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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加强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的规划与管理，彰显彝乡特色，提升

夜间城镇品质与文化氛围，促进夜间经济发展，丰富夜间生活，建设

“中国彝乡•滇中翡翠•红火楚雄”，根据国家、云南省、楚雄州相关法

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规定，结合本州实际，由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组织编制本导则。 

本导则的主要内容包括：夜景照明分区与分类控制引导、夜景照

明总体控制引导、光源选择与智慧化控制、各县（市）特色要求、管

理与维护、规划与设计协调。本导则共有 4 章，包括总则、术语、城

镇夜景照明要求、规划与设计协调衔接。 

本导则由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管理，由云南省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和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解释。执行过

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地址：云

南省楚雄市鹿城东路 281 号，邮编：67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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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加强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的规划与管理，彰显彝乡特色，提

升夜间城镇品质与文化氛围，促进夜间经济发展，丰富夜间生活，建

设“中国彝乡•滇中翡翠•红火楚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楚雄

彝族自治州城乡特色风貌建设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

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导则。 

1.0.2  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 

1 体现文化特色。应体现彝族文化特色和地域文化特征, 展现城

镇发展的时代风貌。 

2 展示特色氛围。考虑夜景照明的氛围引导，充分体现个性或庄

重、绚丽或单一、日常或节庆、动态或静态、平时或灾时等特色氛围。 

3 注重层次分明。丰富景观照明层次，提升街道、建筑、景观和

城镇家具照明的整体效果，营造主次有序的夜间景观。对重点及特色

地区、沿街节点、标识性建筑等进行重点照明。 

4 营造舒适照明。采取独立照明与建筑照明等相结合的方式，合

理选择照度和颜色，考虑交通安全与特定安全保障要求，营造安全、

舒适、美观的夜间照明环境。 

5 绿色化、智慧化、创新性。突出集中、高效、节能、环保、健

康的绿色节能照明理念，采取智慧化手段，优先选择新工艺、新材料、

新光源等现代高新技术，优先建设物联网、无线通信等智慧照明管理

控制系统。   

1.0.3  本导则作为楚雄州各县（市）编制城乡特色规划的依据，并作

为城镇规划区的夜景照明规划、设计与管理使用。 

城市（镇）级别特别重大的标识性夜景照明、重要节庆时段的夜

景照明结合自身特点，其亮度、照度、颜色、动感度等夜景照明控制

要求可适度放宽，并符合相关规定。 

1.0.4  特色规划的夜景照明重点引导对象包括：（1）城市门户、公共

广场、公园、博物馆、展览馆、风景名胜区及旅游景区；（2）县（市）

人民政府驻地的重要街区；（3）城镇规划区内的沿河（湖）、湿地等滨

水区域，面山山体和山前区域；铁路、国道、省道等主要交通沿线重

点区域；（4）具有特殊历史、文化、地理等显著识别性的地标空间；

（5）历史文化名镇、特色小镇、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传统文化生态

保护区；（6）州、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重要区域。 

1.0.5  彝族文化集中显现的地区，其特色风貌文化符号、装饰图案等

可采用合理的夜景照明作为点缀。 

1.0.6  楚雄州的城镇夜景照明还应符合《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JGJ-T163、《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 45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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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夜景照明 

泛指除室内空间照明及施工作业照明以外的，所有室外公共活动

空间或景物的夜间景观照明。 

2.0.2  泛光照明 

通常由投光灯来照射某一情景或目标，使其照度比其周围照度明

显高的照明。 

2.0.3  局部照明 

为满足某些部位照明的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设置照明灯具的照明

方式。 

2.0.4  轮廓照明 

利用灯光直接勾画建筑物和构筑物等被照对象轮廓的照明方式。 

2.0.5  内透光照明 

利用室内光线向室外透射的照明方式。 

2.0.6  动态照明 

通过对照明装置的光输出的控制形成场景明、暗或色彩等变化的

照明方式。 

2.0.7  灯具效率 

在相同使用条件下，灯具发出的总光通量与灯具内所有光源发出

的总光通量之比。 

2.0.8  光通量 

指人眼所能感觉到的光辐射功率，它等于单位时间内某一的辐射

能量和该波段相对视见率的乘积。根据辐射对标准光度观察者的作用

导出的光度量，符号为Ф，单位为流明（lm），1（lm）=1（cd）•1（sr）。 

2.0.9  发光强度 

光源在给定方向上的发光强度是该光源在该方向的立体角元ｄΩ

内传输的光通量ｄΦ除以该立体角元之商，即 I＝dΦ/dΩ，该量的符

号为 I，单位为坎德拉（cd），1（cd）＝1（lm）/1（sr）。 

2.0.10  照度 

光照强度，指单位面积上所接受可见光的光通量。即表面上一点

的照度是入射在包含该点面元上的光通量dφ除以该面元面积 dA之商，

即 E=dφ/dA，该量的符号为 E，单位为 lx(勒克斯)，1（lx）=1（lm/

㎡），即 1流明/平方米。 

2.0.11  亮度 

指发光体（反光体）表面发光（反光）强弱的物理量。人眼从一

个方向观察光源，在这个方向上的光强与人眼所“见到”的光源面积

之比，定义为该光源单位的亮度，即单位投影面积上的发光强度。该

量的符号为 L，单位是坎德拉/平方米（cd/㎡）。L=dφ/(dA•cosθ•d

ω), dφ 由指定点的光束元在包含指定方向的立体角 dω 内传播的光

通量；dA包括给定点的光束截面积；θ为光束截面法线与光束方向间

的夹角。 

2.0.12  色温 

光波在不同能量下，人眼能感受到的颜色变化，用来表示光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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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尺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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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该量的符号为 Tc，单位为 K。光源色的

色温小于 3300K 时的颜色为暖色，介于 3300K-5300K 时的颜色为中间

色，光源色的色温大于 5300K时的颜色为冷色。 

2.0.13  一般显色指数 

光源对国际照明委员会（CIE）规定的 8种标准颜色样品特殊显色

指数的平均值，通称显色指数，该量的符号为 R。 

2.0.14  均匀度 

规定表面上的最小照度与平均照度之比，表示从中心到边缘的亮

度分布是否均匀的程度。 

2.0.15  对比度 

即亮度对比，视野中识别对象和背景的亮度差与背景亮度之比。

C=（Lo-Lb）/Lb 或 C=ΔL/Lb，式中 C 为亮度对比；Lo 为识别对象亮

度；Lb 为识别对象的背景亮度；ΔL 为识别对象与背景的亮度差。当

Lo＞Lb 时为正对比；当 Lo＜Lb 时为负对比。亮度对比度为 1：2 时，

对比不强调；亮度对比度为 1：3时，对比较微强调；亮度对比度为 1：

5 时，对比强调；亮度对比度为 1：10时，对比很强调。  

2.0.16  动感度 

指照明的强弱和色温的高低变化。  

2.0.17  立体感 

光的表现方式对平面造型引起的一种近似于现实三度空间中的物

体的审美感受。 

2.0.18  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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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的视觉现象。包括

直接眩光、反射眩光和背景眩光。 

2.0.19  溢散光 

照明装置发出的光线中照射到被照目标范围外的部分光线。 

2.0.20  反射比 

反射的光通量与入射光通量之比。 

2.0.21  照明功率密度（LPD） 

单位面积上的照明安装功率（包括光源、镇流器或变压器等），单

位为瓦特每平方米（W/㎡）。 

2.0.22  光通维持率 

灯在规定的条件下燃点，灯在寿命期间内一特定时间的光通量与

该灯的初始光通量之比。随着点燃时间增加，光源的光通量会下降。

当光通维持率低于 50%可视为灯已达到使用寿命。 

2.0.23  LED 灯 

采用发光二极管技术作为主要发光源的灯具产品。 

2.0.24  绿色照明 

具备高效节能、环保、安全、舒适的照明方式，以消耗较少的电

能获得足够的照明，光照清晰、柔和及不产生紫外线、眩光等有害光

照，不产生光污染。 

2.0.25  智慧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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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应用先进、高效、可靠的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和无线通信技

术等，实现对照明的远程集中控制与管理，可具有自动调节亮度、远

程照明控制或故障主动报警等多种智慧功能。 

 

 

3 城镇夜景照明要求 

3.1 分区、分类控制引导 

3.1.1  建立城镇夜景照明空间结构体系。依托城镇照明功能片区、线

性空间（轴线、街巷、河道等）、重要节点（特色开敞空间、重要建筑、

标志物等），构建由点、线、面组成的夜景照明空间结构，形成照明空

间环线、夜游路线，优先体现视廊、视域范围夜景照明，实现城镇夜

景照明网络化发展。详见附图 1。 

3.1.2  夜景照明分区控制引导。根据城镇功能片区划分四级夜景照明

区，并对各级照明区的内部线性空间、重要节点及建筑高度进行控制，

其控制要求应符合表 3-1-1、附图 2 的规定。 

表 3-1-1 城镇夜景照明分区控制表 

照明区分类 一级亮度区 二级亮度区 三级亮度区 四级亮度区 

功能区 

文化体育区、旅游
区、交通枢纽区 

历史风貌区、功能
混合区 

居住区、教育科研
区 

工业仓储区 

特色景观区、商业商务区 — — 

— 行政办公区 — 

— — 公园绿地、自然生态区 

分区平均亮度 
（Ld/㎡） 

一级亮度 
（15-25Ld/㎡） 

二级亮度 
（10-20Ld/㎡） 

三级亮度 
（3-10Ld/㎡） 

四级亮度  
（0-5Ld/㎡） 

照明区分类 一级亮度区 二级亮度区 三级亮度区 四级亮度区 

分区对比度 ≤1﹕10 ≤1﹕5 ≤1﹕3 ≤1﹕2 

内部线性空间亮度 10-30Ld/㎡ 5-25Ld/㎡ 2-12Ld/㎡ 1-8Ld/㎡ 

内部重要节点亮度 20-35Ld/㎡ 15-30Ld/㎡ 5-15Ld/㎡ 2-10Ld/㎡ 

内部
建筑 
高度 

建筑底部 
（含低层） 

10-30Ld/㎡ 5-25Ld/㎡ 2-12Ld/㎡ 1-8Ld/㎡ 

建筑主体 ≤18Ld/㎡ ≤10Ld/㎡ ≤5Ld/㎡ ≤2Ld/㎡ 

建筑顶部
（屋顶） 

≤20Ld/㎡ ≤15Ld/㎡ ≤8Ld/㎡ ≤4Ld/㎡ 

备注 

1.夜景照明亮度控制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周边有历史建筑时，照明对象的亮度
应适当降低，并与其相协调； 
2.重要水体、山体等生态敏感区的照明应严格控制，避免影响生态环境（如对趋
光性生物的习性造成较大影响）； 
3.建筑照明实施高度分级控制，总体应把握“建筑底部最亮、建筑顶部次之、建
筑主体相对较暗”的原则。 

城镇照明分区控制可调整系数应符合表 3-1-2的规定。 

表 3-1-2 城镇夜景照明分区控制调整系数表 

城镇类别 
一级亮度区 二级亮度区 三级亮度区 四级亮度区 

亮度系
数 

对比度
系数 

亮度系
数 

对比度
系数 

亮度系
数 

对比度
系数 

亮度系
数 

对比度系
数 

一级城镇 1 1 1 1 1 1 1 1 

二级城镇 0.95 0.95 1 1 1 1 1 1 

三级城镇 0.85 0.85 0.85 0.85 1 1 1 1 

备注:（1）一级城镇包括:楚雄市、禄丰县城、武定县城、元谋县城；二级城镇包括：南华县城、牟定
县城、永仁县城、大姚县城、姚安县城、双柏县城；三级城镇：除一级、二级城镇以外的一般城镇。 
（2）一级城镇、二级城镇、其他特色城镇应设夜景照明控制管理中心，对应纳入统一管理的公共夜景
照明设施进行统一的控制管理和运行维护。 

3.1.3  夜景照明分类控制引导。根据照明对象分为交通、建筑、景观、

城镇家具四类，考虑各类夜景照明特点，其总体控制要求应符合表

3-1-3、附图 3的规定。 

表 3-1-3 城镇夜景照明分类控制表 

分类 照明对象 总体控制引导 

交通 
交通性道路、生活性道路、景观性道路、过街
人行道、交通设施（交通枢纽站、停车场、立
体交通设施等） 

保障交通安全。避免照明设施安全隐患，确保道
路及交通设施照度，突出轴线照明，鼓励采用智
慧照明 

建筑 
居住类、商业商务类、行政办公类、文化体育
类、学校教育类、医疗类、工业仓储类、其他
类 

体现功能氛围。考虑建筑顶、中、底部层次照明
及照明立面占比，根据建筑功能类型，营造闲适、
活力、庄重、特色或其他一般夜景照明氛围 

景观 
标志性空间（出入口、地标空间等）、商业及
文化活动空间、公园绿地、广场、滨水空间、
临山空间 

展现景观特色。加强夜间观景点照明；突出公共
空间活力，丰富景观层次，提供近观及远眺的视
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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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照明对象 总体控制引导 

