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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1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体育建筑电气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体育建筑电气设计规范》为行业标准，编号为 JG]

354 → 2014，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6. 1. 7 、

7. 2. 1 、 9. 1. 4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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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r印发（ 2008 年 Ttlf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一批）〉的通知》 （建标［2008] 102 

号）的要求，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奇研究，认且总结实践约验句

参二号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迸标准，对－. {EI'. il 11E )R丘见的基础

上，编制本规泡。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 2. 术语和｜代号； 3. 供

配电系统； 4. 配变电所； 5. 继电保护及电气测量； 6. ｝业急、备

用电源； 7. 低压配电； 8. 比赛场地照明； 9. 应急照明及附属用

房照明； 10. 常用设备电气装置； 11. 配电线路布线系统； 12.

防雷与接地； 13. 设备管理系统； 14. 信息设施系统； 15. 专用

设施系统； 16. 信息应用系统； 17. 机房｜；程； 18. 电磁兼容与

电磁环境卫生； 19. 电气节能。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也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皮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

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悉地同 ll11~设计顾问

（深圳I）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南 III k科技 q 1二路 19 号劲嘉

科技大厦 CCDI，邮编： 5180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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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l 为贯彻执行国家技术经济政策，保证体育建筑电气安全，

提高电气设计质量，制定本规范。

1.0. 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体育建筑的电气设计。

1. 0. 3 体育建筑的电气设计应做到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技术

先进、维护管理方便。体育建筑群的电气设计应从整体上进行统

一规划和设计。

1. 0. 4 体育建筑电气设计应对电磁污染、声污染、光污染等采

取综合治理措施，并应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

1. 0. 5 体育建筑的电气装备水平应与工程的功能要求和使用性

质相适应。对于为重大赛事所建的体育建筑，电气设计应兼顾赛

时使用和赛后运营。

1. 0. 6 体育建筑电气设计应选择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

技术和产品，严禁使用已被国家淘汰的技术和产品。

1. 0. 7 体育建筑的电气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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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代号

2.1 术语

2.1. 1 备用电源 standby electrical source 

当正常电源断电时，由于非安全原因用来维持电气装置或其

某些部分所需的电源。

2. 1. 2 应急电源 electric source for safety services 

用作应急供电系统组成部分的电源。

2.1. 3 临时电源 temporary power 

独立于体育建筑中的正常电源，为开闭幕式、重要赛事、文

艺演出、群众集会等临时性或短期活动供电的电源。

2. 1. 4 体育工艺负荷 electrical loads for competition and training 

体育建筑中满足竞赛、训练的用电负荷。

2. 1. 5 电源井 power well 

设置在比赛场地及其周围区域，用于给场地内用电负荷提供

电源的人孔或于孔。

2. 1. 6 信号井 signal well 

设置在比赛场地及其周围区域，用于给场地内设备提供智能

化系统接口的人孔或手孔。

2.1. 7 垂直照度 vertical illuminance 

垂直面上的照度，包括主摄像机方向垂直照度和l辅摄像机方

向垂直照度。

2. 1. 8 照度均匀度 uniformity of illuminancc 

规定表面上的最小照度与最大照度之比及最小照度与平均照

度之比。

2. 1. 9 单位照度功率密度 lighting power density per illu日1i

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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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照度的照明功率密度，即单位照度、单位面积上的照明

安装功率。

2. 1. 10 主赛区 principal area 

体育建筑的场地划线范围内的比赛区域。又称比赛场地。

2. 1. 11 总赛区 total area 

主赛区和比赛中规定的无障碍区。

2.1.12 TV 应急照明 TV emergency lighting 

当正常照明的电源故障时，为确保比赛活动和电视转播继续

进行而启用的照明。

2. 1. 13 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 sports building intelligent sys 

tern CSBIS) 

为在体育场馆内举办体育赛事和场馆的多功能应用，并满足
日常管理的需雯，通过｛言息设施和信息应用构建的对建筑设备、

比赛设施进行控制、监测、显示的综合管理系统。

2. 1. 14 专用设施系统 sports facilities system ( SFS) 

体育建筑特有的、为满足场馆举行训练、比赛、观看、报道

和转播比赛所必需的智能化系统。包括信息显示及控制、场地扩

声、场地照明控制、计时记分及现场成绩处理、现场影像采集及

回放、售检票、电视转播和现场评论、标准时钟、升旗控制、比

赛设备（集成）管理等系统。

2.2 代 号

ATSE fl 动转换开关电器 automatic transfer switching e-

quipment 

EMC 电磁兼容性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I 电磁干扰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HDTV 高清晰度电视 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 

LPZ 防雷区 lightning protection zone 

PA 主赛区（比赛场地） principal area 

SELV 安全特低电压系统 safety extra low 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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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总赛区 total area 

TSE 转换开关电器 transfer switching equipment 

TV 标准清晰度彩色电视 television 

Eh 水平照度 horizontal illuminance 

Ev 垂直照度 vertical illuminance 

Evrnai 主摄像机方向垂直照度 vertical illuminance in the 

direction of main camera 

Evaux 辅摄像机方向垂直照度 vertical illuminance in the 

direction of auxiliary camera 

GR 眩光值 glare rating 

R" 一般显色指数 general colour rendering index 

ST IPA 扩声系统语言传输指数 speech transmission in 

dex for public address system 

T,v 相关色温 correlated colour temperature 

U1 最小照度与最大照度之比 the ratio of minimum illu 

minance to maximum illuminance 

Uz 最小照度与平均照度之比 the ratio of minimum illu

minance to average illuminance 

UGR 统一眩光值 unified glare r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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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配电系统

3.1 一般规定

3.1. 1 本章适用于体育建筑中 35kV 及以下供配电系统的设计。

3.1. 2 体育建筑供配电系统的构成应简单可靠、灵活方便、减

少电能损失。

3.1. 3 体育建筑供配电系统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供配电

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 和《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有关规定。

3.2 负荷分级

3. 2.1 体育建筑负荷分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负荷分级应符合表 3. 2. 1 的规定。

表 3. 2.1 体育建筑负荷分级

负荷等级

体育建筑等级 一级负荷中特别
一级负荷 二级负荷

重要的负荷

特级 A B c 

甲级 A B 

乙级 A+B 

丙级 A+B 

其他

三级负荷

D＋其他

C十D＋其他

C+D＋其他

c+o＋其他

所有负荷

注： A 包括主席台、贵宾室及其接待室、新闻发布厅等照明负荷，应急照明负
荷，计时记分、现场影像采集及回放、升旗控制等系统及其机房用电负

荷，网络机房、固定通信机房、扩声及广播机房等用电负荷，电台和电视
转播设备，消防和安防用电设备等；

B 包括临时民疗站、兴奋剂检查室、血样收集室等用电设备， VIP 办公室、
奖牌储存室、运动员及裁判员用房、包厢、观众席等照明负荷，建筑设备
管理系统、售检票系统等用电负荷，生活水泵、污水泵等设备；

C 包括普通办公用房、广场照明等用电负荷；
D 普通库房、景观等用电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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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级体育建筑中比赛厅（场）的 TV 应急照明负荷应为

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的负荷，其他场地照明负荷应为一级负荷；

甲级体育建筑中的场地照明负荷应为一级负荷；乙级、丙级体育

建筑中的场地照明负荷应为二级负荷。

3 对于直接影响比赛的空调系统、泳池水处理系统、冰场

制冰系统等用电负荷，特级体育建筑的应为一级负荷，甲级体育

建筑的应为二级负荷。

4 除特殊要求外，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中的广告用电负荷

等级不应高于二级。

3.2.2 临时用电设备的负荷等级应根据使用要求确定。

3.2.3 当体育建筑中有非体育功能用房时，其用电负荷等级应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

3.3 电源

3. 3.1 甲级及以上等级的体育建筑应由双重电源供电，乙级、

丙级体育建筑宜由两回线路电源供电，其他等级的体育建筑一口I采

用单回线路电源。特级、甲级体育建筑的电源线路宜由不同路由

引人。

3.3.2 写小型体育场馆用电设备总容量在 lOOkW 及以下时，可

采用 220/380V 电源供电；特大型、大型体育场馆应采用 10kV

或以上电压等级的电源供电。

Z与体育建筑群进行整体供配电系统设计时， 1也根据 ."1J地供电

电惊条件，并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可采用 lOkV 以l；电压等级

的电源供电。

3.3.3 特级体育建筑电源应采用专用线路供电。甲级体育建筑

电游、宜采用专用线路供电，当有困难时，应在重大比赛期间采用

专用线路供电。

3.3.4 应急电源和备用电源应根据体育建筑中负荷允许中断供

电时间进行选择，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J 要求连续供电的用电设备，应选用不 i'lc!J 断电源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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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S); 

2 允许巾断供电UJ 1'1c1J仅为毫秒级的负荷，应选用不问断电

源装置（UPS）或应急电惊装置 CEPS），且 EPS 不得用于非照

明负荷：

3 当允许中断供电时间较短的负荷，且允许中断供电时间

大于电源转换时间时， nf选用带有自动投入装置的、独立于正常

电源的专用馈电回路；

4 当允许巾断快电时间为 15日及以上时，可选用快速自动

启动的柴油发电机组；

5 2与柴油发电机组启动时间不能满足负荷对中断供电时间

的要求时，可增设 UPS 或 EPS 等电源装置与柴油发电机组相配

合，且与自启动的柴油发电机组配合使用的 UPS 或 EPS 的供电

时间不应少于 l0min0

3.3.5 容量较大的｜临时性负荷应采用临时电源供电，并应在设

计时为临时电源供电预留电源接人条件及设备空间或场地。

3.4 供配电系统

3. 4.1 综合运动会主体育场不应将开幕式、闭幕式或极少使用

的大容量临时负荷纳入永久供配电系统O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的

供配电系统应具有l临时电源接入的条件。

3.4.2 特级、甲级体育建筑以及体育建筑群的高斥供配电系统

应采用放射式为分配变电所供电，高压供配电系统不宜多于

两级。

3.4.3 规模较小且位置分散的乙级及以下等级的体育建筑群，

可采用环式或树干式供配电系统。

3.4.4 根据不同赛事的要求，体育建筑的供配电系统应具备改

造的条件。

3.5 电压选择和电能质量

3. 5.1 体育建筑的电源电压应符合本规范第 3. 3.2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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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比赛场地照明灯具端子处的电压偏差允许值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宜为±2%;

2 乙级及以下等级的体育建筑应为士5% 。

3.5.3 显示屏电源接线端子处的电压偏差允许值应为±10% 。

3. 5. 4 对于场地扩声系统中调音台、功率放大器的交流电源，

当电压波动超过设备要求时，应加装自动稳压装置，且稳、压装置

的功率不应小于使用功率的 1. 5 倍。

3.6 负荷计算

3. 6.1 对于体育建筑的用电负荷计算，在方案设计阶段可采用

单位指标法，在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宜采用需要系数法，

且临时性负荷不应计入永久性负荷。

3.6.2 对于场地照明的设备功率计算，除应计入光源的功率外，

还应计入镇流器、变压器等灯具电器附件的功率。

3.7 无功补偿

3. 7. 1 元功补偿应按当地供电部门的规定执行，当当地没有明

确规定时，补偿后低压侧进线处的功率因数宜达到 o. 95 以上，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变电所宜在变压器低压倒。设置集中补偿装置；

2 大容量负荷宜设置就地补偿装置；

3 大容量临时性负荷宜单独设置临时补偿装置；

4 场地照明及其他气体放电灯宜分散就地补偿。

3.7.2 电容补偿装置的选择应计入配电系统中谐波的影响，并

宜根据负荷的谐波特征配置消谐电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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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变电所

4. I 所址选择

4. 1. I 配变电所的所址选择应符合同家现行标准《20kV 及以

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3 、《 35～ llOkV 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9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相关规定。

4. 1. 2 配变电所不应设置于观众能到达的场所，不应靠近体育

建筑的主11\ 入门。室内配变电所不应设在建筑的伸缩缝、沉降

缝处。

4. 1. 3 配变电所有设置在体育建筑的负荷中心，且低压配电半

径不宜超过 250m。

4. 1. 4 独立式配变电所不应设置在地势低注和可能积水的

场所。

4. 2 配电变压器选择

4. 2. I 体育TL;负荷以及通信、扩声及广播、电视转播等负荷，

不宜与冷冻机等大容量动力负荷共用变压器。对于经常有文艺演

出的体育场馆，演II I类负荷宜与体育工艺负荷共用一组变压器。

4.2.2 仅在比赛期间使用的大型用电设备、较大容量的冷冻站

芋，宜单独设置变压器。

4.2.3 室内配变电所应选择f式、气体绝缘或非可燃性液体绝

缘的变压器；户外顶装式变电站口J选择油浸变斥器。当电源电压

偏差不能满足要求时，宜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

4.2.4 变斥器低Ff侧电压为 o. 4kV 时，单台变压器容量不宜大

于 2000kVA，且不应大于 2500kVA。预装式变电站变压器单台

容量不宜大于 800kVA 。

4. 2. 5 配电变斥器的赛时负荷率宜符合表 4. 2. 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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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配电变压器的赛时负荷率

建筑等级

特级、甲级

乙级及以下

赛A.Jlh布j字

芝三60%

< 80%

4.3 主接线及电器选择

4. 3.1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中配变电所的高压和低月二系统主接

线均应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形式；乙级及以下等级的宜采用单母

线或单母线分段接线形式。体育建筑可根据需要分别设置低压应

急母线段和备用母线段。

4.3.2 当由总配变电所以放射式向分配变电所供电时，分配变

电所的电源进线开关宜采用能带负荷操作的开关电器，当有继电

保护要求时，应采用断路器。

4.3.3 应急母线段和备用母线段应由正常供电电源和应急或备

用电源供电，正常供电电源与应急、或备用电源之间应采用防止并

列运行的措施。当采用自动转换开关电器（ATSE）时，宜选择

PC 级、三位置、四极、专用的电器， PC 级的 ATSE 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6-1 部分：多功能电

器转换开关电器》 GB 14048. 11 的相关规定。

4.4 配变电所形式和布置

4. 4.1 配变电所的形式应根据体育建筑或体育建筑群的分布、

周围环境条件、用电负荷的密度、运营管理等因素综合确定，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体育建筑群可设置独立式配变电所，也可附设于单体建

筑中；

2 特大型、大中型体育场馆宜设室内配变电所；

3 小型体育建筑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室内配变电所或预装

式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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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室外运动场可采用户外预装式变电站，且其进线和出线

宜采用电缆。

4.4.2 乙级及以上等级的体育建筑和体育建筑群应在总配变电

所单独设置值班宝。采用配电自动化系统的体育建筑或体育建筑

群，分配变电所可不单独设值班室，但应将分配变电所的电气系

统运行状况、各种报警信号、相关电能质量等信息实时、准确传

送到总配变电所。

4.4.3 有大截面电缆且电缆数量较多，或经常有临时性负荷的

配变电所，宜设电缆夹层，且电缆夹层净高不宜低于 1. 9m，不

宜高于 3.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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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继电保护及电气测量

5. I 一般规定

5. I. I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的配变电所应采用数字式继电保护

装置和配电自动化系统，乙级体育建筑宜设置数字式继电保护装

置和配电自动化系统。

5. I. 2 体育建筑的继电保护及电气测量的设计应符合同家现行

标准《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也》 c;B 50062 、

《电力装置的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也》 GH/T 50063、《继电保

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T 14285 和《民用建筑电气设

计规范》 JGJ 16 的有关规定。

5.2 继电保护及电气测量

5. 2. I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的数字式继电保护装置1分散布置

在高压配电装置上，与低压供配电系统、柴油发电机组组成统一

的配电自动化系统，并应具备接入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条件。

5.2.2 体育建筑配变电所中间定安装的测量仪表可采用指示仪

表、记录仪表或数字仪表。设有分配变电所的乙级及以上体育建

筑，宜采用数字仪表，且数字仪表组成的系统应采用JF放式协议

和分布式系统。

5.2.3 当体育建筑配变电所中固定安装的测量仪表采用数字仪

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I 配变电所的低压总进线处应设置多功能数字仪表，并应

具有三相电流、电j王、有功功率、谐波电流、谐波电陀的测量

功能；

2 当体育建筑中有出租用房或用电单位的有功电量计量点

时，其供电回路应采用具有有功电能计量功能的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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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功能数字仪表应与电流互感器相匹配。

5.2.4 当体育建筑采用并网运行的分布式能源系统且装设双向

计量装置时，宜采用送受双向的有功电能表。

5.3 中央信号装置、控制方式及操作电源

5. 3. 1 可体育建筑采用数字式继电保护装置或配电自动化系统

时，宜同时设置中央信号模拟屏。

5. 3. 2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高压供配电系统宜采用集中控制

方式。

5.3.3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体育建筑群的总配变电所应采用

直流操作电源，分配变电所可采用直流操作电源或交流操作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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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备用电源

6.1 应急、备用柴油发电机组

6. 1. 1 体育建筑中的应急、或备用柴油发电机组可选用发电机额

定电压为 230/400V，单台容量不起过 2000kW 的机组。吁经济

技术比较合理时，也可采用高压柴油发电机组。

6. 1. 2 体育建筑的应急或备用柴油发电机组的设计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规定。

6. 1. 3 应急柴油发电机组成采用自启动机细。吁备用柴油发电

机组能满足应急要求时，可兼做为！但急电源。

6. 1. 4 特级体育建筑面I设柴汕发电机组作为应2、电源和备用电

源，并应根据供电半径，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柴11+1发电机组设

置方案。

6. 1. 5 甲级及以上等级的体育建筑应为｜临时柴油发电机组的接

驳预留条件，其供配电系统应符合本规范第 4. 3. 1 条的规定。

6. 1. 6 备用的柴油发电机组应按其基本功率进行选择，其油罐

（油箱）的容积应能满足体育赛事的需雯。！但急的柴油发电机组

可按其应急备用功率进行选择。

6. 1. 7 体育建筑内的应急电源严禁采用燃气发电机组和汽油发

电机组。

6.2 应急电源装置（ EPS)

6. 2.1 应急电源装置 CEPS）可作为照明系统的电源，动力系

统不宜采用 EPS。

6.2.2 体育建筑应急电源装置 CEPS）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规定。

6.2.3 场地照明使用的 EPS 应符合 F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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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PS 的特性！但与金内灯的启动特性、过载特性、光输出

特性、熄弧特性等相适应；

2 EPS 应采用在线式装置；

3 EPS 逆变器的过载能力应符合表 6. 2. 3 的规定：

表 6. 2. 3 EPS 逆变器的过载能力

.iJ；载能 ｝］ 过载时间

120%反 L'J r- 长期j运行

I:io% 三＞ 15min

200% > I口1lll

4 EPS 应具有良好的稳压特性，其输出电压应符合本规范

第 3. 5. 2 条的规定：

5 EPS 的供电时间不宜小于 lOmin;

6 EPS 的容量不宜小于所带负荷最大汁算容量的 2 倍；

7 EPS 的供电系统宜采用 TN-S 或局部 IT 系统；

8 EPS 的过载保护、超温保护、谐波保护等附加保护应作

用于信号，不应作用于断开电源。

6.3 不间断电源装置（ UPS)

6. 3. 1 体育建筑不间断电源装置 CUPS）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规定。

6.3.2 体育建筑中的计时记分机房、现场成绩处理机房、信息

网络机房等的 UPS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子信息系统机

房设计规范》 GB50174 的规定。安全防范机房 UPS 的设置不宜

低于现行国家标准《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GB 50174 中

C级机房的规定。

6.3.3 场地照明用的 UPS 应符合本规范第 6. 2. 3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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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低压配电

7.1 低压配电系统

7.1. 1 体育建筑低压配电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低压配电设

计规范》 GB 50054 和《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16 的规定。

7. 1. 2 体育建筑的低压配电系统设计应将照明、电力、消防及

其他防灾用电负荷、体育工艺负荷、临时性负荷等分别自成配电

系统。当体育建筑兼有文艺演出功能时，宜在场地四周预留配电

箱或配电间。

7.1. 3 场地照明、显示屏、计时记分机房、现场成绩处理机房、

扩声机房、消防控制室、安防监控中心、中央监控室、信息网络

机房、通信机房、电视转播机房等重要用电负荷，宜从配电室以

放射式配电。冷冻机组、水泵房、制冰机房等容量较大的用电负

荷，宜从配电室以放射式配电。机房的空调用电宜与其他设备用

电分开配电。

7.1. 4 体育建筑的配电干线可根据负荷重要程度、负荷大小及

分布情况等选择配电方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电干线可采用封闭式母线或电缆以树干式配电；

2 发生较大位移的钢结构体内，不宜采用封闭式母线配电；

3 宜采用分区树干式配电；

4 以树干式配电的电缆宜采用电缆 T接端子方式或预制分

支电缆，不宜采用电缆穿刺线夹。

7.1. 5 体育建筑配电箱的设置和配电回路的划分，应根据防火

分区、负荷性质和密度、功能分区、管理维护的便利性及适宜的

供电半径等条件综合确定。

7. 1. 6 体育工艺负荷的配电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竞赛场地用电点宜设置电源井或配电箱，且数量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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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体育工艺要求确定；

2 电师、井的配电方式宜采用放射式与树干式相结合的配电

系统，电源井内不同用途的电气线路宜分管敷设，井内应有防水

排水措施；

3 体育场竞赛场地的电气线路应采用防水型电力电缆或采

取其他防水措施；

4 体育馆比赛场地四周墙壁上应设置配电箱和安全型捅座，

且插座安装高度距地不应低于 0. 3m; 

5 游泳、跳水、水球及花样游泳用的计时记分装置的电源

配电箱宜设在计时记分装置控制室内；当泳池周围设有电源箱、

电源插座箱、专用信号箱时，应采用防水防潮型，且其底边距地

不宜低于 0. 3m；游泳？也周边、水处理机房等潮温场所的管线及

用电设施应采取防腐措施；泳池的安全防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16 的相关规定。

7. 1. 7 场地照明的配电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型、特大型体育建筑的场地照明应采用多回路供电；

