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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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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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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常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提出。

本文件由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常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常州市城市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洋、丁喆、秦舟、凌伟、李瑞吉、阮轩棠、张训、薛维。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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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照明数据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照明数据的设施数据、管理数据、能耗数据、数据统计原则。

本文件适用于常州市城市照明设施相关各类数据的统计和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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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J 45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JGJ/T 163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照明 city lighting

是指在城市规划区内城市道路、隧道、广场、公园、公共绿地、名胜古迹以及其他建（构）筑物的

功能照明或者景观照明。

3.2

功能照明 functional lighting

是指通过人工光以保障人们出行和户外活动安全为目的的照明。

注：功能照明应包含城市道路、国省道、其他区域道路中为保障人们出行和户外活动安全为目的照明。

3.3

城市道路 urban roads

城市道路应按照道路在道路网中的地位、交通功能以及对沿线的服务功能等，分为快速路、主干路、

次干路和支路四个等级；桥梁、隧道和高架路（桥）应根据其所在的道路等级进行归类。

3.4

国省道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roads

国道是指国家干线公路，省道是指省干线公路。本次涉及的只是针对统计区域内的国省道。

3.5

其他区域道路 other regional roads

是指居住区道路、商业区道路、绿道等。

3.6

景观照明 landscape lighting

是指在户外通过人工光以装饰和造景为目的的照明；景观照明应包含公共区域、广场、公园、公共

绿地、名胜古迹以及其他建（构）筑物内的景观平面和立面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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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施数据

4.1 功能照明总杆数

城市功能照明中的灯杆总数，不包括用于架空线路过线且未装灯的杆件，单位为套。

4.1.1 城市道路照明杆数

用于城市道路内照明的功能照明的灯杆总数，不包括用于架空线路过线且未装灯的杆件，单位为套。

4.1.2 国省道照明杆数

用于国省道内照明的灯杆总数，不包括用于架空线路过线且未装灯的杆件，单位为套。

4.1.3 其他区域照明杆数

用于其他区域内照明的灯杆总数，不包括用于架空线路过线且未装灯的杆件，单位为套。

4.1.4 多功能灯杆照明杆数

在路灯灯杆杆体上安装除道路照明设备外的多种设施，实现道路照明、视频监控、移动通信、环境

检测、气象检测等功能的道路路灯综合性灯杆总数，不包括用于架空线路过线且未装灯的杆件，单位为

套。

4.2 功能照明总盏数

用于城市功能照明的各类灯具盏数之和，若采用多光源（含双光源）灯具的，应计光源数量，单位

为万盏，保留两位小数。

4.2.1 LED 路灯盏数

城市功能照明中光源为LED的路灯数量，单位为万盏，保留两位小数。

4.2.2 高压钠灯路灯盏数

城市功能照明中光源为高压钠灯的路灯数量，若采用多光源（含双光源）灯具的，应计光源数量，

单位为万盏，保留两位小数。

4.2.3 金卤灯盏数

城市功能照明中光源为金卤灯的路灯数量，若采用多光源（含双光源）灯具的，应计光源数量，单

位为盏，可根据实际选择填写。

4.3 城市道路 LED 路灯盏数

城市道路中光源为LED的路灯数量，单位为万盏，保留两位小数，可根据实际选择填写。

4.3.1 城市道路单灯控制覆盖率

指城市道路中采用单灯控制手段实现智能控制的灯盏数占灯盏总数的百分比，单位为%，保留两位

小数。

4.3.2 城市道路高压钠灯路灯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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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中光源为高压钠灯的路灯数量，若采用多光源（含双光源）灯具的，应计光源数量，单位

为万盏，保留两位小数，可根据实际选择填写。

4.3.3 城市道路金卤灯盏数

城市道路中光源为金卤灯的路灯数量，若采用多光源（含双光源）灯具的，应计光源数量，单位为

盏，可根据实际选择填写。

4.3.4 国省道 LED 路灯盏数

国省道中光源为 LED 的路灯数量，单位为万盏，保留两位小数，可根据实际选择填写。

4.3.5 国省道单灯控制覆盖率

国省道中采用单灯控制手段实现智能控制的灯盏数占灯盏总数的百分比，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4.3.6 国省道高压钠灯路灯盏数