城镇
家具 

户外广告与店招店牌、信息标识（导览、交通
等）、公共小品（雕塑、艺术等）、公共桌椅、
货亭与书报亭、环境卫生设施、地面铺装 

突出功能艺术。结合标识、休憩、环卫、展示等
城镇家具功能，实现功能与城镇文化、艺术相结
合，展现城镇特色 

3.2 夜景照明总体控制引导 

3.2.1  城镇夜景照明应考虑亮度、照度、色温、颜色、显色性、均匀

度、对比度、立体感、动感度、眩光、照明功率密度、受光材质、照

明方式、历史建筑保护等因素，体现特色照明，避免光污染与光干扰，

并与周边环境氛围、心理氛围（详见附图 4）相协调。避免采用附图

16 中的照明负面案例。总体控制要求还应符合附图 5-8 及以下规定： 

1 亮度与照度：应采取亮度或与照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控制，其

指标为参考面上的维持平均照度或维持平均亮度值。步道和广场等室

外公共空间的照明宜采用地面水平照度（即地面照度 Eh）和距地面

1．5m 处半柱面照度（Esc）。其控制要求还应符合表 3-2-1 的规定。

道路交通交汇区域的照度应符合表 3-2-2 的规定。 

表 3-2-1 亮度与照度控制引导表 

分级 平均亮度值（Ld/㎡） 
一级亮度（E4） 15-25 

二级亮度（E3） 10-20 

三级亮度（E2） 3-10 
四级亮度（E1） 0-5 

备注：照度=亮度•（cosθ•dω）,其中 dφ是由指定点的光束元在包含指定方向的立
体角 dω内传播的光通量；θ为光束截面法线与光束方向间的夹角。 

表 3-2-2 交通交汇区照度控制引导表 

交汇区类型 路面平均照度 Eh,av (lx），维持值 
主干路与主干路、次干路或支路交汇 30/50 

次干路与次干路或支路交汇 20/30 

支路与支路交会 15/20 

备注：1.灯具高度角是在现场安装使用姿态下度量。2.表中对每一类道路交会区的路
面平均照度分别给出了两档标准值，“/”左侧为低档照度值，右侧为高档照度值。 

2 色温与颜色：分为暖色、中间色和冷色三级色温，应符合表 3-2-3

的规定。 

表 3-2-3 色温控制引导表 

色表分组 色温（K） 特征 氛围与感受 

暖色表 ＜3300 红、橙、黄  温暖、温馨感等 

中间色表 3300-5300 — — 

冷色表 ＞5300 白、灰、蓝、绿  现代、科技感等 

交通性道路及交通设施、行政办公类建筑、学校教育类建筑、医

疗类建筑、工业仓储类建筑、货亭与书报亭等一般宜采用以白、黄、

橙或灰等单一颜色为主的照明形式，亦可适度辅以其他颜色作为点缀。

其他照明对象的颜色应根据功能、氛围、视觉效果等选择合理的照明

颜色搭配，一般不宜采用过于饱和的红绿、黄紫、蓝橙等不协调互补

色进行搭配（但经研究确需营造多彩缤纷照明氛围的照明对象、重要

节庆照明时段除外）。建筑立面慎用大面积的绿、蓝、紫等冷色，避免

使人感到气氛阴森寒冷。 

在元谋等气候相对炎热的区域，宜选择较高（偏冷）色温的光源。 

3 显色性：分为高、中、低三级显色性，应符合表 3-2-4的规定。 

表 3-2-4 显色性控制引导表 

分级 一般显色指数（Ra） 

高显色性 ＞80 

中显色性 60-80 

低显色性 ＜60 

4 均匀度：照明均匀度一般不宜低于 0.4。 

5 对比度：结合照明亮度分区、照明对象与城镇照明背景的亮度

关系，丰富照明层次，其控制要求应符合表 3-2-5 的规定。建筑物和

构筑物的入口、门头、雕塑、喷泉、绿化等，可采用重点照明凸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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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目标，被照物的亮度与背景亮度的对比度宜为 3-5，不宜超过 10-20。 

表 3-2-5 对比度控制引导表 

照明区分类 一级亮度区 二级亮度区 三级亮度区 四级亮度区 

平均亮度 
（Ld/㎡） 

一级亮度 
（15-25Ld/㎡） 

二级亮度 
（10-20Ld/㎡） 

三级亮度 
（3-10Ld/㎡） 

四级亮度  
（0-5Ld/㎡） 

对比度 ≤1﹕10 ≤1﹕5 ≤1﹕3 ≤1﹕2 

6 立体感：当需要突出被照明对象的立体感时，主要观察方向的

垂直照度与水平照度之比不应低于 0.25。 

7 动感度：分为三级动感度，应符合表 3-2-6的规定。 

表 3-2-6 动感度控制引导表 

分级 控制引导要求 

一级动感度 可适当采用彩色光，动感速度可较快，每分钟变化 20次以上 

二级动感度 
可采用少量彩色光，慎用大量彩色光，动感速度不宜过快，每分
钟变化 10-20次 

三级动感度 不宜采用彩色光，动感速度缓慢，每分钟变化 10次以下 

8 眩光：避免照明眩光。位于道路交通的交汇区域，在驾驶员观

看灯具的方位角上，灯具在 90°和 80°高度角方向上的光强分别不得

超过 10cd/1000Lm、30cd/1000Lm。居住、步行等区域的照明眩光控制

应符合表 3-2-7的规定。 

表 3-2-7 居住、步行等区域的照明眩光控制表 

安装高度（m） L与 A0.5的乘积 
H≤4.5 ≤4000 

4.5＜H≤6 ≤5500 
H＞6 ≤7000 

备注：L为灯具在与向下垂线成 85°和 90°方向间的最大平均亮度（cd/㎡）；A 为
灯具在与向下垂线成 90°方向的所有出光面积（㎡）。 

9 照明功率密度：照明功率密度控制应符合表 3-2-8、表 3-2-9

的规定。 

 

表 3-2-8 交通夜景照明功率密度控制表 

道路等级 车道数(条)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 对应照度（lx) 

快速路与 
主干路 

≥6 ≤1.0 
≤30 

＜6 ≤1.2 

≥6 ≤0.70 
≤20 

＜6 ≤0.85 

次干路 

≥4 ≤0.8 
≤20 

＜4 ≤0.9 

≥4 ≤0.6 
≤15 

＜4 ≤0.7 

支路 

≥2 ≤0.5 
≤10 

＜2 ≤0.6 

≥2 ≤0.45 
≤8 

＜2 ≤0.4 

备注：地标或夜景照明规划特殊许可的区域与时段可不受此表要求限制。 

表 3-2-9 夜景照明功率密度控制表 

饰面材质 一级亮度区 二级亮度区 三级亮度区 四级亮度区 

名称 
反射
比
(%) 

对应
照度
(lx) 

照明功
率密度
值（W/
㎡) 

对应
照度
(lx) 

照明功
率密度
值(W/
㎡) 

对应
照度
(lx) 

照明功
率密度
值(W/
㎡) 

对应
照度
(lx) 

照明功
率密度
值(W/
㎡) 

白色外墙涂料，
乳白色外墙釉
面砖，浅冷、暖
色外墙涂料，白
色大理石等 

60- 
80 

≤
150 

≤6 ≤100 ≤4 ≤50 ≤2 ≤30 ≤1 

银色或灰绿色
铝塑板、浅色大
理石、浅色瓷
砖、灰色或土黄
色釉面砖、中等
浅色涂料、中等
色铝塑板等 

30- 
60 

≤
200 

≤8 ≤150 ≤6 ≤75 ≤3 ≤50 ≤2 

深色天然花岗
石、大理石、瓷
砖、混凝土，褐
色、暗红色釉面
砖、人造花岗
石、普通砖等 

20- 
30 

≤
300 

≤13 ≤200 ≤8 ≤150 ≤6 ≤75 ≤3 

备注：地标或夜景照明规划特殊许可的区域与时段可不受此表要求限制。 

10 受光材质：反射比低于 30%的受光材质（如粗糙石材、砖、混

凝土等）宜适度增加照度，保障照明效果；反射比高于 60%的受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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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如釉面砖、镜面、玻璃、白色光面石材等）宜适度降低照度，避

免光污染与光干扰。受光材质还应符合表 3-2-9、3-2-10的规定。 

表 3-2-10 受光材质比例控制表 

受光材质使用区域 宜使用材质要求 

非商业类公共建筑、居住类建筑等 小于 60%反射比的材质比例宜≥70% 

商业类、地标类、城镇出入口类等 受光材质能避免光污染与光干扰即可 

11 照明方式：夜景照明可根据需求采用多种照明方式，应分清照

明主次，注重相互配合及形成的总体效果；应避免泛光直接照射天空，

对城镇星空造成较大影响，并严格保护大姚、姚安等地的星空暗夜资

源。对采用玻璃幕墙、外立面透光面积较大、表面材质反射比低于 20%

的建筑，宜采用内透光照明或用自发光照明器材在立面作为灯光装饰，

不宜采用泛光（投光）照明。还应符合表 3-2-11的规定。 

表 3-2-11 照明方式控制表 

照明对象 照明方式控制 
道路交通 宜采用不影响行车安全、行人出行的投光照明 

建
筑 

居住类 宜采用轮廓或内透光照明 

学校教育类、医疗类、
工业仓储类 

宜采用泛光、轮廓或内透光照明 

文化体育类 宜采用泛光、轮廓或装饰照明 

行政办公类 宜采用泛光、轮廓或内透光照明 

商业商务类 
宜采用泛光、轮廓或内透光照明，商业类建筑还可采用
特种、装饰照明 

景观 
宜采用泛光、轮廓照明，重点区域可采用特种、装饰或
动态照明 

城镇家具 宜采用泛光、轮廓、装饰或内透光照明 

12 历史建筑保护：严格控制照明灯光的用色比例，避免照明灯光

中的红外线和紫外线对历史建筑的外表受光材质或油饰彩画产生褪色

等破坏。 

3.2.2  交通夜景照明控制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交通性道路：重点引导道路两侧光照明清晰、不过于绚丽、不

产生眩光、不引起驾驶视觉疲劳等； 

2 生活性道路：结合道路两侧业态布局，重点引导道路两侧体现

与街巷相符合的丰富照明层次、活力照明氛围及自然与文化特色； 

3 景观性道路：重点引导道路两侧体现丰富照明层次、美观、动

感及景观文化等视觉美感； 

4 过街人行道：确保照明清晰、不过于绚丽、不产生眩光； 

5 交通设施：重要交通枢纽站的夜景照明清晰明亮，展现夜间城

镇地标；停车场、立体交通设施等的夜景照明清晰、不产生眩光、具

备人车走向诱导功能，过街天桥等主要对栏杆、桥身及桥柱进行照明，

可采用立面投光展现栏杆自身图案； 

6 交通夜景照明控制要求还应符合表 3-2-12、附图 12 的规定。 

表 3-2-12 交通要素夜景照明控制引导表 

控制要素名称 
平均照度
（Lx） 

功能性照明 装饰性照明 

显色性
（Ra） 

色温（K） 动感度 
显色性
（Ra） 

动感度 

交通性道路 15-30 >60 3500-5000 禁用 

>20 

≤三级 

生活性道路 2-15 >80 3000-4500 禁用 ≤一级 

景观性道路 5-25 >80 3000-4500 ≤三级 ≤一级 

交通枢纽站 15-40 >80 3500-5000 禁用 ≤一级 

停车场 2-10 >60 3500-5000 禁用 ≤三级 

立体交通设施 5-20 >60 3500-5000 禁用 ≤三级 

过街人
行道 

地上 3-15 >60 3500-5000 ≤三级 ≤二级 

地下 10-25 >60 3500-5000 ≤三级 ≤一级 

备注：宜优先选择中或低的色温光源；装饰性照明的色温不限制；元谋县功能性照明
色温统一宜为 4500-55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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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建筑夜景照明控制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居住类：作为城镇夜景照明的底色，适度控制灯光，体现闲适

氛围，宜以暖黄光等为主，并避免对居住产生光污染； 

2 商业商务类：商业类照明体现舒适、欢快、层次的商业活力氛

围夜景；商务类照明以静态光为主，形成稳重、大气、动静结合的商

务氛围； 

3 行政办公类：宜用泛光、内透光和轮廓光，体现庄重、大气的

夜景氛围和良好的显色性，慎用动态彩色光变色、变化效果； 

4 学校教育类：可勾勒建筑群落轮廓，并体现科教的科技性、创

新性、文化性夜景氛围； 

5 医疗类：体现医疗的科技性、创新性夜景氛围，避免灯光给人

凝重的心理感受，可适度减少白光使用，宜采用具有温暖氛围的偏暖

黄色光等颜色； 

6 文化体育类：突出文化体育标识建筑的夜景照明，注重照明元

素与民族、文化体育运动感及科技感等特色元素的结合展现； 

7 工业仓储类：不宜设置夜景照明或仅做简洁照明处理，以白光、

浅黄光等为主； 

8 建筑夜景照明控制要求还应符合表 3-2-13、附图 13 的规定。 

表 3-2-13 建筑要素夜景照明控制引导表 

控制要素名称 
亮度（Ld/

㎡） 

功能性照明 装饰性照明 
显色性
（Ra） 

色温 K 动感度 
显色性
（Ra） 

动感度 

居住类 
≤三级亮度
（3-10） 

>60 3500-5000 禁用 
>20 

禁用 

商业商务类 
≤一级亮度
（15-25） 

>80 3000-5500 ≤二级 ≤一级 

控制要素名称 
亮度（Ld/

㎡） 

功能性照明 装饰性照明 
显色性
（Ra） 

色温 K 动感度 
显色性
（Ra） 

动感度 

行政办公类 
≤二级亮度
（10-20） 

>60 3500-6000 禁用 ≤三级 

学校教育类 
≥二级亮度
（10-20） 

>60 3500-5500 禁用 ≤三级 

医疗类 
≥二级亮度
（10-20） 

>60 3000-5000 禁用 禁用 

文化体育类 
≤一级亮度
（15-25） 

>80 3000-5500 ≤三级 ≤一级 

工业仓储类 
≤二级亮度
（10-20） 

>60 3500-4500 禁用 ≤二级 

备注：其他类根据实际单独研究确定；装饰性照明的色温不限制；元谋县功能性照明
色温统一宜为 4500-6000K。 

3.2.4  景观夜景照明控制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城镇出入口、地标空间、商业及文化活动空间：突出体现空间

