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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DB21/T 2578-2016《高速公路隧道LED照明设计规范》，与DB21/T 2578-2016相比，除

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增加了“照明控制”的相关要求，补充了智能照明控制的设计要求（见13.2、13.4、13.5、13.6、

13.7、13.8、13.9）； 

b）增加了高速公路隧道照明应以照明功率密度要求（见15.1）以及不同车道数下的照明功率密度

限值要求（见15.2）； 

c）增加了高速隧道照明能效等级要求（见15.3）； 

d）增加了隧道涂装设计的相关要求（见15.10）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辽宁省交通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和山、苏连军、刘亮、高照、肇毓、许喆、王伟、崔厚洋、宋嗣博、樊博、

柳阳。 

本文将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6年首次发布为DB21/T 2578-2016。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DB21/T 2578—XXXX 

 

 III 

引  言 

为了更好地推进高速公路隧道LED照明工程应用，指导辽宁省高速公路隧道LED照明设计，编制组在

总结研究成果及现有应用的基础上，吸纳国内外最新技术成果，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管理权和解释权归辽宁省交通厅，日常解释及管理工作由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 

各单位在使用过程中，若发现问题或提出意见、建议，请及时与主编单位联系（地址：，邮编：；

电话：，传真：；邮箱：），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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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隧道 LED 照明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速公路隧道LED照明系统设计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符号、一般规定、

分类、照明分期、照明区段划分、中、长隧道照明设计、短隧道照明设计、LED照明灯具选择、照明布

灯、照明计算、照明控制、照明供配电设计、节能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辽宁省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隧道LED照明系统的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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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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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GB 37478  道路和隧道照明用 LED灯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4969  公路照明技术条件 

JTG/T D70/2-01  公路隧道照明设计细则 

JTG D70/2  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二册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JTJ 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设计交通量 design volume  

设计年份高峰小时混合交通量。 

3.2  

工况效能 lamp effective luminous efficacy 

在规定的工况条件下，LED灯具照射到隧道所需照明区域的光通量与灯具功率（含电源功率）之比。 

3.3  

养护系数 maintenance factor 

照明装置使用一定时期后，受光通量衰减、灯具受污染等影响，该装置提供路面的平均亮度与在相

同条件下初装时在同一路面上所得到的平均亮度之比。 

3.4  

利用系数 utilization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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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的使用条件下，灯具发出的、投射到路面上的总光通量与灯具内所有光源发出的总光通量之

比。 

3.5  

洞外亮度 threshold luminance 

距洞口一个停车视距处、离地面1.5 m高，正对洞口方向20°视场范围内环境的平均亮度。 

3.6  

设计亮度 design luminance 

规定表面上的最低平均亮度需求值。 

3.7  

计算亮度 computed luminance 

设计亮度除以维护系数得出的亮度值。 

3.8  

应急照明  emergency lighting 

因正常照明的电源失效而启用的照明，供人员疏散、保障安全的照明。 

3.9  

色温 colour temperature 

当某一种光源（热辐射光源）的色品与某一温度下的完全辐射体（黑体）的色品完全相同时，完全

辐射体（黑体）的温度，简称色温。 

3.10  

光学长隧道 optically long tunnel 

距洞口一个停车视距处，在道路中心线、离地面1.5m高位置不能完全看到出口的曲线隧道。 

4 一般规定 

4.1 为贯彻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经济政策，统一高速公路隧道 LED照明设计标准，指导高速公路隧

道 LED照明设计符合科学合理、经济安全、利用高效的原则，制订本规范。 

4.2 高速公路隧道 LED 照明设计应纳入高速公路隧道总体设计。 

4.3 高速公路隧道 LED 照明设计应分别针对正常和异常交通工况进行设计。 

4.4 不设照明的高速公路隧道应设置完善的视线诱导设施。 

4.5 高速公路隧道 LED 照明应进行智能调光控制设计。 

4.6 高速公路隧道 LED 照明设计前应按表 1收集资料。 

表 1 高速公路隧道 LED照明设计基础资料 

调查内容 描述 

隧址环境 隧址区域地形、植被条件 

土建结构物条件 
隧道长度、纵坡、平纵线形、墙面装饰材料与路面类型、洞口结构形

式、横断面布置及建筑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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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速公路隧道 LED照明设计基础资料（续） 