国省道中光源为高压钠灯的路灯数量，若采用多光源（含双光源）灯具的，应计光源数量，单位为

万盏，保留两位小数，可根据实际选择填写。

4.3.7 国省道金卤灯盏数

国省道中光源为金卤灯的路灯数量，若采用多光源（含双光源）灯具的，应计光源数量，单位为盏，

可根据实际选择填写。

4.3.8 其他区域道路 LED 路灯盏数

其他区域道路中光源为LED的路灯数量，单位为万盏，保留两位小数，可根据实际选择填写。

4.3.9 其他区域道路单灯控制覆盖率

其他区域采用单灯控制手段实现智能控制的灯盏数占灯盏总数的百分比，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4.3.10 其他区域道路高压钠灯路灯盏数

其他区域道路中光源为高压钠灯的路灯数量，若采用多光源（含双光源）灯具的，应计光源数量，

单位为万盏，保留两位小数，可根据实际选择填写。

4.3.11 其他区域道路金卤灯盏数

其他区域道路中光源为金卤灯的路灯数量，若采用多光源（含双光源）灯具的，应计光源数量，单

位为盏，可根据实际选择填写。

4.4 功能照明总功率

城市功能照明设施功率的总量，为各类路灯单灯系统功率之和，单位为万千瓦，保留两位小数。道

路上的庭院灯、草坪灯等全部计入功能照明。

4.4.1 城市道路照明功率

城市道路中照明设施功率的总量，为各类路灯单灯系统功率之和，单位为万千瓦，保留两位小数。

4.4.2 国省道照明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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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省道中照明设施功率的总量，为各类路灯单灯系统功率之和，单位为万千瓦，保留两位小数。

4.4.3 其他区域道路照明功率

其他区域道路照明设施功率的总量，为各类路灯单灯系统功率之和，单位为万千瓦，保留两位小数。

4.4.4 城市道路装灯总长度

在城市范围内，已安装路灯的城市道路长度总数，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4.4.5 城市道路装灯率

城市道路装灯总长度占全部城市道路总长度的百分比，单位为%。计算公式：

��1 = ��1
��2

× 100%··················································· (1)

式中：

��1—城市道路装灯率，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1—已装灯城市道路总长度，单位为㎞；

��2—城市道路总长度，单位为㎞。

4.5 景观照明总盏数

用于城市景观照明的各类灯具总盏数，若采用多光源（含双光源）灯具的，应计光源数量，单位为

万盏，保留两位小数。按米计算的灯具按20m折算为1盏、像素灯（点光源）可按每组（一个电源为一组）

折算为1盏。

4.6 LED 景观灯盏数

城市景观照明中光源为LED的景观灯具数量，单位为万盏，保留两位小数。

4.7 景观照明总功率

指城市景观照明设施功率的总量，为各类景观灯单灯系统功率之和，单位为万千瓦，保留两位小数，

系统功率计算详见功能照明总功率指标说明。公园、公共绿地内的庭院灯、草坪灯等全部计入景观照明。

4.8 线路总长度

指城市照明供电、控制线路（包含架空线路和埋地线路）的总长度，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线

路长度指各类电线、电缆长度而非敷设线缆的道路长度，故并行线缆应按“单根线缆长度×根数”计算。

4.9 地埋线路长度

埋地敷设的城市照明供电、控制线路的长度，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4.10 架空线路长度

架空敷设的城市照明供电、控制线路的长度，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4.11 配电箱（柜、屏）数

城市照明设施配电用箱（柜、屏）的总数，单位为个。

4.12 遥控控制终端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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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城市照明设施现场，采用无线通信技术实现与控制中心通讯设备的数量，单位为台。不包含

单灯控制器等。

5 管理数据

5.1 城市道路亮灯率

城市道路中正常亮灯的路灯盏数占城市道路路灯总盏数的百分比，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5.2 快速路、主干路亮灯率

城市中距离长、交通量大、为快速交通服务的道路和连接城市各主要分区的干路中正常亮灯的盏数

占全部快速路和主干路路灯总盏数的百分比，单位为%，计算方法：

�1 = （1 − �1
�2

） × 100%·············································· (1)

式中：

�1—快速路、主干路亮灯率，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1—抽查总盏数中快速路、主干路坏灯盏数，单位为盏；

