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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总则； 2. 术语和符号； 3. 基

本规定； 4. 性能要求； 5. 采光设计； 6. 建筑与电气设计； 7. 施

工安装； 8. 验收； 9. 运行和1维护。

＊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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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东路30 号，邮政编码： 1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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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1 为贯彻国家节能减排等法规和技术经济政策，充分利用

天然光，规艳导光管采光系统的设计、施工安装、验收、运行和

维护， 达到j节能和保证工程质量的目的，制定本规程。

1. o. 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

的导光管采光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验收、运行和维护．

1. o. 3 导光管采光系统应做到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

有利于视觉工作和身心健康．

I. O. 4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设计和施工安装应与建筑工程同步．

1. o. S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设计、施工安装、验收、运行和维护，

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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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 1. 1 导光管采光系统 tubular daylighting system 

采集天然光，并经管道传输到室内，进行天然光！！fl明的采光

系统． 通常白袋光糕、导光管和混射:It！组成．

2. 1. 2 集光吉普 light collection system 

导光管采光系统中用于采集天然光的部件·． 通常. r:h采光；在及

其附件组成。

2. J. 3 导光管 lightpipc 

军f光管采光系统中用于传输天然光的管状部｛ti: .

2. 1. 4 漫射然 diffuser 

导，光管采光系统rr用于将光线均匀漫射至室内的部件．

2. I. 5 调光器 dimmer 

安装在导光管系统中，用于调节光输出的部件。

2. 1. 6 参考平顶 reference surface 

洲1技或规定照度的平商 〈工业建筑取距1也商 J. OOn1；民用建

筑取距1也而 0. 75m；公用场所取地而）．

2. 1. 7 光气候 daylight climate 

由太阳直射光、天空漫射光和地而反射光J~J戎的天然光

状况。
2. 1 .8 年平均总照度 average annual illuminance 

按全年规定时间统计的室外夭然光总！！现度．

2. 1. 9 光气候系敷 daylight climate coefficient 

根据光气候特点，饺＆p平均总照度值确定的分区系数。

2.1.10 室外！ff！度 exterior illun1inance 

在天空漫射光照射下， 室外无遮挡水平顶上的！！fl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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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 11 室外天然光设计照t在 design illuminance of exterior 

daylight 

室内全部利用天然光时的室外夭然光最低贝自皮．

2. 1. 12 室内照度 inter阳 illun, i nance

在天空没射光照射下，室内给定平面上某一点的！限度。

2. I. 13 采光系数 daylight factor 

在室内参考平而上的－点，由直接或间接地接收来自假定和

已知天空亮度分布的天空漫射光而产生的照度与同一时刻该天空

半球手I二室外无遮拦i水平面上产生的天空没射光照皮之比。

2. 1. 14 采光均匀度 uniformity of daylighting 

参考平而上的采光系数接低值与平均值之比．

2. 1. 15 采光利用系数 daylight uti lization (actor 

被R负面接受到的光通量与集光器族受到来自天空的光通量

之比。

2. 1. 16 太阳得热系敛 solar heat gain coefficient 

透过导光管来光系统进入室内的太阳韬射与人射辐射的能黛

之比，也动；太阳能总透射比。

2. 1.17 光热lt light to 窍。lar gain coefficient 

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与太阳能总添射比的比«［.

2. l. 18 透光折减系数 transmitting rebate factor 

运射的混射光照度与人射的没射光照皮之比．

2. ).19 导光~a＇采光系统效率 efficiency of the tubular dayligh-

ting system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被射都输出光通缉与w光都输入光通；监之

比．可用透光:Jri·减系数表示．

2. 1. 20 导光管传输效率 tub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在给定的人射光分有j条件下，涵过导光管的出射光通量与人

射光通缉之比＠

2. 1. 21 维护系数 rnaintenance factor 

导光管采光系统在使用一定周期后，在规定表而上的平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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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该系统在相同条件下新装时在同一表面上所得到的平均照度

之比。

2. 1. 22 颜色透射指数 colour rendering index 

光透过导光管采光系统后的一般黑色指数．

2.2 符号

2. 2. 1 照度

C一一采光系数；

Ew一一室外照皮；

E.－年平均总照度；

E.－室内照度；

E ••一一平均水平照度；

E虞一一室外天然光设计照度；

ε，一一室外天然光临界照度；

K一一寸t气候系数．

2.2.2 计算系数

cu－采光利用系数；

MF一一维护系数；

g-一一太阳得热系数；

R.一一颜色透射指数；

r一一光热比；

平一一导光管采光系统的效率；

T，一一透光折诚系数；

r一一集光器的做角修正系数；

F一一导光管内璧反射材料的反射It;

弘一一导光管采光系统漫射器的设计输出光通盘E

r1一一集光器的透射比；

τz一一漫射格自(j透射比．

2.2. 3 几何特征

A，一一导光管的有效采光丽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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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室内表面总面积z

D一一导光管的管径；

I，一一导光管的氏度；

s－一一房间的地茵茵积；

价一－房间的进深或跨度；

n－一导光管采光系统的数量；

h，一一参考平面至导光管漫射续下沿离度；

t一一房间的长度或开间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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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 1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采光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的有关规定。

3.0.2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设计逃型，应根据场所的类型、使用

姿求、光气候和安装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3.0.3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采光设计应与人工照明设计相综合，

当采光不足时应采用人工照明补充。

3.0.4 导光管采光系统主体结构的使用寿命不宜少于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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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能要求

4. 1 导光管采光系统

4. I. l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基本构造应包括集光器、导光管和l漫

射器等部件（阁 4. 1. 1). 

且

2 

8 

3 ＇＼.主

(a）半掠影~:ft器 (b）平板形集先楼

回 4. l. I 导，光管采光系统构选示意图

1-!,I.!先根： 2一等光管， 3-t酷射击！， 4－防雨挺直i ，王一安装骚l'li • 
6一结构层； 7一股（地｝丽~成应； 8一天花饭

4. 1. 2 5字光管采光系统的管径宜采用 250mm、 350mrn、 530mrn、

650mm 、 750mm 及 900mm 等规格．

4. 1. 3 管长为 600mn1 的导光管采光系统的透光折减系数不应

低于o. 60。

4. 1. 4 导·光1ll＇：采光系统的颜色透射指数不应低于 90.

4. 1. 5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防尘等级不应低于 IP6X.

4. 1. 6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传热系数不应高于 2. 2W/ (m2 • K). 

4. 1. 7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太阳得热系数不应高于0. 35 .

4. 1. 8 导光管采光系统抗结露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1' 8484 中抗结露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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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级。

4. 1. 9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性能参数可按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

取值。

4. 1. I O 有调光要－：：：R的导光管采光系统可采用手动或自动控制方

式对光输出进行连续调节．

4.2 集光器

4. 2. l 1起光榕的气密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

气辛苦、 7｝（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7106 中规定

的 8 级； 7f<密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

在营、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狈1）方法》 GB/T 7106 中规定的 6 级且

不应渗漏；杭风压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

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71 06 中规定的

5 级．

4. 2.2 集光苦苦的抗冲击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安全

玻藕第 2部分：钢化玻鸡》 GB 15763. 2 的有关规定。 特殊应

用场所应满足相应的安全要求．

4.2.3 1民光榕所周聚碳酸蹄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 8624 巾规定的

8--s2, dl, tl 级。

4.2. 4 集光然所用材料的性能应符合表 4. 2. 4 的规定， 常见材

料的性能参数可校本规程表 A. O. 1 的规定取值。

费 4.2. 4 集光豁材料性能要求

项目 技术指标

－~A童画画 (PC> 二呈O. SS 

z可见光远射比 11阳善两份酸甲lllr (PMMA) 2主0. 90 

破瑞 ;.,,o. 10 

紫外线.i!射比
聚碳眩目旨作。我.甲虽在丙矫磁

主主o. 01 
甲J11i CPMMA) 

8 



续袋 4.2. 4

项目 技术指标

＊碳且盘西昌｛民：） 二辛3

J草/!t (mm ) 缭ljl海丙烯般甲陪 （PMMA> 二；，3

破璃 ／（！.片磁硝j早y::；；剖

4.3 导光 管

4. 3.1 导－光管内表商管壁材料的反射比不宜低于 o. 95，常见材

料的饨能参数可按本规程表 A. 0. 2 的规定取值．

4.3.2 等光管的长度不宜超过管径的 20 倍，传输效率不宜低

于 o. 75. 

4.4 漫射器

4. 4. 1 漫射器应提供合理的光分布．

4.4.2 ·温射苦苦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宜低于 o. 85 ， 常见材料的

性能参数可按本规程表 A.O. 3 的规定取值．

4.4.3 没射器宜便于拆倒l及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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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光设计

5. 1 设计选型

5. l . 1 在满足光环境要求的前提下，宜优先选择管役大的导光

管采光系统．

5. 1. 2 应用导光管采光系统时宜根据当地的气候状况确定集光

器的形式。

5. 1. 3 导光管采光系统使用弯管时，弯曲角度不宜小于 90°。

5 . 2 采光计算

5. 2. 1 导光管采光系统设计时应注行采光计算． 并可按下列公

式进行计算：

1 在顶部均匀布进条件·下，室内平均水平照度可按下列公

式计算：

n ×φ“×αJ × MF E •• = S (5. 2. 1-1) 

φ” ＝ E、× A， ×币（5. 2. I - 2) 

式中 ： E.，一－.if-均水平照度（ Ix);

10 

II一一导光铭：采光系统的荣立撞；

<Pu一一导光管采光系统设射r,苦的‘设计输出光迪拉 （Im);

cu－导光管采光系统的采光利用系数，可按本主!11.程表

B. O. 1 取值；

MF 一一维护系数，可按本规程表 13. o. 2 取值 ；

S一一’房间的地茵茵积（m2 );

£，－室外天然光设计熙、度值（Ix） . 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的有关规定取倪；

A，－导'j(:,营的有效采光面积（m2 );



平一一导光管采光系统效率，全阴天空条件下可采用透

光折减系数表示．

2 导光管果光系统效率可按下式计算； ：

TJ = T1 × 71'£× T2 (5. 2. 1- 3) 

式中 ： τ，一－w光苦苦的可见光透身，JU~ ；
Tl'E-!i李光宫’的传输效率，可按本规程附录 C 的方法

确定；

Tz 一一漫射器的透射比．

5.2.2 当室内构件产生遮挡时，室内构件的担i光折减系数可按

本规程表 8. 0.4 的规定~值。

s. 2. 3 当集光械的水平安装做角超过 30°时，应进行修正．

5.2.4 导光管采光系统应用于复杂建筑时． 应利用计算机软件

进行采光计算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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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与电气设计

6. 1 建筑设计

6. 1. 1 采用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建筑设计，应合理，确定导光管采

光系统各组成部分在建筑中的位置，并应满足施工安装、运行和

维护的要求。

6. 1. 2 集光苦苦的形式及安装位置应与建筑形式相协调．

6. 1. 3 导光管采光系统不宜穿越不同的防火分区。当必须穿越

不同的防火分区或楼板时应采取相应措施，并应符合现行间家标

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6.1.4 漫射器应结合室内设计合理逃到、布置．

6. 1 . s 有采光均匀度要求的场所，漫射器宜均匀布置，水平间

距宜为参考平而至导光管没射然高度的 1倍～I. 51普．

6. 1. 6 袋光然安装子钢筋混凝土犀丽时，预留洞口直径1i：为导

光管的外管径加 50mm～70mm，并应满足保温及防7）＜的要求．

6. 1.7 导光~，采光系统的部件与建筑主体结构的连核设计应

可靠．

6.2 电气设计

6. 2. 1 应用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场所，导光管采光系统宜与照明

控制相结合。

6.2.2 采用配有调光糕的导光管采光系统时，电气设计应预留

单独的供电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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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安装

7. l 一般规定

7. 1. 1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7. 1. 2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安装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应包括

与主体结构施工、 设备安装、装饰装修的协调配合方案及安全惰

施等内容．

7. 1. 3 导－光管采光系统茧’装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设计文件和专项施工方案应齐备；

Z 现场场地、供电等条件’$.满足正常施工的要求：

3 土建工程的预留孔洞、基座、 预埋件和防水措施等应符

合设计图纸．并已验收合格；

4 既有建筑应具有经结构复核可安装等光管采光系统的证

明文件．

7. 1. 4 进场安装的导光管采光系统的产品性能应符合设计姿求．

7. 1. 5 施工中应建立质量检查及工序间交接检验制度，每道工

序结束后均应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下边工r¥施工。

7.2 钢筋混草草土层面

7. 2. 1 导，光管采光系统安装前，应对钢筋混凝土屋面的安装基

座和孔洞内壁进行消泊。

7.2. 2 施工过程中，然光辑与安装基座之间的主隙应采用保泪

材料填充，并应采取防水防尘等密闭措施．

7.3 复合金属饭层面

7. 3. I 导光管采光系统安装前，应根据导光管管径尺寸对复合

金属板座商进行现场开孔，并应保持开孔处于净、整洁。

13 



7. 3. 2 1挺光器安装部位的防水处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犀丽

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it 5 的有关规定．

7.3.3 施工过程中， 集光器与基座之间的空隙应采用保混材料

填充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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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验收