2 特级体育建筑在举行国际重大赛事时 50%的场地照明应

由发电机供电，另外 50%的场地照明应由市电电源供电；其他

赛事可由双重电源各带 50%的场地照明；

3 甲级体育建筑应由双重电源同时供电，且每个电源应各

供 50%的场地照明灯具；

4 乙级和丙级体育建筑宜 Ell 两回线路电源同时供电，且每

个电源宜各供 50%的场地照明；

5 其他等级的体育建筑可只有一个电源为场地照明供电。

7. 1. 8 对于乙级及以上等级体育建筑的场地照明，一个配电回

路所带的灯具数量不宜超过 3 套，并宜保持气相负荷平衡。

7.2 特低电压配电

7. 2. 1 跳水池、游泳池、戏水池、冲浪池及类似场所水下照明

设备应选用防触电等级为E类的灯具，其配电应采用安全特fl£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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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SELV）系统，标和、电压不应超过 12V，安全特低电压电源

应设在 2 区以外的地方。

7.2.2 体育建筑配变电所内的电缆夹层等场所的照明宜采用安

全特低电压 CSELV）系统，且标称电ffi不宜超过 36V。特低电

压电源应设在便于操作的安全区域内。电缆夹层宜预留供移动式

手持局部照明灯具使用的插座。

7.3 导体及线缆选择

7. 3.1 体育建筑的导体材料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1肖防设备的电线或电缆应采用铜材质导体；

2 乙级及以上等级的体育建筑应采用铜材质导体的电线或

电缆；

3 丙级体育建筑宜采用铜材质导体的电线或电缆。

7.3.2 体育建筑的导体绝缘类型应按敷设方式及环境条件进行

选择，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体育建筑中除直埋敷设的电缆和穿管暗敷的电线电缆外，

其他成束敷设的电线电缆应采用阻燃型电线电缆；用于消防设备

的应采用阻燃耐火型电线电缆或矿物绝缘电缆；

2 消防设备供电干线或分支干线的耐火等级应符合表

7. 3. 2 1 的规定；消防设备的分支线路和控制线路，宜选用与消

防供电干线或分支干线耐火等级相同或降一级的电线或电缆；

表 7. 3. 2-1 消防设备供电干线或分支干线的耐火等级

体育建筑等级 消防设备「线卫党分支 T线

特级体育建筑或
w.采用矿物绝缘电缆；

''i线路的敷设保护机施满足防火安求H才， uJ采
特大型体育场馆

用阳燃耐火刷电缆

甲级、乙级体育建筑
宜采川矿物绝缘11!,缆必~tl燃耐火明电缆

或大、小型体育场馆

丙级体育建筑或小型体育场馆 宜采用阻燃耐火型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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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消防设备供电干线或分支干线的阻燃要求不应低于表

7. 3. 2-2 的规定；

表 7. 3. 2-2 非消防设备供电干线或分支干线的阻燃要求

体育建筑等级 阻燃级别 阻燃要求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 1挝、于大砸、大型体育场馆 A级 低炯低毒

乙级,fflrl-j级体育建筑．或中型体育场馆 B级 低烟低毒

其他等级的体育建筑 C级 低炯低毒

4 吁采用阻燃电线时，其阻燃级别不宜低于表 7. 3. 2 3 的

规定；

表 7. 3. 2-3 电线的阻燃级别选择

体育建筑等级
电线截面

阻燃级别
(mm2) 

二三50 B级
特级和Jljl级体育佳筑．或忏大刑、大型体育场馆

三三：15 C 级

二三50 C级
乙级和I人j级体育建筑，必小组体育场馆

三三35 ］）级

Jt1也匀级的体育边筑 所有截面 ］）级

5 配电线缆应采用绝缘及护套为低烟低毒阻燃型线缆，吁

采用交联聚乙烯电缆时宜采用辐照交联型。

7.3.3 敷设在体育建筑室外阳光直射环境中的电力电缆，应选

用防水、防紫外线型铜芯电力电缆。

7. 3. 4 场地照明等较长的配电线路应进行电斥损失校验，当不

符合本规范第 3. 5. 2 条规定时，庇采取相应措施。

7.4 低压电器的选择

7. 4.1 体育建筑转换开关电器 CTSE）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特级、甲级体育建筑中的白动转换开关电器 CATSE) 

宜选用 PC 级，二11 八TSE 用于巾电与应急或备用电源转换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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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规范第 1. 3. 3 条的规定；

2 在低压配电系统巾，使用 TSE 不同超过两级，且吁采用

两级 TSE 时，上下级应有时限配合；

3 TSE 应具有

和“于b动，，等四种可选工作模式’且重置：比赛或集会期间， TSE

宜选择在“自投不白复”工作模式；

4 TSE 控制器的电源应取向丁SE 保护电器的前端，且特

级和甲级体育建筑的 TSE 拒制器的切换判据同为｜：作电师、失！长、

备用电源电压正常。

7.4.2 当场地照明灯具为单相线问负荷时，山装设两极保护电

器和控制电器。

7.4.3 场地照明主网路用的接触器f0LL~场地照明灯具的特性相

匹配，并应满足补偿电容器的需求。

7.5 低压配电线路的保护

7. 5. 1 场地照明配电线路向根据场地照明灯具的特性采取线路

保护措施。

7.5.2 当场地照明灯具内装设保护电器时，线路保护与灯具保

护了自具有选择性。

7.6 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

7. 6.1 体育建筑的配电线路应按下列规定设置防火剩余电流动

作报警系统：

1 特级体育建筑或特大型的体育场饵，由设置防火剩余电

流动作报警系统；

2 甲级、乙级体育建筑或大型、 lj 1 型的体育场俯宜设置防

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

7.6.2 乙级及以上等级的体育建筑宜采用总线式报警系统；点

数较少的丙级及以下等级的体育建筑可采用独、ν凹剩余电流动作

报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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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乙级反以！二等级的体育建筑剩余电流检测点宜设置在第

一级配电系统出线处，当出线回路泄漏电流大于 300mA 时，宜

设置在下一级配电系统进线端。

7.6.4 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的主机应安装在体育建筑的

消防控制室内，并应由消防控制室统一管理，报警信号应同时发

送到配变电所值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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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比赛场地照明

8.1 一般规定

8. 1. 1 比赛场地照明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

准：》 GB 50034、《体育场＇Ci1照明设计及检测j标准》 j（过 153 的规定。

8. 1. 2 特殊运动项目的场地照明 nT按本规范中相近的运功项目

的照明标准设计。

8.2 照明标准

8. 2. 1 体育舞蹈场地的照明标准应符合表 8. 2. 1 的规定。

表 8. 2. 1 体育舞蹈场地的照明标准值

水平照度 于在 W\1度 光源

类型 Eh 
照度

E_,""; E，川＂
)!(U支 相关 般显色

Clx) 
均匀度

(]x) ([x) 
均生JJ[ 色汩 指数

U1 [], U1 u, 1、q,CKl R川

体能训练 150 。. 1 0. 6 ，＞~（）（）（） ?20 

~~ 非比赛、
300 0. 'l 。.6 ,,1000 ~？ 6J 

余 投乐活动

国内比赛 500 0. 5 0. 7 ～二 1000 三艺6:i

体能训练 300 0. 4 0. 6 ／、，1000 ?65 

国内比赛 750 0. 5 0. 7 ,>1000 关65

TV 转播的
0. 5 0. 7 750 500 o. :1 o.:; »1000 泣。5

国内比赛
t· TV 转播的 二二、 65, J白：为

业 国际比赛
0.6 0. 7 1000 750 0.1 ().() 一、1000

80 

I同清晰度
0. 7 。.8 2000 1:,00 0. 6 0. 7 ·1000 2二·80

HDTV 转播

TVJ占2、 0.:; 0. 7 7'.iO 0. :1 0.:; ’ 1000 
：注 65 ，肯为

80 

注： 1 本去所作规定的场地范网为主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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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中的照度值为比赛场地参考平lfiT l的使川！！（（！支付（， Jttt(UJ[均匀度为最低的：

3 水平照度参考平而高度为场地上方 1. （）川， 1fl1＇！：！！白皮参~－干 mi高度为场地

J-.}i 1. 5mo 



8. 2. 2 健美、健关操场地的照明标准应符合表 8.2. 2 的规定。

表 8.2.2 健美、健美操场地的照明标准值

;j( 甲照）主 垂直照度 光源

类 ！！（｛皮 照度 相关 一般显

型
Eh 均生JI支 E咄＂＇ Ewmx 均匀度 色温 色指数

Clx) ( lx) Clx) 
u, u U1 u, T,r<Kl R, 

体能甘ii 纺、 ISO 0. ,1 0. 6 >4000 注20

业 非比赛、 :mo 0. 1 。.6 >4000 二三65
余 娱乐沾动

同内比赛 7SO ll. :i 0. 7 >4000 三主65

体能训练 :100 。. 4 0. 6 >4000 二主65

l司内比赛 ]()()() 。. :; 0. 7 >4000 关65

TV转播的
0." 0. 7 1;,o 0. 6 0. 7 >4000 二三65

国内比赛
飞主

TV转播的 二三65 ，宜为
、！Jr. 0. 6 0. 7 1000 0. 6 0. 7 >4000 

同际比赛 80 

高清晰度
0. 7 0. 8 2000 0. 7 0. 8 >4000 二三80

HDTV转播

TVhii.:.I!、 0." 0. 7 750 0. 6 0. 7 >4000 
二主65 ，宜为

80 

/l: I 本表所作规定的场地范[l;J 为主赛以；
2 3是巾的ttiU支 ft\ 'J； 比赛场地参考平面上的使用照度值，其照度均匀度为最
低f点：

3 水平mu交参考、F而高度为场地 L力 1. Om，垂直照度参考平面高度为场地
j方 I. Smo 

8. 2. 3 冰击场地的照明标准应符合表 8. 2. 3 的规定。

表 8.2.3 冰壶场地的照明标准值

水平！！｛｛度 垂直照度 光源、

类刷
l!((J支

E"""' E""' 
照度 相关 一般显色

Clx) 
均生Ji支

<lx) Clx) 
均匀度 色温 指数

u, u, U1 U2 T,r(K) R, 

体能训练 !Cill 0. 4 0. 6 >4000 关65

业 非比赛、
:100 。. •1 0. 6 >4000 二主65

余 妓乐活动

间内比赛 7SO 0." 0. 7 >4000 二三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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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2. 3 

水平照度 垂直照度 光源

类型 Eh 
照度

Evma; Evoox 
ft~ ｝支 相关 →般段色

(lx) 
均匀度

(lx) Ox) 
均匀度 色温 指数

U1 Uz U1 [] ,> ’T,pCKl R川

体能训练 300 0. 4 0. 6 >4000 二三65

国内比赛 1000 0.5 0. 7 二、 1000 ＼三飞〉／，武υυc 

TV转播的 o. 5 o. 7 ]000 750 0. 1 0. 6 >1000 二三65
国内比赛

专 TV转播的
0. 6 0. 7 1400 1000 0. 4 。. 6 二＞ 4000

二三65 ，官为

业 国际比赛 80 

高清晰度
0. 7 0. 8 2500 2000 0. 6 0. 7 >4000 ；二80

HDTV转播

TV应急 0.5 0. 7 1000 0.4 。.6 三＞ 1000
二?c65 ，官为

80 

8. 2. 4 比赛场地设计照度值的允许偏差不宜超过照度标准值

+10% 。

8.3 照明设备

8. 3. 1 灯具的防触电保护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用 I 类灯具；

2 游泳池及类似场所水下灯具应符合本规范第 7. 2. 1 条的规定。

8.3.2 金属卤化物灯不应采用敞开式灯具，灯具效率不应低于

70%。灯具外壳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5 ，且在不便维护或污

染严重的场所灯具外壳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5，水下灯具外

壳的防护等级应为 IP68o

8.3.3 场地照明灯具应有防跌落措施，灯具前玻璃罩应有防破

碎保护措施。

8.3.4 当采用 LED 场地照明灯具时，应进行经济技术比较，且

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8.4 照明附属设施

8. 4.1 乙级及以上等级的体育建筑应设置马道，可道间应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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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且应与场地照明配电问、场地扩声机房等连通。通向马道

的通路不同少于两处。

8.4.2 马道的位置、数量、长度等应能满足场地照明、场地扩

声等的要求。

8.4.3 马道应罔有足够的操作空间，其宽度不宜小于 800mm,

并应设置防护栏杆。

8.4.4 马道设F室内 JJ;J应设检修照明，设于室外场所时宜设检

修照明。

8. 4. 5 丙级及以下寺级的体育建筑，当另有维护措施且能确保

维护时不改变灯具瞄准点时，可不设马道。

8.5 照明控制

8. 5.1 体育建筑的场地照明控制应按场馆等级、运动项目的类

型、电视转播情况、使用情况等因素确定照明控制模式，并应符

合表 8. 5. 1 的规定，其他等级的体育建筑可不受此限制。

表 8. 5. 1 场地照明控制模式

建筑等级（类型）

!!ft 时l控制rJf史式 特级 甲级 乙级 丙级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HD丁V 转播币：大＇＂川＞；K比赛 、J 。 × × 

有电视 TV转J画是大｜叶｜以比赛 、J \/ 。 × 
转播 TV 转插［ 14家、｜玛际比赛 -J \/ 、／ 。

’ rv 1但2、 \/ 。 。 × 

专收比赛 -J 、／ 、／ 。

无电视 业余比赛、专业训练 -J 、／ 。 、／

转播 训练和娱乐1月动 、／ 、／ \/ 。

i'r'Hi 、J 、／ \/ 、／

注：去巾＼／，去1J~ ） 1\i. 采川J; CJ ｝，二 ！］~视具体情况决定；×表示不采用。

8. 5. 2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应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乙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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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建筑宜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照明控制系统的网络拓扑结构

宜为集散式或分布式。

8.5.3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开关型驱动模块的额定电流不应小于

其回路的计算电流，额定电压应与所在同路的额定电压相一致，

驱动模块的过载特性应与灯具的启动特性相~配。当驱动模块安

装在控制柜等不良散热场所或高温场所时，其阵容系数不宜大

于 0. 8 。

8.5.4 体育舞蹈、冰上舞蹈等具有艺术表演的运动项目，需调

光时，其调光系统应单独设置。

8.5.5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应具有以下功能：

1 预设置照明模式功能，且不因停电1(Jf丢失；

2 系统应具有软启、软停功能，启停时间 nfi同；

3 系统除具有自动控制外，还应具有于动控制功能；当于

动控制采用智能控制面板时，应具有“锁定”功能，或采取其他

防误操作措施；

4 系统应具有回路电流监测、过载报警、漏电报警等功能，

并宜具有监测灯的状态、灯累计使用时间、灯预期寿命等功能；

5 系统应有分组延时开／关灯功能；

6 系统故障时自动锁定故障前的工作状态。

8.5.6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应设显示屏，以同形形式，iw＿示吁前灯

状况，系统应具有中文人机交互界面。

8.5.7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应采用开放式通信协议－可与建筑设

备管理系统、比赛设备管理系统通信。场地照明应采用专用的照

明控制系统，不得与非场地照明控制系统共用，其他控制系统不

应影响场地照明的正常使用。

8.5.8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中的控制而板宜采用标准的接线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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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急照明及附属用房照明

9.1 照明标准

9. 1. 1 附属用房照明和应急照明设计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建

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规定。

9. 1. 2 附属用房的照明标准值应满足使用要求。当没有明确要

求时，体育建筑附属用房的照明标准值宜符合表 9. 1. 2 的规定。

表 9. I. 2 体育建筑附属用房的照明标准值

序 参考平面
水平照度

类 另rj 标准值 UGR R, 
号 及其高度

Clx) 

1 运动员用房、裁判员HI！污 0. 75m 水平面 300 22 80 

转播机房、 it- 时 ii:: 分和l成绩处理机

房、信息显~及控制机房、场地扩声机
工作台面2 500 19 80 

房、同卢传译控制’主、 JI 旗和火炬控制

系统等弱电机房反照明控制室

3 观众休息厅（开敞式）、观众集散厅 地面 100 80 

4 观众休息厅（房间） 地面 200 22 80 

5 室外楼梯、平台 地面 20 60 

6 国旗存放Ill］、奖牌存放fsj 0. 75m 水平面 300 19 80 

7 颁奖嘉宾等待京、领奖运动员等待室 地面 300/500 19 80 

8 兴奋剂检查宝、血样收集室、民务室 0. 75m 水平面 500 19 80 

9 检录处 0. 75m 水平面 300 22 80 

10 安检!J<: 0. 75m 水平面 300 19 80 

11 记者席 0. 75m 水平面 300/500 22 80 
新闻发布厅

12 主席台 0. 75m水平面 500/750 2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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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1. 2 

序 参 J:i· 、fr而
水半J!(U主

类 别 f,J；准｛自 UGR R,, 
号 及其高度

<Ix) 

13 新闻中心、评论员控制室 。 7Sm 水平ilfi soo 19 80 

14 媒体采访混合区 0. 75m 水平lfff 日（）（）／ 750 80 

15 通道 地lf!I 二:C:iOO

16 室外广场 I也 rni 20 60 

注： l 表中同一格内有两个值时， “／”前数｛在边 HJ i乙级反以卜咛级的体育建

筑，“／”后数值适用于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

2 竞赛用的通道系指连接体育场馆内外跑道的通道，如l '&N：松、觉走等。

9. 1. 3 当需要电视转播时，体育建筑附属房间或场所的垂直照

度标准值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新闻发布厅主席台处主摄像机方向的垂直照度，特级体

育建筑不宜低于 lOOOlx，甲级体育建筑不宜低于 750lx，乙级体

育建筑不宜低于 500lx。垂直照度参考平面［＇.；：j度宜为地面上

方 1. Om。

2 检录处主摄像机方向的垂直照度，特级和l甲级体育建筑

不宜低于 750lx，乙级体育建筑不宜低于 500lx。平直照度参号

平面高度宜为地面上方 1. 5m。

3 媒体采访混合区主摄像机方向的垂在照度，特级体育建

筑不宜低于 lOOOlx，甲级体育建筑不宜低于 750lx，乙级体育建

筑不宜低于 500lx。垂直照度参考平面高度宜为地面上方 1. 5rno 

4 竞赛用通道区域主摄像机方向的垂直照度，特级体育建

筑不宜低于 lOOOlx，甲级体育建筑不r~~低于 750lxo m直照度参

考平面高度宜为地面上方 1. 5mo 

9. 1. 4 体育建筑的应急照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观众席和运动场地安全照明的平均水平照度值不应低

于 201x;

2 体育场馆出口及其通道、场外疏散平台的疏散照明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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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水平照度值不应低于 Six。

9.2 照明质量

9. 2.1 体育建筑的媒体采访氓合区、新闻中心、检录处、兴奋

剂检查室、血样收集室等工作房间和场所内的水平照度均匀度

ι不应低于 0. 7，其邻近周围区域的水平照度均匀度 U2不应低

于 0.50

9.2.2 有转播要求的新闻发布厅主席台处、检录处、媒体采访

混合氏、竞赛用的通道等场所的主摄像机方向的垂直照度均匀度

的 U1不宜小于 o. 4, U2不宜小于 o. 6 ，且水平照度与垂直照度之

比宜为 0. 75 ~ 2. 00 。

9.3 照明方式及种类

9. 3. 1 贵宾区、有顶棚的主席台、新闻发布厅主席台等的照明

应采用分区一般照明方式，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尚应设置 100%

的备用照明。

9.3.2 新闻发布厅记者席、混合区、检录处等场所的照明应采

用一般照明或一般照明与局部照明相结合的方式，特级和甲级体

育建筑尚应设置不低于 50%的备用照明。

9.3.3 兴奋剂检查室应采用一般照明与局部照明相结合的方式，

并应设置 100%的备用照明。

9.4 照明灯具与光源

9. 4. 1 光源、灯具和慎流器之间应匹配，并应有稳定的电气和

光学特性。

9.4.2 体育建筑应急照明和附属用房照明设计时，可按下列条

件选择光源：

1 运动员用房、裁判员用房、体育官员用房、颁奖嘉宾等

待室、领奖运动员等待室等高度较低的房间，宜采用细管径直管

形兰基色荧光灯、紧凑型荧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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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旗存放间、奖牌存放间、兴奋剂检奄室、血样收集室

等场所应选用高显色性的光源；

3 新闻发布厅宜采用细管径直管形荧光灯、紧凑型荧光灯

或中小功率的金属卤化物灯；

4 室外平台宜采用金属卤化物灯；

5 室外广场宜采用金属卤化物灯或高斥饷灯。

6 体育建筑附属用房的应急照明应采用能快速点亮的光源，

消防应急标志灯具宜采用发光二极管（LEO) 灯光源。

9.4.3 游泳馆的泳池水处理机房等潮湿场所，应采用防护等级

不低于 IPX4 的防水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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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常用设备电气装置

10. 1 一般规定

10. 1. 1 本章适用于体育建筑中 lOOOV 及以下体育建筑中常用

设备电气装置的配电设计。

10. 1. 2 体育建筑常用设备电气装置的配电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16 的相关规定。

10. 1. 3 常用设备电气装置的负荷等级应符合本规范第 3. 2. 1 条

的规定。

10.2 媒体设备

10.2. 1 媒体设备应包括电视转播机房和机位、新闻发布厅、文

字媒体座席、摄影记者席等媒体正常工作所需的电气设备。

10.2.2 特级体育建筑中的电视转播机房、新闻发布厅的会议扩

声和同传设备等，除应设置正常电源供电外，还应由备用电源供

电，并应采取不中断供电的措施。

10.2.3 重要赛事的临时媒体设备可由临时的供配电系统供电。

10.2.4 特级、甲级体育建筑应为看台上的媒体用电预留供电路

由和容量，其配电设备宜安装在看台媒体工作区附近的配电

间内。

10.2.5 新闻发布厅、文字媒体座席、摄影记者席及其工作间内

应设置媒体设备专用的配电装置。

10. 2. 6 媒体设备的供配电要求应满足使用要求，当没有具体使

用要求时，宜按下列规定进行设计：

1 每辆彩色电视转播车的用电负荷宜为王相交流 380V,

40kVA; 

