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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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贝u 

1. 0.1 为规范公共建筑标识系统，统一公共建筑标识系统规划设

计的技术标准，提高公共建筑标识系统工程质量，保障人员及车辆

安全、有序、高效地运行，制定本规范。

1. 0. 2 本规范适用千公共建筑标识系统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包

括其规划布局、设计、制作、安装、检测、验收和维护保养等。

1. 0. 3 公共建筑标识系统设置应遵循
“

适用、安全、协调、通用
”

的

基本原则。 新建公共建筑标识系统的设计、安装宜与公共建筑的

室内外装修设计、施工同步进行。

1. o. 4 公共建筑标识系统设置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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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0.1 公共建筑 public building 

供人们进行各种公共活动的建筑。

2.0.2 流线 circulation/ flow line 

区域中的使用人群、车辆、货物的通行路径和流量变化的线性

表示形式。

2.0.3 标识 s1gnage 

在公共建筑空间环境中，通过视觉、听觉、触觉或其他感知方

式向使用者提供导向与识别功能的信息载体。

2.0.4 公共建筑标识系统 signage system of public building 

服务千公共建筑的全部标识总称。

2.0.5 导向标识系统 guidance signage system 

传达方向、位置、距离等信息，帮助人们认知起止点，且具有公

共属性的标识系统。

2.0.6 非导向标识系统 no-guidance signage system 

传达非导向信息的标识系统。

2.0.7 尤障碍标识系统

cessibility facilites 

barrier-free signage system of ac-

为残疾人、老年人、儿童以及行动不便者传递各种信息的标识

系统。

2.0.8 视觉标识 visual signage 

以视觉为信息传递媒介的标识。

2.0.9 听觉标识 auditory signage 

以可被识别到的特定声音传达信息的标识。

2. 0.10 触觉标识 tactile signage 

• 2 .



以触摸识别方式传达信息的标识，常与听觉标识及其他触发

性信息传播载体匹配使用。

2. 0.11 感应标识 induced signage 

以射频、磁性、红外线等感应方式传达信息的标识，常与听觉

标识及其他触发性信息传播载体匹配使用。

2.0.12 交互式标识 interaction signage 

通过固定或可移动、可携带设备等，与使用者在特定场杲下进

行人机信息交互的标识。

2. 0.13 标识本体 signage noumenon 

标识的基础、支撑、面板等构成传播信息载体的实体总称。

2.0.14 标识系统的信息架构 inf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sig-

nage system 

对标识信息进行的归类、分级、组织、编码等所建立的完整、有

序的信息体系。

2.0. 15 标识规划布局 signage layout 

对标识在特定区域空间内位置的安排、设置、信息编码等统筹

规划工作的总称。

2.0. 16 标识点位 signage location 

标识本体在特定区域内的平面位置。

2.0.17 标识的空间位置 signage space location 

标识本体在特定区域空间内的方向、高度、间距等。

2.0.18 标识版面设计 signage design 

为使标识版面布局清晰、合理，对标识的文字、图形、符号等可

视化信息元素在版面上的位置、大小进行布局及调整工作的总称。

2.0.19 标识形态 form of signage 

标识本体的外在视觉感观形象。

2.0.20 标识照明 signage lighting 

标识带有照明装置，并利用光电信号来显示和传递信息（如文

字、符号、图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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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1 电光源型标识 electric optic source signage 

在本体内装有照明装置，采用透光方式使得标识休发光的

标识。

2.0.22 标识系统分级 signage system classification 

对标识系统所传达信息重要性的等级划分。

2.0.23 标识分布密度 signage distribution density 

在空间环境中标识点位设置的密集程度。 标识分布密度—同

一类型标识数僵／对应设置标识范围的建筑面积。

2.0.24 标识信息编码 coding of signage information 

将标识版面图形、符号、文字等信息元素及本体显示方式、制

作材料等标识的特征信息，通过数字、字母、特殊符号等代码或它

们之间的组合进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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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标识及标识系统

3.1.1 公共建筑标识分类应符合表3. 1. 1的要求。

表3.1. 1 公共建筑标识分类

序号 分类方 式 标 识 类 别

传递信息的属性
引导类标识、识别类标识、定位类标识、说明类

标识、限制类标识

标识本体设置安装方式
附着式标识、吊挂式标识、悬挑式标识、落地式

标识、移动式标识、嵌入式标识

3 显示方式 静态标识、动态标识

感知方式
视觉标识、听觉标识、触觉标识、感应标识、交互

式标识

5 设置时效 长期性标识、临时性标识

3.1. 2 公共建筑标识系统分类应符合表3. 1. 2的要求。

表3.1. 2 公共建筑标识系统分类

序号 分类方 式 标识系统类别

室外空间标识系统、导入／导出空间标识系统、

1 所在空间的位置 交通空间标识系统、核心功能空间标识系统、辅助

功能空间标识系统

2 使用对象 人行导向标识系统、车行导向标识系统

点状形式标识系统、线状形式标识系统、枝状形

3 构成形式 式标识系统、环状形式标识系统、复合形式标识

系统

• 5 .



3. 1. 3 公共建筑标识系统应包括导向标识系统和非导向标识系

统。 导向标识系统的构成应符合表3. 1. 3的规定。

表3. 1. 3 导向标识系统构成及功能

序号 系 统构成 功 能 设置范围

人行导向
临近公共建筑的道路、道

标识系统 引导使用者进
路平面交叉口、公共交 通设

通行导向 施至公共建筑的空间，以及
入、离开及转换公

标识系统
共建筑区域空间

公共建筑附近的城市规划建
车行导向

筑红线内外区域及地面出入
标识系统

口、内部交通空间等

引导使用者利

2 服务导向标识系统 用公共建筑服务 公共建筑所有使用空间

功能

在突发事件下

3 应急导向标识系统 引导使用者应急 公共建筑所有使用空间

疏散

3. 1. 4 人行和车行导向标识系统宜由引导类标识、识别类标识、

定位类标识、说明类标识、限制类标识构成。

3. 1. 5 公共建筑标识系统宜使用图形、符号、文字、数字、色彩、明

暗、声音听觉显示和言语听觉显示等多种构成元素。

3.2 公共建筑标识系统设置

3. 2.1 公共建筑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室外和室内空间均应进行公

共建筑导向标识系统的专项设计。

3.2.2 公共建筑导向标识系统应包括尤障碍标识系统。

3.2.3 公共建筑标识系统的设计使用年限应根据标识系统的安

全、功能、用途、位置，以及建筑物规模、等级和重要程度等，并综合

考虑经济成本，合理确定。

长期性标识版面的工艺材料设计使用年限不宜少千5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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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标识本体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不宜少千10年。