8.1 －触规定

8. l. 1 导光管采光系统进场nt应核查产品合格证和检验报传，

并(.ii.进行现扬州l检。

8. I. 2 导光管采光系统安装前， 应完成下列隐蔽工程项目的现

场验收：

l 预留洞口的防水利~lit\;

2 预埋件和基：座 ；

3 隐蔽安装的电气管线工程。

8. 1. 3 导光管采光系统投入使用前， 应白业主或建设单位组织

相关单位进行现场验收．

8. J.4 导光'lll＇采光系统工程的验收应具备下列资料：

1 专项设计及施工技术文件；

2 产品、 主1l!：部件及材料的出厂合格证明及检验报告；

3 隐般工程的验收记录；

4 现场检测报告．

8. 2 现场检验

8. 2. 1 导光管采光系统见证检验项 1三1 1.草包指系统的透光忻减

系数、颜色透射指数、 Wi尘性能、 传热系放、 太阳待热系数、

抗结露因子及集光榕的气密、 J.K密、抗风压和抗冲击性能。

8.2.2 现场抽检项目应符合本规程m s. 2. 1 条的规定， 现场拍

检的试件至少应为 i 套． 当有任何一项不合格时，应判定该批次

产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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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导光管采光系统工程实际采光效果的检验，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采光测挝方法》 GB/T 5699 的有关规定执行. 目ri度、

采光效；裂和l采光均匀度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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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运行和维护

9. o. l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使用和维护应编制专项方案。

9. 0.2 导光管采光系统运行过程中，应定期对系统各部件及系

统与建筑主体结构连接部位进行维护．

9.0.3 维护工作应由经过专业精训的人员完成。

9.0.4 维护时应避免硬物损伤系统部件，且应避免灰尘落入管

道内．

9.0. 5 集光器和没射器表面的消说宜每年进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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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导光管采光系统性能参数

A .• 0. 1 集光器材料的光热参数可按表 A.O. 1 的规定取fa.

袋 A. 0. I jl光鹅材料的光热参敏值

可见光 太阳光

,M斜类型 材料名称 规4各 颜色
且im

选射反射 选射总选
系数

比 比 比 射比

草草粮 PC Iii 3mm 无色 0.86 o. 09 o. 76 0.80 o. 92 
~锁~盼

透明 PC银
CPC) 

3mm 无包 0. 89 0. 09 0. 82 0. 84 0.97 

运叩l PC饭 <Imm J巳包 0. 89 0. 09 o. 8 l 。. 84 0. 96 

~lji恭丙始 透明 PMMA 3mm x色 o. 92 0. 08 0.85 0. 87 l. 00 
R在甲!Ir,

( PM!\i!A) 送朋 PMMA 4mm 元包 0. 92 。. 08 0.85 0. 87 l. 00 

夹胶破璃 4C/ 1. 52PVl3/ 4C 元位 0. 86 0. 08 。. 58 0. 74 0. 86 
lltllll 

中主i:iJ.I:确 4mm+ 24A-+4mm 元包 。. 81 o. 15 o. 7 l 0. 77 0. 88 

A. 0. 2 导，光管内接反射材料的反射比可按表 A. o. 2 的规定
取值。

褒 A.0.2 导光管内壁反身td材的反射~t

材料名4年 ，也反射比 ~反JHtt

聚合物反M！量 0. 99 

1何强银反:tl.ffi 0. 98 

f性强银反JH~ 0. 97 <0. 05 

』明强银反！Him 0. 96 

J持强悍4反A-t~ o. 95 

A .. O. 3 没射器材料的可且光透射比可按表 A. 0. 3 的规定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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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是 A. o. 3 漫射器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

材料类型 蜀’号·J,t铺 （nun) 可见允遂射It

主量明 PMNIA 2. 5 。. 90 

j岱砂 1>MMA 2. 5 。. 86 

遥明您麟Mll.自 3 0. 88 

里fl();lf/6提1!1111.自 3 。. 85 

A. O. 4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光热性能参数可按表八. o. 4 的规定
取值．

表 A. 0.4 导光管采光系统光热性能参数

骂是览:t，在
法光衍减系数 太阳衍热 先然比 传热系数 K(a B.也指数

T, ~:l!( SHGC 'f',/ SHGC [ \V/ (n,2 • K)] R, 

o. 7,i 0. 35 2. 11 2. I 98 

0. 72 0. 35 2. 06 2. I 95 
导光管系统

0. 68 0. 32 2. 12 1. 6 95 

0. 60 0. 32 J. 86 I. 6 95 

注＝ 我中曼史值为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实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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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导光管系统采光计算参数

B. O. 1 顶部安装的导光管采光系统的采光利用系数可按表

B. O. 1 的规定取值．

顶棚反射比

80% 

50% 

20 

表 8. 0. J 顶部安装的导光管采光系统的

采光利用系敛 （α／）褒

~~向比 局曾而反射比

RCR soy. 30% 

。 I. 19 1. 19 

1. 05 1. 00 

2 0. 93 0. 86 

3 0. 83 0. 76 

4 0. 76 0. 67 

s 0. 67 0. 59 

6 0.62 。. 53 

7 0.57 0. 49 

8 0. 51 0. 47 

9 0. 53 o. 4 6 

10 0. 52 o. 45 

。 I. 11 1. I J 

0.98 0. 95 

2 0. 87 0. 83 

3 0. 79 o. 73 

4 0. 71 。. 64 

s o. 64 0. 57 

6 0. 59 0. 52 

7 0. 55 o. 48 

8 0.52 。.4 6

9 o. 51 o. •15 

IO 0.50 0. 44 

10% 

l. 19 

0. 97 

o. 81 

o. 70 

0. 60 

。. 53 

。.47

。. ,i3 

o. ,11 

0. 41 

0.40 

1. II 

0. 92 

0. 78 

。. 68 

0. 59 

0. 52 

0. ,17 

0. 43 

o. 41 

0. 40 

o. 40 



续袋 B. o. 1 

室空间比 蝙顶反射比
~棚反射比

RCR 50% 30% 

。 I. 04 I. 04 

0. 92 0. 90 

2 0. 83 o. 79 

3 o. 75 o. 70 

4 0.68 0.62 

20% 5 o. 61 0. 56 

6 0.57 。. 51 

7 0.53 0.47 

8 。. 51 o. 45 

9 。. 50 o. 44 

10 0. 49 0. 44 

地面反射比为20%

8.0.2 室空间比RCR 可按下式计算：

5h. ( l + b) 
皮士:R ＝－一一l • b 

式中：儿一一参考平面至导光管漫射器下沿离度 （m);

i一一房间长度（叫：

命一一房间进深 Cm） 。

10% 

l. 04 

0. 88 

o. 75 

0.66 

0.58 

o. 51 

0.46 

0.43 

o. 41 

0.40 

0.40 

( B. 0. 2) 

8 . 0.3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维护系数可按袭 B. O. 3 的规定取值．

亵 B. 0. 3 3李光’E采光系统的维护系敛

房间污旅程度
主在ii

安装角度

倾斜 水平

f高沛 0. 90 0. 80 o. 70 

一直量 0. 80 o. 70 0. 60 

污染严黛 o. 10 0. 60 。. 50 

8.0.4 室内梅件的挡光折减系数可按表 B. o. 4 的规定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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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4 鑫肉构件的挡光折；咸系数

结构材树
构｛中名4年

钢筋混凝土 啊’
实体m o. 75 0. 75 

1虽然 。. 80 0. 90 

吊车繁 。. 85 。. 85 

阿!l,!l 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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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导光管传输效率计算

C. 0. I 导光ti＇传输效率的计算－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I 确定导光节’直段部分的等效－~肢，可按下式计算：

1'vf = L/ D 

式中 ： M一一导光管的等效长度；

L一一导光管的氏度（m);

D一一导光管的管役（m） 。

(C. 0. 1) 

2 确定各个弯曲段的等效氏度，不同弯头角度的等效氏度

可按表 c. o. l - 1 的规定取值。
3 确定导光管的传输效率，不同等效长度导光管的传输效

率可按表 c. 0. 1-2 的规定进行桶值计算．

袋 CO. l · I 不同湾头角度下的奇事效长度

句头j白皮
管径（mm)

(. >
250 350 5~0 650 

30 4.8 3. 5 2. 3 1. •I 

60 9. 6 5. 7 4. 5 2. 8 

90 12. 8 7. 2 5.8 3. 7 

装 Co. 1-2 不同等效长jjf草李先笛的传输效率

反射比
M 

0. 9 。. 95 o. 98 。. 99 

。 l. 000 J. 00。 I. 000 1. 000 

0. 868 0. 930 o. 971 。. 985 

2 0. 767 0. 871 0. 944 0.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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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袋 C. o. 1-2 

反射比
M 

0. 9 0.95 。. 98 0.99 

4 o. 617 o. 772 0. 895 0. 941 

8 0.428 0. 623 o. 81 1 。. 895 

12 o. 315 o. 516 o. 740 0.852 

16 o. 241 。. •135 0. 680 0.812 

20 o. 190 o. 372 0.627 o. 775 

24 o. 153 o. 322 0. 580 o. 741 

32 o. 105 0.247 0. 502 0.681 

40 0.076 0. 195 0.439 o. 628 

48 。. 058 0. 158 0. 388 o. ss2 

56 0. 04.S 0. 130 0.345 0. 541 

64 。. 036 0. 109 。. 308 0. 504 

72 0. 030 0.092 。 277 。町 471

80 0.025 0.079 o. 251 。. •1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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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而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飞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袭示允许稍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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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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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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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B GB 50016 

2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3 （屋而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5 

4 《采光测量方法》 GB/T 5699 

s ＜建筑外门窗气密、 7J<密、抗)X~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f 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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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枪自由j方法》 GB/'f 8484 

7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 8624 

8 《建筑用安全玻璃第 2 部分：钢化破鸦》 GB 15763.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导光管采光系统技术规程

JGJ/ 'f 374 - 2015 

条文说明



制订说明

《导光管采光系统技术规程》 JGJ/T 374-2015，经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2015 年 8 月 28 日以第 904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 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导光管采光系统工程应用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

技术法规、技术标准，通过光热性能试验取得了导光管采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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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导光管采光系统技术规

程》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 对条文

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

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

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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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 l 天然采光对于改善室内光环搅和1实现节能具有重要的意

义． 导光管采光系统作为一种新型的采光装筑，除了各类建筑的

一般场所外，还可用于无街及地下空间这些传统采）1(;方式无法应

用的场合． 随着技术的发展，该系统已较为成熟，并广泛应用于

实际工程，对改善室内)1(;环搅和l最大限度地实现照明节能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我国俯员辽阔．各地区室外的天然光光气候有很大差异，这

1蒙昧着采光系统在应用时必须结合当地的光气候条件进行逃型和

设计，从而充分发撑其性能特点，避免不良的光环搅或造成不必

要的浪费． 由于导光管采光系统与传统的窗户完全不间，传统的

采光设计方法和产品性能要求也不完全适用。 同时，该系统在安

装时还得要注意与建筑主体的综合．特别是防水的处理。

1. o. 2 .i.拉条规定了本规程的适用范围． 从国内外导光管采光工

程应用情况来看，导光转采光系统广泛应用于住宅、商场、办公

楼和工厂等各类建筑。从因内现有的工程来看，民用建筑和工业

建筑大约各占一主r，. 工业建筑由于工作时间-L~，采用导光管系统

具有很好的节能效益． 导－光管采光系统适用于各类新建、扩建和1

改淫的场所，特别是一些无窗幸u地下空间。 对子这类场所． 在传

统采光方式无法使用，且条件许可的悄况下，宜优先采用导光管

采光系统。

导光管采光系统可分为顶部安装和侧面安装两大类． 根据统

光器采集光线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式和l被动式．根据传输

管道材料的不同，又可分为反射式、棱镜式和l光纤型． 本规程中

所指的导光管采光系统仅限于被动反射式的系统．

]. o. 3 应用导光管采光系统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条件，考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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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与适用性，以保证人员的安全和1身心健康为前提，并有

利于节能减徘－

J. o. 5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应用是综合技术．涉及多个专业，与

之密切相关的还有下列相关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 《座商工程技术规毡》

GB 5034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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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本意术语主要引自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礁》 GB

50033，同时也参考了国际上相关标准和技术文件，加以统一和

赋予新的含义， 并根据导光唱：采光系统的特点．地加了其主要部

件的名词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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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 1 导光管采光系统虽然是一种特殊的采光形式，但和侧窗

