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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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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ET 2024XXX

铁路用 LED 升降灯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用 LED 升降灯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LED 升降灯结构要求、升降机构性能技

术要求、灯具技术要求、控制要求、选型与应用、安装、调试与验收、运行与维护、检验方法、检验

规则和外形图。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扩）建的室内高大空间及站台雨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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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7000.1 灯具 第 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7000.201 灯具 第 2-1 部分：特殊要求 固定式通用灯具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JGJ 243 交通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TB 10089 铁路照明设计规范

TB 10063 铁路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TB/T 494 铁路照明照度标准

TB 10621 高速铁路设计规范

GB/T 17743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无线电骚扰特性的值和测量方法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8595 一般照明用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13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T 12325 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偏差

GB 7251.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1 部分:总则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Ka：盐雾

GB 2828 抽样标准抽样检验

GB 4798.2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第 2部分：运输

GB 4798.1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第 1部分：贮存

GB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19510.1 灯的控制装置 第一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GB19510.14 灯的控制装置 第 14 部分：LED 模块用直流或交流电子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

GB12350 小功率电动机的安全要求

GB/T8918 重要用途钢丝绳

GB 55024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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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900.65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

2900.65 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LED升降灯 LED lifting luminaire

一种以 LED 作为光源，具备通过就地手动控制、遥控器和远程控制等进行升降操作的灯具，用于高大

空间建筑顶棚安装的灯具。按其形状不同分为筒式 LED 升降灯和工矿式 LED 升降灯。

3.2

升降机构 hoisting appliance

升降机构是将灯具升降到某一高度的一种升降设备。升降机构由上部本体和下部本体组成，上部本体

和下部本体通过钢丝绳连接。

上部本体由上部壳体、底板、电动机、排线系统、控制系统、安装支架等组成；

下部本体由壳体、连接盘（连接灯具的装置）等组成；

3.3

就地手动控制 control panel

就地手动控制是利用就地控制装置上的开关或按钮，以人工手动方式实现对一个或多个升降灯进行升

降控制。

3.4

遥控器 Remote control unit

遥控器是一种用于远程控制和操作升降灯升降控制的电子设备。

3.5

远程控制 computer control

远程控制是在集中控制室或依靠视频监控来远程操作控制设备。

4 一般要求

4.1 LED 升降灯应符合 GB7000.1 系列标准;

4.2 LED 升降灯中灯具应能现场维护、更换。

4.3 LED 模块应符合标准 GB 24819-2009 和 GB/T 24823-2017 的规定。

4.4 LED 模块用连接器应符合标准 GB 19651.3-2008 的规定。

4.5 LED 控制装置应符合 GB/T 24825-2022、GB 1959.1-2009 和 GB 1959.14-2009 的规定。

4.6 LED 升降灯应能在-20℃～45℃的室内环境内正常工作。特殊场所应满足具体使用场所的环境温度、湿

度、耐久性、防腐蚀性、耐振动性能和抗风性能等其他要求。

5 LED升降灯结构要求

5.1 LED 升降灯分为筒式 LED 升降灯和工矿式 LED 升降灯。

5.2 LED 升降灯排线系统为匀速传动结构，由电动机、绕线轮、钢丝绳、齿轮传动机构等组成，保证

反复排线不紊乱，负荷运行平稳。

5.3 LED升降灯上部壳体上装有上微动开关，底部连接盘带动灯具上升到顶部，触碰到上微动开关，应自动

关闭电机，停止升降。

5.4 LED升降灯安装底板上装有下微动开关，灯具下行过程中碰到障碍或到达地面时，下微动开关动作，应

自动关闭电机，停止升降；

5.5 设有防坠结构，电磁锁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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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LED 升降灯控制器应接入 2路 AC220V 电源，一路为照明电源、一路为升降机构电动机电源；控制器

