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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２４）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厦门通

士达照明有限公司、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华全电气照明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一新、张德保、辛洪政、陈国林、魏彬、曾海生、聂李迅。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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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端集成式犔犈犇灯　性能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带Ｇ５或Ｇ１３灯头、用于带Ｇ５或Ｇ１３灯座不带镇流器的灯具中的双端集成式ＬＥＤ

灯的术语和定义、规格分类与命名、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功率为６０Ｗ及以下、频率为５０Ｈｚ、额定电压为ＡＣ２２０Ｖ、标称长度为１５００ｍｍ

及以下、光束角为１２０°及以上的双端集成式ＬＥＤ灯。

本标准还适用于对灯具进行改动、将镇流器断开的改装型双端集成式ＬＥＤ灯。

　　注１：除非有特别指明是其他类型的灯，在本标准中出现的“灯”代表“双端集成式ＬＥＤ灯”。

　　注２：额定电压为灯具的电源电压。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４０６．２　灯头的型式和尺寸　第２部分：插脚式灯头

ＧＢ／Ｔ１４８３．２　灯头、灯座检验量规　第２部分：插脚式灯头、灯座的量规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ＧＢ／Ｔ２８２９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ＧＢ／Ｔ１０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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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４８２３—２０１７　普通照明用ＬＥＤ模块　性能要求

ＧＢ／Ｔ２４８２６—２０１６　普通照明用ＬＥＤ产品和相关设备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９２９５—２０１２　反射型自镇流ＬＥＤ灯性能测试方法

ＩＥＳＴＭ２１１１ＬＥＤ　光源长期光通维持率的预测（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ｇ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Ｌｕｍｅｎ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

ＬＥＤＬ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４８２６—２０１６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双端集成式犔犈犇灯　犱狅狌犫犾犲犮犪狆狆犲犱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犔犈犇犾犪犿狆

含有Ｇ５或Ｇ１３灯头、ＬＥＤ光源和保持其稳定燃点所必需的元件并使之为一体的，在不损坏其结

构时是不可拆卸的，且设计成可直接连接电源正常工作的双端ＬＥＤ灯。

３．２

初始值　犻狀犻狋犻犪犾狏犪犾狌犲

灯在参数稳定后所测得的光度、色度和电特性值。

　　注１：灯初始值测量不需要老炼。

　　注２：改写ＧＢ／Ｔ２４８２３—２０１７，定义３．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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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变位系数　犱犻狊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犳犪犮狋狅狉

电源电压基波和电源电流基波之间相位角的余弦值。

　　注１：用ｃｏｓ１ 表示。

　　注２：对变位系数的解释见ＧＢ／Ｔ２４８２３—２０１７附录Ｆ。

　　注３：改写ＧＢ／Ｔ２４８２３—２０１７，定义３．１９。

３．４

早期失效　犲犪狉犾狔犳犪犻犾狌狉犲

灯在１０００ｈ老炼过程中所发生的不能出光、肉眼可观测闪烁或光通量明显降低等失效情况。

　　注：改写ＧＢ／Ｔ３６９４９—２０１８，定义３．３。

３．５

失效　犳犪犻犾狌狉犲

产品执行所需功能的能力的终止。

　　注１：失效后产品出现缺陷。

　　注２：“失效”是一个事件，不同于“故障”，“故障”是一个状态。

　　注３：这个概念的定义不适用于只包括软件的产品。

　　注４：下列情况之一视为灯失效：灯不能燃点；肉眼可观测闪烁；光通维持率低于７０％。

　　注５：改写ＧＢ／Ｔ２４８２６—２０１６，定义３．８。

３．６

平均寿命　犪狏犲狉犪犵犲犾犻犳犲

寿命试验时，５０％的灯的光通维持率衰减到７０％时的累计燃点时间。

３．７

（双端集成式犔犈犇灯）光束轴线　狅狆狋犻犮犪犾犫犲犪犿犪狓犻狊（犱狅狌犫犾犲犮犪狆狆犲犱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犔犈犇犾犪犿狆）

