＜RCR≤10 0.5～1.0 窄配光 

 PCR =
5ℎ×𝐿/2

𝐴
 ·······································································(1) 

式中： 

h——灯具的光中心到工作面的距离，单位为米（m）； 

L——房间周长，单位为米（m）； 

A——房间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7.1.1.4 LED 灯具按出光方向可分为直接型灯具、半直接型灯具、漫射型灯具、半间接型灯具、间接

型灯具，出光方向应按以下要求选择： 

——局部照明或者重点区域的照明宜用直接型灯具； 

——对明亮感要求较高的场所可使用或增加半直接照明灯具； 

——空间小且对均匀度要求高的空间，可使用漫射型灯具； 

——需要增加氛围照明的空间，可选择半间接型灯具； 



T/CASME XXX—2023 

5 

——需要柔和无阴影照明的空间，可选择间接型灯具。 

7.1.1.5 LED灯具按配光对称性可分为对称型灯具和非对称型灯具，配光应按以下要求选择： 

——一般照明宜选择对称型配光灯具； 

——特殊作业照明或起到特殊作用的灯具，宜选择非对称灯具； 

——倾斜顶面所用灯具，应避免人行视线上的干扰，宜使用斜顶专用灯具。 

7.1.2 频闪 

7.1.2.1 一般照明的 LED 灯具，其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应符合表 5 的规定。波动深度应按式（2）计

算。 

 FPF = 100% ×
𝐵−𝐶

𝐵+𝐶
 ··································································(2) 

式中： 

B——在一个波动周期内光输出的最大值； 

C——在一个波动周期内光输出的最小值。 

7.1.2.2 光源和灯具的闪变指数 Pst

LM不应大于 1。 

7.1.2.3 用于人员长期停留场所的一般照明的 LED 光源和 LED灯具，其频闪效应指数（SVM）不应大于

1.6，有特殊要求的空间其频闪效应指数（SVM）不应大于 1。 

7.1.3 眩光 

7.1.3.1 灯具上应有适当的结构形成保护角，以遮挡灯具内光源亮度造成的眩光，根据光源的亮度水

平，保护角的最小值不应低于表 7中的数值。 

表7 灯具保护角 

亮度La
，kcd/m

2
 最小保护角

b
，° 

1≤L＜20 10 

250≤L＜50 15 

50≤L＜500 20 

L≥500  

a
 本文件中，大于或等于 500 kcd/m2即为高亮度。特定光源的亮度 L一般为： 

——荧光灯：1 kcd/m2≤L＜20 kcd/m2； 

——紧凑型荧光灯（CFL）：20 kcd/m2≤L＜50 kcd/m2； 

——通过光学系统的 LED和 HID：50 kcd/m
2
≤L＜500 kcd/m

2
； 

——HID和 LED光源：L≥500 kcd/m2。 
b
 在实际的照明应用中, 保护角 所能提供的眩光控制水平还与照明设计的其他因素有关。 

7.1.3.2 室内照明场所的统一眩光值（URG）应符合本文件要求。 

7.1.3.3 筒灯应尽量降低表面亮度，反光罩宜降低表面亮度的技术处理。 

7.1.3.4 居住和学习空间等人员较大概率直视光源的区域，在学习位置状态测量，灯具表面亮度不应

大于 2 000 kcd/m
2
。 

7.1.4 与天然光结合的灯具 

7.1.4.1 房间的采光系数或采光窗地面积比应符合 GB 50033的有关规定。 

7.1.4.2 采光区域的照明宜考虑分区设计，临窗灯具应可根据进光量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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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3 在技术经济允许的条件下，宜采用各种导光装置，如导光管、光导纤维等，将光引入室内进

行照明。或采用各种反光装置，如利用安装在窗上的反光板和棱镜等使光折向房间的深处，提高照度，

节约电能。 

颜色 

7.2.1 光谱构成 

光谱构成应符合以下要求： 

——有条件的空间可根据采光变化，匹配可动态适应天然光的光谱系统； 

——有特殊需求的空间或者长时间停留的空间，可使用全光谱 LED 灯具。 

7.2.2 光色 

光色应符合以下要求： 

——照明光源的色表特征及适用场所应符合表 8的规定； 

——长期无天然采光的停留场所，所用光源及灯具色温不宜高于 4 000 K。 

表8 光源色表特征及适用场所 

相关色温Tcp 色表特征 适用场所 

＜3 300 暖 客房、卧室 

5 300＜Tcp≤5 700 冷 高照度场所 

7.2.3 显色性 

普通居住空间和特殊需求场所的显色性要求分别为： 

——普通居住空间，照明光源显色指数 Ra不应小于 80，R9大于 0； 

——有特殊需求的场所，Ra大于 90，R9大于 50。 

7.2.4 色容差 

普通建筑空间和特殊需求场所的色容差要求分别为： 

——普通建筑空间照明，色容差不应大于 5SDCM； 

——有特殊需求的场所，色容差不应大于 7SDCM； 

——色容差目标色温值参照 GB/T 10682 双端荧光灯性能要求。 

辐射 

7.3.1 红外辐射 

应符合GB/T 20145-2006中4.3.7和4.3.8的规定。 

7.3.2 紫外辐射 

应符合GB/T 20145-2006中4.3.1和4.3.2的规定。 

7.3.3 蓝光危害组别 

按GB/Z 39942的评估，带保护罩的LED灯具蓝光危害组别应达到RG0，不带保护罩的LED灯具蓝光危

害组别应达到RG0或RG1。光辐射危害组别的发射限值应符合表9的要求，且应标明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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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光辐射危害发射限值 

危害类型 
发射限值 

单位 
RG0 RG1 

视网膜蓝光危害LB 100 10 000 W·m02·sr-1 

视网膜蓝光危害——小光源EB 1.0 1.0 W·m-2 

7.3.4 电磁辐射 

7.3.4.1 对人体的电磁辐射应符合 GB/T 31275 的规定。 

7.3.4.2 骚扰电压应符合 GB/T 17743的规定。 

7.3.4.3 谐波电流限制应符合 GB 17625.1 的规定。 

7.3.4.4 电磁兼容抗扰度应符合 GB/T 18595 的规定。 

7.3.4.5 控制装置应符合 GB 19510.14及 GB/T 24825 的规定。 

7.3.5 空气消杀 

人员密集区及人员长期停留场所，为保障健康，宜进行空气消杀。使用UV-C紫外消杀灯具应在人员

离开后进行，使用对人体无负面影响的消杀灯具可不受人员在场限制。 

控制 

7.4.1 应通过控制系统实现灯具与空间环境需求的匹配；用于大空间照明的 LED灯具应具备控制接口，

实现分级分区控制的功能。 

7.4.2 用于长时间无人停留区域的 LED 灯具，宜配备智能传感器或外接传感器自动关灯或降低照度水

平。 

7.4.3 有天然采光的场所，其临窗灯具宜配备随天然光变化自动调节功能。 

7.4.4 LED 灯具调光时应避免灯具系统产生频闪。 

7.4.5 有条件的长期居住的空间，可模拟自然光进行光的强度、色温持续变化，实现符合人体昼夜节

律的动态光环境调节。 

7.4.6 卧室可设置照明场景控制或双控开关，开关应设置在进门处及靠床两侧墙面，老人房及儿童房

宜设置双控开关。 

7.4.7 照明控制系统宜具备多场景控制功能并可进行现场调整。 

7.4.8 控制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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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预留与其他系统的联动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