采用 485 接口与就地手动控制通讯。

5.7 就地手动控制至 LED 升降灯控制器的通讯线采用 4 芯屏蔽双绞线，两用两备。

5.8 筒式 LED 升降灯为圆筒状，上部本体、下部本体及灯盘均安装在圆筒壳体内，壳体和灯盘上应设有

散热孔。

5.9 工矿式 LED 升降灯为上部本体和下部本体直接连接，采用灯具壳体散热片直接散热。

6 升降机构性能技术要求

6.1 升降机构最大提升高度为 30m。

6.2 升降机构电动机应采用具备失电自锁功能的永磁同步电机（E级），电源失电自锁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0.5s，电动机功率宜不小于25W，电动机应符合GB 12350-2022《小功率电动机的安全要求》。

6.3 升降机构提升重量应大于灯具重量的10倍。

6.4 升降机构升降平均速度应为1.6-4m/min。

6.5 升降机构上下往复运动次数不小于500次的要求。

6.6 设有三重防坠落措施，内部设有应设有电磁锁防坠措施，电磁锁承重荷载应不小于灯具重量的3倍。外

部设有钢丝绳防坠落措施，永磁同步电机失电自锁也能起到防坠落。

6.7 壳体、底板、连接盘应采用铝合金压铸，外表面喷塑。

6.8 钢丝绳应采用 304 不锈钢材质，公称抗拉强度 1570N/mm²，整绳破断力 2100N，钢丝绳的载荷安全

系数不低于 10。

7 灯具技术要求

7.1 电气性能、光学性能、外观结构、电磁兼容、光生物安全和光辐射应满足《铁路场所 LED 照明技

术规范》中的第 5章的要求，

7.2 LED 灯光生物安全性应满足无危险类（RG0）或 1 类危险（RG1）的要求。

7.3 LED 灯光辐射安全要求应符合 GB∕T 34034 的规定。

7.4 产品技术参数

筒式 LED 升降灯技术参数

安装高度(m) 功率（W） 光束角α（°）

6～8 50 120

8～10 80 120

10～15 100 90

15～20 120 90

20～25 140 60

25～30 160 60

工矿式 LED 升降灯技术参数

安装高度(m) 功率（W） 光束角α（°）

6～8 80 120

8～10 100 120

10～15 120 90

15～20 15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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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240 60

25～30 300 60

8 控制要求

LED 升降灯分为就地手动控制、遥控器控制、远程控制三种控制方式；面板控制为主要控制方式；

8.1 采用就地手动控制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8.1.1 一个就地手动控制可控制升降灯的数量不宜小于30套；

8.1.2 就地手动控制可按地址码实现单灯和群组控制升降；单灯控制时，在面板上输入单灯地址码；群组

控制时，输入按先后顺序排列的不宜小于30套的地址码，实现升降功能；

8.1.3 就地手动控制可实现开关灯；

8.1.4 就地手动控制可实现行程记忆功能，下降到一定高度时，记忆下降高度；

8.1.5 就地手动控制通过485通讯协议与远程控制连接；

8.2 当使用遥控器控制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8.2.1 遥控器由TFT显示屏和按键组成；

8.2.2 遥控器频率宜为433MHz；

8.2.3 遥控器遥控距离不小于50m；

8.2.4 遥控器输入单灯地址码来操作升降。遥控器单灯最大控制数量为3位数999个，根据具体需要，可以

做成2位数或4位数来控制。

8.2.5 遥控器具有编码功能；

8.2.6 具有升降停三种状态；

8.2.7 具有行程记忆力功能，下降到一定高度，可以记忆下降高度；

8.2.8 遥控器须具备电池电量的显示；

8.3 当使用远程控制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8.3.1 分区域控制开关灯；

8.3.2 根据现场要求，分区域调光；

8.3.3 485通讯协议与面板相连接；

8.4 三种控制模式不应同时操作使用，操作时按优先级处理；

9 选型应用

9.1 空间高度大于 8m 的场所，应选用 LED 升降灯；对于空间高度大于 6m 不便于维修的场所，宜选用

LED 升降灯。

9.2 灯具分类

表 9.1 筒式 LED 升降灯规格分类

参考功率(W) 参考尺寸(mm)

50、80、100、120、140、160 φ260, H380

表 9.2 工矿式 LED 升降灯规格分类

最大参考功率(W) 参考尺寸(mm)

50、80、100、120、150、200、240 300×3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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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铁路旅客车站主要场所照明标准值和 LED 升降灯选型

