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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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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照明设施运维要求；6.安全管理；7.资料管理；8.运维考核；9.移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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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运行维护（以下简称“运维”），改善城

市道路照明环境，保障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确保道路照明设施安全运行，促进能

源节约，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 10kV 及以下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运维。

1.0.3 道路照明设施运维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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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道路照明设施 road lighting infrastructure

用于道路照明的灯杆、灯具、配电线路、变配电设备、接地系统、控制系统

和附属设施等，简称“设施”。

2.0.2 定期巡查 regular patrol

为掌握设施运行状况，及时发现设施缺陷和威胁设施安全运行情况，按一定

周期逐个检查并记录设施隐患和缺陷的巡查，也称“常规巡查”，简称“巡查”。

2.0.3 应急巡查 emergency inspection

在可能存在外力破坏、恶劣气象影响、重要任务保障、设备带缺陷运行等情

况下对设施进行的巡查。

2.0.4 设施巡修 facilities inspection and repair

逐个检查亮灯情况，排除单灯故障或系统性故障。

2.0.5 设施检修 facilities inspection

对出现故障或存在隐患的设施进行检查，并修复设施故障，排除设施隐患的

过程。

2.0.6 应急抢修 urgent repair

从紧急故障接报到故障设施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的全过程。

2.0.7 单灯故障 lamp failure

单个照明灯具失效或间断性失效，照明功能完全丧失。

2.0.8 系统性故障 systematic failure

区域性、系统性照明功能或控制功能丧失。

2.0.9 亮灯率 bright light rate

在设定的统计范围内，正常亮灯的灯具数量与应亮灯的灯具数量的百分比。

2.0.10 设施完好率 proportion in good condition of facilities

在设定的统计范围内，某类完好的设施数量与该类设施总数量的百分比。

2.0.11 设施综合完好率 comprehensive intact rate of facilities

灯杆、灯具、配电线路、变配电设备、接地系统、控制系统和附属设施等设

施完好率按一定权重的计算结果。

2.0.12 多功能灯杆 multifunctional lamp pole

杆体除道路照明功能外，设置其他非道路照明多种功能的灯杆。

2.0.13 控制系统 intelligent Lighting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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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通信技术实现对道路照明的远程控制和管理的系统，具有根据光照或时

间自动开关灯、调节灯光输出功能、远程控制功能、线路实时监测、故障主动报

警和电量采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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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运维单位应根据运维范围和设施数量设置专业机构，配备相应的管理人

员、技术人员和装备。

3.0.2 运维单位应建立、健全设施运维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形成设施管理运

行工作机制。

3.0.3 未经批准，运维单位不得白天擅自送电对设施进行维护或检修。

3.0.4 设施均应标识齐全、字迹清晰，维修更新应与原设施保持一致。

3.0.5 运维单位应定期对设施进行检测和评价，及时掌握设施的运行状况。

3.0.6 道路照明设施应包含下列主要内容：

1 灯具：按设置位置不同可分为常规路灯灯具、庭院灯具、投光灯具、LED

灯具和隧道灯具等各种光源的灯具；

2 灯杆：常规灯杆、高杆灯灯杆、半高杆灯杆、多功能灯杆、庭院灯灯杆

等；

3 配电线路：地下管线、架空线路、电缆沟、工作井等；

4 变配电设施：箱式变电站、变压器、环网柜、配电箱、配电室、配电柜

（屏）、节电器、接地系统等；

5 控制系统：监控系统、实时监测系统、单灯控制系统、UPS 电源、电子

门禁系统、电子号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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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维内容

4.1 一般规定

4.1.1 运维单位应根据设施的运行情况、运维要求和故障报修时限，做好设施

的巡查、巡修和检测等计划，并按计划开展设施巡查、巡修和检测工作，做好运

维记录并存档。

4.1.2 运维单位应根据设施运维要求、技术设备条件和环境条件，建立应急巡

查和应急抢修制度，做好应急巡查和应急抢修工作。应急巡查发现的问题，应该

及时处理并记录存档。

4.1.3 运维单位应配备设施巡查、设施巡修、应急巡查、应急抢修所需的工器

具及检测照明设施运行状况和照明质量所需的专业仪器。

4.1.4 其他维护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迁移、拆除道路照明设施；

2 增补道路照明设施；

3 修复其他施工损坏的设施和交通事故受损设施及被盗设施；

4 设置临时道路照明设施。

4.2 设施巡查

4.2.1 设施巡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设施及附属设施完好情况；

2 设施运行环境及周边施工对设施的影响；

3 影响设施安全运行或影响照明质量与效果的行道树。

4.2.2 巡查可能损坏设施的行为或现象，应包含下列内容：

1 擅自在设施上张贴、悬挂、设置广告等；

2 擅自在设施上刻划、涂污、晾晒等；

3 擅自在设施上架设线缆、安装其他设备或设施；

4 擅自接用道路照明电源，或虽经批准，但外接电设施未按规定运行情况；

5 擅自迁移、拆除、利用、设施做其他用途情况；

6 在设施安全距离内挖掘取土或倾倒腐蚀性废渣、废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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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设施巡查应每周不少于一次。

4.2.4 设施巡查中发现有设施损坏的，应及时进行设施检修。暂时无法修复的，

应立即保护现场，并应采取相应的临时措施。

4.3 设施巡修与检测

4.3.1 设施巡修应检查设施安全和运行情况，发现故障应及时修复。

4.3.2 设施巡修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巡视发现并修复单灯故障；

2 修复变配电设施及配电线路故障；

3 处理设施运行的其他异常情况。

4.3.3 设施巡修周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快速路、主干路设施每周巡修一次；

2 次干路、支路、居住区设施每两周巡修一次；

3 当遇重大活动时，应增加主干道及活动场所周边设施的巡修次数。

4.3.4 设施检测周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路照明质量检测周期：亮（照）度、均匀度、眩光、环境比和功率密

度值应每年检测一次。

2 接地及防雷检测周期应符合下列规定：

1）箱式变电站、配电箱及灯杆的保护接地应每年至少检测一次；

2）高杆灯防雷接地装置应每年汛期前检测一次，避雷针接地装置应每 5

年检测一次；

3）对土壤中有腐蚀性废弃物的接地装置和地下接地体应每 3 年检查一

次；

4）监控中心防雷装置应每年检测一次。

3 电压、电流、功率因数检测周期应符合下列规定：

1）线路电压、电流的检测应每年不少于一次；

2）箱式变电站、配电箱功率因数的检测应每年不少于一次；

3）外接电源电流宜每半年检测一次。

4.4 应急巡查与应急抢修

4.4.1 运维单位应建立应急抢修体系，配备必要的应急车辆及应急工器具等，

制定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应定期完善、补充预案内容。

4.4.2 遇灾害性天气或重大突发事件时，应开展应急巡查。应急巡查应包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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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内容：

1 变配电设施和配电线路的运行情况；

2 设施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或缺陷；

3 影响设施安全运行的各类行为或事件。

4.4.3 应急巡查时应优先巡查重点保障路段和存在安全隐患路段的设施。

4.4.4 当道路照明系统故障或设施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启动应急抢修：

1 可触及的配电箱外壳、金属灯杆带电；

2 灯杆断裂、严重倾斜或倒伏；

3 灯杆基础破坏或法兰螺栓严重锈蚀或断裂；

4 架空线路断线或下垂影响道路通行；

5 工作井井盖严重破损或缺失；

6 周边物体倒塌或植物倒伏危及灯杆或线路；

7 灯具或配套装置脱落下坠；

8 因照明设施损坏而影响交通或行人通行；

9 人员密集场所或重大群体活动场所的设施故障；

10 变配电设施及配电线路故障；

11 其他危及人员和交通安全的事件。

4.4.5 设施故障报修响应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故障报修不应超过 24h；

2 系统性故障和重大故障报俢应在 2h 内到达现场处理，并应采取临时措施

亮灯，因设备和器件损坏原因应在 48h 内修复；

3 强台风、强降雨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严重故障或设施损坏，应于 5天

内修复。

4.4.6 应急巡查及应急抢修结果应进行记录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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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路照明设施运维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设施运维应根据设计和施工单位提供的竣工技术资料开展运维工作。

5.1.2 道路照明杆件或支架因撞击而受损时应及时修复或予以更换。

5.1.3 所有可触及的导电物体应接地良好可靠。

5.1.4 灯臂、灯杆、灯盘内的上引线不应有接头。

5.1.5 设施的基础部件周边存在开挖施工时，应评估其对设施的影响，避免设

施受损。

5.1.6 当设施设置外挂装置时，应评估外挂装置的尺寸、重量、安装位置、安

装方式和恶劣气象条件下的安全性，并落实管理措施。

5.1.7 设施与其他设施共用接线箱、电缆沟、工作井时，应将各类设施的线缆、

电器装置相互隔离，无相互重叠、缠绕等现象。

5.1.8 设施使用年限应按照设计规定执行，若无相关设计规定，则应按本标准

附录 A执行。超过预期使用年限时，应进行能效和安全性能评估，评估合格方可

继续使用。

5.1.9 应建立设施档案技术资料，记录设施投入年限、维护保养时间和更换配

件等内容。

5.2 常规灯杆

5.2.1 灯杆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同一条道路上，路灯安装高度、仰角、装灯方向宜保持一致；