N2—抽查范围内快速路、主干路灯数总盏数，单位为盏。

5.3 次干路、支路亮灯率

与主干路结合组成路网、起集散交通作用的道路和次干路与居住区道路之间的连接道路中正常亮灯

的盏数占全部次干路、支路路灯总盏数的百分比，单位为%，计算方法：

�2 = （1 − �3
�4

） × 100%·············································· (1)

式中：

�2—次干路、支路亮灯率，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3—抽查总盏数中次干路、支路坏灯盏数，单位为盏；

�4—抽查范围内次干路、支路灯数总盏数，单位为盏。

5.4 设施完好率

在给定的范围内，某类设施完好的数量与某类设施总数量的百分比，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5.5 功能照明设施完好率

城市功能照明中完好的设施数量占功能照明设施总量的百分比，单位为%。计算方法：

�1 = 0.25 × �11 + 0.15 × �12 + 0.40 × �13 + 0.20 × �14
························ (1)

式中：

�1 —功能照明设施完好率，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11—配电设备完好率，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12—线路、管道、井完好率，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13—照明器具完好率，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14—专用灯杆及金属构件完好率，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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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 ��5
��6

） × 100%············································· (2)

式中：

�1�—各部件的设施完好率，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5—抽查数量中设施损坏数，单位为个；

��6—抽查范围内设施总量，单位为个。

5.6 景观照明设施完好率

城市景观照明中完好的设施数量占景观照明设施总量的百分比，单位为%。计算方法：

�2 = 0.25 × �21 + 0.15 × �22 + 0.40 × �23 + 0.20 × �24
·························(1)

式中：

�2—景观照明设施完好率，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21—配电设备完好率，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22—线路、管道、井完好率，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23—照明器具完好率，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24—专用灯杆及金属构件完好率，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2� = （1 − ��7
��8

） × 100%············································· (2)

式中：

�2�—各部件的设施完好率，单位为%，保留两位小数。

��7—抽查数量中设施损坏数，单位为个；

��8—抽查范围内设施总量，单位为个。

5.7 故障率

5.7.1 维修灯盏数

统计周期内经维修的灯具数量，单位为盏；维修的内容包括对灯具内部的器件（如：光源、电器和

导线等）进行更换或维修。

5.7.2 维修线路长度

5.7.2.1 统计期内经维修的线路长度，可以维修重新敷设的线路长度计量，单位为㎞；维修的内容包

括对电缆故障点修复和更换电缆等。

5.7.2.2 维修线路包含重新敷设的线路和对故障点排查修复的线路；维修线路长度的统计按从配电起

点到故障点的长度进行统计，重新敷设的线路按从配电点到敷设线路的末端长度进行统计。

5.7.3 维修配电设施数

统计期内经维修的配电设施数量，单位为台，维修的内容包括对箱变内部的器件（如：断路器、熔

断器、遥控控制终端等）进行更换或维修。若一台箱变内在统计期内共计更换过5次断路器和遥控控制

终端进行过1次维护，则统计时配电设施数为“1”。

5.8 功能照明设施电费

5.8.1 统计周期内实际用于支付功能照明用电费用的额度，单位为万元，保留两位小数，以电费对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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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为准。

5.8.2 若存在功能照明与景观照明共用配电的情况，则按功能照明理论电费额占照明理论电费总额的

比重乘以实际电费总额进行测算。

5.9 景观照明设施电费

5.9.1 统计周期内实际用于支付景观照明用电费用的额度，单位为万元，以电费对账单为准。

5.9.2 若存在功能照明与景观照明共用配电的情况，则按景观照明理论电费额占照明理论电费总额的

比重乘以实际电费总额进行测算。

5.9.3 维护资金总额

用于城市照明设施运行维护的资金总额，单位为万元，保留两位小数；包含所有用于运行维护的经

费支出，包括日常运维支出、大中修、应急抢修、专项整治等。

6 能耗数据

6.1 功能照明设施耗电量

统计周期内功能照明设施累计的实际消耗电量，单位为万度。若发票中有耗电量数据的则可以按发

票中数值进行统计，若发票中没有耗电量数据，则按每张发票上的电费总额和单价分别计算后再汇总。

计算方法：

�1 = �1

�1
························································· (1)