表 9.3 铁路主要生产用房室内照明标准值和 LED 升降灯选型

场所名称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lx)

统一眩光

值(UGR)

照度均匀

度(U2)
显色指数

(Ra)
选型 安装方式

生产站、

段及车间

动车组检查库、检修车库

及辅助车间,架修、清洗、

定修、中检、整备、修

车、站修库(棚)、轮轴选

配间

0.75m 水

平面
200* — 0.6 80 工矿式 LED 升降灯 吊装式

转向架间、动车调试库、

解体组装库、冰箱修理间
地面 300* — 0.6 80 工矿式 LED 升降灯 吊装式

整车试验库、调试库、涂

装库、整车清洗库

0.75m 水

平面
200* — 0.6 80 工矿式 LED 升降灯 吊装式

轮轴检验间
0.75m 水

平面
500* — 0.6 80 工矿式 LED 升降灯 吊装式

轴承检验间
0.75m 水

平面
300* — 0.6 80 工矿式 LED 升降灯 吊装式

存车棚 地面 100 — 0.6 80 工矿式 LED 升降灯 吊装式

9.3 候车厅、站厅等场所，当照明区域内空间及高度较大，且有装饰效果要求时，选用的LED升降灯应与环

境相协调。

9.4 LED 升降灯的防尘、防固体异物和防水侵入的防护等级应满足使用环境的要求。室内多尘埃场所的灯具

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4；

10 安装、调试与验收

10.1 安装

10.1.1 LED 升降灯施工安装应符合《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 55024 中的规定；

10.1.2 LED 升降灯安装时，先把灯具顶部安装支架固定牢靠，然后再把带支架的 LED 升降灯整体固定在房

顶的固定连接件上；

10.1.3 每个 LED 升降灯壳体上都贴有一个地址码，安装时需按照地址码的顺序来安装；

10.1.4 就地手动控制的485通讯线接线时要按照线的颜色来接；

10.2 调试

10.2.1 就地手动控制功能调试

10.2.2 遥控器功能调试

10.2.3 远程控制功能调试

10.2.4 系统联调

10.2.5 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调试时应由经过培训的电气人员实施；

（2）应采取防止电击事故或设备损坏的安全保护措施；

（3）安装调试完毕，应形成书面调试报告。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

(lx)

统一眩光

值(UGR)

照度均匀

度(U2)
显色指数

(Ra)
选型 安装方式

集散厅
其他车站进、出站厅 地面 150 22 0.4 80 筒式 LED 升降灯 嵌入式

特大型车站进、出站厅 地面 200 22 0.4 80 筒式 LED 升降灯 嵌入式

候车区
其他车站候车室 地面 150 22 0.4 80 筒式 LED 升降灯 嵌入式

特大型车站候车室 地面 200 22 0.6 80 筒式 LED 升降灯 嵌入式

售、检

票用房

售票厅 地面 200 22 0.4 80 筒式 LED 升降灯 嵌入式

安全检查 地面 300* 22 0.6 80 筒式 LED 升降灯 嵌入式

站台、

天桥

特大型车站基本站台 地面 150 — 0.4 80 筒式 LED 升降灯 嵌入式

特大型车站其他站台、

其他车站有棚站台、有

棚天桥

地面 75 — 0.4 80 筒式 LED 升降灯 嵌入式、吊装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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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验收

10.3.1产品验收应符合《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中的规定；

10.3.2 验收时,应LED对升降灯进行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1）LED升降灯的接线颜色需对应；

2）LED的升降停功能进行验收；

11 运行与维护

11.1 运行管理

11.1.1 运行时发现的缺陷、故障等情况，停止对升降灯进行操作。

11.1.2 根据升降灯在日常运行时发出的频闪、变暗、不正常灭灯等情形，及时进行原因排查和缺陷处理，

防止缺陷发展为故障。

11.2 维护

11.2.1 应制定维护操作规程，做好防护措施，确保维护人员的人身安全。

11.2.2 系统维护应经过培训的电气人员进行操作。

11.2.3 升降式灯具应进行以下项目的维护：

1）为了延长升降系统内电机电容的寿命，应每年不少于一次升降以便给电容充放电，即每个灯具实现

一次升降操作，以检验其是否完好。

2）检查在上升、下降过程中,灯具不应该有间断性的突跳。

3）遥控器检查电量显示是否有电,灯具是否有感应,遥控距离有没有变化。

11.2.4 为了操作人员的安全，操作LED升降灯上升、下降时,灯具下方直径4m的区域内,严禁有人停留或通

过。

12 试验方法

12.1 LED 升降灯具标记和外观结构检查

按 GB 7000.1-2015 第 4 章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4.1 条的规定。

