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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９４７３—２０１７《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与ＧＢ／Ｔ９４７３—２０１７相比，除结构调整

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ａ）　更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１７年版的第１章）；

ｂ） 增加了多个引用标准（见第２章）；

ｃ） 更改了术语“台灯”“正常工作位置”的定义（见３．１、３．５，２０１７年版的３．１、３．４）；删除了术语“照

度”（见２０１７年版的３．３）；增加了术语“夹式台灯”“照度均匀度”“瞬态光伪像”“闪烁”和“频闪

效应”的定义（见３．３、３．４、３．７～３．９）；

ｄ） 删除了分类（见２０１７年版的第４章）；

ｅ） 更改了一般要求（见第４章，２０１７年版的第５章）；

ｆ） 更改了标记的相关要求（见５．２，２０１７年版的６．２）；

ｇ） 将“遮光性”和“照度及照度均匀度”合并至“光度”内，并更改了“照度及照度均匀度”的要求及

试验方法（见５．３、６．４，２０１７年版的６．３）；

ｈ） 增加了“色品性能”的要求及试验方法（见５．４、６．５）；

ｉ） 增加了“瞬态光伪像”的要求及试验方法（见５．５、６．６）；

ｊ） 增加了“功率”的要求及试验方法（见５．６、６．７）；

ｋ） 更改了“功率因数”的要求及试验方法（见５．７、６．８，２０１７年版的６．３．６、７．３．６）；

ｌ） 增加了可调光／调色产品测试状态说明（见６．１２）；

ｍ）增加了带有充电装置的台灯测试状态说明（见６．１３）；

ｎ） 增加了灵活相关色温犜Ｆ的色度坐标目标值的计算（见附录Ｂ）。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２４）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光华临港工程应用技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

松下电气机器（北京）有限公司、昕诺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厦门立达信照明有限公司、欧普照明股份

有限公司、浦江三思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宁波公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尚为照明有限公司、上海晟

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粲高教育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时代之光照明电器检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磊、杨樾、姜丽丽、戴奇、赵震宇、杨应强、方翔、赵俊、文星、朱俊杰、张文华、

周鼎、潘玮、陈超中。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１９８８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Ｔ９４７３—１９８８，２００８年第一次修订，２０１７年第二次修订；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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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以钨丝灯、荧光灯或ＬＥＤ作为光源，电源电压不超过２５０Ｖ的读写作业台灯（以下简

称台灯）的性能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在家庭、教室和类似场所作为读写照明用的台灯和宣称“护眼”“学习用”“工作用”等

类似功能的台灯，包括带充电装置的台灯、以ＵＳＢ接口为电源连接方式的台灯以及夹式台灯。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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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６８８２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精密法

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１５　灯具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ＧＢ７０００．２０４　灯具　第２４部分：特殊要求　可移式通用灯具

ＧＢ／Ｔ１０６８２—２０１０　双端荧光灯　性能要求

ＧＢ１７６２５．１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１６Ａ）

ＧＢ／Ｔ１７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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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１２７５　照明设备对人体电磁辐射的评价

ＧＢ／Ｔ３１７２８　带充电装置的可移式灯具

ＧＢ／Ｔ３６９７９　ＬＥＤ产品空间颜色分布测量方法

ＧＢ／Ｚ３９９４２—２０２１　应用ＧＢ／Ｔ２０１４５评价光源和灯具的蓝光危害

ＧＢ／ＴＸＸＸＸ　普通照明用设备　闪烁特性　光闪烁计测试法

ＪＪＧ２４５　光照度计

ＩＥＣＴＲ６３１５８　普通照明用设备　照明设备频闪效应的客观测试方法（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ｔｒｏｂｏｓｃｏｐ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ＥＥＥＳｔｄ１７８９—２０１５　对于可调电流的高亮度ＬＥＤ为了降低对观众的健康风险　ＩＥＥＥ的推荐

实践（ＩＥＥ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ｆｏｒ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ｎＨｉｇｈ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ＬＥＤｓｆｏｒ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ＲｉｓｋｓｔｏＶｉｅｗｅｒｓ）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１５和ＧＢ／ＴＸＸＸＸ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台灯　狋犪犫犾犲犾犪犿狆

安置在家具上的可移式灯具。

　　注：包含夹式台灯。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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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读写作业台灯　狋犪犫犾犲犾犪犿狆犳狅狉狆犪狆犲狉狋犪狊犽