3.2.4 公共建筑标识系统的设置应综合考虑使用者的需求，对公

共建筑物的物业管理、空间功能、环境空间、建筑流线等方面进行

整体规划布局。 当需求功能及设置条件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增减、

调换、更新标识。

3.2.5 公共建筑导向标识系统的设计应根据服务对象的人机工

程学参数，合理确定标识的点位、空间位置、型式和版面。

3.2.6 当视觉标识设计需要满足高龄使用者及弱视群体需求时，

应在字号、字距、边距、行距、色彩对比度和版式设计方面作相应强

化设计。

3.2.7 公共建筑的尤障碍设施，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标识。 无障

碍标识宜采用无障碍通用设计的技术和产品。

3.2.8 标识系统应定期开展维护和保养，发现损毁、灭失、缺少的

标识应及时修复和补充。

3.2.9 应急导向标识系统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应急导

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GB/T 23809和《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

指示系统》GB 1794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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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导向标识系统规划布局

4.1 一 般规定

4. 1.1 导向标识系统的规划布局，应以公共建筑空间功能布局及

流线为依据，并宜分层级设置。

4. 1. 2 对千新建的公共建筑，导向标识系统设计应与建筑设计、

景观设计、室内设计协同进行。

4. 1. 3 导向标识系统的信息分级和分布密度，应根据公共建筑类

型、建筑规模、建筑空间形态和功能等因素综合确定。

4. 1. 4 标识的点位规划应考虑与空间环境及其他设施的关系，避

免冲突、遮蔽，必要时可与其他设施合并设置。

4.2 导向标识系统构成形式

4. 2.1 导向标识系统构成形式应满足公共建筑交通流线组织的

需要，并遵循整体化、网络化、立体化的设计原则。

4.2.2 公共建筑导向标识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行流线应便捷明确，并应与室内色彩设计、照明设计相

结合，注重人行流线对使用者的心理与感知影响；

2 车行流线应减少对人行流线的影响，并应注重车辆行驶的

安全通畅；

3 货物流线应隐蔽，以减少对主要人行流线、主要车行流线

的影响。

4.2.3 不同的公共建筑类荆应根据使用者的需求，合理安排导向

标识系统构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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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导向标识系统信息架构

4. 3.1 导向标识系统的设置应充分考虑使用者的信息需求，进行

信息归类、分级，做到连贯、一致、完整有序，防止出现信息不足、不

当或过载的现象。

4.3.2 当导向标识版面的内容较多时，宜对信息重要程度进行排

序，应突出重要信息。

4.3.3 导向标识系统的信息架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种类型标识信息宜区分信息的重要程度，可在统一版

面布置；

2 不同类型标识信息宜版面单独设置；

3 有无障碍设施空间环境中，应设置无障碍信息；

4 导向标识信息系统应具有便千及时更新与扩充内容的可

调整性。

4.3.4 导向标识信息的文字表达应简洁，用词规范， 对同一点位

的指引信息表述应一致。 公共名称应依据相关规定并考虑公众习

惯制定。

4.4 导向标识系统点位设置

4. 4.1 导向标识点位的设置应结合流线，合理安排位置和分布密

度。 在难以确定位置和方向的流线节点上，应增加标识点位以便

明示和指引。

4.4.2 人行导向标识点位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人行流线的起点、终点、转折点、分叉点、交汇点等容易

引起行人对人行路线疑惑的位置，应设置导向标识点位；

2 在连续通道范围内，导向标识点位的间距应考虑其所处环

境、标识大小与字体、人流密集程度等因素综合确定，并不应超

过50m;

3 公共建筑应设置楼梯、电梯或自动扶梯所在位置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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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不同功能区域，或进出上下不同楼层及地下空间的过渡

区域应设置导向标识点位。

4.4.3 车行导向标识点位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识点位设置应满足前置距离，并易千识别；

2 车行限制标识应设置在警告、禁止、限制或遵循路段的起

始位置，部分禁令开始路段的交叉口前还应设置相应的提前预告

标识，使被限制车辆能提前了解相关信息；

3 车行引导标识应设置在道路的分叉点、交汇点之前 一定

距离。

4.4.4 对千功能分区多、空间流线复杂、标识点位多的大型公共

建筑，应对标识的点位进行统一 编码。

4.5 无障碍标识系统设置

4. 5.1 无障碍标识系统应与导向标识系统统一 设计。 视力残疾

人使用较多的公共建筑宜设置触觉或听觉导向标识系统。

4. s. 2 下列公共建筑应设置无障碍标识系统，其他公共建筑宜设

置尤障碍标识系统：

1 特殊教育、康复、社会福利等公共建筑；

2 国家机关的公共服务建筑；

3 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公共建筑；

4 交通运输、金融、邮政、商业、旅游等公共建筑。

4.5.3 无障碍标识系统在各类公共建筑中的实施范围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尤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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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视觉导向标识系统设计

5. 1 一 般规定

5.1.1 人行导向标识系统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信息导

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GB/T 15566. 1的规

定。 车行导向标识系统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

和标线》GB 5768. 1~3的规定。

5.1. 2 导向标识系统各类标识中信息的传递应优先使用图形标

识，图形标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T 10001. 2~6、 9的规定，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信息

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GB/T 20501. 1、2的规

定。 边长3mm~l0mm的印刷品公共信息图形标识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印刷品用公共信息图形标志》 GB/T 17695的规定。

5.1. 3 导向标识系统中各类标识所使用的文字宜同时使用中文

和英文，民族自治区域内的城市应同时使用中文和当地民族文字，

且文字的使用应规范 、准确。

5.1. 4 同一系统中导向标识设计要素的形式、位置 、大小、色彩应

保持一致，且应与区域的风格环境相协调。

5.1. 5 地下空间或有夜间使用需求的室内 、外公共建筑标识宜采

用电光源型、荧光膜或反光膜。

5.2 人行导向标识空间位置

5. 2.1 人行导向标识的空间位置应设置在行人的视线范围内，设

置位置应符合人机工程学和相关规范的规定，应便千标识的施工

安装以及维护更换。

5. 2. 2 人行导向标识本体空间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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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识观察的最远距离与标识本体的尺寸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GB/T