或天禽等传统采光方式一样，也应满足建筑采光的相关要求．

3. o. 2 目前导光管采光系统已形成了定型产品．形式和规格多

样化． 在满足相同采光要求的前提下，可有多种方案供选择，这

就筒要综合考虑场所特点、使用要求、室外光气候条件和安装条

件等各方商因絮，从技术经济性上进行多方案比选，选择其中较

优的设计1i~挺．

3. o. 3 导光管采光系统只能在天然光充足的时段提供场所所需

的照明，在阴天采光不足的时段或夜间还储安人工照明的补充，

以保证视觉作业和场所使用要求的需要． 人工照明的设计宜与导

光管系统的设计综合，以充分利用天然光，实现节能。 同时，导

光管采光系统的布宜应与人工照明的布翠柏综合。

3. 0. 4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主体结构包括支撑结构、导光管等核

心部件． 由于支撑结构与建筑的主体结构结合在一起，使用寿命

需要与建筑的使用年限相匹配。 导光宫’作为系统的核心组件，从

经济性的角度，也然要保证合理的使用寿命。臼前导光管的管壁

材料为铝． 其，使用寿命可达 20 年以上．

导光管采光系统中一些易老化和易损坏的零部件．应设计成

可进行局部更换的形式e 如导光管采光系统的集光器、漫射器等

部件通常采用的塑料材料，在排除人力损坏等非正常因素外，在

正常的使用条件下，也会逐渐老化，该类部件应可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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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 能 要 求

4. 1 导光管采光系统

4. 1. 1 目前常用的导光管采光系统由袋光器、 导光管和被射器

等基本部件构成，根据工程的实际需要， 还可增加一些配件，虫日

调光禄等． 目前，导光管采光系统主要采用顶部安装的方式，当

顶部开’洞受限制时，也可采用侧面安装的方式。 根据工程设计的

~求， 集光器部分可高于原面，或与1¥.丽平员二；当室内有吊顶

时， 漫射榕的设计安装应与其相结合．

4.1.2 为便于设计人员使用，在结构犀而板 l二预留相应尺寸的

洞口以便于施工，导光管采光系统宜采用通翔的规格． 参！！fl国际

！！自明委员会 CIE标准和国内外现有产品的技术规格，建议按管

径给出导光贷的通用规格，各管径对j革的有效截而面积如表 1

所示：

表 I 不同规格导光管采光系统的有效戴iii面积

ff径尺寸 （mm) 我丽丽积 Cm’7

250 0. 05 

350 o. 10 

530 o. 22 

650 。. 33 

750 0. 44 

900 o. 64 

4. I. 3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效率是衡量其性能的巫婆指标，通过

对现有的用于实际工程的导光管系统的测试，在管长 O. 6n1 情况

下，大部分产品的效率均在 0. 60 以上． 为提高采光效率， 在采

光设计中应选捧采光性能好的导光管采光系统，在管长不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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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Gm 的条件下．系统效率不应低于0. 60；当管长超过 0. 6m 时，

系统效率可利用本标准提供的计算，方法得到， 并通过技术经济性

分析确定合理的方案。透光折减系数的测试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外窗采光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11976 的规定进行．当

管t支超过测试装置限制n,t. 可在测最典型长皮管段的基础上通过

计算得到系统的透光衍减系数值．

4. I. 4 与人工照明相比，天然采光的显色性是其一大优势．利

用导光管系统进行采光，除保证采光的数盘，即提高系统效率

外，还应重规5晨光的质量，其中泉色性就是很重要的指标． 我们

通常以颜色透射指数作为评价指标．按照 CIE 的评价标准， 百I

分为 90 、 80 、 60 、 20 各挡．导光管采光系统的显色性应达到优

良，巨II 90 以上． 颜色透射指数的测试可按：现行困家标准《建筑

外销采光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11976 的规定进行．

4. l. S 当导光管内壁积JR或污染时，其反射tt会下降，将导致

系统性能的降低。 安装和使用过程中，应避免灰尘进入系统内

部． 参照灯具防护等级的性能要求， 应达到j完全防尘的要求， RP

TP6X。 测试方法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灯具p 绵 l 部分： 一般要

求与试验》 GB 7000. l 中灯具的防尘性能测试方法迸行测试，测

试时应将整套系统放入防尘箱中进行测试。防尘等级可按袋 2 纷

出的依晦·进行判定。

表 2 防尘等级的分级表及判定依据

防尘等级 判定依据

IPIX n径：句 50mm 的试具无法ill入

IP2X 王军径为 12. Smm 的试抖无法进入

IP3X 革径 2. Smm 的民共无法进入

IP4X 1[1：生为 Imm的金Jill线不能进入

IP5X 
放篮子防尘箱中试S盘后，开放检雀产品内部无灰尘选人．

ji£些i午进入也不影响产品性能

1P6X 放置t于防线箱中试S盘后，开虫在撞击!f . 不能有灰尘. I，函尘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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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6 导光管采光系统传热系数的测试方法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门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lJi!lj方法》 GB/T 8484. 测试过程

中， 要求安装的导光管采光系统伸入室内的导光管长度为

400mm， 计算传热系数时， 室内侧的传热面积为导光管与漫射

然表面积之和． 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 中对严寒地区 A 区的屋顶透明部分的传热系数限值为不大

于 2. 5W/ (ni • K）. 通过对现有导光宫’采光系统的测试，传热

系数均不高于 2. 2W /( m2 • K） 。

4. 1. 7 太阳得热系数是透光回护结构的重要节能评价指标，该

数值越低，意味着单位面积透过的太阳辐射越少，对于我国"Si.热

冬暖、夏热冬冷和源和l地区的夏季节能具有积极的作用。 通过对

现有导光管系统（管长 O. 6m）的测试，其太阳寻j:}.热系数均不高

于 0. 35. 随着导光管－~度的增加，该数｛在会进一步降低．

4. I. 8 当系统内部结露或产生凝7j(时，将降低系统性能，并影

响正常使用． 在系统设训时，应考虑相应揣t施避免结馁。抗结能

因子（CRF〕为衡量物体表面抗结露能力的指标． 导光管采光

系统伸入室内的部分为导光管制漫射器，导光管采光系统抗纺露

因子的测试方法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保温钝能分级及

检测方法》 GB/T 8484，导光管采光系统抗结露因子取导光管与

没射苦苦抗结露因予中的较低值（表 3） 。

袭3 统结霉国子分级

分级 2 3 4 5 

分级指标O'i CRF~王35 35<CRJ-，；二40 40< CRf..;45 “＜CRF~三50 击。＜CRF，ζ55

分级 6 7 8 9 10 

分级指标倪 5S< CRF,< 60 60< CRF< 65 6S< CRF..;10 70< CRF< 75 CRF>75 

4. 1. 10 在具有多种使用功能的场所，如会议室，有时需要尽撮

降低房间的照度水平． 因此，导，光管系统在这类场所应用时，应

可对其光输出进行调节，调节范围宜在 5%～100%之闷． 控制

的方式可采用有线或无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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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集光器

4.2. l 3挺光器是导光管采光系统暴露在室外的部件，气密件．能、

水密性能和抗风压性能是其重要的性能指标。 其测试方法和分级

要求可按现行困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气密、 1.1<锻、抗风压性能分

级及检测方法》 GBJT 7106 的相关规定执行。气省、 7J<密和l抗

风压性能可分别参照表4、表 5和表 6 确定。

表 4 建筑外门窗气密性能分级表

分级 2 3 4 号．, 6 7 8 

l(l位缝［＜：
4. 0;;. 3. s;;;,. 3. o;;. 2. s；；喜 2. 0;;;,. J. s;;;,. I. o；；主

分级指标ffi. 的4二o. ; 
的＞3. 5 q,> 3. 0 q,> 2. 5 的＞Z. O 的＞J. 5 的＞J. O 的＞0. 5

71 /(m'/ (m • h) 

单位面积
l 2;;;,. 10. s；呈 9. o;;. 1. s；；主 5. o;;;,. 4. s;;;,. a. o;;;,. 

分级指保值 问2《l. ! 
仇＞10. s 他＞9. 0 qz> ?. 5 qt> 6. 0 份＞4. 5 tn>3. 0 <iz> I. 5 

如／［m’／（m • hl ] 

费5 建筑外门’水\ft量能分级’l （单位为 Po)

分级 z 3 4 5 6 

分级指t在 AP
1oo.;;; 150< 250< 350,_; soo.;;; 

t>f'二呈700
t.1'< 150 t.P<ZSO t.P<3切 M'<SOO t1P< 700 

注2 第 6级应在分级后网R;f注明具体校测压力主主俄．

褒 6 建筑外门窗抗凤底性能分级袤 〈单位为 kPa)

分级 2 3 4 5 6 7 8 9 

分级
J. o,.; I. 5< 2. o,.; 2. sζ 3. o,.; 3. s,.; 4. o,.; 4. 5运

指标倪 民主主5. 0
P;< l. ; P,<2. < P,<2.5 的＜3.C 的＜3. 1、＜4 .( 的＜4.5 P,<s.c 

P, 

ti:: l1! 9 级戚在分级后同时注明具体位测压力主主倪．

4.2.2 抗冲击性能是指导光管采光系统采光罩部件抵抗由于天

气原因或入为原因产生的不确定撞击的能力．因为导光管采光系

统采光坦通常安装于建筑物雇面或建筑物周围地表，出于安全的

考虑，故提出本条规定。试验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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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第 2部分：钢化玻璃》 GB 15763. 2 的规定， 应足以抵御质

锺为 lkg 的钢球，从 1. Om 高度自由落到采光坦上财产生的冲击

而不得产生裂纹或贯穿的孔i网；同时，应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用安全玻瑞第 2 部分：钢化玻瑞》 GB 15763. 2 进行锻弹袋冲

击性能试验，在冲击体下？在高度为 1200mm 时，采光JO.不会破

裂或出现贯穿的裂纹．当提光器位于地面，可供行人或车辆边过

时， 应采用钢化玻稿并满足相应的浓重、防消及抗冲击件能

要求．

4. 2. 3 :2答条很据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场所阻燃制品及组件燃烧

性能要求和标识》 GB 20286 的规定，作为然光器使用的聚碳酸

酶材料，其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B

GB 8624 规定的 B级，且产烟等级不低于 s2 级、燃烧满满耳物／微

粒的附加等级不低于 dl 级、 产烟莓’险等级不低于 tl 级。

4. 2. 4 目前集光器常用的材料有三类： 聚碳酸ll旨 ( PC）、聚甲

基丙烯盖章耶蹄（PMMA）和玻哥哥。 本条对三类材料的光学性能

及厚度进行了规定． 为保证采光的效果，应尽量选用透射比高的
材料，对于 PMMA材料，其可见光透射比不应低于 0.90； 对于

PC材料． 其可见光透射比不应低于 0.85；破稿的可见光透射比

不应低于 o. 70. 从强度和安全的角度出发，集光器所用材料应

具有足够的厚度．对于 PC 和 PMMA 材料， j草皮－不应小子

3mm. 当集光带苦采用玻璃材料时，应进行钢化并采用中空玻鸦

或夹层波稍时，每层玻璃的厚度均不应小子 4n1n10

4. 3 导光管

4. 3. 1 导光管作为传输光线的关键部件，其内表而反射比对于

系统效率有很大影响． 为了保证系统整体具有较高的传输效率，

应采用反射比较高的管璧材料．

4. 3.2 导光管是菇个导光管系统的核心部件，其长度根据工程

的实际要求确定，因此其传输效率在很大程度影响和决定了整体

系统的效率． 为了保证良好的采光效果，导光管应具有较高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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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合效率。当导光管较长时，其内壁应采用反射比更高的材料或地

大管径，提高传输效率e 导光管的传输效率可参照现行因家标准

《建筑外窗采光性能分级及检~J方法》 CB/T 1 1976 进行i)'!lj 斌，

或按照本规程第 5 主卖给出的方法计算得到。但是当管l乏超过其笆’

径的 20 倍时，其传输效率低于 0. 75，使得系统总的效率低于

o. 5 ，使用不经济，不宜采用。

4.4 漫射器

4. 4. l 为了保证室内的采光均匀度，没射然应具有合理的光分

布，宜为近似余弦的配光形式．其配光自由j试可参照灯具光度的测

试方法进行．

4. 4. 2 漫射器的主要作用是将采集的室外天然光尽量多且均匀

地分布到室内，除保证合理的光分布外，还应具有较高的透射

比，以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

4. 4.3 为便于日常的维护，没射苦苦宜设置成便于拆甸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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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光设计