2 灯臂应固定牢固，灯臂纵向中心线与道路纵向成 90°角，偏差不应大于

2°；

3 当灯杆偏斜时，不应大于杆梢直径的 1/2；

4 灯杆应无明显锈蚀、裂缝和凹凸等现象；

5 灯杆、灯臂、灯具应定期清洁保养，灯杆编号字迹清晰、完整；

6 灯杆、灯臂、法兰、紧固件等金属构件表面应无明显锈蚀；

7 灯杆运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道路照明灯杆技术条件》CJ/T 527 的相

关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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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杆内设施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灯杆内电器不应悬挂，电缆、引流线及接地接零保护接头应牢固，电缆

接头及终端应无发热烧坏痕迹；

2 接线端子应固定牢靠，端子两侧接线宜为 1根，不得超过 2 根，螺栓应

紧固无锈蚀，熔断器熔体规格应与负荷相匹配；

3 灯杆检修门应开闭灵活，防盗结构应完好无异常；

4 当暴雨洪涝浸泡灯杆检修门内电器设备时，应及时断开配电箱內该回路

电源。

5.2.3 灯杆混凝土基础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灯杆基础周围应无堆土、无明显泥土流失、地基沉降等现象，灯杆埋深

应满足要求；

2 基础螺栓和灯杆下法兰盘混凝土结面保护应完整无缺损；

3 设置在硬铺装下的灯杆法兰和紧固螺母不应裸露在硬铺装层上，应采取

防锈防腐措施后采用混凝土包封；

4 高架路和桥梁防撞墙上灯杆基础法兰应无锈蚀，螺栓应紧固，防撞墙面

混凝土应无裂缝露筋现象。

5.3 高杆照明设施

5.3.1 高杆灯灯杆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杆灯灯杆维护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5.2 节相关规定，还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高杆照明设施技术条件》CJ/T 457 的相关要求；

2 高杆灯灯杆应正直，应每年测量 1 次灯杆垂直度，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

杆高的 3‰；

3 灯杆的根部和基础每年应进行 1次检查；

4 每年汛期之前应进行灯杆的接地电阻测试；

5 灯杆内主电缆每年进行 1次绝缘检测，绝缘电阻应大于 0.5MΩ。

5.3.2 高杆灯灯杆传动机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升降机构的钢丝绳应无损伤，接头应无松动，挂脱钩应灵活可靠无异常；

2 电动机、变速箱支架应牢固可靠，变速箱应无油质污染、缺油等情况，

齿轮应无异常；

3 限位开关触点位置应准确，控制电器触头应无电蚀，导线应无受压、受

夹、老化破损；

4 升降机构的钢丝绳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起重机 钢丝绳 保养、维护、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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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报废》GB/T5972 的规定进行保养、维修、检验和报废更换。

5.3.3 高杆灯灯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升降式灯盘支架应牢固、无锈蚀、变形，灯具投射方向应正确；

2 灯盘上配套电器应固定牢靠、导线和固定架应不承受附加的机械应力；

3 灯盘升降导向装置应完好无损，升降时灯盘应始终保持平衡状态；

4 防坠落保护装置制动过程中应平稳，制动后灯盘上所有部件应无损坏、

变形和脱落现象；

5 灯盘固定卸荷装置工作应正常，挂脱钩应灵活可靠。

5.3.4 高杆灯混凝土基础应符合第本标准 5.2.3 条的规定，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基础外形应无破损露筋、明显泥土流失、地基沉降等现象；

2 在混凝土基础周边应无挖掘取土或倾倒腐蚀性废渣、废液等；

3 基础固定螺栓外露部分应无锈蚀、松动；

4 防雷接地系统应完好无损，接地电阻应符合本标准第 6.2 节的相关规定。

5.3.5 高杆灯采用三相供电时，负荷应均匀分配，每一回路应装设保护装置。

5.4 多功能灯杆

5.4.1 宜建立多功能灯杆综合管理平台，对多功能灯杆实施统一管理。

5.4.2 多功能灯杆不得随意挂载设备，所有挂载设备应进行风载荷、灯杆强度、

螺栓强度校验。挂载的设备应小型化、轻量化，不应影响道路照明设施的正常使

用，灯杆的维护应符合本标准第 5.2.1 条的相关规定。

5.4.3 多功能灯杆内强、弱电线路和设备应分隔安装，维护保养时严禁随意改

动。

5.4.4 多功能灯杆混凝土基础应符合本标准第 5.2.3 条的规定。

5.4.5 多功能灯杆综合设备箱的维护应符合本标准第 5.6.7 条的相关规定。

5.5 灯具

5.5.1 灯具维护应符合下列一般要求：

1 灯具配件应齐全，应无机械损伤、变形、油漆剥落；防坠落装置固定螺

栓应无松动，钢丝绳应无断股、锈蚀等现象；

2 灯具外壳应完整，应无破损、锈蚀及缺陷；透光罩应保持完整、无裂纹、

穿孔；灯罩内反光器应无变形断裂、无积污，灯头应无松动；

3 灯具引流线和管内穿线应绝缘良好，应无破皮开裂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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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盏灯均应装设熔断器，熔断器必须安装在相线上；

5 灯具及光源电器等在更换、维修时，应与原规格一致，安装位置应保持

原状并紧固；

6 应根据灯具的运行环境及污秽情况，定期对光学部件进行擦拭清洁，对

于扬尘、油污等污染较重区域的灯具应缩短清洗周期。

5.5.2 气体放电灯维护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5.5.1 条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当灯具中的补偿电容损坏更换时，不得更换与原规格不同的电容器；

2 当灯具中的变功率镇流器或相关配件损坏或不投运时，应对其进行更换；

3 灯头中的相线必须接在中心触点端子上，零线必须接在螺纹口端子上；

4 气体放电灯的灯具效率不应低于 75％，功率因数不应小于 0.85。

5.5.3 LED 道路照明灯具维护应符合本标准第 5.5.1 条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LED 灯具光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LED 城市道路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T 31832 的相关规定；

2 LED 灯具外壳应与 LED 模块、光学部件、机械部件结合紧密，应无松动。

5.5.4 高架路和桥梁上灯具维护应符合本标准第 5.5.1 条的规定，尚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高架路和桥梁等易发生强烈振动和灯杆易发生碰撞的位置，灯具应采取

防振措施和防坠落装置；

2 防撞护栏嵌入式路灯壳体应无破损、锈蚀，防眩光挡光板或格栅应完好

无损。

5.5.5 隧道灯具维护应符合本标准第 5.5.1 条的规定，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隧道灯具支架应固定良好，应无锈蚀、变形现象；

2 当隧道灯具配线保护管为明管时，固定支架应牢靠、无锈蚀、掉落等现

象；

3 更换的隧道灯具、光源应与原灯具、光源功率、规格一致；

4 隧道灯具应每年清洁不少于 2次；

5 修理和维护隧道中的照明灯具应封闭相关作业车道；

6 隧道照明调光控制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得随意变更。夜间应关闭加强照

明。

5.5.6 道路照明常用灯具熔断器熔体规格应符合表 5.5.6 的规定。严禁采用铜

线替代熔体或空气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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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6 道路照明常用熔断器熔体规格

灯具种类 标称功率（W） 熔断器熔体规格（A）

金属卤化物灯、高压钠灯

150 及以下 4

250 6

400 10

1000 15

LED 灯具

100 及以下 2

100～200 4

200～300 6

5.6 变配电设施

5.6.1 变压器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变压器应固定牢靠，警示标志应完整无缺，相色标志应正确清晰；

2 油浸式变压器应无渗油，油枕、油标玻璃管应完好，油色应正常，干燥

器硅胶应有效，温度计运行应正常；

3 变压器顶盖及散热片上应无异物，接线端子应无虚接、松动或过热现象；

4 瓷套管应清洁，应无裂纹、损伤及放电痕迹；

5 变压器本体及所有附件应完好无缺陷，运行声音应正常；

6 杆上变压器台架横梁应固定牢固无松动，台架应无锈蚀；

7 防雷保护设备应齐全，接地端子应无松动，接地装置应无缺损、锈蚀；

8 负荷开关绝缘件应无变形、裂纹和剥落；瓷件表面应光滑、无裂纹和缺

损，铸件应无砂眼；操动机构的联合动作应正确可靠，分、合闸位置应正确，防

误闭锁装置应完好，六氟化硫气压应正常；

9 跌落式熔断器上下触点应联接可靠，熔断器熔管用绝缘操作杆合、分操

作应灵活，更换熔管后熔管与铅垂线的夹角应为 15
o
～30

o
。

5.6.2 当变压器有下列异常运行情况之一时，应立即停运，并组织抢修：

1 变压器内部出现爆裂声等异常声响；

2 变压器出现漏油或喷油，油面下降到低于油位计的指示限度；

3 变压器冒烟着火、引出线与母线套管严重破损和放电现象；

4 干式变压器温度升至 120℃以上；

5 变压器附近有火源、爆炸等危急情况，对变压器构成严重威胁。

5.6.3 箱式变电站运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础及周围混凝土操作平台应无明显下沉、破损情况，紧固件应完整，