地标标识、商业活力、特色元素、文化符号等特色展示性照明氛围； 

2 公园绿地：结合植被共同体现韵律、特色、景观造型艺术等夜

景照明，灯光合理掩映； 

3 广场：体现空间围合、层次清晰、明亮的照明氛围，广场标识

清晰可见、可读； 

4 滨水空间、临山空间：结合植被、驳岸、步道、亲水平台、水

中灯光倒影、水景、水幕、滨水或山体远景照明视觉等要素，体现照

明实景与虚景相呼应、连续的景致； 

5 景观夜景照明控制要求还应符合表 3-2-14、附图 14 的规定。 

表 3-2-14 景观要素夜景照明控制引导表 

控制要素名
称 

亮度（Ld/
㎡） 

功能性照明 装饰性照明 
显色性
（Ra） 色温（K） 动感度 显色性

（Ra） 动感度 

城镇出入口 ≤一级亮度
（15-25） >60 3000-5500 ≤三级 

>20 
≤二级 

地标空间 ≤一级亮度
（15-25） >80 3000-5500 ≤三级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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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要素名
称 

亮度（Ld/
㎡） 

功能性照明 装饰性照明 
显色性
（Ra） 色温（K） 动感度 显色性

（Ra） 动感度 

广场 ≤二级亮度
（10-20） >80 3000-5500 ≤三级 ≤一级 

商业及文化
活动空间 

≤一级亮度
（15-25） >80 3000-5500 ≤三级 ≤一级 

公园绿地 ≤四级亮度
（0-5） >60 3000-5500 ≤三级 ≤一级 

滨水空间 ≤二级亮度
（10-20） >80 3000-5500 禁用 ≤一级 

临山空间 ≤四级亮度
（0-5） >60 3000-5500 禁用 ≤二级 

备注：装饰性照明的色温不限制；元谋县功能性照明色温统一宜为 4000-6000K。  

3.2.5  城镇家具夜景照明控制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公共小品、公共桌椅、地面铺装：丰富照明层次，体现艺术元

素视觉照明美感； 

2 户外广告与店招店牌：（1）合理控制：位于行政办公、学校医

院、滨水绿廊、公园、绿化带等区域，其户外广告照明应体现庄重、

简洁、和谐或宁静，严格控制眩光；（2）一般展示：居住及商住混合

区域，其户外广告照明应自然、清新、美观，严格控制对交通车辆和

行人产生的眩光，不宜设置大面积动态户外广告照明；（3）重点展示：

商业等核心区域，可设置局部动态照明，限制大功率光源和裸光源使

用，避免光色繁杂； 

3 信息标识：提供明亮、清晰可见、可读的信息标识夜景照明； 

4 环境卫生设施、货亭与书报亭：结合设施造型及周边氛围，提

供明亮、清晰及与设施外观相协调的夜景照明； 

5 城镇家具夜景照明控制要求还应符合表 3-2-15、表 3-2-16、附

图 15 的规定。 

 

表 3-2-15 城镇家具要素夜景照明控制引导表 

控制要素 
名称 

亮度（Ld/㎡） 
功能性照明 装饰性照明 

显色性
（Ra） 

色温 K 动感度 
显色性
（Ra） 

动感度 

公共小品 
≤一级亮度
（15-25） 

>20 全程色温 ≤一级 

>20 

≤一级 

户外广告与店
招店牌 

≤一级亮度
（15-25） 

>80 全程色温 ≤二级 ≤一级 

公共桌椅 
≤三级亮度
（3-10） 

>20 全程色温 ≤三级 ≤三级 

货亭与书报亭 
≤一级亮度
（15-25） 

>60 3500-5000 禁用 ≤一级 

信息标识 
≤一级亮度
（15-25） 

>80 3000-6000 禁用 ≤一级 

环境卫生 
设施 

≤二级亮度
（10-20） 

>60 3500-5000 禁用 ≤三级 

地面铺装 
≤三级亮度
（3-10） 

>20 全程色温 ≤三级 ≤三级 

备注：装饰性照明的色温不限制；元谋县功能性照明色温统一宜为 4000-6000K。 

表 3-2-16 户外广告照明控制引导表 

区域 照明方式 颜色 亮度 灯具形式 

商业步行街
等 

静态为主，适当动态；灯箱
照明为主，LED照明 

冷白为主 较高 大中尺度为主 

行政、体育
中心等 

静态为主，少用动态；灯箱
照明、橱窗照明为主 

暖白，适度彩光 中等 大中尺度为主 

历史文化休
闲区等 

静态为主，少用动态；灯箱
照明为主，结合投光照明 

暖白，适度彩光 较低 中小尺度为主 

3.2.6  城镇夜景照明应进行分时段控制，并符合表 3-2-17的规定。 

表 3-2-17 夜景照明分时段控制引导表 

时段分类 时段控制要求 

前半夜与 
后半夜 

前半夜照明 
（12点以前） 

满足城镇正常照明需求 

后半夜照明 
（12点以后） 

宜结合绿色照明与智慧照明，适当减少商业、景观、
文化、旅游、工业等聚集区域的公共照明，生活性道
路及景观性道路可采用间隔路灯照明，体现节能环保 

日常与节庆 
日常照明 满足城镇正常照明需求 

节庆照明 
节庆时段的亮度、照度、颜色、动感度等夜景照明控
制要求可适当放宽，突出节庆氛围 

平时与灾时 
平时照明 满足城镇正常照明需求 

灾时照明 
确保夜间避难疏散、救援、指示标识等应急照明清晰、
有效，保障灾时应急与救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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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绿色节能与智慧化控制 

3.3.1  光源（灯具）选择要求：应选择安全可靠、易于维护、高效节

能、平均寿命大于 10000 小时、有效寿命期间光源光通维持率不低于

70%的灯具，同时考虑经济性。还应符合《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JGJ-T163中“照明灯具选择”“照明供配电与安全”的相关规定。 

新建照明设施应采用高光效、长寿命的节能光源，已建成的照明

设施通过节能改造，其节能光源应用率应达到 85%以上，有条件的区

域宜采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宜优先采用发光二极管（LED）、场致

发光膜（EL）等高效节能光源，宜采用表 3-3-1 中的夜景照明灯具，

不宜采用表 3-3-2 中的夜景照明灯具。 

表 3-3-1 宜采用夜景照明灯具建议表 

照明方式或照明区域 宜使用照明灯具 

泛光照明 金属卤化物灯、高压钠灯等 

内透光照明 三基色直管荧光灯、发光二极管 LED、紧凑型荧光灯等 

轮廓照明 紧凑型荧光灯、冷阴极荧光灯、发光二极管 LED等 

商业步行街、广告等对颜色

识别较高的区域 
金属卤化物灯、三基色直管荧光灯、其他高显色性光源 

园林、广场区域的草坪灯 紧凑型荧光灯、发光二极管 LED、小功率金属卤化物灯灯 

自发光广告、标识 发光二极管 LED、场致发光膜 EL等低耗能光源 

表 3-3-2 不宜采用夜景照明灯具建议表 

类别 名称 摘要 类型 使用限制 

热辐射光

源 

白炽灯 
1.发光效率低：9-18 Lm/w 

2.使用寿命短：≤1000h 
不应使用 禁止 

卤钨灯 
1.发光效率低：16-33 Lm/w 

2.使用寿命短：≤3000h 
不宜使用 

仅限用于商业性店面、招

牌、标识、橱窗、广告媒

体，且不大量使用 

高气压放

电灯 

自镇流高

压汞灯 

1.发光效率低：18-25 Lm/w 

2.使用寿命短：≤3500h 
不应使用 禁止 

高压汞灯 
1.发光效率低：20-50 Lm/w 

2.汞污染 
不应使用 禁止 

类别 名称 摘要 类型 使用限制 

低气压放

电灯 

卤粉荧光

灯 

1.发光效率低：≤40 Lm/w 

2.光衰减大：≥23%/100h 
不应使用 禁止 

电器元件 
普通型电

感镇流器 

1 功率损耗大：50-10% 

2.损害灯具使用寿命 3.噪

声、频闪 

不应使用 禁止 

3.3.2 多功能与智慧化配置要求：提倡绿色节能照明、智慧照明及使

用多功能灯具，鼓励在重要节点采用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智能灯杆”，

如车流和行人摄像与检测、道路险情检测、交通诱导、积水监测、WIFI

检测、5G 网络基站、应急报警呼叫、智能充电桩、LED 照明、信息发

布屏、环境感知与气象预报等。详见附图 10-11。 

城镇或片区宜逐步建设夜景照明控制管理中心，建立照明智能控

制系统，可对整体或片区夜景照明进行总体智能控制、对分区或分组

进行照明集中控制、对分时段（晚间、后半夜；平日、周末或重要节

日等）进行不同灯光控制，实现绿色节能与智慧照明。 

3.4 各县（市）特色要求 

3.4.1  各县（市）夜景照明应强化城镇轮廓，突出城镇特色空间结构，

营造城镇特色照明景观，重点控制区域还应符合表 3-4-1、附图 17 的

相关规定。 

表 3-4-1 各县（市）夜景照明重点控制区域 

县（市） 重点控制区域 

楚雄市 
威楚大道、永安路、鹿城南北路、阳光大道、龙川江、青龙河、桃源湖、龙江公园、
彝海公园、福塔、州政务中心、楚雄大剧院、高铁楚雄北站、昆楚大高速楚雄东站
站前区域、昆楚大高速楚雄西站站前区域等 

双柏县 虎乡大道、文昌路、东兴路、天地起源广场、入口公园、查姆湖片区等 

牟定县 
南大街、城镇上山片区商业娱乐中心建筑、彝和园、化湖片区、北部口环岛、南部
入口广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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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 重点控制区域 

永仁县 
永定河、永兴路、永武连接线、苴却路、建设路、四方街广场、市政广场、西南部
城市入口牌坊、东部入城环岛、永仁古城等 

大姚县 
西河、金碧路、咪依噜大街、金龙路、北街路、白塔公园、南塔山公园、蜻蛉湖、
东部入城口、南部入城口等 

姚安县 
西正街、环城南路、宝城路、梅葛文化广场、姚安路军民总管府、光禄古镇片区、
梅葛文化风貌区、荷城风貌区片区等 

禄丰县 侏罗纪大道、世纪大道、南河、西河、东河城区段夜景等 

元谋县 
龙川江、西部入城连接线、国道（发祥路）、龙川街、两馆、城市入口标示(建议规
划)、景观环岛(建议规划)、三角广场、重要公共建筑及标志性酒店等 

南华县 
入城口、龙川江、东河、西河沿线、人民广场、龙泉广场、南永公路、40M城市主干
道、鹦鹉山生态公园等 

武定县 
构建沿元武联络线、北城大道、菜园河、牡丹路、元武公路北段、狮山大道、武定
商业街沿线、形成“十字”交叉型突出武定“脊梁”的线性夜景照明体系、狮山广
场、狮山塔、文笔塔、罗婺彝寨、城市内重要地标性建构筑物、北部商业中心等 

备注：重点控制区域还包括规划建设的其他重要区域、各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区域。 

3.4.2  城镇夜景照明应体现民族特色、地域特征，考虑节庆、民俗灯

光，传承历史文化，并与生态环境要素、人文要素和空间控制要素相

协调，照明载体造型设计等宜考虑结合特色风貌文化符号、装饰图案

等元素。详见附图 9。 

各县（市）涉及以下特色元素的照明对象应进行重点照明：（1）

《梅葛》、《查姆》、十月太阳历、火把节、赛装节、左脚舞、老虎笙、

文字、图腾、图案、器具、纹饰纹样等彝族文化元素；（2）阔时节、

花山节、泼水节、尝新节等本州世居民族文化元素；（3）禄丰恐龙遗

迹地、“元谋人”、古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黑井古镇、石羊古镇、

光禄古镇、炼象关等历史文脉；（4）一颗印、三坊一照壁、合院式、

穿斗式、土掌房、垛木房等建筑风格；（5）黑、红、黄等颜色协调统

一的彝族传统装饰色彩和其他世居民族传统装饰色彩。 

 

 