20501. 1、2的规定；

2 标识的空间位置应当在视平线向上5
0

夹角以内；静态观

察情况下，最大偏移角不超过15
°

；动态观察即人的头部转动情况

下，不宜超过45
°

夹角；

3 人行范围内，悬挑式标识下边缘与地面垂直间距不应小千

2. 20m;

4 人行范围内，吊挂式标识下边缘与地面的垂直距离不应小

千2.50m。

5.2.3 标识本体的设置不得影响轮椅坡道、盲道等尤障碍设施的

安全使用。

5.2.4 标识本体设置不得影响公共建筑其他设施功能的安全

使用。

5.3 人行导向标识版面设计

5. 3.1 人行导向标识版面图形和汉字的最小尺寸应根据设计的

最大观察距离确定，应满足行人在设计最大观察距离范围内视认

性的要求，其中图形最小尺寸应符合表5.3.1-1的要求，汉字高度

尺寸不应小千表5.3. 1-2规定的高度一般值，条件受限时可采用

高度极限值。

表5.3.1-1 标识图形最小尺寸的规定{m)

设计最大观察距离 图形最小尺寸

O<L冬2.5 0.063 

2. 5<L�4. 0 0. 100 

4. O<L,(6. 3 o. 160 

6. 3<L,s;;lo. 0 0.250 

10. O<L,s;:;16. 0 0.400 

16. O<L�25. 0 0. 630 

25. O<L�40. 0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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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1-2 标识汉字高度尺寸的规定(ml

设计最大观察距离 汉字高度极限值 汉字高度一 般值

l�L�2 0.020 0.020 

4,(L,(5 0.030 0.050 

10 0.070 o. 120 

20 0. 130 0. 260 

30 o. 190 o. 390 

5.3.2 人行导向标识中的阿拉伯数字和其他文字的高度应根据

汉字高度确定，与汉字高度的比例关系宜符合表5. 3. 2的规定。

表5.3.2 其他文字、图形符号与汉字高度的关系

其他文 字 与汉字高度的关系

拼音英文字母、拉丁文字母或
大小写 l/3h�l/2h 

少数民族文字

字高 h 

阿拉伯数字 字宽 l/2h�4/5h 

笔画粗 l/6h-l/5h 

图形、符号 1. 5h~2h 

注：h为汉字高度。

5.3.3 人行导向标识版面的文字、符号、图形等导向元素的间距

应控制在合理范围，保证各元素之间比例协调，间距应根据汉字高

度确定，并宜符合表5. 3. 3的规定。

表5.3. 3 文字、符号、图形等版面元素的间距

间 距
版面元素关系

列距 行距

汉字与汉字 ／ 0. 6h 

箭头符号与图形 0. 5h�O. 9h ／ 

汉字与图形 0. 25h-O. 5h 0.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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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3.3

间 距

版面元素关系
列距 行距

汉字与其他文字 0. 25h�O. 5h 0. 25h 

英文字体 O. 75X O. 5X（词组）／X（两不相关单词）

注：h为汉字高度，X为英文字体高度。

5. 3. 4 人行导向标识版面文字应从左到右横向布局，中文在上，

拼音或英文字母在下。

5. 3. 5 单一文字标识的版面文字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l 文字分布应充实、均匀，位置应居中；

2 文字与标识上下边缘的间距不应小千 o. 25 倍的汉字高

度，与左右边缘的间距不应小千0. 3倍的汉字高度；

3 带有边框时，边框线宽宜为 o. 03 倍～ o. 05 倍的汉字

高度。

5. 3. 6 人行导向标识版面的文字、符号、图形等版面元素与标识

边缘的最小距离不应小千o. 1倍的汉字高度。

5.3.7 人行导向标识版面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GB/T 10001. 2~6、9 的规定，自

行设计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标志用图形符

号表示规则》GB/T 16903. 1~3 的规定。

5. 3. 8 人行导向标识版面的底色及版面元素的明暗对比度不应

低千30%，并应与周围建筑空间环境相协调，不宜大面积使用与

安全、警告相关的安全色。 图形符号安全色的使用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安全色》GB 2893 的规定。

5.4 车行导向标识空间位置与版面设计

5. 4.1 车行导向标识空间位置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类标识版面及支撑结构的任何部分不得侵入道路设计

通行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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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识不应被照明设施、监控设施、广告构筑物以及树木等

遮挡；

3 标识的安装位置应依据人机工程学调整其识别俯仰角度，

使标识版面垂直千车行驾驶者的视线，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标识版面安装角度宜根据空间位置和道路的平、竖曲线

线形进行调整；

2)路侧标识宜与车道中心线垂直或与垂线成 一定角度，其

中限制类和引导类标识宜为0
°

~10
°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1~3的规定；

3)车行道上方的标识应与车道中心线垂直，板面宜向下倾

斜0
°

~15
°

0 

5.4.2 车行导向标识版面汉字高度应根据车辆运行速度确定，宜

为25cm ~30cm，阿拉伯数字和其他文字的高度应根据汉字高度

确定，其与汉字高度的关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

标线》GB 5768. 1~3的规定。

5.4.3 车行导向标识版面的中文字体宜采用黑体。

5.4.4 车行导向标识版面色彩宜统一，区别千人行导向标识，且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1~3的规

定。 车行导向标识版面色彩除限制类安全标识外，不得使用与安

全、警告相关的安全色。

5.5 标识形态

5. 5.1 标识系统的形态应与环境空间的风格相一 致。

5.5.2 标识的尺度应与环境空间协调，并应避免对行人造成安全

隐患。

5.5.3 标识本体的设计应考虑材料特性，宜选用环保、经济、安

全、耐久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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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标识系统设计