应无松动、锈蚀；

2 护栏应无损坏，护栏及箱体上的警示标志应完整、清晰，门锁应完好；



13

3 箱内应张贴的本变电站一、二次回路接线图；

4 三相供电电压偏差应为标称电压的±7%，单相供电电压应为标称电压的

+7%、-10%；

5 箱式变电站内配备的灭火器、绝缘毯、绝缘用具等应齐全有效，箱内应

整洁、无杂物；

6 各部位连接点应无过热，螺母应无松动、脱落、锈蚀现象；

7 各部件应无异常响动或异味、焦糊味，元器件表面应清洁完整；

8 信号灯、电铃、故障报警等信号装置应工作可靠，应急照明设施应完好；

9 三相负荷应平衡且无过负荷现象，开关分合位置、仪表指示应正确，控

制装置应正常工作；

10 箱体内防小动物措施应完备，进出线洞口封堵应完整牢固；

11 接触器、开关、熔断器等电气元件应工作正常，导线绝缘应良好，表面

应清洁，应无松动、变形、缺损和烧焦变色；

12 仪表应完好，指示应正确，各部件连接应坚固，无松动变形。

5.6.4 箱式变电站与配电箱箱体运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形应平整、清洁，无倾斜、破损、变形现象；

2 箱体内外涂覆层应无破损和剥落现象；

3 箱门或盖板应平整，锁扣应牢固，关闭应紧密；

4 箱体接地装置应完好，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5 箱体的绝缘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电击防护装置和设备的通用部分》

GB/T 17045 Ⅰ类设备的要求。

5.6.5 地下式变电站运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装式地坑应无下沉、开裂，通风孔应畅通，地上部分的箱体应完好，

应无锈蚀、变形，各设备编号、铭牌及警示标志应齐全、正确；

2 周边应无杂物堆积、无杂草、藤蔓类植物生长，安装位置应无积水；

3 地上箱式低压开关柜的电器运维应符合本标准第 5.6.3 条的相关规定；

4 地下式变压器的运维应符合本标准第 5.6.1～5.6.2 条的相关规定；

5 预装式地坑内温控、排水、通风系统和智能控制系统等运行应正常无故

障；

6 变电站内应无杂物、严重积尘、污秽、渗漏水或积水的情况。

5.6.6 配电室运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电室门向外开启应正常，门锁应牢固可靠，周边应无杂物堆积、无杂

草、藤蔓类植物生长；

2 门窗及通风设备等设施应完好，房屋应无渗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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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室内外场地应平整、干净，保护性网门、栏杆和电气消防设备等安全设

施应齐全；

4 高低压配电装置前后通道应畅通，设置的绝缘垫应无破损，设备编号、

铭牌及警示标志应齐全、清晰、正确；

5 配电柜（屏）体应无锈蚀、变形，各种通道的最小宽度、配电装置的电

气安全净距应符合要求；

6 电缆沟内应无积水和杂物，盖板应无破损、缺失，进出线管孔封堵应完

好。

5.6.7 配电箱运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电箱应完整不渗水，门上警示标志、编号应清晰不脱落，箱体防盗门

锁开启应灵活；

2 箱门应平整，密封胶条应完整，无变形、损伤；防护等级应达到 IP65

及以上；

3 箱内接触器、开关、熔断器等电气元件应安装牢固、工作应正常，导线

绝缘应良好，接线端子应无松动、变形、缺损或烧焦变色；

4 配电箱内监控终端设备应工作正常、固定牢靠；

5 智能监控设备天线、固定杆架应无歪斜、锈蚀；

6 箱体和门保护接地连接应牢固，应急照明装置应完好。

5.7 配电线路

5.7.1 地下管线运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电缆线路路径上存在可能使电缆受到机械性损伤、化学作用、振动、

热影响、腐蚀物质、虫鼠等危害的地段，应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2 进行电缆线路维护更换时，保护管内不应有电缆接头并应留有一定余量。

严禁回路合并超负荷运行；

3 更换电缆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

CJJ 89 的相关规定；

4 电缆线路地上标志桩应完好，裸露的保护管、电缆铠装应无严重锈蚀，

接地应良好；

5 电缆接线盒应无破损、渗水现象，且防水密闭性能应符合要求。

5.7.2 电缆接头运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剖切电缆线头时，不应损伤线芯绝缘；当剥除芯线绝缘时，不应损伤

芯线，电缆头制作宜采用分指套保护，并应包扎密封。



15

2 电缆接头制作应保持清洁、干燥，铜铝过渡接头在导线压接前应作退火

处理，导线压接牢固不应松动，绝缘胶带包扎密封不应渗水。

3 灯杆手孔门、架空线等地上位置电缆接头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7；检查

井等地下位置电缆接头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8。

4 电缆接头连接宜采用压接方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铜套管为含铜 99.9%以上的铜管制成，壁厚不应小于 1mm，长度应为

芯线直径的 8～10 倍；

2）铝套管为含铝 99.6%以上的铝管制成，壁厚不应小于 1.2mm，长度应

为芯线直径的 8～10 倍；

3）套管壁厚应均匀，中心偏移应在±0.15mm 以内，内径应与电缆线芯

压接应紧密。

5.7.3 电缆沟道和工作井运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沟道盖板和工作井盖不应破损，防盗措施应完好，并应满足相应的

承重要求；

2 沟道盖板和井盖断裂或边长大于 50mm 缺角时，应及时更换，盖板端面与

框上端面落差不应大于 5mm；

3 沟道内壁和井壁抹面光滑、平整无剥落现象，壁上电缆支架无锈蚀、脱

落、变形，固定牢靠；

4 电缆沟道和井内渗水孔应畅通，并清除沟道和井内杂物、淤泥和积水；

5 含酸、碱、盐等腐蚀性残留物不得流入电缆沟道和井内，当发现流入应

及时封闭处理；

6 沟道和井内电缆回路标志牌字迹应清晰、完整无缺；

7 沟道和井内电缆接头应连接牢固，包封应严密，铠装电缆应接地良好。

5.7.4 高架路和桥梁管线运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桥架及支架不得有缺损、脱落、锈蚀、变形现象，桥架及支架的接

地应符合设计要求；

2 防撞护栏上的电缆检查孔盖板应平整，锁扣应牢固，不得有锈蚀与破损，

任何部件不得侵入通行限界；

3 防撞护栏嵌入式过渡接线箱应无锈蚀，门锁、防盗装置应完好，箱内线

路应排列整齐，回路标志牌字体应清晰不褪色。

5.7.5 架空线路运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架空线路更新调换的器材应与原器材的规格、型号一致，不应随意变更；

2 横担和抱箍锌层应良好无锈蚀，螺母应紧固，横担应平正；

3 瓷瓶瓷釉应光滑、无裂纹、破损等缺陷，应紧固松脱的瓷瓶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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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紧固松弛的拉线，应更换破损的绝缘子和锈蚀严重的拉线和抱箍；

5 应调整导线弧垂，同一档距内架空导线的弧垂应保持一致，导线接头不

应超过一个；

6 应更换、修复损伤的导线，更换的导线与原导线绞向应保持一致；

7 应清除电杆或线路上附着及悬挂的杂物；

8 终端杆、转角杆的外倾角应符合设计要求；

9 应协调绿化主管部门对影响线路安全运行的树枝进行修剪，因不可抗力

致使行道树严重危及道路照明设施安全运行的，可采取紧急措施进行修剪，并应

及时报告绿化主管部门。

5.8 控制系统

5.8.1 控制系统运维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控制系统监控中心机房维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运