为阅读、书写或类似视觉活动提供照明的台灯。

３．３

夹式台灯　犮犾犻狆狅狀狋犪犫犾犲犾犪犿狆

灯具以夹持方式固定在安装表面的可移式灯具。

　　注：夹持方式包括使用弹簧夹、Ｕ形夹等。

３．４

照度均匀度　犻犾犾狌犿犻狀犪狀犮犲狌狀犻犳狅狉犿犻狋狔

有效工作区域内的最大照度与最小照度的比值。

３．５

正常工作位置　狀狅狉犿犪犾犪狋狋犻狋狌犱犲狅犳犪犾狌犿犻狀犪犻狉犲

由制造商规定的满足光度学要求的灯具姿态和在桌面上的摆放方向。

　　注：描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灯具出光面与读写作业照明有效工作区域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出光面距离工作面高

度、出光面倾斜角度、摆放方向等信息。夹式台灯的描述内容包括产品适用的有效工作台面尺寸和安装要求，

如夹具夹持最小深度（桌面边沿突出在外的最小宽度）和夹持厚度范围。

３．６

波动深度　犿狅犱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狆狋犺

波动　犿狅犱狌犾犪狋犻狅狀

光输出一个周期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与光输出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和的比。

　　注：术语“波动深度”来自ＩＥＥＥＳｔｄ１７８９，在ＧＢ／Ｔ２９００．６５中对应的英文是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两者对应的

定义相同。波动深度以百分比表示。

３．７

瞬态光伪像　狋犲犿狆狅狉犪犾犾犻犵犺狋犪狉狋犻犳犪犮狋；犜犔犃

特定环境中的人类观察者对由亮度或光谱分布随时间波动的光刺激引起的视觉变化感知。

　　注：视觉变化感知是将被调制光照射的环境的视觉感知与同一人在同一环境中被非调制光照射时的视觉感知进行

比较的结果。

［来源：ＣＩＥＴＮ００６：２０１６，２．４．１］

３．８

闪烁　犳犾犻犮犽犲狉

对于静态环境中的静态观察者，受亮度或光谱分布随时间波动的光刺激引起视觉上不稳定的感知。

　　注１：光刺激随时间的变化包括周期性的和非周期性的，可能由光源本身、电源或其他影响因素所导致。

　　注２：闪烁是瞬态光伪像的一种。

［来源：ＣＩＥＴＮ００６：２０１６，２．４．２］

３．９

频闪效应　狊狋狉狅犫狅狊犮狅狆犻犮犲犳犳犲犮狋

对于非静态环境中的静态观察者，受亮度或者光谱分布随时间波动的光刺激引起的对运动感知的

变化。

　　注：频闪效应是瞬态光伪像的一种。

　　示例１：当亮度以周期性方波变化时，运动对象会被感知为离散而非连续的运动。

　　示例２：如果光亮度变化的周期频率与运动物体的频率一致，那么运动物体将被感知为静态的。

［来源：ＣＩＥＴＮ００６：２０１６，２．４．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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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一般要求

４．１　安全要求

应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２０４的要求。带充电装置的台灯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７２８的要求。