调查内容 描述 

交通条件 设计交通量、设计速度、交通组成、单向或双向交通 

供电条件 变电所位置 

运营管理方式 调光控制方式 

灯具条件 
灯具外形尺寸、养护系数、工况效能（在无法提供工况效能值时，可

通过灯具光效及利用系数进行计算） 

 

4.7 高速公路隧道 LED 照明设计应满足路面平均亮度、路面亮度总均匀度、路面中线亮度纵向均匀度

和诱导性要求。 

4.8 高速公路隧道 LED 照明设置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a）长度 L＞200 m的高速公路隧道应设置照明； 

b）长度 100 m＜L≤200 m的高速公路光学长隧道应设置照明； 

4.9 隧道两侧墙面 2 m高范围内的平均亮度，不宜低于路面平均亮度的 60%。 

4.10 本规范未详细规定之处，可参照 JTG/T D70/2-01执行。 

5 分类 

5.1 高速公路隧道按其长度可分为特长隧道、长隧道、中隧道和短隧道。 

表 2 高速公路隧道长度分类 

分类 特长隧道 长隧道 中隧道 短隧道 

长度（m） L＞3000 3000≥L＞1000 1000≥L＞500 L≤500 

 

5.2 高速公路短隧道按其通透情况可分为光学长隧道和非光学长隧道两类。 

6 照明分期 

6.1 高速公路隧道 LED 照明设计应统筹规划，一次设计；可根据预测交通量变化分期实施。 

6.2 高速公路隧道 LED 照明设计交通量宜取 5到 7年的预测交通量。 

7 照明区段划分 

7.1 单向交通隧道照明区段可划分为入口段照明、过渡段照明、中间段照明、出口段照明、洞外引道

照明以及洞口接近段减光设施；隧道照明区段构成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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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P——洞口；     S——接近段起点； 

A——适应点；    d——适应距离。 

图1  单向交通隧道照明系统分段简图 

7.2 双向交通隧道照明区段可划分为入口段照明、过渡段照明、中间段照明、洞外引道照明以及洞口

接近段减光设施；隧道照明区段构成如图 2所示。 

 

图2 双向交通隧道照明系统分段简图 

7.3 隧道入口段、过渡段、出口段照明应由基本照明和加强照明组成；基本照明应与中间段照明一致。 

8 中、长隧道照明设计 

8.1 入口段照明 

8.1.1 入口段设计亮度 

8.1.1.1 入口段宜划分为入口段 TH1、入口段 TH2两个照明段，与之对应的设计亮度应分别按式（1）、

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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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SLkLth =  ................................ （1） 

 )(5.0 202 SLkLth =  .............................. （2） 

式中： 

1thL  ——入口段 1亮度； 

k  ——入口段亮度折减系数； 

)(20 SL  ——洞外亮度； 

2thL  ——入口段 2亮度。 

8.1.1.2 入口段设计亮度折减系数 k可按表 3取值。 

表 3 入口段设计亮度折减系数 k取值表 

设计交通量 N [（veh/（h·ln）] 设计速度 vt（km/h） 

单向交通 双向交通 120 100 80 

≥1200 ≥650 0.070 0.045 0.035 

≤350 ≤180 0.050 0.035 0.025 

 

8.1.2 洞外亮度取值方法 

8.1.2.1 初步设计阶段可按 JTG/T D70/2-01 表 4.2.1取值。 

8.1.2.2 施工图设计阶段宜进行洞外亮度实测，新建隧道宜采用环境简图法确定 L20(S)值，改造隧道

宜采用数码相机法确定 L20(S)值。 

8.1.2.3 洞外亮度实测值与设计取值的误差如超出±25%，应调整照明系统的设计。 

8.1.3 入口段长度计算 

8.1.3.1 入口段长度应按式（3）计算： 

 
)