行维护标准》GB/T 51314 的相关规定；

2 应定期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建立系统运行日志，并按月对数据库内容进

行可靠完整备份；

3 应对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应用系统和网络设备设置权限，并应定期

检查和测试管理员帐号、用户帐号及口令；

4 应及时升级控制系统、修复漏洞，应定期检查和调整安全设备的控制机

制和访问策略，严防黑客攻击；

5 光敏等各种传感器应工作正常、固定牢靠，应每周擦拭一次光敏探头，

保持探头清洁，每年应对各种传感器进行一次校验；

6 控制系统的有关参数应设置正确，并应根据季节变化、节日需求合理调

整开关灯时间；

7 应每年检查、维护、升级单灯控制器，单灯上线率不应低于 95%；

8 应定期对云服务的数据备份、故障自动恢复功能进行检查；

9 应定期对控制系统运行中存在异常开、关灯，电压、电流异常，箱门异

常开门报警等情况进行监测、定位、告警、分析，并记录在案。

5.8.2 UPS 电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使用 UPS 电源时，应按产品说明书或使用手册中的有关规定，所接的

相线、零线、地线应符合要求，不得随意改变其接线的顺序；

2 严格按照正确的开机、关机顺序进行操作，严禁频繁地开启和关闭 UPS

电源；

3 在关闭 UPS 电源后，应等待 6s 后才能重新开启 UPS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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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严禁超负载使用，UPS 电源的最大启动负载应控制在 80%之内；

5 长期无停电的 UPS，应每隔 3～6个月对 UPS 放电，然后重新充电；

6 长期存放的 UPS，应每隔 3～6个月对 UPS 开机使用和充电；

7 应定期对 UPS 电源进行维护，清除机内的积尘，测量蓄电池组的电压，

检查风扇运转情况及检测调节 UPS 的系统参数等。

5.8.3 实时检测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定期检查网络通畅性、安全性等主要参数；

2 应定期对监测数据应做好台账记录并及时进行数据更新；

3 应建立指令下达机制，明确流程并要求对处理结果及时进行反馈，形成

闭环。

5.8.4 单灯控制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定期检查网络通畅性、安全性等主要参数；

2 应定期对单灯安装/拆除信息和运行数据做好台账记录并及时进行数据

更新；

3 应建立工单派发机制，明确派发流程及对象并要求对处理结果及时进行

反馈，形成闭环。

5.8.5 电子门禁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定期检查网络通畅性、安全性等主要参数；

2 应定期对开关门情况和系统运行情况做好台账记录并及时进行数据更

新。

5.8.6 电子号牌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子号牌的安装应充分考虑安全性，要求安装件牢固无锈蚀脱漆现象，

同时兼顾美观性，要求号牌高度统一，方向一致；

2 杆号需结合原有拆除杆牌和现场实际情况进行重新编排，要求逻辑简洁

明了；

3 存储信息要求根据杆件实际情况实时变更，并应定期检查，信息读取应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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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管理

6.1 一般规定

6.1.1 运维单位应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定安全管理制度，预防安全事故

发生。

6.1.2 运维单位和电气作业人员必须执行现行国家标准《用电安全导则》GB/T

13869 规定，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6.1.3 运维单位必须为作业人员配备安全防护用品，并应在每次使用前对安全

防护用品进行检查，安全防护用品应外观良好、部件齐全、功能正常，作业人员

应正确使用。

6.1.4 设施的安全保护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

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CJJ 89 的相关规定。

6.2 设施安全保护

6.2.1 设施的下列金属部分均应与保护导体相连接：

1 变压器、配电柜（箱、盘）等的金属底座、外壳和金属门；

2 室内外配电装置的金属构架及靠近带电部位的金属遮拦；

3 电力电缆的金属铠装、接线盒和保护管；

4 钢灯杆、金属灯座、照明灯具的金属外壳；

5 其他因绝缘破坏可能使其带电的外露金属构件。

6.2.2 严禁采用裸铝导体做接地极或接地线，接地线严禁兼做他用。

6.2.3 在同一台变压器低压配电网中，严禁将一部分电气设备或钢灯杆采用保

护接地，而将另一部分采用保护接零。

6.2.4 电气设备的带电部分应有防止直接触摸的保护装置。

6.2.5 当短路保护电器为断路器时，被保护线路末端的短路电流不应小于断路

器瞬时或短延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的 1.3 倍。

6.2.6 熔断器和开关应装在相线上，保护导体上严禁装设开关或熔断器。

6.2.7 采用 TN-S 或 TT 系统接地保护的配电系统中，PE 线应与灯杆、配电箱等

金属设备连接成网，在任一地点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6.2.8 在配电线路的分支、末端及中间适当位置应做重复接地并形成联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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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0Ω，系统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6.2.9 路灯 TT 接地制式中，对没有采用 PE 线连接成网的灯杆、配电箱等，其

独立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6.2.10 道路照明配电系统的变压器中性点（N）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6.2.11 接地装置可利用下列自然接地体接地：

1 构筑物的金属结构或混凝土结构内部的钢筋；

2 埋设在地下的金属管道（易燃、易爆气体、液体管道除外）及金属构件

等。

6.3 运维作业安全防护

6.3.1 运维作业应符合下列一般要求：

1 户外运维作业应设置安全标志及施工围栏或警示带、警示桶等，应保护

环境，做到工完场地清；

2 运维作业人员应规范着装，并应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具。

6.3.2 高处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高处作业应采取搭建脚手架、使用高空作业车、升降平台等措施方可进

行，作业人员必须正确使用安全带；

2 登杆操作时，首先应对杆根部和基础进行检查，确认安全后再登杆操作；

3 架空线路上维修作业时，应先进行验电，然后在线路上设置临时接地，

严格按照“无电当作有电”的原则进行作业；

4 在陡坡、屋顶、杆塔、吊桥以及其他危险的边沿工作时，临空一面应装

设安全网或防护栏杆；当在没有脚手架或在没有栏杆的脚手架上工作时，应采取

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

5 高处作业必须用工具袋传递材料，严禁抛投。当利用横担或构件吊挂物

件时，应检查牢固性；

6 在高处作业时，工作地点应设置围栏或警示保护装置，严禁他人在作业

区域下面通过或逗留；

7 低温或高温环境下进行高处作业，应采取保暖和防暑降温措施，并控制

作业时间；

8 在 5 级及以上的大风以及暴雨、雷电、冰雹、大雾、沙尘暴等恶劣天气

下，应停止露天高处作业；

9 高空作业车作业前应对周边环境进行观察，识别隐患，避免触碰带电设

施和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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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高空作业车、高空作业平台和电（灯）杆等高处作业时，必须佩戴安

全帽和安全带；

11 高空作业车车辆停稳并支腿到位牢固后才能升降操作，车辆移动时高空

作业平台上严禁载人。

6.3.3 夜间维护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所有工作人员必须穿戴反光背心。夜间作业场所必须设置警示灯、警示

牌、锥形交通路标等，并应有专人负责监护；

2 夜间登杆作业必须 2人及以上，在检查工作环境满足安全要求情况下，

应一人登杆一人现场监护。

6.3.4 带电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带电作业应设专职监护人，监护人严禁直接操作，监护的范围严禁大于

一个作业点；

2 带电作业时，应穿绝缘鞋和全棉长袖工作服，并应戴手套、安全帽，站

在干燥的绝缘物上进行；

3 作业前应先分清相、零线，断开导线时，应先断开相线，后断开零线。

搭接导线时，顺序应相反；

4 进行高压设备和维护作业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合理使用绝缘鞋、绝缘

手套、高压绝缘棒、高压验电器、接地设备等防护工具。

6.3.5 占道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占用城市道路进行运维作业，其安全防护措施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2 应按相关要求办理占道施工许可，并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段内作业；

3 占用车道维护作业应设有交通安全指挥人员，作业场地来车方向设置防

撞装置和锥形交通路标等反光警示标志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施工作业

交通组织规范》GA／T900的要求。

6.3.6 高杆灯运维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灯盘升降运行时，地面操作人员必须距离灯杆 5m 以外，并应设置安全警

示带；

2 在灯盘上检修维护时，必须 1人操作、1人进行监护。

6.4 应急管理

6.4.1 运维单位应结合自身安全生产的实际情况编制应急预案。

6.4.2 运维单位应建立应急抢险队伍，明确职责分工，应承担相应的应急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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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急照明保障等工作。

6.4.3 运维单位应定期组织开展各类应急演练，应能快速、高效、有序地开展

救援和处置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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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资料管理

7.1 一般规定

7.1.1 设施运维技术资料管理应遵循标准化、电子化、同步化的原则，资料应

齐全，更新应及时，检索查阅应方便。

7.1.2 应利用控制系统管理平台，实行运维作业自动化派单、作业结果远程上

传、自动归档，提高维护作业和资料管理效率。

7.1.3 运维单位应做好设施运维全过程形成的技术资料收集、整理、汇总与存

档，并应根据动态变化及时更新，技术资料应完整和准确。

7.2 运维台账管理

7.2.1 运维单位应建立设施运维各类管理台账（含纸质台帐和电子台帐），台账

种类应包括：基础台帐、运维台帐、管理台账、考核台账、控制系统台帐和安全

生产台帐等，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础台账应包括线路类型、长度，各类灯杆、灯具数量、形式，变配电