2 文宁媒体）$席、摄影记者席宜设一组电源插座，并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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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220V、两孔和王孔组合插座，负荷容量宜按 500W 计；室

外场地记者席的插座宜采用不低于 IP44 的防溅式插座；

3 标准规格的评论员席宜设两组插座，且每组插座均宜设

交流 220V、两孔和三孔组合电源插座；每个评论员席的负荷宜

按 lOOOW 计；

4 转播机房的用电负荷宜按三相交流 380V 、 30kW 计。

10.3 专用设施系统设备

10.3. 1 体育建筑中各类专用设施的配电系统宜单独设置。当合

用机房时，其配电系统可合并设置，但 ：－H 线［11］路应按系统分开。

专用设施的配电系统应采用放射式或放射式与树干式相结合的供

电方式，树干式连接的配电箱数量不宜超过 5 个，每路总容量不

宜大于 30kW 。

10.3.2 专用设施的配电系统形式应结合专用设施系统设备的特

点进行设计。

10.4 智能化系统设备

10.4. 1 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设备的负荷等级成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 和《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

范》 JGJ 16 的规定，且丙级及以上的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设备

的负荷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10.4.2 体育建筑中各类智能化系统设备的配电系统宜按智能化

子系统及其机房进行设置。

10.5 其他

10. 5. 1 体育建筑的广场应预留供广场临时活动用的电源。

10.5.2 特级、甲级体育建筑供配电系统应为广告用电预留容

量，乙级体育建筑宜预留广告电源。广告电源可预留在场地四

周、看台、入口、广场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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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配电线路布线系统

11. 1 一般规定

11. 1. 1 本章适用于体育建筑 35kV 及以下室内、室外电缆线路

及室内绝缘电线、封闭式母线等配电线路布线系统的选择和

敷设。

11. 1. 2 高斥、低月二电气线路应分开敷设， 35kV 的线路宜单独

设置电气I眨 JI二、电缆托盘或电缆梯架。

11.1.3 体育场俯｜临时媒体l5Z nJ临时敷设线路。体育建筑的永久

线路不应采用丘敷布线系统。

11. 1. 4 吁！但席下有座椅送风装置时，电气管线不应穿越静

压箱。

11. 1. 5 体育建筑配电线路布线系统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民用

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CJ 16 的相关规定。

11. 2 导管布线和电缆布线

11. 2. 1 体育建筑！但根据下半艺要求顶留引到场地内电源井、弱电

信号井的电缆路径和管道，电缆总截面积（包括外护层）不应超

过导管内战面积的 40%。埋地敷设于室外穿金属导管的线路，

应采用管壁厚度不小于 2.0mm 的金属导管。

11. 2. 2 电缆在室内、电缆沟、电缆隧道和电气竖井内明敷时，

不应采用易延燃的外护层。

11. 2. 3 马道仁的电 J1 rn缆应采用电缆槽盒敷设，电缆槽盒内电

缆的总截面（包括外护层）不应超过电缆线槽内截面的 30% 。

11. 2. 4 配电线路布线系统设计时，同兼顾临时线路、系统改造

时电缆布线的灵阴性，三与没有 rlj:J；而要求时，白：放宽电缆托盘、电

缆悴架、电缆沟（I~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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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 电气竖井布线

11. 3. 1 体育建筑的电气竖井不应邻近烟道、热力管道及其他散

热量大或潮温的设施。乙级及以上等级体育建筑的强电、弱电竖

井宜分开设置。

11. 3. 2 体育建筑电气竖井内的布线可采用电缆沿电缆槽盒、电

缆梯架布线方式，也可采用封闭式母线布线方式。

11. 3. 3 对于钢结构的体育建筑，其坚井内垂直布线应避免钢结

构变形对干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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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防雷与接地

12. 1 一般规定

12. 1. 1 体育建筑防雷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物防雷设

计规范》 GB 50057、《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343、《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规定。

12. 1. 2 室外体育场的比赛场地可不在建筑物防雷设施的保护范

围内。

12; 2 防 雷

12. 2. 1 特级、甲级体育建筑应为第二类防雷建筑物，其他等级

的体育建筑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 的规定，进行防需计算后确定其防雷等级。

12.2.2 室外体育场场地照明灯杆应采用接闪杆作为接闪器。灯

杆上的灯具和附件应在接闪杆保护范罔内，接闪杆应固定在灯杆

上。当金属灯杆能满足防雷要求时，灯杆金属结构可兼作接闪器

和引下线。

12.2.3 对于设有金属屋面的体育建筑，当金属屋面厚度能满足

防雷要求时，宜利用金属屋面及其钢结构作接闪器；当体育建筑

的金属屋面厚度不满足防雷要求时，应采取相应措施或另设接闪

器。当体育建筑的屋面采用膜材时，可利用其钢结构作接闪器。

12. 2. 4 体育建筑配变电所内的高压侧应设置避雷器，低压侧应

设置电涌保护器。

12. 2. 5 LPZO 区的配电箱（柜）及所有电子设备的终端配电箱

（柜）内应设置电涌保护器。

35 



12.3 等电位联结

12.3.1 所有进出体育建筑的缆线均应埋地敷设。进出体育建筑

或在防雷区界面处的所有金属管道及其支架、电缆金属护套及其

电缆托盘、电缆梯架、电缆槽盒、金属导管寺，均由： t'i接与就近

的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可靠连接。

12.3.2 配电间、弱电系统设备间及设备机房内应设局部等电位

联结端子板；泳池周罔、淋浴间等处应做局部等电位联结。局部

等电位联结端子板应与接地装置可靠连接。

12.4 接地

12. 4. 1 体育建筑、体育建筑群应采用 TN S、丁NC S .1JX TT 

接地形式，且在同一低ffi配电系统中宜采HJ同·接地形式。二11全

部采用 TN 系统有困难时，可采用局部 TT 接地形式。

12.4.2 体育建筑的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宙接地、保护接地和功能接地应采用共用接地装置；

2 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经低屯阻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

地应采用单独接地导体；

3 电子设备系统信号地、电源地、保护地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也》 JGJ 16 的相关规定。

12.4.3 柴油发电机组的接地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

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相关规定，并宜为｜临时柴油发电机组预

留接地端子，且该接地端子应可靠接地。吁采用公共接地装置

时，接地电阻不宜大于 lD,；当柴油发电机组单拙接地时，接地

电阻不宜大于 4[2 。

12.4.4 体育场及其他室外比赛场地，应利用看台形成环形接

地。室外比赛场地的灯杆应成组或单独接地， .>LJ灯杆距离建筑物

较近时，应将灯忏接地体r3建筑物防甫接地体可靠连接。

12. 4. 5 体育建筑的室外照明金属灯杆、阳rn箱和冲；1制箱的金属

箱体等应可靠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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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设备管理系统

13. I 一般规定

13. 1. I 体育建筑的设备管理系统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智能建

筑设计标准》 GB/T 50314、《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和

《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T程技术规程》 JGJ/Tl79 的有关规定。

13. 1. 2 体育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根据体育建筑的等级、规模进

行确定，并应符合表 13. l. 2 的规定。

表 13. 1. 2 体育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配置

体育建筑等级（规模）

系统配肯 特级 甲级 乙级 内级

（特大塑） （大型） （巾型） （小型）
其他

f主筑设备监技系统 、J 0 。 。 。

火灾白动报警系统 、／ \/ \/ 、J 。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 0 、／ 。 。

建筑设备集成竹’理系统 、J 、J 。 × × 

注：表巾、J表IT~fl\Z 采HJ; 0表／J~ 'i'1：采用；×表i尽可不采用。

13.2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13.2. 1 体育建筑的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对体育建筑中的机电设

备进行监测和控制。

13.2.2 体育建筑专用机电设备宜采用自成体系的专用监控系

统，实现机电设备的监测和l控制，并宜通过通信接口纳入建筑设

备监控系统。

13.2.3 体育建筑专用机电设备的监控系统宜根据设备的情况选

择配置下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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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游泳池水处理系统的循环水泵及反冲洗水泵启停控制、

运行状态显示、故障报警；阀门组与水泵的联锁及顺序控制，水

池温度、 pH 值、余氯、氧化还原电位 CORP）值、浊度值、臭

氧浓度等监测与控制；

2 体育场草坪加热设备的启停控制、运行状态恩示、故障

报警、温度监测及控制；

3 体育场草坪喷洒设备的启停控制、运行状态显示、故障

报警、土壤湿度监测及控制；

4 室内冰场的制冰系统启停控制、运行状态显示、故障报

警、顺序控制、机组群控控制、冰面温度监测及控制。

13.2.4 对于甲级和特级体育建筑，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宜具有下

列功能：

1 室内比赛大厅及观众席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监测，

体育馆比赛场地的风速监测；

2 贵宾区、运动员区、官员区、媒体区的温度、温度、空

气质量监测。

13.2.5 体育建筑群的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宜通过通信网络构建统

一的管理平台，并应能集中显示、记录和存储各类信息。

13.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3.3.1 体育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的规定。

13.3. 2 体育建筑室内高大空间场所可选用火焰探测器、红外光

束感烟探测器、图像型火灾探测器、吸气式感炯探测器或其组

合；特级体育建筑和甲级特大型体育建筑的比赛大厅应采用两种

及以上不同类型的火灾探测器。

13.3.3 体育建筑群应设消防控制中心，各单体建筑宜设单独的

消防控制室。消防控制中心可兼作单体建筑的消防控制室。

13.3.4 体育建筑群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宜构建统一的管理平台，

并应能集中显示、记录和存储各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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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13. 4. 1 体育建筑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8 的规定。

13. 4. 2 体育建筑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根据体育建筑内不同人员

区域设置不同的功能分区，并应与人防、物防相配合。

13.4.3 甲级和特级体育建筑除应设置安防监控中心外，还应在

高处设置可观察到观众陪席区的安保观察室，并应在安保观察室

设置或预留公共安全系统终端工作站。

13.4.4 乙级及以上等级体育建筑应在安防监控中心预留与当地

公共安全管理系统的通信接口。

13. 4. 5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宜与售检票系

统联网。

13. 4. 6 体育建筑群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各子系统宜通过通信网

络构建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并应能集中显示、记录和存储各类

｛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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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信息设施系统

14.1 一般规定

14. 1. 1 体育建筑信息设施系统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智能建筑

设计标准》 GB/T 50314、《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和

《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JGJ/T 179 的有关规定。

14. 1. 2 体育建筑信息设施系统应根据体育建筑的等级、规模等

确定系统配置，并应符合表 14. 1. 2 的规定。

表 14. 1. 2 体育建筑信息设施系统的配置

体育建筑等级（规模）

系统配置 特级 甲级 乙级 丙级

（特大型） （大型） （巾型） （小型）
其他

综合布线系统 、／ \/ 、J 。 。

语音通信系统 、／ 、／ 。 。 。

信息网络系统 、J 、J 。 。 。

有线电视系统 、J 、J 、／ 。 。

公共广播系统 、／ 、J 、／ \/ 。

电子会议系统 、J 、J 。 × × 

注：表中、J表示应采用g O表示宜采用；×表示可不采JIL

14.2 信息设施系统

14. 2.1 体育建筑的信息设施系统应根据建筑的使用功能及分布

特点，采用相应的网络拓扑结构。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竞赛专用

数据网络系统宜与其他网络信息设施系统分开设置。

14.2.2 除有特殊要求外，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应在文字记者

席、评论员席、媒体工作区等的每个工作行至少设置一组信息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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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点。

14.2.3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应在观众休息区和公共区域设置公

用电话和元障碍专用的公共电话。

14. 2. 4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的兀线网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保｜均占设置无线局域网；

2 新闻服体IX：、新闻发布厅及新闻中心、文字媒体看台区、

贵宾看台、赞助商包厢内、医疗等场所，室内体育场馆竞赛区的

比赛场地和热身场地，以及餐饮、商业、电信等商业用房应预留

无线网络接口。

14. 2. 5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有线电视系统前端宜预留电视转播

系统的信号接门。

14.2.6 体育建筑的新闻发布厅应配置厅堂扩声系统，并应预留

电视转播系统的音）｝~！接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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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专用设施系统

15. 1 一般规定

15. 1. 1 体育建筑专用设施系统的设计，应根据体育建筑的类

别、规模、举办体育赛事的级别等要求，选择适宜的系统。

15. 1. 2 体育建筑专用设施系统应以满足体育建筑的使用功能为

目标，保证对各类系统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优化管理。

15. 1. 3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的专用设施系统设计应兼顾赛时使

用与赛后运营，并应以赛后运营为主、赛时具有改造和临时安装

的条件。

15. 1. 4 体育建筑专用设施系统应符合同家现行标准《智能建筑

设计标准》 GB/T 50314 和《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技术规

程》 JGJ/Tl79 的有关规定。

15. 1. 5 体育建筑专用设施系统应根据体育建筑的等级、规模等

确定系统配置，并应符合表 15. l. 5 的规定。

表 15. 1. 5 体育建筑专用设施系统的配置

体育建筑等级（规模）

系统配置 特级 甲级 乙级 I王j级

（特大型） （大型） （巾型） （小型）
其他

信息报尔及控制系统 、J \/ 。 >( × 

场地扩声系统 、J ,J ,J 。 。

场地照明控制系统 ,J 、J 。 × × 

计时记分及现场成绩处理系统 ,J \/ 。 >< × 

竞赛技术统计系统 、J 。 。 × × 

现场影像采集及回放系统 \/ 。 。 × >(

售检票系统 ,J ,J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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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5. 1. 5 

体育建筑等级（规模）

系统配置 特级 甲级 乙级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电视转播和现场评论系统 、／ 。 × 

标准时钟系统 \/ 、／ 。

升旗控制系统 、／ 、／ 。

比赛设备集成管理系统 、、／ 、J 。

注： l 表中、／表／）~应采HJ; 0表不宜采用；×表水可不采用；

2 场地照明控制系统按本规范第 8 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15.2 信息显示及控制系统

丙级

（小型）

× 

× 

× 

× 

其他

× 

× 

× 

× 

15. 2. I 体育建筑信息显示系统宜由显示、驱动、信号传输、计

算机控制、输入输出及存储等单元组成。

15.2.2 体育建筑信息恩示装置的类型，应根据建筑举办体育赛

事的级别和使用功能要求确定。信息显示屏应符合下列规定：

I 特级、甲级体育建筑应设置比赛信息显示屏和视频显示

屏；乙级体育建筑应设置比赛信息显示屏，并宜设置视频显

示屏；

2 比赛信息显示屏可为单色、双基色或彩色显示屏；

3 视频显示屏应具有动画、文字显示、视频图像的功能，

且应为影色眼示屏；

4 比赛信息、思示屏的文字最小高度、字符行数和每行的字

符数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5. 2.3 体育建筑的信息、眼示屏的性能参数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15. 2. 4 体育建筑的信息显示及控制系统应具有连接计时记分及

现场成绩处理系统、有线电视系统、电视转播系统、现场影像采

集及回放系统、场地扩声系统等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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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 体育建筑的显示屏宜根据场馆的类圳、性质和l规模等采

取单端布置、两端布置、分散布置、集巾布于~＝ DX环形布置等

方式。

15.2.6 体育场馆内显示屏设置应满足 95%以上同定座位观众

的最大视距要求，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宜在不利于观看且示屏的

固定座位区域增设小型、E示屏。

15.2.7 体育建筑的显示屏控制主宜设置F能够直接观察到主显

示屏的区域内。

15.3 场地扩声系统

15. 3. 1 体育建筑的比赛场地、观众席应设置独立的语言兼音乐

扩声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特级、甲级体育建筑场地扩声系统山符合一级扩声指标

的要求；

2 乙级、丙级体育建筑的场地扩声系统不应低于二级扩声

指标的要求；

3 其他体育建筑的场地扩声系统不应低于气级扩声指标的

要求；

4 体育建筑的观众席扩声特性指标应lj 比赛场地的扩卢特

性指标同级或高→级。

15.3.2 体育建筑扬声器的布置方式应满足扩声功能的要求，并

可根据体育建筑的具体情况，采用集中式、分散式或混合式进行

布置。

15.3.3 特级、甲级体育建筑应设置主调音行和备用调音白，乙

级体育建筑应设置主调音白。主扩声系统调音台白：fVf留流动扩声

系统的音频信号接口。

15.3.4 体育建筑场地扩声系统的功率放大器f\\j＿根据需要进行配

置，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同→供声范围的不同分路扬声器不应接

至同→功率放大器。

15.3.5 检录处、贵宾席、比赛场地四周不u跑道起点、终点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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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设置音频接口。

15.3.6 体育建筑的场地扩声系统应设置音频接口。发生火灾或

其他紧急突发事件时，消防控制室和公安应急处理中心应具有强

制切换扩声系统广播的功能。

15.3.7 体育建筑的扩声特性指标应符合表 15. 3. 7 的规定。

表 15.3.7 体育建筑的扩声特性指标

等 最大声ff.级 传输频 稳态声场
语言传

系统总 总噪

级 （峰值） 率特性
传声t曾益

不均匀度
输指数

噪声级 声级
(STIPA) 

125Hz~ lOOOHz 、

额定通带内 z 4000Hz 4000Hz 
>0.5 NR-25 NR 30/35 

级 二d05dB 的平均值 大部分区域

二三一 lOdB 王三8dB

125Hz~ lOOOHz 、

额定通带内 2
符合

4000Hz 4000Hz 
附录 A 二~0.5 NR一25 NR-35 

级 二三lOOdB
的规定

的平均值 大部分区域

二三一 12dB < lOdB

250Hz~ lOOOHz, 

额定通带内： 4000Hz 4000Hz 三~o. 5/ 
NR30 NR-35/40 

级 二~95dB 的平均值 大部分区域 0. 45 

二三 12dB 运lOdB/12dB

注： 1 表中所列扩卢特性指标只供固定安装系统设计时采用g

2 “／”前的数值为室内体育馆指标，“／”后的数值为体育场的指标；

3 语言传输指数系指空场时的指标。

15.4 计时记分及现场成绩处理系统

15. 4.1 体育建筑计时记分及现场成绩处理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计时记分系统应具备完整的数据评判体系以及向现场成

绩处理系统传输数据的功能；

2 现场成绩处理系统应满足竞赛规则的要求，并应具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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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全过程产生的成绩及相关环境参数进村监视、测量、量化处

理、屉示的功能；

3 计时记分及现场成绩处理系统应能将比赛现场获得的各

种竞赛信息传送到总裁判席、计时记分机房、现场成绩处理机

房、电视转播机房、信息显示系统控制机房。

15.4.2 体育建筑计时记分及现场成绩处理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体育场应在竞赛场地区设置信号汗，并应满足现场采集

设备、显示设备与系统的连接要求；

2 对于体育馆，应满足场地记录台与系统的连接要求；

3 对于游泳馆，应满足发令设备、起跳台设备、终点摄像

机与系统的连接要求；

4 对于网球场，应能满足场地记录台、场地记分牌等与系

统的连接要求；

5 对于其他场馆，应满足现场采集、 iJ.51二等设备与系统连

接的要求。

15.5 竞赛技术统计系统

15. 5. 1 体育建筑的竞赛技术统计系统应能涵过自动录人接口或

人工录人的方法记录运动员（队）在比赛过程巾不同时刻的技术

状况数据，并应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生成统计结果。

15.5.2 体育建筑的竞赛技术统计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时记分系统中的裁判员统计数据官作为克赛技术统计

的内容；

2 在多赛场和单赛场多项目的赛事中，竞赛技术统计系统

应具备各赛场之间数据互传、集中和分布相结合的统计处理

能力；

3 技术统计结果经过确认后，应及时传送到信息查询和发

布系统。

15.5.3 体育建筑竞赛技术统计系统应预留与信息、血水及控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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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电视转播和现场评论系统、比赛设备（集成）管理系统通信

的接口。

15.6 现场影像采集及回放系统

15. 6. 1 体育建筑的现场影像采集及回放系统在比赛和训练期

间，应能为裁判员、运动员和教练员提供即点即播的比赛录像或

与其相关的视频信息。

15. 6. 2 体育建筑的视频采集服务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与体育建筑的信息网络系统连接；

2 应具备多路视频信号采集功能；

3 应具备连续保存视频数据的存储空间。

15. 6. 3 体育建筑现场采集摄像机的数量及位置应满足体育比赛

的要求。

15. 6. 4 体育建筑现场影像采集及同放系统应具有与信息显示及

控制系统、有线电视系统、电视转播和现场评论系统的连接

接口。

15.7 售检票系统

15. 7. 1 体育建筑的售检票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售检票系统应具备现场销售和远程联网销售的功能；

2 售检票系统应配置观众查询和售票终端，并应实时显示

体育建筑观众席的位置及票价等详细信息；

3 检票终端庄具备脱网独立丁－作的功能；

4 售检票系统软件应具有监控门票销售、检票终端设备运

行状态以及系统的网络状态的功能；

5 售检票系统软件应具备观众流量统计的功能。

15. 7. 2 体育建筑的售检票系统的检票通道应满足公安、消防和

应急事件状态下的联动控制l要求，并应具有现场子动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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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电视转播和现场评论系统

15. 8. 1 体育建筑应根据体育赛事电视转播的要求，选择适宜的

电视转播和现场评论系统。

15.8.2 体育建筑中电视转播的摄像机机位和现场拾音传声器的

位置应根据不同比赛项目对电视转播工艺的要求进行设置。

15.8.3 体育建筑的现场拾音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现场拾音系统应满足电视转播制作系统的要求；

2 现场拾音系统应拾取来自比赛场地的运动声和来自比赛

场地之外的环境声；

3 运动声采集应在不影响运动员及裁判员等人员参赛的情

况下，按竞赛特点布置传声器；

4 环境声的拾取宜在主摄像机前方和观众席上方布置传

声器。

15.8.4 特级和甲级的体育建筑应设置电视转播机房。

15.8.5 体育建筑电视转播线缆路由应满足电视转播机房、评论

员席、评论员控制室与其他相关系统机房的连接，且其他相关系

统机房宜包括计时记分和现场成绩处理机房、网络机房、同定通

信机房、场地扩声系统主机房、有线电视机房、 .ifil.示屏控制

室等。

15.8.6 体育建筑的电视转播系统宜预留专用电缆通道。

15.9 标准时钟系统

15. 9. 1 体育建筑的标准时钟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准时钟系统应具备自动校时功能，应能显示标准时间、

