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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4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13] 169 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

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总则； 2. 术语和符号； 3. 基

本规定 P 4. 照明标准； 5. 照明光源与灯具； 6. 灯具布置及设置

要求； 7. 照明节能； 8. 照明配电与控制； 9. 照明检测。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按场馆类型调整了照明

标准值表和部分照明标准值； 2. 增加了冬季运动项目照明标准

值； 3. 增加了 LED应用技术参数和要求； 4. 补充修改了灯具布

置方式、马道及灯杆设置要求； 5. 增加了马道位置设置方法与

设计参数； 6. 增加了照明节能章节及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7. 补

充完善了照明配电与控制要求； 8. 调整了照明测点布置方法，

增加了照明功率密度检测。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

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址：北京市

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30 号，邮编： 100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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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水平照度 horizontal illuminance 

水平面上的照度。场地表面上的水平照度用来确定眼睛在视

野范围内的适应状态，并用作凸显目标（运动员和物体）的视看

背景。

2.1. 2 垂直照度 vertical illuminance 

垂直面上的照度。垂直照度包括主摄像机方向垂直照度和辅

摄像机方向垂直照度。垂直照度用来模拟照射在运动员面部和身

体上的光，对摄像机、摄影机和视看者能提供最佳辨认度，并影

响照射目标的立体感。

2.1. 3 使用照度 service illuminance 

照明装置在使用周期内，通过维护在规定表面上所要求维持

的平均照度。

2.1. 4 维护系数 maintenance factor 

照明装置在使用一定周期后，在规定表面上的平均照度或平

均亮度与该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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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主摄像机 main camera 

用于拍摄总赛区或主赛区中重要区域的摄像机。

2.1. 6 辅摄像机 auxiliary camera 

除主摄像机以外的摄像机。

2.1. 7 照度均匀度 uniformity of illuminance 

规定表面上的最小照度与最大照度之比及最小照度与平均照

度之比。均匀度用来控制比赛场地上照度水平的变化。

2.1. 8 均匀度梯度 uniformity gra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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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度梯度用某一网格点与其八个相邻网格点的照度比表

示。均匀度梯度用来控制照度水平在网格点间的变化。

2. 1. 9 运动场地 field of play 

由看台或墙体、围挡围合的运动及辅助区域。

2.1.10 主赛区 principal area 

划线范围内的比赛区域。

2. 1. 11 总赛区 total area 

主赛区和划线范围外的比赛区域。

2. 1. 12 比赛场地 competition area 

进行比赛的主赛区或总赛区，通称场地。

2. 1. 13 显色指数 colour rendering index 

光源显色性的度量。以被测光源下物体颜色和参照光源下物

体颜色的相符合程度来表示。

2. 1. 14 一般显色指数 general colour rendering index 

光源对国际照明委员会 CCIE) 规定的第 1 种～第 8 种标准

颜色样品显色指数的平均值，通称显色指数。

2. 1. 15 特殊显色指数 special colour rendering index 

光源对国际照明委员会 CCIE）选定的第 9 种～第 15 种标

准颜色样品的显色指数。

2. 1. 16 色温 colour temperature 

当光源的色品与某一温度下黑体的色品相同时，该黑体的绝

对温度为此光源的色温。色温用来表述一种照明呈现多暖（红）

或多冷（蓝）的感受或表观感觉。

2. 1. 17 相关色温 correlated colour temperature 

当光辉、的色品点不在黑体轨迹上时，光源的色品与某一温度

下黑体的色品最接近时，该黑体的绝对温度为此光源的相关

色温。

2. 1. 18 色品 chroma ti city 

用国际照明委员会 CCIE）标准色度系统所表示的颜色性

质。由色品坐标定义的色刺激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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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9 色品坐标 chromaticity coordinates 

每个三剌激值与其总和之比。在 X、 Y、 Z 色度系统中，由

三剌激值可算出色品坐标 x,y、 Zo

2. 1. 20 色容差 chromaticity tolerances 

表征一批光源中各光源与光源额定色品的偏离，用颜色匹配

标准偏差 SDCM 表示。

2. 1. 21 光束角 beam angle 

在给定平面上，以极坐标表示的发光强度曲线的两矢径间所

夹的角度。该矢径的发光强度值等于 10%的发光强度最大值。

2.1. 22 瞄准角（投射角） aiming angle 

照明设计和安装时灯具的峰值光强方向与向下垂线之间的

夹角。

2.1. 23 眩光 glare 

由于视野中的亮度分布或亮度范围的不适宜，或存在极端的

对比，以致引起不舒适感觉或降低观察细部或目标能力的视觉

现象。

2.1.24 眩光指数（眩光值） glare rating 

用于度量室外体育场（或室内体育馆）和其他室外场地照明

装置对人眼引起不舒适感主观反应的心理物理量。

2.1. 25 TV应急照明 TV emergency lighting 

因正常照明的电源失效，为确保比赛活动和电视转播继续进

行而启用的照明。

2.1. 26 发光二极管 CLED) 灯 light emitting diode lamp 

由电致固体发光的→种半导体器件作为照明光源的灯。

2.1. 27 频闪效应 stroboscopic effect 

在以→定频率变化的光照射下，观察到物体运动显现出不同

于其实际运动的现象。

2.1. 28 频闪比 percent flicker 

在某→频率下，输出光通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比输出光通最

大值与最小值之和，用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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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 口
可

2. 2. 1 照度

E一一照度；

Eh 水平照度；

Ev 垂直照度；

Emin 最小照度；

Ernax一一最大照度；

Eave－平均照度；

Evrnai－主摄像机方向垂直照度；

Evaux 辅摄像机方向垂直照度。

2.2.2 均匀度

U一一照度均匀度；

U1一一最小照度与最大照度之比；

U2 最小照度与平均照度之比；

uh 水平照度均匀度；

Uvmai一一主摄像机方向垂直照度均匀度；

Uvaux－←辅摄像机方向垂直照度均匀度；

UG 均匀度梯度。

2. 2. 3 颜色参数、眩光指数

GR 眩光指数；

Ra一一一般显色指数；

R9→←光源对第 9 种标准颜色样品的显色指数；

Tc 色温；

Tcr 相关色温。

2.2.4 比赛场地

PA－主赛区；

TA 总赛区。

2.2.5 电视转播

HDTV一一高清晰度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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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体育场馆照明应根据电视转播和使用功能要求按表

3.0. 1 进行分级。

表 3.0.1 体育场馆照明分级

元电视转播 有电视转播

等级 使用功能 等级 使用功能

I 健身、业余训练 N TV转播国家比赛、国际比赛

II 业余比赛、专业训练 v TV转播重大国家比赛、

重大国际比赛

皿 专业比赛 VI 
HDTV转播重大国家比赛、

重大国际比赛

注：表中N级、 V级、 VI级也适用于有特殊要求的其他比赛。

3. o. 2 体育场馆照明应满足运动员、裁判员及观众等各类人员

的使用要求。有电视转播时应满足电视转播的照明要求。

3. o. 3 重大国际比赛高清晰度电视转播时，照明尚应符合国际

相关体育组织和机构的技术要求。

3. 0. 4 重大比赛场馆照明设计应考虑赛时的特殊功能性照明

要求。

3.0.5 体育场馆照明应包括比赛场地照明、观众席照明和应急

日召明。

3.0.6 体育建筑方案设计阶段，应同时考虑照明设计方案的

要求。

3.0.7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在满足相应照明指标的同时，应实施

照明节能。

3.0.8 体育场馆照明系统安装完成后以及进行重大比赛前，应

进1'T照明检测。

6 



4 照明标准

4. 1 一般规定

4. 1. 1 体育场馆场地照明的照度值应为参考平面上的使用照度

值，参考平面的高度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

4.1. 2 体育场馆场地照明的照度均匀度矶和 U2不应低于本章

的规定。

4.1. 3 体育场馆场地照明的不舒适眩光应采用眩光指数评价，

并应按本标准附录 B计算，最大允许值不应大于本章的规定。

4.1. 4 体育场馆场地照明的一般显色指数、特殊显色指数凡和

相关色温不应低于本章的规定。

4.2 室内场地照明标准值

4. 2.1 体育馆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 2. 1 的规定。

表 4.2.1 体育馆场地照明标准值

运动 等 Eh Eh E~，； Evmai Ev,= Eva咀 LED T,p 
Ra GR 

项目 级 (Ix) U1 U2 (Ix) U1 U2 Clx) U1 U2 Rg (K) 

篮球、排 I 300 0.3 35 

球、手球、 JI 500 0.4 0.6 65 40CO 

室内足球、 ill 750 0. 5 0. 7 

体操、艺术 N o. 5 0. 7 lOC ~ 0.4 0.6 750 0.3 o. 5 30 
体操、技 80 。 4000 v 0. 6 0.8 14C ~ 0. 5 。 7 1000 0.3 0. 5 
巧、蹦床 VI 0. 7 0.8 20c:J 0. 6 0. 7 1400 0.4 0. 6 90 20 5500 

I 300 0. 5 35 

JI 500 0.4 0. 6 65 4000 

乒乓球
ill 1000 0.5 0. 7 

N 0.5 0. 7 le no 0.4 。. 6 750 0. 3 0.5 30 
80 。 4000 

v 0.6 0.8 1400 0.5 o. 7 lCOO 0.3 0.5 

VI o. 7 0.8 2COO 0.6 0. 7 1400 0.4 0.6 90 20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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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2. 1 

运动 等 Eh Eh Evm,; Evma; Evaux Evaux LED Tcc 
R, GR 

项目 级 Ox) U1 U2 Oxl U1 U2 (]x) U1 U2 Rg CK) 

I 300 0. 5 35 

750/ 0. 5/ 0. 7/ 
I! 

500 0.4 0. 6 65 40CJ 

田
lOCJ/ 0. 5/ 0. 7/ 

750 0.4 0.6 

羽毛球 0. 5/ 0. 7/ 1000/ 0.4/ 0. 6/ 750/ 0.3/ 0.5/ 
N 30 

0. 4 0.6 750 0. 3 0.5 500 0.3/ 0.4 
80 。 4000 

0.6/ 0.8/ 
v 

1400/ 0.5/ o. 7/ 1000/ o. 3 0.5/ 

0. 5 0. 7 1000 0. 3 0.5 750 o. 3 0.4 

0. 7/ 0.8/ 2000/ o. 6/ 0. 7/ 1400/ 0.4/ 0. 6/ 
VI 90 20 5500 

0.6 0.8 1400 0.4 0.6 1000 0. 3 0. 5 

I 3C ~ o. 5 35 
←－－一一

柔道、 I! 500 0.4 0. 6 65 4000 

摔跤、 因 1000 0. 5 0. 7 

路拳道、 R「 o. 5 0. 7 1000 0.4 0. 6 1000 0.4 0.6 30 

武术
80 。 4000 

v 0. 6 0.8 1400 0.5 0. 7 1400 o. 5 0. 7 

VI 0. 7 0.8 2000 0. 6 0. 7 2000 0. 6 0. 7 90 20 5500 

I 500 0. 7 35 

I! 1000 0.6 0.8 65 4000 

ill 2000 0. 7 0.8 
拳击

IV 0. 7 0.8 1000 0.4 0. 6 1000 0.4 0. 6 30 
80 。 4000 

v 0. 7 0.8 2000 0. 6 0. 7 2000 0. 6 0. 7 

VI 0.8 0. 9 2500 0. 7 0.8 2500 0. 7 0.8 90 20 5500 

I 300 0.5 2CD 0.3 

JI 500 0.5 0. 7 300 0.3 0.4 65 4000 

皿 750 0.5 0. 7 500 0.3 0.4 
击剑

IV 0. 5 0. 7 1000 0.4 0. 6 750 0. 3 0. 5 
80 。 4000 

v 0. 6 0.8 1400 0.5 0.7 1000 0.3 0.5 

飞4 0. 7 0. 8 2000 0. 6 0. 7 1400 0.4 0. 6 90 20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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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2. 1 

运动 等 Eh Eh E四IBi Evn四 Ev皿又 Evaux LED T叩
R, GR 

项目 级 Clx) U1 U2 Clx) U1 U2 Clx) U1 U2 Rg CK) 

I 300 0. 5 35 

一II 500 0.4 0. 6 65 4000 

ill 750 0.5 0. 7 
举重

IV 0. 5 0. 7 1000 0.4 0. 6 30 
80 。 4000 

v 0. 6 0.8 1400 0. 5 0. 7 

VI 0. 7 0. 8 2000 0. 6 0. 7 90 20 5500 

注： 1 表中同一格有两个值时，“／”前为主赛区 CPA）的值，“／”后为总赛区 CTA)

的值；

2 对有电视转播的羽毛球决赛、半决赛总赛区照度水平宜按主赛区要求取值；

3 体操应避免灯具和天然光对运动员造成的直接眩光和光泽表面对运动员造成的

间接眩光；

4 羽毛球背景（墙或顶棚）表面的颜色和反射比应为球与背景提供足够的对比；

5 柔道、摔跤、路拳道、武术场地顶棚的反射比不宜低于 0. 6; 

6 拳击低角度拍摄时应避免对镜头造成眩光；

7 举重运动员对前方裁判员的信号应清晰可见，且应避免对运动员产生眩光。

4.2.2 游泳馆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2.2 的规定。

表 4. 2.2 游泳馆场地照明标准值

运动 等 Eh Eh E~ai E,,,,,i Evaux Evaux LED T叩

项目 级
R, 

Rg Clx) U1 U2 Clx) U1 U2 Ox) U1 U2 CK) 

I 200 0.3 

II 300 0.3 0.5 65 4000 

游泳、跳水、
皿 500 0.4 0.6 

水球、花样
IV 0. 5 0. 7 lCOO 0.4 0. 6 750 0.3 0.5 

游泳 80 。 4000 
v 0. 6 0.8 1400 0. 5 0. 7 1000 o. 3 0. 5 

VI 0. 7 0. 8 2000 0.6 0.7 14CO 0.4 0.6 90 20 5500 

注： 1 lOm跳台和 lm、 3m跳板的正前方 0. 6m，宽 2m 至水面应满足垂直照度的要求；

2 泳池周边 Zm 区域应满足垂直照度的要求；

3 应避免人工光和天然光经水面反射对运动员、裁判员、摄像机和观众造成反射

眩光；

4 墙和顶棚的反射比分别不应低于 0.4 和 0.6，池底的反射比不应低于 0.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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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自行车馆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 2. 5 的规定。

表 4.2.5 自行车馆场地照明标准值

等 Eh Eh Evnu,; Evma; Evaux Eva皿 LED T,p 
Ra GR 

级 ClxJ U1 U? Clx) U1 U2 OxJ U1 Uz Rg (KJ 

I 200 0. 3 35 

II 500 0.4 0. 6 65 4000 

III 750 0.5 0. 7 

N 0. 5 0. 7 1000 0.4 0. 6 750 0. 3 0. 5 30 
80 。 4000 

v 0.6 0.8 1400 o. 5 。 7 1000 o. 3 o. 5 

VI 0. 7 0.8 2000 0. 6 0. 7 1400 0.4 。. 6 90 20 55C ~ 

注．赛道表面应采用漫射材料以防止反射眩光。

4.2.6 射击馆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 2. 6 的规定。

表 4.2.6 射击馆场地照明标准值

Eh Eh Ev E飞7
LED Tcv 

等级 射击区、弹道区 Clxl Ra 

u, U2 u, U2 
Rg (Kl 

(Ix) 靶面

I 200 0.5 lOCO o. 6 o. 7 

II 200 0.5 lOCO 0. 6 0. 7 65 3000 

III 300 0.5 1000 0.6 0. 7 

IV 500 0.4 0.6 1500 0. 7 0.8 
3000 

v 500 0.4 0.6 1500 。 7 0.8 80 。

VI 600 0.4 0.6 2000 。 7 0.8 40CO 

注：场地地面上 lm高的平均水平照度和靶面朝向运动员平面上的平均垂直照度之比宜

为 3 : 10, 

4.3 室外场地照明标准值

4. 3.1 体育场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3.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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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体育场场地照明标准值

运动 等 Eh Eh Evmai Evma; E咽皿 E咽皿 LED T叩
R. GR 

项目 级 Clx) U1 U2 Clx) U1 U2 Clx) U1 U2 Rg (K) 

I 200 0. 3 55 

一II 300 0. 5 65 4000 

田径、 皿 500 0.4 0. 6 

足球 IV 0. 5 0.7 1000 0.4 o. 6 750 0.3 o. 5 4000 50 
80 。 一v o. 6 0. 8 1400 0. 5 o. 7 1000 o. 3 0. 5 5500 

VI 0. 7 o. 8 2000 0.6 0.7 1400 0.4 0.6 90 20 5500 

注： 1 田径场上同时举行多个单项比赛时，照明应满足各单项比赛对应摄像机的要求；

2 有电视转播的田径跑道终点照度和频闪指标应满足超高速摄像机的要求。

4.3.2 专用足球场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 3. 2 的规定。

表 4.3. 2 专用足球场场地照明标准值

等 fa Eh Evma; Evmai E咀ux E咽皿 LED T叩
R. GR 

级 Ox) U1 U2 Clx) U1 U2 Clx) U1 U2 Rg CK) 

I 200 o. 3 55 

II 300 0.5 65 4000 

III 500 0.4 0.6 

IV 0. 5 0.7 1000 0.4 0.6 750 0.3 0.5 4000 50 
80 。

v 0.6 0.8 1400 0.5 0. 7 1000 0.3 o. 5 5500 

VI o. 7 o. 8 2000 0. 6 0. 7 1400 0.4 0. 6 90 20 5500 

4.3.3 游泳场、网球场和自行车场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V级的相关色温不应低于 5500K;

2 网球场和自行车场 I 级的眩光指数不应高于 55' Il 级～

H级的眩光指数不应高于 50;

3 除上述规定外，其他各项指标应分别符合本标准表

4.2.2、表 4. 2. 3 和表 4. 2. 5 的规定。

4.3.4 曲棍球场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 3. 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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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曲棍球场场地照明标准值

等 Eh E1> Evma1 E,=,1 Evoux Evaux LED T,r 
R, GR 

级 Oxl Ui U2 Ox) U1 U2 Ox) U飞 U2 Rg CK) 

I 300 0. 3 55 

II 500 0.4 0.6 65 
4000 

皿 750 0.5 0. 7 

IV 0.5 0. 7 1000 0.4 0. 6 750 0. 3 0. 5 4000 50 
80 。 一v 0.6 0. 8 1400 0. 5 0. 7 1000 0. 3 0. 5 5500 

VI 0. 7 0.8 2000 0. 6 0. 7 1400 0.4 0. 6 90 20 5500 

4.3.5 棒球、垒球场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 3. 5 的规定。

表 4.3.5 棒球、垒球场场地照明标准值

等 Eh Eh Emmi E、~ai Ev aux Evaux LED T叩
Ra GR 

级 Oxl U1 U2 Oxl U1 U2 Oxl U1 U2 Rg CK) 

I 
300/ 

0.3 55 
200 

II 
500/ 0.4/ 0.6/ 

65 4000 
300 0.3 0. 5 

ill 
750/ 0.5/ 0. 7/ 

500 0. 4 0.6 

N 
0.5/ 0. 7/ 1000/ 0.4/ 0. 6/ 750/ 0.3/ 0. 5/ 

4000 50 
0. 4 0. 6 750 0.3 o. 5 500 0.3 0.4 

80 。

0.6/ 0.8/ 1400/ 0. 5/ 0. 7/ 1000/ 0.3/ 0.5/ v 5500 
o. 5 0. 7 1000 0.3 0. 5 750 0.3 0.4 

0. 7/ 0.8/ 2000/ 0. 6/ 0.7/ 1400/ 0.4/ 0. 6/ 
VI 90 20 5500 

0. 6 0. 8 1400 0.4 0. 6 1000 0.3 0. 5 

注： 1 表中同一格有两个值时，“／”前为内场的值，“／”后为外场的值；

2 应提供一定的观众席照明，以满足电视转播需要和看清被击出赛场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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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橄榄球场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 3. 6 的规定。

表 4.3.6 橄榄球场场地照明标准值

等 Eh Eh Evmai Evmai Evaux Evaux LED T,p 
Ra GR 

级 Clx) U飞 U2 Clx) U1 Uz Clx) U1 U2 Rg CK) 

I 200 0. 3 55 

一Il 300 o. 5 65 4000 

III 500 0.4 0.6 

N 0.5 o. 7 1000 0.4 0.6 750 o. 3 0. 5 4000 50 
80 。

v 0.6 0.8 1400 0. 5 0. 7 1000 0.3 0. 5 5500 

VI 0. 7 0. 8 2000 0.6 0. 7 1400 0.4 0.6 90 20 5500 

注：要求易于察觉高抛球，特别是在球门区。

4. 3. 7 沙滩排球场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 3. 7 的规定。

表 4.3. 7 沙滩排球场场地照明标准值

等 Eh Eh Evmai Evmai Evaux Evaux LED T甲
R. GR 

级 Clx) U1 Uz Clx) U1 Uz Clx) U1 U2 Rg CK) 

I 200 0.3 35 

Il 500 0.4 0. 6 65 4000 

III 750 0. 5 o. 7 

N 0. 5 0. 7 1000 0. 4 0. 6 750 0.3 0. 5 4000 50 
80 。 卜一－

v 0. 6 0.8 1400 0. 5 0. 7 1000 0. 3 0.5 5500 

飞f 0. 7 o. 8 2000 0. 6 0. 7 1400 0.4 0. 6 90 20 5500 

4.3.8 射箭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 3. 8 的规定。

表 4.3.8 射箭场地照明标准值

E弘 Eh Ev Ev LED T叩
等级 射箭区、箭道区 Clx) Ra 

Clx) U1 U。 靶面 U1 U2 Rg CK) 

I 200 0.5 1000 0.6 0. 7 

Il 200 0. 5 1000 0. 6 0. 7 65 4000 

囚 300 0. 5 1000 0. 6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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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3. 8 

Eh Eh Ev Ev LED T,µ 
等级 射箭区、箭道区 Ox) R. Rg (K) 

Clx) U1 U2 靶面 U1 U2 

N 500 0.4 0.6 1500 0. 7 0.8 4000 
80 。

•---------- v 500 0.4 0.6 1500 o. 7 o. 8 5500 

飞4 600 0.4 0.6 2000 0. 7 0.8 90 20 5500 

注：箭的飞行和目标应清晰可见，同时应保证安全。

4. 3. 9 马术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 3. 9 的规定。

表 4.3.9 马术场地照明标准值

等 Eh Eh E"'".; E"'",; Evaux Evaux LED T,p 

级 Ox> 
R. 

Ox) U1 U2 U1 U2 Clx) U1 U2 Rg (K) 

I 200 0.3 

II 300 0.4 0.6 65 4000 

ill 500 0. 5 0. 7 

N 0. 5 0. 7 1000 o. 4 0. 6 750 0. 3 0.5 4000 
80 。

v 0.6 0.8 1400 0. 5 0. 7 1000 0. 3 0. 5 5500 

VI 0. 7 0.8 2000 0. 6 0. 7 1400 0. 4 0. 6 90 20 5500 

注：照明应避免对马和骑手造成眩光和消除障碍周围阴影，应为马和骑手提供安

全条件。

4.3.10 高尔夫球场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 3. 10 的规定。

表 4.3.10 高尔夫球场场地照明标准值

Eh Eh Ev Ev LED T,p 
等级 位置

Ox) 
R. 