10tan

5.1
154.1(

2

1
21 

−
−==

h
DDD sthth

 ....................... （3） 

式中： 

1thD  ——入口段 TH1分段长度； 

2thD  ——入口段 TH2分段长度； 

sD  ——照明停车视距； 

h  ——隧道内净空高度。 

8.1.3.2 停车视距 Ds可按 JTG/T D70/2-01 表 4.2.3 取值。 

8.1.4 连续隧道入口段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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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座隧道间的行驶时间按设计速度计算小于 15s，且通过前一座隧道的行驶时间大于 30s时，后

续隧道入口段设计亮度应进行折减，亮度折减率可按表 4取值。 

表 4 后续隧道入口段设计亮度折减率 

两隧道之间行驶时间 t（s） t＜2 2≤t＜5 5≤t＜10 10≤t＜15 

后续隧道入口段亮度折减率（%） 50 30 25 20 

 

8.2 过渡段照明 

8.2.1 过渡段宜渐变递减原则，划分为过渡段 TR1、过渡段 TR2、过渡段 TR3三个照明段，其设计亮度

宜按表 5取值。 

表 5 过渡段设计亮度 

照明段 TR1 TR2 TR3 

亮  度 Ltr1=0.15Lth1 Ltr2=0.05Lth1 Ltr3=0.02Lth1 

注 1：Ltr1 ——过渡段 1 亮度； 

注 2：Ltr2 ——过渡段 2 亮度； 

注 3：Ltr3 ——过渡段 3 亮度。 

 

8.2.2 过渡段长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a）过渡段 1长度应按式（4）计算： 

 

8.13

t21
1

vDD
D thth

tr +
+

=
 ............................. （4） 

式中： 

1trD  ——过渡段 TR1分段长度； 

tv  ——设计速度。 

b）过渡段 2长度应按式（5）计算： 

 

8.1

2 t
2

v
Dtr =

 ................................... （5） 

式中： 

2trD  ——过渡段 TR2分段长度。 

c）过渡段 3长度应按式（6）计算： 

 

8.1

3 t
3

v
Dtr =

 ................................... （6） 

式中： 

3trD  ——过渡段 TR3分段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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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中间段照明 

8.3.1 高速公路隧道中间段照明设计亮度按表 6取值。 

 

表 6 中间段照明设计亮度标准（cd/m
2
） 

设计速度 

vt 

（km/h） 

中间段亮度 Lin 

单向交通 

N≥1200 veh /（h∙ln） 350 veh /（h∙ln）＜N＜1200 veh /（h∙ln） N≤350 veh /（h∙ln） 

双向交通 

N≥650 veh /（h∙ln） 180 veh /（h∙ln）＜N＜650 veh /（h∙ln） N≤180 veh /（h∙ln） 

120 5.0 3.0 2.5 

100 3.5 2.5 1.5 

80 2.0 1.5 1.5 

 

8.3.2 单向交通且以设计速度通过隧道的行车时间超过 135s时，隧道中间段宜分为两个照明段，与之

对应的长度及亮度不应低于表 7的规定。 

表 7 中间段分各照明段设置的长度及亮度取值 

项目 长度（m） 亮度（cd/m2） 

中间段第一照明段 30s 行车距离 Lin 

中间段第二照明段 余下的中间段长度 

Lin×80%， 

且不低于 1.0 cd/m2 

Lin×50%， 

且不低于 1.0 cd/m2 

 

8.3.3 紧急停车带和横通道照明： 

a）紧急停车带宜采用显色指数高于 80的光源，照明亮度宜取所在区段路面亮度标准的 3倍且不小

于 4.0 cd/m
2
。 

b）横通道照明平时可处于关闭状态，一旦开启应能立即自动点亮。横通道照明亮度不应低于 1.0 

cd/m
2
。 

8.3.4 隧道内交通分流段、合流段的亮度不宜低于中间段亮度的 3倍。 

8.4 出口段照明 

8.4.1 出口段宜划分为出口段 EX1、出口段 EX2两个照明段，其设计亮度应按表 8取值。 

表 8 出口段亮度 

照明段 EX1 EX2 

亮  度 Lex1=6Lin Lex2=10Lin 

注 1：Lex1 ——出口段 1 亮度； 

注 2：Lex2 ——出口段 2 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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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出口段每段长度宜取 30 m。 