正计时、倒计时，并可人丁．设定显示模式；标准时钟系统宜采用

母钟、子钟组网方式；

2 母钟应采用主备冗余方式，应具有接收校时信号的功能，

并应向其他有时基要求的系统提供同步校时信号；

3 子钟应具备实时监控、倒计时设定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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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 体育建筑宜在克赛以、观众 l泛、运动员区、竞赛管理

区、新闻媒体以、贵宾反官员 l又、场馆运营区、赞助商区及安保

区等民域设置于钟。

15. 10 升旗控制系统

15. 10. I 体育建筑的升旗控制系统应保证国旗升到旗杆顶部的

时间与所奏同歌的时间相同。

15. 10. 2 体育建筑的升旗控制系统应具备同步音频输出功能，

实现与场地扩声系统的连接。

15. 10. 3 体育建筑的升旗控制系统应具备远程自动、本地自动、

本地于动控制功能。吁 l'l 动控制功能失效时，不应影响于动功能

的正常使用。

15. 11 比赛设备（集成）管理系统

15. 11. 1 体育建筑的比赛设备（集成）管理系统应通过系统集

成平台，利用场馆网络系统，实现对信息屉示及控制系统、场地

扩声系统、场地照明控制系统、现场影像采集及回放系统、计时

记分及现场成绩处理系统、竞赛技术统计系统、售检票系统、电

视转播和现场评论系统、标准时钟系统、升旗控制系统的集中监

视和管理。

15.11.2 体育建筑的比赛设备（集成）管理系统除应对各专用

设施子系统进行集中监控管理外，还应提供比赛数据管理、音视

频数据管理、设备运行数据管理、场景控制、统计记录、报表生

成、系统设置、系统接口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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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信息应用系统

16. o. 1 体育建筑信息应用系统应根据体育建筑的等级、规模等

确定系统配置，并应符合表 16. 0. 1 的规定。

表 16. o. 1 体育建筑信息应用系统的配置

体育建筑等级（规模）

信息应用系统配置 特级 甲级 乙级 内级及以下

（特大型） （大型） （巾型） （小型）

信息、查询和发布系统 \/ \/ 。 × 

赛事综合管理系统 。 。 × × 

大型活动（赛事）公共安全信息系统 。 。 >< × 

场馆运背服务管理系统 、J '1 。 × 

注：表巾＼／表示应采用； 0表／）~宜采用；×表！）~ nJ不采川L

16.0.2 体育建筑的信息查询和发布系统应具有向新闻媒体E作

人员、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官员、竞赛组织者等提供比赛

成绩信息、赛事组织信息、场俯服务信息的检索、查询、发布和

导引等功能。

16.0.3 体育建筑的赛事综合管理系统应具有人员注册及制证管

理、综合成绩处理和赛事服务管理等功能。

16.0.4 体育建筑的大型活动（赛事）公共安全信息系统应具有

对体育建筑内涉及公共安全的信息进行采集、记录、分析、处

理、发布的功能。

16.0.S 体育建筑的场七日运营服务管理系统应具有 ihJ场馆经营者

提供经营管理、行政办公、物业运营管理和大明活动管理等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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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机房工程

17.1 一般规定

17. 1. 1 本章适用于体育建筑中专用设施系统的电气设备机房和

控制室等的设计。

17. 1. 2 体育建筑专用设施系统的机房内不应有与其无关的管道

穿过。

17. 1. 3 体育建筑专用设施系统的机房可由主机房、辅助用房等

组成。主机房和辅助用房面积应根据设备外形尺寸、设备布置、

操作距离、维修间距及通道等因素确定。

17. 1. 4 体育建筑专用设施系统的机房工程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T 50314、《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

计规范》 GB 50174、《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等的相关

规定。

17.2 机房设计

17. 2.1 体育建筑的计时记分及现场成绩处理机房宜符合下列

规定：

1 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机房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体育场田径成绩处理机房应设在场地平层，并应位于

lOOm 终点线的延长线附近，且应有通向场地的通道；

2）体育馆计时记分及现场成绩处理机房应设在竞赛场地

平层，并应位于裁判席一侧场地长边的中部；

3）游泳计时记分及现场成绩处理机房应设在竞赛场地平

层，并应位于终点延长线泳池内侧 3m～Sm 区域，且

能观看到终点池壁，机房应面向场地开窗、开门；

当游泳馆设有跳水池时，应单独设置跳水成绩处理机房，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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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水成绩处理机房应与游泳计时记分机房在向一侧，并位于跳水

池外中部区域。

2 机房负荷等级应符合本规范第 3. 2. 1 条的规定，且机房

内应配备维修和测试用的电源插座。

17. 2. 2 体育建筑的信息显示及控制系统机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显示屏控制室可根据场馆举办体育赛事的级别和要求，

独立设置或与其他系统控制室合并设置；

2 体育场的控制室宜设置在高处；体育馆的控制室宜位于

裁判席附近；游泳馆的控制室宜位于竞赛平层；

3 控制室应设置观察窗，且距显示屏的距离不宜大于

200m，并应能观察到显示屏的显示内容。

17.2.3 体育建筑的场地扩声系统机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房应设在方便撩望比赛场地的位置，并应设可开启的

观察窗；

2 场地扩声系统宜在靠近扬声器组的位置设独立的功率放

大器机房，且功率放大器机房应装设通风设备，有条件时可装设

空调设备；

3 扩声系统的交流电源应符合本规范第 3. 5. 4 条的规定。

17.2.4 体育建筑的电视转播机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视转播机房应位于场馆媒体运营区域内、靠近广播电

视人员专用出人口和电视转播车；

2 当需要在体育建筑内制作转播节目时，宜在转播机房附

近预留临时转播节目制作用房；

3 机房用电负荷应符合本规范第 10. 2. 6 条规定。

17.2.5 体育建筑的评论员席及其控制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特级和甲级的体育建筑内应设置评论员席和评论员控制

室，且评论员控制室应靠近评论员席，并应位于媒体运营区

域内；

2 每个评论员席应预留电源插座和信息终端点，并应符合

本规范第 10. 2. 6 条和第 14.2. 2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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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6 体育建筑的电视转播车车位应按转播车实际参数进行设

计，当没有详细资料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设计：

1 电视转播车位置应位于建筑外靠近转播机房，且应远离

观众区；

2 电视转播车位可按每辆车 18m× 7. 5m （长×宽）预留；

3 电视转播车重量可按 30t／辆计算；

4 电视转播车的用电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10. 2. 6 条的规定。

17.2.7 体育场终点摄像机机房应位于百米终点线 30。仰角的看

台上方，并应面向场地开窗。

17. 2.8 场地照明控制室应设在能直接观察到比赛场地的位置，

并应面向场地开窗。当受条件限制时，场地照明控制室可与扩声

控制室、信息显示控制室、比赛设备（集成）管理系统控制室

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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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电磁兼容与电磁环境卫生

18. 0. I 体育建筑电磁兼容与电磁环境卫生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规定。

18.0.2 体育建筑的观众席、新闻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电磁环

境宜为一级电磁环境，其他非人员密集场所有：为二级电磁环境。

18.0.3 体育建筑中电磁兼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种设备的电磁干扰 EMI 发射限值和抗扰！主要求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EMI 骚扰信号源应根据其频率、功率采取输 Ill滤波、电

磁屏蔽等电磁兼容措施；

3 EMI 敏感设备应根据所处电磁环境采取输入滤波、电磁

屏蔽等电磁兼容措施；

4 各电子信息系统宜根据需要在输入、输 ： I\ 等环节采取信

号隔离措施，且电子信息系统的接地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民用

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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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电气节能

19. 1 一般规定

19. 1. 1 体育建筑电气设计应在满足体育建筑功能要求的前提

下，通过合理的系统设计和设备配置，对其进行有效、科学的控

制与管理，减少能源和资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率。

19. 1. 2 体育建筑应结合赛时与赛后不同模式、功能及运营要求

等因素，分析研究本久负荷与临时负荷，采用合理的节能措施。

19. 1. 3 乙级及以上等级体育建筑宜设置分项计量和能源管理系

统，并应符合同家相关规定。

19. 1. 4 电气设计宜选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能效标准规定的节能

型电气产品。

19.2 供配电系统节能

19. 2.1 当体育建筑用电设备总容量在 lOOkW 及以下时，可采

用低压供电。

19. 2. 2 体育建筑的配变电所内宜装设两台及以上变压器，且配

电变压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 GH 20052 的规定，并宜选用符合节能评价值的节能型

变压器，变压器的接线组别应为（D, ynll ）。

19.2.3 体育建筑中单台功率在 550kW 以上的用电设备宜采用

lOkV 供电和就地无功补偿方式。

19.2.4 体育建筑电气设计，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宜采用

导体单位截面积载流量大的电缆和电线。

19.3 照明节能

19. 3.1 乙级及以上哼级体育建筑的场地照明单位照度功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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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宜符合表 19. 3. 1 的规定。

表 19.3.1 Z级及以上等级体育建筑的场地照明单位照度功率密度值

单位照度功率密度［W/ (Ix• m2 )] 

场地名称
现行值 目标值

足球场 5. 17 × 10 2 4. 21 × 10 2 

足球、田径综合体育场 3. 56 × 10 -z 2. 90 × 10 2 

综合体育馆 14. 04 × 10 2 11. 44 × 10 2 

游泳馆 9.86 × 10 2 8. 03 × 10 2 

网球场 18. 00 × 10 2 14. 66 × 10 2 

注： 1 本表适用于有电视转播的场地照明。

2 本表对应于场地照明主摄像机方向上的垂直照度，面积是最大场地运动项

目的 PA 值。

19.3.2 体育建筑附属用房的照明功率密度值 CLPD）不应大

于表 19. 3. 2 的规定。

表 19.3.2 体育建筑附属用房的照明功率密度值（W/m2)

照明功率密度 对应水平照度值
序号 场所类别

Clx) 现行值 目标值

1 运动员用房、裁判用房 9.0 8.0 300 

转播机房、计时记分和成绩处理机

2 
房、信息显示及控制机房、场地扩卢

15. 0 13. 5 500 
机房、同声传译控制室、升旗和火炬

控制系统等弱电机房及照明控制室

观众休息厅（开敞式）、观众集
3 5. () 4. 5 100 

散厅

4 观众休息厅（房间） 9. () 8. 0 200 

5 国旗存放间、奖牌存放间 9.0 8.0 300 

颁奖嘉宾等待室、领奖运动员等 9.0/ 8.0/ 
6 300/500 

待室 15. 0 13. 5 

7 兴奋剂检查室、血样收集工作室 15.0 13. 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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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9. 3. 2 

照明功率密度 对应水平照度值
序号 场所类别

Clx) 现行值 目标值

8 检录处 9.0 8.0 300 

9 安检区 9.0 8.0 300 

记者席
9.0/ 8.0/ 

300/500 10 
15. 0 13.5 

一 新闻发布厅

主席台
15.0/ 13.5/ 

500/750 11 
24.0 21. 0 

12 新闻中心、评论员控制室 15.0 13.5 500 

注： 1 表中同一格内有两个值时，“／”前数值适用于乙级及以下等级的体育建

筑，“／”后数值适用于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z

2 集散厅等场所如采用特殊造型的灯具，该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可不受此表

限制。

19.3.3 照明设计应采用高光效的光源、高效率的灯具、低损耗

的照明电器附件。

19. 3. 4 特级、甲级体育建筑的包厢照明宜设置调光装置。

19.3.5 甲级及以上等级的体育建筑应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对

公共区域照明进行节能控制。

19.3.6 体育建筑宜利用导光装置将天然光引人室内进行照明，

并应随室外天然光的变化自动调节室内人工照明照度。

19.3.7 体育建筑室外及室内高大空间的场地照明宜采用金属卤

化物灯，灯具应采用就地无功功率补偿，补偿后的功率因数不宜

小于 0. 9 。

19.3. 8 体育场的场地照明灯具应有控制外溢光措施。体育场外

50m 处外溢光的水平照度不宜大于 25lx, 200m 处外溢光的水平

照度不宜大于 lOlx。

19.3.9 当采用恒流明技术的灯具时，照明设计的维护系数可

取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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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场地扩声系统的传输频率特性

A. I 体青馆场地扩声系统的传输频率特性

A.1.1 体育馆一级传输频率特性：以 125Hz～4000Hz 的平均

声压级应为 OdB，在此频带内允许范围应为－ 4dB～十 4dB;

63Hz～125Hz 和 4000Hz～8000Hz 的允许范罔应为罔 A. 1. 1 中

斜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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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1. 1 体育馆一级传输频率特性

A. I. 2 体育馆二级传输频率特性：以 125Hz～4000Hz 的平均

声压级应为 OdB，在此频带内允许范用应为 6dB~+ 4dB; 

63Hz～125Hz 和 4000Hz～8000Hz 的允许范围应为罔 A. 1. 2 中

斜线部分。

A.1.3 体育馆三级传输频率特性：以 250Hz～4000Hz 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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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八. I. 2 体育馆二级传输频率特性

声月二级应为 OdH，在此颇带内允许范罔应为 6dB～十 4dB;

125Hz～250Hz 和 4000Hz～8000Hz 的允许范围应为图 A. 1. 3 中

斜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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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体青场场地扩声系统的传输频率特性

A. 2.1 体育场一级传输频率特性：以 125Hz～4000Hz 的平均

声压级应为 OdB，在此频带内允许范围应为 4dB~+ 4dB; 

63Hz～125Hz 和 4000Hz～8000Hz 的允许范用应为民l A. 2. 1 中

斜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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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2. 1 体育场一级传输频率特性

A. 2. 2 体育场二级传输频率特性：以 125Hz～4000Hz 的平均

声压级应为 OdB，在此频带内允许范围应为 6dB～十 4dB;

63Hz～125Hz 和 4000Hz～8000Hz 的允许范罔应为罔 A. 2. 2 中

斜线部分。

A. 2. 3 体育场三级传输频率特性：以 250Hz～4000Hz 的平均

声压级应为 OdB，在此频带内允许范围应为一 6dB～十 4dB;

125Hz～250Hz 和 4000Hz～8000Hz 的允许范用应为图 A. 2. 3 中

斜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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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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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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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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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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体育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354 - 2014 

条文说明



制订说明

《体育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354 二 2014，经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2014 年 10 月 20 日以第 601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体育场馆用电负荷调查、

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谐波和功率因数调研、大型国际赛事竞

赛区光环境调研及分析研究等多项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同体育建

筑电气领域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 IEC 相关标准、 BOB 及

AOB 等国际奥委会的相关标准、 FIFA 及 IAAF 等多个国际体育

组织的标准、国际电视转播机构的标准、 CIE 相关标准等国外先

进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通过场地照明功率密度的研究、场地照

明灯具端子处电压偏差的试验研究、光师、色度参数对体育比赛电

视转播图像质量影响等多项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科技成果和重要

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体育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

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r说明，还着重

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木条文说明不具备

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

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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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2 体育建筑可以用于比赛、训练、健身等用途，而现行《体

育建筑设计规范》 JGJ 31 2003 只涉及比赛、训练等内容，本规

范涉及的内容有所扩大，包括比赛、训练、健身用的体育建筑，

主要考虑到不同类型、不同用途、不同等级的体育建筑都需要电

气设计，适用范围的扩大有助于指导体育建筑的电气设计。

根据现行行业标准《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JGJ 31 的规定，

体育建筑分级和分类见表 1 和表 2。其中，“其他”是本规范在

JGJ 31 分类基础上的补充，以满足除举办运动会之外及没有固

定座席的体育建筑电气设计的需要。

表 1 体育建筑的分级

等级 主要使用要求

特级 举行亚运会、奥运会、世界级比赛主场

甲级 举行全国性和单项国际比赛的主场馆

乙级 举办地区性和全国单项比赛的主场馆

丙级 举办地方性、群众性运动会的场馆

其他
上述四个等级之外的体育建筑．如不>iHr运功会的衬.12<: 和学校体育

建筑

表 2 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的分类

分类 特大型 大型 ，，，型 小 It~ 其他

40000~ 20000~ 
体育场 60000 座以上

60000 座
20000 J但以F 无间定座席

40000 川F

6000~ :1000~ 
体育馆 10000 座以上

10000 座
:1000 ）＇￥.以 F J尼阿定座席

6000 ／，但

3000~ 1500~ 
游泳馆 6000 座以上

6000 座
1500 ｝＇￥.以下 无间 i.i；座席

3000 赂

其他功能的场馆分类参照表 2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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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建筑的分类、分级与《 2009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

术措施 电气》、 2008 版全国通用l到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与施

工》 0800 l ～3 一致。

1. o. 3 我同尚无体育建筑群的标准、规范定义，体育建筑群可以理

解为以体育建筑为主的多个体育建筑及其配套的其他类型建筑的统

称。例如，体育中心就是体育建筑群，通常体育中心由体育场、体

育馆、游泳馆等体育建筑组成。对于体育建筑群的电气设计，需根

据体育建筑等级、业态管理模式等因素，从整体上进行考虑，统一

规划、统一要求，避免各自为主，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

1. o. 4 体育建筑巾的电磁污染、声污染及光污染有其特殊性，

尤其室外体育场、网球场，如果设计不好、使用不当，会造成严

重的声污染和光污染，需寻｜起高度重视。

1. o. 5 体育建筑的电气装备水平与丁平里的功能要求和使用性质

相适应，是指不超标使用设备，也不降低设备性能。

现在已经发现部分奥运会场馆和亚运场馆赛后利用不佳，造成

较大的经济压力，不能很好地发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

为重大赛事所建的体育建筑，市综合考虑赛时使用和赛后运营等

因素。

1. 0. 7 体育建筑的电气设计需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及规范的

规定，这是基本要求。体育建筑用于比赛和训练时，还要符合同

家体育主管部门相关标准的要求。同家体育总局相继颁布了多部

标准，对体育建筑电气设计起到指导作用。 Z与举行国际比赛时，

还需符合国际体育组织的相关要求和规定，例如国际足联的

“ Football Stadiums ” FIFA 2007 和 2011 版本，国际田联的

“ IAAF Track and field facilities Manual . 2008”，国际网联的

“ Guide to the artificial lighting of tennis courts”，国际泳联的

“ FINA Facilities Rules 2009 - 2013”等。当有电视转播时，也要

满足电视转播机构的要求和规定，例如北京奥运会的转播标准

“ Beijing Olympic Broadcasting, Sports Lighting for Television 

Performance Specification.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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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代号

2.1 术语

体育建筑中有关建筑的术语见现行行业标准《体育建筑设计

规范》 JGJ 31 ，为便于使用，现将 2003 版《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的常用名称列于表 30

表 3 体育建筑常用术语

名称 术语

体育建筑 作为体育竞技、体育教学、体育投乐和体育锻炼等活动之用

sports building 的建筑

体育场 具有吁供体育比赛和其他表演用的宽敞的宗外场地同时为大

stadium 量观众提供座席的建筑物

配备有专门设备而供能够进行球类、室内阳径、冰上运动、

体操（技巧）、武术、拳击、击剑、举重、悴跤、柔道等单项戎

体育馆 多项室内竞技比赛和训练的体育建筑。主要由比赛和l练习场地、

sports hall 看台和辅助用房及设施组成。体育馆根据比赛场地的功能可分

为综合体育馆和专项体育馆；不设观众看台及相应用房的体育

馆也可称训练房

游泳设施 能够进行游泳、跳水、；｝（球和花样游泳等室内外比赛和练习

natatonum 的建筑和设施。室外的称作游泳池（场），军内的称作游泳馆

facilities （房）。主要由比赛池和练习池、看台、辅助用房及设施组成

另外经常使用的术语是“体育场馆”，目前尚无官方定义。

据相关资料介绍，体育场馆是进行运动训练、运动竞赛及身体锻

炼的专业性场所。它是为了满足运动训练、运动竞赛及大众体育

消费需要而专门修建的各类运动场所的总称。显然，体育场馆的

范围比体育建筑大，它除包含体育建筑外，还包括构筑物、室外

的操场和运动场等。常见的体育场馆有三大类：第一类是体育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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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用的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等；第二大类是体育教学训练所

需的田径棚、风雨操场、运动场及其他各类室内外场地；第三大

类是群众体育健身娱乐休闲活动所需的体育俱乐部、健身房、体

操房和其他简易的健身娱乐场地等。

2.1.1 备用电源引向国家标准《电工术语电气装置》 GB/T

2900. 71 2008/IEC 60050 826: 2004。即当正常电源断电时，

由于非安全原因用来维持电气装置或其某些部分所需的电源。举

例：体育建筑中用作当正常电源断电后为体育工艺负荷、媒体转

播负荷供电的电源是备用电源。

2.1.2 应急电源采用国家标准《电工术语电气装置》 GB/T

2900. 71 2008/IEC 60050 826: 2004 的规定，即用作应急供

电系统组成部分的电源。该标准同时给出了应急供电系统的定

义，应急供电系统也称为安全设施供电系统，该名称来源于 IEC

的英文（electric supply systems for safety services），即用来维

持涉及安全的电气设备和电气装置运行的供电系统，主要是：为

了人体和家畜的健康和安全，和／或为避免对环境或其他设备造

成损失以符合国家规范要求。标准还做了进一步说明并给出注

解：供电系统包括电源和连接到电气设备端子的电气回路。在某

些场合，它也可以包括设备。

当正常电源断电后，为特级体育建筑中消防类负荷连续供电

的电源是典型的应急电源。

因此，备用电源与应急电源的最大区别为是否出于“安全原

因”而设置的电源。

2. 1. 3 临时电源是体育建筑中经常使用的，常用的临时电源有

柴油发电机组、箱式变电站等。其目的是为开闭幕式、重要赛

事、文艺演出、群众集会等临时性或短期活动供电的电源。要求

临时电源独立于体育建筑中的正常电源。

2.1. 4 体育工艺是体育建筑符合体育竞赛活动、训练等功能要

求的方法和技术，是对体育建筑内涉及比赛和训练流程、空间、

设备和器材等内容进行的描述和说明，是体育竞赛、训练需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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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规范相结合的技术要求。 体育工艺可以划分为体育建筑