设备数量、形式，设备设施参数，高杆灯、多功能杆基础资料等，相关设备资料

和各类设施变更时应及时更新台帐记录；

2 运维台帐应包括设施巡查、设施巡修、设施检修台账，故障及修复情况

台账，维修和应急处理情况记录（含照片），投诉处理记录等；

3 管理台账应包括人员台账，机械设备台账，检测仪器、劳保用品保养和

检测记录，各类管理制度、应急预案，月度工作计划和总结等；

4 考核台账应包括亮灯率检查台账，设施完好率检查台账，设施运行状况

检测台账，照明质量达标率检测台账等；

5 安全生产台帐应包括安全生产制度、岗位安全责任、安全隐患整治、安

全教育培训、安全生产器材、检查检测记录等；

6 控制系统台账包括远程启闭设备（集控）、单灯控制系统、视频监控系统、

多功能灯杆各子系统、平台终端设备、监控室值班记录、启闭时间临时调整记录、

重要亮灯保障时间记录、单灯系统调光记录等。运维单位应定期对控制系统相关

数据进行分析，并应做好数据记录和保存，形成年度运行报告。

7.2.2 运维单位应建立和保管各类技术和台帐资料，按月更新，并应包括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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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 设施占用、拆除、新增等造成的设施量实际变更；

2 高压设施（箱变、配电房、户外环网柜及连带 10kV 电缆）的实际变更；

3 运维过程中的增加的防盗、加固等设施，以图纸形式注明位置、工艺等

要素；

4 运维周期内，各单一类别设施的维修总量、维修率数据。

7.2.3 当设施改造或维护造成高压回路或配电一二次回路变化时，应实时更新

配电系统图，配电箱内图纸应及时更换。

7.2.4 应建立健全变配电设施位置及系统图，应进行新建、移交、改造、检修、

抢修、预防性试验的资料收集工作，并应及时存档和做好台帐记录。

7.2.5 控制系统管理平台应建立用电数据分析报表，当某个回路用电量发生未

知异常时，应及时查找原因并处理。

7.3 技术资料管理

7.3.1 技术档案资料应包括运维的各种电子文件档案、照片档案、磁性载体档

案等，以及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台帐记录和各种形式的文件材料。

7.3.2 技术档案资料管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设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

规范》CJJ/T 117 和《城建档案业务管理规范》CJJ/T158 的规定。

7.3.3 归档的文件资料必须字迹清晰、内容完整、准确齐全、签署完备，严禁

使用铅笔、原子笔、复写纸等字迹不耐久的材料。

7.3.4 应做好技术档案资料的利用情况的台帐记录。

7.4 运维物资装备管理

7.4.1 运维物资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运维物资应包括运维所需的设备材料及退运的废旧物资等；

2 运维物资的管理使用应由专人负责，应记录物资入库、到货验收、日常

保管、物资出库以及实物盘点等工作；

3 根据运维物资特点，应采取驻厂监造、关键点见证、进场抽检等方式做

好物资质量管控工作；

4 物资库房应干净清洁，并应设置防火、防盗、防汛等防范措施；

5 应配备满足设施日常维护、故障和缺陷处理所需的备品备件。存放地点

应能确保备品备件在故障处理时限内送至故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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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物资存放应码放整齐、标识清晰，便于清点发放；

7 运行维护单位更换的旧材料、旧设备应退回统一管理、合理利用、环保

处理。

7.4.2 运维装备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运行维护单位应按专业化、标准化要求配置运维装备，运维装备应满足

设施巡查、巡修、检修、应急抢修及检测和试验等作业需求；

2 新购置运维装备应进行验收，主要检查产品合格证、产品出厂试验报告、

说明书、标准配件、专业检测机构检测报告等；

3 运维装备应由专人管理，建立装备台账，定期整理核对，做到账、卡、

物相符。装备应定期检查、维护、保养，并做好检查维护保养记录；

4 带电作业工器具、起重工器具、仪器仪表等应由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定

期检测、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装备上应有明显的检测试验合格证。

7.4.3 安全工器具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安全工器具宜存放在干燥通风的安全工器具室；

2 携带型接地线宜存放在专用架上，架上的号码与接地线的号码应一致；

3 绝缘工具在储存、运输时，严禁与酸、碱、油类和化学药品接触，并应

防止阳光直射或雨淋。绝缘橡胶用具用后应撒上滑石粉，并应避免阳光直接照射；

4 安全工器具使用前应进行外观检查，绝缘部分应无伤痕、裂纹、老化、

绝缘层脱落，固定连接部分应无松动、锈蚀、断裂等现象，并应确认工器具在检

测合格期内；

5 绝缘操作杆、验电器和测量杆规定使用电压应与设备电压等级相符；

6 携带型接地线使用前应进行检查，不得有绞线松股、断股、护套严重破

损、夹具断裂松动等缺陷；

7 安全工器具的试验标准及周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GB 26860 的相关规定；

8 报废的安全工器具应及时清理，不得与合格的安全工器具存放在一起，

不得使用报废的安全工器具；

9 报废的安全工器具应及时统计，并报送相关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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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维考核

8.0.1 应通过考核方式评价运维单位的运维质量，并掌握设施设备运行状况，

为设施提升、更新提供依据。

8.0.2 设施运维评价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快速路和主次干道亮灯率不应小于 98%，支路亮灯率不应小于 96%；

2 设施综合完好率不应小于 95%；

3 路面亮度（照度）、均匀度、环境比、眩光限值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

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 45 的规定：既有道路照明质量达标率不应小于 90%，

新建道路照明质量达标率应达到 100%；

4 照明功率密度值等节能评价达标率：既有道路不应小于 80% ，新建道路

应达到 100% ；

5 气体放电灯系统的功率因数不应小于 0.85；LED 灯具功率因数不应小于

0.9；

6 接地电阻应符合本标准第 6.2.7～6.2.10 条的要求；

7 配电线路负荷、电压应符合设计要求；

8 基础台账资料齐全；

9 运维作业规范，安全措施到位，设施保障及时，无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8.0.3 运维质量考核项目包括包括亮灯率、设施完好率、照明质量、安全管理、

基础台账、资料管理、运维作业和设施保障等内容。

8.0.4 运维质量考核宜每年进行一次。

8.0.5 运维质量考核应通过抽查方式进行，抽查比例和检查周期应符合表

8.0.5 的要求。

表 8.0.5 道路照明设施运维质量考核抽查比例和检查周期

序号 照明设施总量（万盏） 检查周期 取样基数 ≤10 10-20 ≥20

1 设施完好率 月 设施数 ≥8‰ ≥6‰ ≥4‰

2 亮灯率 月 灯盏数 ≥3％ ≥2.5％ ≥2％

3 照明质量 年 道路数

10％ ≥10％ ≥10％4 照明功率密度值 年 道路数

5 配电功率因数 年 道路数

6 线路负荷 年 配电数 100% 100％ 100％

7 接地电阻 年 配电数 50％ ≥50％ ≥50％

注：新建道路在 3年内，表中 1、3、4、5可免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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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 运维质量考核各项目得分及权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施运维质量考核评分应按本标准附表 B汇总；

2 基础台账与资料检查考核评分应按本标准附表 F计分；

3 运维作业及设施保障考核评分应按本标准附表 G计分。

8.0.7 运维质量考核评价应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 3个等级，评价等级应符

合表 8.0.7 的规定。

表 8.0.7 运维质量考核评价等级

等级 评价项目 评价指标

优良

亮灯率等 亮灯率、设施完好率、功率因数均高于本标准第 8.0.2 条要求。

照明质量 路面照度、均匀度、环境比、眩光限值符合本标准第 8.0.2 条要求

接地电阻 接地电阻检测 100％符合规定。

基础台账与资料 基础设施与资料检查按本标准附录 F评分达到 100 分。

运维作业及设施保障 运维作业及设施保障按本标准附录 G评分到达 100 分。

合格

亮灯率等 亮灯率、设施完好率、功率因数均符合本标准第 8.0.2 条要求。

照明质量 路面照度、均匀度、环境比、眩光限值符合本标准第 8.0.2 条要求

接地电阻 接地电阻检测 100％符合规定。

基础台账与资料 基础设施与资料检查按本标准附录 F评分达到 90 分或以上。

运维作业及设施保障 运维作业及设施保障按本标准附录 G评分到达 90 分或以上。

不合格

亮灯率等 亮灯率、设施完好率、功率因数有 1项不符合本标准第 8.0.2 条要

求的；

照明质量
路面照度、均匀度、环境比、眩光限值有 2 项超过标准值的±10%

以上的。

接地电阻 接地电阻检测有不符合本标准规定的。

基础台账与资料 基础设施与资料检查按本标准附录 F评分在 90 分以下。

运维作业及设施保障 运维作业及设施保障及时按本标准附录 G评分在 90 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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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移交验收