U1 U2 (Ix) U1 U2 Rg (K) 

发球台 100 0.3 0.5 

I 球道 50 0.2 10 0. 2 65 4000 

果岭 150 0.4 0.6 

发球台 150 。. 4 0.6 

II 球道 75 0.3 15 0.25 65 4000 

果岭 200 0.5 0. 7 

注：表中水平照度高度为 lm，垂直照度高度为 25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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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11 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场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 3. 11 的规定。

表 4.3.11 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场场地照明标准值

等 Eh Eh E咽副 Evmai E飞乱X Evaux LED T叩
R, GR 

级 Ox) U1 Uz Clx) U1 U2 Oxl U1 U2 Rg (K) 

I 200 0.4 55 
二

II 300 0.4 0. 6 65 4000 

ill 500 0.5 0. 7 

N 0.5 0. 7 1000 0.4 0.6 750 0.3 0.5 4000 50 
80 。v 0.6 0.8 1400 0. 5 0. 7 1000 0.3 0.5 5500 

VI 0. 7 0. 8 2000 0. 6 0. 7 1400 0.4 0.6 90 20 5500 

注： 1 本表适用于自由式滑雪项目中的空中技巧、雪土技巧、 U形场地技巧以及

单板滑雪项目中的 U形场地技巧、大跳台空中技巧；

2 I 级、 H级不含技巧类高难动作。

4. 3.12 高山滑雪场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 3. 12 的规定。

表 4.3.12 高山滑雪场场地照明标准值

等 Eh Eh Evmai Evmai Evaux Evaux LED T,µ 

级
Ra GR 

Ox) U1 Uz Ox) U1 Uz Clx) U1 U2 Rg (K) 

ill 500 0.5 0. 7 65 4000 

N 0. 5 o. 7 1000 0.4 0.6 750 0.3 0.5 4000 
80 。 一 50 v 0. 6 0. 8 1400 0. 5 0. 7 1000 0.3 0. 5 5500 

VI 0. 7 0. 8 2000 0. 6 0. 7 1400 0.4 0. 6 90 20 5500 

注：本表适用于高山滑雪项目中的回转。

4. 3.13 跳台滑雪场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 3. 13 的规定。

表 4.3.13 跳台滑雪场场地照明标准值

等 Eh Eh Evrnai Evmai Evaux Evaux LED T叩
Ra GR 

级 Ox) U1 U2 Ox) U1 U2 Oxl U1 U2 Rg CK) 

皿 500 0.5 0.7 65 4000 

N 0.5 0. 7 1000 0.4 0. 6 750 0.3 0.5 4000 
80 。 ←－－－－－－－町’ 50 v 0.6 0.8 1400 0. 5 0.7 1000 0.4 0.5 5500 

飞q 0. 7 o. 8 2000 0.6 0. 7 1400 0.4 0.6 90 20 5500 

注： 1 运动全过程应避免对运动员、裁判、观众造成眩光；

2 跳台区与其周围的亮度比至少为 5 : 1 ，以保证边界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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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4 越野滑雪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 3. 14 的规定。

表 4.3.14 越野滑雪场地照明标准值

等 Eh fa Evmai Evmai Evaux Evaux LED T叩
R. GR 

级 Ox] U1 U2 Ox) U1 U2 Ox) U1 U2 Rg (K) 

皿 500 0.4 o. 6 65 4000 

N 0.5 0. 7 1000 0.4 0.6 750 0. 3 0.5 4000 
80 。 50 

v 0.6 0.8 1400 0. 5 0. 7 1000 0. 3 0. 5 5500 

VI 0. 7 0.8 2000 o. 6 o. 7 1400 0.4 0. 6 90 20 5500 

注：越野滑雪赛道起点区和终点区水平照度应达到 lOOOlx。

4.3.15 冬季两项射击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 3. 15 的规定。

表 4. 3.15 冬季两项射击场地照明标准值

Eh fa Ev Ev 
等级 射箭区、箭道区 Ox) R. 

Ox) U1 U2 靶面 U1 U2 

Ill 500 0.4 0. 6 1500 0. 7 0.8 65 

N 500 o. 4 o. 6 1500 0.7 0.8 
80 

v 750 0.5 0.7 1500 0. 7 0.8 

VI 1000 0.5 0. 7 2000 0. 7 0.8 90 

注： 1 冬季两项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

2 冬季两项越野滑雪场地照明标准值参照表 4.3. 14 的规定；

3 冬季两项处罚圈的水平照度不应低于 lOOOlx。

LED T," 
Rg (K) 

4000 

4000 
。 一5500 

20 5500 

4.3.16 雪车、雪撬场地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4.3. 16 的规定。

表 4. 3.16 雪车、雪撬场地照明标准值

等 Eh Eh Evmai Evmai Evaux Evaux LED T叩
Ra GR 

级 Ox) U1 U2 Ox) U1 U2 Ox> U1 U2 Rg CK) 

Ill 500 0.5 0. 7 65 4000 

N 0.5 0. 7 1000 0.4 0.6 750 0.4 0. 5 80 。 4000 
50 v 0.6 0.8 1400 0.5 0. 7 1000 。. 4 0.5 80 。 5500 

飞4 0. 7 0.8 2000 0.6 0. 7 1400 0.5 0.6 90 20 5500 

注：灯具布置应避免反射眩光和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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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相关规定

4.4.1 有电视转播时场地平均水平照度与平均垂直照度的比值

宜为：体育场 o. 75~ 1. 80，体育馆 1. 0~ 2. 00 

4.4.2 重大比赛时辅摄像机方向的垂直照度应为面向场地周边

四个方向垂直面上的照度。

4.4.3 重大比赛时 TV应急照明的照度标准值宜为该级照度的

50% ，且主摄像机方向的垂直照度不应低于 750lx。

4.4.4 HDTV转播重大比赛有超高速摄像要求时，摄像机方

向的垂直照度不应低于 1800lx，场地照明的频闪比不宜大于

6% 。

4. 4. 5 照明设计应进行照明计算。比赛场地的照度计算网格及

摄像机位置宜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

4. 4. 6 照明计算维护系数取值应为 0. 8 ；多雾和污染严重地区

的室外体育场维护系数可取 0. 7 0 

4. 4. 7 水平照度和垂直照度均匀度梯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电视转播：当照度计算与测量网格小于 5m 时，每 Zm

不应大于 10% ；当照度计算与测量网格不小于 5m 时，每 4m不

应大于 20%;

2 元电视转播：每 5m不应大于 50% 。

4. 4. 8 比赛场地每个计算点四个方向上的最小垂直照度和最大

垂直照度之比不应小于 0. 3; HDTV 转播重大比赛时不应小

于 0. 6 。

4.4.9 有电视转播要求的观众席前 12 排和主席台面向场地方向

的平均垂直照度不应低于比赛场地主摄像机方向平均垂直照度的

10%。主席台面的平均水平照度值不宜低于 ZOOlx，观众席的最

小水平照度值不宜低于 50lx0

4. 4. 10 重大比赛场馆的外部相邻建筑、通道、停车场、设备之

间的照明要求宜适当提高。

4. 4. 11 观众席和运动场地安全照明的平均水平照度值不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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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lx。

4.4.12 体育场馆出口及其通道的疏散照明最小水平照度值不应

小于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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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照明光源与灯具

5.1 光源

5.1.1 灯具安装高度较高的体育场馆，光源宜采用金属卤化物

灯，也可采用 LED 灯。

5.1. 2 顶棚较低、面积较小的室内体育场馆，宜采用直管荧光

灯、小功率的金属卤化物灯和 LED 灯。

5.1. 3 光源功率应与比赛场地大小、安装位置及高度相适应。

5.1. 4 应急照明应采用 LED 灯等能快速点燃的光源。

5.1. 5 光源应能稳定点燃，具有良好的光电特性，使用寿命应

满足国家现行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

5.1. 6 光源色温不应大于 6000Ka

5.1. 7 当选用 LED灯时，其色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选用同类光源的色容差不应大于 5 SDCM; 

2 在寿命期内 LED灯的色品坐标与初始值的偏差在国家标

准《均匀色空间和色差公式》 GB/T 7921 一 2008 规定的 CIE

1976 均匀色度标尺图中，不应超过 0.007;

3 LED灯具在不同方向上的色品坐标与其加权平均值偏差

在国家标准《均匀色空间和色差公式》 GB/T 7921 - 2008 规定

的 CIE 1976 均匀色度标尺图中，不应超过 0.004 。

5.2 灯具及附件

5. 2. 1 灯具及附件的安全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灯具 第

1 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7000. 1 、 《投光灯具安全要求》

GB 7000. 7、《灯具第 2-18 部分：特殊要求游泳池和类似场

所用灯具》 GB 7000. 218 的有关规定。

5. 2. 2 灯具的防触电保护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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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室内场所应选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灯具 第 1 部分：

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7000. 1 规定的 I类灯具或E类灯具，室外

场所应选用 I 类灯具；

2 游泳池和类似场所的 0 区和 1 区应选用E类灯具。

5. 2. 3 灯具效率或效能不应低于表 5. 2. 3-1 ～表 5. 2. 3-4 的

规定。

表 s. 2. 3-1 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灯具效率

灯具出光口形式

灯具效率（%）

格栅或透光罩 开敞式

65 75 

表 s. 2. 3-2 直管型荧光灯灯具效率

灯具出光口形式｜ 格栅 和
一
明

耀
一
透

璃
一

玻
丁
l

r
e、
－阳

一
镜

保
一
棱

开敞式

灯具效率（%） 65 55 70 75 

表 S.2.3-3 LED投光灯效能

色温

灯具效能 Clm/W)

3500/3000 K 

80 

4500/4000 K 

85 

5700/5000 K 

90 

注 z 本表中数值适用于 R.／］、于 90 的灯具。

表 S.2.3-4 LED 高天棚灯效能

色温

灯具效能（lm/W)

3500/3000 K 

85 

4500/4000 K 

90 

5700/5000 K 

95 

注z 本表中数值适用于R.小于 90 的灯具。

5. 2. 4 体育场馆场地投光灯灯具宜按表 5. 2. 4 进行分类。

表 S.2.4 投光灯灯具分类

光束分类 光束角 α （。） 投射距离 D (m) 

10＜α《18 D> 75

窄光束 18＜α《29 75>D> 65

29＜α《46 65>D>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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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4

光束分类 光束角 α （。） 投射距离 D Cm) 

中光束
46＜α《70 55>D二三45

70＜α《100 45>D> 35

宽光束
100＜α《130 35>D注25

α＞130 D<25 

5.2.5 灯具配光的选择应与灯具安装高度、位置及照明要求相

适应，同一体育场馆可选用多种不同配光的灯具。

5.2.6 灯具宜采取防眩光措施。

5.2.7 灯具及其附件应满足使用环境的要求。

5.2.8 安装在室外灯具外壳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5，不便于

维护或污染严重的场所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5 。

5.2.9 灯具的开启方式应确保在维护时不改变其瞄准角。

5. 2. 10 安装在高空中的灯具宜选用重量轻、体积小和风载系数

小的产品。

5. 2. 11 灯具应自带或附带调角度的指示装置。灯具锁紧装置应

能承受在使用条件下的最大风荷载。

5. 2. 12 场地照明用金属卤化物灯不应采用开敞式灯具。

5.2.13 灯具及其附件应有防坠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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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灯具布置及设置要求

6.1 一般规定

6.1.1 灯具布置应根据运动项目的特点和比赛场地的特征确定。

6.1. 2 灯具安装位置、高度、瞄准角应满足降低眩光和控制干

扰光的要求。

6.1. 3 有电视转播比赛场地的灯具布置应满足主摄像机和辅摄

像机垂直照度及均匀度的要求。

6. 2 体育场灯具布置

6. 2.1 体育场灯具宜采用下列布置方式：

1 两侧布置：灯具与灯杆或建筑马道结合，以连续光带形

式或簇状集中形式布置在比赛场地两侧；

2 四角布置：灯具以集中形式与灯杆结合布置在比赛场地

四角；

3 1昆合布置：两侧布置和四角布置相结合。

6.2.2 足球场灯具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元电视转播时宜采用场地两侧或场地四角布置方式，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场地两侧灯杆布置方式时，灯具不宜布置在球门

中心点沿底线两侧 10。的范围内，灯杆底部与场地边

线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4m，灯具高度宜满足灯具到场

地中心线的垂直连线与场地平面之间的夹角不小于

25。（图 6. 2. 2 1); 

2）采用场地四角布置方式时，灯杆底部到场地边线中点

的连线与场地边线之间的夹角不宜小于 5。，且灯杆底

部到底线中点的连线与底线之间的夹角不宜小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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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 2-1 无电视转播时足球场两侧灯杆布置灯具位置

注：图中阴影区域为允许安装位置。

灯具高度宜满足灯拍中心到场地中心的连线与场地平

面之间的夹角不小于 25。（图 6. 2. 2 2); 

3）采用场地两侧马道布置方式时，灯具不宜布置在球门

图 6. 2. 2-2 元电视转播时足球场四角布置灯具位置

注：图中阴影区域为允许安装位置。



中心点沿底线两侧 10。的范围，以及大禁区两端外侧

20。范围内（图 6.2.23 ）。

4）灯具瞄准角均不应大于 70° 。

图 6. 2. 2-3 无电视转播时足球场场地两侧马道布置灯具位置

注：图中阴影区域为允许安装位置。

2 有电视转播时宜采用场地两侧、场地四角或混合布置方

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场地两侧布置方式时，灯具不应布置在球门中心

点沿底线两侧 15。以及大禁区两端外侧 20。范围内（图

6. 2. 2-4、图 6. 2. 2…5); 

2）采用场地囚角布置方式时，灯杆底部到场地边线中点

的连线与场地边线之间的夹角不应小于 5。，且灯杆底

部到底线中点的连线与底线之间的夹角不应小于 15°'

灯具高度应满足灯拍最低一排灯具到场地中心的连线

与场地平面之间的夹角不应小于 25。（图 6.2.26 ）。

3）采用混合布置时，灯具的位置及高度应同时满足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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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 2 4 有电视转播时足球场两侧单排布置灯具位置

注：图中阴影区域为允许安装位置。

图 6. 2. 2-5 有电视转播时足球场两侧双排布置灯具位置

注．图中阴影区域为允许安装位置。

布置和四角布置的要求。

4）任何照明方式下，灯杆的布置均不应妨碍观众的视线。



图 6. 2. 2-6 有电视转播时足球场四角布置灯具位置

注：图中阴影区域为允许安装位置。

5）灯具瞄准角均不应大于 65。。

6. 2. 3 田径场的灯具布置宜采用两侧布置、四角布置或混合布

置方式。

6.2.4 网球场灯具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没有或只有少量观众席的网球场地，宜采用场地两侧

灯杆布置方式，灯杆应布置在观众席的后侧；对有观众席、有较

高挑篷且灯杆无法布置的网球场地，宜采用场地两侧马道布置或

与观众席上方的顶棚结合布置。

2 采用两侧灯杆布置方式时，灯杆的位置应满足图 6. 2.4一

1 的要求。

3 场地两侧宜采用对称的灯具布置方式，提供相同的照明。

4 灯具的安装高度应满足图 6. 2. 4 2 的要求，比赛场地灯

具高度不应低于 12m，训练场地灯具高度不应低于 8m。

6.2.5 游泳场宜采用两侧布置或混合布置方式，灯具瞄准角宜

为 50。～60。。

6.2.6 曲棍球场灯具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使用两侧灯杆布置方式时，宜采用 6 杆或 8 杆，灯杆底

部与场地边线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4m，灯杆底部与底线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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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灯杆布置
二根灯杆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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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 4-1 网球场灯杆位置

~：~~~l~ i_A＝扫ll.5m~ （ l片场地）
场地中心线卡－－－二叫

一－｜ A＝土 19.5m(2片场地）

j A＝土27.5m(3片塌地）

自
由
H

g-z 

’蝇

图 6. 2. 4-2 网球场灯具高度

A 灯杆距场地中心线的距离

距离不应小于 Sm，灯具高度宜满足灯具到场地中心线的垂直连

线与场地平面之间的夹角不小于 25° （图 6. 2. 6-1); 

2 采用四角布置时，灯具的位置应满足图 6. 2. 6-2 的要求，

灯杆应布置在阴影范围内，灯具高度宜满足灯具到场地中心的连

线与场地平面之间的夹角不小于 25。；

3 采用场地两侧马道布置时，灯具的高度宜满足灯具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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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6-1 曲棍球场地两侧灯杆方式的灯具布置位置

图 6. 2. 6 2 曲棍球场地四角灯杆方式的灯具布置位置

注：阁中阴影区域为允许安装位置。

地中心线的垂直连线与场地平面之间的夹角不小于 25。；

4 采用混合布置时，应同时满足本条第 2 款和第 3 款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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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7 棒球场灯具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棒球场灯具宜采用 6 根或 8 根灯杆布置方式，也可在观

众席上方的马道上安装灯具；

2 灯杆应位于四个垒区主要视角 20。以外的范围，灯杆不应

布置在图 6. 2. 7 中的阴影区；

图 6. 2. 7 棒、垒球场灯杆位置

O一灯杆； 1一内场线； 2－围栏线； 3一场地面积限制时的边线

3 灯杆高度宜满足灯具瞄准角不大于 70。。

6.2.8 垒球场灯具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 

1 垒球场宜采用不少于 4 根灯杆布置方式，也可在观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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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的马道上安装灯具；

2 灯杆应位于四个垒区主要视角 20。以外的范围，灯杆不应

设置在图 6. 2. 7 中的阴影区；

3 灯杆高度宜满足灯具瞄准角不大于 70。。

6. 2. 9 橄榄球场灯具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I 元电视转播时宜采用场地两侧或场地四角布置方式，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灯杆应位于边界围栏外且距边线不应小于 5m;

2）采用场地四角布置方式时，灯具的位置应满足图

6. 2. 9 1 的要求，灯杆应布置在阴影范围内，灯杆高

度宜满足灯拍中心到场地中心的连线与场地平面之间

的夹角不小于 25°;

图 6.2.9~1 元电视转播橄榄球场地四角灯杆方式灯具布置位置

1 达阵区； 2 场地区

注：图中阴影区域为允许安装位置。

3）采用场地两侧布置方式时，灯具位置应满足图 6. 2. 9 

2 的要求，灯具瞄准角不宜大于 70。。

2 有电视转播宜采用场地两侧布置方式，灯具位置应满足

图 6. 2. 9 3 的要求，灯具瞄准角不应大于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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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6. 2. 9-2 元电视转播时橄榄球场地两侧灯具布置位置

1 达阵区； 2一场地区

注：图中阴影区域为允许安装位置。

图 6. 2. 9 3 有电视转播时橄榄球场地两侧灯具布置位置

1 达阵区； 2 场地区

注：图中阴影区域为允许安装位置。



6.2.10 马术场宜采用两侧布置或混合布置方式，灯具安装高度

不宜小于 12m。

6.2.11 高尔夫球场灯具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发球台、球道灯杆高度不宜低于 15m，果岭灯杆高度不

宜低于 18m;

2 灯具投射方向与球道方向保持→致，果岭灯具瞄准角不

宜大于 65。；

3 灯杆间距不宜超过灯杆高度 3 倍。

6. 2.12 自由式滑雪场、单板滑雪场灯具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全赛道应设置照明；

2 场地宜采用灯杆照明。

6. 2.13 跳台滑雪场灯具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2); 

国噩噩噩

1 跳台滑雪全赛道应设置照明（图 6. 2. 13-1、图 6. 2. 13<

图 6. 2. 13-1 跳台滑雪场地照明灯具布置（侧视图）

1一助滑区； 2→跳台区； 3 飞行区； 4 着陆区； 5 终止区

~~可~＂＂飞快c
图 6. 2. 13-2 跳台滑雪场地照明灯具布置（俯视图）

2 跳台区、飞行区、着陆区及终止区宜采用高杆照明：

3 助滑区宜采用与高杆照明相同色温的 LED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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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14 雪车、雪撬场地灯具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场地宜采用灯杆照明；

2 灯具沿赛道方向应有宽配光，并应控制上射光通。

6.3 体育馆灯具布置

6. 3.1 体育馆灯具宜采用下列布置方式：

1 顶部布置：灯具布置在场地上方，光束垂直于场地平面；

2 两侧布置：灯具布置在场地两侧，光束非垂直于场地

平面；

3 混合布置：顶部布置和两侧布置相结合。

6.3.2 体育馆灯具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顶部布置宜选用对称型配光的灯具，适用于空间较低，

元电视转播要求的体育馆，灯具宜按图 6. 3. 2-1 进行布置。

0 0 曲。 o " a 自 b 0 0 

由

o o o <> o o o •o 

。，。。. • ＂，。

a 自由＂ 0 ＂自由。。。

图 6. 3. 2-1 顶部布置示意图

2 两侧布置宜选用非对称型配光灯具布置在马道上，适用

于垂直照度要求较高以及有电视转播要求的体育馆。灯具位置不

应对运动员的主视线方向造成影响，所有灯具瞄准角应在 25。～

65。之间，马道端点与场地底线中点的连线的投影线与底线的夹

角宜大于 30。（图 6. 3. 2-2、图 6. 3. 2-3 ）。

3 混合布置宜选用具有多种配光形式的灯具，适用于大型

综合性体育馆。

6.3. 3 有电视转播的体育馆灯具布置应符合表 6. 3. 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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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3. 2 2 体育馆单马道布置灯具位置

图 6. 3. 2-3 体育馆双马道布置灯具位置

表 6. 3. 3 有电视转播的体育馆灯具布置

类别 灯具布置

宜以带形布置在比赛场地边线两侧，并应超出比赛场地底线，

篮球 灯具安装高度不应小于 12m；以篮筐为中心直径 4m 的圆区上方

不应布置灯具

排球
宜布置在比赛场地边线 lm 以外两侧，底线后方不宜布灯，并

羽毛球
应超出比赛场地底线，灯具安装高度不应小于 12m；比赛场地

上方不宜布置灯具

手球 宜以带形布置在比赛场地边线两侧，并应超出比赛场地底线，

室内足球 灯具安装高度不应小于 12m

体操 宜采用两侧布置方式，灯具瞄准角不宜大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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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3. 3 