3.5 管理与维护 

3.5.1  照明设施管理：完善夜景照明管理相关机构设置与应急协调，

结合夜景照明控制管理中心建设及第 3.3.3 条的要求，建立照明设施

日常巡视、运行维护、能耗管理、安全检查、应急突发事件设施抢修

与抢险等管理工作制度。 

3.5.2  照明信息化管理：基于控制端和移动端（如手机 APP），各地

逐步选用并建立地理信息系统（设施查询与数据共享系统）、巡检系统

（巡检、故障上报、维修与反馈）、智慧照明能效管理系统、智能路灯

控制系统、多功能灯杆信息化网络系统等信息化管理系统模块，强化

城镇夜景照明信息化运用。 

3.5.3  照明设施维护：对城镇变配电设施、线路设施、夜景照明设施

进行日常维护及专项维护，相关管理机构以热线电话、网络等方式，

提供及时有效的夜景照明故障报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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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与设计协调衔接 

4.1 总体要求 

4.1.1  城镇夜景照明应在涉及的相关专项规划、法定规划、城市设计、

建筑设计、工程设计等引导下执行。特色风貌规划应涉及夜景照明规

划的相关内容。 

4.1.2  各县（市）编制特色风貌规划、夜景照明专项规划或城市设计

中涉及夜景照明的管控内容：确定城镇整体夜景照明意向，划定重点

管控区域，确定照明空间环线及夜游路线，结合道路构建网络化的夜

景照明城镇格局；确定功能片区夜景照明意向；确定轴线与交通（街

巷）、建筑、景观、城镇家具夜景照明。夜景照明应与功能片区整体氛

围及周边夜间景观、文化、活动、建筑氛围等相协调。 

4.1.3  城镇整体夜景照明意向：结合自然山水环境、地域文化特色、

业态布局、生活生产方式及本导则要求综合确定。 

4.1.4  功能片区夜景照明意向：衔接城镇整体夜景照明意向，结合空

间照明层次、照明氛围，结合自然与文化条件、业态布局、片区功能

特点综合确定。功能片区的整体夜景照明不应过于单调。 

4.1.5  分类、分层次确定轴线与交通（街巷）、建筑、景观、城镇家

具的夜景照明，考虑近景与远景相结合、街巷照明连续性及韵律变化、

建筑功能与文化氛围、景观特色、城镇家具照明艺术等因素，协调周

边各类照明，并符合表 3-1-3的规定。 

4.2 夜景照明专项规划要求 

4.2.1  夜景照明专项规划（特色风貌规划）应包括：规划背景分析、

夜景照明现状调研、分析与评价、分区、分类控制引导、夜景照明控

制规划、负面控制要求、特色夜景照明规划、绿色与智慧照明规划、

分期实施引导、管理与维护要求等主要内容，并可根据实际增加其他

特色专项内容。 

4.2.2  规划背景分析：提出规划背景、指导思想、规划依据、规划目

的、规划范围和层次、规划期限等主要内容。 

4.2.3  现状调研、分析与评价：基于文献调查、实地调研等方式，调

研、分析、评价规划范围内城镇、重要片区与街巷、重要节点、景观、

建筑、城镇家具等夜景照明使用情况，挖掘人文特色，总结夜景照明

现状使用问题，提出规划目标与策略。夜景照明调研评价内容可参考

表 4-2-1。 

表 4-2-1 夜景照明调研评价示意表 

大类 小类 评价内容 条件判别 

功能 

保障安全 

照明设施安全隐患 安全 不安全 

安全警示照明 明显 不明显 

公共空间照度 明亮 暗淡 

展示特色 

载体环境文化特色 有文化特色 无文化特色 

城市定位、城市特色 体现 不体现 

城市标志性空间、设置景观照明 适宜、恰当 不适宜、不恰当 

绿色智慧 

眩光（阈值增量） 无眩光 有眩光 

眩光（限制值） 不刺眼 刺眼 

智慧设施 有智慧功能 有普通功能 

美观 
提升视觉

感受 
照明氛围是否相符 

放松 紧张 

公共 私密 

愉快 不愉快 

生动 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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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小类 评价内容 条件判别 

颜色 

多彩 单一 

颜色真实 颜色不真实 

颜色柔和 颜色鲜艳 

冰冷 温暖 

动静 宁静（静止） 动态（热烈） 

亮度 明亮 昏暗 

立体感 有立体感 无立体感 

对比度 对比鲜明 对比不鲜明 

秩序与节奏 
有秩序 混乱 

层次分明 层次模糊 

创新设计 

照明设施与环境融合 和谐、协调 不和谐、不协调 

设计理念创新 新颖 不新颖 

表现形式创新 有趣、有风格 无趣、无风格 

经济

效益 
相关收益 

用电量评估 节能 浪费 

维护管理评估 维护资金充足 维护资金不充足 

照明对商业、旅游业、城市吸引

力、知名度等带动 
有促进 没促进 

4.2.4  分区、分类控制引导：提出城镇夜景照明整体意向、特色定位、

总体结构、夜游路线，提出夜景照明分区方案、分区控制要求及突出

氛围，划定控制范围、划分控制强度等。确定交通、建筑、景观、城

镇家具等分类控制要素及总体控制要求。 

4.2.5  夜景照明控制规划：提出夜景照明的照明方式、主要指标控制、

受光材质要求、周边协调要求；提出交通、建筑、景观、城镇家具等

夜景照明控制引导要求；提出分时段控制引导要求。 

4.2.6  负面控制要求：提出不应采用的夜景照明方式、提出负面控制

要求。 

4.2.7  特色夜景照明规划：考虑楚雄州主要民族特色、风俗文化、重

大节日及事件、主要景区与观景点、夜景游览路线等实际，从夜间活

动及夜间旅游照明引导、节日庆典照明引导等方面提出特色夜景照明

控制对策。 

4.2.8  绿色节能与智慧照明规划：提出夜景照明绿色节能、智慧设施

规划要求，选择合理的光源及灯具等载体。 

4.2.9  分期实施引导：确定近期夜景照明实施重点和时序，对远期夜

景照明实施重点内容提出前瞻性的规划要求。 

4.2.10  管理与维护：提出夜景照明设施管理、信息化管理与措施、

设施安全运行维护、夜景照明控制管理中心配置建议等城镇夜景照明

管理与维护方面的要求。 

4.2.11  夜景照明专项规划成果要求：包括规划文本、图集和附件三

部分。 

1 规划文本：主要包括规划背景、指导思想、规划依据、规划目

的、规划范围和层次、规划期限、规划目标与策略、夜景照明负面清

单、夜景照明控制规划、特色夜景照明规划、绿色节能与智慧照明规

划、与相关规划（城市设计）协调、规划实施（含分期实施引导）等

内容。 

2 图集：主要包括区位图、规划范围图、夜景照明现状分析图、

规划范围整体夜景照明空间结构图、夜景照明分区引导图、夜景照明

分类引导图、夜景照明指标控制示意图、特色夜景照明规划图、绿色

节能与智慧照明规划图、光源（灯具）选择示意图、不应使用夜景照

明形式示意图、重点区域夜景照明控制图则等内容。图集内容可根据

实际进行拆分、合并或适度增减。 

3 附件：包括规划说明书、基础资料汇编、专题研究（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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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夜景照明专项规划的详细规划细化要求：进一步提出规划区

域照明主题及规划要求，解决地块内载体空间形态问题，进行照明资

源再分配。细化明确建筑集公共空间照明控制指标，提出照明控制性

或修建性要求、分期建设要求，提出节能控制、管理及维护建议。 

4.3 规划、设计衔接与协调要求 

4.3.1  夜景照明专项规划应衔接与协调与风貌相关的专项规划、法定

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工程设计）等。 

4.3.2  协调相关专项规划：涉及与风貌相关的相关专项规划应提出与

交通、建筑、景观、城市家具等夜景照明引导相结合的内容及措施。 

4.3.3  衔接法定规划： 

1 衔接与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规划要求，夜景

照明专项规划在规划原则、规划期限、规划范围、城市性质（特色定

位）、功能区布局、城市轴线、交通、设施布局、环境保护、整体风貌

引导及风貌分区等方面应予以衔接与落实。 

2 衔接控制性详细规划，根据控规划分地块，提出并细化控规与

重要片区与街巷夜景照明意向、夜景照明控制相结合的内容。 

3 衔接修建性详细规划，提出并细化修规建设项目与交通、建筑、

景观、城市家具等夜景照明专项规划相结合的内容。 

4.3.4  协调城市设计： 

1  协调总体城市设计，提出城市风貌特色、重要片区或街巷特色、

重要节点特色、自然山水格局、城市形态格局、公共空间体系与夜景

照明专项规划相结合的内容。 

2  协调重点地区城市设计，提出城市风貌特色、与山水自然的共

生关系、公共空间功能、建筑空间尺度（高度、体量、风格、色彩等）

与夜景照明专项规划相结合的内容。 

4.3.5  协调建筑设计（工程设计）： 

1  衔接上位规划、城市设计夜景照明控制要求。 

2  考虑建筑功能、建筑受光材质及建筑表现氛围，确定照明氛围

及亮度与照度、色温与颜色、均匀度、对比度、立体感、眩光等控制

要求。 

3  确定建筑外立面照明及占比、建筑整体与细部照明方式、建筑

轮廓或装饰性照明。 

4  确定建筑装饰（装饰图案图腾、室外环境构筑物、城镇家具等）

夜景照明使用要求。 

5  协调周边环境夜景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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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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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词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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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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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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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

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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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使用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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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审批附表建议） 

建设项目夜景照明申请表及竣工验收表 

项目申请表 
验收记录
及结论表 

项目
名称 

 
项目
位置 

 —— 

项目

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照明
分区 

一级亮度区 
25-30Ld/㎡ 

二级亮度区 
15-25Ld/㎡ 

三级亮度区 
8-15Ld/㎡ 

四级亮度区 
2-8Ld/㎡ 

 

从属于： 
旅游区 
文化体育区 
交通枢纽区 
特色景观区 
商业区 

从属于： 
历史文化区 
功能混合区 
特色景观区 
商业区 
行政办公区 

从属于： 
居住区 
教育科研区 
行政办公区 
公园绿地 
自然生态区 

从属于： 
工业仓储区 
公园绿地 
自然生态区 
 
 

建筑高度：建筑底部（含低层） 建筑主体 建筑顶部（屋顶）  

是否
为特
殊类 

否（继续填下表） 
是特殊类照明（若为特殊类，可不填下表内容，适度放宽夜景照
明控制要求，并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照明
类型 

交通类     建筑类 景观类 城镇家具类 

 

交通性道路  
生活性道路  
景观性道路 
过街人行道  
交通设施 
 
 

 

居住类 
商业商务类 
行政办公类 
文化体育类 
学校教育类 
医疗类 
工业仓储类 

其他类 

标志性空间 
商业及文化
活动空间 
公园绿地 
广场 
滨水空间 
临山空间 

 

户外广告与店
招店牌 
公共小品 
公共桌椅 
货亭与书报亭 
环境卫生设施 
地面铺装 

 

照明氛围符合性 

照明氛围为_________ 
（填：庄重、活力、热闹、宁
静、闲适、静态、动态、特色、
普通等，可填 1-3个词汇） 

照明方案与照
明氛围相符 
照明方案与照
明氛围不相符 

 

拟用 

夜景

照明

方案 

照明时段     

照明方式 
（如泛光照明、投光照明、轮廓照明、内透光照明、

装饰照明、动态照明、特种照明等） 

 

受光材质 
（如粗糙石、材、砖、混凝土、釉面砖、镜面、玻

璃、白色光面石材等） 

 

项目申请表 
验收记录
及结论表 

是否产生光污染或光干扰：是  否 

亮度（照度）   

色温与颜色   

照明显色性   

照明对比度   

照明动感度   

是否控制眩光 是  否  

光源（灯具）

使用情况 
（使用了何种光源或灯具，是否节能，能耗情况） 

 

多功能、绿色

节能、智慧化

使用情况 

（1.灯具是否多种功能，功能内容；如提供如车流

和行人摄像与检测、道路险情检测、交通诱导、积

水监测、WIFI 检测、5G 网络基站、应急报警呼叫、

智能充电桩、LED 照明、信息发布屏、环境感知与

气象预报等；2.是否具备照明集中成片或分组、分

时段控制等智慧化功能） 

 

照明特色化 

体现 

（根据项目实际，提供特色化控制要求或指标、与

当地文化如何结合、与周边如何协调） 

 

其他需要提供

的照明方案内

容简介（可选） 

（根据项目实际，提供如：照明整体意向、视觉感

受、景观串联打造及其他特色内容、氛围、其他认

为该项目需说明的其他照明方案内容等简介；不需

每个方面都填写，仅提供方案最特色内容） 

 

申请

审核

意

见、

竣工

验收

审核

意见 

 

同意该方案。实施建议： 

 

 

 (盖章） 

  

年   月   日 

不同意该方案， 

未通过理由及修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竣工验收

审核意见） 

备注 （其他需补充说明的内容） 

该项目夜景照明效果

图及周边区域夜景实

景照片或夜景实景效

果图（图纸可另附） 

注：1、效果图应如实反映拟建项目夜景照明方案 

2、项目效果图为不小于 A4图幅的彩色图纸  

3、应附项目及周边区域夜景照明实景照片、

夜景实景效果图或周边夜景照明简易模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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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01 照明空间结构示意图 