空间工艺和体育设备系统工艺两大类，体育工艺负荷属于体育设

备系统工艺类别，通常有场地照明系统、场地扩声系统、体育竞

赛计时记分及现场成绩处理系统、竞赛大屏显示系统等。

本规范第 15 章所述的专用设施系统是智能化系统，而体育

工艺负荷是一种用电负荷，两者概念上有所不同。

2. 1. 5' 2. 1. 6 电源井和信号井通常采用手孔井，井内放置电源

箱和信号箱，并采取良好的防水和排水措施。 因 l 为某体育场白

源井示意图，有赛事时为场内用电负荷供电。

矿’3

一

主 100 I l1 sol soo 
1 『 i l!lXl 

国jlOO

因 l 某体育场电源井示意怜1

2.1. 7 垂直照度用来模拟照射在运动员面部和身体上的光，对

摄像机、摄影机和视看者能提供最佳辨认度，并影响照射目标的

立体感。

2. 1. 8 均匀度用来衡量比赛场地上照度的变化。

2. 1. 9 单位照度功率密度是单位照度、单位面积上的照明总的
安装功率，包括光源额定功率、镇流器或变月二器的额定功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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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W/ Ox• m2 ）。

2. 1.12 TV 应急照明模式下照明水平要满足比赛活动和电视转

播的基本要求，因此该模式下的照明水平远高于普通的应急

日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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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配电系统

3. 1 一般规定

3. 1.1 体育建筑、体育建筑群的规模较大，用电量较多，经常

会用到 35kV、 20kV 供配电系统，故本章的适用范围定为 35kV

及以下供配电系统。

3. 2 负荷分级

3. 2.1 本条是对体育建筑负荷分级的规定：

第 1 款是在现行行业标准《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JG] 31 相

关规定的基础上制定的；

第 2 款强调场地照明负荷的重要性，尤其 TV应急照明是该

建筑物最高等级的负荷；

第 3 款是根据现行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相关规定，结合体育建筑特点制定的。

3.2.2 临时用电设备的负荷等级通常由体育赛事组委会提出，

或组委会通过业主单位提出。

3.3 电源

3. 3. 1 根据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也》 GB 50052 2009 

的定义，双重电源为到一个负荷的电源是由两个电路提供的，这

两个电路就安全供电而言被认为是互相独立的。也就是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2008 第 3. 2. 8 条的规定，双

重电源中的→个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二个电源不同时受到损坏。

因此，本规范规定甲级及以上体育建筑需由双重电源供电。

而“两回线路”的电源可以是两个电源的两回线路，也可以

是一个电源的两回线路，但前者可靠性更高。条件允许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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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采用两个电源的两回线路。

对于全民健身的场馆，如室外灯光球场、健身房，可以采用

单回线路电源。

3.3.2 本条有以下问题需要说明：

1 国家标准《标准电压》 GB/T 156 2007 已经将 20kV 列

入国家标准的电斥等级，国家电网公司于 2007 年下达了《关于

推广 20kV 电压等级的通知》，故将 20kV 列入本规范。目前，

杭州体育场、杭州网球场等已经采用 20kV 电压等级的系统。

2 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 - 2009 第

5.0. 2 条规定，当供电电压大于等于 35kV 时，用户的一级配电

电压宜采用 lOkV。

3 中型体育场馆视具体情况确定电源电压等级。

3.3.3 “重大比赛”尚无统一定义，建议由业主提出。当业主没

有明确要求时，重大比赛可界定为奥运会、世界杯、世界锦标

赛、洲际综合性运动会（如亚运会）、全运会等比赛。

3.3.4 本条是结合体育建筑的特点对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

设计规范》 JGJ 16 - 2008 进行细化，“允许中断供电时间较短”

可以参考 IEC60364 相关规定。

3.3.S 临时电源通常采用临时箱式变电站、临时发电机组等。例

如，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负荷为临时性负荷，采用南北两个临时

供电设施群。临时箱式变电站总容量达 24700kVA ，变压器共计

28 台；同时还设有 15 台柴油发电机组，安装容量达 12300kVA 。

在建筑电气设计时，需为临时电源供电预留充足的供配电设

备空间，同时要为临时电源接人提供条件。

临时电源装置可以自备，也可以租赁，用户可视具体情况

来定。

3.4 供配电系统

3. 4.1 综合运动会主体育场的开幕式、闭幕式或极少使用的大

容量临时负荷的特点是负荷容量大，使用时间短，节目不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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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供电可靠性要求高，如果将这类负荷纳入到永久供配电系

统，会使系统变得很复杂，这些负荷使用结束后系统、设备闲

置，造成固定资产投入过大而使用率低下，不利于节能、环保。

本条要求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的供配电系统，需具有临时电源接

人的措施，届时这些负荷可以由临时电源供电，形成独立的临时

供配电系统。

3. 4.2 本条与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 

2009 的第 4.0. 7 条和 4. o. 6 条相一致，高压总供配电系统为第
一级，放射式至分配变电所形成第二级高斥系统。体育建筑中高

压供配电系统一般不会多于两级，故本规范有此规定。

3.4.3 本条与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 -

2009 的第 4.0.7 条相→致，并结合体育建筑的特点进行了细化。

对于“规模较小”的判定，由设计者灵活掌握，需考虑下列主要

因素：

1 一个回路总容量不超过其保护和电缆载流量的相关要求；

2 满足电压降的要求。

第 3. 4. 2 条和第 3.4.3 条之外的体育建筑，如乙级体育建

筑，当其规模和用电量较大时，由设计者灵活掌握。

3.5 电压选择和电能质量

3.5.2 本条是关于场地照明灯具端子处电斥偏差允许值的规定。

试验研究表明，灯具端子处电压对光通量有较大的影响，电压偏

差过大，场地上照度将大幅度减小，因此作出此规定。

1 在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16 2008 的

基础上进行细化，以满足特级、甲级体育建筑的需要。编制组对

国家体育场“鸟巢”进行了实测，结果表明，尽管“鸟巢”规模

大，场地照明线路长，但最长线路回路最大电压偏差不到

1. 5%。因此经过精心设计，可以满足本款的要求。

2 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 2008 中对

照明的总体要求，故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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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负荷计算

3. 6. 1 调研表明，封闭式的体育建筑用电负荷的单位指标可以

采用 40W/m2～70W／时，变压器装机容量可以采用 60VA/m2 ～

lOOVA/m2 。体育建筑等级越高，单位指标越大。另外，体育建

筑群（即体育中心）除考虑各单体体育建筑的单位指标外，还需

计入同时系数．同时系数要根据各单体建筑同时使用的负荷情况

而定。

单位指标法不适用于敞开式的体育建筑，例如网球场建筑面

积较小，用电负荷没有时建筑面积小而过多地减少，用电负荷的

单位指标相对较大。

建议将单相负荷均衡分配到之相上；对于相负荷，其等效三

相负荷为最大相负荷的 3 倍；对于线负荷，其等效气相负荷为最

大线间负荷的J3倍加l：次大线问负荷的（ 3 ,/3）倍；当既有线

间负荷又有相间负荷时，将线间负荷换算为相负荷，然后各相负

荷相加，取最大相负荷的 3 倍作为等效三相负荷。

体育场的场地照明给常用到 2000W/380V 的金卤灯，属于

单相线间负荷，其负荷计算不同于相负荷。当场地照明中既有单

相线间负荷义有单相相负荷时，建议两类负荷由不同回路供电。

设计时，尽可能将灯具均匀地接到主相上，使三相负荷平衡。如

果三相负荷不平衡，则按下式计算：

P,. = J3P1 十（ 3 ,/3)P2 Cl) 

式巾： P,. 等效二〈相负荷 CkW);

P1 最大线问负荷 CkW);

P2 次大线fl！｝负荷 CkW）。

例如，金向灯为 2000W/380V，若忽略镇流器功率，第一个

问路接有 m 个金肉灯，第二个回路接有 η 个金由灯，第三个回

路接有 ρ 个金肉灯，假设 rn>n＞户，则三个回路的功率分别为

2rn 、 2η 、 2户，将 l：述数据代人上式可得等效兰相负荷，即为

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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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J3 • 2m 十（ 3 J3)2n (2) 

假设 m 二 100 ， η ＝ 98 ， ρ ＝ 91 ，则 Pe= 595kW，而不是

(100十98十91) × 2=578kW，两者有不小的差距。

3.6.2 大部分场地照明采用金属卤化物灯，因此，负荷计算时

其设备功率除要计入光源的功率外，还要计入镇流器的功率损

耗。当没有确切资料时，镇流器功率可以按光源功率的 10%计。

3.7 无功补偿

3. 7.1 本条采用国家电网公司规定，即国家电网生［2004] 203 

号第二十四条之（二）， lOOkVA 及以上 lOkV 供电的电力用户

其功率因数达到 0.95 以上。

当不具备设计计算条件时，电容器安装容量可以按下列情况

进行估算：

1 35kV 及以上变电所可以按变压器容量的 10%～30%计；

2 lOkV 变电所可以按变压器容量的 20%～30%计。

3.7.2 串联调谐电抗器在调谐频率 fh 处的配比可以按下式

计算：

XL = X,/h2 (3) 

式中： XL 电抗器基波感抗；

Xe 电容器基波容抗；

h一一谐波的次数。

为了避免发生局部谐振，需使实际调谐频率小于理论调谐频

率，同时还要考虑一定裕度，防止电容器长期使用后介质材料老

化，从而导致电容值下降，引起谐振频率的升高。常用的串联调

谐电抗器配比见表 4。

以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场地照明回路为例，三相上 3 次

谐波含量最多，均在 21%以上；其次是 5 次谐波，在 11%以上；

11 次谐波位居第三位，达 6% 以上； 7 次和 13 次谐波含量均在

3%以上； 9 次和 15 次谐波含量较少，尤其 15 次谐波可以忽略

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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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串联调谐电抗器实际配比

理论调
理论训 实际调 实际调

实际电

谐次数
谐频率 谐频率 谐次数

抗器配比
/h (Hz) (llz) （拳例） （举例）

X1./X,=l/hi H 
/h 二 50 h1 = //50 

3 150 135 2. 7 13. 7% ，可选 12. 5%~ 14% 

5 250 215 4.3 5. 4%，可选 4. 5% ~ 5. 5% 

7 350 315 6. 3 2. 52% ，可选 2%～3%

9 450 415 8. 3 1. 45% ，可选 I. 3%~]. 5% 

因此，选择电抗器配比为 14%可以有效地抑制 3 次谐波。

所以，调谐电抗器要根据实际负荷的谐波特征做出合理、准确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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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变电所

4.1 所址选择

4.1. 2 本条是对行业标准《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JGJ 31 2003 

的细化及扩充。

4.1. 3 本条考虑到体育建筑尤其体育中心占地面积大，建筑体

量大，配变电所要设置在负荷中心，以低压配电半径不超过

250m 为宜。

4.1. 4 体育建筑群可以设置总配变电所，总配变电所可以是独

立建筑物。例如，工人体育场设独立建筑物的总配变电所，总配

变电所分别为体育场、体育馆等建筑物供电。

总配变电所也可以设置在某体育场馆内。例如，济南奥林匹

克体育中心东区的总配变电所设在体育馆内，游泳馆、网球馆等

建筑物的电源由体育馆内的总配变电所引来。

4.2 配电变压器选择

4. 2.1 体育工艺负荷以及通信、扩声及广播、电视转播等负荷

对电压波动比较敏感，因此这类负荷不建议与冷冻机等大容量动

力负荷共用变压器。

文艺演出与体育比赛不会同时进行，因此当经常有文艺演出

的体育场馆，演出类负荷可与体育工艺负荷共用一组变压器。

4.2.3 本条不建议选用 lOkV 有载调压变斥器，但当电源电压

偏差不能满足下列要求时可以采用有载调F巨变斥器。

1 不符合《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 2008 第

3. 4.4 条、 3.4. 5 条的规定；

2 由于电源质量达不到要求而导致不符合本规范第 3. 5 节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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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符合《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 2009，第

5.0.4 条的规定。

4.2.4 本条是根据体育建筑的特点，依据行业标准《民用建筑

电气设计规范》 JG] 16 2008 做出的规定。

4.2.5 国家标准《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3 -

2013 的第 3. 3. 2 条规定：“装有两台及以上变压器的变电所，当

任意一台变压器断开时，其余变压器的容量应能满足全部一级负

荷及二级负荷的用电”。特级、甲级体育建筑负荷等级绝大部分

为二级及二级以上，当一台变压器停用，另一台变压器可以在强

迫风冷情况下带全负荷。北京奥运会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点，即

要求 A级奥运场馆变斥：器的负荷率不大于 60% 。

4. 3 主接线及电器选择

4. 3.1 木条是根据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16 

- 2008，并结合体育建筑的特点制定的。应急母线段是应急供配

电系统的一部分，为应急负荷提供保障；而备用母线段则为体育

工艺类负荷、转播类负荷等供电。因此应急母线段和备用母线段

需分开设置，此做法在等级较高的体育建筑中经常应用。

4. 3. 2' 4. 3. 3 这两条是根据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

范》 JG] 16 - 2008、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 

- 2009，结合体育建筑的特点制定的。 GB 50052 的第 3.0.9 条要

求备用电源的负荷严禁接入应急供电系统。因此，本规范规定可

分别设置应急母线段和备用母线段，这样两个系统相互独立。经

协商，两个系统的电源可以共用，除此之外，两个系统需严格

分开。

行业标准《转换开关电器 CTSE）选择和使用导则》 JB/T

10980 2010 对 TSE 的类型有如下定义，有助于对本条的理解：

1 专用的 TSE：主体部分是为专用于转换电掘而设计的整

体型的开关电器；

2 PC 级：能够接通、承载，但不用于分断短路电流

83 



的 TSE;

3 三位置： TSE 主触头有气个位置，即“常用位置”、“备

用位置”、“断开位置”。

为了满足负荷允许的最大断电时间， ATSE 的转换动作时

间，需与供配电系统继电保护动作时间相配合，避免 ATSE 装

置连续切换。

4.4 配变电所形式和布置

4. 4. 1 本条是根据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16 

- 2008 ，结合体育建筑的特点制订的。

4.4.2 本条所称的配电自动化系统是引自行业标准《配电自动

化系统功能规范》 DL/T 814 2013。配电白动化系统是应用现

代电子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将配电网实时信

息、离线信息、用户信息、电网结构参数、地理信息进行安全集

成，构成完整的自动化及管理系统，实现配电网正常运行及事故

情况下的监测、保护、控制和配电管理。它是配电白动化与配电

管理集成为一体的系统。

4.4.3 体育建筑经常因赛事而进行改造，或因文艺演出而设置

临时供配电系统，设置电缆夹层可以满足这些使用需求。根据北

京电力公司多年的运行经验，电缆夹层的高度在 1. 9m~ 3. 2m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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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继电保护及电气测量

5.1 一般规定

s. 1. 1 本条所称数字式继电保护装置是引自国家标准《继电保

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T 14285 - 2006 o 近十几年来

数字式继电保护装置得到f广泛应用，尤其在北京奥运场馆、广

州亚运工程、深圳大学生运动会场馆取得了较为成熟的运行经

验，在技术和性能上比其他形式保护装置具有→定的优越性。目

前，该装置有多种称谓，例如智能化保护装置、微机保护装置

等，本规范采用《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T

14285 2006 定义的术语。

5. 1. 2 国家标准《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T

14285 2006 第 3. 4 条规定“应优先选用具有成熟运行经验的数

字式装置”。该规程规定了数字式保护装置的基本要求。

5.2 继电保护及电气测量

5. 2. 2 固定安装的测量仪表有指示仪表、记录仪表和数字仪表

等类型。指示仪表仅具有测量数据的指示作用，不具有保存、记

录数据等功能，例如常用的指针式仪表。记录仪表又分为有笔

（有纸）记录仪表和无笔（无纸）记录仪表，记录仪表具有保存

功能。用数字显示被测值的仪表叫数字仪表，它把测量转化为数

字量并以数字形式显示出来，具有数据测量、显示、保存、处理

等功能，可以组网成系统。

对于设有分配变电所的乙级及以上等级的体育建筑，建议采

用数字仪表，并且数字仪表组成的系统需采用开放式协议和分布

式系统。这一规定与本规范第 19. 1. 3 条相配合，为分项计量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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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多功能数字仪表多用于低压配电系统，通过电流互感器

采集电流信号，因此两者间匹配非常重要， “民配”包括相数、

量程、精度、变比等诸多方面。一般来说，含有有功功率、元功

功率、电能测量，需要匹配兰相或两相电流互感器。体育建筑中

往往会有出租用房，考虑精度问题，若采用多功能数字仪表进行

电能计量仅能作为内部计量用。

5.3 中央信号装置、控制方式及操作电源

5. 3. 1 信号装置对配变电所安全稳定运行起着重要作用，它可

以使值班人员直观、及时了解电气设备的工作情况和系统的运行

状况。一般来说，信号回路包括位置信号、事故信号及预告信号

回路。例如断路器的工作状态就是位置信号，以此、白示断路器是

否处在合闸位置。事故信号是当发生事故或出现不正常运行状态

时，发出各种灯光和音响信号，提醒值班人员。电斥．互感器二次

回路断线、交直流回路绝缘损坏、控制网路断线及其他要求采取

处理措施的不正常情况等属于预告信号。

5.3.2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规模大，高压配出同路的断路器数

量较多，根据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叫 16 2008 

第 5. 5. 1 条的规定，特制定本条规定。

集中控制可以设置控制屏，也可以采用配电自动化系统。当

设有集中控制时，同时在开关柜设置就地控制。一般情况下，进

线断路器、分段断路器、主要馈出回路断路器最好能采用集中监

控方式。

5.3.3 本条是根据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体育建筑群的配变电

所的特点，结合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2008 的第 5. 5. 2 条的规定丽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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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备用电源

本章的应急电源、备用电源可以用户自备，也可采用租赁等

方式。大型赛事通常租赁柴油发动机，也可以由电力部门提供

电源。

6.1 应急、备用柴油发电机组

6.1. 3 应急和备用柴油发电机组：

经与《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编写组沟通，当备用电源能满

足应急电源条件时，两者可以共用，但除电源之外的系统需分

开。应急电源在容量、电源转换时间、持续供电时间等方面有其

特殊要求，备用电源只要能满足这些要求即可兼应急电源。

6.1. 4 体育建筑中永久柴油发电机组属于基建技资，属建筑设

计范畴。临时柴油发电机组则是赛事需求，其投资不属于基建

投资。

6.1. 6 根据《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 1 部分：

用途、定额和性能》 GB/T 2820. 1 - 2009，同一台发电机组有持

续功率（COP）、基本功率 （PRP） 、限时运行功率 （LTP） 、应

急备用功率 （ESP ） 等四种标定方法。

1 持续功率 （COP ）： 在商定的运行条件下，并按制造商

的规定进行维护保养，发电机组以恒定负荷持续运行，且每年运

行时数不受限制的最大功率。

2 基本功率 （PRP ） ：在商定的运行条件下，并按制造商

的规定进行维护保养，发电机组以可变负荷持续运行，且每年运

行时数不受限制的最大功率。

24h 运行周期内允许的平均功率输出（PPP）不超过 PRP 的

70%。除非与 RIC 发动机制造商另有商定，才可使用持续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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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 。

3 限时运行功率 （LTP ） ：在商定的运行条件下，并按制

造商的规定进行维护保养，发电机组每年供电达 500h 的最大功

率。 100%的 LTP 每年运行时间最多不超过 500h 。

4 应急备用功率 CESP）：在商定的运行条件下，并按制

造商的规定进行维护保养，在市电中断或试验条件下，发电机组

以可变负荷运行且每年运行时数可达 ZOOh 的最大功率。 24h 运

行周期内允许的平均功率输出（I'pp ）不大于 ESP 的 70% 。

因此， COP 功率是发电机组的最基础功率，其余的功率是

在此基础上的强化功率，通过限制使用时间、平均负载，降低寿

命和可靠性来提高最大的功率。需要注意的是， ESP 功率与

PRP 功率都是在 24h 内平均负载率为 70% 。

以某知名品牌 ZOOOkW 发电机组为例， ESP J)J 率为

ZOOOkW, PRP 功率为 1820kW ， αJP 功率为 1600kW，容量相

差达 20% 。

备用的柴油发电机组在重大赛事期间要长时间运行，且在此

期间带可变负荷持续运行，建议按基本功率 PRP 选择柴油发电

机组。而应急用的柴油发电机组需在某一时间内向可变负荷供

电，建议按应急备用功率 ESP 选择柴油发电机组。

6.1. 7 体育建筑内的应急电源严禁采用燃气发电机组和汽油发

电机组是为了保障人身安全。根据《电I术语 电气装置》 GB/

T 2900. 71 - 2008/IEC 6005。一 826: 2004 中应急电源的定义，

应急电源主要用于保障人身安全，例如用于火灾等紧急情况下的

灭火和人员疏散。而天然气有其特殊性， Z与空气中天然气含量达

到 5%～15%时，遇到明火会发生爆炸，这种情况下燃气发电机

组不仅起不到应急的作用，反而增加了危险。汽油发电机组也有

类似情况，在火灾类紧急情况时自身缺乏安全保障，不能作为应

急电源。

如果燃气发电机组或汽油发电机组没有安装在体育建筑内句

或者不是用于两急电源，则不受本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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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应急电源装置（EPS)

6. 2. 3 本条根据试验及奥运工程应用经验编制而成。

其中第 5 款， EPS 的供电时间不小于 lOmin，主要考虑如下

因素：

1 环境因素

用于场地照明的 EPS 并不都安置在恒温恒湿的房间，甚至

有些放在室外马道上，环境温度将对 EPS 的电池寿命产生影响。

电池额定输出容量的标称环境是 25℃，当环境温度高于 25℃时，

电池的寿命将缩短。资料表明，环境温度超过 25℃时，每升高

8. 3 。C电池的寿命将缩短一半。

2 寿命因素

EPS 蓄电池的寿命有两个指标描述：第一，浮充寿命，就

是在标准温度和连续浮充状态下，蓄电池能放出的不小于额定容

量的 80%时所使用的年限。第二， 80%深度循环充放电次数，

就是满容量蓄电池放掉额定容量的 80%后再进行充满电，如此

可循环使用的次数。两个寿命指标均以电池额定容量的 80%为

底线，容量折减 20%后电池将加速老化，可靠性大大降低。供

电时间也将加倍缩短。例如：新的电池能全负荷工作 lOmin，当

其容量折减 20%时，将只能给相同负载供电约 5min～6mino

6.3 不间断电源装置（UPS)