类别 灯具布置

乒乓球
宜在比赛场地外侧沿长边成排布置及采用对称布置方式，灯

具安装高度不应小于 4 Ill；灯具瞄准宜垂直于比赛方向

网王求
宜平行布置于赛场边线两侧，布置总长度不应小于 36m；灯

具瞄准宜垂直于赛场纵向中心线，灯具瞄准角不应大于 65°

拳击
宜布置在拳击场上方，灯具组的高度宜为 5m～7m；附加灯具

可安装在观众席上方并瞄向比赛场地

柔道、摔跤 宜采用顶部或两侧布置方式；用于补充垂直照度的灯具可布

路拳道、武术 置在观众席上方，瞄向比赛场地

举重 宜布置在比赛场地的正前方

击剑
宜m长台两侧布置，瞄准点在长台上，灯具瞄准角宜为 20。～

30。；主摄像机侧的灯具间距为其相对一侧的 1/2

游泳、水球
宜沿泳池纵向两侧布置；灯具瞄准角宜为 50°～55 。

花样游泳

跳水
宜采用两侧布置方式；馆内有游泳池和跳水池时，灯具布置

宜为游泳池灯具布置的延伸

冰球、花样滑冰、 灯具应分别布置在比赛场地及其外侧的上方，宜对称于场地

短道速滑、冰壶 长轴布置

宣布置在内、外两条马道上，外侧灯具布置在赛道外侧看台

速度滑冰 上方，内侧灯具布置在热身赛道里侧；灯具瞄准方向宜垂直于

赛道

应平行于赛道，形成内、外两环布置，但不应布置在赛道上

场地自行车 方；灯具瞄准应垂直于骑手的运动方向；应增加对赛道终点照

明的灯具

射击
射击区、弹道区灯具宜布置在顶棚上，避免直接投射向运

动员

射箭 射箭区、箭道区灯具宜以带形布置在顶棚上

6. 4 马道设置要求

6. 4.1 体育场馆马道的安全等级和使用年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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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53 的有关规定。

6. 4. 2 体育场馆马道（灯位）设置应符合照明设计要求。马道

设置的数量、高度、形状和位置应满足照明设计指标的相关要

求。马道位置设计参数宜符合本标准附录 C 的规定。

6. 4. 3 马道净宽不宜小于 lm，净空高度不宜小于 1. 8m，并应

设置防护栏杆。

6. 4. 4 照明等级 V级及以上的体育场馆马道的照明荷载不宜低

于 250kg/m, V 级以下可适当降低。

6.4.5 马道的安装位置应避免建筑装饰材料、安装部件、管线

和结构件等对照明光线的遮挡。

6. 5 灯杆设置要求

6. 5.1 体育场照明灯杆宜采用独杆式结构，当满足照明技术条

件时，可采用与建筑物结合的形式。

6.5.2 照明高杆的结柑安全等级不应低于主体建筑的安全等级，

且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53 规定的安全等级二级。

6. 5. 3 照明灯杆的结构强度、刚度和使用寿命应符合国家现行

相关设计标准的有关规定。

6. 5. 4 照明灯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灯杆高度大于 20m 时，宜采用电动升降装置进行维修。

2 灯杆高度不大于 20m 时，宜采用爬梯进行维修。爬梯应

设置护笼，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

求第 1 部分：钢直梯》 GB 4053.1 的有关规定设置体息平台。

6. 5. 5 照明高杆应根据航空管制要求设置障碍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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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照明节能

7.1 一般规定

7.1.1 照明节能评价应在满足规定的照明质量要求的前提下

进行。

7.1. 2 场地的照明功率密度应按各运动项目的照明等级对应的

灯具安装功率进行计算，并宜符合本标准第 7. 3 节的规定。

7.2 照明节能措施

7.2.1 应选用高效节能的光源，以及相匹配的高效节能灯具和

电器附件，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能效标准的规定。

7.2.2 气体放电光源无功功率补偿宜采用分散方式，荧光灯补

偿后功率因数不应低于 0. 9 ，高强气体放电灯不应低于 0.85;

LED灯的功率因数不应低于 0.90

7.2.3 走廊、楼梯间、卫生间及地下车库宜采用配有感应式自

动控制的 LED 灯。

7.2.4 训练场馆场地照明宜选用适宜色温、经防眩光设计的

LED 灯。

7.2.5 应根据不同使用功能合理设置照明控制模式。

7.2.6 应提高场地照明的光束利用率，控制场地照明的溢散光。

7.2. 7 当有条件时，应充分利用天然采光进行照明，并应采取

措施降低和避免天然光产生的高亮度及阴影对比赛场地造成强烈

对比。

7.3 场地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7.3.1 训练场馆的照明功率密度不应大于表 7. 3. 1 1 和表

7. 3. 1-2 规定的限值。当采用 LED 灯照明时，不应超过表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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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限值的 80% 。

表 7. 3. 1-1 专用训练场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等级
水平照度 安装高度 h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Clx) (m) (W/m2) 

12< h<20 4 
I 200 

20< h<30 7 

15< h<20 7 

II 300 20< h<30 11 

30< h<35 14 

20< h<25 18 

Ill 500 25< h<35 21 

35< h<40 23 

表 7. 3. 1-2 专用训练馆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等级
水平照度 安装高度 h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Clx) (m) CW/m2) 

5< h<lO 21 

I 300 10< h<l5 25 

15< h<20 32 

5< h<lO 34 

II 500 10< h<l5 44 

15< h<20 46 

5< h<lO 40 

10< h<lS 48 
皿 750 

15< h<20 64 

20< h<30 72 

7.3.2 比赛场馆的照明功率密度不宜大于表 7. 3. 2 1 ～表

7. 3. 2 5 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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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3. 2-1 体育场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项目 等级
安装高度 h （矶T／口12)

Cm) 
田径 足球

30王三h<40 40 70 

40< h<50 45 80 
IV 

50王三h<60 55 90 

60< h<70 65 100 

30< h<40 55 90 

田径 40< h<50 65 100 

足球
v 

50＂＇ζh<60 75 120 

60< h<70 90 140 

30＂＇三h<40 80 110 

40< h<50 90 140 
VI 

50＂＇二h<60 100 170 

60< h<70 120 210 

表 7. 3. 2-2 专用足球场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项目 等级
安装高度 h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m) CW/m2) 

30< h<40 70 

IV 40< h<50 80 

50< h<60 90 

30< h<40 80 

足球 v 40< h<50 90 

50< h<60 120 

30< h<40 100 

飞4 40< h<50 120 

50< h<60 150 

40 



表 7. 3. 2-3 体育馆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项目 等级
安装高度 h

(W/m2) 
(m) 

体操 篮排球

12＂三h<l5 60 130 

15王三h<ZO 80 180 

N 20< h<25 110 210 

25< h<30 120 240 

30< h<35 130 330 

12< h<l5 90 150 

15< h<ZO llO 240 

体操

篮排球
v 20三三h<25 140 310 

25< h<30 160 340 

30< h<35 180 440 

12< h<l5

15< h<ZO 160 420 

VI 20< h<25 180 460 

25< h<30 200 500 

30< h<35 220 590 

表 7. 3. 2-4 网球馆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项目 等级
安装高度 h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m) CW/m2) 

12＜：：三h<l5 80 

15< h<20 90 

网球 IV 20< h<25 100 

25< h<30 120 

30王三h<35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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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3. 2~4 

项目 等级
安装高度 h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m) CW/m2) 

12< h<l5 120 

15~h<20 130 

v 20< h<25 140 

25~h<30 160 

30< h<35 180 
网球

12< h<l5 140 

15< h<ZO 170 

飞f 20< h<Z5 210 

25王三h<30 240 

30< h<35 270 

表 7. 3. 2-5 游泳馆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项目 等级
安装高度 h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m) CW/m2) 

15< h<ZO 90 

R「 20< h<25 110 

25< h<30 150 

15< h<ZO 130 

游泳 v 20< h<25 160 

25< h<30 200 

15< h<ZO 180 

同 20< h<25 240 

25< h<30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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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照明配电与控制

8.1 照明配电

8.1.1 比赛场地照明的用电负荷等级和供电方案的确定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JGJ 31 的有关规定。

8.1. 2 照明等级N级及以上比赛场地的照明，应由双重电源同

时供电，且每个电源应各承担 50%的场地照明灯具。举行重大

赛事时，宜采用 50%的场地照明由发电机供电， 50%的场地照

明由市电电源供电的方式。

8.1. 3 仅在比赛期间使用的照明宜设置单独变压器供电。

8.1. 4 当电压偏差或波动不能保证照明质量或光源寿命时，在

技术经济合理的条件下，可采用有载自动调压电力变压器、调压

器或专用变压器供电。

8.1. 5 体育比赛场地照明灯具的端电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宜高于额定电压的 105%，且不宜低于额定电压

的 95%;

2 由灯控室配出的同一供电线路上最近端与最远端照明灯

具的端电压差不宜大于 2%;

3 应急照明灯具的端电压不宜低于额定电压的 90% 。

8.1.6 TV应急照明作为正常照明的一部分同时使用时，配电

线路及控制开关应分开装设。

8.1. 7 照明等级N级及以上的体育场馆在场地照明分支回路中

不应采用三相低压断路器对三个单相分支回路进行保护。

8.1. 8 为保证气体放电灯的正常启动，触发器至光源的线路长

度不应超过该产品规定的允许值。

8.1. 9 配电系统可采取下列降低频闪效应的措施：

1 照明采用三相供电的场所，宜将照射在同一照明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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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灯具分接在不同相序的供电回路上；

2 超高速摄像机拍摄区域采用 LED灯时，可采取纹波比不

大于 12%的直流系统供电。

8.1.10 设置在观众席、比赛场地的大功率照明灯具，当具备现

场检修条件时，宜在每盏灯具处设置单独的保护。

8.2 照明控制

8. 2.1 照明等级N级及以上比赛场地照明应设置集中控制系统，

皿级比赛场地照明宜设置集中控制系统。

8. 2. 2 集中控制系统应根据需要预置针对各类运动项目的比赛、

训练、健身、场地维护等不同使用目的的多种照明场景控制方

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对全部比赛场地照明灯具进行编组控制，并显示其

工作状态；

2 应显示主供电源、备用电源的运行状态；

3 配电及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时，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4 应设置直接手动控制。

8.2.3 照明等级凹级及以上比赛场地照明的集中控制系统除符

合本标准第 8. 2. 2 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对全部比赛场地照明灯具进行单灯控制；

2 采用 LED灯的照明系统宜具备调光控制功能；

3 宜显示各分支路干线的电气参数；

4 宜显示全部比赛场地照明灯具的工作状态；

5 使用高强气体放电光源且未设置热触发装置或不间断供

电设施的照明系统，控制系统宜具有防止短时再启动的功能；

6 宜具备照明设备的运行时间统计。

8.2.4 当比赛场地有天然光照明时，控制回路分组方案应与其

相协调。

8.2. 5 集中控制系统应设于专用控制室内，在控制室内应能直

接观察到比赛场地和主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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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6 场地照明控制系统应根据比赛场地规模和需求确定控制

系统的网络结构并采用开放的通信协议，可通过比赛设备集成管

理系统采集并控制其运行状态，且应具备切除越级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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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照明检测

9.1 一般规定

9.1. 1 体育场馆照明检测应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

9.1. 2 应使用在检定有效期内的照度计、光谱辐射计和功率计

等检测设备。

9.1. 3 检测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室外气象条件对测量无影响时进行；

2 应在体育场馆满足使用条件的情况下进行；

3 应点亮相对应的照明灯具，稳定 30min 后进行测量；

4 电源电压应保持稳定，灯具输入端电压与额定电压偏差

不宜超过 5%;

5 检测时应避免人员遮挡和反射光线的影响。

9.1. 4 检测项目应包括照度、眩光、现场显色指数、色温和照

明功率密度的测量。

9.2 照度测量

9. 2.1 照度应在规定的比赛场地上进行测量，照明装置轴线对

称或完全对称布置的场地，可只测 1/2 场地。照度计算和测量网

格可按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确定。

9.2.2 室内外矩形场地和几种典型场地的照度计算和测量可按下

列网格点进行。下列图中，十、 o为计算网格点，。为测量网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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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矩形场地照度计算和测量网格点可按图 9. 2. 2-1 确定。

1）矶、 dw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当 t 、 w 不大于 lOm 时，计算网格应为 lm;

当 l, w 大于 lOm 且不大于 50m 时，计算网格应

为 2m;



当 J 、 w 大于 50m 时，计算网格应为 Sm。

2）测量网格点问距宜为计算网格点间距的 2 倍。

4一“ f 』‘－ - - 
rl 
」」二

<112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运×民
。＋ 。＋ 。＋ 。｜才 。＋ 。＋ 。＋。

3注 ++ ++ ++ ＋问 ++ ++ ++ ＋击

。＋ 。＋。＋ 。＋ 。＋ 。＋ 。＋ cl.. 
++ ++ ++ ++ ++ ++ ++ ＋于

。＋ 。＋ 。＋ 。＋ 。＋ 。＋ 。＋。

++ ++ ++ ++ ++ ++ +++ 

｜告＋ 。＋ 。＋ 。＋ 。＋ 。＋ 。＋ 。↓ <l/2dw 

l 
q×叫；

图 9. 2. 2-1 矩形场地照度计算和测量网格点布置图
l一场地长度； d1 计算网格纵向间距；户一计算网格纵向点数；
四一场地宽度； dw 计算网格横向间距； q 计算网格横向点数；

计算网格点从中心点 C开始确定；测量网格点从角点A开始确定
户， q均为奇整数，并满足（q-1). d1 < J < q. d1 和（户一 1) • dw 《 w《户• dw 

2 田径场场地照度测量网格点可按图 9. 2. 2-2 确定。

!OOm 

图 9. 2. 2 2 田径场场地照度测量网格点布置图（对称布置）
1 全场测量点（田赛十径赛）布置图； 2 径赛测量点布置图；

3 lOOm 跑道终点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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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用足球（橄榄球）场场地照度测量网格点可按图

9. 2. 2 3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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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图 9. 2. 2-3 专用足球（橄榄球）场场地照度

测量网格点布置图

C 场地中心点

4 游泳和跳水场场地照度测量网格点可按图 9. 2. 2-4 确定。

。｜。 l 。 i 。 l 。
--r一

。 。 。 。 。 。 。 。

二 3。 。 I 0 I 。 。 。 。 。 。 。 。 。 。 。 。 。

3。

H* ... 。 。 。 。 。 。 。 。 。 。 。 。

= 
~o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i。 。 I 0 I 。 。 。 。 。 。 。 。 。 。 。 。 。

匕匕i土上二L:J二。 。 。 。 。 。 。 。 。 。 。

.l 

跳水 游泳

图 9. 2. 2-4 游泳和跳水场场地照度测量网格点布置图

5 速度滑冰场场地照度测量网格点可按图 9. 2. 2-5 确定。

6 场地自行车场场地照度测量网格点可按图 9. 2. 2 6 确定。

7 棒球场场地照度测量网格点可按图 9. 2. 2 7 确定。

8 垒球场场地照度测量网格点可按图 9. 2. 2-8 确定。



。。。。。。g 0 。。。。
。。。。。

图 9. 2. 2-5 速度滑冰场场地的照度测量网格点布置图（400m 跑道）

（对称布置）

1 赛道测量点布置图； 2 内场测量点布置图

。 i

。 。 。 。

。 。 。 。

。 。 。 。

12 。 20。

图 9. 2. 2 6 场地自行车场场地照度测量网格点布置图

1 比赛车道； 2 安全车道； 3 内场水平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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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9m~97.54m 

图 9. 2. 2 7 棒球场场地照度测量网格点布置图
1 内场网格； 2 边界， 3 警告线， 4 围栏

J川：1「~~
J 卢击E斗｜
图 9. 2. 2-8 垒球场场地照度测量网格点布置图

1→内场



9.2.3 水平照度和垂直照度

应按中心点法进行测量，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测量点应布置在每个

网格的中心点上（图 9. 2. 3-

1) ，平均照度应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ve ＝唁E; (9. 2. 3）图 9.2.3-1 中心点法测量照度示意图
式中： Eave－平均照度 (lx); 。 测点

E； 一一第 i 个测点上的照度 Clx);

η 总的网格点数。

2 测量水平照度时，光电接收器应平放在场地上方的水平

面上，测量时在场人员必须远离光电接收器，并应保证其上无任

何阴影。

3 测量主摄像机垂直照度时（图 9. 2. 3-2），光电接收面的

法线方向应对准摄像机镜头的光轴，测量高度可取 1. 5m。测量

辅摄像机垂直照度时（图 9. 2. 3-3），可在网格上测量与四条边

线平行的垂直面上的照度，测量高度可取 lm。测量时应排除对

光电接收器的任何遮挡。

气 T I 
<\ T ／六
〈杰、Tt元；户

飞＂.／：：

图 9. 2. 3 2 主摄像机垂直照度

测试示意图

十十十
十＋＋
十十十

图 9. 2. 3 3 辅摄像机垂直照度

测试示意图

9.2. 4 照度均匀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U1 = Emin/Emax (9. 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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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 = Emin/Eave 

式中： U1 、 U2 一一一照度均匀度；

Errlin ←一一规定表面上的最小照度（lx);

Errnx 一－规定表面上的最大照度 Clx);

Eave ←→规定表面上的平均照度 Clx）。

(9. 2.4 2) 

9. 3 眩光测量

9. 3.1 比赛场地眩光测量点应按下列方法确定：

1 眩光测量点选取的位置和视看方向应按安全事故、长时间

观看及频繁地观看确定。观看方向可按运动项目和灯具布置选取。

2 典型场地眩光测量点可按下列方式确定：

1) 专用足球场眩光测量点可按图 9. 3.1-1 确定。

T
d
可

i

图 9. 3. 1 1 专用足球场眩光测量点图

注：·代表测量点，以下各图相同。

2）体育场眩光测量点可按图 9. 3. 1 2 规定确定。需要时

可将测量点增加到 9 个或 11 个。

3）网球场眩光测量点可按图 9. 3. 1-3 规定确定。

4）体育馆眩光测量点可按图 9. 3. 1-4 规定确定。

9.3.2 眩光测量应测量各测点上主要视看方向的眩光，眩光指

数的计算可按本标准附录 B 的规定进行，并应取各观测点土的

眩光指数中的最大值作为该场地的眩光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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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m 

图 9. 3. 1 2 体育场眩光测量点图

2主

吁
封
过

图 9. 3. 1-3 网球场眩光测量点图

一寸寸5运

l/4 

图 9. 3. 1 4 体育馆眩光测量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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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现场显色指数和色温测量

9.4.1 现场显色指数和色温的测量应在场地上均匀分布的测量

点上进行，且不宜少于 9 个测量点。

9.4.2 现场显色指数和色温应为各测点上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现场色温与光源额定色温偏差不宜大于 10%，现场显色指数不

宜小于光源额定显色指数 10% 。

9.5 照明功率密度测量

9. 5.1 照明功率测量宜在供电回路的开关处进行。

9.5.2 照明功率密度 CLPD）可按下式计算：

四D＝去（9.5.2)

式中： LPD 照明功率密度 CW/m2);

P一一对应照明等级的照明总功率 CW);

A←→←场地的面积（m2 ）。

9.6 检测报告

9. 6.1 检测记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名称、工程地点、委托单位；

2 检测日期、时间、环境条件（供电电压、环境温度）；

3 检测依据：有关标准规范、工程招标技术要求；

4 检测设备：仪器名称、型号、编号、校准日期；

5 场地尺寸：长度、宽度、高度、面积；

6 光源种类、功率、规格型号、数量、生产厂；

7 灯具（含电器附件）类型、规格型号、数量、生产厂、

安装天数、清扫周期；

54 

8 灯具布置方式、安装高度；

9 控制系统及照明总功率；

10 检测项目（以下包括测量点图和对应的测量值）：



1）水平照度；

2）垂直照度：摄像机方向垂直照度，四个方向垂直照度；

如眩光计算参数；

4）现场显色指数；

5）现场色温；

6）照明总功率。

11 测量值计算：

1）平均照度 Eave;

2）照度比率 Ehave/Evave;

3）照度均匀度 CT1 = Emin/Emax; 

4）照度均匀度 Uz = Emin/Eave; 

如均匀度梯度 UG;

6）眩光指数 GR;

7）照明功率密度 LPDo 

12 检测人员签字：检验、记录、校核。

9.6.2 检测报告应提供灯具平、剖面布置图和开灯模式灯具布

置图。

9. 6. 3 检测报告应对检测结果按设计标准出具检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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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上

0.
 2

m
 

0
.2

m
 

主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平
行
于
泳
池
纵
轴
的
主
看

台
上
，
与
游
泳
者
平
行
的
跑
动
摄
像
机
跟
随
游

泳
者
的
运
动
；

辅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泳
池
两
端
用
来
拍
摄
起
跳

1
×

1 
地
面

1.
 5

 
和
转
身



。
》

』
4

运
动
项
目

跳
水

网
球

室
外
足
球

田
径

场
地
尺
寸

(m
×

m
) 

跳
水
池
：

25
×

21
 

跳
台
及
跳
板

(0
.5

~
2 )

×
(

4
.8

~
6)

 

P
A

: 
10

. 
97

×
23

. 
77

 
T

A
: 

18
. 

29
×

36
.5

7 

10
5

×
68

 

18
1

×
10

2 

跑
道
宽

12
.

5m
 

百
米
终
点

12
×

12

照
度
计
算

网
格

(m
×

m
) 

2.
 5

×
2.

 5
 

l
×

l 

1
×

I 

5
×

5 

5
×

5 

2
×

5 

2
×

2 

续
表
A

照
度
测
量

参
考
高
度
（
m
)

网
格

摄
像
机
典
型
位
置

(m
×

m
) 

水
平

垂
直

5
×

5 
水
面
上

水
面
上

O.
 2

m
 

O.
 2

m
 

主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平
行
于
跳
水
平
台
长
轴
的

正
前
方

看
台
上
；

台
面
和
板

辅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跳
水
池
的
对
角
上
和
跳
水

1
×

I 
面
上

0.
 6
m
，
宽
池
纵
轴
的
前
、
后
位
置

2
m
至
水
面

1.
 O

m
 

区
域

主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赛
场
一
端
的
看
台
上
；

2
×

2 
1.

 0
 

1.
 5

 
辅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底
线
和
球
网
之
间
，
用
于

特
写
、
回
放
及
采
访

主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赛
场
中
，
心
线
延
长
线
主
看

台
上
的
重
要
位
置
；

10
×

10
 

1.
 0

 
1.

 5
 

辅
摄
像
机
中
球
门
区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看
台
上

或
地
面
上
回
放

16
m
区
内
精
彩
比
赛
，
及
设

置
在
边
线
作
采
访
和
报
道

10
×

10
 

主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有
足
够
高
度
的
看
台
上
以

4
×

10
 

1.
 0

 
1.

 5
 

拍
摄
整
场
全
景
，
另
有
主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横
轴

上
、
起
点
与
终
点
；
辅
摄
像
机
有

12
个
或
以

2
×

2 
上
，
用
来
拍
摄
各
单
项
赛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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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
动
项
目

棒
球

曲
棍
球

垒
球

橄
榄
球

沙
滩
排
球

场
地
尺
寸

(m
×

m
) 

内
场

45
×

45
；
外
场

90
°扇

形
，

R
=
l
2
0
扇
形
和
扇
形

两
边
线
外

18
.
2
9
m
围
栏

以
内
的
区
域

91
. 

4
×

54
.8

4 

内
场

30
×

30
；
外
场

90
。

扇
形
，
R
=
6
l
m
～
7
0
m

扇
形
和
扇
形
两
边
线
外

7.
 6
2
m
围
栏
以
内
的
区
域

12
0

×
68

 

16
×

8
四
周
有

5
m
宽
活

动
区
，
外
加
围
栏

照
度
计
算

网
格

(m
×

m
) 

内
场

2.
5
×

2.
5 

外
场

5
×

5

5
×

5 

内
场

2.
 5

×
2.