式中：

�1—功能照明年耗电量，单位为万度，保留两位小数；

�1—功能照明年度内耗电电费总价，单位为万元；

�1—功能照明耗电电费单价，单位为元。

注：若存在功能照明与景观照明共用配电的情况，则按功能照明理论耗电量占照明理论耗电量的比重乘以实际耗电

量进行测算。

6.2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耗电量

统计周期内城市道路中照明设施累计的实际消耗电量，单位为万度，保留两位小数。若发票中有耗

电量数据的则可以按发票中数值进行统计，若发票中没有耗电量数据，则按每张发票上的电费总额和单

价分别计算后再汇总。

6.3 国省道照明设施耗电量

统计周期内城市国省道中设施累计的实际消耗电量，单位为万度，保留两位小数。若发票中有耗电

量数据的则可以按发票中数值进行统计，若发票中没有耗电量数据，则按每张发票上的电费总额和单价

分别计算后再汇总。

6.4 其他区域道路照明设施耗电量

统计周期内其他区域道路中照明设施累计的实际消耗电量，单位为万度，保留两位小数。若发票中

有耗电量数据的则可以按发票中数值进行统计，若发票中没有耗电量数据，则按每张发票上的电费总额

和单价分别计算后再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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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景观照明设施耗电量

统计周期内景观照明设施累计的实际消耗电量，单位为万度，保留两位小数。若发票中有耗电量数

据的则可以按发票中数值进行统计，若发票中没有耗电量数据，则按每张发票上的电费总额和单价分别

计算后再汇总。计算方法：

�2 = �2

�2
························································· (1)

式中：

W2—景观照明年耗电量，单位为万度，保留两位小数；

�2—景观照明年度内耗电电费总价，单位为万元；

�2—景观照明耗电电费单价，单位为元。

注：若存在功能照明与景观照明共用配电的情况，则按景观照明理论耗电量占照明理论耗电量的比重乘以实际耗电

量进行测算。

6.6 功能照明节电率

为城市功能照明节能成效评价指标，指在保证道路照度水平的前提下，城市道路照明标准用电量与

城市功能照明实际消耗的用电量的差值占城市道路标准用电量的百分比，单位为%。由于目前节电率计

算方法尚未统一，各地可选择以下提供的常用计算方法进行节电率计算，同时在填报节电率数据时应注

明使用的为何种方法。LPD法计算方法如下：

� = ��−��
��

× 100%·················································· (1)

式中：

��—城市功能照明标准用电量，单位为kWh；

��—城市功能照明实际用电量，可通过电费对账单查得，单位为kWh。

�� = �=1
� ����×��×���

1000
················································· (2)

式中：

����—城市功能照明中第i种情况的功率密度值，单位为W/m
2
；

��—城市功能照明中第i种情况的实际面积，单位为m
2
；

��—城市功能照明中第i种情况累计开灯时间，单位为h。

注：累计开灯时间参照CJJ 45要求的各地统计的开灯时间的总和。

6.7 功能照明累计开灯时间

统计周期内功能照明每天开灯时间的总和，单位为h。“统计周期内”与统计频率相关，城市照明

信息报送的统计频率会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具体要求而定，可以为年报或半年报，若为年报则“统计

周期内”为一年内，若为半年报则“统计周期内”为半年内。

6.8 景观照明累计开灯时间

统计周期内景观照明每天开灯时间的总和，单位为小时。“统计周期内”相关内容详见功能照明累

计开灯时间指标说明。

7 数据统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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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真实性

真实性要求统计源头数据必须符合统计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确保统计数据有依据、可溯源。侧重

于对基础数据质量的评价。

7.2 准确性

准确性要求统计数据的误差必须控制在允许范围内，能够为形势判断、政策制定、宏观调控等提供

可靠依据。侧重于对统计数据生产科学性的评价。

7.3 完整性

完整性要求统计数据应当全面完整，统计范围不重不漏，统计口径完备无缺。侧重于对统计数据全

面系统反映客观实际程度的评价。

7.4 及时性

及时性要求统计数据生产应当在符合统计科学规律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从调查到公布的时间间隔；

侧重于对统计数据生产效率的评价。

7.5 适用性

适用性要求统计数据能够最大限度为用户所用，统计指标紧跟时代发展、切合统计需求。侧重于对

统计用户满意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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