8.4.3 在双向交通隧道中，出口段照明和入口段照明做相同处理。 

8.5 应急照明 

8.5.1 高速公路隧道应设置应急供电系统,应急照明供电电源维持时间不小于 30 min。 

8.5.2 应急照明可利用部分基本照明灯具。  

8.5.3 启用应急照明洞内路面亮度应不小于中间段设计亮度的 20%，且不小于 0.2 cd/m
2
。 

8.5.4 当处于应急照明状况时，宜及时将洞内照明状况信息发布，有条件时可采用可变情报板发布信

息。 

8.6 洞外引道照明 

8.6.1 洞外引道照明可按道路照明进行设计。 

8.6.2 洞外引道照明设计亮度不宜小于表 9的规定值。 

表 9 引道照明设计亮度 

设计速度 vt（km/h） 设计亮度（cd/m2） 

120 2.0 

100 2.0 

80 1.5 

 

8.6.3 洞外引道设置长度可按照引道照明进行设计。 

a）洞外引道照明设置长度不宜小于表 10的规定值。 

表 10 引道照明设置长度 

设计速度 vt（km/h） 长度（m） 

120 240 

100 180 

80 130 

 

b）连续隧道间洞外路段长度小于表 10所规定值时，可按实际洞外路段长度设置引道照明。 

9 短隧道照明设计 

9.1 入口段照明 

9.1.1 光学长隧道 

9.1.1.1 长度 100 m＜L≤300 m的光学长隧道，入口段亮度宜分别按式（1）和式（2）计算值的 50%取

值。 

9.1.1.2 长度 300 m＜L≤500 m的光学长隧道，入口段亮度可分别按式（1）及式（2）计算。 

9.1.2 非光学长隧道 

9.1.2.1 长度 200 m＜L≤300 m的非光学长隧道，入口段亮度宜分别按式（1）和式（2）计算值的 20%

取值。 



DB21/T 2578—XXXX 

 