 5
 

外
场

5
×

5 

5
×

5 

1
×

l 

续
表
A

照
度
测
量

参
考
高
度
（
m
)

网
格

摄
像
机
典
型
位
置

Cm
×

m
) 

水
平

垂
直

主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1
垒
与

3
垒
连
线
击
球
方

内
场

5
×

5
1.

 0
 

1.
 5

 
向
延
长
线
上
和

3
垒
与

1
垒
、

2
垒
、

4
垒
连

外
场

10
×

10
线
延
长
线
的
看
台
上
；

辅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场
地
周
边

主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场
地
中
心
线
延
长
线
主
看

10
×

10
 

1.
 0

 
1.

 5
 

台
上
的
重
要
位
置
；

辅
摄
像
机
可
用
来
回
放
赛
场
上
重
要
的
动

作
，
如
球
门
区
和
角
区
击
球

内
场

主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1
垒
与

3
垒
连
线
击
球
方

5
×

5 
1.

 0
 

1.
 5

 
向
延
长
线
上
和

3
垒
与

1
垒
、

2
垒
、

4
垒
连

外
场

线
延
长
线
的
看
台
上
；

10
×

10
 

辅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场
地
周
边

主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中
心
线
的
延
长
线
上
主
看

10
×

10
 

1.
 0

 
1.

 5
 

台
上
的
重
要
位
置
；

辅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边
线
和
球
门
后
面

主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主
看
台
、
中
央
看
台
左

2
×

2 
1.

 0
 

1.
 5

 
右
侧
；
辅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东
、
西
侧
底
线
、
球
网
处



。
、
队

3

运
动
项
目

空
中
技
巧

雪
上

自
由
技
巧

式
滑
U
形

雪
、
场
地

单
板

滑
雪
技
巧

大
跳

L口
句工

。ι守

中
技
工5

高
山
滑
雪

跳
台
滑
雪

场
地
尺
寸

(m
×

m
) 

长
1
5
0
m
，
宽

3
0
m
，
落
差

5
5
m
，
坡
度

2
4
。
～
3
8
。

长
2
7
0
m
，
宽

3
0
m
，
落
差

1
3
0
m
，
坡
度

2
8
。
士
4
。

长
1
5
0
m
，
宽

1
9
m
～
2
2
m
,

高
6.
7
m
，
落
差

8
1
m
,

坡
度

17
.

5°
~

18
. 

5°
 

助
滑
区
长

5
0
m
，
宽

5
m
,

坡
度

20
。
；
跳
台
宽

5
m
;

着
陆
区
长

3
5
m
，
宽

2
0
m
,

坡
度

28
°
；
停
止
区
长

3
0
m
，
宽

3
0
m

回
转
项
目
长

5
5
0
m
，
宽

不
低
于

5
0
m
，
落
差

14
0m

~
22

0m
 

标
准
台

9
0
m
、
大
跳
台

1
2
0
m
；
助
滑
道
长

8
0
m
～

l
O
O
m
，
坡
度

3
5
。
～

4
0
。

续
表
A

照
度
计
算

照
度
测
量

参
考
高
度
（
m
)

网
格

网
格

摄
像
机
典
型
位
置

(m
×

m
) 

(m
×

m
) 

水
平

垂
直

5
×

2.
 5

 
10

×
5 

1.
 0

 
1.

 5
 

5
×

2.
 5

 
10

×
5 

1.
 0

 
1.

 5
 

主
辅
摄
像
机
按
摄
像
要
求
分
布
在
准
备
、
助

5
×

2.
 5

 
10

×
5 

滑
、
起
跳
、
跳
跃
、
技
巧
、
着
落
、
滑
行
、
停

1.
 0

 
1.

 5
 

止
等
位
置

2
.5

×
 

5
×

 
(1
或

2.
5)

 
(2
或

5)
1.

 0
 

1.
 5

 

5
×

2.
 5

 
10

×
5 

1.
 0

 
1.

 5
 

主
辅
摄
像
机
按
摄
像
要
求
分
布
在
准
备
区
、

滑
动
和
起
跳
、
转
弯
、
旗
门
、
终
点
等
位
置

主
辅
摄
像
机
按
摄
像
要
求
分
布
在
准
备
、
助

5
×

1 
10

×
2 

1.
 0

 
1.

 5
 

滑
、
起
跳
、
飞
行
、
着
落
、
滑
行
、
终
止
等

位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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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
入

续
表
A

场
地
尺
寸

照
度
计
算

照
度
测
量

参
考
高
度
（
m
)

运
动
项
目

(m
×

m
) 

网
格

网
格

摄
像
机
典
型
位
置

(m
×

m
) 

(m
×

m
) 

水
平

垂
直

起
点
区
长
度

5
0
m
；
终
点

区
长
度

5
0
m
～

l
O
O
m
,

5
×

2 
10

×
4 

1.
 0

 
1.

 5
 

越
野
滑
雪

宽
度

6
m
或

12
m;

主
辅
摄
像
机
按
摄
像
要
求
分
布
在
准
备
区
、

起
点
区
、
赛
道
、
终
点
区
等
位
置

短
距
离
越
野
滑
雪
赛

(5
或

15
或

(1
0
或

30
或

1.
 0

 
1.

 5
 

道
长

8
0
0
m
～

18
00
口1

25
)×

2 
50

)×
4 

靶
面

0.
 1

×
o. 

1 
0.

 2
×

0.
 2

 
靶
面

靶
位
宽

2.
75

m
~

3m
 

l ×
l 

1
×

l 
靶
位

主
摄
像
机
设
置
在
射
手
的
正
面
、
侧
面
和
比

射
击

弹
道
长

5
0
m
，
宽

1.
 0

 
赛
场
地
的
尽
端

4
×

 
2.

 7
5m

~
3m

 
2

×
1 

(2
. 

75
~

3)
 

1.
 0

 

冬
季

赛
道
长

8
0
0
m
～
4
0
0
0
m
，
宽

两
项

4
m
～
S
m
；
处
罚
圈
长

越
野

15
0
土
S
m
，
宽

6
m
接
力
赛

(5
或

15
或

(1
0
或

30
或

1.
 0

 
1.

 5
 

主
辅
摄
像
机
按
摄
像
要
求
分
布
在
准
备
区
、

滑
雪

交
接
区
长

3
0
m
，
宽

9
m
,

25
)×

2 
50

)×
4 

起
点
区
、
赛
道
、
终
点
区
等
位
置

交
接
区
前

5
0
m
赛
道
宽
度

不
低
于

9
m

5
×

0
.5

 
10

×
I 

雪
撬
、

长
度

1
5
0
0
m
～
2
0
0
0
m
,

（
直
道
）

（
直
道
）

1.
 0

 
1.

 5
 

主
辅
摄
像
机
按
摄
像
要
求
分
布
在
起
点
、
终

雪
车

10
个
以
上
弯
道

1
×

0.
 5

 
2

×
l 

点
和
滑
行
道
等
位
置

（
弯
道
）

（
弯
道
）

注
：
对
于
有
空
中
照
度
要
求
的
雪
上
项
目
，
相
应
区
域
水
平
照
度
及
垂
直
照
度
宜
通
过
照
明
计
算
确
定
。



附录 B 眩光计算

B.0.1 体育场馆眩光指数 CGR）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GR 应按下式计算：

部＝ 27+24lgt击 CB. O. 川
式中 z Lv1 一一一由灯具发出的光直接射向眼睛所产生的光幕亮度

(cd/m2); 

L回一一由环境引起直接人射到眼睛的光所产生的光幕亮

度（cd/m2 ）。

2 各参数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z

1) 由灯具产生的光幕亮度应按下式计算

L1=10汇乌二 CB.O. 1-2) 
i=i e~ 

式中： Eeye,i 一一观察者眼睛上的照度，该照度是在视线的垂直面

上，由第 i 个光源所产生的照度 Clx);

品一一观察者视线与第 i 个光源人射在眼睛上方向所形

成的角度（。）；

n 一一光源总数。

2）由环境产生的光幕亮度应按下式计算：

Lve = 0. 035Lav (B, 0. 1-3) 

式中 z Lav 一一可看到的水平照射场地的平均亮度（cd/m2 ）。

3）平均亮度 Lav应按下式计算z

Lav = Ehorav •斗L
πHo 

式中： Ehorav 一一照射场地的平均水平照度 Clx);

ρ一一漫反射时区域的反射比；

。。一－1 个单位立体角 Csr）。

CB. 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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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马道位置设置方法与设计参数

C.0.1 马道上灯具投射到场地与场地远边线之间的夹角 ψ不应

小于 25。，灯具技射到场地与场地近边线之夹角。不宜大于 65。

（图 c. 0.1) 。

电

t:d: 斗

图 c. o. 1 马道灯具安装位置图

h 马道（灯具）距地面的高度； d一马道水平投影距近边线距离（双马道时指后

排马道）；四广场地宽度； s一马道水平投影距场地中心点距离； s1 、 s2一双马道两

排灯具水平投影距场地中心点距离

c. o. 2 体育场馆马道位置设计参数宜符合下列规定 z

1 马道高度（中心点高度）及距场地近边线的距离宜按表

c. 0. 2 1 和表 c. 0. 2-2 确定。

表 c. 0. 2-1 单马道灯具安装高度及位置参数

项目 伊（。） d (m) h (m) s (m) 

19.0 52.5 65.5 

26.0 55.5 72. 5 
田径 25 

34.0 59. 5 80.5 
（足球〉

45.0 64.5 91. 5 

30 24.5 68.0 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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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0. 2-2 双马道灯具安装高度及位置参数

项目 伊（。） d (m) h (m) 可1 Cm) s2 (m) 

16.0 43. 5 46.5 62. 5 

20.0 43. 5 46. 5 66. 5 

25 25.0 43.5 46. 5 71. 5 

田径
30.5 43.5 46.5 77. 0 

（足球）

36. 5 43. 5 46. 5 83.0 

19. 5 53.5 46. 5 66.0 
30 

25.0 53. 5 46.5 71. 5 

注：表 c. 0. 2 1 和表 c. 0. 2 2 的参数是按照 10 条跑道的情况计算。

2 专用足球场马道高度（中心点高度）及距场地近边线的

距离宜按表 c. 0. 2 3 和表 c. 0. 2 4 确定。

表 c. 0. 2-3 单马道灯具安装高度及位置参数

项目 <p （。） d (m) h (m) ♀（m) 

13.0 38.0 47.0 

19.0 41. 0 53.0 
25 

足球 25.0 43. 5 59.0 

33.0 47. 5 67.0 

30 25.0 53. 5 59.0 

表 c. 0. 2-4 双马道灯具安装高度及位置参数

项目 <p （。） d (m) h (m) SJ (m) s2 (m) 

11. 5 32.0 34 45.5 

15.0 32.0 34 49.0 

25 18. 5 32. 0 34 52. 5 

足球 22.0 32.0 34 56.0 

26. 5 32.0 34 60.5 

18.5 39.0 34 52.5 
30 

22. 5 39.0 34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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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体育馆马道高度（中心点高度）及距场地近边线的距离

宜按表 c. o. 2 5 和表 c. 0. 2 6 确定。

表 c. o. 2-5 单马道灯具安装高度及位置参数表

项目 rp （。） d (m) h Cm) s Cm) 

10.5 22.0 24.5 

14.0 24.0 28.0 
30 

19.0 27. 0 33.0 

体操 26. 5 31. 5 40.5 

（篮排球） 13.5 29.0 27.5 

35 19.0 33.0 33.0 

27.0 38.5 41. 0 

40 18.0 38. 5 32.0 

表 c. 0. 2-6 双马道灯具安装高度及位置参数

项目 rp （。） d (m) h (m) SJ (m) s2 (m) 

7.5 16.0 14.0 21. 5 

9.5 16. 0 14.0 23.5 
30 

11. 5 16.0 14.0 25.5 

13.5 16.0 14.0 27. 5 
体操

9. 0 19.5 14.0 23.0 
（篮排球）

35 11. 5 19.5 14.0 25. 5 

13.5 19. 5 14.0 27. 5 

11. 0 23. 5 14.0 25.0 
40 

13. 5 23.5 14.0 27.5 

4 网球馆马道高度（中心点高度）及距场地近边线的距离

宜按表 c. 0. 2-7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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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0. 2-7 单马道灯具安装高度及位置参数

项目 伊（。） d (m) h (m) s (m) 

7.0 14.5 16.0 

9. 0 16.0 18.0 
30 

12. 5 18.0 21. 5 

17. 5 20.5 26. 5 

网球 9.0 19.0 18.0 

35 12.5 21. 5 21. 5 

18.0 25. 5 27. 0 

12.0 25.5 21. 0 
40 

17.5 30.0 26.0 

注：小型比赛场地宜采用双马道。

5 游泳馆马道高度（中心点高度）及距场地近边线的距离

宜按表 c. 0. 2 8 确定。

表 c. 0. 2-8 双马道灯具安装高度及位置参数

项目 <p （。） d (m) h (m) SJ (m) s2 (m) 

6. 5 14. 5 12.5 19.0 

8. 5 14.5 12. 5 21. 0 
30 

10.0 14.5 12. 5 22.5 

12.0 14. 5 12.5 24.5 

游泳 8.0 17.5 12. 5 20. 5 

35 10.0 17. 5 12. 5 22.5 

12. 5 17. 5 12.5 25.0 

10.0 21. 0 12. 5 22. 5 
40 

12.0 21. 0 12. 5 24. 5 

注：比赛级的游泳跳水馆宜采用双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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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体育场马道端点处灯具到场地中心线的垂直连线与场地

平面之间的夹角不应小于 25°，体育馆马道端点处灯具到场地中

心线的垂直连线与场地平面之间的夹角不应小于 30。。

70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可”。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z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气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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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53 

2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钢直梯》

GB 405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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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光灯具安全要求》 GB 70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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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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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修订说明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 JGJ 153 - 2016，经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2016 年 12 月 15 日以第 1390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 JGJ 153 

2007 的基础上修订而戚，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参编单位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

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体育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公司、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

司、索恩、照明（广州、｜）有限公司、北京希优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东升集团光辉灯具有限公司、

欧司朗佛山照明有限公司、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

起草人员是赵建平、林若慈、张文才、汪猛、李国宾、杨兆杰、

张建平、赵燕华、姚梦明、顾峰、宁华、蒋瑞国、解辉、范毅、

刘剑平、康耀伟、罗涛。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体育场馆照明工程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

规、技术标准，通过专项试验取得了体育场馆照明的重要技术

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

测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条文说明，对条

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

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本条文说明不具备

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

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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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1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原则，是在总结我国体育场馆照明

设计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内容，统一

照明设计标准和检测方法，提高体育场馆照明设计质量，确保体

育场馆的使用功能，并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节

约能源制定的。

1. 0. 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

本标准适用于主要运动项日的体育场馆，包括新建、扩建和改建

体育场馆的照明设计及体育场馆的照明检测。

1. 0. 3 体育场馆的照明设计与检测应符合国际照明委员会

CCIE）相关标准的规定。同时，也应符合国际各体育组织，如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 CGAISF）、国际足球联盟（FIFA）、

国际田径联合会 CIAAF）；电视广播机构，如奥林匹克广播服

务公司 COBS）、北京奥运会转播公司 (BOB) 等对于赛事及其

转播的要求。

有关体育场馆建设的标准、规范随着大量体育场馆的兴建逐

步得到完善，在场馆建设时应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照明设计，兼顾

赛时与赛后的充分利用，达到既经济又实用的目的。为了提高体

育场馆的使用效率，大多数体育场馆都是多功能、多用途的，除

了各项体育运动，也能用于非体育运动，如音乐会和其他文化活

动。大型体育设施可为容纳大批人群的各项活动提供服务，这样

可使它们在经济上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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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本章术语符号部分引自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照明术语标准》

JGJ/T 119，同时也参照了国际上相关体育照明标准的术语定

义，并加以统一和赋予新的含义。增加了运动场地、比赛场地、

特殊显色指数、色品、色品坐标、色容差、发光二极管（LED)

灯、频闪比等术语及 HDTV 等符号。为方便使用本章将术语和

符号分列为两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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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体育场馆照明分级是在参考国际和国外照明标准分

级并结合我国实际使用要求制订的。本次修订对表 3.0. 1 增加了

注“町、 V 、刊也适用于有特殊要求的其他比赛”，主要是随着

我国体育体制的不断改革，非国家级的体育赛事也开始出现并可

能逐渐成为主流，这些赛事可能要进行电视转播，因此对体育场

馆照明的要求可能会达到N级、 V级甚至H级，增加这一内容也

是为了满足实际需求和未来的发展。体育场馆赛事分类表 1 是根

据国家和国际等赛事的规模和重要程度得出的，同时也参考了现

行行业标准《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JGJ 31 的建筑设计等级分类。

体育运动等级从训练到重大比赛共分为六个等级，本标准VI级、

V级、凹级、皿级与现行行业标准《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JGJ 31 

的特级、甲级、乙级、丙级基本对应，但不完全吻合，如现行行

业标准《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JGJ 31 中的特级是指特别重要并

有重大意义的体育建筑（奥运会主场馆和足球世界杯主场），而

本标准M级是指要求高清晰度电视 CHDTV）转播的所有场馆，

有现行行业标准《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JGJ 31 中的特级，也有

甲级。所划分的体育赛事分类，为合理使用体育场馆功能等级提

供了参考依据。体育场馆照明使用功能等级对应的体育赛事类别

见表 1～表 30

表 1 体育场馆使用功能分级及赛事分类

等级 使用功能 赛事分类

皿 专业比赛
省、市体育单项运动协会组织的，由专业或职

业运动员参加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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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

等级 使用功能 赛事分类

国际邀请赛、一般国际单项比赛、一般洲际单

国家比赛、
项比赛、国际巡回赛、全国青年运动会、少数民

N 族运动会、国内一般单项比赛、国内单项系列赛、
国际比赛

省运会等．即重大国家、国际比赛界定范围之外

的国家、国际比赛

国际奥委会举办的比赛、国际奥委会所承认的

A类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举办的各类比赛（如奥运

重大国家比赛、
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洲际杯以及相应的预

v 选赛等）以及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举办
重大国际比赛

的比赛、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所承认的

国家单项体育组织举办的各类比赛（如全国运动

会、全国单项锦标赛、全国单项联赛等）

重大国家比赛、
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洲际杯（足球、

飞4 重大国际比赛
篮球、排球、乒乓球、游泳跳水以及羽毛球等）、
全运会等，或由电视转播机构和赛事要求所认定

(HDTV转播）
的其他赛事

表 2 国 ~T-、足联（FIFA）、国际田联（IAAF）比赛分级

有电视转播的比赛 无电视转播的比赛

等级 比赛类型 等级 比赛类型

V级 国际比赛 E级 国家比赛

N级 国家比赛 E级 联赛、俱乐部比赛

I 级 训练、娱乐

表 3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GAISF）比赛分级

业余水平 专业水平

体能训练 体能训练

非比赛、娱乐活动 国家比赛

国家比赛 TV转播国内比赛

TV转播国际比赛

HDTV高清晰度电视转播比赛

应急电视

3.0.2 体育运动和竞赛项目日趋发展和普及，参与者和观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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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的人越来越多，对照明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照明设施必须保

证运动员和教练员能够看清比赛场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活动和场

景，这样他们才能达到最佳表现，观众也必须在舒适宜人的环境

条件下紧随运动员和比赛进行观看。体育场馆照明设计除应满足

现场各类人员的需求外还应为观看比赛的广大电视观众提供高质

量的电视转播场景。运动员和观众的照明要求可能与电视转播的

要求不一致，此时应通过调整摄像机或其他手段予以解决。如射

击场除目标照度要求比较高外，其他位置的照度要求都不是很

高，色温也不宜过高，这与摄像的要求会有矛盾，此时应对摄像

机进行调整。

3.0.3 重大国际比赛 HDTV 转播照明的各项技术指标明显高于

其他照明模式的要求，特别是高清晰度电视转播照明主摄像机方

向的垂直照度高达 2000lx～ 2500lx，均匀度 U1 和 U2分别达到

0. 6 和 0. 7。单从运动员、裁判员来说并非需要这样高的标准。

针对目前体育场馆建设状况，实测调查表明，有些体育场馆不可

能进行 HDTV转播重大国际比赛也按高标准设计，这不仅是一

种资源上的浪费，而且也没有必要。这里重大国际比赛一般指奥

运会、世锦赛、世界杯等。对于每项重大国际比赛国际相关体育

组织和组织机构还会对照明提出具体的要求，如满足某些特定摄

像机的要求等，所以本条规定其照明还应符合国际相关体育组织

和组织机构的技术要求。

3.0.4 对于重大比赛的主场馆，往往承担着开、闭幕式的任务，

在照明设计时应予以充分考虑，特别是照明电气系统考虑其他用

途要留有足够的余量。此外，对重大比赛场馆内的国旗、会旗、

礼旗、颁奖区、混合采访区也要设置照明，以国际奥林匹克转播

服务机构 COBS）为例，通常有国旗、会旗、礼旗等，有升旗和

交接仪式，需要重点照明。颁奖区对于每项比赛往往也有特定的

位置，需要增加重点照明。混合采访区有时设在出人口或通道

处，也有必要加强此区域的照明。一般摄像机方向的垂直照度不

应低于 lOOOlx，但不得低于背景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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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体育场馆照明除比赛场地照明外，还应考虑观众席照明

和应急照明。观众席照明的目的除一般地满足看清座位的需要

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电视转播摄像要求，包括对一些重要官

员和著名人物的特写和慢镜头回放。体育场馆的特点往往是建筑

体量比较大，可容纳数千人甚至数万人，人多密度大，保证大批

人群安全出人体育场馆极其重要，特别是在发生紧急情况下，应

急照明就更必不可少。

3.0.6 在某些情况下，投光灯具由于体育设施的客观限制不能

安装于最佳位置，以致造成照明设施很难达到既定的照明标准值

或产生不能容忍的眩光。此时最重要的是建筑师和照明设计师的

密切配合，这种合作需要从方案设计阶段开始直到新的体育场馆

最后完成，在整个建筑物建造中，无论在室内（如顶棚系统和马

道位置）或室外（如赛场屋顶）对构造与设施进行整合尤为重

要，其结果会获得满意的效果。

3.0.7 在照明设计时应根据不同的运动项目，运动场地的大小，

实际使用中最高应用级别等情况选择相对应的照明标准值，出于

照明节能的考虑，不宜进行超级别设计。照明设计标准未给出上

限值，在设计时一般不应高出上→级标准值，对于最高一级标准

在考虑维护系数的情况下能达到标准就可以了，并非越亮越好。

目前，体育场馆照明设计指标普遍偏高，应加以适当控制，出于

经济的原因，国际上还提出了使用非对称的照明系统，如体育

场，在主摄像机侧照明设施提供规定的垂直照度值，而在相对一

侧的垂直照度可为该值的 60%，这与全对称照明系统相比较可

节省总的照明投资费用。但在田径赛事中摄像机的位置极其灵

活，与这种照明系统会有矛盾，还应考虑实际应用的需要。

3.0.8 为检验照明计算与照明设施安装完成后的符合情况应进

行照明检测。对于那些正在使用中的体育场馆如果用来举行重大

比赛，在正式比赛前也应进行照明检测，对于检测不合格的项目

需要进行设备的更新和升级。为保证检测数据准确性，应委托国

家授权的权威检测机构进行照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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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照明标准