6.1 触觉标识系统设计

6. 1.1 触觉标识系统应包括触觉地图、盲文铭牌、盲文门牌、楼梯

扶手部位盲文标牌、走道扶手部位盲文标牌、电梯盲文按钮等。

6. 1. 2 触觉标识系统的内容应包括可触摸图形和盲文两大部分，

应能够完整、持续地提供空间信息。

6. 1. 3 在公共建筑空间中所有的无障碍设施应设有触觉标识系

统，设置位置及形式应符合表6. 1. 3的规定。

表6.1. 3 触觉标识系统的设置位置及形式

空间类型 设置位置 设 置形式

无障碍出入口
盲道、凸点盲文、凸出方向箭头、触摸式

导入／导出
空间信息

空间
轮椅坡道 扶手凸点盲文、凸出方向箭头

楼梯 扶手盲文楼层信息、盲文地图
垂直

交通 无障碍电梯
盲文按钮、带有楼层语音提示的设备、

交通 盲文地图
空间

水平
走廊、过道、过厅、通廊

扶手凸点盲文、凸出方向箭头、盲道、盲

交通 文地图

无障碍设施 盲文识别标识

元障碍厕所 盲文识别标识
功能空间

建筑各功能空间
盲文识别标识、无障碍出入口指示、盲

文地图

6. 1. 4 触觉标识宜与室内盲道或双侧扶手等设施相结合，并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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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完整的视力残疾人行走流线。

6.1. 5 触觉标识应设在便于视力残疾人触摸到的位置，并宜结合

其他感官信息标识。

6.1. 6 触觉标识设计宜将凸点盲文标识与语音系统整合于一体。

6.1. 7 触觉标识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触摸内容的边缘应光滑，应避免阅读者的手指受到

伤害；

2 可触摸内容高出底面或低千底面不小千0.8mm;

3 可触摸的汉语拼音或英文字母应选择尤衬线黑体大写，不

应采用斜体、粗体或衬线字休。

6.1. 8 标识版面中盲文应放置千标识内容的下方，不断行。 可触

摸盲文标识设置离地不应小千122cm，可触摸图形离地面不应小

千152cm 的高度。

6.1. 9 当可触摸内容分为多段排列时，盲文应位千可触摸图形之

下距离不小于9. 5mm，并排列为一行。 盲文与标识边缘及其他信

息之间的距离不得小千9. 5mm。

6.1.10 触觉标识中的图形符号须放置在152m而独立范围之

中。 文字和盲文不应进入图形区域，应位千图形符号下方，两者之

间距离不小千9. 5mm，并应遵守可触摸文字和盲文的 一 般排版

原则。

6. 1. 11 视力残疾人使用较多的公共建筑宜安装可触摸门牌的识

别标识，触觉标识空间位置应根据房间门的设置位置确定，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对单开门，当有门锁时，应安装在门打开的一侧；当房间门

为单向推门、尤门锁时，宜安装于推门门面上；

2 当单开门门把侧、双开门的右侧，没有足够的墙面空间时，

门的标识应安装千最接近的连续墙面上；

3 对双开门，当只有一侧门可以进出时，应安装在不活动门

上；当双开门双侧都可以进出时，应安装在右侧门的门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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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12 可触摸信息的序列宜按从左至右的方式排列。 房间名称

标识宜用号码与字母来表达。 与图形配合的盲文位置应尽量接近

图形。

6. 1.13 触觉标识所使用的盲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中国盲文》

GB/T 15720的规定。

6.2 听觉标识系统设计

6. 2.1 听觉标识系统宜与视觉标识系统或感应标识系统组合

使用。

6.2.2 听觉标识系统设置应考虑发信声音方向、大小和各个声源

发出声音的时间等，应避免不同听觉标识之间的发信声音对使用

者干扰，让使用者能够根据自己的行进状态，感知周围的空间

状况。

6.2.3 听觉标识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一定语言千涉声级或噪声干扰声级下言语清晰度不应

小千75%;

2 听觉标识强度不应小千背景环境噪声15dB。

6.2.4 为保持对听觉信号的可辨别性，应使用间歇或者可变的声

音信号。

6.2.5 声音显示设计必须满足人对声音信号的检测和辨认的

要求。

6.3 感应标识系统设计

6. 3.1 感应标识系统的内容应能够完整、持续地提供空间信息，

并起到提醒、警示、识别等作用。

6. 3. 2 感应标识应与视觉、触觉、听觉标识相整合，共同发挥导向

功能。

6.3.3 在开放式空间中，应当根据空间场地需要来选择感应设

备，以保证感应标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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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交互式标识系统设计

6. 4.1 下列公共建筑宜设置交互式标识系统：

1 建筑面积在2万而以上的商业建筑；

2 建筑面积2万面以上的科教文卫建筑；

3 建筑面积2万而以上的旅游建筑建筑；

4 建筑面积2万面以上的交通运输建筑；

5 人群易千聚集的大型临时活动场所。

6.4.2 交互式标识系统的设置不应干扰一般导向标识的正常功

能，并应避免其对主要空间流线的影响。

6.4.3 交互式标识的显示界面在尤有效操作的情况下，宜在60s

内自动返回初始页面。

6.4.4 交互式标识的操作界面设计应符合人机工程学的相关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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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标识本体

7.1 一 般规定

7. 1.1 标识本体应使用性能良好、安全可靠、易千加工、尤毒、不

燃或阻燃的材料。 室外标识材料还应考虑自然环境影响，保证使

用寿命。

7. 1. 2 标识面板材料的燃烧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

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中比级标准的规定。 有害物限量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

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6的有关规定。

7. 1. 3 大型标识本体基材宜以硬金属材料为主，宜选择铝材合金

或钢材；小型标识基材除上述两种材料外，还可选择具有相应安全

属性的复合材料、木材、玻璃等材料。

7. 1. 4 公共建筑出入口、室外标识的基材，宜选择铝材合金、不锈

钢材等耐候、防锈材料，以满足防水、防褪色、防腐、防锈等耐久性

要求。

7. 1. 5 电光源型标识的照明电气设备及导体材料的选用和安装

应考虑散热和阻燃性，并能适应所在场所的环境条件，还应具有防

潮、防水和防虫害或霉菌侵蚀的功能。

7. 1. 6 标识照明本体内的照明灯具的光源、亮度、显色性、发光效

能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及有关

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7. 1. 7 封闭室内空间的标识本体宜采用电光源荆标识，以满足长

时间使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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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材 料

7. 2.1 标识本体钢结构承重部分采用的钢材及其连接材料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的规定。 标识本体

钢结构非承重部分所采用的不锈钢、铝材合金等其他金属材料应

分别符合相应的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7.2.2 标识本体中采用的木材及胶合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5的有关规定。

7.2.3 钢管、钢板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和《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GB/T

2975的规定。

7.2.4 铝型材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建筑型材》GB/T

5237. 1~6和《变形铝及铝合金的化学成分》GB/T 3190的规定。

铝型材表面应平整、尤划痕、尤变形。

7.2.5 铝板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一 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