6.3. 2 按丁．作原理 UPS 可分为动态式和静态式。动态式 UPS

是靠交流电驱动交流电动机旋转，带动同轴的交流发电机和惯性

飞轮同速旋转，而发电机向负载供电。市电断电或波动时，由惯

性飞轮带动发电机，继续向负荷供电，短时间内发电机的输出电

压保持稳定；一般而言，市电断电在 5 秒钟以内动态式 UPS 可

以保证稳定的额定电斥，可以满足保存数据信息的要求。从原理

上看，动态式 UPS实际是旋转式，英文名称 rotatory type 更准

确地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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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动态式 UPS相对应的是静态式 UPS，目前应用最多的就

是这类 UPS。现在大家所讲的 UPS 多指静态式 UPS。根据供电

方式不同，静态式 UPS 可分为在线式（on-line）、后备式（或称

离线式， off line/back-up）及线上交互式（ line-interactive) 

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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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低压配电

7.1 低压配电系统

7. 1. 2 体育建筑的低压配电系统

当文艺演出作为体育建筑功能之一时，要考虑业主的经济利

益，在系统设计时要有所体现。一般来说，体育馆可以在场地四

周看台侧墙上预留配电箱，体育场在场地四角看台下设有配电

间。例如，北京E人体育场在场地东南侧和西南侧看台下各预留

一个专用配电间，直接由配变电所供电。又如，“鸟巢”在场地

四角各顶留一个专用配电间。文艺演出用电可从专用配电间配

电，也可将文艺演出用的配电箱或配电间与体育工艺用电结合

考虑。

规范中“白成系统”系指照明、电力、防灾、体育工艺负

荷、临时负荷等从配变电所低压配电开始形成相对独立的配电系

统，以满足计量、维护管理、供电安全和可靠性等要求。

7. 1. 3 规范中的配电室需根据王程具体情况确定：丙级及以下

低等级的体育建筑，如果建筑物中没有变电所，则本条中所列负

荷可以从低压配电室供电；高等级的体育建筑需从变电所的低压

配电室为这些负荷供电。

条文中的“中央监控室”系指多个智能化系统共用的机房。

7. 1. 4 本条是对体育建筑配电干线的要求。

2 钢结构如果有较大位移，对封闭母线会造成严重的损坏，

将会影响到供电可靠性。

4 穿刺线夹尚无国家标准，有的产品采用法国国家标准

NFC 33020，有的采用国家标准《电力金具通用技术条件》 GB

2314 作为穿刺线夹的制造标准，有的采用厂家的企业标准，有

的以标准，图《电气竖井设备安装》 04D 701 - 1 作为制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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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质量难以保证句无法验证，曾出现过许

多质量问题，故不推荐使用穿刺线夹。

7.1. 6 本条是对体育工艺负荷的配电系统要求。

2 电源井空间狭小，操作不便，为f保护操作人员安全，

特此规定。通常，田径场地电源井内不设置｜司定配电箱或插座

箱，建议在电源井内设置具有防护等级为 IP67 的 T.111'.连接器插

座，带有工业连接器插头的配电箱或插座箱平时不放在电源井

内，可单独存放在库房，当需要使用时，可提前安装，防止配电

箱或插座箱长期不用而受潮、锈蚀、损坏。

3 体育场不论是否是露天的，都要养护竞赛场地的草坪，

电缆长期处在潮温的土壤中，甚至浸在水巾，普通电缆难以胜

任。因此，规范要求采用防水电缆或其他防水措施（如普通电缆

穿在密封管中）。

电缆受潮危害极大，教训很多。 2011 年 2 月 17 日，英

国纽伯里→座罔场的两匹赛马突然离奇死亡，尸检表明：赛

马因意外电击诱发心脏病而死。而电击原因是场地下的电缆

漏电所致。

4 场地四周墙壁上配电箱的数量需根据体育［艺要求
确定。

5 条文中的“泳池”包括游泳池、跳水池、热身池等。

7. 1. 7 本条规定了场地照明的配电雯求，《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

检测标准》 JG] 153 中的“TV 应急”是低｝巨配电必保的用电负

荷。但少数运动项目没有“TV 应急”，如射箭、射击等。

条文中“双重电源”指的是向个独 \LFfl源，这些电源可以是

市电，也可以是应急或备用的发电机组。

7. 1. 8 条文中“配电回路”是指场地照明最末」级配电装置的

出线回路。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尽量采用“一灯一凹路”方式，

这样便于灵活控制以适应不同比赛的需要。诸多奥运场馆、亚运

场馆、全运会场馆广泛采用“一灯一网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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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特低电压配电

7. 2.1 跳水池、游泳池、戏水池、冲浪池及类似场所属于潮湿

场所，电器的绝缘容易受潮，人员触电危险增大。本条根据《建

筑物电气装置第 7 715 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特低电

压照明装置》 GB 16895. 30 2008，结合这类场所的特点，从保

护人身安全出发，将本条设为强制性条文。上述场所的 0 、 1 和

2 区的区域范围市符合《低Ff电气装置 第 7 702 部分：特殊装

置或场所的要求 游泳池和喷泉》 GB 16895. 19 的规定，条文中

所说的 2 区以外民域与泳池有一定的距离， SELV 电源安装在这

个区域相对安全。

7.2.2 电缆夹层空间狭小、电缆较多，又有配电、变电装置，

采用 SELV 系统有助于保障维护人员的安全。

7.3 导体及线缆选择

7. 3. 1 木条系对《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相关条款的

细化。

7.3.2 本条是对导体绝缘类型的要求。

1 是对电线电缆绝缘总体要求。

2、 3 是对体育建筑中供电干线或分支干线的要求，包括消

防设备和非消防设备。针对此问题，说明如下：

1）相关术语

①阻燃性能

《阻燃和l耐火电线电缆通则》 GB/T 19666 - 2005 定义了电

线电缆的阻燃性能，即在规定试验条件下，试样被燃烧，在撤去

火源后，火焰在试样上的蔓延仅在限定范围内并且自行熄灭的特

性，即具有阻止或延缓火焰发生或蔓延的能力。

②耐火性能

耐火性能是在规定的火源和时间下燃烧时能持续地在指定状

态下运行的能力， 11n保持线路完整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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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矿物绝缘电缆

现行国家标准《额定电压 750V 及以下矿物绝缘电缆及终端

第 1 部分：电缆》 GB/T 13033. 1 2007 对矿物绝缘电缆没有

给出定义，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4 2011 给出了标

准术语，即在同→金属护套内，由经压缩的矿物粉绝缘的一根或

数根导体组成的电缆。

《额定电压 o. 6/lkV 及以下金属护套无机矿物绝缘电缆及终

端》 JG/T 313 2014 定义了柔性矿物绝缘电缆，即金属护套元

机矿物绝缘电缆，其术语是在同一金属护套内，由无机矿物带、

纤维和纤维带作绝缘层的单根或多根绞合的软铜线芯组成的

电缆。

2）成束阻燃电缆的性能要求

成束阻燃电缆的性能要求如表 5 所示。

表 5 成束阻燃电缆的性能要求

试样非金属材料 供火时间
合格指标 试验方法代号

体积（L/m) (min) 

ZA 7 40 I) 试样 L碳化的［（度最

ZB 3.5 40 
大不超过距喷嘴！戍边 lnJ

GB/T 18380. 3 
l-. 2. 5m; 

IEC 60332 3 25 zc I. 5 20 
2）停止供火后试样上的

ZD 0. 5 20 有焰燃烧时间不超过 l h 

注： ZD道用于试样外径不大于 12mm 的电线1g缆。

3）电缆耐火性能要求

电缆耐火性能要求见表 60

表 6 电缆耐火的性能要求

供火时间十冷｜试验电IE
代号｜ 使用范围 | | 

却时间（min) I (V) 

N 
0. 6/1. OkV 及

以 F电缆
90十 15

注：供火温度为 750°C 十（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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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指标 试验方法

I lZA 熔断器不断；
IGB/'I、 19216. 2 

2 ）指示灯不少〈



同时满足表 5 和表 6 的电缆称为阻燃耐火电缆。

4）矿物绝缘电缆阻燃耐火性能

矿物绝缘电缆按照《在火焰条件下电缆或光缆的线路完整性

试验第 21 部分：试验步骤和要求额定电压 0. 6/1. OkV 及以

下电缆》 GB/T 19216. 21 进行耐火试验，参见表 6，根据《额定

电压 750V 及以下矿物绝缘电缆及终端第 1 部分：电缆》 GB/T

13033. 1 2007 的规定，燃烧时间为 180min。

柔性矿物绝缘电缆执行《额定电压 0. 6/lkV 及以下金属护

套无机矿物绝缘电缆及终端》 JG/T 313 - 2014 标准，其需符合

GB/T 19216. 21 - 2003 规定的耐火试验要求，试验时选用火焰

温度为（950～ 1000）℃，燃烧时间为 180mi口。

无论何种矿物绝缘电缆，若有外套，需按照 GB/T

18380. 11 2008 进行阻燃试验，炭化或受损部分的上端与上夹

头顶端的距离需大于 50mm。

4 电线的阻燃级别需符合《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通则》

GB/T 19666 - 2005 的规定，具体要求参见表 5 。

5 配电线缆需采用绝缘及护套为低烟低毒阻燃型线缆，低

炯低毒指标参见表 7 和表 8 。

｛~号

w 
pH }Jll 丰＇X'.{H

二三1. 3 

表 7 无卤性能要求

λi内（低腐蚀性）

l包导率加权值 Cµs/mm)

运10

试验方法

GB/T 17650. 2 

辐照交联工艺生产出的电缆性能优于温水交联工艺的，故此

推荐采用辐照交联聚乙烯电缆。

7.3.3 普通电缆在阳光照射下老化很快，使用 2 年～3 年后电

缆会IH现龟裂。根据调研，国内某大型体育场场地照明用的电缆

由于暴露在阳光下，其使用寿命不足 3 年。防紫外线电缆护套采

用耐候型的聚乙烯、聚氯乙烯、交联聚乙烯等护套材料，可防一

般室外紫外线照射、耐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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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沟通，目前我国只有架

空绝缘电缆具有防紫外线要求，即 JB/T 10260 2014 《架空绝

缘电缆用绝缘料》标准，黑色聚氯乙烯和黑色聚乙烯均可使用，

但用量最多的是黑色交联聚乙烯。采用黑色料的目的就是有效抗

紫外线老化。

表 8 低烟性能要求

代号 试样外径 d (mm) 试样数 段小透光率（%） 试验方法

d>40 I （根）

ZO<J＂＇二40 2 （根）

D lO<d运20 3 （根） 二＞ 60 GB/T 17651. 2 

S<d< 10 45/d （根）＂

2三二d三二5 45/3d （根）＂J'

注： a 计算值舍去小数垠整数（根戎束）。

b f寻束试样由 7 根绞合构成。

另外，目前经常使用的辐照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如果护套不

是黑色料，是不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

7.3.4 场地照明配电线路相对较长，线路电压损失相对较大，

当不符合本规范第 3. 5.2 条规定时，可以采用如 F措施：

1 增大导体截面；

2 增加配电回路数量，减小每个回路的用电容量；

3 采用具有稳压功能的电源装置；

4 将场地照明配电箱（柜）设于灯具负荷中心，如将场地

照明配电箱（柜）设于高区配电间或马道 t，以减少场地照明线

路长度，达到降低电压损失的目的。

7.4 低压电器的选择

7. 4.1 本条是对转换开关电器 CTSE）的选用要求，系根据北

京奥运会场馆建设经验及相关研究成果编制而成。

第 2 款条文中所述的级数是指 TSE 转换的级数。体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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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可能使用两级 TSE，第一级在电源侧，实现市电与发电机

组之间的转换；第二级 TSE 设在末端，即负荷侧。

第 3 款中如果一个电源出现断电， TSE 带着重要负荷切换

到另一电源仁，由于带负荷切换存在巨大风险，因此，当第一电

源恢复供电，不必立即切换回第一电源，直到比赛或活动结束。

7.4.2 室外体育场经常用到 2000W 金卤灯，该灯为单相线间负

荷， AC 380V，金肉灯接在两个相线上，因此，保护电器和控制

电器需采用两极的产品。

7. 4. 3 本条总结了下程实践的经验，用于提高场地照明回路的

可靠性。

某甲级体育场场地照明共设 522 套 2000W 金肉灯，每套灯

具均由一只 18A 的接触器＜AC 3）控制其开关，在调试期间，

近百只接触器发生触头粘连，无法正常工作。经分析，接触器的

容量选择虽满足灯具运行的电流要求，但金卤灯的启动特性导致

接触器的触头损坏。后根据所选灯具和接触器特性，将所有接触

器更换为 25A，解决了该问题。由此可见，接触器控制金卤灯，

必须考虑两者之间的特性匹配。

7.5 低压配电线路的保护

7.5.2 本条强调线路保护与灯具保护的选择性，主要考虑到一

个回路带多灯的情形，避免扩大熄灯范围。

7.6 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

关于本节名称做如下说明：《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2008 采用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术语，《高层民用建筑

防火设计规范》 GB 50045 95 ( 2005 版）的名称为漏电火灾报

警系统，有的厂家将该产品称之为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本规范所

采用的名称与《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16 - 2008 一致，该

名称较贴切地说明了该系统防止剩余电流而引起的火灾，用词比

较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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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1 本条规定了体育建筑设置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的

要求。

7.6.2 条文中“点数较少”可以理解为 8 点及以下的小系统。

建议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可自行组成独立系统。

7.6.3 条文中的 300mA 与《低斥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4 

2011 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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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比赛场地照明

8. I 一般规定

8. I. 2 特殊运动项目包括具有典型民族特征、地域特点的运动

项目，例如藤球、板球、壁球、中国式摔跤、卡巴迪、橄榄球、

台球等。

8.2 照明标准

本节系对《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 JG] 153 2007 

的补充。随着技术进步和产品的不断更新，现在国际上出现了许

多新的技术和标准，主要的国际新标准、新技术介绍如下：

I 国际足联 2011 版足球场地的照明标准值见表 90

2 国际田联 2008 版田径场地的照明标准值见表 10 。

3 国际足联 2011 版足球场场地照明的灯具布置

国际足联 2011 年版“football stadiums”，场地照明布灯原

则可以总结如下，即足球运动的场地照明不能在下列区域布置

灯具：

1）以底线中点为中心，当有电视转播时底线两侧各 15。角

范围内的空间；当没有电视转播时底线两侧各 10°角范

罔内的空间；

2）场地中心 25。仰角球门后面空间内；

3）以底线为基准，禁区外侧 75。仰角与禁区短边向外延

长线 20°角围合的空间，但图 2 中所示区域除外；

其中， 1) 是保障在角球区域进攻队员及守门员免受眩光影

响。第 2 ）、 3）是为进攻队员在对方球门前区域有良好的视看条

件而做出的要求，同时可以为媒体摄像、摄影提供良好的照明

环境。

99 



～ 。 。

表
9
足
球
场
地
的
照
明
标
准
值

水
平
照
度

垂
直
照
度

光
源

等
级

计
算
朝
向

照
度
均
匀
度

Ev
 

照
度
均
匀
度

相
关
色
温
一
般
显
色
指
数

fa
 

O
x

) 

U1
 

U
2 

O
x

) 
U

1 
U

2 
T
叩
（
K
)

R
, 

训
练
和
娱
乐

20
0 

0
.5

 
>

4
0

0
0

 
二三

65

II 
业
余
比
赛
、

二
主
65

50
0 

0
.6

 
>

4
0

0
0

 
专
业
训
练

m
 

专
业
比
赛

75
0 

0.
 7

 
>

4
0

0
0

 
二三

65

有
电
视
转
播

固
定
摄
像
机

20
00

 
0.

 5
 

0.
 6

5 

N
 

的
国
内
比
赛

25
00

 
0.

 6
 

0.
 8

 
>

4
0

0
0

 
二
主
65

场
地
摄
像
机

14
00

 
0.

 3
5 

0
.6

 

有
电
视
转
播

固
定
摄
像
机

>
2

0
0

0
 

0.
 6

 
0.

 7
 

飞
35

00
 

0
.6

 
0

.8
 

>
4

0
0

0
 

二
主
65

的
国
际
比
赛

场
地
摄
像
机

18
00

 
0.

 4
 

0.
 6

5 

注
：

l
E

＂为
固
定
摄
像
机
或
场
地
摄
像
机
方
向
上
的
垂
直
照
度
，
手
持
摄
像
机
和
摇
臂
摄
像
机
统
称
为
场
地
摄
像
机
；

2 
各
等
级
场
地
内
的
眩
光
值

C
C
R
）
均
小
于
或
等
于

50
;

3 
维
护
系
数
不
小
于

0.
7

。



表
10

田
径
场
地
的
照
明
标
准
值

水
平
照
度

垂
直
照
度

光
源
、

等
级

计
算
朝
向

照
度
均
匀
度

照
度
均
匀
度

相
关
色
温

一
般
显

E
h 

E
v 

色
指
数

O
x

l 
U

1 
U

2 
O

x
l 

U1
 

U
2 

T
叩

C
K
l

Ra
 

I 
训
练
和
娱
乐

75
 

0
.3

 
0.

 5
 

>
2

0
0

0
 

>
2

0
 

II 
业
余
比
赛
、

20
0 

0.
 6

 
二
三
65

0
.4

 
>

4
0

0
0

 
专
业
训
练

皿
专
业
比
赛

50
0 

0
.5

 
0.

 7
 

>
4

0
0

0
 

二
三
80

有
电
视
转
播

N
 

的
国
内
、
国

固
定
摄
像
机

10
00

 
0

.4
 

0.
 6

 
>

4
0

0
0

 
二
主
8
0

际
比
赛

慢
动
作
摄
像
机

18
00

 
0

.5
 

0.
 7

 
>

5
5

0
0

 
二
三
90

有
电
视
转
播
的

固
定
摄
像
机

14
00

 
0

.5
 

0.
 7

 
>

5
5

0
0

 
二
三
90

v 
重
要
国
际
比
赛

移
动
摄
像
机

10
00

 
0

.3
 

0
.5

 
>

5
5

0
0

 
二
三
90

终
点
摄
像
机

20
00

 

H
C

H
 

注
：

1
各
等
级
场
地
内
的
眩
光
值
为
G
R
《

50
;

2 
对
于
终
点
摄
像
机
，
终
点
线
前
后

S
m
范
围
内
的
矶
和
白
不
小
于

0.
9。



、 可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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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足球场不能布置灯具区域示意罔

、、

场地中心

对于具有足球运动项目的综合性体育场， 上述范围内可布置

灯具，但足球模式时不能开灯。 综合性体育场往往包含田径和足

球，此时布置灯具可不受第 1）～3）的限制，但是，足球模式

时，这些区域的灯具不能使用；田径模式可以使用，以满足田径

项目的需要。

4 美国职业棒球联盟 2009 版棒垒球场地照明的灯具布置

根据美国职业棒球联盟

playing fields" 2009 年标准，棒垒球场灯具布置需符合下列

要求：

1）棒球场灯具可以采用 6 杆或 8 杆布置方式，垒球场灯

具可以采用不少于 4 杆布置方式。二号挑篷能满足要求

时，可利用挑篷安装灯具。

2）灯杆需布置在图 3 阴影区以外区域。

如灯具的高度需符合下列要求：

①灯杆 Al 和 A2 上灯具的最小安装高度需按公式（4)

计算。

ha 二三 27 . 43 十 0. 5d1 (4) 

式中： ha-Al 、 A2 灯杆上灯具的安装高度（m);

d1 Al 、 A2 灯杆距场地边线的距离（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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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佟13 棒垒球场灯杆位置

②灯杆 Bl 、四上灯具的最小安装高度需按公式（5）计算。

hi, 二三比／3 (5) 

式中： hi, Bl 、 B2 灯杆上灯具的安装高度（m);

d2→一→通过 Bl (82）灯杆作一条平行于边线的直线，该

直线与场地中线相交，此交点与 Bl CB2）灯杆的

水平距离为 ι （m）。

③灯杆 Cl ～ U 上灯具的最小安装高度需按公式（ 6)

计算。

九二三 ι ／2 (6) 

式中： h《 Cl～C4 灯杆上灯具的安装高度（m);

d:i 0～U 灯杆上的灯具最远投射距离（m) o 

④灯杆上的灯具最低安装高度不能小于 21.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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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棒垒球场灯杆高度

5 关于光源的色度参数

对于有电视转播的场地照明，其光源的一般显色指数不小于

65，相关色温为 3000K ～6000K。这是对光源色度参数的总体要

求，详细要求可以参考相关运动项目的国际标准。

第一，近年来，随着摄像机、电视技术水平的提高，摄像机

对人工光的适应能力也在提高，对场地照明的显色指数和相关色

温的要求有所降低。表 11 列出了部分国际标准的最新要求和技

术动态。

表 11 国际场地照明新标准

标准和 光源色温 光源 CR!
对应的垂直

名称 版本年份 M度值
机构 CK) 显色指数

备 注

Clx) 

FIFA 2011 版、
电视和非电

国际足联
足球场

2007 版
二三 4000 二主 65 二＞ 2000 视转播推荐要

求相同

ITF 网球场人 4000/ 二三65, 1750/ 
室内、室外

国际网联 工照明指再
2003 HD丁V 电视转

5500 最好 90 2500 
播， P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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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标准和 光源色温 光源 CRI
对应的垂直

名称 版本年份 照度值 备 注
机构 (K) 显色指数

(ix) 