４．２　无线电骚扰特性

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７４３的要求。

４．３　电源谐波电流限值

应符合ＧＢ１７６２５．１的要求。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灯具外观

灯具的外形尺寸、外表面颜色和结构应与其外包装和使用说明上的陈述和图样一致。

５．２　标记

５．２．１　台灯上应标记下述相关信息：

ａ）　产品名称和型号，

ｂ）　调光和（或）调色台灯的适合读写作业挡位或范围，

ｃ）　台灯的光度等级及本文件编号。

５．２．２　制造商随台灯提供的产品说明书上应提供下述相关信息。

ａ）　使用可替换光源的台灯，允许使用的光源制造商和型号规格。

ｂ）　荧光灯台灯，按ＧＢ／Ｔ１０６８２—２０１０附录Ｄ的相关色温。

ｃ）　ＬＥＤ台灯，产品相关色温或相关色温可调范围。色温可调的ＬＥＤ台灯，如标称的相关色温范

围上限超过４０００Ｋ，应有包括下述内容的提示语：建议夜间使用时将色温调至４０００Ｋ以下；

色温不可调且标称的相关色温高于４０００Ｋ的ＬＥＤ台灯，应有包括下述内容的提示语：此台

灯不宜在夜间使用。

ｄ）　一般显色指数，如一般显色指数８０的，表示为犚ａ８０。

ｅ）　额定输入功率和功率因数。

ｆ）　台灯的正常工作位置，包括：

———台灯出光面与读写作业照明的有效工作区域相对位置关系；

———出光面高度；

———出光面倾斜角度；

———台灯的摆放位置和方向等信息。

夹式台灯应说明产品适用的有效工作台面尺寸和安装要求，如夹具夹持最小深度（桌面边沿突

出在外的最小宽度）和夹持厚度范围。

ｇ）　带充电装置台灯的额定工作时间。

注：说明书形式可以是纸质的，也可以是电子文档，如二维码或其他方式。

５．２．３　台灯应声称下述一个或一个以上瞬态光伪像的特性：

———５．５．２规定的ＬＥＤ台灯波动深度等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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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闪效应和闪烁可能被观察到的阈限水平为犛犞犕≤狓，犘
ＬＭ

ｓｔ ≤狔。

　　注１：狓和狔为不大于１的数值。

　　注２：犛犞犕 为频闪效应可见性测量（Ｓｔｒｏｂｏｓｃｏｐ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的英文缩写。

　　注３：犘
ＬＭ
ｓｔ
为通过光闪烁计测得的被测设备在不施加电压波动条件下的照度闪烁指标。

５．３　光度

５．３．１　遮光性

台灯应具有遮光性，没有过度的眩光。对于正常工作位置的出光面相对桌面高度低于７５０ｍｍ的

台灯，当人处于坐姿的位置时，人眼观察到的所有发光部件的表面亮度不应大于２０００ｃｄ／ｍ２。

５．３．２　照度及照度均匀度

在制造商声称的正常工作位置以及适合读写作业的档位或范围内，台灯的光度应满足表１的要求，

且最大水平照度不应超过２５００ｌｘ。

表１　光度要求

光度等级 遮光性
最小水平照度／ｌｘ 照度均匀度

中心区域ａ 总区域ａ 中心区域ａ 总区域ａ

ＡＡ级 符合５．３．１ ≥５００ ≥２５０ ≤３ ≤７

Ａ级 符合５．３．１ ≥３００ ≥１５０ ≤３ ≤７

　　
ａ 中心区域和总区域的说明见６．４．２。

５．４　色品性能

５．４．１　显色性

一般显色指数犚ａ不应小于８０。对于光源为ＬＥＤ的产品，其特殊显色指数犚９ 应大于０。实测值

不应低于声称值。

５．４．２　相关色温及色容差

产品色坐标距离指定色温所对应目标色坐标值的色匹配标准偏差（色容差犛犇犆犕）不应超过５。

５．５　瞬态光伪像

５．５．１　通则

在５．５．２、５．５．３和５．５．４中规定了台灯的瞬态光伪像特性。根据适用性，灯具应符合５．５．２的要求或

者同时满足５．５．３和５．５．４的要求。

５．５．２　犔犈犇台灯波动深度

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时，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不应高于ＩＥＥＥｓｔｄ１７８９—２０１５中“无显著影响”等

级对应的限值要求（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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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波动深度限值要求

光输出波形频率／Ｈｚ 犳≤１０ １０＜犳≤９０ ９０＜犳≤３１２５ 犳＞３１２５

波动深度限值／％ ０．１ 犳×０．０１ 犳×０．０８／２．５ 无限制

５．５．３　闪烁

按ＧＢ／ＴＸＸＸＸ的规定测得的犘
ＬＭ

ｓｔ
和犘

ＬＭ

ｓｔ
（犐），不应大于１，也不应超过制造商声称的犘

ＬＭ

ｓｔ
和

犘
ＬＭ

ｓｔ
（犐）值。

　　注：犘
ＬＭ
ｓｔ
（犐）是指通过光闪烁计测得的被测设备在施加电压波动条件下的照度闪烁指标。

５．５．４　频闪效应

按ＩＥＣＴＲ６３１５８的规定测得的犛犞犕 不应大于１，也不应超过制造商声称的犛犞犕 值。

５．６　功率

实测功率不应超过额定输入功率的１１０％。

５．７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实测值不应比标称值低０．０５及以上。其中：

ａ）　功率大于５Ｗ，不大于２５Ｗ 的台灯，标称功率因数不应低于０．５；

ｂ）　功率大于２５Ｗ 的台灯，标称功率因数不应低于０．９。

　　注：实测功率与额定输入功率相比，不小于９０％且不大于１１０％时，按照额定输入功率来确定限值；当实测功率超

出上述范围时，按照实测功率来确定限值。

５．８　台灯对人体的电磁辐射

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２７５的要求。

５．９　视网膜蓝光危害

按ＧＢ／Ｚ３９９４２—２０２１评估视网膜蓝光危害类别应为ＲＧ０。

５．１０　噪声

含有灯的控制装置的台灯在正常工作时，噪声不应大于２５ｄＢ（Ａ）。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一般试验条件