5.1 设计选型

5. 1. 1 在长度和使用材料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役大的导光

管采光系统的效率更高。因此，在技术经济条件许可的条件下，

设计选型时应尽可能选择管径大的系统。

s. 1. 2 采光；在是集光器的主要部件，其主要作用是采集室外光

线，对系统的光学性能具有重要的影响。 采光罩的设计逃型应充

分考虑当地的气候特点．如风沙较大的地区应考虑采用不易积灰

和易于消洗的构造形式；以哨天为主的地区应考虑充分利用直射

日光，如优化采光罩的形状，采用反光片或导光棱镜等措施，限

制高角度的直射日光，提高低角度阳光的利用效率，以保证室内

有相对稳定的光输出．

s. 1. 3 在导光管设计中，弯管会显著影响系统的效率．为提高

系统效率， 应尽量避免使用弯管．当不得不使用弯管时，应采用

较大角度的弯管，不应使用锐角的~管，以减少光的损失．

5.2 采光计算

5. 2. 1 导光管工程的采光计算方法为利用系数法，参照现行国

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绘出．其中，导光管采

光系统的总效率可按本规程给出的方法计算，全阴天空下的系统

效率或透光折减系数也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窗采光性能

分级及检~g方法》 GB/T 11976 中规定的方法测试得到．根据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的规定，我圈可划

分为 5个光气候区． 不同光气候区的室外天然光设计照度值有所

不同，在导光管系统设计时需要根据当地的光气候条件，选择合

理的数值。不同气候区的室外天然光设计照度值应按表 7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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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7 不同先气候区的室外天然先设计照度健

光气候区 I n m IV v 
室外矢然光设计照Jjf值

18000 16500 
E, <Ix) 

15000 13500 12000 

5.2.2 当室内有构件遮挡时，如工业厂房的吊车梁、 网架等，

计算时应考虑其遮挡，室内构件的挡光折减系数参照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纷出。

s. 2. 3 当犀面不是水平面时，导光管采光系统如紧贴犀丽安装

时与水平安装的状态有所区别〈图 1）. 系统对于人射光的接收

程度取决于实际的可见天空，可见天空的大小朋立体角来表示．

当整个天空可见时，各方向的人射光都能接收． 而当集光器倾斜

阁 1 导光管采光系统倾斜安装示1量图

I一集；）＇（；~＇ 2一导光管； 3-5.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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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时，其可见天空的立体角将陈小． 可接受的人射光也相应减

少． 线光器非水平安装时，其．设计输出光通应乘以表 8 巾的修正

系数． ’If 8 倾斜安装的修正系锁

倾斜角IJI: 0 俨｝ 修正系敛a

。

15 0. 98 

30 。. 91 

45 o. 79 

60 0. 65 

75 0. 5咱

90 o. so 

5.2. 4 ＊规程纷出的采光’计算方法，仅适用于全阴天空条例二下、

规则房间、导光管采光系统均匀布置的情况．当建筑室内外空间

复杂H守，其他天空条件下或需要逐点计算采光时． 可采用计算机

软件·或锁型试验进行计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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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与电气设计

6. l 建筑设计

6. J. J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设计和安装，应考虑建筑使用功能幸u

室内布监的要求，不影响建筑的正常使用，并做到便于维护和

维修．

6. I. 2 集光桥有多种形式可供选择，除考虑使用功能的要求外，

还应考虑与建筑设计进行协调．保持统一和谐的形式。

6. 1. 3 导光管采光系统应用于建筑中，应尽量避免穿越防火分

区．当穿越防火分区时． 可设宜专用管井或进行防火分隔，所使

用的管井或防火分隔物材料应满足现行i萄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 GB 50016 的相关规定．

6. I. 4 在保证采）＼＇.；效果的前提下， 室内漫射糠的形式和l布置应

尽盘与室内设计及装修保持一致，特别是与天花饭上灯共的布置

进行协调。

6. J. 5 为保证采光均匀性的要求，通常悄况下没射器应均匀布

置，漫射器之间的问距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为满足均匀度为

o. 7 的要求， jj射然之间的问随3主：为理射器至参考顶高度的

(1~ l. 5） 俯．

6. I. 6 土建预留洞口应根据导光管的管径确定，并留有足够的

安装空间． 静；\¥l洞口时就应满足保iii\\及llfj7）（的要求． 采用半球形

奇事突出犀丽的集光都时， 宜采用现场饶制的方法制作安装基座，

该做法施工衔.t'(! ＇也便于~光器安装． 在停车场等有交通功能的

场所安装集光楞时， 应考·虑到交通的需要． 采用'fl-扳形式的集光

骨＇~ . 并与地郎平齐． 以保证通道畅通。

对于钢筋混凝土踵而，厘商店统一做防水， 且防水应延伸至

安装基座的顶部． 影钢厘面开孔与基座处的防水处理， l纺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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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铺设至基座边缘外不少于 250mm.

6.1. 7 导·光管采光系统各部件的连接设计应可靠，并与建筑主

体结构连接，以保证安全．

6. 2 电气设计

6. 2. 1 为保证光环绕效果，充分利用天然光，实现照明节能，

照明设计及照明控制应与导光管采光系统相综合，根据天然采光

的情况可实时对人工照明进行调节．

6.2.2 调光器通过控制电机带动导光管系统内的遮光装置进行

开关控制，从而达到调整漫射器输出的光通量．实现对室内光照

度的调节的目的．电气设计时应考虑调光器的用电需求，预留单

独的供电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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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 工安装

7. 1 一假规定

7.1.2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安装专业性较强，为了保证施工质量，

应编制专项的施工方案．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施工方案应与其他

相关专业和工序配合。比如在安装前是否应在主体结构上预留洞

口，避免对其他设备安装造成干扰和阻碍，漫射器安装时应考虑

与室内装饰装修方案的配合等． 施工方案中还应考虑安全措施，

包括在预留孔洞时应考虑避免人或物掠落的措施等。

7.1. 3 施工前应对各项施工条件进行检查，对相关隐蔽工程进

行验收， 保证安装施工的顺利开展． 安装依据的设计文件应齐备

并通过审查，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经审查无误方可实施，现

场场地和供电等各项施工条件满足要求，预留孔洞、基座、预埋

件和防水等工程符合设计要求并验收合格． 如为既有建筑， ep需

要改建的建筑，还应通过结构复核，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导

光管采光系统的安装．

7.1.4 用于工程的导光管采光系统产品应同时满足本规程第 4

章和设计的要求。

7. 1.5 导光管采光系统安装时各道工序的时序性和相互依赖性

较强，为保证施工质量，在每道工序开始前，均应检查前一道工

序是否满足安求．

7.2 钢筋混凝土建面

7. 2. 1 安装前应消理预留孔台面及其周边残余杂物，确保施工

的顺利进行及安装导光管采光系统时各部件内不落入灰尘。

7. 2. 2 为避免形成热桥或冷桥的热工缺陷， 在施工过程中应注

意采用保温材料填充集光器与安装基座之间的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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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复合金属饭层面

7. 3. J 施工自llj应预留相应尺寸的孔洞. JT，保持孔洞附近的整洁，

避免灰尘或杂物落入系统内。

7.3.2 为保证．防水效果，保护套管上应采用防雨装置． 防雨装

置可用钢钉或自攻螺丝固定在踵而或基座上。 基座与~丽的连接

处可采用密封胶或在野封胶带进行密封处理，并满足 《层面工程技

术规范》 GB 50345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7.3.3 为保证保温效巢，选免出现热桥，与李光管管盟主与孔洞之

间的｜可隙应用保温材料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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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验 收

s. 1 - A量规定

8. ] . 1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各项产品性能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进场前店进行核查． 为保证进场的r'＇品质露，应进行现场拍检－

8. 1. 2 为保证工程质量，避免返工或造成不必姿的损失，应对

主体结构及与导光管采光系统紧密相关的工序进行验收后方可进

行施工． 验收的方法和1标准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

质盘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 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8. 1. 3 为保证工程的质量与效巢， 在投入使用前应进行现场验

收。相关单位指业主、监涩、设计及施工方。

8. 1. 4 验收的项目包括检查和检测的项目，检查项目包括各类

文件的市核，现场检j)!lj：项目及方案可参照本规程第 7. 2 节的有关

规定。 现场检测宜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完成。

8.2 现场检测

8.2. 1 产品进场前，应提供各项性能指标的检验报告，并·满足

本规程第 4 章和设计的要求． 对上述项目进行见证检验时，各检

验项目应参照表 9 中的标准．

理要 9 导光管产品的见证铃验项目及依据标准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水·~性能、气街性f蓝、
(l童筑外（＂J窗气哥哥．水F吉、

t此风It性能
统凤！五位能分级及检测方法F

GB/ T 7106 

杭州f居住能
f建筑用安全破消第 2部分g 销化破璃》

GB 1 5于63.2

防尘性能
《灯只第 l部分2 一般要求与试被》

GB 7000.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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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检搅项目 依w标准

.i!光析减系敛、盖亚色透R4指敏
《建筑外窗5晨光性能分级及俭洲方法，

Gl3/ T 11976 

传热系敛、统结草草园子
4悠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盘测方法E

GB/ T 8484 

NFRC 201 <Pr，臼:cdurc for ln1crim Standard Tes, 

太阳得热系数
Meth。d for Measuring the Solar Hea1 Cain 

G皿fficiem of Fenestration Systems Using 

Calorimetry Hm Box Meth呻

8.2. 2 现场拍检时，应按照见证梭验的要求．在工程且在理单位

或建设单位的见证下，按照有关规定从施工现场随机抽取试伶．

每个型号的每个批次产品作为一个检验批，每个检验批至少应抽

取一整套导光管采光系统， 包括集光缆、导光管和漫射器等部

件，管长的选取可根据测试设备的条件确定。

8.2.3 现行国家标准 《采光测量方法》 GB/T 5699 对采光测量

的仪器、步骤和方法进行了详细规定，导光管采光系统工程采光

效果的检验应按该标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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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运行和维护

9. o. 1 为保证系统在使用过程中稳定可靠，应根据当地气候特

点制定专门的维护方案，包括检查和维护的部位、检查和维护周

期及维护的方法等内容．导光管采光系统的维护工作应坚持安全

可篇、科学管理、操作规范、节能高效的原则。

9.0.2 维护工作的内容应包括集光器、导光管、漫射器、调光

器、密封部件以及防水等．

9. o. 3 导光管采光系统属于较为专业的产品，维护工作应由专

业人员完成， 并留有完整的维护记录。

9. o. 4 为保证系统的性能， 在对集光器、漫射’器等部件进行统

妒时，应避免硬物损伤或绍下划痕。在对管道进行维护时，应采

用干燥消泊的软布擦拭内表丽，并避免灰尘迸入管道内．

9. o. 5 在日常使用过程中，集光糕和没射苦苦袋面的污染是影响

系统性能量生重要的因素． 考虑到我国气候的特点，每年宜进行一

次，以保证采光的效果．平极式集光器清洗的频率宜适当增加，

不宜少于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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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导光管采光系统性能参数

A. 0. 1 本袤的相关参数引自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

准》 GB 50033 和实测数据．

A. 0. 2 ;z你袭的相关参数引自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

准》 GB 5003:J 和实测数据。

A.O. 3 本表的相关参数引自实测调研数据．

A. 0. 4 本表的相关参数引自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

准》 GB 50033 和实洲j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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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导光管系统采光计算参数

8.0. 1 利用系数表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给出。

8. 0.2 室空间比的计算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

准》 GB 50033 给出．

8.0.3 系统效率的下降可能是集光器或漫射~的污染， 紫外线

引起的集光器和漫射帮老化，~：内壁反射材料污染和l分层等因素

造成的． 上述影响囚索者IS会给系统带来永久性的下降．因此，维

护系数的确定应考虑材料性能采减，表面积、灰和室内污染程，皮等

因索。在 CIE第 173 号文件中，对于维护系数的规定见表 10.

袋 10 CIE 第 173 号文件对维护系敏的规定

安菠角度房间？亏m-
房间或场所带1111

委j;[ 倾斜 水平Bl皮

卧室、 办公室、 教室、仪器仪表装配间、
0, 92 o. 8付 o. 76 稍稍

险$盘3豆、商店营业厅、 体宵馆等

候-Ill. （$）厅、饥饿hill：车阅、
一放

机锁装配车阅、农j{市场等
0.90 。. 80 o. 70 

公用厨房、 俄工车间、铸工车阅、
污~严ill

7］（！尼车阳1"5
0.80 0.60 0. 40 

注z 勾虑到我因气候条件的特点，对上述曼虫flii挂行了副缆．

8.0.4 本表引自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51 



附录 C 导光管传输效率计算

C. o. 1 本计算方法是参照 CIE第 173 号文件给出的．计算过程

可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根据导光管的管段构造 （图 2）确定各直

管段的等效长度；其次确定各个弯曲段的等效氏度；最后将所有

直管段和弯曲段的等效长度相加，得到系统总的等效长度，并确

定导光管的传输效率．

l, 

Dome 

l, 
AA60 

l, 

Diπ国er

L‘ 

因 2 导光臂的'l'.J'St构造示意阕

AA90 

表 c. 0.1- 1 是参照 CIE 第 173 号文件中的相关袭格给出的．

表C 0. 1-2 中的数据是利用采光因子的计算方法得到的， 适用子

全阴天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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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告

第 90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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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1 为贯彻国家节能减排等法规和技术经济政策，充分利用

天然光，规艳导光管采光系统的设计、施工安装、验收、运行和

维护， 达到j节能和保证工程质量的目的，制定本规程。

1. o. 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

的导光管采光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验收、运行和维护．

1. o. 3 导光管采光系统应做到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

有利于视觉工作和身心健康．

I. O. 4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设计和施工安装应与建筑工程同步．

1. o. S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设计、施工安装、验收、运行和维护，

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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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 1. 1 导光管采光系统 tubular daylighting system 

采集天然光，并经管道传输到室内，进行天然光！！fl明的采光

系统． 通常白袋光糕、导光管和混射:It！组成．

2. 1. 2 集光吉普 light collection system 

导光管采光系统中用于采集天然光的部件·． 通常. r:h采光；在及

其附件组成。

2. J. 3 导光管 lightpipc 

军f光管采光系统中用于传输天然光的管状部｛ti: .