FIH 曲棍球场
CTV, 

二三 65, 视距注150rn/
国际由 地人仁 2000 3000~ 700( 

Wide screen 
1400/2000 

各种情况
棍球联盟 照明指l丰j

TV二三90

CIE 国际
彩色电视转

照明委
播体育赛 （丁IE 169, 3000~ 

65~ 90 
室外二三础XlK;

事照明设 2005 6000 室内《4500K
员会

计准则

电视摄像机：

北美照明
体育和妓乐 !ESNA 3000K~ 6000K; 

场地照明 RP 6 01, 
3000~ 

二主65 电影： 3200K,
工程学会

推荐 2001 
6000 

鸽光源，或 5600K

白天

ESPN 专业网球

体育 基本照明 2006 二三3600 二三65

电视网 要求

第二，规范编写组进行了专项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国际标

准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第三，选择适宜色温和显色性的光源符合节能方针，有利于

降低工程造价。

同系列高色温、高显色性的光源与标准色温和标准显色性光

源相比，光效降低 10%以上，价格也相对较高。

第四，编写组对 2011 年部分全球直播的国际赛事场地实测

证明国际足联等国际体育组织新技术、新动态的正确性和合

理性。

全球直播的国际赛事包括： 2011 国际泳联短池游泳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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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2011 年意大利足球超级杯赛、第 14 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

赛、 2011 年 ATP 网球大师赛等，赛事已经罔满结束，其场地照

明的实际色温为 4553K～5717K，显色指数为 61～90. 28 。

综上所述，规范编写组的专项研究证实了近年来国际新动向

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即以较低的能起获得观众认可的电视画面。

8. 2.1~ 8.2.3 根据国际体育联合会和欧洲广播电视联盟标准

“ Guide to the artificial lighting of multipurpose indoor sports 

venues”标准编制而成。

其中，体育舞蹈标准场地长 23m，宽 16m，最小尺寸为长

20m，宽 15m。

竞技健美操场地呈正方形，男子 3 人、女子 3 人、混合 6 人

场地边长为 12m；男子单人、女子单人、混合双人场地边长

为 9m。

冰壶场地长 44. 5m、宽 4. 32m。

8. 2. 4 场地照明照度设计值不能低于照度标准值，也不能超过

照度标准值 10% ，以减少浪费和节约能源。

8.3 照明设备

8. 3.1 本条是对灯具防触电保护等级的要求，规范没有提及 H

类灯具，主要考虑到场地照明经常用于室外，尽管 H 类灯具采用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但室外环境会加速绝缘老化，一旦绝缘损

坏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本规范对 H类灯具没做要求。而 I 类灯

具一旦出现绝缘损坏，保护电器将切断故障回路。

8.3.2 本条从节能角度出发，提高r灯具效率指标，主要基于

目前灯具效率的现状做出的规定的。现在同｜际品牌、同优产品很

多都可以达到 70%的指标，为工程应用奠定基础。

8.3.4 近年来， LED 照明技术得到飞速发展，其应用在场地照

明领域尚在研究、试验阶段，产品、标准等均未成熟或空缺，因

此，使用 LED 场地照明产品需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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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照明附属设施

8.4.2 马道；需根据场地照明、场地扩声的要求确定其位置，并

与建筑、结构专业协调配合。有些体育馆场地的土方设置斗屏，

因此，斗屏处也需要设置马道。

8.4.3 实践证明，马道宽度较小不利于设备安装、调试和维护。

尤其综合性的场馆，费：举行临时性的活动，经常在马道上安装临

时设备和线路。

8. 4. 4 马道上会有许多设备，时常要维护、检修，马道上的检

修照明可以为维护、检修提供便利。当采用移动式手持局部照明

灯具时，需采用安全特低电压系统 CSELV），电源插座需有防

脱落功能。

8.4.5 木条给出了低等级的场馆不设马道的基本条件，即检修、

维护时不能改变灯具的瞄准角。能满足此要求的措施有采用升降

式灯具、利用升降车维护等。

8. 5 照明控制

8.5.3 场地照明常用的金卤灯是感性负荷，照明控制的驱动模

块要与之相~配。

8. 5. 5 木条系根据场地照明的特点而制定的，并经过北京奥运

会和广州亚运会等工程的验证。

1 条文对应场地照明多个控制模式（含清扫、 TV 应急、），

预置这些控制模式使得操作简单、可靠。

2 “软启、软f亭”功能有助于减少大电流对系统的冲击。

3 要求智能控制而板开关具有锁定功能，有利于减少误动

作。通常有系统软件设定和机械锁定等类型。

4 I可路检测功能实际上是检测回路电流，将实测电流与额

定电流进行对比，可以推测出灯的状态、过载、灯累计使用时

间、预测灯的寿命等。鉴于灯具安装在高处，如果发生漏电现象

要及时通知工作人员进行检修。因此，本款增加漏电检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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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漏电检测可以采用控制系统中的专用检测模块，也可接收其

他系统的漏电信号。

6 系统故障通常有系统停电、断线、死机等，本款要求系

统故障时所有灯需保持故障前的状态，场地照明继续工作，不受

控制系统故障的影响。

8.5.6 条文中的显示屏可设置专业显示屏，也可采用计算机显

示屏，以图形形式显示当前灯状况。

8.5.8 国家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电器附件安

装盒和外壳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17466. 1 - 2008 对接线

盒有明确的要求。目前有少数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没有采用我国标

准的接线盒，不利于先预埋后采购的原则，也不利于招投标工

作，同时不利于以后的维护和维修。常用的标准接线盒为 86 系

列接线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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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急照明及附属用房照明

9. I 照明标准

9. 1. 2 本条列出了体育建筑特有的附属用房照明标准值，是对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和《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

准》 JGJ 153 的补充。其中同旗存放间、奖牌存放间、兴奋剂检

查室等是根据编写组专项研究成果编制的。

9. 1. 3 木条是规定了体育建筑附属房间或场所的垂直照度，其

中重大赛事媒体采访混合区往往要加装临时照明系统进行补光，

其他场所或房间也可根据需要采用永久照明和补充照明相结合的

方式，从而达到标准要求，同时又能节约投资，减少能源消耗。

9. 1. 4 本条从安全角度出发做出的规定。现在，许多体育建筑

或体育建筑群设置场外疏散平台，平台离地面有一定的高度，人

员失足坠地将会发生伤亡危险，因此，此处需设置疏散照明。场

外疏散平台系指建筑物红线内的平台。

9.2 照明质量

9.2.2 本条规定了有转播要求的新闻发布厅主席台、检录处、

媒体采访混合区、竞赛用的通道等场所主摄像机方向的垂直照度

均匀度，以满足电视转播的要求。

9.3 照明方式及种类

9. 3.1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中的贵宾区、有顶棚的主席台、新

闻发布厅主席台是非常重要场所，一旦停电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故要求设置 100%的备用照明。

9.3.3 设有兴奋剂检查室的体育建筑一般等级较高，或举行的

比赛等级较高。兴奋剂检查工作不仅国家体育行政主管机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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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国际体育组织也很重视，经常有国际体育机构进行飞行检

查。以北京奥运会为例，按照国际奥委会的斐求，从 2008 年 7

月 27 日奥运村开门之日起，到奥运会闭幕的 2008 年 8 月 24 日

止，北京奥运会共进行了约 4500 例兴奋剂检测，比雅典奥运会

增加 20% ，比悉尼奥运会增加 62%。为了防止所采集的运动员

样本出现差错（包括无意的和故意的），特规定备用照明为

100%的正常照明。

9.4 照明灯具与光源

9. 4. 1 如果光源、灯具和镇流器不匹配，将会影响光输出、光

源的寿命，从而达不到照明的设计要求。

9. 4. 2 本条规定了不同场所和应急照明对光源的要求。其中，

LED光源已广泛应用于消防应急标志灯具，并取得了良好的应

用效果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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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常用设备电气装置

10. 1 一般规定

10. 1. 1 常用设备不一定是电气设备，而电气装置作为设备的一

部分，本章的重点主要是这些电气装置的配电设计。本章适用于

体育建筑中 lOOOV 及以下体育建筑特有的设备电气装置的配电

设计，为低压供电。

10.2 媒体设备

10. 2. 1 网络媒体是一种新媒体，从电气设计角度看，它具有电

视、文字、摄影等媒体的特征，故没有单独列出。

10. 2. 2 特级体育建筑中的电视转播机房、新闻发布厅的会议扩

声和同传设备除要求由正常电源供电外，通常采用 UPS 以保证

供电的连续性。

10.2.3 重要赛事的临时媒体设备可由临时的供配电系统供电，

与体育建筑等级没有直接关系。

10. 2. 4 特级、甲级体育建筑中，有少量的固定媒体设施。但要

能为今后重要赛事提供临时媒体用电，部分看台会被搭建成临时

媒体场所，电气设计要为它们预留供电路由和容量。

10.2.S 本条规定了媒体专用房间需设置媒体专用的配电装置，

避免与照明等其他负荷泪在一起，减少相互干扰和影响。

10.2.6 本条是对媒体设备的供配电提出要求，该需求一般由组

委会或业主提出。

经与多家转播车企业沟通，并结合《数字电视转播车技术要

求和测量方法》 GY/T 222 2006 的要求，一般转播车用电量见

表 120

因此，木条规定的用电量可以满足大型转播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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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数字电视转播车的用电量

类型 用电量（kVA)

特大型 >35 

大型 35 

中型 20~ 30 

小型 <20 

综合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的实际情况，文字媒体席、摄

影记者席插座容量按 500W 预留；评论员席技术用电可取

lOOOW，普通用电可取 lOOOW。

10.3 专用设施系统设备

10. 3. 1 本条是对专用设施的配电系统提出要求。体育建筑竞赛

场地面积较大，配电箱较为分散，为了避免产生过大的电压降和

减少事故影响面，每路总容量不要太大，所带的配电箱数量也不

能太多。

10. 3. 2 本条规定了专用设施系统的配电要求。

10.4 智能化系统设备

10.4.2 体育建筑中各类智能化子系统多达数－t·种，建议根据实

际情况合理地合用系统机房，其配电系统需与此→致，合理

设置。

10.5 其他

10. 5. 1 经调研，体育建筑具有多功能特性，其广场经常举行展

销、集会、群众活动等，因此，为这些活动预留电游、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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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配电线路布线系统

11. 1 一般规定

11. 1. 1 本条与 3. 1. 1 条相呼应，适用于体育建筑中 35kV 及以

下室内外配电线路布线系统。

11. 2 导管布线和电缆布线

11. 2. 1 预留引到场地内电源井、弱电信号井的电缆管道，因其

长度较长，所穿线缆会因比赛或活动而有所调整，存在不确定因

素，因此预留的管道可适当放大。规范中规定电缆总截面积（包

括外护层）不超过导管内截面积的 40% 。

11. 2. 2 本条从防火安全角度出发规定了电缆外护层的材料要

求。根据《塑料用氧指数法测定燃烧行为第 1 部分：导则》

GB/T 2406. 卜 2008 、《塑料用氧指数法测定燃烧行为第 2

部分：室温试验》 GB/T 2406. 2 → 2009、《纤维增强塑料燃烧性

能试验方法 氧指数法》 GB/T 8924 - 2005 等标准的规定，材

料的燃烧性能（行为）用氧指数测定。氧指数（oxygen index , 

简称 OD 是指在规定的条件下，材料在氧氮混合气中进行有焰

燃烧所需的最低氧浓度。以氧所占的体积百分数表示。因此，氧

指数越高，表示材料需要更多的氧气才能燃烧，也就是该材料不

易燃烧；相反，氧指数越低表示该材料越容易燃烧。

采用不同材料的外护层，电缆的防火性能也不间，表 13 列

举部分示例供参考。

11. 2. 3 某体育场由于电缆槽盒规格较小，槽盒内电缆密度过

高，在 2008 年奥运会足球小组赛时出现电缆过度发热而引起断

路器跳闹。另一方面，体育建筑在重大赛事或活动时，临时用电

设备线路经常会借用马道上的槽盒，因此，马道上的槽盒需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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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空间，这样可以解决重大赛事或活动时槽盒内电缆密度过高

问题，保证供电的可靠性。

表 13 不同外护层材料的电缆防火性能

外护层材料性能 氧指数 斗生例

易燃材料 <22 聚乙烯（！》El .JJ'＇套、 ）~｝止扩110:1ι线电缆

叮燃材料 22 ,~27 阳燃聚年4乙烯，阻l燃 JL 伙｜聚烯土豆， ~Jl燃 Jij青复

合材料，｜但燃硅橡胶和m燃注n象l忧 1Y材料护套

难燃材料 >27 电线电缆

11. 3 电气坚井布线

11. 3. 1 强电、弱电竖井分开设置可以有效地避免强电线路对弱

电系统的影响。但实际工程有时很难分开设置，本条建议在乙级

及以上等级体育建筑中强电和弱电分另lj设置I哇井。

11. 3. 3 体育建筑经常采用钢结构，而钢结构具有柔性特征，在

风荷载或其他外力的作用下存在变形现象。变形包括扰度、水平

位移等。电气设计时垂直布线需考虑变形｜冯素，避免电气干线因

此受损。

例如，国家体育场（鸟巢）卸载后靠自身结构支撑，丢掉了

“拐杖”，实测垂直位移为 271mm，如果不考虑钢结构变形的影

响，电气干线将会损坏，供配电系统将不能正常运行。解决办法

主要有： 1）采用柔性线路，例如采用辐照交联聚乙烯电缆； 2)

刚性线缆（如封闭母线、矿物绝缘电缆等）长度不能太长，且需

采用伸缩配件以满足变形的需求； 3）卸载后方 11T安装电气线路，

包括电缆槽盒、电缆托盘、电缆梯架和l线缆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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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防雷与接地

12. I 一般规定

12. I. 2 室外场地的防需设计受诸多条件限制，有的建筑物防雷

难以保护比赛场地，如主外网球、田径场、足球场、垒球场、棒

球场、曲棍球场、公路 r'l 行车、马拉松等。本条特作此规定。

12.2 防 ，司舌，

目司

12. 2. I 木条根据《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 2010 结

合体育建筑特点编制的，该规范第 3. 0. 3 条第 4 款有相似的规

定。其他等级的体育建筑需根据防雷计算确定其防雷等级。

12.2.2 本条规定了室外体育场的灯杆防雷设计要求。

12.2.3 吁今体育建筑越来越多地采用金属屋面和膜结构材料，

这类建筑形式的防甫有其特殊性。不管哪种膜结构，都需要钢结

构支撑、连接，罔 5 和罔 6 为常见的两种结构形式。图 5 为张拉

膜示意闸，钢结构完全能满足接闪器的要求，且其钢结构支撑柱

顶端自于膜， 11f以作为接闪器使用。罔 6 为另→种膜结构形式，

通过金属夹板和螺栓将膜与钢结构连接，因此，钢结构也可以直

接作为接闪器使用。

。
。o
m

｜到 5 张拉膜示意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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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中“当体育建筑的金属屋面厚度不满足要求时，应采取

相应措施或另设接闪器”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金属屋面厚度

不满足要求且尾面下保温材料为易燃材料，需另设接闪器；第

二，金属屋面厚度不满足要求且屋面下保温材料为非易燃材料，

可利用屋顶钢结构做接闪器。

12.2.4 、 12. 2. 5 经与《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 -

2010 编写组沟通，统一采用电涌保护器术语。

体育建筑中的配变电所内，其高压侧需设置避雷器，低压侧

需设置电涌保护器。详细可见《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 2010 相关条款。

12.3 等电位联结

12.3.2 体育建筑规模大，配电间、弱电系统设备间较多，各类

系统及其设备机房也很多，加之潮湿场所的泳池周围、淋浴间

等，需要做局部等电位联结。

12.4 接地

12. 4.1 热身场地、广场照明等离主体建筑较远的低压配电系统

可采用 TT 接地形式。

12.4.2 变压器的接地导体需满足热稳定要求。体育建筑中常用

的（0, ynll ）接线组别的配电变压器可以按表 14 选接地导体。

表 14 D, ynll 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接地导体选择

变床器 变ff器 变ff器低！王侧中性点接地导体选择（mm×mm)
容量 阻扰电ff

CkVAl (%) 镀绊扁钢

250~ 400 4 40 × 4 

500 4 40 × 5 

630~] 000 4/6 50 × 5 

2000 6 100× 5 

电子设备系统信号地、电源地、保护地需符合《民用建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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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设计规范》 JGJ 16 2008 第 12. 7. 1 条第 1 款的规定。

12.4.3 体育建筑设计时需与建筑专业协商，预留临时发电机组

的位置，并在此位置预留临时发电机组用的接地端子或接地

扁钢。

12. 4. 4 条文中“较近”的含义可按《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 2008 第 11. 3. 5 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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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设备管理系统

13. 1 一般规定

13. 1. 2 本条在《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JGJ/T

179 的基础上，结合本规范的特点编制而成，补充了其他等级或

规模的体育场馆的系统配置要求。

13.2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13. 2. I 体育建筑的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监控范围包括建筑物内

常规机电设备和体育专用机电设备的监测和控制，体育建筑中常

规机电设备包括冷热源系统、空调与通风系统、给排水系统、变

配电系统、公共照明系统、电梯系统等；体育专用系统包括泳池

水处理系统、室内冰场的制冰系统、体育场草坪加热和喷洒系

统等。

13.2.2 体育建筑专用机电设备指直接为体育比赛、训练、场地

养护等所需的机电设备，如制冰设备、泳池水处理设备、草坪浇

灌设备等。体育建筑专用设备对体育赛事的举办至关重要，其监

控系统是专用机电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由专用机电设备→并

提供，构成完整的系统。因此建议专用机电设备采用自带成套的

专业监控系统。

目前体育专用机电设备的监控系统广泛采用计算机作为其监

控主机，通过通信接口将专用机电设备运行状态信号传送给建筑

设备监控系统，达到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作为统→管理平台的功

能，有利于下程建设和运营管理。

条文中“自成体系”一词来源于《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T 50311 ，意为该子系统是机电一体化产品。

13.2.3 木条规定了专用机电设备监控系统的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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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游泳池水处理系统按其功能可划分成泳池水质处理、泳

池水加热和循环系统等部分。条文中 ORP (Oxidation Reduc 

tion Potential) 值是氧化还原能力电位，表示消毒剂活性的指

标，单位 mv。用于游泳池水、矿泉水及自来水寺的消毒效果。

4 室内冰场的制冰系统通过控制冰面温度达到控制冰面硬

度的目的。一般来说，速滑要求冰面硬度相对较低，冰面较软，

冰面温度略高；冰球、花样滑冰等运动项日要求冰面硬度较高，

冰面温度相应较低。

13. 2. 4 比赛大厅、观众席、贵宾区、运动员氏、官员区、媒体

区等区域是各类受众人群聚集的主要区域。为各类受众人群所在

区域的环境舒适度提供监测手段，也可为场馆运口管理人员提高

服务和管理水平提供技术于段。

13.2.5 体育建筑群是相关联的有机整体，尤其在承办综合体育

赛事时，设置统一的管理平台可以为场馆综合管理提供必要的技

术于段。

13.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3.3.2 特级和甲级特大型体育建筑容纳观众人数多，疏散难度

大，火灾扑救难度也大。而比赛大厅高度高，是体育建筑火灾防

范的薄弱区域，在该区域设置两种以上的探测于段是为了提高火

灾报警的及时性和可靠性。

训练大厅由于没有观众席，火灾危险性相对较低、人员疏散

不是主要问题，故不强制要求两种及以上火灾探测器类型的

设置。

13.3.3 消防控制中心系指体育建筑群的消防总控中心，消防控

制室系指单体建筑的消防监控机房。体育建筑群是相关联的有机

整体，尤其在承办综合体育赛事时，设置消防控制中心可以为场

馆综合管理和火灾时指挥、监管提供必要的技术手段。

13. 3. 4 体育建筑群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将各单体建筑的火灾归

功报警系统构成统 a的管理平台，便于在消防控制中心集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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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监控。

13.4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13.4.2 按照体育建筑的使用要求，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按其保护

对象可划分tH观众、贵宾、运动员、官员、安保、媒体区域等不

同的功能分区。赛时，技防系统需和物防、人防于段相配合才能

达到安全控制的日的。

13.4.3 为确保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举办重要赛事的安全，安保

观察室选择在高处可观察到观众席的位置，更有利于安保人员及

时预防和处理突发事件。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需设安保观察室，乙级及以下等级体育

建筑不做具体要求，可视具体情况确定。

13.4.4 乙级及以上等级的体育建筑要具备向当地公共安全管理

系统提供场馆信息的技术条件。

13. 4. 5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要举行国内外重大比赛，其安全技

术防范系统与售检票系统联网，做到信息共事，系统联动。例

如，当遇到犯罪分子或有案底的“足球流氓”时，安全防范系统

可通过网络对通道闸机实行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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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信息设施系统

14. 1 一般规定

14. 1. 2 本条系根据《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1丁程技术规程》 JGJ／丁

179，并结合本规范的特点编制而成。补充了其他等级和规模体育

场馆的系统配置要求。其中，无线局域网 vci在｛言息网络系统中，

移动通信覆盖系统归在语音通信系统中。吁今中国，经济发展十

分迅速，数字化城市不断涌现，如果经济许可，丙级体育建筑尽

量设置综合布线、信息网络等系统。

14. 2 信息设施系统

14. 2. 1 竞赛专用数据网络是指为专用设施系统提供支持的信息

设施系统。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会举行重大比赛，独立的竞赛专

用数据网络系统有助于网络系统的安全，保护竞赛信息通畅和

完好。

14.2.2 文字记者席、评论员席、媒体1：作 1x：除水久仄域外，重

大赛事时还可采用临时媒体区域，其布线方式需满足赛时报道要

求，信息终端包括语音、数据、有线电视等。

14.2.6 体育建筑新闻发布厅的厅堂扩声系统是独主的扩声系

统，不能与场地扩声系统、公共广播系统等也在→起，但需预罔

电视转播系统的音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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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专用设施系统

15. 1 一般规定

15. 1. 3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要求具备举办大型赛事的能

力，大型赛事时X•J专用设施系统的功能要求全面、完备。体

育建筑设计寿命可达五十年，甚至上百年，而专用设施系统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升级和完善，系统寿命只有几年、