板、带材》GB/T 3880. 1~3的规定，表面应平整，无起皮、划痕、变

形、缺角、污垢等，儿何形状应以设计模数为基础。

7.2.6 有机玻璃板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浇铸型工业有机玻

璃板材》GB/T 7134的规定，表面应平滑，无划痕、斑点或其他表

面缺陷。 厚度公差不应大于10%，几何形状应以设计模数为基

础。

7.2.7 标识版面信息的图文贴膜、喷印、蚀刻等，色泽应耐用，使

用寿命不宜小千3年。 对于室外标识版面信息的图文不宜使用油

墨丝网印刷。

7.2.8 有机玻璃等导光面板总透光率不应小于85%，均匀度不

应小千85%，出光率不应小千80%，使用寿命不应小千8年。

7. 2. 9 油漆涂料应耐磨损、耐候性强、环保、光泽度均匀。

7. 2.10 丝网印刷油墨宜采用耐候性类型，且应能抵御正常清洁

工作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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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结 构

7. 3.1 标识本体的结构应根据环境条件、构件材质、结构形式、使

用要求、施工条件和维护管理条件等选取合理的防腐蚀措施。 结

构类型、布置和构造的选择应有利于提高结构自身的抗腐蚀能力，

应能有效避免腐蚀介质在构件表而的积聚，应便千使用过程中的

维护和检查。

7. 3. 2 标识本体的结构设计应考虑永久荷载、风荷载和地震作

用，必要时还应考虑温度影响的作用。 复杂标识体系尚应对施工

阶段作补充验算复核。 与水平面夹角小千 75
°

的室外标识还应考

虑雪荷载、活荷载或积灰荷载。

7.3.3 标识本体的结构设计和标识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构件设计

应根据传力途径对标识面板系统、支承结构、连接件与描固件等选

取合理的计算模型进行计算或复核，以确保标识具有足够的承载

能力、刚度和稳定性。

7. 3. 4 标识面板与其支承结构、标识本体的结构与建筑主体结构

之间均应具有足够的相对位移能力，必要时还应考虑标识结构对

建筑主体结构的影响。

7. 3. 5 标识本体的结构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基本组合和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的标准组合进行设计，应充分考虑各种荷载，确保

结构稳定，避免出现几何可变体的形式。

7. 4 供 配 电

7. 4.1 标识照明供电的电源电压一般宜采用220V。

7.4.2 标识照明的端电压不宜超过其额定电压的105%，下限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作场所不宜低千95%;

2 当远离变电所的小面积场所难以满足第1款要求时，可

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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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用安全特低电压(SELV)供电的标识，额定电压不宜低

千90%。

7.4.3 供标识照明用的配电变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识照明电源应引自建筑物内部照明专用变压器；当供配

电系统尤照明专用变压器，且电力设备无较大功率冲击性负荷时，

标识照明可与电力设备共用变压器；

2 当电力设备有大功率冲击性负荷时，标识宜与冲击性负荷

接自不同的变压器；如条件不允许，需接自同一变压器时，标识应

由专用馈电线路供电；

3 当标识照明安装功率较大且谐波含鼠较大时，宜采用标识

照明专用变压器。

7.4.4 外部电源直供的标识照明配电箱，应在电源箱的受电端设

置具有隔离和保护作用的开关，配电线路应装设短路保护、过负载

保护，配电线路的保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4 的规定。

7.4.5 对千电光源型标识，灯具的布线不得贴敷千灯具及构架外

表，且不应敷设在高温灯具的上部；电线、电缆敷设应穿入阻燃、难

燃材料的保护导管内。

7.4.6 电光源型标识的照明设备应可靠接地，电光源型标识的外

露金属部分应有接地，并应预留接地端子供接地线接驳之用。

7.4.7 室内电光源荆标识防护等级不得低千IP44，室外电光源

型标识防护等级不得低于IP54。 其防火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及《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

范》GB 50222 的规定。 各种材料的组合不应相互产生化学及电解

反应，对应现场空气pH值偏向，应尤氧化腐蚀现象。

7.4.8 落地式的电光源型标识应设置重复接地装置和漏电保护

装置，所有金属的结构框架、柱体、面板、进线管等均应可靠接地，

接地电阻值不应大千4.0,，否则应增设接地装置。 当采用TN-S

接地系统时，宜采用剩余电流保护器作接地故障保护；当采用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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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系统时，应采用剩余电流保护器作接地故障保护。 动作电流

不宜小千正常运行时最大泄漏电流的 2.0 倍～ 2.5 倍，并不应大

千 30mA。

7.4.9 室外标识照明装置的防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

雷设计规范》GB 50057 的规定，应选择合适的浪涌保护器并采用

可靠的防雷接地措施。

7. 4.10 照明设备所有带电部分应采用绝缘、遮拦或外护物保护，

距地面 2.8m 以下的照明设备应使用工具才能打开外壳进行光源

等部件维护。 室外安装的照明配电箱与控制箱等设备的防护等级

不应低千 IP54。

7. 4.11 依附千建筑物墙面的室外标识，应将其金属结构框架和

面板与该建筑物的避雷装置（避雷带或引下线）作等电位联结。

7.4.12 进线电缆应穿千热锁锌钢质保护管内，保护管内 径不应

小于电缆外径的 1.5 倍；进线电缆在管内不得有接头。 埋地敷设

的热锁锌钢质护管应采用厚壁钢管并作防腐处理，其埋深不宜小

于 0.7m，过道路段埋深不应小于 1.Om；严寒及寒冷地区埋深应在

冻土层以下。

7. 5 照明与显示

7. 5.1 标识照明应根据照明场所的功能、性质、环境区域亮度、表

面装饰材料及所在城市的规模等，合理地确定标识照明的平均亮

度最大允许值及亮度的对比度、均匀度指标，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共建筑室内标识照明亮度和周边环境背景亮度的对比

度宜为3~5，且不应超过10；公共建筑室外标识照明亮度和周边

环境背景亮度的对比度不应超过20;

2 公共建筑室内外标识照明的亮度均匀度 Ul Clmin /lmax )宜

为 o. 6~0. 8; 

3 公共建筑室内外标识照明的平均亮度最大允许值宜符合

附录A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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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采用外投光形式的室外标识，直接照射范围应控制在室外