2. 1. 4 漫射然 diffuser 

导，光管采光系统rr用于将光线均匀漫射至室内的部件．

2. I. 5 调光器 dimmer 

安装在导光管系统中，用于调节光输出的部件。

2. 1. 6 参考平顶 reference surface 

洲1技或规定照度的平商 〈工业建筑取距1也商 J. OOn1；民用建

筑取距1也而 0. 75m；公用场所取地而）．

2. 1. 7 光气候 daylight climate 

由太阳直射光、天空漫射光和地而反射光J~J戎的天然光

状况。
2. 1 .8 年平均总照度 average annual illuminance 

按全年规定时间统计的室外夭然光总！！现度．

2. 1. 9 光气候系敷 daylight climate coefficient 

根据光气候特点，饺＆p平均总照度值确定的分区系数。

2.1.10 室外！ff！度 exterior illun1inance 

在天空漫射光照射下， 室外无遮挡水平顶上的！！fl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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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 11 室外天然光设计照t在 design illuminance of exterior 

daylight 

室内全部利用天然光时的室外夭然光最低贝自皮．

2. 1. 12 室内照度 inter阳 illun, i nance

在天空没射光照射下，室内给定平面上某一点的！限度。

2. I. 13 采光系数 daylight factor 

在室内参考平而上的－点，由直接或间接地接收来自假定和

已知天空亮度分布的天空漫射光而产生的照度与同一时刻该天空

半球手I二室外无遮拦i水平面上产生的天空没射光照皮之比。

2. 1. 14 采光均匀度 uniformity of daylighting 

参考平而上的采光系数接低值与平均值之比．

2. 1. 15 采光利用系数 daylight uti lization (actor 

被R负面接受到的光通量与集光器族受到来自天空的光通量

之比。

2. 1. 16 太阳得热系敛 solar heat gain coefficient 

透过导光管来光系统进入室内的太阳韬射与人射辐射的能黛

之比，也动；太阳能总透射比。

2. 1.17 光热lt light to 窍。lar gain coefficient 

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与太阳能总添射比的比«［.

2. l. 18 透光折减系数 transmitting rebate factor 

运射的混射光照度与人射的没射光照皮之比．

2. ).19 导光~a＇采光系统效率 efficiency of the tubular dayligh-

ting system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被射都输出光通缉与w光都输入光通；监之

比．可用透光:Jri·减系数表示．

2. 1. 20 导光管传输效率 tub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在给定的人射光分有j条件下，涵过导光管的出射光通量与人

射光通缉之比＠

2. 1. 21 维护系数 rnaintenance factor 

导光管采光系统在使用一定周期后，在规定表而上的平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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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该系统在相同条件下新装时在同一表面上所得到的平均照度

之比。

2. 1. 22 颜色透射指数 colour rendering index 

光透过导光管采光系统后的一般黑色指数．

2.2 符号

2. 2. 1 照度

C一一采光系数；

Ew一一室外照皮；

E.－年平均总照度；

E.－室内照度；

E ••一一平均水平照度；

E虞一一室外天然光设计照度；

ε，一一室外天然光临界照度；

K一一寸t气候系数．

2.2.2 计算系数

cu－采光利用系数；

MF一一维护系数；

g-一一太阳得热系数；

R.一一颜色透射指数；

r一一光热比；

平一一导光管采光系统的效率；

T，一一透光折诚系数；

r一一集光器的做角修正系数；

F一一导光管内璧反射材料的反射It;

弘一一导光管采光系统漫射器的设计输出光通盘E

r1一一集光器的透射比；

τz一一漫射格自(j透射比．

2.2. 3 几何特征

A，一一导光管的有效采光丽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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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室内表面总面积z

D一一导光管的管径；

I，一一导光管的氏度；

s－一一房间的地茵茵积；

价一－房间的进深或跨度；

n－一导光管采光系统的数量；

h，一一参考平面至导光管漫射续下沿离度；

t一一房间的长度或开间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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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 1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采光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的有关规定。

3.0.2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设计逃型，应根据场所的类型、使用

姿求、光气候和安装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3.0.3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采光设计应与人工照明设计相综合，

当采光不足时应采用人工照明补充。

3.0.4 导光管采光系统主体结构的使用寿命不宜少于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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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能要求

4. 1 导光管采光系统

4. I. l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基本构造应包括集光器、导光管和l漫

射器等部件（阁 4. 1. 1). 

且

2 

8 

3 ＇＼.主

(a）半掠影~:ft器 (b）平板形集先楼

回 4. l. I 导，光管采光系统构选示意图

1-!,I.!先根： 2一等光管， 3-t酷射击！， 4－防雨挺直i ，王一安装骚l'li • 
6一结构层； 7一股（地｝丽~成应； 8一天花饭

4. 1. 2 5字光管采光系统的管径宜采用 250mm、 350mrn、 530mrn、

650mm 、 750mm 及 900mm 等规格．

4. 1. 3 管长为 600mn1 的导光管采光系统的透光折减系数不应

低于o. 60。

4. 1. 4 导·光1ll＇：采光系统的颜色透射指数不应低于 90.

4. 1. 5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防尘等级不应低于 IP6X.

4. 1. 6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传热系数不应高于 2. 2W/ (m2 • K). 

4. 1. 7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太阳得热系数不应高于0. 35 .

4. 1. 8 导光管采光系统抗结露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1' 8484 中抗结露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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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级。

4. 1. 9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性能参数可按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

取值。

4. 1. I O 有调光要－：：：R的导光管采光系统可采用手动或自动控制方

式对光输出进行连续调节．

4.2 集光器

4. 2. l 1起光榕的气密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

气辛苦、 7｝（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7106 中规定

的 8 级； 7f<密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

在营、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狈1）方法》 GB/T 7106 中规定的 6 级且

不应渗漏；杭风压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

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71 06 中规定的

5 级．

4. 2.2 集光苦苦的抗冲击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安全

玻藕第 2部分：钢化玻鸡》 GB 15763. 2 的有关规定。 特殊应

用场所应满足相应的安全要求．

4.2.3 1民光榕所周聚碳酸蹄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 8624 巾规定的

8--s2, dl, tl 级。

4.2. 4 集光然所用材料的性能应符合表 4. 2. 4 的规定， 常见材

料的性能参数可校本规程表 A. O. 1 的规定取值。

费 4.2. 4 集光豁材料性能要求

项目 技术指标

－~A童画画 (PC> 二呈O. SS 

z可见光远射比 11阳善两份酸甲lllr (PMMA) 2主0. 90 

破瑞 ;.,,o. 10 

紫外线.i!射比
聚碳眩目旨作。我.甲虽在丙矫磁

主主o. 01 
甲J11i CPMMA) 

8 



续袋 4.2. 4

项目 技术指标

＊碳且盘西昌｛民：） 二辛3

J草/!t (mm ) 缭ljl海丙烯般甲陪 （PMMA> 二；，3

破璃 ／（！.片磁硝j早y::；；剖

4.3 导光 管

4. 3.1 导－光管内表商管壁材料的反射比不宜低于 o. 95，常见材

料的饨能参数可按本规程表 A. 0. 2 的规定取值．

4.3.2 等光管的长度不宜超过管径的 20 倍，传输效率不宜低

于 o. 75. 

4.4 漫射器

4. 4. 1 漫射器应提供合理的光分布．

4.4.2 ·温射苦苦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宜低于 o. 85 ， 常见材料的

性能参数可按本规程表 A.O. 3 的规定取值．

4.4.3 没射器宜便于拆倒l及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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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光设计

5. 1 设计选型

5. l . 1 在满足光环境要求的前提下，宜优先选择管役大的导光

管采光系统．

5. 1. 2 应用导光管采光系统时宜根据当地的气候状况确定集光

器的形式。

5. 1. 3 导光管采光系统使用弯管时，弯曲角度不宜小于 90°。

5 . 2 采光计算

5. 2. 1 导光管采光系统设计时应注行采光计算． 并可按下列公

式进行计算：

1 在顶部均匀布进条件·下，室内平均水平照度可按下列公

式计算：

n ×φ“×αJ × MF E •• = S (5. 2. 1-1) 

φ” ＝ E、× A， ×币（5. 2. I - 2) 

式中 ： E.，一－.if-均水平照度（ Ix);

10 

II一一导光铭：采光系统的荣立撞；

<Pu一一导光管采光系统设射r,苦的‘设计输出光迪拉 （Im);

cu－导光管采光系统的采光利用系数，可按本主!11.程表

B. O. 1 取值；

MF 一一维护系数，可按本规程表 13. o. 2 取值 ；

S一一’房间的地茵茵积（m2 );

£，－室外天然光设计熙、度值（Ix） . 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的有关规定取倪；

A，－导'j(:,营的有效采光面积（m2 );



平一一导光管采光系统效率，全阴天空条件下可采用透

光折减系数表示．

2 导光管果光系统效率可按下式计算； ：

TJ = T1 × 71'£× T2 (5. 2. 1- 3) 

式中 ： τ，一－w光苦苦的可见光透身，JU~ ；
Tl'E-!i李光宫’的传输效率，可按本规程附录 C 的方法

确定；

Tz 一一漫射器的透射比．

5.2.2 当室内构件产生遮挡时，室内构件的担i光折减系数可按

本规程表 8. 0.4 的规定~值。

s. 2. 3 当集光械的水平安装做角超过 30°时，应进行修正．

5.2.4 导光管采光系统应用于复杂建筑时． 应利用计算机软件

进行采光计算或分析．

1 .1 



6 建筑与电气设计

6. 1 建筑设计

6. 1. 1 采用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建筑设计，应合理，确定导光管采

光系统各组成部分在建筑中的位置，并应满足施工安装、运行和

维护的要求。

6. 1. 2 集光苦苦的形式及安装位置应与建筑形式相协调．

6. 1. 3 导光管采光系统不宜穿越不同的防火分区。当必须穿越

不同的防火分区或楼板时应采取相应措施，并应符合现行间家标

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6.1.4 漫射器应结合室内设计合理逃到、布置．

6. 1 . s 有采光均匀度要求的场所，漫射器宜均匀布置，水平间

距宜为参考平而至导光管没射然高度的 1倍～I. 51普．

6. 1. 6 袋光然安装子钢筋混凝土犀丽时，预留洞口直径1i：为导

光管的外管径加 50mm～70mm，并应满足保温及防7）＜的要求．

6. 1.7 导光~，采光系统的部件与建筑主体结构的连核设计应

可靠．

6.2 电气设计

6. 2. 1 应用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场所，导光管采光系统宜与照明

控制相结合。

6.2.2 采用配有调光糕的导光管采光系统时，电气设计应预留

单独的供电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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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安装

7. l 一般规定

7. 1. 1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7. 1. 2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安装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应包括

与主体结构施工、 设备安装、装饰装修的协调配合方案及安全惰

施等内容．

7. 1. 3 导－光管采光系统茧’装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设计文件和专项施工方案应齐备；

Z 现场场地、供电等条件’$.满足正常施工的要求：

3 土建工程的预留孔洞、基座、 预埋件和防水措施等应符

合设计图纸．并已验收合格；

4 既有建筑应具有经结构复核可安装等光管采光系统的证

明文件．

7. 1. 4 进场安装的导光管采光系统的产品性能应符合设计姿求．

7. 1. 5 施工中应建立质量检查及工序间交接检验制度，每道工

序结束后均应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下边工r¥施工。

7.2 钢筋混草草土层面

7. 2. 1 导，光管采光系统安装前，应对钢筋混凝土屋面的安装基

座和孔洞内壁进行消泊。

7.2. 2 施工过程中，然光辑与安装基座之间的主隙应采用保泪

材料填充，并应采取防水防尘等密闭措施．

7.3 复合金属饭层面

7. 3. I 导光管采光系统安装前，应根据导光管管径尺寸对复合

金属板座商进行现场开孔，并应保持开孔处于净、整洁。

13 



7. 3. 2 1挺光器安装部位的防水处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犀丽

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it 5 的有关规定．

7.3.3 施工过程中， 集光器与基座之间的空隙应采用保混材料

填充封闭．

14 



8 验收

8.1 －触规定

8. l. 1 导光管采光系统进场nt应核查产品合格证和检验报传，

并(.ii.进行现扬州l检。

8. I. 2 导光管采光系统安装前， 应完成下列隐蔽工程项目的现

场验收：

l 预留洞口的防水利~lit\;