双端集成式ＬＥＤ灯横截面上光强度分布大体呈对称状态的轴线。

３．８

（双端集成式犔犈犇灯）中心光强　犮犲狀狋犲狉犫犲犪犿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犱狅狌犫犾犲犮犪狆狆犲犱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犔犈犇犾犪犿狆）

在双端集成式ＬＥＤ灯的光束轴线上测得的发光强度值。

　　注：单位为坎德拉（ｃｄ）。

３．９

（双端集成式犔犈犇灯）光束角　犫犲犪犿犪狀犵犾犲（犱狅狌犫犾犲犮犪狆狆犲犱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犔犈犇犾犪犿狆）

双端集成式ＬＥＤ灯横截面上两条给定直线之间的夹角，这两条直线分别通过灯的横截面中心和发

光强度为中心光强５０％的发光点。

　　注：Ｃ９０Ｃ２７０平面即为光束轴线所在的横截面。

３．１０

宽光束型　狑犻犱犲犫犲犪犿

光束角不小于１８０°的双端集成式ＬＥＤ灯。

３．１１

窄光束型　狀犪狉狉狅狑犫犲犪犿

光束角大于或等于１２０°，且小于１８０°的双端集成式ＬＥＤ灯。

４　产品分类与型号

４．１　产品分类

４．１．１　光通量规格

按灯的标称光通量分类，分别与灯的管径和长度对应，见表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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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灯的光通量规格

标称管径

ｍｍ

标称长度

ｍｍ

光通量规格

ｌｍ

额定光通量

ｌｍ

１６

５５０

８５０

１１５０

１４５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８５０ １８５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３９００ ３９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９００ ３９００

２６

６００

９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５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２００ ２２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７００ ２７００

３７００ ３７００

４．１．２　配光类型

按灯的配光类型分类，分为宽光束型（代码：Ｗ）和窄光束型（代码：Ｎ）两种配光类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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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色调规格

按灯的色温分类，分为２７００Ｋ（白炽灯色）、３０００Ｋ（暖白色）、３５００Ｋ（白色）、４０００Ｋ（冷白色）、

５０００Ｋ（中性白色）和６５００Ｋ（日光色）等标准颜色的色调规格，其色调代码和色坐标目标值详见表２。

表２　色调规格

序号 色调规格 色调代码
色坐标目标值ａ

狓 狔

１ ６５００Ｋ（日光色） ６５ ０．３１３ ０．３３７

２ ５０００Ｋ（中性白色） ５０ ０．３４６ ０．３５９

３ ４０００Ｋ（冷白色） ４０ ０．３８０ ０．３８０

４ ３５００Ｋ（白色） ３５ ０．４０９ ０．３９４

５ ３０００Ｋ（暖白色） ３０ ０．４４０ ０．４０３

６ ２７００Ｋ（白炽灯色）
２７ ０．４６３ ０．４２０

Ｐ２７ｂ ０．４５８ ０．４１０

　　
ａ 生产者可根据用户的要求制造非标准颜色的灯，但应同时给出非标准颜色色品坐标的目标值和容差范围。

ｂ Ｐ２７代表色坐标最接近普朗克曲线、色温为２７００Ｋ的色调代码。

４．２　型号表示规则

灯的型号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表示灯的代号（ＩＰＴ代表双端集成式ＬＥＤ灯）；第二部分表示灯

的光通量规格；第三部分表示灯的配光类型，包括宽光束型（代码为：Ｗ，可省略）和窄光束型（代码为：

Ｎ）；第四部分表示灯的颜色特征，采用显色指数代码（一般显色指数不低于８０的代码为“８”、不低于９０

的代码为“９”）和色调代码（ＣＣＴ除以１００）的组合表示，如８６５代表显色指数为８０、色温６５００Ｋ；第五部

分表示灯的灯头型号和标称长度及其他信息，如果上述两种或者多种内容同时出现，中间用“·”隔开，

此部分可由生产者选择是否标注。













　

双端集成式ＬＥＤ灯（ＩＰＴ ）













灯的光通量规格









　

灯的配光类型







　

灯的颜色特征





　