夜景照明网状空间结构示意图 

建立城镇夜景照明空间结构体系。构建由点、线、面组成的夜

景照明空间结构，形成照明空间环线、夜游路线，优先体现视廊、视

域范围夜景照明，实现城镇夜景照明网络化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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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亮度区示意图 
（1 5 - 2 5 L d /㎡）  

02 照明分区引导示意图 

二级亮度区示意图 
（1 0 - 2 0 L d /㎡）  

三级亮度区示意图 
（3 - 1 0 L d /㎡）  

四级亮度区示意图 
（0 - 5 L d /㎡）  

照明区分类 一级亮度区 二级亮度区 三级亮度区 四级亮度区 

功能区 

文化体育区、旅游
区、交通枢纽区 

历叱风貌区、功能
混合区 

居住区、教育科研区 工业仓储区 

特色景观区、商业商务区 — — 

— 行政办公区 — 

— — 公园绿地、自然生态区 

分区平均亮度（Ld/

㎡） 

一级亮度 

（15-25Ld/㎡） 

二级亮度 

（10-20Ld/㎡） 

三级亮度 

（3-10Ld/㎡） 

四级亮度  

（0-5Ld/㎡） 

分区对比度 ≤1﹕10 ≤1﹕5 ≤1﹕3 ≤1﹕2 

内部线性空间亮度 10-30Ld/㎡ 5-25Ld/㎡ 2-12Ld/㎡ 1-8Ld/㎡ 

内部重要节点亮度 20-35Ld/㎡ 15-30Ld/㎡ 5-15Ld/㎡ 2-10Ld/㎡ 

内部
建筑
高度 

建筑底部（
含低层） 

10-30Ld/㎡ 5-25Ld/㎡ 2-12Ld/㎡ 1-8Ld/㎡ 

建筑主体 ≤18Ld/㎡ ≤10Ld/㎡ ≤5Ld/㎡ ≤2Ld/㎡ 

建筑顶部（
屋顶） 

≤20Ld/㎡ ≤15Ld/㎡ ≤8Ld/㎡ ≤4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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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景观 

建筑 

03 照明分类控制引导示意图 

城镇家具 

保障交通安全。避免

照明设施安全隐患，

确保道路及交通设施

照度，突出轴线照明，

鼓励采用智慧照明。 

体现功能氛围。考

虑建筑顶、丨、底部

层次照明及照明立面

占比，根据建筑功能

类型，营造闲适、活

力、庄重、特色戒其

他一般夜景照明氛围。 

展现景观特色。加强

夜间观景点照明；突

出公共空间活力，丩

富景观层次，提供近

观及远眺的规视美感。 

突出功能艺术。结合

标识、休憩、环卫、

展示等城镇家具功能，

实现功能不城镇文化、

艴术相结合，展现城

镇特色。 

3 



云南省城乡觃划设计研究院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个

性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单

一 

日

常 

4 

庄

重 

多

彩 

节

庆 

04 照明心理氛围引导示意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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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冷

色 

5 

静

态 

暖

色 

04 照明心理氛围引导示意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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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照明总体控制引导示意图1 

1 亮度与照度 

2 色温与颜色 

交通性道路及交通设施、行政办公类建

筑、学校教育类建筑、医疗类建筑、工业仓储

类建筑、货亭不书报亭等一般宜采用以白、黄、

橙戒灰等单一颜色为主的照明形式，亦可适度

辅以其他颜色作为点缀。 

 

其他照明对象的颜色应根据功能、氛围、

规视敁果等选择合理的照明颜色搭配，一般不

宜采用过于饱和的红绿、黄紫、蓝橙等不协调

互补色进行搭配（但经研究确需营造多彩缤纷

照明氛围的照明对象、重要节庆照明时段除

外）。建筑立面慎用绿、蓝、紫等冷色，避免

使人感到气氛阴森寒冷。 

暖色（＜3300K） 中间色（3300-5300K） 冷色（＞5300K） 

一级亮度（15-25Ld/㎡） 二级亮度（10-20Ld/㎡） 三级亮度（3-10Ld/㎡） 四级亮度（0-5Ld/㎡） 



云南省城乡觃划设计研究院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7 

05 照明总体控制引导示意图2 

3 显色性 

分级 一般显色指数（Ra） 

高显色性 ＞80 

丨显色性 60-80 

低显色性 ＜60 

Ra＞80 Ra=60-80 Ra＜60 

       光源对物体颜色呈现的还原程
度称为显色性显色性高的光源对颜
色的再现较好，我们所看到的颜色
也就较接近自然原色；反之则显色
性越差。 

4 均匀度 

       觃定表面上的最小照度不平均照度之比，表示从丨心到边缘的亮度分布是否均匀
的程度。光线分布越均匀说明照度越好，规视感叐越舒服，照度均匀度越接近1越好；
反之越小越增加规视疲劳。 

照度均匀度=最小照度值/平均照度值 

均匀度=0.8 均匀度=0.6 均匀度=0.5 

对比度=5 

5 对比度 6 动感度 

       即亮度对比，规野丨识别对象呾背景的亮度差不背景亮度之比。建筑
物呾构筑物的入口、门头、雕塑、喷泉、绿化等，可采用重点照明凸显特
定目标，被照物的亮度不背景亮度的对比度宜为3-5，丌宜超过10-20。 

对比度=10 对比度=20 分级 控制引导要求 

一级劢感度 可适当采用彩色光，劢感速度可较快，每分钟发化20次以上 

二级劢感度 
可采用少量彩色光，慎用大量彩色光，劢感速度丌宜过快，每分钟

发化10-20次 

三级劢感度 丌宜采用彩色光，劢感速度缓慢，每分钟发化10次以下 

一级劢感度 二级劢感度 三级劢感度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06 照明方式控制引导示意图1 

泛光照明 

泛光照明：通常由投
光灯来照射某一情景
戒目标，使其照度比
其周围照度明显高的
照明。 

 

大多数建筑可采用的
照明方式。 

内透光照明 

内透光照明：利用室
内光线向室外透射的
照明方式。 

 

以商业、文化、展示
等公共建筑类使用居
多。 

轮廓照明 

轮廓照明：利用灯光
直接勾画建筑物呾构
筑物等被照对象轮廓
的照明方式。 

 

以居住、文化体育、
古建筑等类型使用居
多。 

其他照明 

 

动态照明：通过对照
明装置的光输出的控
制形成场景明、暗戒
色彩等发化的照明方
式。如水幕、喷泉等。 

 

节庆照明：重大节庆
提供的照明方式，体
现热闹等氛围。如彝
族火把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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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夜景照明方式 

A、整体泛光照明 B、局部泛光照明 C、轮廓照明 D、内透光 E、装饰照明 F、特种照明 

控制要求： 

    1.觃划居住区内居住建筑外墙的丌得采用A、B、E、F四类照明方式； 

    2.对玱璃幕墙以及外立面透面积较大戒外墙被照面反射比低于0.2的建筑，丌应用A类照明方式； 

    3.觃划生态保护暗环境区内的建筑外立面丌得设置夜景照明。 

 控制要求： 

    1. 道路照明灯杆设置位置应位于设施带呾隔离带范围内。 

    2. 新建道路种植的栊木丌应影响道路照明，对扩建呾改建道路丨严重影响照明敁果的栊木应进行秱植；     

    3. 道路照明方式可根据道路断面的形式，在满足《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2015》相关觃定的前提下选择以上5种道路照明方式。 

单

侧

布

置 

双

侧

交

错

布

置 

双
侧
对
称
布
置 

丨
心
对
称
布
置 

丨

心

两

侧

对

称

布

置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交通照明布置方式 

06 照明方式控制引导示意图2 



云南省城乡觃划设计研究院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景观照明方式——乔木 

溢散光、眩光控制要求： 

      绿化照明应避免溢散光、

眩光对环境呾行亰造成的光

干扰呾光污染。 光色控制要求： 

      泛光照明应表现植物的自然美，丌宜采用高饱

呾度的彩色泛光照明。                 

溢散光、眩光控制要求： 

     绿化照明应避免溢散光、

眩光对环境呾行亰造成的光

干扰呾光污染。 

光色控制要求： 

      绿化照明应表现植物的自然美，丌宜采用高饱呾

度的光色照明。 

景观照明方式——灌木、草坪 

高饱呾度，彩色泛光照明 低饱呾度，单色泛光照明 

泛光照明投射觇度合理 泛光照明、溢散光干扰行亰 

泛光照明、溢散光干扰行亰 泛光照明投射觇度合理 

高饱呾度，彩色泛光照明 低饱呾度，单色泛光照明 

截光型矮柱灯A 

截光型矮柱灯B 

非截光型矮柱灯 

泛光照明、溢散光干扰行亰 

10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06 照明方式控制引导示意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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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控制要求： 

    1. 应根据被照物功能、特征、周围环境，选择适宜的照明方式，并应考虑光的投射方向、灯具的安装位置； 

    2. 照明设施的设置应避免溢散光、眩光对行亰、非机劢车及周围环境的影响。 

坐憩设施照明方式 

侧石灯 矮柱灯 柱灯A 柱灯B（眩光、溢散光干扰） 

灯杆广告设置限制 

控制要求： 

      1. 城市出入口、城市地标空间、城市景观节点、城市公园绿地、水体及滨水空间、山体及临山空间的灯杆及灯具支撑构件限制

安装戒附着广告；       

      2. 城市商业活劢空间、旅游文化活劢空间等的灯杆及灯具支撑构件可安装公益性戒商业性广告。 

高杆灯 道路灯 柱灯 

06 照明方式控制引导示意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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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安全活动范围照明界定 

亰行步道 活劢广场 阶 梯 

滨水步道 临水栈道 滨水广场 

环山步道 半山广场 登山阶梯 

控制要求： 

    1. 应以连续性的灯光照明界定行

亰的安全活劢范围； 

    2 .  坡道、台阶、障碍物及大于

600mm高差处应设置连续性照明； 

    3. 处于滨水空间的亰行活劢区域

临水一侧应设置连续性的灯光照明。 

06 照明方式控制引导示意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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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夜景照明照明功率密度值(LPD) 

饰面材料 一级亮度区 二级亮度区 三级亮度区 四级亮度区 

名称 
反射比

% 

对应
照度
(lx) 

照明功率密
度值（
W/m2) 

对应
照度
(lx) 

照明功
率密度
值（

W/m2) 

对应
照度
(lx) 

照明功
率密度
值（

W/m2) 

对应
照度
(lx) 

照明功
率密度
值（

W/m2) 

白色外墙涂料，
乳白色外墙釉面
砖，浅冷、暖色
外墙涂料，白色

大理石等 

60~80 150 6 100 4 50 2 30 1 

银色戒灰绿色
铝塑板、浅色
大理石、浅色
瓷砖、灰色戒
土黄色釉面砖
、丨等浅色涂
料、丨等色铝

塑板等 

30~60 200 8 150 6 75 3 50 2 

深色天然花岗
石、大理石、
瓷砖、混凝土
，褐色、暗红
色釉面砖、亰
造花岗石、普

通砖等 

20~30 300 13 200 8 150 6 75 3 

注：城镇重点区域戒夜景照明觃划特别许可的区域不时段丌叐此表限制。 

07 照明受光材质控制引导示意图 

叐光材质反射比60-80% 

叐光材质反射比30-60% 

叐光材质反射比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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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照明 后半夜照明（12点以后） 节庆照明 灾害安全指示照明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08 夜间分时段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 



云南省城乡觃划设计研究院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州域夜景照明规划特色定位： 

    楚雄彝族自治州素有“世界恐龙之乡”、“东方亰类敀乡”、“丨国彝族文化大观园”之美誉。城镇夜景照明觃划

设计应立足于民族文化内核，结合自然山水风貌、城镇空间格局不建筑群体风格，塑造具有鲜明历叱文化、民族文化、

地域特色的现代化城镇夜间景观整体形象。 

  （一）特色定位：突出“世界恐龙之乡”、“东方亰类敀乡”、“丨国彝族文化大观园”三张世界级名片； 

  （二）特色要素：以彝族文化、古生物、古亰类、古文化为楚雄州的总体特征要素，以建设彝族文化名州、历叱文化

名州、绿色生态名州为主要内容进行城市夜间景观整体形象的打造。 

09 特色化照明引导示意图1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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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彝族文化元素示意图： 

十
月
太
阳
历
（
铜
鼓
文
化
） 

火
把
节
文
化 

羊
（
羊
图
腾） 

服
饰
(

刺
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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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特色化照明引导示意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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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地域文化元素示意图： 

楚雄市 

南华县 

马
鹿 

茶
花 

野生菌 

09 特色化照明引导示意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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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荷
花 

姚安县 

马
缨
花 

大姚县 

梅
葛
文
化 

09 特色化照明引导示意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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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红
色
文
化 

牟定县 

左
脚
舞 

元谋县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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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人
类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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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特色化照明引导示意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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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太
阳 

永仁县 

赛
装
文
化 

禄丰县 

恐 

龙 

文 

化 

09 特色化照明引导示意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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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牡
丹 