2 预埋件和基：座 ；

3 隐蔽安装的电气管线工程。

8. 1. 3 导光管采光系统投入使用前， 应白业主或建设单位组织

相关单位进行现场验收．

8. J.4 导光'lll＇采光系统工程的验收应具备下列资料：

1 专项设计及施工技术文件；

2 产品、 主1l!：部件及材料的出厂合格证明及检验报告；

3 隐般工程的验收记录；

4 现场检测报告．

8. 2 现场检验

8. 2. 1 导光管采光系统见证检验项 1三1 1.草包指系统的透光忻减

系数、颜色透射指数、 Wi尘性能、 传热系放、 太阳待热系数、

抗结露因子及集光榕的气密、 J.K密、抗风压和抗冲击性能。

8.2.2 现场抽检项目应符合本规程m s. 2. 1 条的规定， 现场拍

检的试件至少应为 i 套． 当有任何一项不合格时，应判定该批次

产品不合格．

15 



8.2.3 导光管采光系统工程实际采光效果的检验，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采光测挝方法》 GB/T 5699 的有关规定执行. 目ri度、

采光效；裂和l采光均匀度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16 



9 运行和维护

9. o. l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使用和维护应编制专项方案。

9. 0.2 导光管采光系统运行过程中，应定期对系统各部件及系

统与建筑主体结构连接部位进行维护．

9.0.3 维护工作应由经过专业精训的人员完成。

9.0.4 维护时应避免硬物损伤系统部件，且应避免灰尘落入管

道内．

9.0. 5 集光器和没射器表面的消说宜每年进行一次。

17 



附录 A 导光管采光系统性能参数

A .• 0. 1 集光器材料的光热参数可按表 A.O. 1 的规定取fa.

袋 A. 0. I jl光鹅材料的光热参敏值

可见光 太阳光

,M斜类型 材料名称 规4各 颜色
且im

选射反射 选射总选
系数

比 比 比 射比

草草粮 PC Iii 3mm 无色 0.86 o. 09 o. 76 0.80 o. 92 
~锁~盼

透明 PC银
CPC) 

3mm 无包 0. 89 0. 09 0. 82 0. 84 0.97 

运叩l PC饭 <Imm J巳包 0. 89 0. 09 o. 8 l 。. 84 0. 96 

~lji恭丙始 透明 PMMA 3mm x色 o. 92 0. 08 0.85 0. 87 l. 00 
R在甲!Ir,

( PM!\i!A) 送朋 PMMA 4mm 元包 0. 92 。. 08 0.85 0. 87 l. 00 

夹胶破璃 4C/ 1. 52PVl3/ 4C 元位 0. 86 0. 08 。. 58 0. 74 0. 86 
lltllll 

中主i:iJ.I:确 4mm+ 24A-+4mm 元包 。. 81 o. 15 o. 7 l 0. 77 0. 88 

A. 0. 2 导，光管内接反射材料的反射比可按表 A. o. 2 的规定
取值。

褒 A.0.2 导光管内壁反身td材的反射~t

材料名4年 ，也反射比 ~反JHtt

聚合物反M！量 0. 99 

1何强银反:tl.ffi 0. 98 

f性强银反JH~ 0. 97 <0. 05 

』明强银反！Him 0. 96 

J持强悍4反A-t~ o. 95 

A .. O. 3 没射器材料的可且光透射比可按表 A. 0. 3 的规定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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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是 A. o. 3 漫射器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

材料类型 蜀’号·J,t铺 （nun) 可见允遂射It

主量明 PMNIA 2. 5 。. 90 

j岱砂 1>MMA 2. 5 。. 86 

遥明您麟Mll.自 3 0. 88 

里fl();lf/6提1!1111.自 3 。. 85 

A. O. 4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光热性能参数可按表八. o. 4 的规定
取值．

表 A. 0.4 导光管采光系统光热性能参数

骂是览:t，在
法光衍减系数 太阳衍热 先然比 传热系数 K(a B.也指数

T, ~:l!( SHGC 'f',/ SHGC [ \V/ (n,2 • K)] R, 

o. 7,i 0. 35 2. 11 2. I 98 

0. 72 0. 35 2. 06 2. I 95 
导光管系统

0. 68 0. 32 2. 12 1. 6 95 

0. 60 0. 32 J. 86 I. 6 95 

注＝ 我中曼史值为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实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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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导光管系统采光计算参数

B. O. 1 顶部安装的导光管采光系统的采光利用系数可按表

B. O. 1 的规定取值．

顶棚反射比

80% 

50% 

20 

表 8. 0. J 顶部安装的导光管采光系统的

采光利用系敛 （α／）褒

~~向比 局曾而反射比

RCR soy. 30% 

。 I. 19 1. 19 

1. 05 1. 00 

2 0. 93 0. 86 

3 0. 83 0. 76 

4 0. 76 0. 67 

s 0. 67 0. 59 

6 0.62 。. 53 

7 0.57 0. 49 

8 0. 51 0. 47 

9 0. 53 o. 4 6 

10 0. 52 o. 45 

。 I. 11 1. I J 

0.98 0. 95 

2 0. 87 0. 83 

3 0. 79 o. 73 

4 0. 71 。. 64 

s o. 64 0. 57 

6 0. 59 0. 52 

7 0. 55 o. 48 

8 0.52 。.4 6

9 o. 51 o. •15 

IO 0.50 0. 44 

10% 

l. 19 

0. 97 

o. 81 

o. 70 

0. 60 

。. 53 

。.47

。. ,i3 

o. ,11 

0. 41 

0.40 

1. II 

0. 92 

0. 78 

。. 68 

0. 59 

0. 52 

0. ,17 

0. 43 

o. 41 

0. 40 

o. 40 



续袋 B. o. 1 

室空间比 蝙顶反射比
~棚反射比

RCR 50% 30% 

。 I. 04 I. 04 

0. 92 0. 90 

2 0. 83 o. 79 

3 o. 75 o. 70 

4 0.68 0.62 

20% 5 o. 61 0. 56 

6 0.57 。. 51 

7 0.53 0.47 

8 。. 51 o. 45 

9 。. 50 o. 44 

10 0. 49 0. 44 

地面反射比为20%

8.0.2 室空间比RCR 可按下式计算：

5h. ( l + b) 
皮士:R ＝－一一l • b 

式中：儿一一参考平面至导光管漫射器下沿离度 （m);

i一一房间长度（叫：

命一一房间进深 Cm） 。

10% 

l. 04 

0. 88 

o. 75 

0.66 

0.58 

o. 51 

0.46 

0.43 

o. 41 

0.40 

0.40 

( B. 0. 2) 

8 . 0.3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维护系数可按袭 B. O. 3 的规定取值．

亵 B. 0. 3 3李光’E采光系统的维护系敛

房间污旅程度
主在ii

安装角度

倾斜 水平

f高沛 0. 90 0. 80 o. 70 

一直量 0. 80 o. 70 0. 60 

污染严黛 o. 10 0. 60 。. 50 

8.0.4 室内梅件的挡光折减系数可按表 B. o. 4 的规定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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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4 鑫肉构件的挡光折；咸系数

结构材树
构｛中名4年

钢筋混凝土 啊’
实体m o. 75 0. 75 

1虽然 。. 80 0. 90 

吊车繁 。. 85 。. 85 

阿!l,!l 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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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导光管传输效率计算

C. 0. I 导光ti＇传输效率的计算－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I 确定导光节’直段部分的等效－~肢，可按下式计算：

1'vf = L/ D 

式中 ： M一一导光管的等效长度；

L一一导光管的氏度（m);

D一一导光管的管役（m） 。

(C. 0. 1) 

2 确定各个弯曲段的等效氏度，不同弯头角度的等效氏度

可按表 c. o. l - 1 的规定取值。
3 确定导光管的传输效率，不同等效长度导光管的传输效

率可按表 c. 0. 1-2 的规定进行桶值计算．

袋 CO. l · I 不同湾头角度下的奇事效长度

句头j白皮
管径（mm)

(. >
250 350 5~0 650 

30 4.8 3. 5 2. 3 1. •I 

60 9. 6 5. 7 4. 5 2. 8 

90 12. 8 7. 2 5.8 3. 7 

装 Co. 1-2 不同等效长jjf草李先笛的传输效率

反射比
M 

0. 9 。. 95 o. 98 。. 99 

。 l. 000 J. 00。 I. 000 1. 000 

0. 868 0. 930 o. 971 。. 985 

2 0. 767 0. 871 0. 944 0.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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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袋 C. o. 1-2 

反射比
M 

0. 9 0.95 。. 98 0.99 

4 o. 617 o. 772 0. 895 0. 941 

8 0.428 0. 623 o. 81 1 。. 895 

12 o. 315 o. 516 o. 740 0.852 

16 o. 241 。. •135 0. 680 0.812 

20 o. 190 o. 372 0.627 o. 775 

24 o. 153 o. 322 0. 580 o. 741 

32 o. 105 0.247 0. 502 0.681 

40 0.076 0. 195 0.439 o. 628 

48 。. 058 0. 158 0. 388 o. ss2 

56 0. 04.S 0. 130 0.345 0. 541 

64 。. 036 0. 109 。. 308 0. 504 

72 0. 030 0.092 。 277 。町 471

80 0.025 0.079 o. 251 。. •1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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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而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飞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袭示允许稍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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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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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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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B GB 50016 

2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3 （屋而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5 

4 《采光测量方法》 GB/T 5699 

s ＜建筑外门窗气密、 7J<密、抗)X~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f 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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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枪自由j方法》 GB/'f 8484 

7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 8624 

8 《建筑用安全玻璃第 2 部分：钢化破鸦》 GB 15763.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导光管采光系统技术规程

JGJ/ 'f 374 - 2015 

条文说明



制订说明

《导光管采光系统技术规程》 JGJ/T 374-2015，经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2015 年 8 月 28 日以第 904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 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导光管采光系统工程应用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

技术法规、技术标准，通过光热性能试验取得了导光管采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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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导光管采光系统技术规

程》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 对条文

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

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

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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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 l 天然采光对于改善室内光环搅和1实现节能具有重要的意

义． 导光管采光系统作为一种新型的采光装筑，除了各类建筑的

一般场所外，还可用于无街及地下空间这些传统采）1(;方式无法应

用的场合． 随着技术的发展，该系统已较为成熟，并广泛应用于

实际工程，对改善室内)1(;环搅和l最大限度地实现照明节能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我国俯员辽阔．各地区室外的天然光光气候有很大差异，这

1蒙昧着采光系统在应用时必须结合当地的光气候条件进行逃型和

设计，从而充分发撑其性能特点，避免不良的光环搅或造成不必

要的浪费． 由于导光管采光系统与传统的窗户完全不间，传统的

采光设计方法和产品性能要求也不完全适用。 同时，该系统在安

装时还得要注意与建筑主体的综合．特别是防水的处理。

1. o. 2 .i.拉条规定了本规程的适用范围． 从国内外导光管采光工

程应用情况来看，导光转采光系统广泛应用于住宅、商场、办公

楼和工厂等各类建筑。从因内现有的工程来看，民用建筑和工业

建筑大约各占一主r，. 工业建筑由于工作时间-L~，采用导光管系统

具有很好的节能效益． 导－光管采光系统适用于各类新建、扩建和1

改淫的场所，特别是一些无窗幸u地下空间。 对子这类场所． 在传

统采光方式无法使用，且条件许可的悄况下，宜优先采用导光管

采光系统。

导光管采光系统可分为顶部安装和侧面安装两大类． 根据统

光器采集光线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式和l被动式．根据传输

管道材料的不同，又可分为反射式、棱镜式和l光纤型． 本规程中

所指的导光管采光系统仅限于被动反射式的系统．

]. o. 3 应用导光管采光系统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条件，考虑技术

30 



的合理性与适用性，以保证人员的安全和1身心健康为前提，并有

利于节能减徘－

J. o. 5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应用是综合技术．涉及多个专业，与

之密切相关的还有下列相关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 《座商工程技术规毡》

GB 5034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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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本意术语主要引自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礁》 GB

50033，同时也参考了国际上相关标准和技术文件，加以统一和

赋予新的含义， 并根据导光唱：采光系统的特点．地加了其主要部

件的名词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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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 1 导光管采光系统虽然是一种特殊的采光形式，但和侧窗