9.0.1 城市道路照明工程移交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

准》CJJ45 和《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CJJ89 的相关要求。

9.0.2 道路照明工程竣工移交验收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已经完成道路照明工程设计和施工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2 具有完整的技术档案资料；

3 工程使用的主要电气材料和设备的技术文件及检验试验报告；

4 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工程质量合格的文件；

5 其他需提供的竣工技术资料。

9.0.3 对移交验收工作中发现的缺陷问题，应及时用书面通知移交单位，并限

期整改完毕，经复查合格后，应按本标准附录 H书面签署城市道路照明工程移交

验收表。

9.0.4 道路照明设施移交验收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项目规划批准文件；

2 工程设计图纸；

3 预算、决算；

4 合同与协议；

5 开工、竣工报告；

6 隐蔽工程验收资料；

7 竣工图纸；

8 主要设备、材料说明书及质保书；

9 各种测试记录；

10 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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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道路照明设施和器具预期使用年限

A.0.1 道路照明设施和器具预期使用年限可按表 A.0.1取值。

表 A.0.1 道路照明设施和器具预期使用年限一览表

注：道路照明设施具体使用年限应结合现场环境和气候条件，依据设备实际使用状况来确定。

序号 设施种类 设施名称 预期使用年限

1
监控设施

光采集器 5 年

2 路灯监控终端 6 年

3

配电设施

箱式变电站 15 年

4 变压器 20 年

5 地埋式变压器 10 年

6 照明控制箱（柜） 15 年

7 交流接触器 10 年

8 避雷器 5 年

9

配电线路

铜质架空线 20 年

10 铝质架空线 10 年

11 架空线金具 10 年

12 铜芯电缆 20 年

13 铝芯电缆 10 年

14 铝合金电缆 15 年

15

灯杆、灯具、光

源

钢质灯杆、灯架 15 年

16 铝合金灯杆、灯架 20 年

17 高压钠灯（光源） 20000 小时

18 LED 灯具 40000 小时

19 气体放电灯灯具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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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设施运维综合检查评定

B.0.1 道路照明设施运维质量可按表 B.0.1进行综合检查评定。
表 B.0.1 设施运维综合检查评定汇总表

说明：1.亮灯率评分：满足评定要求取 100 分，不满足评定要求时得分=实测亮灯率/标准亮灯率（主干道

取 98%，其他道路取 96%）×100，实得分＝a×权重+b×权重。

2.照明质量：满足评定要求取 100 分，不满足评定要求时得分=实测达标率/标准达标率（既有道路取

90%，新建道路取 100%）×100，实得分＝a×权重+b×权重。

3.控制系统、台账资料、作业设施保障按检查实得分乘以权重。

4.报修及时处理率不小于 90％得 3 分，及时处理率达 95％及以上得 5分。

指标名称 评分标准 评定内容 得分 权重 实得分 备注

亮灯率 表 C.2

a、主干道亮灯率 15%

b、其他道路亮灯率 15%

设施综合

完好（M6）
表 D.0.6 设施综合完好率 30%

控制系统 附录 E 控制系统维护 5%

台账资料 附录 F 日常各类基础资料 5%

作业设施

保障
附录 G 作业及设施保障 10%

照明质量
a、既有道路达标率 10%

b、新建道路达标率 5%

报修及时

处理率

本标准第

4.4.5 条

报修及时处理率不小

于 90％
5%

权 重 汇 总 得 分 100%

评定意见

检查人员

签字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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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月度和年度亮灯率检查评定

C.0.1 城市道路照明亮灯率可按表 C.0.1 进行月度检查评定，并应按表 C.0.2

进行年度汇总评定。
表 C.0.1 月度亮灯率检查表

序号 主干道/其他道路名 查灯数 灭灯数 亮灯率 备注

1

2

3

4

5

……

月度亮灯率合计：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表 C.0.2 年度亮灯率汇总表

填 表： 日期： 年 月 日

月份
占全市主干道/其他道路

路灯总数（％）
查灯数 灭灯数 亮灯率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亮灯率合计

说明：1、亮灯率＝（抽检总灯盏数－灭灯盏数）/抽检总灯盏数×100%；

2、检查时主干道、其他道路各填一张表；

3、年度亮灯率汇总表中查灯数和灭灯数均为每个月所查亮灯率的汇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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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维评分标准

D.0.1 配电设施完好状况宜按表 D.0.1 进行评定。
表 D.0.1 配电设施完好状况评定表（M1）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评 定 标 准 标准分 扣分 得分

1

配电间（室）：

警示标志不齐全扣 0.1；门窗破损、房屋渗漏水扣 0.3；室内电

缆沟排水堵塞扣 0.2；沟内有垃圾或盖板破损扣 0.2；沟内等金

属支架锈蚀扣 0.1；穿越墙体绝缘套管破损扣 0.1；配电柜前绝

缘胶垫破损扣 0.1；消防设施过期扣 0.1；室内乱堆杂物扣 0.2。

30

2

变压器：

安全标识破损扣 0.1；熔断器铸件或瓷件裂纹扣 0.3；油浸式变

压器渗油扣 0.3；防水和导油孔不畅通扣 0.2；干燥器硅胶失效

扣 0.2；电缆室排水孔堵塞扣 0.2；操作机构等可动元器件不灵

活扣 0.3；绝缘导线老化扣 0.1；中性点接地电阻不达标扣 5。

30

3

配电箱、柜：

箱体及金属构件锈蚀扣 0.3；箱柜门锁、机械、电气闭锁装置不

灵活扣 0.2；应急照明损坏扣 0.1；柜体进出线孔洞封堵损坏扣

0.1；接触器、开关、熔断器等电器动、静触点松动、躁声过大

扣 0.2；接线桩头等部件变形缺损、发热变色扣 0.3；接线端子

有 3 个及以上线头或松动损坏扣 0.3；箱内一、二次线中间有接

头扣 0.2；仪表破损、指示不正确扣 0.1；电容柜运行不正常，

有渗漏现象扣 0.2；信号灯、故障报警信号不可靠扣 0.2；熔断

器瓷件破损扣 0.2；无警示标志牌扣 0.1；箱柜体混凝土基础开

裂破损扣 0.1；箱柜体及金属构件锈蚀扣扣 0.2；箱变围栏破损、

警示标牌丢失扣 0.1；超负荷运行或负荷分配图丢失扣 0.2；一

二次线路图缺失扣 0.5；光控或时控失效扣 0.5；箱门无接地软

线扣 0.5；非法外接电扣 1；保护接地电阻不达标扣 3。

40

4 合 计 100

说明：每检查 10 处配电设施填写本表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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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2 线路、管道、工井完好状况宜按表 D.0.2 进行评定。
表 D.0.2 线路、管道、工井完好状况评定表（M2）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评 定 标 准 标准分 扣分 得分

1

架空线路：

拉线有锈蚀，松弛现象扣 0.1；架空导线弧垂不符合规定，有断

股扣 0.1；更换的导线与原导线材质、截面、绞向不一致扣 0.3，

同一档内导线的接头超过 1个扣 0.2；架空线有裸铜线扣 1；瓷瓶

缺损，有裂纹，瓷瓶绑线有松脱现象扣 0.2；横担、瓷瓶、抱箍、

拉线等紧固螺栓有松动和严重锈蚀现象扣 0.2；更换灯头引流线

时，引流线截面应不低于原引流线截面，引流线应坚固、规范，

不符合扣 0.2；架空线路引入地下保护管，有锈蚀现象扣 0.1；保

护管在地面以上部分长度小于 2.5m，不符合扣 0.3；中间重复接

地电阻不达标扣 3；架空线路周围有影响线路正常运行的树木，

最小安全距离不符合规范扣 0.2。

20

2

电缆线路：

因绿化、修路、地面沉降、泥土流失以及地面堆积物等引起的断

裂、裸露、下沉等异常现象扣 2；电缆线路在地上部分的钢带、

保护管、固定设备严重锈蚀扣 2；铠装接地电阻不达标扣 5；直埋

电缆标志桩缺失扣 0.5；电缆标志牌缺失、字迹不清楚扣 0.5；电

缆和电缆接头绝缘层破损或老化、松散扣 1；电缆线路更换与原

线路规格、材质不相同扣 5。

40

3

电缆沟：

沟盖板破损或缺失扣 0.5；沟内壁粉刷剥落扣 0.5；沟内有异物、

积泥扣 0.5；井内的电缆浸泡在水里扣 0.5；电缆支架、固定螺栓

锈蚀松动扣 0.5；金属桥架锈蚀或盖板缺失扣 0.5；沟内重复接地

电阻不达标扣 3。

20

4

工作井：

井盖破损或缺失扣 0.5；井壁粉刷剥落扣 0.5；井内有异物、积泥

扣 0.5；井内的电缆浸泡在水里扣 0.5；电缆在电缆井内应留有等

于工作井半周长的余量，不符合扣 1；电缆角钢支架、固定螺栓

锈蚀、松动扣 1；电缆接头有发热烧坏痕迹扣 0.5；井内接地保护

装置锈蚀扣 1；井内重复接地电阻不达标扣 3。

20

5 合 计 100

说明：架空线路和电缆线路每检查 5km 线路填写本表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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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 照明器具完好状况宜按表 D.0.3 进行评定。
表 D.0.3 照明器具完好状况评定表（M3）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评 定 标 准 标准分 扣分 得分