4.1 一般规定

4. 1.1 本标准所规定的照度值为比赛场地参考平面上的平均使

用照度值。比赛场地是指主赛区或总赛区，本标准除羽毛球和网

球有总赛区（内场和外场）以外，其余项目均只有主赛区。国际

照明委员会 CCIE）技术报告《体育赛事中用于彩电和摄影照明

的实用设计准则》 CIE 169 - 2005 给出了使用照度与维持照度的

关系（图 1) 。

＜不维护系统

2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使用时数（h)

图 1 使用照度与维持照度的关系

图 1 中使用照度与维持照度的关系可用公式 (1）和公式

(2）计算：

E使用＝ 0. 8 × E初始 (1) 

E维持＝ 0. 8 × E 使用＝ 0. 64 × E初始 (2) 

式中： E初始 初始照度，即照明装置新装时在规定表面上的照

度 Clx);

E使用二一使用照度 Clx);

E维持一二一维持照度 C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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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附录 A 中参考平面的高度，其中水平照度参考平面

的高度主要是按照《体育赛事中用于彩电和摄影照明的实用设计

准则》 CIE 169 - 2005 和各运动项目的实际高度确定的，垂直照

度参考平面的高度主要是按照国际各体育组织和电视广播机构的

规定确定的。

4.1. 2 均匀度是评价照明质量的重要指标之→。由于电视转播

的需要，体育照明还增加了最小／最大的均匀度指标，即 U1 。

4.1. 3 眩光指数的计算方法是依据《室外运动场地和区域照明

的眩光评价系统》 CIE 112 - 1994 的公式确定。编制组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室内体育馆眩光的评价系统。体育场馆的不舒适眩光

应满足本标准的相关要求。

4.1. 4 色温和显色指数对电视转播质量有着重要影响，本章规

定的指标是在参考国际相关标准，并经编制组实验研究确定的。

4.2 室内场地照明标准值

4. 3 室外场地照明标准值

4.2.1～4.3.15 各表中所列照明标准值是参考国际照明委员会

CCIE）标准，国际体育组织标准和广播电视机构对体育场馆的

照明要求，在大量的实例调查结果以及总结设计和使用中的实践

经验的基础上，并通过对重要技术指标进行科学论证制定的。特

别是在编写本标准的过程中将 CIE 技术报告《体育赛事中用于

影电和摄影照明的实用设计准则》 CIE 169 一 2005 内容搜集进

来，充实了标准的内容，使之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

1 国内外体育照明标准

本标准规定的照明标准值参考了国际田联 CIAAF）、国际

足联 CFIFA）、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 CGAISF）、奥林匹克广播

服务公司 COBS）、国际照明委员会 CCIE）、中国田协 CCAA）、

中国网协 CCTA）等国内外标准的相关规定（表 4～表 18 ）。

国际田径联合会 CIAAF) 2008 年赛事照明要求（中国田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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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采用）：

无电视转播照明要求

水平照度

最低照度 色温
一般显色 眩光

比赛分级 Ehavc 卡
均匀度

指数 指数
CK) 

Clx) R. GR 
U1 U2 

I 级（训练、娱乐） 75 0. 3 0. 5 铃樨 >2000 >ZO 

E级（业余比赛） 200 0. 4 0.6 工＞4000 二三65 主二50

皿级（国家、国际比赛） 500 0. 5 0.7 >4000 二三80

表 4

长数值为考虑了灯具维护系数后的最低平均照度值，即表中数值乘以

1. 25 等于最低初始照度值；

养长当仅使用跑道时，内场灯关闭，照度均匀度 U2不小于 0. 25; 

对于举办国家、国际比赛的场地照明每 5m 的照度均匀度梯度不大

于 20% 。

注： 1

2 

3 

有电视转播照明要求

垂直照度 光源 光源显 眩光

比赛分级 摄像类型 E咀ve * 最低照度均匀度 色温 色指数 指数

Clxl U1 U2 CKl R. GR 

国家和国际比赛十
固定摄像 1000 二？：－800.4 0. 6 >4000 

应急、 TV照明

慢动作 1800 0. 5 0. 7 
三二50

固定摄像 1400 o. 5 恬眷 0. 7 传特 >5500 二三90
重大国际比赛

移动摄像 1000 0. 3 0.5 

终点摄像 2000 

表 5

关数值为考虑了灯具维护系数后的最低平均照度值，即表中数值乘以 1. 25 

等于最低初始照度值；

兴头终点摄像垂直照度均匀度矶和 U2应当不小子。. 9; 

每 5m 的照度均匀度梯度不应超过 20%;

平均水平照度与平均垂直照度的比值满足： 0. 5王三Ehave / Evave< 2;

第一排观众席垂直照度与场地垂直照度比值不小于 0.25;

场地四个朝向的垂直照度均匀度 U1应不小子 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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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 2003 年足球场人工照明标准：

表 6 无电视转播的赛场人工照明标准推荐值

水平照度
照度均匀度 眩光指数 光源色温 光源显色指数

比赛分级
Ox) 

Ehave 赘 U2 GR T,p R. 

皿级 500 0.7 < 50 >4000K 二注80

E级 200 0.6 < 50 >4000K 二注65

I 级 75 0. 5 < 50 >4000K 二~20

注 2 铃数值为考虑了灯具维护系数后的照度值，即表中数值乘以 1. 25 等于初始照

度值。

表 7 有电视转播的赛场人工照明标准推荐值

垂直照度 水平照度

光源 光源显
比赛

摄像类型 照度均匀度 照度均匀度 色温 色指数
分级 Evave Ehave 

Ox) Ox) 
(K) R. 

U1 U2 U1 U2 

慢动作 1800 0.5 0. 7 

二~80

V级 固定摄像 1400 0.5 0.7 1500~ 3000 o. 6 0.8 >5500 最好

二~90

移动摄像 1000 0.3 o. 5 

N级 固定摄像 1000 0. 4 0.6 1000~ 2000 0.6 o. 8 >4000 二~80

注： 1 照度值应考虑维护系数，推荐灯具维护系数为 0.80，照度的初始数值应为

表中数值的 1. 25 倍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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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 5m 的照度均匀度梯度不应超过 20%;

3 眩光指数GR不大于 50。

国际曲棍球联合会（FIH) 2007 年赛事照明要求：



表 8 2007 年赛事照明要求

水平照度 垂直照度
分 运动 水平 垂直

均匀度 均匀度 R, GR 
级 级别 照度 照度

U1 U2 U飞 U2 

III 
训练

>ZO >300 >O. 5 >O. 7 <55 
娱乐

非
业余

电视 JI 比赛 >500 >O. 5 >O. 7 <50 >65 

转播
I 国家国
际比赛

>750 >O. 5 >O. 7 <50 >65 

CTV> 1000~ >SO 
>1000 >O. 5 >O. 7 >0.4 >O. 6 <50 

75m 2000 （持养 90)

电视 CTV> 1500~ >SO 
>1400 >O. 5 >O. 7 >0.4 >0.6 <50 

转播 150m 3000 （祷并 90)

1500~ 
HDTV >ZOOO >O. 7 >0.8 >0.6 >O. 7 <50 >90 

3000 

注： 1 CTV为最大摄像机距离；

非

电

视

转

播

z 提问一场馆应当采用相同色温的光源；

3 并关电视转播比赛显色指数推荐值。

国际曲棍球联合会 CFIH) 2011 年赛事照明要求：

表 9 2011 年赛事照明要求

水平照度 垂直照度
分 运动 水平 垂直

均匀度 均匀度 R, GR 
级 级别 照度 照度

U飞 U2 U1 U2 

皿
训练

>O. 7 >ZOO >0.5 <55 >65 
娱乐

业余
JI >250 

比赛
>0.5 >O. 7 <50 >65 

I 
国家国

际比赛
>500 >O. 5 >O. 7 <50 >65 

T,p * 

>ZOOO 

>4000 

>4000 

>5000 

>5000 

>5000 

T叩祷

>4000 

>4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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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水平照度 垂直照度
分 运动 水平 垂直

均匀度 均匀度 GR Ra T,p 娓
级 级别 照度 照度

U1 U2 u, U2 

800~ 
地方性赛事 >750 >0.65 >o. 7 >O. 65 >O. 7 <SO >65 >4000 

电
1000 

视 1500~ 
国家级赛事 >1400 >0.65 >O. 7 >0.65 >O. 7 <SO >65 >4000 

转 3COO 

播
1500~ 

国际赛事
3COO 

>200。 >O. 70 >0.8 >o. 65 >0.8 <SO >65 >4oro 

注：头向一场馆应当采用相同色温的光源。

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 2011 年足球场人工照明标准：

表 10 无电视转播的赛场人工照明标准推荐值

水平照度（］卫） 水平照度均匀度 光源色温 光源显色指数
比赛分级

Eh，四拼 U2 T,p R, 

E级 750 0. 7 >4000K 二主65

H 级 500 0. 6 >4000K 二三65

I 级 200 0. 5 >4000K 二三65

注： 1 兴数值为考虑了灯具维护系数后的最低照度值，即表中数值乘以 1. 4 等于

最低初始照度值；

比赛

分级

V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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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 lOm 的照度均匀度梯度不超过 30%;

3 运动员主要运动方向避免直射眩光。

表 11 有电视转播的赛场人工照明标准推荐值

垂直照度 水平照度 光源

摄像类型 Evave 照度均匀度 Ehave 照度均匀度 色温

Clx) U1 U2 Clx) U1 U2 (K) 

固定摄像 >ZOOO 0. 6 o. 7 3500 0. 6 0.8 >4000 

移动摄像 1800 0.4 0.65 

光源显

色指数

R, 

二注65



续表 11

垂直照度 水平照度 光源 光源显
比赛

摄像类型 照度均匀度 照度均匀度 色温 色指数
分级

Evave Ehave 

(ix) U1 U2 Ox) U1 U2 CK) Ra 

固定摄像 2000 o. 5 0.65 
N级 2500 0.6 0.8 >4000 二，，，55

移动摄像 1400 0.35 0.6 

注： 1 照度值应考虑维护系数，推荐灯具维护系数为 0.70，照度的初始数值应不

小于表中数值的 1. 40 倍 F

2 每 lOm 的照度均匀度梯度不应超过 30%;

3 对所有等级眩光指数 GR 不大于 50 。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GAISF）室内外体育场馆人工

照明指南：

表 12 国家级赛事照明标准推荐值

摄像机 水平照度
水平照度 水平照度

垂直照度
垂直照度 垂直照度

显色 眩光

类型 Ox) 
均匀度 均匀度

Oxl 
均匀度 均匀度

指数 限值
min/ave min/max min/ave min/max 

摄像机 1000~ 2000 0. 7 0.5 1000 0.6 0.4 >SO <50 

表 13 重大赛事照明标准推荐值

摄像机 水平照度
水平照度 水平照度 垂直 垂直照度 垂直照度

显色 眩光

类型 (ix) 
均匀度 均匀度 照度 均匀度 均匀度

指数 限值
min/ave min/max Ox) min/ave min/max 

HDTV 
1500~ 3000 0.8 o. 7 2200 

转播
0. 7 o. 6 >90 <SO 

慢镜头 1500~ 3000 0.8 0.6 1800 0. 7 0. 5 >SO <50 

固定
1500~ 3000 0.8 0.6 

摄像机
1400 o. 7 0.5 >S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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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3

摄像机 水平照度
水平照度 水平照度 垂直 垂直照度 垂直照度

显色 眩光

类型 Oxl 
均匀度 均匀度 照度 均匀度 均匀度

指数 限值
min/ave min/max Oxl min/ave min/max 

移动
1500~ 3000 0.8 o. 6 1200 0. 5 0. 3 >SO <50 

摄像机

注： 1 平均水平和垂直照度比率：推荐照度比率为 0. 75~ 1. 5。如果有高清转播，

其他相机的水平照度均按照高清转播来处理；
2 min/ave 表示最小值与平均值的比值， min/max表示最小值与最大值的比值。

2008 年奥运会 BOB 电视转播照明要求：

主要以满足电视转播为主，除了考虑到一些项目和场地的特

点（如拳击、射击、击剑等）有些特殊要求以外，其各个场馆的

照明要求基本相同（表 14）。

表 14 2008 年奥运会电视转播照明要求

照度 Oxl 均匀度

uh Uv 
区域

E~ocmrmin Eh eve Eh min/ Eermin/ E~min/ E~min/ 

Ehmox Eerave E~max E~ave 

FOP 1400 参见 o. 7(0. 8) 0. 8(0. 9) 0. 6(0. 7) 0. 7(0. 8) 

FS C移动摄像机） 1000 比率 0. 6 0. 7 0. 4(0. 6) 0. 6(0. 7) 

Run off 主二150 0.4 0.6 

观众席 12 排面向 参见
0. 3 0. 5 

Caml# 比率

注： I E~min为任一点的垂直照度最小值， E~ave为垂直照度平均值， Ev-cam-min为摄

90 

像机方向垂直照度最小值， Eh－阳为水平照度平均值， Eermin为水平照度最
小值；

2 如果所有固定摄像机的照度不低于 1400lx，则移动摄像机垂直照度 E~min
应不低于 lOOOlx;

3 比赛场地内任一点上与场地四边平行的四个正交垂直面上的 Ev-min与 Ev-max

之比应等于或大于 0. 6; 

4 FOP 为围栏内的区域；

5 FS 为围栏与主赛区 CPA）之间的区域；

6 Run-off 为通道，围栏与观众席之间的区域。



2014 巴西世界杯足球赛照明要求：

表 15 巴西世界杯足球赛照明要求 1

垂直照度 水平照度 光源特性

照度
对摄像机

显色
等级 垂直照度 均匀度 照度值 均匀度 色温

计算
(Ev-cam) 

指数

Ix U1 U2 Ix U1 U2 Tep R. 

场内

摄像机
>1800 0.6 0.7 

v 水平照度与 5, 600 
四边垂

（国际重 0.5 0.7 垂直照度比z o. 7 0. 8 运二T呻 二三90

大比赛）
直照度

1. 5 倍～2倍 主二6,500
固定

摄像机
>2000 0.6 0. 7 

表 16 巴西世界杯足球赛照明要求 2

均匀度梯度 ＜UG) UG《15% ，纵向 5m／横向 4. 5m 

变化系数 ＜CV) CV:王三0. 13 

观众席垂直照度（前 12 排） 为主摄像机垂直照度的 0.25～0.33

四方向垂直照度比（最小／最大） 大于 0. 6 

注z 括号内数值为电视转播一般显色指数推荐值。

2014 年索契冬奥会照明要求：

表 17 2014 索契冬奥会照明要求

摄像类型
最小垂直照度 光源、色温 光源显色指数

Evmin Ox) (K) Ra 

移动摄像 二三1000

主摄像机 二＂1400 二三5600 二三90

超慢镜头回放 二＂2000

注 z 1 计算和测量要求z 水平照度高度取 Om，垂直照度高度取 1. 5m，网格间距

为 2m;

2 灯具布置应避免朝向摄像机的直射眩光及冰面或雪的反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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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冬季两项联盟竞赛规则照明要求：

表 18 冬季两项照明要求

照明区域 照度值 Clx)

场区、赛道 二三300 （最小值）

终点线、射击靶、校枪纸靶 二?olOOO

场区（有电视转播） 二三1000

注：当有电视转播时，照明尚应满足电视转播要求。

2 体育场馆现场实测调查

实测调查数据来源于现场检测和实际场馆照明设计，调查项

目包括各类体育场馆，其中以室外体育场、综合体育馆、网球

馆、游泳馆居多，有比赛场馆和训练场馆。参与统计分析的体育

场馆数据共计 900 多个，其中比赛场馆 462 个和训练场馆约 440

个。调查的内容包括照明数量和质量指标，有水平照度、垂直照

度、照度均匀度、照度比率、显色指数、色温、眩光指数等，一

些主要项目的实测调查结果见表 20、表 21 ，为编制我国《体育

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提供了参考数据。

其中对有电视转播的 462 个场馆的功能等级进行了统计（表

19 ）。 V级场馆数量略多于N级和H级。

表 19 场馆数量和比赛等级统计

类型 N v 飞q 总数（个）

体育场 51 55 47 153 

体育馆 60 74 84 218 

网球馆 19 21 8 48 

游泳馆 13 13 17 43 

总计（个） 143 163 156 462 

实测调查结果表明：

1) 照度水平：对数据按不同等级使用功能的要求都能达

到本标准的规定，其中还有个别场馆的照度值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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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照度均匀度：有不少体育场馆达不到标准规定的要求，

特别是垂直照度均匀度较难达到，这往往是由于灯具

配光不合理或设计上的问题造成的，如经过调试均匀

度还达不到要求，那就有可能是因建筑马道预留灯位

不恰当引起的。只要以上问题能处理好，满足标准规

定的均匀度是没有问题的。

3）光源的显色性和色温：最近几年新建的体育场馆所采

用的照明光源具有良好的显色性，只要按需要对光源

提出这方面的具体要求，光源的显色性和色温都能达

到标准的规定。

4）眩光指数z 在实测的体育场馆中，有少数体育场馆有

明显的眩光感觉。

通常是由于灯具的安装高度不够或灯具布置不合理及光的投

射角度没有控制好引起的，眩光指数是照明质量中的重要指标，

在设计中应给予足够重视。

对于雪上运动项目因我国开展较少，且多在白天进行，主要

是参考国际相关标准和单项组织竞赛规则的有关条款制订的。鉴

于雪上运动项目场地线路一般都比较长，电视转播重点是针对主

要功能区。

3 关于标准重要技术指标的实验研究

1）光源显色性对电视图像色彩还原影响研究

本研究通过主观评价和客观测量，对几种不同光源下的实景

物体和视频图像色彩还原能力开展测试与评价。

实验用党源：本研究所选择的实验用光源包括标准光源卤鸽

灯，以及标称显色指数为 65 、 80 和 90 的金卤灯；另选择了标称

65 、 80 和 90 的 LED灯进行了实景物体色彩还原主观评价研究。

七种光源的具体实测性能参数见表 22 。

为确保评价的合理性，本研究规定采用相同的照度

(2000lx）、相同的色温（4000K）条件下进行。

评测人员 z 参加实景物体色彩还原主观评价（金卤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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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共 35 人，其中男 23 人女 12 人。参加实景物体色彩还原主观

评价（LED灯）的人数共 40 人，其中男 27 人女 13 人。参与视

频评价共 20 人，男 14 人，女 6 人。

表 22 光源显色指数

光源类型
显色指数 光源色温

Ra Rg (K) 

卤鸽灯 99.9 99 3226 

金卤灯 1 64.8 一137 4019 

金卤灯 2 83.5 19 4213 

金卤灯 3 88.0 70 3851 

LEDnl 93. 1 79 3639 

LEDn2 81. 2 5 4043 

LED灯 3 64. 7 54 3749 

注：本表数据均为实测值。

i则评结果：将上述实验研究结果按评价方式和光源显色指数

进行归纳（表 23、表 24）。

表 23 实景主观评价结果

R，二三65 R，二~80 R，二~90
分类

鲜花 水果 色卡 鲜花 水果 色卡 鲜花 水果 色卡

金卤灯与卤鸽灯 1. 6 1. 9 1. 9 4.2 4. 1 4.2 4. 9 4. 6 4. 7 

LED与卤鸽灯 2.5 2. 8 2. 6 3.9 4. 1 3. 9 4. 9 4. 8 4. 5 

平均值 金卤灯 1. 80 4. 17 4. 74 

（分） LEDn 2.63 3. 90 4. 73 

表 24 视频主观评价结果

R,> 65 R，二三80 R，二主90
分类

鲜花 水果 人物 色卡 鲜花 水果 色卡 鲜花 人物 色卡人物 水果

金卤灯与
2.4 2. 9 2. 1 2. 2 4. 1 4. 2 3. 9 3. 8 4. 7 4.8 4.4 4. 3 

天然光

金卤灯与
2. 4 2. 9 2. 0 2. 7 4.. 2 4. 4 4.0 3. 9 4.8 4. 7 4.6 4.4 

卤鸽灯

平均值
2. 50 4. 13 4. 6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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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①显色指数 65 的光源与显色指数 80 及以上光源照射下的场

景主观评价存在较为明显而显著地差异；

②显色指数 80 的光源与显色指数 90 的光源之间的差异相对

较小，且均能得到较为良好的视觉环境质量；

③在现场评价中，光源对于红色目标的还原能力，也就是光

、源特殊显色指数扎，是影响视觉环境评价的重要因素之一。

2）《电视照明用 LED 光源显色性评价标准》一÷→欧洲广

播联盟标准（Television Lighting Consistency Index , 

缩写 TLCI-2012 ) 

国际照明委员会 CCIE) 定义的显色指数 CRI 反映人眼对光

源色的感知程度， TLCI 反映摄像机对光源色的接受和色彩的还

原程度，也就是说， CRI 是针对人眼的， TLCI 是针对摄像机

的。同样用 0～100 的数值来表示光糠在电视照明环境中色彩还

原的表现能力，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反映在对颜色的敏感

曲线不完全相同，峰值也不相同。

对现有几种金卤灯产品进行测试，得到 CRI 值和 TLCI

2012 值的换算结果， CRI: 87, 80, 58 对应的 TLCI-2012 值

为： 90, 47, 22。两者具有正相关性。对于 CRI 来说，图像后

期处理可以 TLCI-2012 作为参考（表 2日。

表 25 光源 TL<二1-2012 数值与后期处理之间的关系

TLCI-2012 值 后期处理

85~ 100 色差非常小，已经达到转播要求

75~ 85 需要少许后期处理

50~ 75 需要较多后期处理

25~ 50 色彩表现差，处理后也很难达到转播要求

。～25 色彩表现差，处理后也无法达到转播要求

扔在 8 种不同 LED光源下对特殊显色指数品的评价

本研究得到丹麦能源协会的支持，收录于 2013 年 CIE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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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论文集。

本研究以特殊显色指数昆对于红色和白种人肤色的主观感

受的影响进行了评价，测试者均未经过训练。测试光源为市场上

可获得的 LED光源，这些光源的相关色温和一般显色指数均接

近，但是 R9值存在差异。研究发现，测试者对于凡值较高的光

源有更高的评价。可以发现从多数的消极反应转化为多数的积极

反应的品数值大约为 20 。

根据欧洲室内照明标准，应适当考虑个别特殊显色指数来更

准确的识别物体颜色和肤色 CEN 12464, 2011）。对于肤色来说，

饱和红色是非常重要的（Martinkauppi, 2002）。本实验研究的

目标在于评价儿对于孟氏色卡的颜色感知测试者皮肤颜色显色

性的影响，实验中，测试者的皮肤经由市场上可获得的 LED 白

光光源进行照射。

实验光源：对 266 种不同的 LED 光源进行光度和色度的测

试，从其中选出了 8 种白光光源进行本实验。其中 7 种 LED 光

源的相关色温比较接近（从 2909K～3056K），一般显色指数为

80±2, R9变化范围从 3～270 额外选择一种明显低色温的 LED

光源。 LED 光源色度参数列于表 26 。

表 26 八种 LED 光源色度参数表

分组 光源编号 相关色温 一般显色指数 Rg Duv 00-3) 