12.2 电气性能试验

按 GB/T 24824-2009 第 5.1 节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7.1 节的规定。

12.3 控制部分试验

按 GB/T 18595 第 5.3、5.7 节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8节的规定。

12.4 自锁力试验

按 GB 12350 第 6.2 节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6.2-6.3 节的规定。

12.5 钢丝绳试验

按 GB/T8918 第 6.2.6,6.3.1 节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6.8 节的规定。

12.6 光通量试验

按 GB/T 26178-2010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7.1 节的规定。

12.7 显色性试验

按 GB/T 24824-2009 第 5.5 节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7.1 节的规定。

12.8 色容差试验

按 GB/T 24824-2009 第 5.5 节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7.1 节的规定。

12.9 高低温试验

按 GB/T 2423-2008 第 5.4 节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4.6 条的规定。

12.10 耐久性试验

按 GB/T 7000.1-2015 第 9.3 节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6.5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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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防腐蚀性试验

按 GB/T 7000.1-2015 和 QB/T 3741 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8.3 条的规定。

12.12 耐振动性能试验

按 GB/T 2423.56-2006 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4.6 条的规定。

12.13 抗风性能试验

按列车 350Km/h 以上时速通过隧道引发气动效应的风洞试验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4.6 条的规定。

12.14 防护等级试验

按 GB/T 7000.1-2015 第 9.2 节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9.4 条的规定。

12.15 绝缘电阻试验

按 GB/T 7000.1-2015 第 10.2.1 节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7.1 条的规定。

12.16 电气强度试验

按 GB/T 7000.1-2015 第 10.2.2 节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7.1 条的规定。

12.17 寿命试验

按 GB/T 24824-2009 第 5.5 节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7.1 条的规定。

12.18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按 GB/T 17626.8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7.1 条的规定。

12.19 无线电骚扰度试验

按 GB/T 17743-2021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7.1 条的规定。

12.20 输入电流谐波和电压变化试验

按 GB 17625.1-2022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7.1 的规定。

12.21 电压波动和闪烁试验

按 GB 17625.2-2007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7.1 条的规定。

12.22 电磁兼容抗扰度试验

按 GB/T 18595-2014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7.1 条的规定。

12.23 生物安全性试验

按 GB/T 20145-2006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准 7.2 条的规定。

12.24 光辐射安全试验

按 GB∕T 34034-2017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应符合本标 7.3 条的规定。

13 检验规则

13.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13.2 出厂检验

13.2.1 每个产品均需经出厂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

13.2.2 所检项目的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判产品合格。

13.3 型式检验

13.3.1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研发定型前

b)正常生产后，若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满五年；

d)产品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或受其委托的技术检验部门提出要求时。

13.3.2 型式检验的样本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其抽检方法按 GB 2828 中的规定进行抽样。

13.3.3 型式检验应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进行,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要求的全部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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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检验项目见表 13。