标识范围内，外溢杂散光和干扰光数值不应超过2 0%。

7.5.3 标识的各种光源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紧凑型荧光灯，显色指数Ra不应小千80,ZOOOh光通噩

维持率不应小千80%，使用寿命不应小千8000h，且必须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2 荧光灯色温不宜高千6500K，显色指数Ra不应小千80,

10000h光通量维持率不应小于80%，使用寿命不应低千lOOOOh,

且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 LED灯的色温宜低于6500K，显色指数Ra宜大于80;

LED灯的工作环境温度Ta不应小千35
°

C，模块性能温度Tp不

大千80 "C ; 25000h光通量维持率应大千70%。

7.5.4 标识照明应采用高效节能的灯具，光源及附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灯具的反射材料应具有较高的反射比；

2 内透光照明光源宜采用三基色直管荧光灯(T5、T8)、LED

灯或紧凑型荧光灯；

3 直管荧光灯应配用电子镇流器或节能型电感镇流器；

4 高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应配用节能型电感镇流器，在电

压偏差较大的场所，宜配用恒功率镇流器，光源功率较小时可配用

电子镇流器；

5 标识照明灯具的线路功率因数不应低千 o. 9。

7.5.5 照明光源、镇流器的能效值不应低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

定的能效限定值，当进行节能评价时，应符合能效标准的节能评

价值。

7.5.6 标识照明灯具安全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灯具 第1

部分： 一 般要求与试验》GB 7000. 1 的规定，并应根据应用场所选

用防触电保护为I类、II类或ill类的灯具。

7.5.7 标识照明节能控制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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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大面积的电光源型标识采用分区或分组集中控制时，应

避免全部电光源型标识灯具同时启动；

2 大面积的电光源型标识宜采用光控、时控、程控的智能照

明控制方式，并应具备手动控制功能；

3 电光源型标识系统中宜预留联网监控的接口，为联网监控

和管理创造条件。

7. 5. 8 动态标识信息显示系统的设计和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1、《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4、《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GB 50606、《智能建筑工程质

蜇验收规范》GB 50339等的有关规定。 标识信息显示系统的设备

和管线的规划和设计应纳入到相应的建筑物的综合布线系统工程

规划和设计之中，并应考虑施工和维护的方便，确保标识信息显示

系统工程的质量和安全，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7. s. 9 动态标识信息显示系统应由显示、驱动、信号传输、计算机

控制、输入和输出等单元组成。 其显示装置的屏面显示设计，应根

据使用要求，在衡最各类显示器件及显示方案的光电技术指标、环

境条件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屏面规格及光学性能等技术参数。

7. 5.10 各类动态标识信息显示系统的显示终端装置应预留有联

网接口，为联网发布信息提供接入条件。 标识信息显示系统应具

有可靠的清屏功能。

• 26 •



8 制作安装、检测验收和维护保养

8. 1 一 般规定

8.1.1 标识本体制作安装必须牢固安全、规范合理。 安装必须确

保建筑物安全性、整体性，不得改变建筑物的承重结构，不得破坏

建筑物的外立面，不得改变原有建筑共用管线及设施。

8.1. 2 标识本体的加工制作宜在工厂内进行。 标识的钢结构构

件的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噩验收规范》

GB 50205的规定。

8.1. 3 应定期对标识设施进行维护与保养，包括H常保洁保养、

定期信息更新以及维修更换等。

8.2 制作与安装

8. 2.1 标识钢构件的表面处理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涂覆涂

料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1部分：未涂覆过

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

等级》GB/T 8923. 1的规定。 喷射清理等级不得低千Sa2 1/2级，

手工和动力工具清理等级不得低千St2级。 钢构件采用油漆作防

锈处理时，构件表面的千漆膜厚度应合理；钢构件采用热浸锁锌处

理时，构件表面的锌附肴量和涂层厚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金属

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锁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GB/T

13912的规定。

8.2.2 钢构件开孔时，应防止金属受热变形，热力切割后应清除

被腐蚀的残留物质；零件的切割线和号料线在采用手工切割时，允

许偏差不应超过土2.0m m。

8. 2. 3 使用胶粘剂粘合构件前，金属表面应以机械或化学方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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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油脂、污垢、灰土、水分、氧化物等，并打磨。 涂抹胶粘剂的方法

及步骤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和胶粘剂制造商的要求执行。

8.2.4 焊接操作应清除焊接件上的油脂、污垢、灰土、水分、氧化

物等，为确保精确度，宜在可行处使用夹具或夹紧装置，在夹紧装

置不适用处可采用定位焊用千临时连接；接缝应彻底熔融，没有孔

洞、孔隙或裂缝；应防止焊接溅出物落在高强度钢和焊接件可见表

面上；保证彻底清除焊剂残留物和熔渣；对接焊 缝、填角焊 应磨

平滑。

8.2.5 标识装饰面汕漆涂层厚度不得低于30µ m，并不得露底。

8.2.6 版面图文内容宜选用PVC基材贴膜工艺，丝网印刷图文

应色调层次清晰，尤毛刺、变形。

8.2.7 标识外观颜色选择应符合国际通用色谱标准，所指定的色

值在不同材料和介质上最终呈现色相，其误差不应超过士5%。

8.2.8 依附千墙面标识设施，在安装过程中应采取可靠的安全防

范措施。 大型标识设施安装时应当搭设安全围护设施及施工脚手

架，高空作业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

范》JGJ 80的规定执行，6级以上大风天气不得施工。

8.2.9 落 地式室外标识接地装置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釐验收规范》GB 50303和《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的规定，在室内设置的挂墙

式电气控制箱下底高度距地面不应小千1. 5m。

8. 2.10 标识构架与墙体的固定宜采用化学铀栓、化学植筋或预

埋构件的连接形式。 当室外标识的外侧与墙体结构面的距离大千

0. 3m 时，不得采用摩擦型膨胀螺栓作构架的描固。

8. 2.11 墙面结构为砖墙，应采用细石混凝土预埋 件或采用隐蔽

荆夹板构造，也可视荷载大小，采用其他合适加固措施。 对强度较

低的墙面，必须对附着的墙体进行强度验算并采取特殊加固措施。

8.2.12 描栓安装时，应进行现场监督，安装完成后应按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最验收规范》GB 50550的规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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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抗拉拔性能试验。

8.2.13 标识与高、低压 线路及通讯电缆线路应保持安全距离，并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