Al 2988 79.6 17.0 3.2 

AZ 2704 82.8 17.3 0.86 
A 

A3 2965 79.8 21. 6 -4. 6 

A4 2959 81. 9 26.7 -5. 6 

Bl 3056 78.8 3.0 1. 9 

BZ 2950 81. 3 9. 6 0. 78 
B 

B3 2909 81. 4 23. 5 1. 6 

B4 2939 81. 2 25. 5 -5.4 

99 



共有 64 名颜色视觉正常的测试者参与了本次 LED光源的评

价。他们的视觉均正常或者校正到正常。其中有 29 名男性和 35

名女性，均为白种人，年龄在 18 岁～39 岁之间（平均年龄 23. 7 

岁）。

根据实验结果，可明显发现肤色显色性与凡的关系，即呈

正相关的关系。实验显示皮肤红色的显色与儿没有明显的关系，

但是当凡小于 20 时，评价为显色较差。

当色温在 2909K 到 3056K 之间，儿小于 20 时，肤色显色被

评价为非自然；而品大于 20 时没有使其应有肤色发生改变，至

少人眼不足以分辨出其中的差别。

选择的 LED光源其特殊显色指数凡对皮肤色表会有比较明

显的影响。因为凡降低会使得光波大于 600nm 的部分减少。这

证明了皮肤色表和品的相关性，因为皮肤有着多种多样的红色

素。皮肤色表和凡的相关性被发现： Rg值越高，人的皮肤看起

来越自然。红色皮肤色素色表和凡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但

是 LED光源儿值低于 20 时对其显色性较差。

美国能源部 CDOE）要求除了 CRI 大于 80 外， Rg应当大于

0 CDOE, 2009; DOE, 2010）。然而实验发现，凡的数值应当再

增加 20 才能获得好的评价。这个数值始于 SSL 行业文献，但未

找到依据，本实验采用市场上可以获得的白光 LED 光源研究凡

对红色感知以及白种人皮肤色表的影响。实验发现最明显的相关

性就是凡与手背皮肤色表的关系。实验表明凡值越高，肤色就

越自然。而积极评价和消极评价的临界点是在品值 20 左右的位

置。本实验得到了一种更为明显的相关性，即 Rg值越高红色的

显色越突出。

4）体育场馆照明眩光评价研究

本标准眩光指数值是参照《室外运动场地和区域照明的眩光

评价系统》 CIE 112 一 1994 制订的。该评价系统仅对室外场所的

眩光作出了具体规定，到目前为止，室内体育馆的眩光还没有合

适的评价方法。从国内外研究资料及现场实测结果来看， 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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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中提出的室外场所眩光评价系统可以应用于室内场馆的眩光

评价，但由于室外和室内场所的照明系统和环境特点不相同，使

得眩光评价等级和最大眩光限制值也不相同。

体育馆的眩光评价方法和评价等级主要是通过实测调查、分

析计算和主观评价制定的。为了验证测量结果与设计计算结果的

一致性，我们选择了几个场地对眩光测量值与设计值进行了对

比，结果表明，经眩光测试仪测量计算得到的眩光指数 GR 与设

计值符合的较好。

根据现场测试及主观评价的结果，得出了体育馆眩光评价等

级与眩光指数之间的关系曲线（图 2）。

y 
40.0 

35.0 

30.0 

GR 

25.0 

20.0 

y=-4.626x十52.905

R2=0.9326 

15 01 ' ' ' '”, a •x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GF 

图 2 室内体育馆眩光评价尺度

经过回归分析，可得到 GR 与 GF 有如下关系：即 GR=

4. 626GF+ 52. 905 ，其标准差为 0. 9326。所有数据的相关系

数 r 为一0. 7790 

主观评价结果表明，眩光评价等级 GF 与眩光测量计算值

GR 之间有较好的相关性，室外场所眩光评价系统可以应用于室

内场馆的眩光评价。推荐的室内体育馆眩光评价等级和推荐的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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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指数值见表 27、表 28 。

表 27 眩光评价分级

眩光评价 眩光指数 （GR)

等级 GF
眩光感受

室外 室内

1 不可接受 90 50 

2 80 45 

3 有干扰 70 40 

4 60 35 

5 刚刚可接受 50 30 

6 40 25 

7 可察觉 30 20 

8 20 15 

9 不可察觉 10 10 

表 28 推荐的体育照明眩光指数

GRm缸
应用类型

室外 室内

业余训练和娱乐照明 55 35 

比赛照明（包括彩色电视转播） 50 30 

本标准室内体育馆眩光指数是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制订的。

4.4 相关规定

4. 4.1 在目前所收集到的照明标准中，总的趋势是体育场馆无

电视转播只规定水平照度，有电视转播→般只规定垂直照度或对

水平照度值规定一个范围。因为垂直照度的取值主要由摄像机类

型和电视转播的要求决定，所以垂直照度的取值相对于每个使用

功能较固定，保持水平照度与垂直照度之比在一定范围之内很重

要。国际照明委员会《关于彩色电视和电影系统用体育比赛照明

指南》 CIE 83-1989 中规定 Ehave: E咄咄＝ O. 5～2.0，国际体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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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多功能室内体育场馆人工照明指南》 GAISF- 2002 明确

规定平均水平照度和平均垂直照度的比值在 0. 5～2.0 之间，国

际广播电视服务机构 COBS）对体育场馆人工照明的要求中规定

主赛区（PA) Ehave: Evave=0.75 ~ 1. 50，总赛区 CTA) Ehave: 

Evave=O. 5~ 2. 0，根据编制组对我国体育场馆的实测调查统计结

果表明（表 29），比赛场地体育场水平照度与垂直照度之比在

0. 75~ 1. 80 ；体育馆在 1. 0~ 2. 0 之间比较合理。

表 29 水平照度与垂直照度之比

0. 75~ 1. 0 1. 0~ 1. 5 1. 5~ 2. 0 2. 0~ 3 0 >3. 0 总数（个）

体育场 15 69 11 3 （棒球） 98 

体育馆 5 66 50 11 3 （排T求） 135 

游泳馆 1 15 8 25 

网球馆 1 2 10 4 3 20 

4.4.2 标准中规定电视转播辅摄像机方向的垂直照度均比主摄

像机方向的垂直照度低一个等级，如果将其定为面向场地四条边

线垂直面上的照度，在一般情况下很难达到（主要受灯具安装位

置的限制），除非提供特别好的马道条件，往往只有在转播重大

比赛时，场馆建设中预留的马道才做成闭合形式，面向场地四条

边线垂直面上的照度才能达到所要求的照度值。

4.4.3 在重要的体育赛事中，当电源断电和电源瞬间突变需继

续进行比赛和电视转播时，场地照明应设置电视转播应急照明，

因电压瞬间突变的时间超过 5ms 时，气体放电灯就会熄灭，并

且需要等待几分钟后才能再启动。这时可以把系统连接到至少两

个独立的电源，使主摄像机在两个系统之一中断时获得最低的照

明要求。尽管 UPS、 EPS 不间断电源费用较高，但根据需要也

可考虑用于部分照明装置，此外，有时也用金卤灯热启动解决，

但热触发装置很贵。为了节约成本，本标准规定 TV应急照明适

用于重大比赛，并符合国际相关体育组织和组织机构 COBS）的

要求，提供 50% 的 TV 应急照明（备用照明），并保证其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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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取消原标准照明标准值表格中对 TV应急照明的规定，将照

明指标纳入本条规定。

4.4.4 关于超慢镜头回放国际体育联合会 CGAISF）、国际足

联 CFIFA）、奥林匹克转播服务机构 COBS）均对慢镜头回放和

超慢镜头回放的垂直照度作出规定，要求不小于 1800lx，甚至

达到 ZOOOlx 左右。本条还提出了对照明频闪比的规定：评价频

闪效应的指标有二个：频闪比和频闪指数。频闪比%＝ 100 × CA

→B)/(A十B) , A 为输出光通最大值， B 为输出光通最小值；

频闪指数＝ A1/CA1 十Az), A1为光输出平均值以上的面积， Az

为光输出平均值以下的面积。频闪比的使用更为直观，并在国内

一些标准中得到了应用。在实际应用中对于体育场馆照明尤其重

要，当转播比赛需要慢动作或超慢动作回放时，画面很容易出现

抖动现象。因此伦敦奥运会对体育电视转播频闪作了分类：最大

频闪小于 1%为元频闪；小于 6%为轻微频闪；小于 10%为可以

接受；大于 10%为无法忍受。本标准经过实验对频闪比作出了

小于 6%的规定。

4.4.5 体育场馆对照明的要求很高，照明指标控制很严格，照

明模式多、数据量大，在照明设计时应该进行照明计算，只有通

过照明计算才能更好地符合照明标准中对具体技术指标的要求。

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主要参照国际照明委员会《体育赛事中用

于彩电和摄影照明的实用设计准则》技术报告 CIE 169 - 2005 。

4.4.6 本标准维护系数的取值主要是参考相关标准制定的，在

国际足联 CFIFA) 2002 年颁布的《足球场人工照明指南》中规

定维护系数为 0.8，即初始值应为标准值的 1. 25 倍，国际体育

联合会 C GAISF) 2003 年颁布的《多功能室内体育馆人工照明

指南》规定照度的初始值应为比赛场地平均照度值的 1. 25 倍，

国际照明委员会《关于彩色电视和电影系统用体育比赛照明指

南》 CIE 83 二 1989 和《体育赛事中用于彩电和摄影照明的实用

设计准则》技术报告 CIE 169 2005 中维护系数取值也为 0. 8 。

维护系数是由光源光通衰减、灯具光学系统和发光表面污染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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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造成的光衰减所组成，而其中光源光通的衰减是主要因素，

一般情况下室内外维护系数可取同一值。

光源光通量衰减参数通常由生产厂家提供。对于密封性能好

（活性炭和涤纶毡）的灯具，因灯具积尘引起的光衰较小。光源

的光衰参数用百分比表示，光衰举例见图 3 。
100% －一－

80% 

60% 

40% lOOOW 

总 20%

的 0%
光 0

3 肌
80% 

60% 

40% 

20% 

0% 
。

2500 5000 7500 10000 12000 
BH 

2500 5000 7500 10000 12000 
BH 

光源的点燃时间（h)

图 3 光输出与点燃时间的关系举例

室外体育场由于光源到达被照面的距离比较长，光辐射在传

输过程中会被大气中的介质吸收、散射和反射，因而造成光辐射

量的衰减，在照明设计时也应考虑这一因素的影响。室外体育场

光在大气中的衰减系数是根据实测和实验研究得出的，在确定室

外体育场维护系数时可作为参考，各地区光在大气中的衰减系数

见表 30 。

4. 4. 7 在体育比赛中，为了保证电视转播画面的质量，特别是

对摇动摄像机还要避免图像丢失，不仅对照度均匀度有要求，而

且对均匀度梯度也有要求。本标准均匀度梯度是参照《多功能室

内体育馆人工照明指南》（GAISF）和《足球场人工照明指南》

(FIFA）制定的。国际广播电视服务机构（OBS）规定：有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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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播时，当照度计算与测量网格小于 Sm 时，每 2m 不应大于

10% ；当照度计算与测量网格不小于 Sm 时，每 4m 不应大于

20%。均匀度梯度计算点见图 4a

表 30 各地区室外体育场光衰减系数

太阳辐射等级 士也 区 光衰减系数 Ka

最好
宁夏北部、甘肃北部、新疆东部、青海

<6% 
西部和西藏西部等

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

好 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 6%~ 8% 
南部和新疆南部等

山东、河北、河北东南部、山西南部、

－般
新疆北部、吉林、辽宁、云南、陕西北部、

8%~ 11% 
甘肃东南部、广东南部、福建南部、台湾

西南部等地

湖南、湖北、广西、江西、浙江、福建

较差 北部、广东北部、陕南、苏北、皖南以及 11%~ 14% 

黑龙江、台湾东北部等地

差 四川、重庆、贵州 >15% 

4.4.8 本条是参照《体育赛事
2 副 中用于彩电和摄影照明的实用设。 。

计准则》 CIE 169 2005 和国际

照明委员会《关于彩色电视和电
4 计算点 ＆｜影系统用体育比赛照明指南》。 . 

CIE 83 1989 规定该比值为 0. 3 

制定的。国际广播电视服务机构

6 
。

s 1 COBS）规定比赛场地每个计算
。

(QJ 点四个方向上的最小垂直照度和
图 4 均匀度梯度计算点 最大垂直照度之比应不应小

于 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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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观众席照度是在参考相关规定和根据体育场馆实测调查

结果制订的。国际奥林匹克广播电视服务机构 COBS）对观众席

照明的规定：观众席前 12 排垂直照度不小于比赛场地摄像机方

向垂直照度的 25% ，且不大于 30% ，对于其他排的照度应递减，

但最后一排不得小于 10%；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 CBOB)

规定观众席的垂直照度与围栏内区域摄像机方向的垂直照度之比

为不小于 0. 1 且不大于 0. 25 (0.2），其补充文件规定：观众席

前 12 排坐姿高度的平均垂直照度应大于等于比赛场地平均垂直

照度的 10% ，且不大于该值的 20%。《多功能室内体育馆人工照

明指南》 CGAISF）也指出看台和观众是转播的一部分，规定看

台的垂直照度应为比赛场地垂直照度的 15%。本条对较低级别

的比赛场馆或观众席座位较少的场馆可适当降低要求；对有特殊

要求的比赛项目和场馆：如拳击、击剑、跄拳道等，观众席照明

可按赛事要求确定。为了保障全场观众的安全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等标准对观众席的水平照度也提

出了相应要求。

4.4.10 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 COBS）对体育场馆外

照明的要求：场馆外建筑间、通道、停车场、设备之间的照明要

满足显色指数 Ra大于 80 ，色温 T叩为 3000K～6000K；水平照

度：一般区域为 350lx，通道、车道以及影响人员和车辆安全移

动的区域等宜为 400 lx，只适用于特定的重大比赛，具体可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4.4.1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维持《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

准》 JGJ 153 - 2007 第 4. 2. 7 条的规定，未进行修改。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规定安全照明的照度值不

应低于该场所一般照明照度值的 10% ，且不应低于 15lx。《多功

能室内体育馆人工照明指南》 CGAISF）规定在主电源停电或紧

急情况时，看台上安全照明应至少保持在 25 lx 的水平照度。体

育场馆，特别是大型体育场馆，体量大、人数多，在紧急情况下

保证所有人员在短时间内安全撤离现场尤为重要。此外，安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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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照度值还和正常照明的照度值有关，比赛用体育场馆的照度

值一般都比较高，当电源断电的过程就是照度由高到低的转换过

程，也是人眼的暗适应过程，安全照明的照度值越高，暗适应过

程就越短。在实测调查的 33 个体育场馆的应急照明中，观众席和

运动场地安全照明的平均照度水平在 30lx～40lx （表 31～表 33),

说明观众席和运动场地安全照明的平均水平照度 20 lx是可以达到

的。按照《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安全照明的照度值不应

低于 15lx 的规定，观众席安全照明的照度应该有所提高，主要因

为体育场馆观众席人多密度大，为了保障安全将这→照度值提高

是很有必要的，而对于运动场地虽然人少密度小，但一般照明的

照度值往往都比较高，同样要保证必要的安全照明。

表 31 体育场馆应急照明平均照度

场地 照度范围 E Oxl 平均照度 Oxl

观众席 10. 6~ 87.4 33.8 

比赛场地 10.0~ 95.4 38.5 

通道、出人口 10.4~ 91. 1 33. 1 

表 32 观众席安全照明

平均照度 (Ix）范围 照度值 E Clxl 所占比例（%）

lO<E< 20 10.6~ 19.3 12 

ZO<E< 30 21. 3~ 28.6 29 

30<E王三40 30. 1~ 39.2 38 

E>40 40. 7~ 87. 4 21 

表 33 比赛场地安全照明

平均照度 (Ix）范围 照度值 E Clxl 所占比例（%）

lO<E< 20 10.0~ 20.0 12. 1 

20<E< 30 20.8 ~ 28.5 27.3 

30<E< 40 31. 3~ 38.5 21. 2 

40<E< 50 41. 0~ 49.9 18.2 

E>50 54.6~ 95.4 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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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维持《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

准》 JGJ 153 2007 第 4.2. 8 条的规定，未进行修改。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规定疏散照明的地面平均

水平照度：疏散通道不应低于 llx，人员密集场所、避难层

（间）不应低于 2lx。根据体育场馆的特点，疏散出口及其通道

上的人员比较集中，人流密度大，通行时间短，供人员疏散的应

急照明的照度应相应提高。通过对 33 个体育场馆的应急照明实

测调查表明，通道和出人口疏散照明的平均照度值接近 35lx,

最小照度均不小于 Slx C表 34、表 35）。说明规定的这一照度值

对体育场馆来说是能够达到的，而且出口及其通道的照射面积并

非很大，达到规定的照度标准值也是可行的。

表 34 通道、出入口疏散照明平均照度

平均照度 Ox）范围 照度值 E Ox) 所占比例（%） 总平均照度 Ox)

lO<E< 20 10.4~ 19.3 15 

20<E< 30 20.4~ 29.0 36 
33. 1 

30<E< 40 30. 7~ 38.8 24 

E>40 40. 1~ 91. 1 25 

表 35 通道、出入口疏散照明最低照度

平均照度 Ox）范围 照度值 E Clx) 所占比例（%） 平均最低照度 Ox)

5<E< 10 5.0 ~ 9. 7 30 

lO<E< 20 11. 0~ 19.8 52 
14.9 

20<E< 30 20.4~ 30.0 15 

E>30 46.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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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照明光源与灯具

5.1 光源

5.1. 1 在建筑高度大于 8m 的体育场馆宜采用金属卤化物灯。

金属卤化物灯目前在室外和室内均是用于体育照明彩电转播宜优

先的最主要光源。随着 LED 技术的发展，相关技术已日趋成熟，

大功率 LED在国内外一些场馆中开始得到应用，因此在未来场

馆照明中， LED 也将成为主力光源。

5.1. 2 在建筑高度小于 8m 的体育场馆宜选用荧光灯、 LED 灯

和小功率金属卤化物灯。

5.1. 3 光源功率的选择关系到灯具和光源的使用数量，同时也

会对照明质量中的照度均匀度、眩光指数等参数造成影响。因此

根据现场条件选择光源功率能够使照明方案获得较高性价比。本

标准对气体放电灯光源功率作以下分类： lOOOW 以上（不含

lOOOW）为大功率； lOOOW～ 250W C不含 250W）为中功率；

250W 以下为小功率。室外体育场宜采用大功率和中功率金属卤

化物灯及对应的 LED灯，室内体育馆宜采用中功率金属卤化物

灯及对应的 LED 灯。

5.1. 4 应急照明有一般供人员疏散的照明和供继续比赛用照明。

前者因要求的照度低可采用卤素灯或 LED 灯，因其能瞬时点燃，

卤素灯初始投资低和显色性能好，但它的发光效率低和寿命短，

而 LED灯光效高且寿命长。供继续比赛用应急照明因其要求的

照度高，当采用金属卤化物灯时，宜采用不间断电源（如 UPS

和 EPS 等）或热触发装置。

5.1. 5 应根据使用场所的要求和产品的特点，选用稳定、寿命

长的光源，并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以金属卤化物灯为例，

各品种不同功率的寿命也有很大差异。就大型室外体育设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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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寿命并不是主要的，因为点燃时间较少，但应注意最初几百

个小时内灯烧坏可能出现的暗点。对于室内照明装置，应采用长

寿命的灯，因为通常每年有大量的点燃时间。

5.1. 6 金属卤化物灯的色温随其种类和成分不同从 3000K～

6000K。对于室外体育设施一般要求 4000K 或更高，尤其在黄昏

时与日光有较好地匹配。对于室内通常要求 4500K 或更低。标

准中对室外体育场和室内体育馆采用的金属卤化物灯均未规定色

温的上限值，从实际使用和主观评价表明色温大于 6000K，人会

感到很不舒服，对于 LED产品其芯片分级正好有一档是 5700K,

考虑使用这两种光源色温给出这一上限值。

5.1. 7 LED 灯具有很多特点和优势，在未来将有更大的发展。

但目前 LED 灯在性能的稳定性、一致性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相信随着照明技术的不断发展，产品将更加成熟。为了确保室内

照明环境的质量，对应用于室内照明的 LED 灯规定了技术要求。

如果光谱中红色部分较为缺乏，会导致光源复现的色域大大

减小，也会导致照明场景呆板、枯燥，从而影响照明环境质量。

而这一问题对于蓝光激发黄光荧光粉发光的 LED灯问题尤为突

出。如果不加限制势必会影响室内光环境质量，美国对于用于室

内照明的 LED灯也限定其一般显色指数R.不低于 80，特殊显色

指数凡应为正数。

1 选用的光源间的颜色偏差应尽量小，以达到最佳照明效

果。参考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 CANSD 《荧光灯的色度要求》

C78.376 要求的荧光灯的色容差小于 4SDCM，美国能源部

CDOE）紧凑型荧光灯 CCFL）能源之星要求的荧光灯的色容差

小于 7SDCM，以及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 CANSD 《固态照明产

品的色度要求》 C38. 377 的 LED 产品色容差小于 7SDCM，而我

国现行国家标准《单端荧光灯性能要求》 GB/Tl7262 及《双端

荧光灯性能要求》 GB/T 10682 等均要求荧光灯光源色容差小

于 5SDCM。根据国内已经完成的 LED 灯照明项目的使用情况，

7SDCM 的产品仍然可以被轻易觉察出颜色偏差，为提高照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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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本标准中规定不应大于 5SDCM。

2 根据国家标准《均匀色空间和色差公式》 GB/T 7921 

2008 规定，在视觉上 CIE 1976 均匀色度标尺图比 CIE 1931 色品图

颜色空间更均匀，为控制和衡量 LED灯在寿命期内的颜色漂移和

变化，参考美国能源部 CDOE）《LED灯具能源之星认证的技术要

求》的规定，要求 LED光源寿命期内的色偏差应在 CIE 1976 均匀

色度标尺图的 0.007 以内。目前寿命周期暂按照点燃 6000h 考核，

随着半导体照明产品性能的不断发展或有所不同。

3 为控制和衡量 LED灯在空间的颜色二致性，参考美国能

源部 CDOE）《LED 灯具能源之星认证的技术要求》的规定。

5. 2 灯具及附件

5.2.2 本条规定了在体育场馆中使用的灯具防触电保护等级的

类别，灯具防触电保护等级分类见现行国家标准《灯具第 1 部

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7000. 1 。室外场所由于环境恶劣，线

缆绝缘容易老化， I 类灯具的接地保护更为可靠，因此室外场所

应选用 E类灯具。游泳池和类似场所的 0 区和 1 区由于湿度大，

为避免发生触电事故，选用安全电压的田类灯具更为安全。水池

的分区见图 5、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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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区：水池内部； 1 区：离水池边缘 2m 的垂直面内，其高

度止于距地面或人能达到的水平面的 2. 5m 处。对于跳台或滑

槽，该区的范围包括离其边缘 1. 5m 的垂直面内，其高度止于人

能达到的最高水平面的 2. 5m 处。

5. 2. 3 高强度气体放电灯、格栅式荧光灯、透明保护罩荧光灯

的灯具效率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

《 LED 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T 31831 高色温（ 5000K)