灯的灯头型号和标称长度及其他信息

　　示例：光通量规格为２０００ｌｍ、窄光束型、显色指数为８０、色温６５００Ｋ、标称长度为１２００ｍｍ、Ｇ１３灯头的双端集

成式ＬＥＤ灯的型号为：ＩＰＴ２０００Ｎ８６５Ｇ１３·１２００。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灯的适用电源电压和环境温度

灯在额定电源电压９０％～１１０％及在标称电源电压范围内应能正常工作。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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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在标称额定的环境温度范围内（狋ｍｉｎ～狋ｍａｘ）应能正常工作。

　　注：正常工作的判定准则为：灯能够正常启动，光输出不低于在额定电源电压及２５℃环境温度下光输出的９０％，

消耗功率不大于在额定电源电压及２５℃环境温度下消耗功率的１１０％，并维持３ｈ以上。

５．２　灯的外形尺寸和灯头

灯的外形尺寸应符合生产者或销售商声称替换的ＧＢ／Ｔ１０６８２中相应规格双端荧光灯参数表中规

定的值。

成品灯上的灯头尺寸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０６．２中的要求。

５．３　电参数

５．３．１　功率

灯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工作时，实际消耗的功率与额定功率偏差不超过１０％。

５．３．２　变位系数

灯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工作时，其实际变位系数不应比标称值低０．０５以上，且不应低于表３

要求。

表３　变位系数要求

额定功率犘 犘≤２Ｗ ２Ｗ＜犘≤５Ｗ ５Ｗ＜犘≤２５Ｗ 犘＞２５Ｗ

变位系数ｃｏｓφ１ 没有限制 ≥０．４ ≥０．７ ≥０．９

５．４　光度参数

５．４．１　光通量

灯的额定光通量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灯的光通量初始值应不低于额定光通量的９０％，不高于额定光通量的１２０％。

５．４．２　初始光效

灯的初始光效不应低于表４的规定。

表４　灯的初始光效 单位为流明每瓦

等级 色调代码：６５／５０／４０ 色调代码：３５／３０／２７／Ｐ２７

Ⅰ １２０ １１０

Ⅱ １０５ ９５

Ⅲ ９０ ８０

５．４．３　光束角

灯的光束角应符合生产者或销售商所标称的配光类型。

５．５　颜色参数

灯的色品性能应符合表５的规定，其中，灯色品容差平均值不应大于表５规定的值。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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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一般显色指数犚ａ的初始平均值不应低于表５规定的值，每个样品实测值应不比表５规定的值低

３个数量值以上；犚９＞０。

表５　灯的色品性能

色调规格 色调代码

色品参数

一般显色指数犚ａ

色坐标目标ａ

狓 狔

相关色温目标值ｂ

Ｋ

色品容差

ＳＤＣＭ

６５００Ｋ（日光色）

５０００Ｋ（中性白色）

４０００Ｋ（冷白色）

３５００Ｋ（白色）

３０００Ｋ（暖白色）

２７００Ｋ（白炽灯色）

６５

５０

４０

３５

３０

２７

Ｐ２７

８０

０．３１３ ０．３３７ ６４３０

０．３４６ ０．３５９ ５０００

０．３８０ ０．３８０ ４０４０

０．４０９ ０．３９４ ３４５０

０．４４０ ０．４０３ ２９４０

０．４６３ ０．４２０ ２７２０

０．４５８ ０．４１０ ２７００

５

　　
ａ 生产者可根据用户的要求制造非标准颜色的灯，但应同时给出非标准颜色色品坐标的目标值和容差范围。

ｂ 相关色温目标值为不考核项目。

５．６　寿命

５．６．１　平均寿命

灯的平均寿命应不低于１５０００ｈ。

５．６．２　早期失效

灯在老炼过程中不应出现早期失效。

５．６．３　光通维持率

灯在燃点３０００ｈ和６０００ｈ时其光通维持率应不低于表６的规定值。

表６　灯的光通维持率

序号
额定寿命

ｈ

３０００ｈ光通维持率

％

６０００ｈ光通维持率

％

１ １５０００ ９３．１ ８６．７

２ ２００００ ９４．８ ８９．９

３ ２５０００ ９５．８ ９１．８

４ ３００００ ９６．５ ９３．１

５ ３５０００ ９７．０ ９４．１

６ ４００００ ９７．４ ９４．８

７ ４５０００ ９７．７ ９５．４

８ ５００００ ９７．９ ９５．８

　　注：若灯的额定寿命不是表中所列出数值时，其光通维持率的要求从相邻的两个数值用线性内插法计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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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电磁兼容特性