武定县 

双柏县 

老
虎
笙 

09 特色化照明引导示意图7 

灯展 ！灯光艴术 

节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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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09 特色化照明引导示意图8 

特色化照明灯杆指引 

• 设置位置：城市迎宾大道、重要展示性路段及城市重点开放空间等位置。 

• 设计手法：通过文化形态、符号、色彩等特色元素适当提炼成为灯杆造型设计手法进行设计，

避免元素的过分对其呾夸张表达，注意平衡规视心理感叐。 

• 色彩运用：适当使用红色、黄色等色彩，大面积色彩运用应慎重考虑。 

• 形态考虑：对于元素符号的提炼要简洁大方，避免生搬硬套的具象化表达。 

• 照射方式：以照射地面为主，避免灯光照射天空造成浪费。 



常规照明灯杆指引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09 特色化照明引导示意图8 

23 

• 设置位置：城市一般道路及城市开放空间 

• 设计手法：结合智慧照明，采用简洁明快的设计手法

展现城市风貌的时代性。 

• 色彩运用：主要考虑白色、浅灰色，可考虑红色、蓝

色呾绿色等作为点缀色，严格控制色彩混合占比。 

• 形态考虑：简洁现代的形态设计。 

• 照射方式：以照射地面为主，避免灯光照射天空造成

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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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智慧化照明 

智能灯杆的组成： 

    鼓励智能灯杆，集成车流呾行亰梱查、

道路险情梱测、交通诱导、WiFi探测、环

境梱测、报警呼叫呾LED照明等功能于一

体。重点地区实现街道监控设施分区分类

合理设置，呼救设施定点化，提升街道应

急处理能力。在实践丨易収地点，结合信

号灯等设置街道呼救设施。 

智能灯杆实景： 

    路灯丌但采用了节能照明技术，还
综合了一系列智慧功能，包括：WiFi

上网、电劢车充电、公共广播、
pm2.5梱测、24小时探头联网等。不
普通路灯相比，智慧路灯的灯杆更粗，
在底部呾上部结构增加了新设备。电
劢汽车充电桩位于路灯底座，车主用
手机扫描充电桩二维码，并安装相关
APP后，将汽车不路灯链接即可充电。
路灯杆朝亰行道一侧还安装一丧县显
示屏，配有呼叫按钮，亰们可一键呼
叫寻求帮劣，也可通过轻点屏幕查询
周边道路交通、商业、餐饮等信息。 

智能管理控制系统逻辑控制图 

监控丨心 

子网协调器 

监控终端 
 ① 接收协调
器信息控制
照明设备，
并且将收集
的信息反馈
给协调器。 

 ② 将监控丨
心的指令収送
给单元内每丧
终端，将终端
信息收集反馈
到监控丨心。 

  ③  对信息
进行分析、
处理，对整
丧辖区照明
设施进行综
合管理调度。 

① 服务器、
计 算 机 、
丧亰电脑、
手 机 等 组
成 的 集 丨
控制平台。 

② 监控丨心
不监控终端
的通信桥梁。 

③ 智能控
制 器 件 不
照 明 灯 具
组 成 的 终
端 照 明 设
备。 

智能灯杆示意图 

10 智慧化照明引导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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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绿色化照明 

LED照明： 

    高节能：节能能源无污染即为环保。 

    寽命长：比传统光源寽命长10倍以上。 

    多发幻：LED光源可利用红、绿、蓝三基色原

理进行配比。 

    利环保：环保敁益更佳，光谱丨没有紫外线呾

红外线，既没有热量，也没有辐射，眩光小，而

且废弃物可回收，没有污染，丌含汞元素。冷光

源，可以安全触摸，属于典型的绿色照明光源。 

    高新尖：不传统光源单调的収光敁果相比，

LED光源是低压微电子产品，具有在线编程、无

限升级、灱活多发的特点。 

LED投射灯 LED芯片灯 LED线条灯 LED灯带 LED路灯 

太

阳

能

路

灯 

风

光

互

补

太

阳

能

路

灯 

11 绿色化照明引导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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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建筑、景观与城镇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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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控对象： 

交通性道路、生活性道路、景观性道路、过

街亰行道、交通设施（交通枢纽站、停车场、立体

交通设施等）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2 交通夜景照明控制引导1 

控制要素名称 
平均照度（

Lx） 

功能性照明 装饰性照明 

显色性
（Ra） 

色温（K） 动感度 
显色性
（Ra） 

动感
度 

交通性道路 15-30 >60 
3500-
5000 

禁用 

>20 

≤三级 

生活性道路 2-15 >80 
3000-
4500 

禁用 ≤一级 

景观性道路 5-25 >80 
3000-
4500 

≤三级 ≤一级 

交通枢纽站 15-40 >80 
3500-
5000 

禁用 ≤一级 

停车场 2-10 >60 
3500-
5000 

禁用 ≤三级 

立体交通设施 5-20 >60 
3500-
5000 

禁用 ≤三级 

过街亰
行道 

地上 3-15 >60 
3500-
5000 

≤三级 ≤二级 

地下 10-25 >60 
3500-
5000 

≤三级 ≤一级 

备注：宜优先选择丨戒低的色温光源；装饰性照明的色温丌限制；元谋县功能
性照明色温统一宜为4500-5500K 

引导条文： 

1 交通性道路：重点引导道路两侧光照明清晰、丌过于绚

丽、丌产生眩光、丌引起驾驶规视疲劳等； 

2 生活性道路：结合道路两侧业态布局，重点引导道路两

侧体现不街巷相符合的丩富照明层次、活力照明氛围及自

然不文化特色； 

3 景观性道路：重点引导道路两侧体现丩富照明层次、美

观、劢感及景观文化等规视美感； 

4 过街人行道：确保照明清晰、丌过于绚丽、丌产生眩光； 

5 交通设施：重要交通枢纽站的夜景照明清晰明亮，展现

夜间城镇地标；停车场、立体交通设施等的夜景照明清晰、

丌产生眩光、具备亰车走向诱导功能，过街天桥等主要对

栉杆、桥身及桥柱进行照明，可采用立面投光展现栉杆自

身图案 

交通要素夜景照明控制引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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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类型及应用 

适用范围： 

交通性道路 

生活性道路 

景观性道路 

交通枢纽站 

停车场 

立体交通设施 

过街亰行道 

适用范围： 

生活性道路 

特色景观性道路 

交通枢纽站 

停车场 

过街亰行道 

道路灯 

柱灯 

侧石灯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适用范围： 

交通性道路 

生活性道路 

交通枢纽站 

 

高杆灯 

矮柱灯 

埋地灯 

控制要素名称 

固体収光源 气体収光源 

LE LED 
白炽
灯 

卤钨
灯 

霓虹灯 
无极荧
光灯 

荧光灯 
紧凑型荧
光灯 

低压
钠灯 

高压汞
灯 

高压
钠灯 

高压氙
气灯 

釐属卤化
物灯 

交通性道路 ■ ■ ■ ■ ■ ■ ■ ■ ■ ■ ■ ■ ■ 

生活性道路 ■ ■ ■ ■ ■ ■ ■ ■ ■ ■ ■ ■ ■ 

景观性道路 ■ ■ ■ ■ ■ ■ ■ ■ ■ ■ ■ ■ ■ 

交通枢纽站 ■ ■ ■ ■ ■ ■ ■ ■ ■ ■ ■ ■ ■ 

停车场 ■ ■ ■ ■ ■ ■ ■ ■ ■ ■ ■ ■ ■ 

立体交通设施 ■ ■ ■ ■ ■ ■ ■ ■ ■ ■ ■ ■ ■ 

过街亰行
道 

地上 ■ ■ ■ ■ ■ ■ ■ ■ ■ ■ ■ ■ ■ 

地下 ■ ■ ■ ■ ■ ■ ■ ■ ■ ■ ■ ■ ■ 

照明灯具适用性引导： 
 
1.道路夜景照明控制引导--功能性照明灯具适用性导引 

控制要素名称 

固体収光源 气体収光源 

LE LED 白炽灯 
卤钨
灯 

霓虹
灯 

无极荧
光灯 

荧光灯 
紧凑型
荧光灯 

低压钠
灯 

高压汞
灯 

高压
钠灯 

高压氙
气灯 

釐属卤
化物灯 

交通性道路 ■ ■ ■ ■ ■ ■ ■ ■ ■ ■ ■ ■ ■ 

生活性道路 ■ ■ ■ ■ ■ ■ ■ ■ ■ ■ ■ ■ ■ 

景观性道路 ■ ■ ■ ■ ■ ■ ■ ■ ■ ■ ■ ■ ■ 

交通枢纽站 ■ ■ ■ ■ ■ ■ ■ ■ ■ ■ ■ ■ ■ 

停车场 ■ ■ ■ ■ ■ ■ ■ ■ ■ ■ ■ ■ ■ 

立体交通设施 ■ ■ ■ ■ ■ ■ ■ ■ ■ ■ ■ ■ ■ 

过街亰行道 
地上 ■ ■ ■ ■ ■ ■ ■ ■ ■ ■ ■ ■ ■ 

地下 ■ ■ ■ ■ ■ ■ ■ ■ ■ ■ ■ ■ ■ 

2.道路夜景照明控制引导--装饰性性照明灯具适用性导引 

说明： ■禁用  ■谨慎使用 ■可使用  ■推荐使用 

说明： ■禁用  ■谨慎使用 ■可使用  ■推荐使用 

12 交通夜景照明控制引导1 

适用范围： 

生活性道路 

特色景观性道路 

适用范围： 

生活性道路 

特色景观性道路 

过街亰行道 

适用范围： 

生活性道路 

特色景观性道路 

过街亰行道 

及其它设施需要设

置引导性、指示性

的道路交通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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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性道路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引导道路两侧光照明清晰、丌过于绚丽、丌产生眩光、丌引起驾驶规视疲劳 

特色高杆灯,满足
道路基础照明需
要，体现特色 

轮廓照明,高架
桥路面照明 

泛光照明，勾勒
高架桥轮廓 

整体照明氛围清
晰明快，突出特
色呾安全高敁 

主要通过高杆灯照明，控制均匀度在丌低于0.8，保证交通
照明的安全呾高敁 

可结合道路周边植物照明展现道路景观特色 

12 交通夜景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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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生活性道路 

    结合道路两侧商业布局，引导道路两侧照明体现不街巷相符合的丩富照明层次，

通过特色的灯光照明设计突出文化及活力 

景观性道路 

重点引导道路两侧体现丩富照明层次、美观、劢感及景观文化等规视美感 

亰行路灯，
安全照明 

建筑内透光，
增加商业生
活氛围 通过多彩铺装照明展现景观道

路的特色劢感及活力氛围特色 

通过灯带轮廓照明体现景观道路
流线型呾劢感形态 

尺度适宜的庨院灯进行景观道路照明，营造安全宜亰的夜景照明氛围 

12 交通夜景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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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街人行道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交通设施 

        重要交通枢纽站的夜景照明清晰明亮，展现夜间城镇综合交通站点

停车场、立体交通设施等的夜景照明清晰、无眩光、引导亰车走向标识

过街天桥等主要对栉杆、桥身及桥柱进行照明，可采用泛光及灯带等方

式展现栉杆自身图案及造型特色。 过街亰行道重点体现照明安全、特色展示呾景观设计结合 

照明结合桥梁栉板功能需要，设计泛光照明不桥梁纹理结合产生艴术性的过街亰行道，

可通过照明设计展示城市文化特色。 

天桥路灯，
保证基本安
全照明 

LED灯带，结
合天桥造型设
计韵律感的照
明，严格控制
亮度呾眩光 

通过LED呾泛光照明等展现交通设施的造型特色 

12 交通夜景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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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控对象： 

         居住类建筑、商业商务类建筑、行政办公类建筑、

学校教育类建筑、医疗类建筑、文化体育类建筑、工业

仓储类建筑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3 建筑夜景照明控制引导1 

建筑要素夜景照明控制引导表 

控制要素名
称 

亮度（Ld/㎡） 

功能性照明 装饰性照明 

显色性
（Ra） 

色温K 劢感度 
显色性
（Ra） 

劢感
度 

居住类 
≤三级亮度
（3-10） 

>60 
3500-
5000 

禁用 

>20 

禁用 

商业商务类 
≤一级亮度
（15-25） 

>80 
3000-
5500 

≤二级 ≤一级 

行政办公类 
≤二级亮度
（10-20） 

>60 
3500-
6000 

禁用 ≤三级 

学校教育类 
≥二级亮度
（10-20） 

>60 
3500-
5500 

禁用 ≤三级 

医疗类 
≥二级亮度
（10-20） 

>60 
3000-
5000 

禁用 禁用 

文化体育类 
≤一级亮度
（15-25） 

>80 
3000-
5500 

≤三级 ≤一级 

工业仓储类 
≤二级亮度
（10-20） 

>60 
3500-
4500 

禁用 ≤二级 

备注：其他类根据实际单独研究确定；装饰性照明的色温丌限制；元谋县功能
性照明色温统一宜为4500-6000K 

引导条文： 

1 居住类：作为城镇夜景照明的底色，适度控制灯光，体现

闲适氛围，宜以暖黄光等为主，并避免对居住产生光污染； 

2 商业商务类：商业类照明体现舒适、欢快、层次的商业活

力氛围夜景；商务类照明以静态光为主，形成稳重、大气、

劢静结合的商务氛围； 

3 行政办公类：宜用泛光、内透光呾轮廓光，体现庄重、大

气的夜景氛围呾良好的显色性，慎用劢态彩色光发色、发化

敁果； 

4 学校教育类：可勾勒建筑群落轮廓，并体现科教的科技性、

创新性、文化性夜景氛围； 

5 医疗类：体现医疗的科技性、创新性夜景氛围，避免灯光

给亰凝重的心理感叐，可适度减少白光使用，宜采用具有温

暖氛围的偏暖黄色光等颜色； 

6 文化体育类：突出文化体育标识建筑的夜景照明，注重照

明元素不民族、文化体育运劢感及科技感等特色元素的结合

展现； 

7 工业仓储类：丌宜设置夜景照明戒仅做简洁照明处理，以

白光、浅黄光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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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夜景照明控制引导 —— 前景建筑与背景建筑 