表 13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1
外观、表面电镀和涂

覆、标识和结构
√ √ 4.1 12.1

2 电气性能试验 √ √ 7.1 12.2

3 控制部分试验 √ √ 7.2.2 12.3

4 自锁力试验 √ √ 6.2-6.3 12.4

5 钢丝绳试验 √ √ 6.8 12.5

6 光通量试验 √ 7.1 12.6

7 显色性试验 √ 7.1 12.7

8 色容差试验 √ 7.1 12.8

9 高低温试验 √ 4.6 12.9

10 耐久性试验 √ 6.5 12.10

12 防腐蚀性试验 √ 8.3 12.11

12 耐振动性能试验 √ √ 4.6 12.12

13 抗风性能试验 √ 4.6 12.13

14 防护等级试验 √ 9.4 12.14

15 绝缘电阻试验 √ √ 7.1 12.15

16 电气强度试验 √ 7.1 12.16

17 寿命试验 √ 7.1 12.17

18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 7.1 12.18

19 无线电骚扰度试验 √ 7.1 12.19

20
输入电流谐波和电压

变化试验
√ 7.1 12.20

21 电压波动和闪烁试验 √ 7.1 12.21

22 电磁兼容抗扰度试验 √ √ 7.1 12.22

23 生物安全性试验 √ 7.2 12.23

24 光辐射安全试验 √ 7.3 12.24

注：打“√”表示该检查项目适用

14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14.1 标志

14.1.1 每台升降灯在适当和明显位置处应有耐久性的铭牌，铭牌上应清晰地标出以下的内容：

a.产品名称、型号；

b.使用电源：额定电压：V、额定频率：Hz；

c.外壳防护等级；

d.防触电防护等级；

e.提升高度；

f.制造日期、编号及制造厂名称；

g.注意事项、警告标志等。

14.1.2 每台产品应附有下列文件：

使用说明书。主要内容：警告语、注意事项、安装方式和要求、产品技术参数、使用说明、使用寿

命、灯具功率（灯具配置功率）。

检验合格证。



10

14.1.3 包装标志

包装箱外表面应用不褪色的颜料，清晰地标明下列各项标志：

a.制造厂全名；

b.产品名称、型号；

c.净重（kg）、毛重（kg）；

e.包装箱外形尺寸，长×宽×高（mm）；

f.储运注意事项标明：小心轻放、防潮、向上、可叠放层数等字样或符号、图案等，并符合GB191

的规定。

14.2 包装

产品的包装应按防潮、防震包装，进行包装设计和定型。

14.3 运输和贮存

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产品不应受到摔撞、暴晒和雨雪淋袭。

产品运输环境条件应按 GB 4798.2 进行。制造厂按产地至销售地区在运输过程中可能经受的环境条

件而定（参照 GB 4798.2 表 A1）。

如产品销往国际市场，则按国际运输条件自产地至销售地区在运输过程中可能经受的条件而定，或

按合同要求进行。

产品贮存环境条件按 GB 4798.1 进行。产品应贮存在干燥和通风良好的仓库中。其周围不应存在腐

蚀性及有害气体。仓库的贮存条件应按所在地区气候环境而定。产品包装经拆装后仍需继续贮存时应重

新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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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产品外形图

筒式 LED 升降灯

工矿式 LED 升降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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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用 LED 升降灯》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编制目的

目前铁路高大空间场所照明使用 LED 升降灯越来越广泛，站房、检修

库、动车所和站台雨棚等不同应用场所使用的 LED 升降灯的产品类型也不一

致。各种 LED 升降灯使用场所环境不同，灯具的电性能、光学性能、驱动电

源和环境适应性等技术性能要求也不一致，但目前尚无铁路用 LED 升降灯的

相关产品标准对灯的型式、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式、检验规则、验

收检验等内容进行规范。为规范铁路用 LED 升降灯的技术要求和设计选型，

保证铁路高大空间场所的照明质量，有必要制定铁路用 LED 升降灯的产品标

准。

铁路用 LED 升降灯采用光源与灯具分体式结构，通过升降式机械结构连

接，具有现场灯具安装简便，光源安装更换快捷，操作安全等优点，可大幅

度提高工作效率和大幅度降低运维费用。经与行业内设计、管理单位和相关

照明企业的专家研讨，建议尽快制定铁路用 LED 升降灯技术规范团体标准，

对铁路用 LED 升降灯进行规范，使铁路用 LED 升降灯照明符合以人为本、安

全可靠、先进成熟、经济适用、方便维护等要求，更好地响应和贯彻国家绿

色照明应用工程和有关能源政策，为“绿色铁路、低碳铁路、智能铁路”服

务，申请团体标准的编制。

二、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安装高度大于 6m铁路用 LED 升降灯。

三、主要技术内容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型式和标识，型号与基本参数，

技术要求，试验方式，检验规则，验收检验，标志、包装和贮存。

四、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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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完全遵守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并与以下规范的要