５．７．１　电磁骚扰

电磁骚扰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７４３的要求。

５．７．２　谐波电流

谐波电流应符合ＧＢ１７６２５．１的要求。

５．８　标志和包装

５．８．１　标志要求

灯、灯的最小包装或使用说明书上标志内容应符合表７的要求。

表７　灯、灯的最小包装或使用说明书上的标志要求

项目 灯体
灯的最小包装或

使用说明书

产品名称 — ×

型号 × ×

制造日期（年、季或月，年、月用数字表示，季用罗马字表示；或能追溯生产

日期的生产批次）
× —

适用电源电压和环境温度 × ×

额定光通量／ｌｍ — ×

光效／（ｌｍ／Ｗ） — ×

配光类型 — ×

额定功率／Ｗ × ×

变位系数 — ×

一般显色指数犚ａ — ×

相关色温／Ｋ — ×

额定寿命／ｈ — ×

灯头类型 — ×

执行标准名称或编号 — ×

　　注：“×”为必标的内容；“—”为选标的内容。

５．８．２　包装要求

灯应有独立包装，然后再用包装箱集装。

包装箱上应标有箱内灯的数量。

包装箱内应附有产品合格证或盖有合格印章，并加盖检验日期。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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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试验方法

６．１　一般要求

除非另有规定，试验的环境条件、电源电压要求、稳定判断条件按照ＧＢ／Ｔ２９２９５—２０１２中第４章

的要求。

灯在被测量时，燃点方向应与其规定的设计或实际使用时的状态相同，如无规定，则灯的发光面垂

直向下。

６．２　适用电源电压和环境温度（５．１）试验

灯的适用电源电压和环境温度试验在风速不超过０．２ ｍ／ｓ的条件下进行，试验方法按照

ＧＢ／Ｔ２９２９５—２０１２中第５章的要求进行。

　　注：正常工作中有关功率的试验方法，参照ＧＢ／Ｔ２９２９５—２０１２中第６章的要求进行。

６．３　灯的外形尺寸和灯头（５．２）试验

采用精度不低于０．１ｍｍ的通用量具进行检验。

灯头则应按ＧＢ／Ｔ１４８３．２要求的量规检验。

６．４　电参数（５．３）试验

灯的功率测试按照ＧＢ／Ｔ２９２９５—２０１２第６章的要求进行。

变位系数的测量按照ＧＢ／Ｔ２４８２３—２０１７附录Ｅ要求进行。

６．５　光度参数（５．４）试验

６．５．１　光通量（５．４．１）测试

灯的光通量测试按照ＧＢ／Ｔ２９２９５—２０１２中８．１的要求进行。

６．５．２　初始光效（５．４．２）计算

灯的初始光效计算按照ＧＢ／Ｔ２９２９５—２０１２中８．２的要求进行。

６．５．３　光束角（５．４．３）试验

按照ＧＢ／Ｔ２９２９５—２０１２中８．１．３，在Ｃ９０Ｃ２７０平面内测试灯光强分布，计算光束角，判断灯的配

光类型。

　　注：Ｃ９０Ｃ２７０平面即为灯轴线中心的横截面。

６．６　颜色参数（５．５）试验

灯的色品性能试验按照ＧＢ／Ｔ２９２９５—２０１２中９．１的要求进行。

６．７　寿命（５．６）试验

６．７．１　平均寿命（５．６．１）计算

灯应在６．１规定的试验环境条件下进行不间断燃点；或依据ＬＥＤ芯片ＬＭ８０报告按ＩＥＳＴＭ２１

１１进行推算。

６．７．２　早期失效（５．６．２）判断

在灯老炼过程中，用目视法观测并记录早期失效灯的数量和失效情况。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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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３　光通维持率（５．６．３）计算