1

灯具外売损伤、变形扣 0.1、油漆剥落、锈蚀扣 0.2；透明罩明

显划痕或裂纹扣 0.1；透明罩掉落扣 0.2；灯罩脱落悬空扣 1；

灯具固定压板锈蚀扣 0.1，紧固螺母松动或灯歪斜扣 0.1；灯罩

无防坠落装置扣 0.2、锈蚀扣 0.1；LED 灯具外壳散热槽内积垢

扣 0.1。

30

2

灯具内导线、悬臂灯架引下线和管内导线绝缘有破皮、开裂等有

一处扣 0.1，管内导线中间有接头扣 0.1；悬臂灯架引下线瓷瓶、

熔断器破损扣 0.1。

10

3
光源灯头座破裂扣 0.1；电器元件固定螺栓松动扣 0.1；灯头座

中心点接零线扣 0.2。
5

4 灯罩内反光器变形断裂扣 0.1，有积污扣 0.1。 5

5

电容器、电子触发器、镇流器等与光源不配套扣 0.2、接线端子

瓷柱破裂螺栓锈蚀扣 0.1；电容器损坏不更换扣 0.2；LED 模组

色温、功率与原模组超过允许偏差扣 0.1；LED 电源、模组不配

套扣 0.1。

10

6
庭院灯具透明罩破碎、裂纹扣 0.1；灯具外売损伤、变形扣 0.1；

油漆剥落、锈蚀扣 0.1；灯罩卡口橡胶圈老化、罩内有积水扣 0.2。
20

7

高架路、桥防撞护栏嵌入式路灯外売损伤、变形扣 0.1、油漆剥

落、锈蚀扣 0.1；透明罩破碎、裂纹扣 0.2；接线箱体锈蚀、绞

链脱落扣 0.1；箱门丢失未补扣 0.2；箱内熔断器外売破裂或固

定螺钉松动或缺扣 0.1。

15

8

墙灯灯具评定标准按序 1～5 要求评定；墙灯架线横担、螺栓锈

蚀扣 0.1；架线横担固定松动扣 0.2；绝缘子破损扣 0.1；导线

绝缘有破皮、开裂扣 0.1。

5

9 合 计 100

说明：1、LED 除模组、电源等专用器件外，灯具外壳、导线等评定标准相同。

2、每检查 200 盏照明器具填写本表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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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4 灯杆及金属构件完好状况宜按表 D.0.4 进行评定。
表 D.0.4 灯杆及金属构件完好状况评定表（M4）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评 定 标 准 标准分 扣分 得分

1
混凝土杆身有裂缝、破损露筋扣 0.3；杆顶未封堵扣 0.1；杆体

回填土松动使杆倾斜扣 0.1。
10

2

金属灯杆杆身锈蚀 15％及以上扣 0.1，喷塑脱落或油漆剥落扣

0.1；基础法兰螺母松动、锈蚀扣 0.1；灯杆混凝土基础周围土

地松动有露筋扣 0.2；混凝土包封不完整扣 0.1。灯杆被碰撞局

部变形后未及时更换扣 1；金属灯杆接地电阻不达标扣 0.3。

25

3

高杆灯传动机构钢丝绳锈蚀扣 1；有断股或损伤扣 2；电动机、

变速箱支架锈蚀、松动扣 1；变速箱油质污染、缺油扣 2；卷筒

排绳装置失灵扣 0.2。

15

4

高杆灯升降不灵活扣 0.3；自动挂脱钩机构异常扣 2；限位开关

触点不动作扣 0.5；防坠落保护装置坠落制动距离大于 1.5m 扣

0.3。

10

5

中高杆灯盘锈蚀或变形扣 0.2；固定螺栓锈蚀松动扣 0.1；灯罩

评定标准按表 D.0.3 表 1～5要求评定；灯具上下层有光束遮挡

扣 0.2；投射方向错位扣 1；盘内导线无固定支架或排列凌乱扣

0.1。

10

6

电动倾倒式灯杆限位装置失灵扣 0.5；运行到位不能切断电源扣

0.5；液压传动蜗轮蜗杆传动保护装置不动作扣 0.3；液压油缸

升降回缩量大于 3mm 扣 0.2；有漏油现象扣 0.2；液压倾倒油管

路系统有凹痕及压变现象扣 0.3。

10

7

中高杆灯混凝土基础破损或露筋扣 0.3；周围回填土松动扣 0.2；

法兰盘固定螺母锈蚀或松动扣 0.3。中高杆灯接地电阻不达标扣

0.3。

5

8
灯杆检修门防盗装置或饺链损坏扣 0.1；门丢失扣 0.2，杆上编

号不完整、不规范扣 0.1；无编号扣 0.1；有外接线路扣 1。
15

9 合 计

说明：每检查 200 杆填写本表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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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5 设施完好率季度检查宜按表 D.0.5 进行评定。
表 D.0.5 设施完好率季度检查表（M5）

D.0.6 设施综合完好率年度汇总宜按表 D.0.6 进行评定。
表 D.0.6 设施综合完好率年度汇总表（M6）

填表： 年 月 日

季度 评分标准 评定内容 得分 权重
实 得

分
备注

表 D.0.1 M1 配电设备完好状况 25%

表 D.0.2
M2 线路、管道、工井完

好状况
15%

表 D.0.3 M3 照明器具完好状况 40%

表 D.0.4
M4 灯杆及金属构件完好

状况
20%

权 重 汇 总 得 分 100%

说明：设施运维评分标准表见本标准附录 D，设施综合完好率计算公式：

设施综合完好率＝0.25M1＋0.15M2＋0.40M3＋0.20M4。

检查人员

签字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季度 设施完好率得分 备注

1

2

3

4

年度得分

说明：年度得分即为季度得分的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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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控制系统维护检查考核评定

E.0.1 道路照明控制系统维护质量可按表 E.0.1 进行检查考核评定。
表 E.0.1 道路照明控制系统维护检查考核评定表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分类 内容 内容子项 标准分 扣分 实得分 备注

设施

单灯终端

上线率不达标扣0.5；自动或手动巡测、

选测失效扣 0.3；数据采集明显不正常

扣 0.3。

20

集中控制

/远程启闭

终端

掉线每处扣0.5；控制器存储数据丢失、

抗干扰能力差扣 0.2；数据采集分析、

运算、统计、处理等功能低下扣 0.3；

数据传输速率慢、精度低扣 0.2；声光、

防盗、火灾报警误报率大于 1％扣 0.5；

自动或手动巡测、选测失效扣 0.3；线

路启闭不正常扣 1。

25

平台（监

控中心）

各模块运行不正常扣 1；UPS 电源工作

不正常扣 0.2；防雷、接地保护失效扣

0.3；发射杆塔等金属构件锈蚀扣 0.2；

保护接地电阻不达标扣 3。

20

巡查

每月检查集控终端设施总数的 10%，未

达标的扣 2；发现问题未及时处理的每

次扣 1。

10

台账

各种规章制度不健全的，缺一项扣 1，

并应补全；值班记录、调光记录等齐全，

缺一项扣 1；亮灯率、节能等数据分析

记录齐全，缺一项扣 1。

10

安全
发生非管理人员操作的扣 5；被入侵、

被劫持扣 10；其他安全事件酌情扣分。
10

宣传与荣誉 正面报道可酌情加分。 5

得 分 100

说明：1、考核评定可通过现场检查，结合平台远程监测进行。
2、年度考核评定分数由各月度分数算术平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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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基础台账与资料检查考核评分表

F.0.1 道路照明运维基础台账与资料可按表 F.0.1 进行检查考核评定。
表 F.0.1 道路照明运维基础台账与资料检查考核评分表

序号 基础台账名称 分值 评分 备注

1 道路照明设施基础资料台帐（灯杆、灯具、配电等） 10

2 道路照明设施拆除、占用、防盗、外接电等台账 10

3
道路照明设施日常巡查台账（变配电、架空线、电缆

线、工井、灯杆等）
10

4 道路照明设施日常巡修台账（灯具、控制器、配电等） 10

5
道路照明设施检测台账（接地检测、绝缘检测、照明

质量检测等）
10

6 应急巡查和应急抢修台帐 5

7 报修及时处理情况 10

8 人员台帐（含社会保险和意外保险） 5

9 机械设备台帐 5

10 检测仪器、安全防护用品、劳保用品保养记录 5

11 各类安全制度、应急预案 10

12 月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5

13 宣传和荣誉 5

14 合 计 100

说明：根据表中项目对基础台账与资料进行检查，如该项目台账与资料缺失则该项目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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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运维保障考核评定

