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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 2023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大力推动实施标准化战略，

持续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引领高质量发展

的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团体标准管理规

定》相关规定，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决定立项并联合上海心骋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共同制定《居住建筑室内 LED 健康照明设计

要求》团体标准。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发布

了《居住建筑室内 LED 健康照明设计要求》团体标准立项通知，正式

立项。为响应市场需求，需要制定完善的居住建筑室内 LED 健康照明

设计要求，对产品进行管理，满足市场质量提升需要。 

（二）编制背景及目的  

建筑室内 LED 健康照明是通过 LED（发光二极管）技术实现的一

种照明方式，旨在提供更健康和舒适的室内照明环境。由于 LED 光源

在健康照明领域具备 1、节能，环保；2、使用寿命长；3、无频闪，

绿色等优势，因此健康 LED 照明未来具有极大发展前景。 

如今，我国用于 LED 照明的电量占总耗电量的比重日趋增大，改

善 LED 照明设备的节能功能显得尤其重要，这样做可以应对电力供应

不足的情况。有关政府机构已经把改善 LED 照明设备的节能功能提上

日程，生产 LED 照明设备的企业被要求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必

须引入一些可再生资源作为主要能源，合理使用，来实现节约能源的

效果，因此，LED 照明设备的设计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确保设计方

案能给业内人士些启示，共同为 LED 照明节能设备的设计做出贡献。 

（三）编制过程  

1、项目立项阶段 



居住建筑室内 LED 健康照明设计的必要性： 

——能源资源稀缺：乡村地区往往缺乏便利的能源供应和基础设

施，能源资源相对稀缺。因此，节能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的

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而更好地满足乡村地区的能源需求。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乡村地区通常拥有丰富的自然环境

和生态资源，但受到城市化进程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节能设计可以减

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保护乡村的自然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 

——减少能源开支：乡村地区的居民通常面临经济压力和财务限

制。通过节能设计，可以减少能源消耗，降低能源开支，帮助居民减

轻经济负担，提高经济可持续性。 

——提高居住舒适性：乡村地区的居住环境往往面临气候条件的

挑战，如严寒的冬季和酷热的夏季。节能设计可以改善建筑的隔热性

能、通风和采光条件，提高室内舒适度，提供更好的居住体验。 

——政策和法规要求：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对于能源消耗和环境

影响越来越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的节能政策和法规。乡村居住建筑的

节能设计是满足政策和法规要求的重要举措，有助于企业和居民遵守

相关规定。 

居住建筑室内 LED 健康照明设计的必要性体现在资源稀缺、环境

保护、经济节约、居住舒适和政策要求等方面。通过实施节能设计，

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为乡村地区的可持续

发展做出贡献。 

本标准将对居住建筑室内 LED 健康照明设计要求提出规范化的

要求。 

3、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基于我们基本国情，经过数次修改，形成了《居

住建筑室内 LED 健康照明设计要求》标准草案稿。 

4、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稿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

架、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方面

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明确和规范

市政绿色工程管理技术。起草组形成了《居住建筑室内 LED 健康照明

设计要求》（征求意见稿）。 

5、专家审核 

拟定于 2023 年 7 月召开专家审查会，汇总意见并修改后发布。 

6、发布 

拟定于 2023 年 8 月发布标准并实施。 

（四）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主要起草单位：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上海心骋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等多家单位的专家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

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 2023 年 6 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

写工作。 

2、 广泛收集相关资料。  

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基础

之上，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本标准的制定引用的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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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

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 GB/T 1.1

最新版本的要求进行编写。 

（二）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包括 7 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介绍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文件所适用的领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文件引用的标准文件。   

3、术语和定义   

GB/T 2900.65、JGJ/T 119 界定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给出

了健康照明的术语解释。 



4、设计原则 

对设计的安全节能、使用人去哪、空间、采光、环境、消毒等提

出原则性的要求。 

5、总体要求 

对设计的基础照明、分区、照度提出要求。 

6、设计要求 

对一般家居、老年人起居室、儿童学习区域的 LED 健康照明设计

做出规定。 

7、LED 灯具要求 

与第 6 章内容相呼应，对 LED 灯具的光度、颜色、辐射、控制做

出规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结合实际使用进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不涉及。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的情况   

保障居住建筑室内 LED 健康照明设计，保障日常起居的健康安全。  

（六）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

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协调

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居住建筑室内 LED 健康照明设计要求》起草组  

2023 年 06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