高天棚灯的能效值标准制定。对于场地照明用大功率，显色指数

90 以上的 LED 灯具，能效要求可适当降低。

5. 2. 4 由于体育场馆，特别是体育场，照明光源照射的距离相

差很大，而且对照度均匀度有很高的要求，因此同一场地需要多

种配光的灯具配合使用，才能达到照明设计所要求的技术指标。

为便于设计者选用需对灯具产品进行光束分类。本标准的投光

灯灯具光束分类参照了北美 IES 和荷兰的投光灯具光束分类方法

（表 36、表 37、表 38），采用的光束分布范围为 1/10 最大光强的

张角。

表 36 北美 IES 灯具光束分类

光束类型

2 
3 

光束张角范围（。）

10~ 18 
18~ 29 
29~ 46 

光束分类

窄光束
（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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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6

光束类型 光束张角范围（。） 光束分类

4 46~ 70 中等光束

5 70~ 100 （中等距离）

6 100~ 130 宽光束

7 130 及以上 （近距离）

注：按光束分布范围 1/10 最大光强的张角分类。

表 37 荷兰投光灯具光束分类

光束角（。） 光束分类

10~ 25 窄光束

25~ 40 中等光束

40 及以上 宽光束

注：按光束分布范围 1/2 最大光强的张角分类。

表 38 美国 GE公司灯具光束角与投射距离

光束类型
光束角 投射距离

（。） (ft) 

1 10~ 18 240 及以上

2 18~ 29 200~ 240 

3 29~ 46 175~ 200 

4 46~ 70 145~ 175 

5 70~ 100 105~ 145 

6 100~ 130 80~ 105 

7 130 以上 <80 

5. 2. 5 在灯具安装位置和安装高度已确定的情况下，高效率的

照明灯具和安装位置及安装高度相对应的灯具配光是进一步做好

照明设计的根本保证。

5.2.6 眩光在体育场馆中是照明的重要质量指标，为减少眩光，

照明设计时应选用防眩灯具和采取有效的防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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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2. 7 本条主要是对灯具及其附件提出需要满足使用环境的要

求，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灯具第 1 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7000. 1 的有关规定。镇流器的耐热性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灯的控制装置第 10 部分：放电灯（荧光灯除外）用镇流器的

特殊要求》 GB 19510. 10 的有关规定。

5.2.8 本条是根据体育场馆的特点对灯具提出防护等级的要求。

如灯具安装高度较低且环境清洁灯具的防护等级可为 IP55，灯

具安装高度较高且环境污染严重灯具的防护等级可为 IP65o

s. 2. 9 本条规定主要考虑体育场馆灯具的安装高度一般都比较

高，灯具应便于维护。

s. 2.10 体育场馆用金属卤化物灯具的重量一般都比较重，且安

装高度较高，特别是室外体育场灯具安装高度通常达数十米，为

了降低造价和维护方便，因此对灯具提出这些要求。

s. 2.11 体育场馆照明对照度均匀度的要求很高，因此必须严格

控制灯具的瞄准角度，由于场地大，距离远，灯具数量多，有时

一个场地需用几种配光的灯具，只有借助于角度指示装置才能将

灯具准确定位瞄准。考虑到室外风速的影响，室外使用的投光灯

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技光灯具安全要求》 GB 7000. 7 的相关

规定。

s. 2.12 大功率金卤灯工作时内部气压和温度都很高，有炸裂的

风险，为了避免落到观众席或场地中，应有防护措施，不能采用

开敞式灯具。

5. 2.13 灯具及其附件的重量大，安装高度较高，为安全考虑，

应设有防坠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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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灯具布置及设置要求

6.1 一般规定

6. 1. 1 由于不同的运动项目会在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运动场

地上进行，同时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运动场地。运动员的活动

范围以及在运动中视野所覆盖的范围也不尽相同。因此，体育场

馆场地照明灯具应在综合考虑运动项目特点、运动场地特征的基

础上合理布置，避免对运动员和电视转播造成不利影响。

6.1. 2 灯具安装位置、高度、仰角应满足降低眩光和控制干扰

光的要求。在体育场馆的照明设计中，眩光和干扰光是影响运动

员发挥竞技水平的首要不利因素，同时也是影响电视转播质量的

重要因素。从体育场馆建筑设计阶段开始，就应综合考虑各种可

能降低眩光和控制干扰光的手段，最终结合场地照明设计，在满

足其他照明指标的同时，解决眩光和干扰光问题。

国际奥林匹克转播服务机构 COBS）和国际足联（FIFA)

均对限制干扰光作出了规定。国际足联 20ll 年对室外体育场的

场地照明的溢散光限制作出了规定（图 7）。
因水平照度25lx50m

口水平照度！Olx200m

图 7 室外体育场溢散光限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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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3 考虑到摄像机的工作特性，在有电视转播要求时，应考

虑场地垂直照度及均匀度的情况，无电视转播要求时主要考察场

地的水平照度及均匀度情况，但应根据运动项目的不同综合考虑

空间光分布要求。

6.2 体青场灯具布置

6. 2.1 在体育场馆中，宜采用场地两侧布灯、四角布灯及两侧

与场地四角混合布灯方式，实测调查表明，训练场馆以两侧灯杆

或光带及场地四角照明居多；比赛场馆以两侧光带（单马道和双

马道）照明为主，其他照明方式较少。

1 场地两侧布置：这种方式为目前常用的照明方式，可提

供较好的照度均匀度并降低阴影，照明效果较好，但整体投资

较高。

2 场地四角布置：这种方式目前主要应用于训练场地、小

型场地或改造场地，投资较低，但照明阴影比较严重。

3 场地两侧与场地四角混合布置：相对以上两种方式，这

种照明方式的性价比较高。

6. 2. 2 足球场灯具布置：

1 元电视转播的室外足球场可采用场地两侧布置或场地四

角灯杆布置方式。灯具的位置、高度及灯杆要求参照国际足联

2002 年版和 2011 年版的《足球场人工照明指南》制订。

2 有电视转播的室外足球场可采用场地两侧布置、场地四

角灯杆布置或、混合布置方式。灯具的位置、高度及灯杆要求参照

国际足联 2002 年版和 2011 年版的《足球场人工照明指南》

制订。

采用场地两侧布置时，灯具的位置应满足图 6. 2. 2-4 和图

6. 2. 2-5 的要求。在国际足联的文件中，要求采用单侧两条马道

的设计，并对高度有要求，考虑到实际实施的可行性并依据照明

实测，为降低眩光，对单条马道上灯具的高度及瞄准角也有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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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场地四角布置时，灯具的位置应满足图 6. 2. 2-6 的要

求，灯具高度灯具高度应满足灯拍最低一排灯具到场地中心的连

线与场地平面之间的夹角不应小于 25。，当条件受到限制或成本

过高时应考虑更合理的解决方案。根据国际足联 2002 年版的

《足球场人工照明指南》的要求，灯具的最大瞄准角应小于 70。，

并且灯杆上的灯排应有 15°倾斜角，以消除上下排灯具间的遮挡

（图的。

(a）灯具的最大瞄准角应小于70。 (b）灯杆上的灯排应有15。的倾斜角

图 8 灯具仰角和灯排倾斜角

6.2.3 室外内含足球场的田径场，其灯具布置应首先采用满足

足球场照明的照明系统，然后综合考虑田径场的照明，并增加对

跑道和足球场以外的内场的照明要求。

参考国际照明委员会《体育赛事中用于彩电和摄影照明的实

用设计准则用》 CIE 169 - 2005 制订。

6.2.4 灯具高度主要参考国际网球协会 1991 年版《网球场人工

照明指南》及国际照明委员会《网球场照明》 CIE 42 - 1978 

制订。

采用两侧灯杆布置时的灯具位置主要参考国际网球协会

1991 年版《网球场人工照明指南》。对大型赛事设置马道的中心

网球场照明未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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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5 参考国际照明委员会《体育赛事中用于彩电和摄影照明

的实用设计准则》 CIE 169 - 2005 和《游泳池照明》 CIE 62 -

1984 制订。

6. 2. 6 室外曲棍球场的照明规定均参考国际曲棍球协会 2007 年

版和 2011 年版《曲棍球场人工照明指南》。

有电视转播的曲棍球场地，照明可采用场地四角灯杆布置、

场地两侧布置或1昆合布置方式。

采用场地两侧布置方式时，照明灯具高度宜满足灯具到场地

中心线的垂直连线与场地平面之间的夹角不小于 25。。根据照明

实测及体育照明眩光评价，有电视转播时，适当增大该角度，对

控制眩光更有利。

6.2.7 参考北美照明学会 IESNA 《照明手册》（第 9 版）及国

际照明委员会《体育赛事中用于彩电和摄影照明的实用设计准

则》 CIE 169 2005 制订。

6. 2. 8 参考北美照明学会 IESNA 《照明手册》（第 9 版）及国

际照明委员会《体育赛事中用于彩电和摄影照明的实用设计准

则》 CIE 169 - 2005 制订。

6. 2. 9 参考北美照明学会 IESNA 《照明手册》（第 9 版）、国际

照明委员会《体育赛事中用于彩电和摄影照明的实用设计准则》

CIE 169 - 2005 及澳大利亚体育照明标准 AS 2560. 2. 3 - 2007 

制订。

6.2.10 参考国际照明委员会《体育赛事中用于彩电和摄影照明

的实用设计准则》 CIE 169 - 2005 制订。

6. 2.11 参考《体育及娱乐场所照明标准》 IESNARP-6-01

制订。

6.2.12 参考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竞赛规则》、《单板滑雪竞赛

规则》制订。

6.2.13 参考国际照明委员会《体育赛事中用于彩电和摄影照明

的实用设计准则》 CIE 169 - 2005、国际雪联《跳台滑雪竞赛规

则》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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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4 参考国际照明委员会《体育赛事中用于彩电和摄影照明

的实用设计准则》 CIE 169 - 2005 制订。

6.3 体育馆灯具布置

6. 3. 1 体育馆由于受地理位置及场地大小的限制可选择不同的

照明方式。在实测调查的体育馆中沿马道两侧光带布置占所有照

明方式的比例约为 80%左右。

6. 3. 2 本条列出了体育馆照明灯具的几种常用布灯方式，是在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综合各体育运动联合会以及国际体育照明标准

制订的。在进行体育馆建筑、结构、电气设计时宜参考本条所列

的灯具布置方式为体育馆照明设计师预留灯位；在进行体育馆照

明设计时，宜根据运动项目情况、建筑及结构特点、体育馆级别

等情况选用合适的布灯方式和能够满足要求的灯具。空间较低是

指高度在 8m及以下的场所。

6.3.3 表 6. 3. 3 所列各类体育馆灯具布置规定主要参考了国际

照明委员会《体育赛事中用于彩电和摄影照明的实用设计准则》

CIE 169 2005 制订。对于不同运动项目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

要求充分考虑了各运动项目的特点、场地特征等因素。在进行专

项运动照明设计时，宜满足表中对灯具布置提出的要求。

在调研中发现，由于比赛场馆前期的建筑设计没有很好的考

虑照明功能的需求，所设计的马道位置及灯具安装高度不到位，

给照明设计师在设计方案时造成很大的困难，设计方案难以实

施，使得比赛场地达不到良好的照明效果，直接影响到运动员比

赛。因此，本标准规定在体育场馆建筑设计时，不但要考虑到建

筑造型的美观，更要注重照明功能的需求。在前期建筑设计马道

设置时要充分考虑到照明功能的要求，要与照明设计师沟通昕取

他们的意见及建议。在进行体育场馆照明设计时，要根据体育馆

建筑结构可能安装灯具的高度和部位确定布灯方案。既要达到照

度标准，又要满足照明质量要求。使得体育场馆照明达到最佳的

效果，满足比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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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马道设置要求

6. 4. 2 马道的定义是设置在建筑物、构造物内，用于承载设备

安装、线缆敷设和用于工作人员通行的构件。

体育场馆的照明系统是场馆最重要的设施之一，也是体育场

馆中技术要求最高的部分，而其中，马道（灯位）的设置对体育

照明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包括没有设置马道的灯具位置，它不仅

会严重影响照明的质量和数量，同时还会带来更多的能源消耗。

合理设置马道布局和数量，不仅可以为专业照明提供良好的安装

位置和合理的投射角度，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灯具对场地照明的

贡献。对于体育场馆来说，马道位置的设置与建筑、结构、电

气、照明等多个专业相关，不同的专业会有不同的侧重点，而且

往往还会有交叉，这也是造成马道位置会被多方所随意修改的原

因，甚至于无法利用。

然而，在长期的场馆建设中，很多参与者对照明的重要性并

没有放在最关注的位置，马道的设置完全没有考虑到标准中对照

明最基本的要求，如马道的位置离边线太近，甚至就在边线内，

这就导致了无论提高多少水平照度边线处的垂直照度也很难达到

标准值；或者马道的高度过低，满足不了场地照明对眩光角度的

限制要求，造成严重眩光；还有的马道太短，造成比赛场地两端

头底线位置几乎没有垂直照度，或者照度很低等。此外，就照明

节能而言，根据相关资料及对实际场馆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对

于同类场馆相同级别的场地照明功率密度 LPD 值甚至可相差几

倍，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马道位置设置不合理。通过对

体育场馆马道位置的研究，提出马道的正确设置方法，进一步规

范马道的设计准则，力求建筑师在进行体育场馆建筑设计时能充

分兼顾照明专业对马道的要求。

6.4.3 在马道上不但需要安装灯具、音响设备，还要承载电缆、

桥架或线槽、安装附件等大量设备，同时还要承载人的通行、维

修操作等，因此，过小的尺寸会无法满足承载要求。此外，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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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灯具的镇流器箱体往往都是分离式的，需要安装在马道

上，因此建议马道宽度不宜低于 lm，净空高度不宜低于 1. 8m。

马道上应为照明灯具、电器箱和电缆线槽等设备预留安装条

件。同时还应为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

6.4.4 马道需要较大的负荷能力才能满足功能和安全需求，参

照相关专业的技术规范并结合实践经验，表明对高级别比赛V和

H级的体育建筑马道的照明荷载需要达到 250kg/m 才能满足要

求，而过低的荷载预留可能会发生危险。通常的做法是对于具体

实际工程，在建筑设计阶段，需要电气专业和建筑专业相互配

合，根据各专业提出的荷载要求，最后确定建筑马道的荷载。对

于其他各个级别马道的荷载都要根据实际所需要承载的设备

确定。

6. 4. 5 在建筑物、构造物顶部的结构杆件、吸音板、遮光板、

风道和电缆线槽等都会对照明光线造成不同程度的遮挡，在场馆

设计之初应引起建筑、结构专业的重视。马道设置在钢架或网架

内部，在灯具与场地之间不能有障碍物存在。而很多人认为灯具

装在钢架里面，挡掉的这部分光是不能忽略的。在有些场馆项目

中，由于前期多个专业的沟通协调不通畅，使得通风管道、管

线、音响设备等会出现在低于马道标高的位置，对灯光造成遮

挡，这是完全不符合要求的。有的场馆空间有媒体视频设备，往

往会对灯具投射的光线造成阻挡，在照明设计时要尽量避开这些

设施。

6. 5 灯杆设置要求

6. 5. 1 体育场四塔式或塔带式照明方式，要选用照明灯杆作为

灯具的承载体，根据建筑设计的要求，照明灯杆在满足照明技术

条件要求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同建筑相结合的结构形式，本节重

点界定的是较为普遍采用的单独设置的灯杆照明形式。

照明灯杆是照明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照明灯杆的结

构形式对所选用灯具有特殊的要求。如维修更换光源要求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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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灯具重量轻、强度高、带有远距离触发装置（镇流器等与灯

具分置）等，照明灯杆从设计、制造、安装均应按照相关规范进

行。该种结构的照明灯杆应设计为多边形截面、插接式结构。截

面的边数宜为空气动力学性能最佳的正二十边形，钢材选用应根

据所使用地区的气象条件和荷载情况经设计确定，在满足设计强

度情况下，可选用 Q235；要求结构强度高时，可选用 Q345 或

根据需要选用更高强度的钢材，但应将结构的挠度控制在相关规

范要求的范围内。灯盘按照设计选型的灯具尺寸和外形考虑结构

和实现的要求确定，灯盘、灯杆全部经热攫悻工艺处理，照明灯

杆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要求进行热浸镀钵防腐处理，安装时不能

造成镀辞层的损坏。

6.5.2 体育场照明灯杆的安全等级参照工程结构的安全等级确

定为→级。

工程结构设计时应根据结构破坏可能产生后果的严重性，采

用不同的安全等级。工程结构安全等级的划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53 的规定（表 39 ）。

表 39 房屋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

安全等级 破坏后果 示例

→级
很严重：对人的生命、经济、社会或环

大型的公共建筑等
境影响很大

二级
严重：对人的生命、经济、社会或环境 普通的住宅和办公

影响较大 楼等

三级
不严重2 对人的生命、经济、社会或环 小型或临时性储存建

境影响较小 筑等

注：对重要的结构，其安全等级应取为一级，对一般的结构，其安全等级宜取为

二级；对次耍的结构，其安全等级可取为兰级。

6.5.3 体育场照明灯杆结构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设计规范》 GB 50017、《高耸结构设计规范》 GB 50135 、《建

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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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9 的有关规定和《英国专业照明学会专业照明指南 ILP PLG 

07 》（2013）的设计要求。

照明灯杆的强度计算，按照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设计要求，

采用荷载的设计值和材料强度的设计值进行计算；照明灯杆的变

形计算（水平位移和扭转角度），按照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设计

要求，采用荷载的标准值和正常使用规定限值进行计算。

为保证灯杆结构的结构强度和刚度，除了应进行必要的结构

设计计算外，还应对结构的材料性能、施工质量、使用和维护等

进行相应的控制。

对灯杆结构所采用的材料及施工、制作过程应进行质量控

制，并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竣工验收。

灯杆结构应定期检查结构状况，进行必要的维护和维修。

6.5.4 照明灯杆的维修有升降吊篮、爬梯等形式。结合体育场

照明灯杆的特殊要求和国内外照明灯杆选型和使用的情况，主要

是参照 ILP 专业照明指南关于吊篮维修系统在灯杆上应用的规

定提出的。 20m 以下的灯杆大多用于训练场，一般不作为正式

比赛场地灯杆，考虑到提供基本照明条件和节省建设费用的需

要，对灯杆提出可采用爬梯的方式，要按照维修人员上下的条件

制作爬梯，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钢直梯》 GB 4053. 1 的规定，爬梯要设置护笼并在每隔

lOm 的高度设置休息平台。由于灯杆设置爬梯后，外形美观受

到较大影响，所以在有正式比赛的场地中较少采用。正式比赛场

地的照明灯杆多为 20m 高度以上，如果使用爬梯会使维修工作

产生安全隐患，国内外均出现过因为爬梯造成的使维修人员伤亡

的安全事故，结合国内外体育场照明灯杆的应用选型情况，参照

已有的国际标准，从安全、实用、美观等条件出发，提出应采用

电动升降吊篮进行维护工作，电动升降吊篮维修系统是一种专业

设备，采用在灯杆内设置双卷筒卷扬设备，灯杆顶部设有免维修

设计的驱动盘，配套专用的高柔性不锈钢钢丝绳，国内外均有专

业化厂家生产此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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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S 根据民用航空管理的规定要求编制此条款，结合体育照

明高杆的制造条件，要求在每个照明高杆顶部装置 2 只红色障碍

灯，在有特殊要求的航站航道附近或供电控制等不方便的地方，

可安装频闪障碍灯或太阳能障碍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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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照明节能

7.1 一般规定

7. 1. 1 以人为本是照明的目的，照明节能应该是在满足规定的

照度和照明质量要求的前提下进行考核。

7.1. 2 目前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均采用照明功率密度

(LPD） 作为建筑照明节能评价指标，其单位为 W/m2 ，本标准

也采用此评价指标。照明功率密度值是按不同运动项目对应的照

明等级下灯具安装总功率与比赛场地面积的比值确定的，其值应

符合本标准第 7. 3 节的规定。不应使用照明功率密度限值作为设

计计算照度的依据。设计中应采用平均照度、点照度等计算方

法，先计算照度，在满足照度标准值的前提下计算所用的灯数数

量及照明负荷（包括光源、镇流器或变压器等灯的附属用电设

备），再用 LPD 值作校验和评价。

7.2 照明节能措施

7. 2. 1 金属卤化物灯目前是用于体育场馆照明优先选择的主要

光源。功率大且能够满足电视转播的要求，在气体放电灯中光效

虽然不是最高的，但一般也可达到 90lm/W～lOOlm/W。光源、

镇流器和电器附件应匹配。同时，金属卤化物灯及其镇流器应满

足现行国家标准《金属卤化物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0054 和《金属卤化物灯用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0053 节能评价值的要求。 LED 灯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LED

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T 31831 的要求。

7.2.2 提高功率因数可降低照明线路的元功电流值，是照明节

能的重要措施之一。目前产品的功率因数也都有了显著提高，如

采用电子镇流器的荧光灯和 LED 的功率因数，通常都在 0. 90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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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高强气体放电灯通过电容补偿后，功率因数也可达到

0. 85 以上。

7.2.3 此类场所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无人通过或工作，而经

常点亮全部或大部分照明灯，因此规定按人体感应调光和 LED

灯，当元人时，可调至 10%～30%左右的照度，有很大的节能

效果。

7.2.4 LED 照明技术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体育训练场馆中应

用时具有较好的节能效果。但照明的舒适度如不舒适眩光是当前

应用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应用中应重点关注。

7.2.5 照明控制是照明节能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体育场馆尤

为重要，用于比赛的同一个场馆，不但有多个比赛项目，如综合

体育馆由于它的多用途有体操、篮球、排球、乒乓球等，体育场

中有田径、足球、径赛等，同时还有多个场景照明模式，如比赛

模式、训练模式、清扫模式等。用灯的数量相差很大，需要设置

多个照明控制模式并监督实施才能真正达到节能的目的。特别是

同一体育场馆会有不同的比赛项目和功能分级，需要按照不同用

途和不同运动项目要求设计和编排相应的照明场景，对于照明控

制系统尤为重要，采用分级控制是照明节能中的重要举措。

7.2.6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时除了选用高效节能的照明设备外，

提高光束利用率也是节省能源的重要手段，由于场地和观众席的

照明标准相差很多，光束应尽量投向场地，最大限度地减少溢

散光。

在照明设计时，首先应考虑满足各项运动的照明标准推荐

值，如果照明水平高于标准值，可能会增加潜在的溢散光，改善

照明质量，提高设计区域的照度均匀度和控制灯具眩光对改善视

觉状况会更有效。此外，应考虑灯具的选择，所选用的灯具应有

合理的配光。当按照明设计灯具准确定位和瞄准时，控制灯具瞄

准角和安装高度可以限制溢散光，以利于节约能源。

7.2. 7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设置导光管采光系统、采光天窗

及光伏照明系统等不但能大大提高采光效率还可以获得好的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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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度及改进大空间、大进深建筑的采光效果。在我国奥运场馆