求保持一致：

GB 50052-2009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5-2011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TB 10089-2015 铁路照明设计规范

TB 10063-2016 铁路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TB/T 494-1997 铁路照明照度标准

TB 10621-2014 高速铁路设计规范

GB7000.1-2015-2015 灯具 第 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7000.201-2008 灯具 第 2-1 部分：特殊要求 固定式通用灯具

QB/T 3741-1999 灯具电镀、化学覆盖层

GB/T 17743-2021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无线电骚扰特性的值和测量方法

GB17625.1-2012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

≤16A)

GB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12350-2009 小功率电动机的安全要求

JB/T 8437-1996 起重机械无线遥控装置

GB/T5013.4-2008/IEC.60245-4:2004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橡皮绝

缘电缆 第 4 部分：软线和软电缆

GB8918-2006 重要用途钢丝绳

五、与国际标准对比及协调性

目前国内外尚无铁路用 LED 升降灯技术规范标准。铁路高大空间场所照

明使用 LED 升降灯越来越广泛，各个企业均按照企业的产品标准生产 LED 升

降灯，由于控制系统、机械结构、升降性能、电机性能的差异性，造成产品

质量技术性能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铁路高大空间的照明质量和安全。

此标准为首次提出，对 LED 升降灯型式和标识，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

要求，试验方式，检验规则，验收检验等进行规范。

六、需解决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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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范铁路用 LED 升降灯的分类型式；

2、规范铁路用 LED 升降灯技术性能要求；

3、规范铁路用 LED 升降灯控制系统、机械结构、升降性能、电机性

能；

4、规范铁路用 LED 升降灯的无线遥控抗干扰性能；

5、规范铁路用 LED 升降灯的试验方式，检验规则，验收检验。

七、现有工作基础和需补充试验和研究的内容

围绕铁路用 LED 升降灯领域，我们开展了系统化的调查研究，目前国内

关于生产 LED 升降灯的企业有近 10家，升降式 LED 的核心技术是升降控制

系统，升降控制系统由升降灯、就地控制面板、手持遥控器、系统主机、电

源线及控制总线等组成。各企业的技术已经成熟，能够完成批量化生产。

开展了对重庆西动车所、西安草滩西成高铁动车洗车库、昆明第二动车

所、南宁第二动车所、北京北动车所的 LED 升降灯的应用情况的调研，所有

产品运行良好。能够保证人身安全，最大限度规避了高空照明安装、检修、

清洁人员登高作业的操作风险，为企业的安全生产提供有力保障。现场操作

便捷，不受场地（空间）限制，不需要搭建登高设备，日常维护只需一名工

作人员即可操作。效率大幅提高，通过遥控、线控和本地远程控制等多种智

能控制方式，高效工作，大幅度提高日常维护效率。费用大幅降低，可以节

省每一次安检、清洁所需租赁设备及相应人员工资等费用。经各方反馈，给

予高度评价。与行业内设计、管理单位和相关照明企业的专家进行了研讨并

形成了共识。铁路 LED 升降灯技术成熟，性能稳定，使用环境性强，安全可

靠，建议尽快开展标准的制定工作。

八、编制周期

本标准计划标准周期为 1年。

2023 年 6 月编制标准项目建议书、标准草稿、标准编制说明，召开标准

立项评审会；

2023 年 8 月征集标准编制单位；

2023 年 11 月成立标准编制组，召开立项团体标准草稿讨论会，确定标

准编制计划及专题研究内容并落实分工；

2024 年 1 月召开标准编制启动会，细化编制大纲，分工编写标准文本，

形成标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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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2 月~3 月针对启动会意见，修改初稿，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4 月~5 月向相关业内专家征求意见并公开征求意见，进行修

改；

2024 年 6 月完成反馈意见处理，形成并提交送审稿，召开送审稿审查

会；

2024 年 8 月根据审查意见修改完善内容并形成报批稿，上报中国电力技

术市场协会，完成标准报批。

九、编制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包括：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技术

市场协会轨道交通电力及牵引供电专委会、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昆明

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

限公司、智明新（南京）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中铁旸谷（北京）智慧科技产

业有限公司、信电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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