应按照ＧＢ／Ｔ２９２９５—２０１２中规定的试验方法测试或依据ＬＥＤ芯片ＬＭ８０报告按ＩＥＳＴＭ２１１１

推算灯在燃点３０００ｈ和６０００ｈ时的光通维持率。

６．８　电磁兼容特性（５．７）试验

６．８．１　电磁骚扰（５．７．１）试验

电磁骚扰按照ＧＢ／Ｔ１７７４３的要求进行试验。

６．８．２　谐波电流（５．７．２）试验

谐波电流按照ＧＢ１７６２５．１的要求进行试验。

６．９　标志和包装（５．８）试验

用目视法检验标志和包装上内容的完整性及清晰度。

灯上标志的耐久性：用一蘸有水的布轻轻擦拭标志１５ｓ，待其干后，再用一块蘸有己烷的布擦拭

１５ｓ，试验之后，标志仍应清晰。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概述

为了检验灯是否符合本标准要求，生产者应对其生产的产品进行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７．２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的灯应从每班生产的同一型号灯中均匀地抽取。出厂检验按照ＧＢ／Ｔ２８２８．１执行，其试

验项目、抽样方案、检验水平及接收质量限按表８规定。

表８　出厂检验项目的分组、抽样方案、检验水平和接收质量限

序号 组别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章条编号

试验方法

章条编号
抽样方案 检验水平 ＡＱ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Ⅰ

Ⅱ

功率 ５．３．１

变位系数 ５．３．２

光通量 ５．４．１

初始光效 ５．４．２

光束角 ５．４．３

谐波电流 ５．７．２

灯的外形尺寸和灯头 ５．２

标志 ５．８．１

６．４

６．５．１

６．５．２

６．５．３

６．８．２

６．３

６．９

一次

Ｓ２

Ｓ３

６．５

４．０

９ Ⅲ 显色指数／色品容差 ５．５ ６．６ 样本大小１２ａ

　　
ａ 按照６．６规定的试验方法确定显色指数／色品容差的平均值，再与５．５比较，判定是否合格。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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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的灯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灯中均匀地抽取，每年不少于一次。每当停止生产半年以上，或

灯的结构、制造工艺或材料变更可能影响灯的性能时，都应进行型式检验。型式检验按ＧＢ／Ｔ２８２９的

判别水平Ｉ的一次抽样方案执行，其试验项目、不合格质量水平、抽样数量和不合格判定数组按表９规

定进行。

型式检验不合格，则应停止生产和验收，未出厂的产品应停止出厂。应立即研究不合格的原因并采

取有效措施，直至新的型式检验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和验收。

灯的参数指标和合格质量水平按照表９的规定，其中用于光电和颜色测试的样品不应重复使用。

表９　型式检验的试验项目、不合格质量水平、抽样数量和判别数组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章条编号

试验方法

章条编号
ＲＱＬ

样本大小

Ｎ

判定数组

［Ａｃ，Ｒｅ］

１ 电磁兼容特性 ５．７ ６．８

２ 标志 ５．８．１ ６．９
５０ １ ［０，１］

３ 灯的外形尺寸和灯头 ５．２

４ 功率 ５．３．１

５ 变位系数 ５．３．２

６．３

６．４
２５

１２ ［２，３］

１２ ［２，３］

６ 光通量 ５．４．１ ６．５．１

７ 初始光效 ５．４．２ ６．５．２
２５ １２ ［２，３］

８ 显色指数

９ 色品容差
５．５ ６．６ — １２ ａ

１０ 早期失效 ５．６．２ ６．７．２ １５ １２ ［１，２］

１１ 光通维持率 ５．６．３ ６．７．３ ３０ １０ ［２，３］

　　
ａ 按照６．６规定的试验方法确定显色指数／色品容差的平均值，再与５．５比较，判定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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