范》GB50168和《电气装置安装工程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

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3的规定。

8.2.14 标识的灯具、配电控制箱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

地装置施工及验收 规范》GB 50169 和 《霓虹灯安装规范》GB

19653的规定。

8.2.15 标识照明电气线路应采用阻燃等级比以上的电缆或电

线，接头应采用接线柱、压接帽等形式。

8.3 检测与验收

8. 3.1 大型钢结构标识本体设施检测项目、检查数最及检测方法

应符合表8.3. 1的规定。

表8. 3.1 材料及构件性能检测

序号1 检 测项目 检 查数量 检 测方法

一级焊 缝探 伤比

钢结构 超声波探伤 例 100%;

焊缝无损 二级焊 缝探 伤比
GB/T 11345 、 JB/T

1 

探伤 例，衔架焊缝 50%，其
6061 、JG/T 203 

磁粉探伤
他焊缝 20%2

网架球节点焊缝无 每种规格抽查5%,
JG/T 203 2 

损探伤 且不应少于 5 只

钢结构连接紧固件
全数检查3 GB 50205 、 GB 50017 

扳紧检测、 强度计算

结构件外观缺陷及
构件数抽查10%,

4 且同类构件不应少于 GB 50205 、 GB/T 9799 
防腐检测

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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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8.3.1 

序号l 检 测项 目 检查数最 检 测方法

5 标识面板连接校核 整个面板 GB 50017 

主体结构检测（垂 对主 要立面全 部
6 GB 50205 

直度、平面弯曲） 检查

大型结构构件实荷 主要受力构件全部
7 GB/T 50344 

载试验 检查

注： l 序号 l、2、4、5 为应检项目，序号 3、6、7 可根据室外标识设施的类型选择检测；

2 探伤比例的 计算方法应按以下原则确定：对工厂制作焊缝，应按每条焊缝

计算百分比，且探伤长度不应小于 200mm，当焊缝长度不足 200mm 时，应

对整条焊缝进行探伤；对现场制作焊缝，应按同一 类型、同一 施焊条件的焊

缝条数计算百分比，探伤长度不应小于 200mm，并不应少于 1 条焊缝。 标

识钢结构构件的制作、安装应按设计施工图及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

施工质最验收规范》GB 50205 的规定进行验收。

8. 3. 2 室外标识设施的基础应按设计图纸要求进行检测。 检测

项目、检查数量及检测方法应符合表8. 3. 2-1规定。 基础和地描

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8. 3. 2-2的规定。

表8.3. 2-1 基础检测

序号 检 测项 目 检查数量 检 测方法

混 凝土基 础强 度
所有基础和支座 JGJ/T 23、GB/T 50107 1 

检测

混凝土结构钢筋保
所有基础和支座2 GB 50204 

护层厚度

地 脚 螺 栓抗拔力
同规格、同型号、相

3 同部位抽取总数的 JGJ 145 
检测

1%。，且不少于 3 根

地脚螺栓连接强度
全部4 GB 50017 

计算

5 基础沉降监测 所有支座 JGJ 8 

注：序号 3、4 为应检项目，序号 1、2、5 可根据室外标识设施的类型选择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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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3. 2-2 基础和地描的允许偏差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 差

支承面（混凝土墩柱）
标高士 2.0mm

1 
水平度士 1/1000

标高士 1.5mm

2 支承表面（法兰盘端面） 水平度士 1/500

且不大于 3mm

3 地铺位置扭转偏差 土1.00mm 

4 地铀法兰对角线偏差 L/1500 ，且＜ 10mm

5 地铺相邻柱脚间距偏差 b/1500 ，且＜10mm

6 地错伸出法兰长度 士 10mm

7 地描的螺纹长度 Lw士 10mm

注：L 对角线间距；b 柱脚间距；匕 设计螺纹长度。

8.3.3 标识灯具光学性能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应按表8.3.3-1

的规定执行。 标识灯具光学性能验收项目和验收标准应符合

表8.3. 3-2的规定。

表8. 3. 3-1 标识灯具光学性能检测项目和检验方法

序号 检测项 目 检测方法

1 亮度、均匀性和对比度 JT/T 750 

2 色度 JT/T 750 

3 逆反射性能 JT/T 750 

表8. 3. 3-2 标识灯具光学性能验收项目和验收标准

序号 验收项目 验 收标准

在额定运行条件下标识版面平均亮度不应低于下列规定：

1 亮度 白 300cd/m2 、黄 150cd/m2 、红 45cd/m2 、绿 45cd/m2 、蓝

30cd/m2 、棕 22cd/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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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8.3. 3-2 

序号 验收项目 验 收标准

标识版面上任何相距 150mm测点上的相同颜色的亮度之比

2 均匀性 不大于1. 5 : 1 ；整个标识版面上相同颜色的最大亮度与最小

亮度之比不大于4: 1 

白色与蓝色部分平均亮度之比不应大于 18 : 1 且不小于

3 对比度 5 : 1 ；白色部分与红色、绿色部分平均亮度之比不应大于10 : 

1 且不小千 4: 1 

4 色度 应符合 GB/T 18833 的规定

逆反射性能
标识表面材料的逆反射系数值应符合 GB 5768. 1~3 和 GB/

5 
T 18833 的规定

8. 3. 4 标识照明的灯具、照明配电控制箱和线路露天安装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噩验收规范》GB 50303、《电气

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 50150和《电气装置

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的规定进行验收。

防雷及接地施工与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工

程施工与质扯验收规范》GB 50601的规定。 现场防雷接地保护装

置检测和灯具、导线连接的安全检测应按表8. 3.4规定执行。

表8.3.4 电气检测

检 测项 目 检查数扯 检 测方法

避雷装置检测 全部 GB 50150、GB 50601 

接地装置检测 全部 GB 50150、GB 50601 

接地电阻检测 全部 GB 50150、GB 50601 

灯具、导线连接的安全检测 全部 GB 50303 

8. 3. 5 标识本体采用的汕漆材料的检测与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色漆和清漆 人工气候老化和人工辐射曝露滤过的氝弧辐射》

GB/T 1865、《色漆和清漆 涂层老化 的评级方法》GB/T 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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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8.3.6 标识版面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应按表8. 3. 6的规定执行。