建设中，对于大空间的体育建筑，有效地采用了膜结构、导光管

采光系统和各种形式的采光天窗，如国家游泳中心、科技大学体

育馆、老山自行车馆等 7 个体育馆采用了天然采光进行照明，营

造出了良好的室内光环境，特别是对运动员在白天训练时能满足

他们的心理需求，同时还可以达到良好的照明节能效果。

通过膜结构、阳光板、遮阳格栅等扩散材料将漫射光引人到

室内，让使用者既能感受到天然光的舒适又能消除环境的封闭

感。对于室内体育馆来说，利用天然光时应尽量避免太阳光和直

射光穿透到室内．在体育大厅和游泳建筑中光泽的地面和水面上

产生的高亮度及阴影会特别明显，在设计时采取措施有效地避免

这些现象。

7.3 场地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7. 3.1 、 7. 3. 2 目前体育场馆场地照明主要采用金属卤化物灯，

特别是比赛场馆基本上全部采用卤化物灯。本标准体育场馆照明

功率密度值是通过大量实测调查、照明设计以及模拟计算等研究

来制定的。由于场馆类型多，工作量大，此次拟制订主要场馆：

室外体育场、综合体育馆、游泳馆、网球馆的照明功率密度值。

现场实测调查和设计的体育场馆数据共计 900 多个，其中比赛场

馆 462 个和训练场馆约 440 个，模拟计算是在统一的计算条件下

进行的。根据现场实测调查和计算机模拟计算，经对比分析研

究，提出了体育场馆金卤灯照明功率密度值。

训练场馆因无电视转播，对照明的要求相对要低一些，满足

水平照度和均匀度的要求就可以了，但是照明功率密度与灯具安

装高度是有关系的。主要依据现场实测调查结果制定。

随着 LED 照明应用的快速发展， LED 在体育场馆照明中的

应用也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特别是在训练场馆，国内、外已

有一批新建和改建的体育场馆采用了 LED 照明，根据《半导体

照明产品在训练场馆应用研究》课题对体育训练场馆的实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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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满足相同照度指标的前提下， LED 灯比传统金卤灯所需

的总功率更低，平均节能率约为 40%。说明 LED灯的照明功率

密度值低于传统的金卤灯，在传统照明 LPD 限值的基础上，可

以乘以相应的修正系数，对于比赛场馆的 LED 照明功率密度值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比赛场馆有电视转播的要求，对照明的要求高，不但对水平

照度有要求，对垂直照度也有要求，同时还要满足各项照明指标

的要求，因此所需要的照明功率密度值相应也高。除现场调查外

还组织了多家照明公司进行大量的模拟计算（包括综合体育场、

专用足球场、综合体育馆、网球馆、游泳馆等），以验证照明功

率密度取值的合理性（详见体育场馆场地照明节能技术研究报

告）。以体育场、体育馆为例，实测调查和模拟计算结果见表

40、表 4L

表 40 体育场照明功率密度值

照明功率密度 LPD 相对

项目 等级
安装高度 h

(W/m2l 偏差
(ml 

实测 模拟 l 模拟 2 模拟 3 平均值 % 

30eo三h<40 40 44 41. 9 4. 6 

40豆豆h<50 45 44 43 46 44.5 3. 6 
IV 

50< h<60 54 54 51 55 53. 5 4. 7 

60< h<70 62 58 66 62. 1 6.8 

30< h<40 51 59 54.8 6.8 

40< h<50 60 61 57 65 60. 8 7.3 
田径 v 

50< h<60 75 76 74 78 75. 7 2. 6 

60< h<70 106 91 82 88 91. 7 15. 6 

30< h<40 82 86 83.8 2. 1 

40< h<50 87 88 85 93 88.3 5. 7 
VI 

50< h<60 99 105 100 110 103. 6 6.5 

60< h<70 120 123 112 126 120. 3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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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体育馆照明功率密度值

照明功率密度 LPD

项目 等级
安装高度 h

(m) 
(W/m2) 相对偏差%

实测 模拟计算 平均值

12< h<l5 54 54 

15< h<ZO 83 76 79. 5 4.4 

N 20< h<Z5 125 90 107. 5 16.3 

25< h<30 133 104 118. 5 12.2 

30< h<35 122 122 

12< h<l5 90 90 

15< h<20 118 101 109.5 7.8 

体操 v 20< h<25 146 122 134 9.0 

25< h<30 161 141 151 6. 6 

30< h<35 175 175 

12< h<l5

15< h<20 166 142 154 7.8 

VI 20< h<25 168 176 172 2.3 

25< h<30 186 191 188.5 1. 3 

30< h<35 204 233 218.5 6. 6 

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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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外体育场田径场地的照明功率密度偏差除马道高度

超过 60m （实测场馆数少）实测数据外，偏差基本上

都在 7. 5%以下，足球场地是通过减灯的方式来达到

的，对于高级别的比赛，在开关灯分配上较难控制，

造成照明功率密度差异性较大，与模拟计算相差较多，

出现了 20%左右的偏差，如果做好照明设计照明功率

密度可明显降低。

2）其他各类型场地的照明功率密度除个别值外，最大偏

差基本上都在 10% 或 15% 以内，这是比较理想的



结果。

3）结果还表明相同级别下体育场比体育馆照明功率密度

要低，相同高度下大场地比小场地容易调整灯具配光，

照明功率密度也相对偏低。

4）当各场馆高度超过表中最大高度时，照明功率密度限

值不再增加，并建议灯具安装高度不宜超过表中的最

大高度。

结论是通过大量的实测调查和严格科学的模拟计算确定体育

场馆的照明功率密度依据充分；偏差控制在 5%～15%的范围内

制定出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可保证照明功率密度标准的准确性。制

订的照明功率密度值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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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照明配电与控制

8.1 照明配电

8. 1. 1 本条是根据国家有关规范，并结合体育建筑的特殊用电

要求提出的。

8. 1. 2 本条是结合现行行业标准《体育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354 的相关要求提出的。双重电源系指分别来自不同电网的

电源，或者是来自同一电网但在运行时电路互相联系很弱或电路

间距离很远，系统内局部故障不会导致两个电路同时中断供电

的，均可视为双重电源。

由于目前比赛场地照明采用的气体放电光源因电源失电导致

熄灭后，即使电惊迅速恢复，仍需要 3mi口～ 8min 的再启动时

间。而在举行重要比赛或进行电视转播时，发生这样的故障将导

致比赛组织者、转播公司和场地运营者遭受在名誉和经济双方面

的重大损害，因此制订本条文。

目前常见的解决方案有以下几种：

1 采用多路电源（含自备电源）同时供电，可降低外界因

素导致供电电源、故障对比赛场地照明的影响。即使某一路电源、或

供电设备发生故障，也能保证 50%照明系统正常工作；

2 采用热触发装置，可强迫气体放电光源在几十秒内恢复

到正常工作状态，从丽保证比赛和转播的迅速恢复，有效地减少

停电造成的后果和损失；

3 采用不中断供电逆变电源作为正常电源失电时的临时后

备电源，其持续供电时间应满足备用电源正常投人，这类设备包

括在线式 UPS、飞轮发电式 UPS 等。

8.1. 3 本条是根据现行行业标准《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JGJ 31 

中的规定，并结合体育建筑的特殊用电要求提出的。独立设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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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照明变压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持电压稳定，提高照明质量，

保证光源寿命，同时减小非比赛时的系统运行损耗。

8.1. 4 考虑到当前我国电力系统供电能力仍相当紧张，部分地

区经常出现较大的电压偏移情况，可通过技术经济比较适当采用

调压措施。

8.1. 5 本条是对照明器具实际端电压的规定。电压过高会导致

光源使用寿命的缩短和能耗的过分增加；电压过低将使照度大幅

度降低，影响照明质量。本条规定的电压偏差值与现行国家标准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 的规定一致。

8.1. 6 TV应急照明配电线路及控制开关分开装设有利于供电

安全和方便维修。

8.1. 7 单相供电的照明回路当采用三相断路器保护时，若其中

某一单相线路或设备故障时会导致三相同时断电，从而扩大了停

电范围，因此应当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但对于建设资金较为紧张

的项目，采用三相断路器对三个由线电压供电且始终接受同一控

制的照明设备同时保护，不失为一种节省投资的措施。

8.1. 8 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的触发器一般是与灯具装在一起的，

但有时由于安装、维修上的需要或其他原因，也有分开设置的。

此时，触发器与灯具的间距越小越好。当两者间距较大时，导线

间分布电容增大，触发器脉冲电压衰减有可能造成气体放电灯不

能正常启动，因此其间距应满足制造厂家对产品的要求。

8.1. 9 本条文第 1 款是作为改善气体放电光源的频闪效应而提

出的。在实际安装中应注意灯具内接线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当无

法做到使不同相灯具照射在同一照明区域时，宜考虑采用 LED

灯，或采用其他可行的改善措施如采用电子镇流器、设置超前滞

后电路等。第 2 款针对田径跑道终点等需要进行超慢镜头回放的

区域，为了提高视频质量，宜采用由高供电质量直流系统供电的

发光二极管灯作为主要照明。

8.1.10 对于光源功率不小于 250W 的灯具在每盏灯具处设置单

独的保护既可以有效地简化维护工作，又可避免当一个灯具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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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时导致整个供电回路所有灯具都熄灭的情况。

8.2 照明控制

8. 2.1 照明等级N级及以上比赛场地照明因考虑电视转播的要

求而需要配备功能完善的照明控制系统， H级及以下场地照明通

常可不考虑设置集中照明控制系统。

8.2.2 由于体育运动的特殊性，体育场馆的比赛场地往往会多

功能使用。因此照明系统也应考虑在不同使用状态下采用相应的

照明方案，具体要求可参考行业标准《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

技术规程》 JGJ/T 179 - 2009 表 6. 4. 2 的规定。应注意的是，正

式比赛场馆因场地原因，不宜在场地附近设置于动控制装置。但

当专业训练场地使用 LED灯时，应在现场设置控制装置，便于

使用者根据实际照明需求实时进行调整。本条是甲级以上体育设

施的比赛照明控制系统所应具备的基本功能。有条件时，乙级体

育设施的比赛照明控制系统可参照执行。参考奥运会、亚运会等

国际大型赛事的运行经验，当遇到特殊状态无法保证控制系统正

常运行时，直接手动控制方式可以有效地保证比赛场地照明顺利

点燃。

8.2.3 集中照明控制系统采用智能控制技术，是当前的应用热

点之一。智能控制技术应用于比赛场地照明控制，可以进一步拓

宽照明系统的使用范围和功能，提高运行维护的可靠性和便利

性，降低能源消耗。

对于使用金属卤化物气体放电光源且未设置热触发装置或不

中断供电设施的照明系统，其控制系统应具有延迟再启动的功

能，是为了防止设有双路电源系统的备用供电回路自动技人，使

已经熄弧的光源快速再启动。从而减少对光源的冲击，保护光源

寿命。

由于 LED光源具有优良的可控性，具备调光控制功能可使

场地照明系统根据实际需要方便地随时调整照明效果，这是使用

传统光源的照明系统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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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照明设备的运行时间对于确保照明系统的可靠性、保障

照明质量和提高维护水平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8.2.4 当比赛场地有非直射天然采光可利用时，应可根据实际

情况控制部分灯具的点灭，在保证满足比赛场地照明各项指标的

前提下实现有效的节能。

8.2.5 关于控制室的设置要求与现行行业标准《体育建筑设计

规范》 JGJ 31 中的要求基本相同。

8. 2. 6 控制系统的网络结构应根据需求确定。场地较小、使用

功能简单的场地照明宜采用集中式控制，场地较大、灯具数量较

多时可采用集散式网络结构，使用功能复杂时可考虑采用分布式

网络结构。分布式的系统结构大大降低了系统自身的风险，当部

分系统元件故障时，受影响的仅仅是与其相关联的设备，而系统

的其他部分仍可正常工作。

奥运会、世界杯等重要体育赛事受到广泛关注，并可能涉及

巨大的政治经济影响，且赛事结果往往具备不可重复性，因而对

保证比赛场地照明的持续要求极高。为了避免无关人员和系统可

能对比赛场地照明控制的干扰，建议设置可切除其他控制系统对

比赛场地照明进行越级控制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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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照明检测

9.1 一般规定

9.1. 1 照明检测主要参照国际照明委员会《关于体育照明装置

的光度规定和照度测量指南》 CIE 67 - 1986 和《体育赛事中用

于彩电和摄影照明的实用设计准则》 CIE 169 - 2005 制订。照明

检测主要用以检验体育场馆照明设计能否达到标准规定的各项技

术指标，能否满足不同运动项目不同级别的使用功能要求。

9.1. 2 检测用仪器设备必须送法定检测机构依据相关检定规程

进行检定，以保证检测数据的有效性。

9.1. 3 测量时的环境条件对测量结果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

避免在阴雨天、多雾天、沙尘天和有来自外部光线影响情况下进

行测量，使用荧光灯的场所还要考虑温度的影响。体育场馆所用

光源，特别是金属卤化物灯每次开灯后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

达到光通额定值，因此对照明装置的运行时间和开灯后的点燃时

间都要有所规定。电压也是影响检测结果的重要因素，必要时应

进行电压修正。测量时应避免操作者身影或别的物体对接收器的

遮挡，同时也要避免浅色物体上反射光的影响。本条规定的目的

是在满足规定的测量条件下进行照明检测才能保证测量数据的准

确性。

9.1. 4 检测的照明参数应是标准中所规定的参数，其中部分参

数是在测量后通过计算取得的。

9. 2 照度测量

9. 2.1 测量场地一般指标准中规定的主赛场和总赛场，此外也

包括对观众席和应急照明等的测量。为了减少测量的工作量，对

大型运动场地，在照明装置布置完全对称的条件下，当照明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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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对称分布时，可只测 1/2 或 1/4 场地。

9. 2. 2 关于照度测量的测点，在《关于体育照明装置的光度规

定和照度测量指南》 CIE 67 1986 中巳作出规定，在《体育赛

事中用于彩电和摄影照明的实用设计准则》 CIE 169 2005 中又

增加了更详细、更全面的规定，把运动场地划分为矩形场地和几

种典型场地。

由于大多数运动场地都属于矩形场地，如足球、篮球、排

球、网球、羽毛球等，因此在对测量与计算网格点进行规定时采

用了统一的方法，同时还规定计算网格应包含测量网格，测量网

格的间距是计算网格间距的 2 倍。

按照《体育赛事中用于彩电和摄影照明的实用设计准则》

CIE 169 - 2005 中新的规定，与《关于体育照明装置的光度规定

和照度测量指南》 CIE 67 1986 的规定相比，标准有所提高。

如足球场地 CIE 67 一 1986 规定的测量点为 7× 11 ，而 CIE 169 -

2005 规定的测量点为 8× 12，这意味着测量场地范围有所扩大，

为了使计算与测量范围更接近于比赛场地边线，照度计算与测量

网格点间距应尽可能小，在本标准附录 A规定中已有调整。

图 9. 2. 2 1 ～图 9. 2. 2 8 给出的几种典型运动场地的计算、

测量网格划分方法，是参照《体育赛事中用于彩电和摄影照明的

实用设计准则》 CIE 169 - 2005 制订的。

9. 2. 3' 9. 2. 4 关于水平照度测量，垂直照度测量及照度均匀度

的计算，参考《关于体育照明装置的光度规定和照度测量指南》

CIE 67 1986 的相关内容制订。

照度测量结果会受到电源电压波动的影响，编制组选取几种

日前体育场馆常用的金属卤化灯光源在实验室内进行实验，得出

光源光通量与电源电压的变化曲线，见图 9 和图 10，同时电源

电压的变化也对显色指数和色温有影响。

各种金属卤化物灯的标称发光效能为 60～100 Clm/W），标

称显色指数的范围 Ra为 65 ～ 93 ，标称色瘟的范围为 3000K～

6000K。金属卤化物灯由于选用的镇流器不同和电源电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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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起金属卤化物灯的光、色参数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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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金属卤化物灯的光、色参数与电压关系（2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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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金属卤化物灯的光、色参数与电压关系（380V)

图 9 和图 10 中的曲线是金属卤化物灯的实验结果。从图中

可以看到，采用普通电感镇流器的光通量和显色指数均正比于电

源电压的变化，只有色温反比于电源电压的变化。当供电标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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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为 220V，电源、电压的变化－ 10%～＋ 10%时，其上述参数变

化范围为：光通量： 25% ～十 28%，显色指数： 11% ~ 

十9%，色温：＋11%～－9%。供电标称电压为 380V，电源电

压的变化－10%～＋10%时，其上述参数变化范围为：光通量：

一22%～十23% ，显色指数：一7%～＋ s%，色温：十12% ～

一7% 。

由于测试的样品数量、品种、型号、厂家有限，不能完全代

表这类光源的一致特性，因为气体放电灯的光、色、电参数本身

就有一个变动范围，所以此组数据的变化范围仅作为定性参考。

为了确保体育设施电视转播的质量，因此，要求体育场馆在

比赛期间的电源电压变化应在一5%～十5%之间，同时从电源配

电盘到（末端）灯端的线路电压降应小于 15V，整个照明系统的

功率因数应大于 0. 85，最好在 0. 9 以上（功率因数越低其供电

系统的电压调整性就越差），即在同样的有功负荷下，电源（变

压器）输出电压越低，线路压降越高，占用电源容量越多，负荷

端（光源）电压就越低。

9.3 眩光测量

9. 3.1 本条规定了确定眩光测量点的原则和典型场地的眩光测

量点的位置。

1 眩光是评价照明质量的重要指标，在 CIE 文件中也提出

在照明测量中除测量水平照度和垂直照度外还要核实眩光指数，

为了减少眩光测量的工作量，眩光测量点只能按各场地最重要的

位置选取。

2 眩光测量点的位置主要参照《室外运动场地和区域照明

的眩光评价系统》 CIE 112 - 1994、《关于足球场人工照明指南》

FIFA- 2002 等制订。

9.3.2 眩光测量至今尚无统一的测量仪器，一般可通过测量观

察者眼睛上的照度来计算光幕亮度，最后求出眩光指数 GR，见

本标准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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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现场显色指数和色温测量

9. 4.1 根据对大量体育场馆现场显色指数和色温的测量表明，

所选测量点测得的颜色参数可代表整个场地的色参数测量结果。

9.4.2 现场显色指数和色温受环境因素如电压波动、场地和周

围建筑及座位的颜色影响较大，所制定标准值是根据实测统计结

果确定的。凡、 T叩与 V 的变化曲线见图 9、图 10 。

9.5 照明功率密度测量

9. 5.1 、 9.5.2 本标准规定了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进行该指标

的测量。测量和计算方法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照明测量方法》

GB/T 5700 和《照明工程节能监测方法》 GB/T 32038 的规定

进行。

9.6 检测报告

9. 6.1 ~ 9.6.3 检测报告是对全部检测内容的记录和总结。报告

编写的内容和格式应符合有关部门对检测机构关于检测报告编写

的规定。对检测结果应依据相关标准作出结论，判定是否合格。

140 



附录 A 照度计算和测量网格及摄像机位置

本附录参照《关于体育照明装置的光度规定和照度测量指

南》 CIE 83-1989 和《体育赛事中用于彩电和摄影照明的实用

设计准则》 CIE 169 - 2005 等制订。

1 表中场地尺寸未标明 PA、 TA 时，均为比赛场地 PA 的

尺寸，按照本标准所规定的计算点和测量点测量场地覆盖的范围

比《关于体育照明装置的光度规定和照度测量指南》 CIE 83 -

1989 规定的测量范围要大一些，说明对照明的要求更高了，网

格间距应尽可能小，这样周边测点就更接近场地边线。

2 照度计算和测量的参考高度，水平照度一般取 lm，为了

测量的方便，同时对测量值元明显影响，测量四个方向的垂直照

度时也取 lm高度，摄像机方向的垂直照度均取 1. 5m 高度。

3 本标准摄像机位置为其中一些主要摄像机位置，在实际

使用中可按赛事要求计算和测量某些位置摄像机方向的垂直

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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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眩光计算

B.0.1 室外体育场眩光计算公式引自《关于室外体育设施和区

域照明的眩光评价系统》 CIE 112 - 1994。经实测验证此公式不

论是对室外体育场或是对室内体育馆，计算值和测量值均吻合较

好。主观评价与测量计算值之间有较好的线性关系。编制组对体

育场馆照明室内眩光评价系统经研究得出结论，该公式也可用于

室内体育馆眩光评价系统，对眩光指数进行计算，但通过实验研

究证实，当室外体育场眩光评价系统用于室内体育馆眩光评价系

统时，需采用适用于室内体育馆的眩光评价分级及眩光指数限制

值，而且在室内体育馆眩光指数计算时其反射比宜取 0. 35 

~ 0.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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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马道位置设置方法与设计参数

C.0.1 、 C.0.2 本规定根据国内外相关标准和设计经验及计算

分析研究结果可得到的灯具安装位置参数，按计算所得到的马道

条件进行照明设计可以满足各项照明指标的要求。

根据相关规定、设计经验和计算分析研究结果，综合考虑水

平照度、垂直照度、照度均匀度、照度比率、眩光限制等要求，

可得出以下设计准则：

1）体育场

马道上灯具投射到场地与远边线之间的夹角不小于 25。，灯

具投射到场地与场地近边线之夹角不大于 65。。

足球场地马道中心位置水平投影距场地中心点的距离一般为

60m~ 80mo 

2）体育馆

马道上灯具投射到场地与远边线之间的夹角不小于 30。，灯

具投射方向与场地近边线之夹角不大于 65。或 60。。

当采用双排马道，则前排马道位置满足 ψ二三25。，后排马道

满足。运65。的要求。

按以上要求计算可得到各类体育场馆的马道设计参数，体育

场的计算结果见表 42、表 430

表 42 单马道灯具安装高度与计算参数表

'P 。 τlJ d h s 
项目

（。） （。） (m) (m) (m) (m) 

70 19. 1 52.5 65. 6 

田径
65 25.8 55. 4 72.3 

25 
60 93 34.2 59. 3 80. 7 

（足球） 55 45. 1 64.4 91. 6 

30 70 24. 7 68.0 7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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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双马道灯具安装高度与计算参数表

<p 自 w d h SJ s2 
项目

（。） （。） (m) (m) (m) (m) (m) 

70 15.8 43.3 46. 5 62. 3 

65 20.2 43.3 46.5 66.7 

25 60 25.0 43.3 46.5 71. 5 
田径

55 93 30.3 43. 3 46. 5 76. 8 
（足球）

50 36. 3 43.3 46. 5 82. 9 

70 19.5 53.7 46.5 66.0 
30 

65 25.0 53.7 46.5 71. 5 

同理，可计算出体育馆、网球馆、游泳馆、专用足球场、专

用篮排球场等的马道位置参数。

对计算结果的说明：

1) 表中。角度取值 70。时，往往会导致近边线附近的垂直

照度不足且水平／垂直照度比率失调，一般不建议

采用。

2）对于小型的比赛场地一般可不采用双马道，如专用篮

排球馆等。

3）考虑到游泳跳水馆的特殊性，比赛级的游泳跳水馆原

则上应采用双马道布置方式。

C.0.3 在马道位置参数表中马道高度 h 是指中心点的位置高

度，马道端点的位置高度也是根据眩光要求和照度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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