或天禽等传统采光方式一样，也应满足建筑采光的相关要求．

3. o. 2 目前导光管采光系统已形成了定型产品．形式和规格多

样化． 在满足相同采光要求的前提下，可有多种方案供选择，这

就筒要综合考虑场所特点、使用要求、室外光气候条件和安装条

件等各方商因絮，从技术经济性上进行多方案比选，选择其中较

优的设计1i~挺．

3. o. 3 导光管采光系统只能在天然光充足的时段提供场所所需

的照明，在阴天采光不足的时段或夜间还储安人工照明的补充，

以保证视觉作业和场所使用要求的需要． 人工照明的设计宜与导

光管系统的设计综合，以充分利用天然光，实现节能。 同时，导

光管采光系统的布宜应与人工照明的布翠柏综合。

3. 0. 4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主体结构包括支撑结构、导光管等核

心部件． 由于支撑结构与建筑的主体结构结合在一起，使用寿命

需要与建筑的使用年限相匹配。 导光宫’作为系统的核心组件，从

经济性的角度，也然要保证合理的使用寿命。臼前导光管的管壁

材料为铝． 其，使用寿命可达 20 年以上．

导光管采光系统中一些易老化和易损坏的零部件．应设计成

可进行局部更换的形式e 如导光管采光系统的集光器、漫射器等

部件通常采用的塑料材料，在排除人力损坏等非正常因素外，在

正常的使用条件下，也会逐渐老化，该类部件应可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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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 能 要 求

4. 1 导光管采光系统

4. 1. 1 目前常用的导光管采光系统由袋光器、 导光管和被射器

等基本部件构成，根据工程的实际需要， 还可增加一些配件，虫日

调光禄等． 目前，导光管采光系统主要采用顶部安装的方式，当

顶部开’洞受限制时，也可采用侧面安装的方式。 根据工程设计的

~求， 集光器部分可高于原面，或与1¥.丽平员二；当室内有吊顶

时， 漫射榕的设计安装应与其相结合．

4.1.2 为便于设计人员使用，在结构犀而板 l二预留相应尺寸的

洞口以便于施工，导光管采光系统宜采用通翔的规格． 参！！fl国际

！！自明委员会 CIE标准和国内外现有产品的技术规格，建议按管

径给出导光贷的通用规格，各管径对j革的有效截而面积如表 1

所示：

表 I 不同规格导光管采光系统的有效戴iii面积

ff径尺寸 （mm) 我丽丽积 Cm’7

250 0. 05 

350 o. 10 

530 o. 22 

650 。. 33 

750 0. 44 

900 o. 64 

4. I. 3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效率是衡量其性能的巫婆指标，通过

对现有的用于实际工程的导光管系统的测试，在管长 O. 6n1 情况

下，大部分产品的效率均在 0. 60 以上． 为提高采光效率， 在采

光设计中应选捧采光性能好的导光管采光系统，在管长不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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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Gm 的条件下．系统效率不应低于0. 60；当管长超过 0. 6m 时，

系统效率可利用本标准提供的计算，方法得到， 并通过技术经济性

分析确定合理的方案。透光折减系数的测试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外窗采光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11976 的规定进行．当

管t支超过测试装置限制n,t. 可在测最典型长皮管段的基础上通过

计算得到系统的透光衍减系数值．

4. I. 4 与人工照明相比，天然采光的显色性是其一大优势．利

用导光管系统进行采光，除保证采光的数盘，即提高系统效率

外，还应重规5晨光的质量，其中泉色性就是很重要的指标． 我们

通常以颜色透射指数作为评价指标．按照 CIE 的评价标准， 百I

分为 90 、 80 、 60 、 20 各挡．导光管采光系统的显色性应达到优

良，巨II 90 以上． 颜色透射指数的测试可按：现行困家标准《建筑

外销采光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11976 的规定进行．

4. l. S 当导光管内壁积JR或污染时，其反射tt会下降，将导致

系统性能的降低。 安装和使用过程中，应避免灰尘进入系统内

部． 参照灯具防护等级的性能要求， 应达到j完全防尘的要求， RP

TP6X。 测试方法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灯具p 绵 l 部分： 一般要

求与试验》 GB 7000. l 中灯具的防尘性能测试方法迸行测试，测

试时应将整套系统放入防尘箱中进行测试。防尘等级可按袋 2 纷

出的依晦·进行判定。

表 2 防尘等级的分级表及判定依据

防尘等级 判定依据

IPIX n径：句 50mm 的试具无法ill入

IP2X 王军径为 12. Smm 的试抖无法进入

IP3X 革径 2. Smm 的民共无法进入

IP4X 1[1：生为 Imm的金Jill线不能进入

IP5X 
放篮子防尘箱中试S盘后，开放检雀产品内部无灰尘选人．

ji£些i午进入也不影响产品性能

1P6X 放置t于防线箱中试S盘后，开虫在撞击!f . 不能有灰尘. I，函尘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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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6 导光管采光系统传热系数的测试方法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门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lJi!lj方法》 GB/T 8484. 测试过程

中， 要求安装的导光管采光系统伸入室内的导光管长度为

400mm， 计算传热系数时， 室内侧的传热面积为导光管与漫射

然表面积之和． 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 中对严寒地区 A 区的屋顶透明部分的传热系数限值为不大

于 2. 5W/ (ni • K）. 通过对现有导光宫’采光系统的测试，传热

系数均不高于 2. 2W /( m2 • K） 。

4. 1. 7 太阳得热系数是透光回护结构的重要节能评价指标，该

数值越低，意味着单位面积透过的太阳辐射越少，对于我国"Si.热

冬暖、夏热冬冷和源和l地区的夏季节能具有积极的作用。 通过对

现有导光管系统（管长 O. 6m）的测试，其太阳寻j:}.热系数均不高

于 0. 35. 随着导光管－~度的增加，该数｛在会进一步降低．

4. I. 8 当系统内部结露或产生凝7j(时，将降低系统性能，并影

响正常使用． 在系统设训时，应考虑相应揣t施避免结馁。抗结能

因子（CRF〕为衡量物体表面抗结露能力的指标． 导光管采光

系统伸入室内的部分为导光管制漫射器，导光管采光系统抗纺露

因子的测试方法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保温钝能分级及

检测方法》 GB/T 8484，导光管采光系统抗结露因子取导光管与

没射苦苦抗结露因予中的较低值（表 3） 。

袭3 统结霉国子分级

分级 2 3 4 5 

分级指标O'i CRF~王35 35<CRJ-，；二40 40< CRf..;45 “＜CRF~三50 击。＜CRF，ζ55

分级 6 7 8 9 10 

分级指标倪 5S< CRF,< 60 60< CRF< 65 6S< CRF..;10 70< CRF< 75 CRF>75 

4. 1. 10 在具有多种使用功能的场所，如会议室，有时需要尽撮

降低房间的照度水平． 因此，导，光管系统在这类场所应用时，应

可对其光输出进行调节，调节范围宜在 5%～100%之闷． 控制

的方式可采用有线或无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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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集光器

4.2. l 3挺光器是导光管采光系统暴露在室外的部件，气密件．能、

水密性能和抗风压性能是其重要的性能指标。 其测试方法和分级

要求可按现行困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气密、 1.1<锻、抗风压性能分

级及检测方法》 GBJT 7106 的相关规定执行。气省、 7J<密和l抗

风压性能可分别参照表4、表 5和表 6 确定。

表 4 建筑外门窗气密性能分级表

分级 2 3 4 号．, 6 7 8 

l(l位缝［＜：
4. 0;;. 3. s;;;,. 3. o;;. 2. s；；喜 2. 0;;;,. J. s;;;,. I. o；；主

分级指标ffi. 的4二o. ; 
的＞3. 5 q,> 3. 0 q,> 2. 5 的＞Z. O 的＞J. 5 的＞J. O 的＞0. 5

71 /(m'/ (m • h) 

单位面积
l 2;;;,. 10. s；呈 9. o;;. 1. s；；主 5. o;;;,. 4. s;;;,. a. o;;;,. 

分级指保值 问2《l. ! 
仇＞10. s 他＞9. 0 qz> ?. 5 qt> 6. 0 份＞4. 5 tn>3. 0 <iz> I. 5 

如／［m’／（m • hl ] 

费5 建筑外门’水\ft量能分级’l （单位为 Po)

分级 z 3 4 5 6 

分级指t在 AP
1oo.;;; 150< 250< 350,_; soo.;;; 

t>f'二呈700
t.1'< 150 t.P<ZSO t.P<3切 M'<SOO t1P< 700 

注2 第 6级应在分级后网R;f注明具体校测压力主主俄．

褒 6 建筑外门窗抗凤底性能分级袤 〈单位为 kPa)

分级 2 3 4 5 6 7 8 9 

分级
J. o,.; I. 5< 2. o,.; 2. sζ 3. o,.; 3. s,.; 4. o,.; 4. 5运

指标倪 民主主5. 0
P;< l. ; P,<2. < P,<2.5 的＜3.C 的＜3. 1、＜4 .( 的＜4.5 P,<s.c 

P, 

ti:: l1! 9 级戚在分级后同时注明具体位测压力主主倪．

4.2.2 抗冲击性能是指导光管采光系统采光罩部件抵抗由于天

气原因或入为原因产生的不确定撞击的能力．因为导光管采光系

统采光坦通常安装于建筑物雇面或建筑物周围地表，出于安全的

考虑，故提出本条规定。试验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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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第 2部分：钢化玻璃》 GB 15763. 2 的规定， 应足以抵御质

锺为 lkg 的钢球，从 1. Om 高度自由落到采光坦上财产生的冲击

而不得产生裂纹或贯穿的孔i网；同时，应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用安全玻瑞第 2 部分：钢化玻瑞》 GB 15763. 2 进行锻弹袋冲

击性能试验，在冲击体下？在高度为 1200mm 时，采光JO.不会破

裂或出现贯穿的裂纹．当提光器位于地面，可供行人或车辆边过

时， 应采用钢化玻稿并满足相应的浓重、防消及抗冲击件能

要求．

4. 2. 3 :2答条很据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场所阻燃制品及组件燃烧

性能要求和标识》 GB 20286 的规定，作为然光器使用的聚碳酸

酶材料，其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B

GB 8624 规定的 B级，且产烟等级不低于 s2 级、燃烧满满耳物／微

粒的附加等级不低于 dl 级、 产烟莓’险等级不低于 tl 级。

4. 2. 4 目前集光器常用的材料有三类： 聚碳酸ll旨 ( PC）、聚甲

基丙烯盖章耶蹄（PMMA）和玻哥哥。 本条对三类材料的光学性能

及厚度进行了规定． 为保证采光的效果，应尽量选用透射比高的
材料，对于 PMMA材料，其可见光透射比不应低于 0.90； 对于

PC材料． 其可见光透射比不应低于 0.85；破稿的可见光透射比

不应低于 o. 70. 从强度和安全的角度出发，集光器所用材料应

具有足够的厚度．对于 PC 和 PMMA 材料， j草皮－不应小子

3mm. 当集光带苦采用玻璃材料时，应进行钢化并采用中空玻鸦

或夹层波稍时，每层玻璃的厚度均不应小子 4n1n10

4. 3 导光管

4. 3. 1 导光管作为传输光线的关键部件，其内表而反射比对于

系统效率有很大影响． 为了保证系统整体具有较高的传输效率，

应采用反射比较高的管璧材料．

4. 3.2 导光管是菇个导光管系统的核心部件，其长度根据工程

的实际要求确定，因此其传输效率在很大程度影响和决定了整体

系统的效率． 为了保证良好的采光效果，导光管应具有较高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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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合效率。当导光管较长时，其内壁应采用反射比更高的材料或地

大管径，提高传输效率e 导光管的传输效率可参照现行因家标准

《建筑外窗采光性能分级及检~J方法》 CB/T 1 1976 进行i)'!lj 斌，

或按照本规程第 5 主卖给出的方法计算得到。但是当管l乏超过其笆’

径的 20 倍时，其传输效率低于 0. 75，使得系统总的效率低于

o. 5 ，使用不经济，不宜采用。

4.4 漫射器

4. 4. l 为了保证室内的采光均匀度，没射然应具有合理的光分

布，宜为近似余弦的配光形式．其配光自由j试可参照灯具光度的测

试方法进行．

4. 4. 2 漫射器的主要作用是将采集的室外天然光尽量多且均匀

地分布到室内，除保证合理的光分布外，还应具有较高的透射

比，以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

4. 4.3 为便于日常的维护，没射苦苦宜设置成便于拆甸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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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光设计