表8. 3. 6 标识版面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

序号 检 测项目 检 测方法

1 印刷工艺版面检测

贴膜工艺版面检测
GB/T 16422. 1-4 、 GB 7125 、

2 
GB/T 4851 、 GB/T 4852 

3 蚀刻工艺版面检测

8.4 维护与保养

8. 4.1 应针对标识本体确定相应的维护保养周期。 钢结构标识

宜至少每年进行一 次防腐保养，对构件锈蚀、汕漆脱落、龟裂、风化

等部位的基底应进行清理、除锈、修复，并重新涂装。

8.4.2 标识本体的结构焊缝、螺栓连接节点及与墙体铀固节点宜

每半年检查一 次，发现焊缝有裂痕、螺栓及描固节点松动时，应及

时修补及紧固。

8. 4. 3 标识本体采用木质材料时，宜每三个月检查 一 次，发现固

定螺栓及木质材料腐烂时，应及时予以修补及更换。

8. 4. 4 标识的照明灯具、电气设施至少宜每月维护保养一 次。 检

查导线的外绝缘和接线端子的接线的紧密度，如外绝缘材料损坏

的电线、电缆应及时进行更换，确保用电的安全。

8. 4. 5 在大风、大雪和梅雨等特殊天气，应将室外标识本体的结

构和电气及照明设施列入安全巡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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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室内外标识照明的平均亮度

最大允许值

A.0.1 室内标识照明的平均亮度应高千所处场所的背景亮度。

室内标识照明的平均亮度最大允 许 值宜按表 A.O. 1的 规 定

执行。

表 A.0.1 室内标识照明的平均亮度最大允许值

公 共建 筑 平均亮度最大允许值
序号

(cd/m2 ) 空间类型 建筑部位

1 导入空间 建筑入口、主大厅 650 

2 导出空间 建筑出口、共享大厅 650 

走廊 150 

楼梯间 150 

3 交通空间
电梯厅 350 

公共通道 350 

公共车库 150 

地铁站台 350 

4 核心功能空间 地铁站厅 650 

售票厅、候车（船、机）厅等 650 

商业建筑营业厅 1000 

5 辅助功能空间 卫生间、设备辅助用房 150 

A.0.2 不同环境区域、不同面积的室外标识照明平均亮度最大

允许值应符合表A. o. 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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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0.2 室外标识照明的平均亮度最大允许值(cd/m勹

环 境 区 域
标识照明面积Cm勹

El E2 E3 E4 

s<0. 5 50 400 800 1000 

o. 5<S�2 40 300 600 800 

Z<S,(10 30 250 450 600 

S>lO 150 300 400 

注：1 表中 El 区为天然暗环境区，如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天文台所在区域

等； E2 区为低亮度环境区，如乡（镇）村的工业或居住区域等； E3 区为中等

亮度环境区，如城市郊区工业或商业居住区域等； E4 为高亮度环境区，如

城市中心和商务区等区域。

2 上述环境区中有下列局部区域的最大允许亮度等应酌情降低，如 E4 环境

区中的行政办公（工业）区或公共活动区应按表中所列的商业区的最大允

许亮度值乘以 0.4，居住小区应按表中所列的最大允许亮度值乘以 0.1。

3 含有闪烁、循环组合的发光标识，不应在 El、E2 区域内采用，并不应靠近或

直射入 E3、E4 环境区的居住小区内的住户窗户。

• 35 •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千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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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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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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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

应符合……

的规定
”

或
“

应按……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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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木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 5015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施工及验收

规范》GB 50173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1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 50314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39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550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 50601 

《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GB 50606 

《尤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碳素结构钢》GB/T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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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漆和清漆 涂层老化的评级方法》 GB/T 1766 

《色漆和清漆 人工气候老化和人工辐射曝露滤过的氝弧辐射》

GB/T 1865 

《安全色》GB 2893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GB/T 2975 

《变形铝及铝合金的化学成分》GB/T 3190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 第1部分：一 般要求》GB/T

3880. 1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 第2部分：力学性能》GB/T

3880. 2 

《一 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 第3部分：尺寸偏差》GB/T

3880. 3 

《胶粘带持粘性的试验方法》GB/T 4851 

《压敏胶粘带初粘性试验方法（滚球法）》GB/T 4852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1部分：基材》GB/T 5237. 1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2部分：阳极氧化型材》GB/T 5237. 2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3部分：电泳涂漆型材》GB/T 5237. 3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4部分：粉末喷涂型材》GB/T 5237. 4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5部分：氝碳漆喷涂型材》GB/T 5237. 5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6部分：隔热型材》GB/T 5237. 6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1部分：总则》GB 5768. 1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 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GB 5768. 3 

《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GB 7000. 1 

《胶粘带厚度的试验方法》GB/T 7125 

《浇铸型工业有机玻璃板材》GB/T 713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 

《涂覆涂料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1部分：

未涂覆过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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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处理等级》GB/T 8923. 1 

《金属及其他尤机覆盖层 钢铁上经过处理的锌电锁层》GB/T

9799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第1部分：总则》GB/T

15566. 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GB/T

10001. 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3部分：客运货运符号》GB/T

10001. 3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4部分：运动健身符号》GB/T

10001. 4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5 部分：购物符号》 GB/T

10001. 5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6部分：医疗保健符号》GB/T

10001. 6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GB/T

10001. 9 

《焊缝尤损检测 超生检测 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GB/T

11345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锁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13912 

《中国盲文》GB/T 15720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霞试验方法 第1部分：总则》GB/T

16422. 1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2部分：氝弧灯》GB/T

16422. 2 

《朔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3部分：荧光紫外灯》

GB/T 16422. 3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4部分：开放式碳弧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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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6422. 4 

《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1部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

计原则》GB/T 16903. 1 

《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2部分：理解度测试方法》GB/T

16903. 2 

《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3部分：感知性测试方法》GB/T

16903. 3 

《印刷品用公共信息图形标志》GB/T 1769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 17945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最》GB

18586 

《道路交通反光膜》GB/T 18833 

《霓虹灯安装规范》GB 19653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第1部

分：总则》GB/T 20501. 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第2部分：

位置标志》GB/T 20501. 2 

《应急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GB/T 23809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8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 23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 

《混凝土结构后铀固技术规程》JGJ 145 

《尤损探测 焊缝磁粉检测》JB/T 6061 

《钢结构超声波探伤及质鼠分级法》JG/T 203 

《内部照明标准》JT/T 750 

• 4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