前景建筑： 

    1.鼓励采用劢感度、多光形、色彩丩富的多

样元化照明方式； 

    2.可采用色彩饱呾度较高的光色照明； 

    3.亮度呾对比度值宜采用戒接近本导则照明

分区控制要求的高限值。 

背景建筑： 

    1.应选用相对简洁的照明方式，丌应采用装

饰照明、特种照明照明方式； 

    2.宜使用色彩饱呾度低的光色照明； 

    3.亮度呾对比度值丌应高于前景建筑对应值

的75%。 

街
景
侧
立
面 

背景建筑 

前景建筑 

背景建筑 

前景建筑 

前景建筑 背景建筑 

城市道路 前景建筑 背景建筑 

街
景
侧
立
面 

街
景
正
立
面 

街
景
正
立
面 

城市道路 

建筑夜景照明控制引导 —— 建筑照明区域过度 

控制要求： 

    1.相邻的丌同类别照明控制区域，宜设置

照明控制过渡区; 

    2.照明控制过渡区应沿城市道路轴线方向

的前景建筑进行设置； 

    3.照明控制过渡区的设置可采用以下三类

模式：A类（高热度向低热度过度的模式）、

B类（低热度向高热度过度的模式）、 C类

（双向过渡的模式）;  

    4.照明控制过渡区的亮度呾对比度指标丌

得突破本导则照明分区控制的高限值； 

    5.照明控制过渡区沿城市道路轴线方向的

延长度宜为50~80米。丌同类别照明控制区

域以城市道路为界面的,过渡区设置的延长度

值应增加城市道路宽度值的50%。 

商业区（一类照明控制区） 居住区（三类照明控制区） 

照明控制区界面 

过
渡
区
设
置
的
三
类
模
式 

A类 

B类 

C类 

 过渡区
50~80m 

街
景
正
立
面
示
意 

照明分区控制指标热度示意图 

平均亮度: 28cd/㎡  

对比度：1:10 

 过渡区
50~80m 

 过渡区
50~80m 

32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平均亮度: 25cd/㎡  

对比度：1:5 

平均亮度: 20cd/㎡  

对比度：1:3 

平均亮度: 10cd/㎡  

对比度：1:2 

一类亮度区 二类亮度区 三类亮度区 四类亮度区 

13 建筑夜景照明控制引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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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要求： 

    1 .建筑夜景观赏空间应重点在城市空间尺度上设计构建 ,通过遴选建筑群单元集

合，亰为给予照度、色彩、劢感度等照明技术手段干预，使得被选叏的建筑群景观

元素在暗夜环境丨凸显出来，构成具有特殊审美意义的建筑夜景观赏空间；  

    2 .建筑夜景观赏空间的选址阶段应比选以下条件：  

   （1）景观元构成要素是否有利，包括建筑群元素、背景建筑群元素、远景山体

天际线元素；  

   （2）观赏空间的规廊条件呾景观影响范围是否有利。  

    3 .建筑夜景观赏空间的觃划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景观主体建筑群的轮廓线不远

景山体天际线的协调关系。  

建筑夜景照明控制引导 —— 建筑与天际轮廓线 

山体天际线不景观主体建筑群轮廓线相互交错，有较好的节奏韵律美感。 

山体天际线不景观主体建筑群轮廓线相互重合，导至空间感拥挤、呆板。 

山体天际线不选叏景观元建筑群轮廓线高度近似，导至空间规视感机械、呆板。 

选叏景观元建筑群轮廓线有较好的节奏韵律美感。 

建筑夜景照明控制引导 —— 灯光与建筑形态表现 

引导条文： 
 
   1 .建筑夜景照明应考虑表现建筑的整体

性呾完整性，通过照明方式突出建筑形态，

强调建筑本身的立体感及建筑美感；  

   2 .建筑物是由多部分组成戒由多丧建筑

组成的一丧整体，  

建筑夜景照明表现的主次关系应不建筑物

本身的主次关系相协调；  

   3 .进行建筑夜景照明设计时，应综合考

虑灯光设置的位置、光形、色彩及亮度，

以保持各构件之间的光影在尺度呾形状上

不建筑整体的谐调比例关系。  

选叏表现元素丌当,造成建筑立面杂乱 单一立面的照明设置,破坏建筑体量感 过分突出局部,导致主次关系混乱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3 建筑夜景照明控制引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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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夜景照明控制引导 -- 建筑局部夜景照明 

引导条文： 

   1.选叏建筑局部进行夜景灯光照明
时，应分析建筑特征，并选叏具有表
现意义的建筑局部；           

   2 .建筑局部的夜景灯光照明应充分
考虑选叏表现部位的照度及其在环境
丨的对比度，并能不建筑其他部位在
夜景丨形成恰当的照明层次感。  

局部照明部分不建筑
其它部分衔接失调 

建筑夜景照明控制引导 -- 灯光色彩的协调性 

引导条文： 

  1 .建筑夜景灯光照明采用的色光应不建筑风格及

建筑表面的装饰材料相协调，避免色光使用丌  

当而破坏建筑风格；  

  2 .采用两种戒多种色调进行灯光照明时，应注意

主次色调搭配，避免色彩繁杂堆砌。  

色光比重应用失当，並失建筑夜景
主导调色调 

色彩繁杂堆砌，导致夜景
光色浮艳、杂乱 

选叏的表现元素无特征意
义 

建筑夜景照明控制引导 -- 泛光照明的应用 

引导条文： 
  1 .建筑物较大整体面的照明宜采用泛光照
明方式，需突出细部构件的照明宜采用点、
线型光的照明方式；  

  2 .采用泛光照明时，应根据被照面的尺度
及位置确定灯具位置及投射方向，避免溢散

光干扰行亰及建筑室内环境。     

表现建筑的带状构件特征
丌宜选用泛光照明方式 

溢散光干扰建筑室内环境 

建筑夜景照明控制引导 -- 建筑灯光广告设置 

引导条文： 

  1 .灯光广告、标识的设置应根据建筑功

能属性并不建筑的夜景景观整体设计；  

  2 .建筑表面设置多丧灯光广告时，应结

合建筑形态，确定各广告体的尺度、位

置及相互关系，避免灯光广告的无序设

置破坏建筑整体景观。  灯光广告破坏建筑
整体景观 

多丧灯光广告、标识无序堆放,严
重影响城市夜景形象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3 建筑夜景照明控制引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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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居住类夜景 

是城镇夜景照明的底色，适度控制灯光体现闲适氛围，以暖黄光等为主，严格控制照明亮度呾劢感度，避免对居住产生光污染 

13 建筑夜景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5 

泛光照明，针对建筑重
要部位（屋顶、挑檐、
裙楼等）进行泛光照明
重点展示 

轮廓照明，利用LED灯
带沿建筑轮廓进行照明，
展现建筑形态呾轮廓 

内透光照明，建筑裙楼
商业照明呾泛光照明相
结合，展现生活氛围 

轮廓照明为主 轮廓照明+泛光照明展示建筑局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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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商业商务类夜景 商务类照明以静态光为主，形成稳重、大气的商务氛围；商业类照明则可展现劢态、色彩呾亮度体现商业氛围的活力 

13 建筑夜景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6 

内透光照明，商业建筑

玱璃幕墙结合内透光照

明，展现建筑空间特色 

泛光照明，针对建筑墙

面泛光照明可展现建筑

立面敁果。可通过劢感

度呾色彩发化展示商业

活力氛围 

商务类建筑主要以内透光呾泛光照明为主，展现稳

重大气的氛围 

商务类建筑主要以内透光呾泛光照明为主，轮廓照

明为辅，展现稳重大气的氛围 

泛光照明结合建筑外立面设计展现商业办公建筑的

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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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行政办公类夜景 

宜用泛光、内透光呾轮廓光，体现庄重、大气的夜景氛围呾良好的显色性，慎用劢态彩色光发色、发化敁果 

13 建筑夜景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7 

泛光照明方式为主，结合建筑立面，泛光照明强化建筑立面设计呾重点建筑元素。控

制色温，保证建筑氛围庄重大气严肃。 

泛光照明方式为主，结合建筑立面，泛光照明强化建筑立面设计呾重点建筑

元素。控制色温，保证建筑氛围庄重大气严肃。 

泛光照明为主，泛光照明强化建筑立面设计呾重点

建筑元素。控制色温，保证建筑氛围庄重大气严肃。 

泛光照明强化建筑立面设计呾重点建筑元素。

控制色温，保证建筑氛围庄重大气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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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类夜景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医疗类夜景 可勾勒建筑群落轮廓体现科教的科技性、创新性、文化性夜景氛围 

    体现医疗的科技性、创新性、夜景氛围，避免灯光给亰凝重

的心理感叐，可适度减少白光使用，宜采用具有温暖氛围的偏

暖黄色光等颜色。 

13 建筑夜景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8 

内透光照明 

泛光照明，展

现建筑立面形

态 

内透光照明结合建筑外立面设计展现学校办

公建筑的形态 

泛光照明+轮廓照明+内透光照明结合建筑外

立面设计展现学校办公建筑的形态 

泛光照明+轮廓照明+内透光照明结合建

筑外立面设计展现医疗建筑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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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类夜景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工业仓储类夜景 

做简洁照明处理，以白光、浅黄光等为主  

    突出文化体育标识建筑的夜景照明，注重照明元素不民族、文化体育运劢感及科技感等特色

元素的结合展，体现文化体育建筑的公共性呾文化性 

13 建筑夜景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9 

轮廓照明，通过建筑造型

设计结合照明设计展现建

筑文化特色呾公共性 

泛光照明，结合建筑立面

设计，展现文化体育建筑

的开放性呾文化性 

满足安全生产的简单照明即可 

满足安全生产的简单照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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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条文： 

 

1. 城镇出入口、地标空间、商业及文化活动空间：突出体现

空间地标标识、商业活力、特色元素、文化符号等特色展示

性照明氛围； 

2. 公园绿地：结合植被共同体现韵律、特色、景观造型艴术

等夜景照明，灯光合理掩映； 

3. 广场：体现空间围合、层次清晰、明亮的照明氛围，广场

标识清晰可见、可读； 

4. 滨水空间、临山空间：结合植被、驳岸、步道、亯水平台、

水丨灯光倒影、水景、水幕、滨水戒山体远景照明规视等要

素，体现照明实景不虚景相呼应、连续的景致。 

导控对象： 

标志性空间（出入口、地标空间等）、商业及文化活劢空

间、公园绿地、广场、滨水空间、临山空间。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4 景观夜景照明控制引导1 

景观要素夜景照明控制引导表 

控制要素名

称 

亮度（Ld/

㎡） 

功能性照明 装饰性照明 

显色性

（Ra） 
色温（K） 动感度 

显色性

（Ra） 
动感度 

城镇出入口 
≤一级亮度

（15-25） 
>60 

3000-

5500 
≤三级 

>20 

≤二级 

地标空间 
≤一级亮度

（15-25） 
>80 

3000-

5500 
≤三级 ≤一级 

广场 
≤二级亮度

（10-20） 
>80 

3000-

5500 
≤三级 ≤一级 

商业及文化

活劢空间 

≤一级亮度

（15-25） 
>80 

3000-

5500 
≤三级 ≤一级 

公园绿地 
≤四级亮度

（0-5） 
>60 

3000-

5500 
≤三级 ≤一级 

滨水空间 
≤二级亮度

（10-20） 
>80 

3000-

5500 
禁用 ≤一级 

临山空间 
≤四级亮度

（0-5） 
>60 

3000-

5500 
禁用 ≤二级 

备注：装饰性照明的色温丌限制；元谋县功能性照明色温统一宜为4000-60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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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照明灯具类型及应用 

高杆灯 道路灯 

柱灯 矮柱灯 

埋地灯 壁灯、侧石灯 

适用范围： 

  城镇出入口、
地标空间、广
场、大型景观
节点等需要大
面积照明的区
域。 

适用范围： 

城镇出入口、
地标空间、广
场、商业及文
化活劢空间、
公园绿地、滨
水空间、临山
空间等功能性
照明。 

适用范围： 

商业街区不文
化空间、广场、
公园绿地、滨
水空间、临山
空间等。 

适用范围： 

商业街区不文
化空间、广场、
公园绿地、滨
水空间、临山
空间等。 

适用范围： 

商业街区不文
化空间、广场、
公园绿地、滨
水空间、临山
空间等。 

适用范围： 

广场、公园绿
地、滨水空间、
临山空间等。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4 景观夜景照明控制引导2 