６．１．１　试验应在无对流气流，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６５％，环境温度为２５℃±１℃的室内进行。

６．１．２　如无特殊要求，试验应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进行。如果额定电压是一个范围，应在２２０Ｖ、

５０Ｈｚ下测量。

６．１．３　试验电源电压和频率误差应保持在标称值的±０．２％以内。

６．１．４　试验电源电压的谐波总含量不应大于３％。

６．１．５　所用电工仪表的准确度不应低于０．２级，照度的测量仪器不应低于ＪＪＧ２４５中一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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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６　台灯光度测试前应按相关的光源性能标准进行老炼。

６．２　灯具外观

灯具的外形尺寸用精度不低于０．１ｍｍ的通用量具检验，颜色和结构由目视检验。

６．３　标记

标记内容的完整性由目视检验，标记的牢固性由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１５中３．４规定的方法检验。

６．４　光度

６．４．１　遮光性

遮光性试验时台灯的工作位置应与照度及照度均匀度的测试时一致。

将台灯以正常工作位置安置在水平桌面上，在光源燃点稳定后进行测量。先将亮度计的镜头中心

放置于高度距桌面４００ｍｍ、水平距光源腔口面几何中心６００ｍｍ、垂直于桌面边沿并通过光源腔口面

几何中心的位置上，如图１和图２所示。然后测试时调整亮度计的水平角度和垂直角度，测量观察到的

所有透光件、光源、反射器等的表面亮度。

图１　遮光性试验观察方式的侧视图

图２　遮光性试验的观察方式俯视图

６．４．２　照度及照度均匀度

试验时的位置应按下述规定。

ａ）　台灯出光面高度：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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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若说明书标明了台灯正常工作时的出光面高度，则按照说明书规定；

２）　若说明书未标明工作高度，台灯出光面高度不可调节，则在该高度下测试；

３）　若说明书未标明工作高度，台灯出光面高度可调节且最大高度小于４００ｍｍ，则在台灯的

最大高度下测试；

４）　若说明书未标明工作高度，台灯出光面高度可调节且最大高度大于或等于４００ｍｍ，则在

台灯的４００ｍｍ的高度下测试。

ｂ）　台灯出光面与读写作业照明的有效工作区域相对位置关系：

１）　说明书标明了台灯的正常工作位置：

●　若标明的台灯出光面几何中心垂直投影点位于中心区域矩形以外时，按照说明书规

定的台灯正常工作位置进行测试；

●　若标明的台灯出光面几何中心垂直投影点位于中心区域矩形内时，则测试时将出光

面几何中心垂直投影点与中心区域矩形上边沿中间位置重合。

２）　说明书未标明台灯的正常工作位置：

未标明台灯出光面与有效工作区域的关系，测试时将出光面几何中心垂直投影点与中心

区域矩形上边沿中间位置重合。

在光源燃点稳定后进行测量。

总区域为７００ｍｍ×５００ｍｍ的矩形（矩形四角为圆角），中心区域为５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的矩形（矩

形四角为圆角）。各区域测试点如图３所示。网格间距为１００ｍｍ。

　　注：扇形区域照度及照度均匀度的测试方法见附录Ａ。

图３　照度及照度均匀度矩形有效工作区域的布点方式

６．５　色品性能

光源为荧光灯的台灯应按国际照明委员会（ＣＩＥ）的有关技术文件测量其色坐标，并按

ＧＢ／Ｔ１０６８２—２０１０附录Ｄ计算色容差。

光源为ＬＥＤ的台灯色容差可参照荧光灯光源的方法，也可以按下述方法进行计算。

———按照ＧＢ／Ｔ３６９７９的规定测量（狌′，狏′）（ＣＩＥ１９７６均匀色品标度图）。

———根据测得的（狌′，狏′）和表３给出的（狌′ｃ，狏′ｃ）（ＣＩＥ１９７６均匀色品标度图），按公式（１）计算狀。

狌′－狌′ｃ（ ）２＋ 狏′－狏′ｃ（ ）２＝ ０．００１１·狀（ ）２ …………………（１）

式中：

狌′、狏′　———色度坐标值；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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狌′ｃ、狏′ｃ ———相关色温对应的色度坐标目标值；