 9 

9.1.2.2 长度 300 m＜L≤500 m的非光学长隧道，入口段亮度宜分别按式（1）和式（2）计算值的 50%

取值。 

9.2 过渡段照明 

9.2.1 光学长隧道 

9.2.1.1 长度 100 m＜L≤300 m的光学长隧道，可不设置过渡段照明。 

9.2.1.2 长度 300 m＜L≤500 m的光学长隧道，当在过渡段 TR1能完全看到隧道出口时，可不设置过渡

段 TR2、TR3； 

9.2.2 非光学长隧道 

9.2.2.1 长度 200 m＜L≤300 m的非光学长隧道，可不设置过渡段照明。 

9.2.2.2 长度 300 m＜L≤500 m的非光学长隧道，应设置过渡段 TR1。 

9.2.3 当过渡段 TR3的亮度 Ltr3不大于中间段亮度 Lin的 2倍时，可不设置过渡段 TR3。 

9.3 中间段照明 

中间段照明应根据短隧道长度与照明区段设置条件综合确定是否设置及具体设置长度。 

9.4 出口段照明 

9.4.1 长度 100 m＜L≤300 m的光学长隧道可不设置出口段加强照明。 

9.4.2 长度 300 m＜L≤500 m的光学长隧道可仅设置 EX2出口段照明。 

9.5 不设置照明的短隧道设计 

9.5.1 L≤100 m的光学长隧道和 L≤200 m的非光学长隧道可不设置功能照明系统，但应设置视线诱导

设施。 

9.5.2 视线诱导设施设计可参照 JTG D70/2的相应要求进行。 

9.5.3 隧道的车行道分界线与边缘线宜设置突起路标，突起路标可采用主动发光型突起路标，曲率半

径 R≥1000 m的隧道路段设置间距可为 15 m，曲率半径 R＜1000 m的隧道路段设置间距可为 6~8 m。 

9.5.4 隧道侧壁和检修道边缘应设置双向轮廓标，可采用主动发光型轮廓标相结合方式，宜与突起路

标设置于相同横断面。设置在隧道侧壁上的轮廓标，安装中心位置与路面边缘高差宜为 70 cm。 

10 LED照明灯具选择 

10.1 色温选择 

10.1.1 高速公路隧道 LED照明灯色温可按表 11分为暖色、中间色、冷色三类。 

表 11 色温分类表 

色温分类 色温值 Tc 

暖色 Tc ＜3000 K 

中间色 3000 K≤Tc＜5500 K 

冷色 Tc ≥5500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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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加强照明宜选用暖色 LED光源灯具。 

10.1.3 基本照明宜选用冷色或中间色 LED光源灯具。 

10.2 光源封装形式选择 

10.2.1 加强照明灯具可采用集成式封装或阵列式封装光源 

10.2.2 基本照明灯具宜采用阵列式封装光源。 

11 照明布灯 

11.1 照明灯具布设 

照明灯具布设可采用两侧对称、两侧交错、中线、中线侧偏等形式。 

11.2 入口段灯具布设 

入口段的加强照明灯具可自隧道洞口顶部以内5 m处开始布设，宜采用双侧对称布设方式。 

11.3 过渡段灯具布设 

过渡段1灯具宜采用双侧对称布设方式。过渡段2、过渡段3可采用双侧交错布灯方式。 

11.4 中间段灯具布设 

中间段灯具布设宜采用双侧交错布设方式。 

11.5 出口段灯具布设 

出口段加强照明灯具可自隧道洞口顶部以内5 m处开始布设，宜采用双侧对称布设方式。 

11.6 引道照明灯具布设 

引道照明灯具可自隧道洞口10 m开始布设，布设间距宜为30 m。 

11.7 布设要求 

11.7.1 路面亮度总均匀度不应小于表 12规定值。 

表 12 路面亮度总均匀度 U0 

设计交通量 N（veh /（h∙ln）） 
U0 

单向交通 双向交通 

≥1200 ≥650 0.4 

≤350 ≤180 0.3 

 

11.7.2 路面中线亮度纵向均匀度应不小于表 13规定值。 

表 13 亮度纵向均匀度 Ul 

设计交通量 N（veh /（h∙ln）） 
Ul 

单向交通 双向交通 

≥1200 ≥65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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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亮度纵向均匀度 Ul（续） 

单向交通 双向交通  

≤350 ≤180 0.5 

 

12 照明计算 

12.1 照度计算 

12.1.1 灯具工况效能已知时，可按式（7）计算路面平均水平照度： 

SW

MPLE
Eav




=

  ..........................  （7） 

式中： 

avE  ——路面平均水平照度； 

LE  ——工况效能； 

P  ——灯具功率； 

M  ——灯具的养护系数； 

  ——灯具布置系数，对称布置时取 2，交错、中线及中央侧偏单光带布置时取 1； 

W  ——隧道路面宽度（m）； 

S  ——灯具间距（m）。 

12.1.2 灯具工况效能未知时，可参照 JTG/T D70/2-01计算。 

12.2 均匀度计算 

12.2.1 路面亮度总均匀度可按式（8）计算： 

avL

L
U min

0 =
 .................................  （8） 

式中： 

0U  ——路面亮度总均匀度； 

minL  ——计算区域内路面最小亮度（cd/m
2
）； 

avL  ——计算区域内路面的平均亮度（cd/m2）。 

12.2.2 路面中线亮度纵向均匀度可按式（9）计算： 

max

min'

L

L
U l


=

 ...............................  （9） 

式中： 

lU  ——路面中线亮度纵向均匀度； 

min'L  ——路面中线最小亮度（cd/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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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L  ——路面中线最大亮度（cd/m
2
）。 