十几年。另一方面，大型赛事赞助商提供的系统需要在赛事

使用。｜大｜此，特级租甲级体育建筑需要具备改造和临时安置

专用设施系统的条件。

15. 1. 5 木条系根据《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G]/T 179，并结合本规泣的特点编制而成，补充了其他等级和

规模体育场俯的系统配置要求。

15. 2 信息显示及控制系统

15. 2. 2 木条对体育建筑信息、宦水装置的要求。信息思示屏包括

比赛信息披示屏和视梆H~示屏，前者多用于思示文字信息，例如

履示运动员姓名、同籍、成绩等相关信息，供观众观看。后者多

采用全彩色气基色陋习之屏，用于播放视频图像。

1 对比赛信息、日－示屏和视频显示屏的设置提出要求 O 正式

比赛场馆需设置满足比赛要求的比赛信息显示屏，→般乙级及以

仁等级的体育场馆都要设置比赛信息服示屏。而视频：革不屏需根

据场馆举办体育赛事的级别、运动项口的特点来确定，特级和甲

级体育建筑需要设置彩色视频思示屏。

2~ 4 显示屏的主要参数百符合表 15 和表 16 的要求，该表

系根据《体育场馆设备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 1 部分： LED

显示屏》 TYIT 1001. 1 相关条款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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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显示屏的光学参数

视角

类型 水平视角 垂直上视角 垂直下视角

视角要求 二主±50。 二＂ 10° 二主20。

亮度（cd/m2)

三基色（全彩色） 双色 单色

室外 二＂5000 二三4000 二＂2000

室内 二＂1000 二主300 二主120

对比度 在背景照度小于 20lx 时，显示屏的对比度需能达到 100: 1 

臼场色品坐标
根据使用环境在色温 5000K～ 9500K 之内可调，允差为

I !::c.x I < o. o3o, I !::c.y l < 0.030

不均匀性 <10% 

比赛信息显示屏的文字最小高度、字符行数和每行的字符数

等要求需符合表 16 的规定。

表 16 比赛信息显示屏字符的技术参数

场馆类型 l百｜叫叫百｜ 字高 备注

如体操、
二主i2 I ｜注21 I | 武术套路、

田径场
1;;:,16Xl司 剖注“8叫lI > OId; ＞、注：： : d~H/k ；花每号样出个一在滑字冰符蒜等具

游泳馆 二＂13 二三25
每个字符具
有闪烁功能

跳水馆
二主12 二主13 每个字符具

有闪烁功能

注 z 1 d 表示字符高度（m); H 表示最大视距 Cm); h 表示视距系数，一般

取 345;

2 独立的游泳馆、跳水馆每个字符至少 0.2m 高，游泳跳水馆每个字符至少

0. 28m 高3

3 其他场馆可参照上述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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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 除 15. 2. 2 所规定的技术参数外，匡示屏还要符合国际

单项体育组织的有关规定。例如，国际泳联 FINA 要求英文每行

至少为 32 个字符，字高不小于 360mm，屏幕尺寸不小于 7. 5m 

× 4. 5m。

屉刁之屏的换帧频率、刷新频率、像素失控率、灰度等级、视

频显示解析度、接口要求等技术要求需符合《体育场馆设备使用

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 1 部分： LED 显示屏》 TY/T 1001. l 的

规定。

15.2.4 当只有信息思不屏时，可以不留与有线电视系统、电视

转播系统、现场影像采集及回放系统等视频接口。

15.2.5 、显示屏有多种布置方式，常用的有：

单端布置：在场地长轴的一端设置匡示屏。通常用于游泳跳

水馆、长轴一端设置火炬的体育场等。

两端布置：在场地长轴两端分别设置屉示屏。这种方式使用

比较普遍，常用于大中型及以上规模的体育场馆。

分散布置：将显示屏分散布置在场地四周。除 Fl 赛车场等

少数项目外，主显示屏很少采用这种布置方式。一般在主＇~·示屏

盲区、死角处补充设置小届示屏。

集中布置：将屉示屏集中设置在场地中央上方，也称为斗

屏。美l司职业篮球联赛 NBA 场地均采用此方式，北京五棵松体

育馆也采用集中布置方式设置匡示屏。

环形布置：周圈布置屉示屏的方式。 NBA 场地经常采用此

布置方式，通常布置在每层看台上端。

15.2.7 建议游泳馆的显示屏控制室设置于竞赛平层，其他场馆

的设置于体育建筑的高怪。

15.3 场地扩声系统

15. 3. 1 比赛场地和观众席的扩声系统需采用固定扩声系统，建

议独立设置场地扩声系统。场地扩声系统以语言扩声为主，便于

观众、比赛场地区域人员能昕清楚播音的内容。音乐扩声为其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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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功能，而商业演出、开闭幕式等需采用临时扩卢系统，以满足

音乐演出的需要。体育建筑等级越高，对场地扩卢系统要求也越

高，扩声特性指标也相应提高。

15.3.2 扬声器的选型和布置一般需要达到以下口标：保证对所

有的观众提供均匀的、足够音量的声音，保证原始音源的方位

感，有效防止出现双重声’（回声）和反馈啸叫声，写两个声源先

后到达观众耳的时间大于 50ms 时，系统需增加延时器。

追求以语言清晰度为目标的场地扩声系统，集中布置的线阵

列扬声器有其无比的优势，工程实践表明，此种解决方案优于号

角或线阵列扬声器分散式和混合式布置。编写组实测了贵阳体育

场，空场时 STIPA 为 0. 58 ，现场感受非常清晰。

15.3.4 特级和甲级体育建筑对场地扩声要求较高，同一供声范

围的不同分路扬声器由不同功率放大器供卢，有利于提高扩声系

统的可靠性。

15.3.5 音频接口包含音频输入、音频输出接口，满足现场传声

器和扬声器的连接要求。

15.3.7 本条根据《体育场馆声学设计及测量规程》 j叫IT 131 

2012 、 《厅堂、体育场馆扩声系统设计规范》 GB/T 28049 

2011 编制而成。

15.4 计时记分及现场成绩处理系统

15. 4. I 本条规定了计时记分及现场成绩处理系统的功能要求。

该系统需根据不同比赛项目的需要，在比赛场地设置计时记分装

置及比赛信息显示屏。数据采集设备所采集的比赛环境数据、比

赛成绩数据要客观、准确，数据的精度需符合同家及国际各单项

体育组织的有关规定。建议数据传输采用同际标准的通信协议进

行现场数据的传输，系统传输精度不低于同家和同际单项体育组

织的要求。

条文中的“相关环境参数”是指影响比赛成绩的环境参数，

例如径赛项目中的风速、风向，如果风速超过规定值，所破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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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将不予承认。

15.4.2 高等级的体育场信号井和电源井需分开设置。甲级及以

上游泳馆计时记分及现场成绩处理系统建议采用固定暗埋管路，

乙级及以下游泳馆可采用｜临时管路连接方式。体育馆和游泳馆的

计时记分机房和现场成绩处理机房均要在面向竞赛场地一侧预留

孔洞，保证赛时计时记分信号线缆的连接。

15.5 竞赛技术统计系统

15. 5. 1 竞赛技术统计系统在赛事期间的处理准确率要达

到 100% 。

15. 5. 2 木条规定了竞赛技术统计系统的要求，其中技术统计结

果须经相关机构确认后方可发布。

15.6 现场影像采集及回放系统

15. 6. 2 本条系对视频采集服务器的要求。视频采集服务器一般

需具有 8 路以上视频信号的采集和处理能力，建议其存储空间不

少于连续保存 24h 视频数据的要求。

15.6.3 根据不同比赛项目的需要，需在比赛场地、场地周边和

观众看台区设置现场影像摄像机位或预留摄像机编解码器接口。

15.7 售检票系统

15. 7. 1 检票通道数量需保证在所有通道正常工作状态下 90%

以上的观众在规定的人场时间内进入体育建筑，且观众人口处至

少设置一个残疾人专用检票通道。

Z与售检票系统的通信网络系统出现故障，通道控制终端能独

主进行门票的有效性验证l二作，控制观众的进出。网络故障恢复

后，能自动进行数据交换，以保证前后台数据的一致性。

15.7.2 售检票系统需要保证在场馆出现紧急事件时，所有通道

的闸机能全部打开，形成无障碍通道，方便人员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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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电视转播和现场评论系统

15. 8. 1 根据体育赛事规模、等级及电视转播的要求，确定电视

转播和现场评论系统。例如，根据赛事情况确定摄像机的位置、

类型和数量，评论员席的位置和数量等等。

15.8.2 电视转播前端信号源主要来自分布在场馆内外各摄像机

机位上视频信号，机位一般分为主摄像机机位和辅助摄像机

机位。

15.8.3 现场拾音系统仅在重要比赛或职业化水平比较高的比赛

中采用，以营造热烈的比赛气氛。

15.8.6 条文中所说的“专用电缆通道”可以有多种形式，常用

的有电缆沟、电缆槽盒、电缆托盘、电缆梯架等。电缆沟的断面

一般不小于 0. 3m× 0.15m，要做到放缆、收缆方便，外观整沽，

不影响他人工作；电缆沟上面需要有覆盖物句 －般不露天放置，

并要考虑电缆沟的防水和排水问题。

15.9 标准时钟系统

15. 9. 1 标准时钟系统能为比赛场地内工作人员和运动员、观众
提供标准、统一的时间，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时以通过计算机网

络系统获取标准时钟系统数据库服务器中的标准时间，用于同步

智能化系统中的各子系统的工作。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或 GPS 系统的校时接收机需具备多通道、

接收多颗卫星信号的能力，对标准时间的问步误差小于 lms，同

时具备工业标准的信号输出接口。

母钟、子钟需具备独立工作的能力。

15.10 升旗控制系统

15. 10. 1 升旗控制系统需设置两极限位开关．并具有．机械防冲

顶保护功能。

15. 10. 3 对举行世界和晰际比赛的场馆，坚求提供人1：子动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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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功能，于动升旗需保证 lmin 之内的行程不小于 8m。

15. 11 比赛设备（集成）管理系统

15. 11. 1 比赛设备（集成）管理系统能为赛事组织者和场馆运

营人员在赛事期间提供为比赛服务的集成管理和控制平台，为比

赛信息的综合利用、比赛现场气氛的制造提供技术手段。

129 



16 信息应用系统

16. o. 1 本条系根据《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I：程技术规程》

JGJ/T 179，并结合本规范的特点编制而成。
16.0.2~ 16.0.5 根据《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 l：程技术规程》

JGJ/T 179 分别对信息应用系统的四个子系统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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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机房工程

17. 1 一般规定

17. 1. 1 木条规定了本章的适用范围，即体育建筑中专用设施系

统的电气设备机房和控制室，其他系统的电气设备机房和控制室

不在本章也用内。

17.1.3 本条是在《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2008 的相

关规定基础 l：结合体育建筑专用设施系统机房的特点编制而成。

机房的使用面积口I按下列要求确定：

1 可系统设备未选型时，可参考本规范第 17. 2 节条文说明

中的数据。

2 '1i 系统设备己选型时，可参考下列要求确定机房使用

面积。

1) 主机房 l而积可按式（ 7）计算：

A= K~S (7) 

式中： A 主机房使用面积（mz);

K 系数， I可取 5～7;

s 系统设备的技影面积（mz ）。

2）辅助用房的面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17.2 机房设计

17. 2. 1 木条主要对汁时记分及现场成绩处理机房的位置做出规

定，其他参数rir参考以下要求：

1 机房面积不小于表 17 的要求。

国际泳联 2009 年 9 月 24 日颁布执行的“FINA Facilities 

Rules 2009 2013”第 FR 4. 7. 2 条规定：计时记分机房面积不

小于 6m× 3m，位于终点延长线泳池内侧 3m～5m 区域，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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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的、无遮挡的看到终点池壁，并且机房面向泳池开窗、开门，

便于观看及裁判员方便进人机房。机房设有空调。

2 机房房间需铺设防静电地板，机房净高不小于 2. 6m，地

板铺设高度不小于 250mm。荷载不小于 8000N/m2 0 

表 17 机房面积要求

建筑等级
计时控制室 终点摄像机机房 显刁t屏幕控制室 数据处理室祷

(m2) Cm' l (m2) Cm2 l 

特级 15 12 40 158 

甲级 15 12 40 118 

乙级 15 12 10 73 

丙级及以下 临时设置

￥±：关数据处理室包括控制室、前室、更衣室。

17.2.2 本条规定了信息显示及控制系统机房的位置及相关要

求，显示屏及其钢架荷载、用电量可参考下列数据：

1 显示屏及其钢架的荷载当没有确切资料时，可按下列要

求计算：

1）永久安装的 LED 室内显示屏的荷载可按 130kg/m2 ～

150kg/m2t十；

2）室外显示屏荷载需根据实际情况计算。

3）临时显示屏的荷载建议按 75kg/m2～85kg/m2T十。

2 显示屏的用电量需根据产品实际容量进行设计，当没有

具体资料时，可按下列条件预留电量：

1）室内单色显示屏可按 0. 3kW/m2 ~ o. 6kW/m2计；
2）双基色、三基色室内显示屏可按 1. OkW /m2 ~ 1. 5kW/ 

mz计；

3）室外显示屏可按 o. 5kW/m2 ~ 1. 2kW /m2计。

3 控制室的面积不低于表 17 的要求。

17.2.3 本条是在《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16 2008 的基

础上结合《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GB 50174 - 2008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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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场地扩卢系统机房的面积、对建筑和结构的要求可参考下

列要求：

1 特级、甲级体育建筑的扩声机房面积不小于 30时，乙级

及以下体育建筑扩卢机房面积不小于 15时。如果单独设置功率

放大器机房，其面积不小于 8m2 a 

2 机房对建筑、结构专业的要求需符合表 18 的规定。

表 18 扩声机房对土建的要求

室内 楼、地面等放

房间名称 ？争向 均11it1币 fnI栽
地面 顶棚、 门及宽度

Cm) 
材料 墙面 ( rn) 

窗

CkN/rn2) 

播音宅 >2. 6 二二工2 0 
防静电 阻燃吸 隔音门

地而 者材料 1. 0 
隔音窗

扩声

机房

设备字
防静电 涂浅色：E

双扇门

：一三 2. ti 三自
良好防尘

地而 光涂料
1. 2~ 

设纱窗
1. 5 

17.2.4 根据北京奥运场馆、济南全运会场馆的建设经验，结合

《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JCJ 31 - 2003 和《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

规范》 GB 50171 2008，电视转播机房的面积可参考表 19 的

数值：

表 19 电视转播机房的面积

体育建筑等级 丰几1万面积（m~ ）

特级 二5:10

IJI 级 三三 25

乙级 二三 15

l'-i级 可不设水久的电视转播机房

电视转播机房的士建要求需符合表 18 的要求。

17. 2. 5 评论员席及其控制言可按表 20 预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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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评论员席和评论员控制室的要求

建筑等级 广播评论员 电视评论从 控制军

特级 3 间～5 间， 4m2／间 5 问～8 间， 4m2 /IHJ 30 m2 

甲级 2 间～3 间， 1m2／间 3 问～5 间， 4m2/I可 25 m2 

乙级 8m2 8m2 15 m2 

丙级 l临时i'it: 'rt 

17.2.6 电视转播车车位要求系根据北京奥运场馆、广州亚运场

馆等经验，并结合《数字电视转播车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GY/

T 222 2006 编制而成。转播车的配置如表 21 所7］~ 0 

表 21 数字电视转播车设置要求

项目 超大型转播车 大型转播车 ＂＇~＼~r~Ji画年 小型转播车

长度 L (m) 二三 14 11二＞L?IO JO二c-,L三士 G G 二＞ I二三 ;J, 5 

高度（m) 三三4 之二4 ζ：；， 8 三三 2.:;

宽度（m) 三二2. 5 三二2.:; 之二 2. 5 豆豆2. 2 

总质量（ t) 二三25 27 ~ J:l 15~:1. 5 6. 5~ I.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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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电磁兼容与电磁环境卫生

18. 0. 2 本着以人为本、关爱健康的目的，本条规定在人员密集

场所按一级电磁环境设计、设施；非人员密集场所由于人员较少

或在此环境中停留时间较短，此场所电磁环境对人员健康影响较

小，可按二级电磁环境设计。

注：一级电磁环境是在该电磁环境下长期居住或工作，人员的健康不

会受到损害；二级电磁环境是在该电磁环境下长期居住或工作，人员的健

康可能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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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电气节能

19. 1 一般规定

19. 1. 1 节能设计的原则和前提是首先要满足功能要求，不能因

为节能而降低功能要求和标准，即满足功能要求的节能才有意

义。合理的系统设计和设备配置是电气节能设计的关键。现在社

会上有些误区，认为使用节能灯等节能产品就是节能设计，其实

系统设计更为重要，季节性、临时性的负荷等的运行和管理都是

通过系统设计来实现节能目的的。

19. 1. 2 体育建筑的负荷变化很大，有比赛或活动时负荷大，平

时负荷很小，电气设计时需要研究这些负荷及其使用的特点。本

规范第 1. 0. 4 、 1. 0. 5 、 3. 1. 2' 3. 3. 5 、 3. 4. 1 等条款就是根据此

特点编制而成，以达到节能设计的目的。

19. 1. 3 2008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继颁布了《国家机关办

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分项能耗数据采集技术导

则》、《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起监测系统分项能耗

数据传输技术导则上《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

测系统楼宇分项计量设计安装技术导则》、《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

大型公共建筑能起监测系统数据中心建设与维护技术导则》、《国

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建设、验收与运行

管理规范》等技术文件，通过安装分类和分项能耗计量装置，采

用远程传输等手段及时采集能耗数据，实现重点建筑能耗的在线

监测和动态分析功能。分项能耗是指建筑消耗的各类能源按主要

用途划分并进行采集和整理的能耗数据，如：空调用电、动力用

电、照明用电等。

19. 1. 4 达不到国家能效标准规定的电气产品是自耗能产品。目

前，诸多电气产品已有国家能效标准，一般能效标准有最低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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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最低能效指标是强制性的，必须满足。另一指标是节能指

标，该指标严于最低能效指标。

19. 2 供配电系统节能

19. 2.1 本条系根据国家电网公司的要求编制而成。国家电网公

司的《国家电网公司业扩供电方案编制导则（试行）》第 6.3.2

条规定，客户用电设备总容量在 lOOkW 及以下或需用变压器容

量在 50kVA 及以下者，可采用低压 380V 供电。

19.2.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0052 -

2013 规定了配电变压器的能效限定值、能效等级和节能评价值。

能效限定值是在规定测试条件下，配电变压器空载损耗和负载损

耗的标准值；节能评价值应不低于 2 级能效等级的规定，符合节

能评价值的变压器称为节能型变压器。

19. 2.4 在相同导体截面下比较载流量大小，载流量大的电缆有

利于节约导体材料和绝缘材料，表明单位面积导体通流能力强。

19.3 照明节能

19. 3. 1 本条是在调查实际工程基础上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的。规

范编写组共采集同内外 87 座体育场馆，其中专用足球场 16 座，

大多举行过足球世界杯比赛；具有田径和足球功能的综合性体育

场 34 座，包括近几届奥运会主场；综合性体育馆 19 座；游泳馆

和网球场各 9 座。调查表明，各场馆场地照明负荷不尽相同，场

地照明负荷相差较大，除少数有特殊功能要求外，大部分场馆的

场地照明设计在正常的用电量范围内，参见表 22。为了节约能

源，本规范特制定了场地照明的单位照度功率密度的规定。

需要注意两个关键点，一是表中对应于场地照明主摄像机方

向上的垂直照度；另一个关键点是面积，为最大场地运动项目的

PA值。例如，体育馆可以进行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

体操等比赛，表中需取最大面积项目的面积，即体操，其面积为

53 × 28= 1456m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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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本表系根据体育建筑的特点编制而成。

表 22 场地照明单位照度功率密度调查总汇（单位： W/ (Ix ·旷））

场馆名称 足球场
综合体 综合性

游泳钉｛ 机9f:l< 备注
育场 体育句：

平均值 1. 11 × 10 2 3. 26× 10 2 15 × 10 2 7. 47× I 0 ' 1:1. ')2× 10 :? 
11术
平均｛Fi

最小｛自 2. 68× 10 2 1. 32 × 10 2 :J. 96 × 10 2 6. 2× 1 () 2 4. 42× 10 2 

最大值 7.39× 10 2 4.26× 10 2 自 1. 43× lO 2 9.96× IO z :16. 53× Io z 

i~T; l~离散
i涂峰 3.83× 10 2 2. 61 × 10 2 lll. 4×]() 2 7.3× Io z I :l. :l:l× Io z 

较大的数

平均但 f自后的算
术半j匀m

最大值／
2. 76 3.23 20.56 I. 61 8.26 

最小值

平均值／
1. 53 2.47 3. 79 I. 20 :1. 15 

最小值

除峰平均
1. 43 2. 川） 2. 63 I. 18 :l. 02 

信／最小值

19.3.3 本条鼓励使用高效率的灯具、高光效的光源以及低损耗

的照明电器附件，例如建议按节能评价值选择管型荧光灯的镇流

器，符合该指标的镇流器其能效时数CBEF)较好，节能效果更佳。

19.3.4~ 19.3.6 E程实践表明，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对照明节能

起到积极的作用，其节能控制主要有：分区控制、定时控制、照

度控制、红外控制、调光控制、程序拉制等。

19.3.8 本条根据国际足联 2011 年的标准编制而成，规定室外

体育场的场地照明外溢光控制指标。

19.3.9 恒流明技术是国际足联推荐采用的新技术，在光源寿命

周期内，其光通量基本保持不变。实际工程若采用该技术，照明

设计的维护系数取值要合理、科学。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光源与照明丁伞程系 2009 年完成的《恒定照度测试报告》指出，

在长达 5000h 的照明测试中，实际照度维持值与设计值的偏差在

5%～十 4. 5%。为了确保可靠性，使用该技术时维护系数

取 0. 9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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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场地扩声系统的传输频率特性

木附录系根据《厅堂、体育场馆扩声系统设计规范》 GB/T

28049 2011 并结合《体育场馆卢学设计及测量规程》 JGJ/T

131- 2012 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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