5.1 设计选型

5. 1. 1 在长度和使用材料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役大的导光

管采光系统的效率更高。因此，在技术经济条件许可的条件下，

设计选型时应尽可能选择管径大的系统。

s. 1. 2 采光；在是集光器的主要部件，其主要作用是采集室外光

线，对系统的光学性能具有重要的影响。 采光罩的设计逃型应充

分考虑当地的气候特点．如风沙较大的地区应考虑采用不易积灰

和易于消洗的构造形式；以哨天为主的地区应考虑充分利用直射

日光，如优化采光罩的形状，采用反光片或导光棱镜等措施，限

制高角度的直射日光，提高低角度阳光的利用效率，以保证室内

有相对稳定的光输出．

s. 1. 3 在导光管设计中，弯管会显著影响系统的效率．为提高

系统效率， 应尽量避免使用弯管．当不得不使用弯管时，应采用

较大角度的弯管，不应使用锐角的~管，以减少光的损失．

5.2 采光计算

5. 2. 1 导光管工程的采光计算方法为利用系数法，参照现行国

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绘出．其中，导光管采

光系统的总效率可按本规程给出的方法计算，全阴天空下的系统

效率或透光折减系数也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窗采光性能

分级及检~g方法》 GB/T 11976 中规定的方法测试得到．根据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的规定，我圈可划

分为 5个光气候区． 不同光气候区的室外天然光设计照度值有所

不同，在导光管系统设计时需要根据当地的光气候条件，选择合

理的数值。不同气候区的室外天然光设计照度值应按表 7 计算．

40 



褒7 不同先气候区的室外天然先设计照度健

光气候区 I n m IV v 
室外矢然光设计照Jjf值

18000 16500 
E, <Ix) 

15000 13500 12000 

5.2.2 当室内有构件遮挡时，如工业厂房的吊车梁、 网架等，

计算时应考虑其遮挡，室内构件的挡光折减系数参照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纷出。

s. 2. 3 当犀面不是水平面时，导光管采光系统如紧贴犀丽安装

时与水平安装的状态有所区别〈图 1）. 系统对于人射光的接收

程度取决于实际的可见天空，可见天空的大小朋立体角来表示．

当整个天空可见时，各方向的人射光都能接收． 而当集光器倾斜

阁 1 导光管采光系统倾斜安装示1量图

I一集；）＇（；~＇ 2一导光管； 3-5.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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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时，其可见天空的立体角将陈小． 可接受的人射光也相应减

少． 线光器非水平安装时，其．设计输出光通应乘以表 8 巾的修正

系数． ’If 8 倾斜安装的修正系锁

倾斜角IJI: 0 俨｝ 修正系敛a

。

15 0. 98 

30 。. 91 

45 o. 79 

60 0. 65 

75 0. 5咱

90 o. so 

5.2. 4 ＊规程纷出的采光’计算方法，仅适用于全阴天空条例二下、

规则房间、导光管采光系统均匀布置的情况．当建筑室内外空间

复杂H守，其他天空条件下或需要逐点计算采光时． 可采用计算机

软件·或锁型试验进行计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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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与电气设计

6. l 建筑设计

6. J. J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设计和安装，应考虑建筑使用功能幸u

室内布监的要求，不影响建筑的正常使用，并做到便于维护和

维修．

6. I. 2 集光桥有多种形式可供选择，除考虑使用功能的要求外，

还应考虑与建筑设计进行协调．保持统一和谐的形式。

6. 1. 3 导光管采光系统应用于建筑中，应尽量避免穿越防火分

区．当穿越防火分区时． 可设宜专用管井或进行防火分隔，所使

用的管井或防火分隔物材料应满足现行i萄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 GB 50016 的相关规定．

6. I. 4 在保证采）＼＇.；效果的前提下， 室内漫射糠的形式和l布置应

尽盘与室内设计及装修保持一致，特别是与天花饭上灯共的布置

进行协调。

6. J. 5 为保证采光均匀性的要求，通常悄况下没射器应均匀布

置，漫射器之间的问距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为满足均匀度为

o. 7 的要求， jj射然之间的问随3主：为理射器至参考顶高度的

(1~ l. 5） 俯．

6. I. 6 土建预留洞口应根据导光管的管径确定，并留有足够的

安装空间． 静；\¥l洞口时就应满足保iii\\及llfj7）（的要求． 采用半球形

奇事突出犀丽的集光都时， 宜采用现场饶制的方法制作安装基座，

该做法施工衔.t'(! ＇也便于~光器安装． 在停车场等有交通功能的

场所安装集光楞时， 应考·虑到交通的需要． 采用'fl-扳形式的集光

骨＇~ . 并与地郎平齐． 以保证通道畅通。

对于钢筋混凝土踵而，厘商店统一做防水， 且防水应延伸至

安装基座的顶部． 影钢厘面开孔与基座处的防水处理， l纺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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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铺设至基座边缘外不少于 250mm.

6.1. 7 导·光管采光系统各部件的连接设计应可靠，并与建筑主

体结构连接，以保证安全．

6. 2 电气设计

6. 2. 1 为保证光环绕效果，充分利用天然光，实现照明节能，

照明设计及照明控制应与导光管采光系统相综合，根据天然采光

的情况可实时对人工照明进行调节．

6.2.2 调光器通过控制电机带动导光管系统内的遮光装置进行

开关控制，从而达到调整漫射器输出的光通量．实现对室内光照

度的调节的目的．电气设计时应考虑调光器的用电需求，预留单

独的供电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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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 工安装

7. 1 一假规定

7.1.2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安装专业性较强，为了保证施工质量，

应编制专项的施工方案．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施工方案应与其他

相关专业和工序配合。比如在安装前是否应在主体结构上预留洞

口，避免对其他设备安装造成干扰和阻碍，漫射器安装时应考虑

与室内装饰装修方案的配合等． 施工方案中还应考虑安全措施，

包括在预留孔洞时应考虑避免人或物掠落的措施等。

7.1. 3 施工前应对各项施工条件进行检查，对相关隐蔽工程进

行验收， 保证安装施工的顺利开展． 安装依据的设计文件应齐备

并通过审查，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经审查无误方可实施，现

场场地和供电等各项施工条件满足要求，预留孔洞、基座、预埋

件和防水等工程符合设计要求并验收合格． 如为既有建筑， ep需

要改建的建筑，还应通过结构复核，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导

光管采光系统的安装．

7.1.4 用于工程的导光管采光系统产品应同时满足本规程第 4

章和设计的要求。

7. 1.5 导光管采光系统安装时各道工序的时序性和相互依赖性

较强，为保证施工质量，在每道工序开始前，均应检查前一道工

序是否满足安求．

7.2 钢筋混凝土建面

7. 2. 1 安装前应消理预留孔台面及其周边残余杂物，确保施工

的顺利进行及安装导光管采光系统时各部件内不落入灰尘。

7. 2. 2 为避免形成热桥或冷桥的热工缺陷， 在施工过程中应注

意采用保温材料填充集光器与安装基座之间的空隙．

45 



7.3 复合金属饭层面

7. 3. J 施工自llj应预留相应尺寸的孔洞. JT，保持孔洞附近的整洁，

避免灰尘或杂物落入系统内。

7.3.2 为保证．防水效果，保护套管上应采用防雨装置． 防雨装

置可用钢钉或自攻螺丝固定在踵而或基座上。 基座与~丽的连接

处可采用密封胶或在野封胶带进行密封处理，并满足 《层面工程技

术规范》 GB 50345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7.3.3 为保证保温效巢，选免出现热桥，与李光管管盟主与孔洞之

间的｜可隙应用保温材料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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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验 收

s. 1 - A量规定

8. ] . 1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各项产品性能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进场前店进行核查． 为保证进场的r'＇品质露，应进行现场拍检－

8. 1. 2 为保证工程质量，避免返工或造成不必姿的损失，应对

主体结构及与导光管采光系统紧密相关的工序进行验收后方可进

行施工． 验收的方法和1标准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

质盘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 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8. 1. 3 为保证工程的质量与效巢， 在投入使用前应进行现场验

收。相关单位指业主、监涩、设计及施工方。

8. 1. 4 验收的项目包括检查和检测的项目，检查项目包括各类

文件的市核，现场检j)!lj：项目及方案可参照本规程第 7. 2 节的有关

规定。 现场检测宜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完成。

8.2 现场检测

8.2. 1 产品进场前，应提供各项性能指标的检验报告，并·满足

本规程第 4 章和设计的要求． 对上述项目进行见证检验时，各检

验项目应参照表 9 中的标准．

理要 9 导光管产品的见证铃验项目及依据标准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水·~性能、气街性f蓝、
(l童筑外（＂J窗气哥哥．水F吉、

t此风It性能
统凤！五位能分级及检测方法F

GB/ T 7106 

杭州f居住能
f建筑用安全破消第 2部分g 销化破璃》

GB 1 5于63.2

防尘性能
《灯只第 l部分2 一般要求与试被》

GB 7000.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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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检搅项目 依w标准

.i!光析减系敛、盖亚色透R4指敏
《建筑外窗5晨光性能分级及俭洲方法，

Gl3/ T 11976 

传热系敛、统结草草园子
4悠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盘测方法E

GB/ T 8484 

NFRC 201 <Pr，臼:cdurc for ln1crim Standard Tes, 

太阳得热系数
Meth。d for Measuring the Solar Hea1 Cain 

G皿fficiem of Fenestration Systems Using 

Calorimetry Hm Box Meth呻

8.2. 2 现场拍检时，应按照见证梭验的要求．在工程且在理单位

或建设单位的见证下，按照有关规定从施工现场随机抽取试伶．

每个型号的每个批次产品作为一个检验批，每个检验批至少应抽

取一整套导光管采光系统， 包括集光缆、导光管和漫射器等部

件，管长的选取可根据测试设备的条件确定。

8.2.3 现行国家标准 《采光测量方法》 GB/T 5699 对采光测量

的仪器、步骤和方法进行了详细规定，导光管采光系统工程采光

效果的检验应按该标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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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运行和维护

9. o. 1 为保证系统在使用过程中稳定可靠，应根据当地气候特

点制定专门的维护方案，包括检查和维护的部位、检查和维护周

期及维护的方法等内容．导光管采光系统的维护工作应坚持安全

可篇、科学管理、操作规范、节能高效的原则。

9.0.2 维护工作的内容应包括集光器、导光管、漫射器、调光

器、密封部件以及防水等．

9. o. 3 导光管采光系统属于较为专业的产品，维护工作应由专

业人员完成， 并留有完整的维护记录。

9. o. 4 为保证系统的性能， 在对集光器、漫射’器等部件进行统

妒时，应避免硬物损伤或绍下划痕。在对管道进行维护时，应采

用干燥消泊的软布擦拭内表丽，并避免灰尘迸入管道内．

9. o. 5 在日常使用过程中，集光糕和没射苦苦袋面的污染是影响

系统性能量生重要的因素． 考虑到我国气候的特点，每年宜进行一

次，以保证采光的效果．平极式集光器清洗的频率宜适当增加，

不宜少于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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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导光管采光系统性能参数

A. 0. 1 本袤的相关参数引自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

准》 GB 50033 和实测数据．

A. 0. 2 ;z你袭的相关参数引自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

准》 GB 5003:J 和实测数据。

A.O. 3 本表的相关参数引自实测调研数据．

A. 0. 4 本表的相关参数引自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

准》 GB 50033 和实洲j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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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导光管系统采光计算参数

8.0. 1 利用系数表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给出。

8. 0.2 室空间比的计算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

准》 GB 50033 给出．

8.0.3 系统效率的下降可能是集光器或漫射~的污染， 紫外线

引起的集光器和漫射帮老化，~：内壁反射材料污染和l分层等因素

造成的． 上述影响囚索者IS会给系统带来永久性的下降．因此，维

护系数的确定应考虑材料性能采减，表面积、灰和室内污染程，皮等

因索。在 CIE第 173 号文件中，对于维护系数的规定见表 10.

袋 10 CIE 第 173 号文件对维护系敏的规定

安菠角度房间？亏m-
房间或场所带1111

委j;[ 倾斜 水平Bl皮

卧室、 办公室、 教室、仪器仪表装配间、
0, 92 o. 8付 o. 76 稍稍

险$盘3豆、商店营业厅、 体宵馆等

候-Ill. （$）厅、饥饿hill：车阅、
一放

机锁装配车阅、农j{市场等
0.90 。. 80 o. 70 

公用厨房、 俄工车间、铸工车阅、
污~严ill

7］（！尼车阳1"5
0.80 0.60 0. 40 

注z 勾虑到我因气候条件的特点，对上述曼虫flii挂行了副缆．

8.0.4 本表引自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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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导光管传输效率计算

C. o. 1 本计算方法是参照 CIE第 173 号文件给出的．计算过程

可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根据导光管的管段构造 （图 2）确定各直

管段的等效长度；其次确定各个弯曲段的等效氏度；最后将所有

直管段和弯曲段的等效长度相加，得到系统总的等效长度，并确

定导光管的传输效率．

l, 

Dome 

l, 
AA60 

l, 

Diπ国er

L‘ 

因 2 导光臂的'l'.J'St构造示意阕

AA90 

表 c. 0.1- 1 是参照 CIE 第 173 号文件中的相关袭格给出的．

表C 0. 1-2 中的数据是利用采光因子的计算方法得到的， 适用子

全阴天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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