13 照明控制 

13.1 照明控制应结合洞外亮度、洞内亮度、时间、交通量、设计速度、天气条件等设计照明控制方案。 

13.2 公路隧道照明控制设计宜采用照明智能控制系统，设置智慧照明管控平台，根据照明运营工况进

行远程控制。具体控制要求应满足 DB 21/T 2576的要求。 

13.3 照明控制设计应实现正常和异常交通工况的控制功能，宜采用智能控制为主、手动控制为辅的控

制方式。 

13.4 智能照明控制应满足安全运营要求，并满足 GB/T 24969照明控制要求。 

13.5 智能控制系统应具有可视化功能，实时显示隧道内照明系统的运行参数和控制模式。 

13.6 智能控制系统应包含隧道主洞基本照明、加强照明、应急照明和洞外引道照明的控制。 

13.7 智能控制系统应具备与其他系统适配的接口及协议。 

13.8 照明控制应按优先级排序。 

13.9 公路隧道照明智能控制宜选用具备照明运营工况判定、调光控制、多工况预案控制功能的智慧管

控技术，并在监控中心或隧道管理站设置专门的管控平台。 

13.10 对于长度不大于 100 m的光学短隧道，在洞口前后 1个停车视距范围内无小半径曲线、洞口不

处于逆光条件下的公路隧道，视其全天处于低交通量的时间占比，可增加随车照明控制模式，在无车通

行状态下，照明亮度不应小于基本照明亮度的 10%，且不应低于 0.2 cd/m
2
。 

14 照明供配电设计 

14.1 应急照明应按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供电，非应急照明应按二级负荷供电。 

14.2 照明负荷宜采用需要系数法计算，计算需用系数应取 1。负荷计算时应包括灯具电器附件的损耗。 

14.3 照明配电系统接地型式宜采用 TN系统。洞内宜采用单相三线制、三相五线制，并采用耐压不小

于交流 500 V的线缆。应急照明回路宜采用耐火型线缆。 

14.4 照明配电系统中性线的截面应不小于相线的导线截面。 

14.5 照明配电线路的功率因数应不小于 0.900。 

15 节能措施 

15.1 高速公路隧道照明应以照明功率密度（LPD）作为照明节能的评价指标。 

15.2 公路隧道基本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14的规定值。 

表 14 公路隧道基本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道路限速 车道数（条） 照明功率密度（LPD）限值（W/m
2
） 对应的亮度值（cd/m

2
） 

120 km/h 

≥6 ≤1.35 
2.5 

＜6 ≤1.60 

≥6 ≤1.00 
2.0 

＜6 ≤1.20 

100 km/h、80 km/h 
≥6 ≤1.00 

2.0 
＜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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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公路隧道基本照明功率密度限值（续） 

道路限速 车道数（条） 照明功率密度（LPD）限值（W/m
2
） 对应的亮度值（cd/m

2
） 

 ≥6 ≤0.70 1.5 

 

15.3 高速隧道照明能效等级应不低于 GB 37478-2019规定的能效 2级。 

15.4 高速公路隧道 LED 照明设计应纳入隧道总体设计，采用如下措施降低洞外亮度： 

a）洞口采用端墙形式时，墙面可采用暗色调，其装饰材料的反射率应小于0.17； 

b）经硬化处理的隧道洞口边仰坡可进行暗化处理； 

c）坡面应进行绿化； 

d）洞口外至少一个照明停车视距长度的路面可采用黑色路面。 

15.5 隧道洞门形式宜采用削竹式。 

15.6 隧道内路面两侧 2 m高范围的墙面宜铺设反射率高的材料。 

15.7 隧道照明设计应合理选择设计参数，并应通过多方案的全寿命经济技术分析论证，确定合理、节

能的照明方案。 

15.8 在眩光不影响交通安全的前提下，照明设计中可降低灯具安装高度，采用对称或交错布灯方式，

对应灯具的配光曲线应满足表 15的规定。 

表 15 隧道照明灯具配光要求 

配光类型 配光要求 分类 用途 

1 

 

非对称配光 低位顺光或逆光照明下的双侧布灯 

2 

 

非对称配光 低位顺光或逆光照明下的双侧布灯 

 

15.9 高速公路隧道照明设计应积极而稳妥地推进自然光照明技术，可采用自然光与 LED照明相结合的

照明方式。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