狀 ———色容差。

　　注：公式（１）来自ＣＩＥＴＮ００１：２０１４公式（２）。

表３　色度坐标

额定相关色温犜／Ｋ
色度坐标目标值

ＣＣＴ／Ｋ 犇ｕｖ 狌′ｃ 狏′ｃ

２７００ ２７２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６０３ ０．５３１３

３０００ ３０４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５３０ ０．５２１４

３５００ ３４６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２３８５ ０．５１３１

４０００ ３９８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２２３５ ０．５０２９

５０００ ５０２９ ０．００２５ ０．２０９２ ０．４８８４

６５００ ６５３２ ０．００３１ ０．１９７８ ０．４６７９

灵活相关色温犜Ｆ
ａ

（２３００～６４００）
犜Ｆ 犇ｕｖ（犜Ｆ） 色度坐标目标值按附录Ｂ计算

　　注１：ＣＣＴ为相关色温。

　　注２：犇ｕｖ为色偏差。

　　
ａ犜Ｆ 的选择以１００Ｋ为步幅（如，３６００，３７００，…），表２中列出的６个ＣＣＴ除外。

６．６　瞬态光伪像

６．６．１　波动深度

按ＩＥＥＥＳｔｄ１７８９—２０１５的规定测量ＬＥＤ台灯光输出的波形，得到光输出的频率，并按公式（２）和

图４所示计算犕狅犱：

犕狅犱＝１００％×
犃－犅

犃＋犅
…………………………（２）

　　式中：

犕狅犱———波动深度；

犃 ———波形的最大值；

犅 ———波形的最小值。

图４　波动深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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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２　闪烁和频闪效应

按ＧＢ／ＴＸＸＸＸ的要求测量犘
ＬＭ

ｓｔ
和犘

ＬＭ

ｓｔ
（犐）。

按ＩＥＣＴＲ６３１５８的要求测量犛犞犕。

６．７　功率

带有照明外其他功能的台灯，仅在照明功能状态下考核功率。

６．８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的测量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进行。带有照明外其他功能的台灯，仅在照明功能状态

下考核功率因数。

６．９　台灯对人体的电磁辐射

按ＧＢ／Ｔ３１２７５进行测试。

６．１０　视网膜蓝光危害

按ＧＢ／Ｚ３９９４２—２０２１进行测试。

６．１１　噪声

噪声试验的测试室要求和方法应符合ＧＢ／Ｔ６８８２的规定。声源发射声压级用 Ａ计权声级来测

定。将台灯处于工作状态放在厚度不大于１５ｍｍ的层压木质板上，在离台灯底座中心轴上前方４５°斜

线１００ｍｍ 处测定噪声，如图５所示。在灯罩附近安装灯的控制装置等噪声源的情况下，离灯罩前方下

缘中心１００ｍｍ水平距离处进行测定，如图６所示。若台灯使用独立式控制装置时，在离控制装置正上

方１００ｍｍ处进行测定。

图５　底座噪声测试点 图６　灯罩噪声测试点

６．１２　可调光／调色产品测试状态说明

可调光／调色产品测试状态说明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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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可调光／调色产品测试状态说明

项目 测试状态说明

视网膜蓝光危害 读写作业状态或其范围内最大亮度状态，最高色温和最低色温的最大亮度状态

人体电磁辐射 最大功率和最小功率状态

照度及照度均匀度 读写作业状态或其范围内最大亮度及最小亮度状态

遮光性 读写作业状态或其范围内最大亮度状态

色品性能 读写作业状态或其范围内最高色温和最低色温的最大亮度状态

闪烁 读写作业状态或其范围内最大亮度及最小亮度状态

输入功率 最大功率状态

功率因数 最大功率状态

噪声 最大功率和最小功率状态

６．１３　带有充电装置的台灯测试状态说明

带有充电装置的台灯要在电网供电和仅蓄电池供电两种状态下进行测试。在电网供电且充满电的

状态下测试全部项目。仅蓄电池供电状态时，需在充满电后灯具在最大亮度状态下持续点亮至额定工

作时间一半进行测试，该测试时间不应小于０．５ｈ，测试项目为照度及照度均匀度、噪声。可调光／调色

产品测试状态按６．１２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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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扇形区域照度及照度均匀度测试方法

扇形区域的照度及照度均匀度的测试如下述：

将台灯以正常工作位置安置在水平桌面上，在光源燃点稳定后进行测试。以台灯出光面的几何中

心的垂直投影点为圆心，位于眼睛的正前方，在靠近眼睛一侧台灯的投射范围内，离圆心的半径距离为

５００ｍｍ的三分之一扇形内，以３０°为间隔，在半径线上进行照度测量，测试间隔为１００ｍｍ，包括圆心，

如图Ａ．１所示。

图犃．１　扇形区域照度试验的布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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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