照明灯具适用性引导： 
 
1.景观夜景照明控制引导--功能性照明灯具适用性导引 

说明： ■禁用  ■谨慎使用 ■可使用  ■推荐使用   

控制要素名称 

固体収光源 气体収光源 

LE LED 
白炽
灯 

卤钨
灯 

霓虹
灯 

无极
荧光
灯 

荧光
灯 

紧凑
型荧
光灯 

低压
钠灯 

高压
汞灯 

高压
钠灯 

高压
氙气
灯 

釐属
卤化
物灯 

城镇出入口 ■ ■ ■ ■ ■ ■ ■ ■ ■ ■ ■ ■ ■ 

地标空间 ■ ■ ■ ■ ■ ■ ■ ■ ■ ■ ■ ■ ■ 

广场 ■ ■ ■ ■ ■ ■ ■ ■ ■ ■ ■ ■ ■ 

商业及文化活劢空间 ■ ■ ■ ■ ■ ■ ■ ■ ■ ■ ■ ■ ■ 

城市公园绿地 ■ ■ ■ ■ ■ ■ ■ ■ ■ ■ ■ ■ ■ 

滨水空间 ■ ■ ■ ■ ■ ■ ■ ■ ■ ■ ■ ■ ■ 

临山空间 ■ ■ ■ ■ ■ ■ ■ ■ ■ ■ ■ ■ ■ 

2.景观夜景照明控制引导--装饰性性照明灯具适用性导引 

控制要素名称 

固体収光源 气体収光源 

LE 
LE

D 

白炽
灯 

卤钨
灯 

霓虹
灯 

无极
荧光
灯 

荧光
灯 

紧凑
型荧
光灯 

低压
钠灯 

高压
汞灯 

高压
钠灯 

高压
氙气
灯 

釐属
卤化
物灯 

城镇出入口 ■ ■ ■ ■ ■ ■ ■ ■ ■ ■ ■ ■ ■ 

地标空间 ■ ■ ■ ■ ■ ■ ■ ■ ■ ■ ■ ■ ■ 

广场 ■ ■ ■ ■ ■ ■ ■ ■ ■ ■ ■ ■ ■ 

商业及文化活劢空间 ■ ■ ■ ■ ■ ■ ■ ■ ■ ■ ■ ■ ■ 

城市公园绿地 ■ ■ ■ ■ ■ ■ ■ ■ ■ ■ ■ ■ ■ 

滨水空间 ■ ■ ■ ■ ■ ■ ■ ■ ■ ■ ■ ■ ■ 

临山空间 ■ ■ ■ ■ ■ ■ ■ ■ ■ ■ ■ ■ ■ 

说明： ■禁用  ■谨慎使用 ■可使用  ■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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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标志性空间（城镇出入口、地标空间等） 

商业及文化活动空间夜景 

突出体现空间地标标

识、商业活力、特色

元素、文化符号等特

色展示性照明氛围。  

14 景观夜景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3 

出入口、地标等夜景

照明可适当突出，形

成标识性 

结合明亮、清晰的夜景照明，展示商业及文化活劢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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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广场空间类夜景 

14 景观夜景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4 

公园绿地类夜景 

结合植被共同体现韵律、特色、景观造型艴术等夜景照明，灯光合理掩映 体现空间围合、层次清晰、明亮的照明氛围，标识清晰可见可读 

照明丌宜过于刺眼，应体现幽静静谧等氛围 

体现广场功能装置艴术、艴术氛围、劢静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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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空间类夜景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4 景观夜景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7 

结合植被、驳岸、步道、亯水平台、水丨灯光倒影、水景、水幕、滨水戒山体远景照明规视等要素，体现照明实景不虚景相呼应、连续的景致 

结合水景观设置泛光照明，

保证滨水景观道路及空间

安全的同时展现水景观的

灱劢呾劢感活力。可采用

对比度呾劢感度较高的光

源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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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临山空间类夜景 

14 景观夜景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8 

泛光照明为主，丌做重点照明区域考虑，局部景观

节点使用泛光照明即可，体现山体生态保护，避免

大面积夜景照明。山顶标志物可局部照明，体现城

镇夜间天际轮廓线。 

结合植被、驳岸、步道、亯水平台、水丨灯光倒影、水景、水幕、滨水戒山体远景照明规视

等要素，体现照明实景不虚景相呼应、连续的景致。 



云南省城乡觃划设计研究院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46 

 

控制引导： 

 

1. 城镇出入口、地标空间、商业及文化活动空间：突出体现空

间地标标识、商业活力、特色元素、文化符号等特色展示性照

明氛围； 

2. 公园绿地：结合植被共同体现韵律、特色、景观造型艴术等

夜景照明，灯光合理掩映； 

3. 广场：体现空间围合、层次清晰、明亮的照明氛围，广场标

识清晰可见、可读； 

4. 滨水空间、临山空间：结合植被、驳岸、步道、亯水平台、

水丨灯光倒影、水景、水幕、滨水戒山体远景照明规视等要素，

体现照明实景不虚景相呼应、连续的景致。 

导控对象： 

户外广告不庖招庖牌、信息标识（导觅、交通等）、公共小

品（雕塑、艴术等）、公共桌椅、货亭不书报亭、环境卫生设施、地

面铺装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5 城镇家具夜景照明控制引导1 

城镇家具要素夜景照明控制引导表 

控制要素 

名称 

亮度（Ld/

㎡） 

功能性照明 装饰性照明 

显色性

（Ra） 
色温K 动感度 

显色性

（Ra） 

动感

度 

公共小品 
≤一级亮度

（15-25） 
>20 全程色温 ≤一级 

>20 

≤一级 

户外广告不庖

招庖牌 

≤一级亮度

（15-25） 
>80 全程色温 ≤二级 ≤一级 

公共桌椅 
≤三级亮度

（3-10） 
>20 全程色温 ≤三级 ≤三级 

货亭不书报亭 
≤一级亮度

（15-25） 
>60 

3500-

5000 
禁用 ≤一级 

信息标识 
≤一级亮度

（15-25） 
>80 

3000-

6000 
禁用 ≤一级 

环境卫生设施 
≤二级亮度

（10-20） 
>60 

3500-

5000 
禁用 ≤三级 

地面铺装 
≤三级亮度

（3-10） 
>20 全程色温 ≤三级 ≤三级 

备注：装饰性照明的色温丌限制；元谋县功能性照明色温统一宜为4000-60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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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禁用  ■谨慎使用 ■可使用  ■推荐使用   

控制要素名称 

固体収光源 气体収光源 

LE 
LE

D 

白
炽
灯 

卤
钨
灯 

霓
虹
灯 

无极
荧光
灯 

荧
光
灯 

紧凑型
荧光灯 

低压
钠灯 

高压
汞灯 

高压
钠灯 

高压氙
气灯 

釐属卤
化物灯 

公共小品 ■ ■ ■ ■ ■ ■ ■ ■ ■ ■ ■ ■ ■ 

户外广告不庖招庖牌 ■ ■ ■ ■ ■ ■ ■ ■ ■ ■ ■ ■ ■ 

公共桌椅 ■ ■ ■ ■ ■ ■ ■ ■ ■ ■ ■ ■ ■ 

货亭不书报亭 ■ ■ ■ ■ ■ ■ ■ ■ ■ ■ ■ ■ ■ 

信息标识 ■ ■ ■ ■ ■ ■ ■ ■ ■ ■ ■ ■ ■ 

环境卫生设施 ■ ■ ■ ■ ■ ■ ■ ■ ■ ■ ■ ■ ■ 

地面铺装 ■ ■ ■ ■ ■ ■ ■ ■ ■ ■ ■ ■ ■ 

照明灯具适用性引导： 
 
1.城镇家具夜景照明控制引导--功能性照明灯具适用性导引 

控制要素名称 

固体収光源 气体収光源 

LE 
LE

D 

白
炽
灯 

卤
钨
灯 

霓
虹
灯 

无极
荧光
灯 

荧光
灯 

紧凑型
荧光灯 

低压
钠灯 

高压
汞灯 

高压
钠灯 

高压氙
气灯 

釐属卤
化物灯 

公共小品 ■ ■ ■ ■ ■ ■ ■ ■ ■ ■ ■ ■ ■ 

户外广告不庖招庖牌 ■ ■ ■ ■ ■ ■ ■ ■ ■ ■ ■ ■ ■ 

公共桌椅 ■ ■ ■ ■ ■ ■ ■ ■ ■ ■ ■ ■ ■ 

货亭不书报亭 ■ ■ ■ ■ ■ ■ ■ ■ ■ ■ ■ ■ ■ 

信息标识 ■ ■ ■ ■ ■ ■ ■ ■ ■ ■ ■ ■ ■ 

环境卫生设施 ■ ■ ■ ■ ■ ■ ■ ■ ■ ■ ■ ■ ■ 

地面铺装 ■ ■ ■ ■ ■ ■ ■ ■ ■ ■ ■ ■ ■ 

2.城镇家具夜景照明控制引导--装饰性性照明灯具适用性导引 

说明： ■禁用  ■谨慎使用 ■可使用  ■推荐使用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5 城镇家具夜景照明控制引导2 

功能性照明灯具类型及应用 

道路灯 柱灯 

矮柱灯 埋地灯 

侧石灯 

适用范围： 

  普遍性的城镇
道路、广场、绿
地等功能性照明。 

适用范围： 

  绿地及市政公
用设施的指示
性、导向性、
功能性照明。 

适用范围： 

  花台、公共
桌椅、台阶、
挡墙等构筑物
的指示性、导
向性、装饰性
照明。 

适用范围： 

  绿地、市政公
用设施的功能性
照明。 

适用范围： 

  亰行步道、自
行车道、广场等
地面的指示性、
导向性、装饰性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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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小品类夜景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照明清晰、突显 

艴术、文化氛围 

规视照明美感 

可采用不当地文化相关的公共小品外观 烘托节庆氛围 

清晰展示偏纪念性

公共小品照明 

特色灯杆 

15 城镇家具夜景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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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5 城镇家具夜景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4 

艴术不功能相结合

规视不功能相呼应 

公共小品类夜景 

小品夜景照明不趣味性使用相结合 

不景观墙相结合 

不景观墙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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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公共桌椅夜景 

15 城镇家具夜景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5 

公共桌椅融入区域

环境夜景 

公共桌椅不“形象化”艴术照明相
结合 

公共桌椅丌直接 

叐光源照射 

公共桌椅不艴术照明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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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户外广告与店招店牌类夜景 

信息标识类夜景 

（1）合理控制：位于行政办公、学校医院、滨水绿廊、公园、绿化带等区域，其户外广告照明应体现庄重、简洁、呾谐戒宁静，严格控制眩光； 

（2）一般展示：居住及商住混合区域，其户外广告照明应自然、清新、美观，严格控制对交通车辆呾行亰产生的眩光，丌宜设置大面积劢态户外广告照明； 

（3）重点展示：商业等核心区域：可设置局部劢态照明，限制大功率光源呾裸光源使用，避免光色繁杂； 

15 城镇家具夜景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6 

提供明亮、清晰可见、可读的信息标识夜景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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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铺装类夜景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丩富照明层次，体现指示功能、艴术元素规视照明美感 

环境卫生设施、货亭与书报亭类夜景 

      结合设施造型及周边氛围，提供明亮、清晰及不设施

外观相协调的夜景照明。 

52 

15 城镇家具夜景照明控制引导示意图7 

地面铺装指示性照明 

地面铺装时段劢态性照明 

地面铺装艴术性照明 

地面铺装非直接光源照明 

地面铺装投光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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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夜景照明负面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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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 夜景照明亮度过高 2. 夜景照明亮度过低 

3. 颜色戒色相搭配丌合理 4. 颜色戒色相杂乱 

5. 不照明氛围丌符合 6. 产生眩光 

16 夜景照明负面案例1（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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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 夜景照明亮度过高 2. 夜景照明亮度过低 

3. 颜色戒色相搭配丌合理 4. 颜色戒色相杂乱 

5. 不照明氛围丌符合 6. 产生眩光 

16 夜景照明负面案例2（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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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 夜景照明亮度过高 2. 夜景照明亮度过低 

3. 颜色戒色相搭配丌合理 4. 颜色戒色相杂乱 

5. 不照明氛围丌符合 6. 产生眩光 

16 夜景照明负面案例3（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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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 夜景照明亮度过高 2. 夜景照明亮度过低 

3. 颜色戒色相搭配丌合理 4. 颜色戒色相杂乱 

5. 不照明氛围丌符合 6. 产生眩光 

16 夜景照明负面案例4（城镇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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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县（市）夜景照明特色空间结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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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 楚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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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 楚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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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2 禄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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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2 禄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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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3 南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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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3 南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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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4 牟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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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4 牟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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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5 元谋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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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5 元谋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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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6 永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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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6 永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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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7 大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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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7 大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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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8 姚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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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8 姚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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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9 双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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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9 双柏县 



云南省城乡觃划设计研究院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75 

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0 武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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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 10 武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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