灵活相关色温犜犉的色度坐标目标值的计算

犅．１　计算色偏差犇狌狏

按下述关系式，由灵活相关色温犜Ｆ计算犇ｕｖ：

———犜Ｆ≥２８７０Ｋ时，犇ｕｖ 犜Ｆ（ ）＝５７７００·
１

犜Ｆ
（ ）

２

－４４．６·
１

犜Ｆ
（ ）＋０．００８５４；

———犜Ｆ＜２８７０Ｋ时，犇ｕｖ 犜Ｆ（ ）＝０。

犅．２　将犜Ｆ、犇ｕｖ换算至色度坐标目标值（狌′ｃ，狏′ｃ）

犅．２．１　计算犜Ｆ的普朗克辐射的色度坐标（狌Ｂ，狏Ｂ）

普朗克辐射相对光谱分布中相关色温犜Ｆ的黑体光谱辐射犛Ｂ（λ）由公式（Ｂ．１）得到：

犛Ｂλ（）＝λ
－５ ｅｘｐ

犮２

λ犜Ｆ
（ ）－１［ ］

－１

…………………………（Ｂ．１）

　　式中：

犛Ｂ（λ）———黑体光谱辐射值；

λ ———光谱辐射波长；

犜Ｆ ———相关色温；

犮２ ———常数，值为０．０１４３８８，单位为米开尔文（ｍ·Ｋ）。

普朗克辐射的三刺激值由公式（Ｂ．２）、公式（Ｂ．３）、公式（Ｂ．４）得到：

犡Ｂ＝ｋ∫λ犛Ｂ（λ）狓（λ）ｄλ …………………………（Ｂ．２）

犢Ｂ＝ｋ∫λ犛Ｂ（λ）狔（λ）ｄλ …………………………（Ｂ．３）

犣Ｂ＝ｋ∫λ犛Ｂ（λ）狕（λ）ｄλ …………………………（Ｂ．４）

　　式中：

犡Ｂ、犢Ｂ、犣Ｂ　　　———普朗克辐射的三刺激值；

狓λ（）、狔λ（）、狕λ（）———ＣＩＥ１９３１颜色匹配函数；

犛Ｂ（λ） ———黑体光谱辐射值；

λ ———光谱辐射波长；

ｋ ———归一化常数。

一般而言，波长间隔５ｎｍ满足大多数的实际应用。缜密计算应使用１ｎｍ的间隔。

普朗克辐射的色度坐标（狌Ｂ，狏Ｂ）由公式（Ｂ．５）、公式（Ｂ．６）给出：

狌Ｂ＝４犡Ｂ／（犡Ｂ＋１５犢Ｂ＋３犣Ｂ） …………………………（Ｂ．５）

狏Ｂ＝６犢Ｂ／（犡Ｂ＋１５犢Ｂ＋３犣Ｂ） …………………………（Ｂ．６）

　　注：ＣＩＥ１９６０色度坐标（狌，狏）已淘汰，在这里仅用作计算的中间过程数据。

犅．２．２　计算色度坐标目标值（狌′ｃ，狏′ｃ）

当相关色温为犜Ｆ＋１（Ｋ）时，变化的色度坐标（狌Ｂ１，狏Ｂ１）同样用Ｂ．２．１给出的公式计算，得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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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Ｆ点普朗克轨迹的切线角度。

根据犜Ｆ和犇ｕｖ，通过公式（Ｂ．７）、公式（Ｂ．８）得到（狌，狏）坐标，

狌＝狌Ｂ＋犇ｕｖ·
狏Ｂ１－狏Ｂ

（狌Ｂ１－狌Ｂ）
２
＋（狏Ｂ１－狏Ｂ）槡

２

………………（Ｂ．７）

狏＝狏Ｂ－犇ｕｖ·
狌Ｂ１－狌Ｂ

（狌Ｂ１－狌Ｂ）
２
＋（狏Ｂ１－狏Ｂ）槡

２

…………………（Ｂ．８）

　　（狌′ｃ，狏′ｃ）坐标由公式（Ｂ．９）、公式（Ｂ．１０）给出：

狌′ｃ＝狌 …………………………（Ｂ．９）

狏′ｃ＝１．５狏 …………………………（Ｂ．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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