G.0.1 道路照明运维保障措施考核评定可按表 G.0.1 进行。
表 G.0.1 道路照明运维保障考核评分表

序号 考核内容和标准 分值 评分 备注

1
运维作业中安全措施到位，特种作业需持证上岗，发现一起无

证上岗的扣 1 分。
5

2
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品、劳保用品，发现一起违规行为的扣 1

分。
5

3
因线路、配电设施故障在规定时间内无法修复，将造成大面积

灭灯，应当立即报告相关部门，否则有一起扣 2 分。
10

4
专项维修将造成大面积灭灯的，应提前 3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

式报告相关部门，否则有一起扣 2 分。
10

5
配备 24 小时值班人员，单灯报修等一般故障 24 小时修复，未

在规定时限内修复有一起扣 1 分。
10

6
配电、线路故障 2 小时内赶至现场处理，进行无间断抢修直至

故障排除，必须在 48 小时内完成，否则有一起扣 2 分。
10

7

因设施故障需开挖路面、土建施工等因素，应采取措施缩小亮

灯影响范围，并在 5 日之内修复，未按时完成的有一起扣 3 分。

因变压器等设施故障应及时通知电力系统抢修，未通知有一起

扣 2 分。

10

8
因天气等自然灾害造成不可抗拒事故，应按单位应急预案及时

组织抢修，未按应急预案抢修扣 2 分，抢修不得力不得分。
10

9 未经批准严禁擅自白天开灯检修，发现一起扣 2 分。 10

10
当月应无安全事故发生，发现轻伤事故有一起扣 2 分；轻伤以

上事故有一起扣 5 分；伤亡事故有一起不得分。
10

11 发生媒体曝光有一起扣 5 分。造成恶劣影响不得分。 10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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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城市道路照明工程移交验收表

H.0.1 城市道路照明工程宜按表 H.0.1 进行移交验收。
表 H.0.1 城市道路照明工程移交验收表

验收日期：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验收项目 验收依据 检测值及验收意见 备注

检测

项目

路面平均照度

应符合设计要

求和 CJJ45 的

相关规定

路面照度均匀度

照明功率密度值（LPD）

系统功率因数

线路末端电压值

系统三相负荷电流平衡

度

检查

内容

供配电装置

试 运 行 应 正

常，并符合设

计 要 求 和

CJJ89 的规定

智能监控系统

架空线路

电缆线路

接地接零安全保护

灯杆灯具

节电率（改建项目）

验收

结论

验收

人员

签字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管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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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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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 《起重机 钢丝绳 保养、维护、检验和报废》GB/T 5972

3 《用电安全导则》GB/T 13869

4 《电击防护装置和设备的通用部分》GB/T 17045

5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GB 26860

6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运行维护标准》GB/T 51314

7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 45

8 《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CJJ 89

9 《建设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CJJ/T 117

10 《城建档案业务管理规范》CJJ/T 158

11 《高杆照明设施技术条件》CJ/T 457

12 《道路照明灯杆技术条件》 CJ/T 527

13 《城市道路施工作业交通组织规范》GA/T 900

14 《LED 城市道路照明应用技术规范》T/CME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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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政工程协会团体标准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行维护技术标准

T/CMEA×××—××××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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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行维护技术标准》T／CMEAXXX-XXXX 经中国市政工程

协会 2021 年 X 月 X 日以 XXX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编写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长期以来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行维护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常州、上海、杭州等城市地

方标准和张华、倪磊主编的《城市照明运行维护管理》等专业论著。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管理、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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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行维护技术标准》编

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

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标准正文同等

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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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文为制定本标准的目的。道路照明设施是现代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

良好的道路照明环境对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方便市民夜间出行、提升人民生活品

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标准的实施可以有效地规范城市道路照明运维行为，

改善城市道路照明质量，确保道路照明设施安全正常运行。

1.0.2 本条为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于已竣工验收且交付使用的电

压 10kV 及以下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运行维修工作，不适用于城市道路照明设施

的专项维修（大修或改造）。

1.0.3 本标准主要面向各级城市照明管理部门以及各从事道路照明设施运维工

作的单位，用于指导运行维护的日常工作。运维单位和作业人员必须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电力安全工作规

程》GB 26860、《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 45 、《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

验收规程》CJJ 89 等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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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 本标准界定的术语包括 13 个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维的常用术语。《城市道

路照明设计标准》CJJ 45 、《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CJJ 89、《电

气安全术语》GB/T 4776 和城市照明自动控制系统技术规范 CJJ/T 227 中界定的

相关术语和定义均适用于本标准，为避免重复，不一一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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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运维单位应根据维护范围和设施数量设置专业机构，配备相应的管理人

员、专业技术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运行维护装备。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

衡，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差别较大，运维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及

能力和运维装备参差不齐，故各地应根据当地实际管理需求和运维内容，制定运

维单位所需的人员、车辆和装备的具体数量。

道路照明设施运维单位应取得由当地住建部门颁发的建筑机电工程专业承

包资质（根据 2020 年 11 月 30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企业资

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原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合并为建筑机电

工程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资质对企业资产、

企业主要人员、企业工程业绩都有一定要求。从事城市道路照明运行维护资质要

求应为建筑机电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乙级（或以上）。

3.0.2 运维单位负责当地的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维护，应建立道路照明设施的管

理体系和控制体系，包括人员设置、岗位职责、职工福利、证件年检、材料堆放、

货物存取、车辆使用、安全生产、档案资料等管理制度。设置各项设施运维管理

规章制度，包括人员考勤、日常工作、应急处理、安全作业、教育培训等。

3.0.3 本条主要目的是要求运维单位维修人员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一般情

况下，维护人员白天巡查道路照明设施，夜间维修故障灯具。如果白天送电维护

检修，可能发生涉电安全事故，并发生因白天亮灯而引起市民投诉的情况，因此

一般禁止白天送电维修道路照明设施，特殊原因确需白天送电检修的，需向监管

部门申请批准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备。

3.0.4 道路照明设施的维修更新应与原设施保持一致。为便于巡查和检修，道

路照明设施均应标识齐全、字迹清晰，易于识别记录。在保证照明效果和质量的

前提下，鼓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3.0.5 设施检测包括设施接地电阻、线路绝缘、灯具照明质量等。

3.0.6 道路照明设施应由灯具、灯杆、配电线路、变配电设备和控制系统等部

分组成，也包括工作井、地面电缆桩等附属设施。



48

4 运维内容

4.1 一般规定

4.1.1 运维单位应根据运维要求和管理要求，开展道路照明设施巡查、巡修和

检测工作。运维单位应结合自身人力、车辆和环境条件，做好合理的巡查计划，

巡查应包括管理的所有道路照明设施，以现场查看为主，遇到有可能损坏的道路

照明设施，应检查道路照明设施的完好，需要立即修复的应及时修复，无需或无

法立即修复的，可记录问题，安排其他时间检修或巡修。设施巡修主要针对灭灯

故障，夜间现场查看或利用信息化技术获取灭灯信息，在故障处理时限内，运维

单位制订好巡修计划，做好巡修工作，及时修复故障路灯。设施检测应定期开展，

运维单位需制订好检测计划，按时检测。

4.1.2 运维单位应根据管辖范围的路灯设施，建立应急巡查和应急抢修体系，

满足路灯设施运维要求和管理要求。

4.1.3 运维单位应根据运维范围内的设施，配备齐运维所用的车辆、设备和检

测工具。

4.1.4 本条涉及了其他运维工作，如第三方迁移、拆除道路照明设施事宜，应

按当地管理要求办理申请流程。确需要增补道路照明设施和设置临时照明设施

的，相关部门应另行安排相应资金解决。修复其他施工损坏、交通事故损坏及被

盗的道路照明设施，按各地实行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协调解决。运维单位应根

据运维要求和管理要求，做到事前核实，事后确认。

4.2 设施巡查

4.2.1 设施巡查应该为设施运维内容的日常工作，不仅应巡视设施本身的完好，

还需关注设施附近的其他施工对设施正常运行的影响。

4.2.2 对于本条设施巡查发现的行为应立即制止，已经发生的情况应整改处理。

4.2.3 本条规定了设施巡查的最低频率。

4.2.4 对于设施巡查发现的道路照明设施损坏（如灯具脱落、管线损坏、灯杆

顷斜、倒伏等），应首先做好事故现场保护，排除安全隐患，防止事故扩大，避

免造成二次伤害，确保行人及车辆安全，然后视损坏状况做好检修计划，及时修

复或更换受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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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设施巡修与检测周期

4.3.1 设施巡修应确保安全作业。在设置了监控系统的条件下，单灯故障和亮

灯率可以在监控系统上自动进行，大幅提高巡修效率。

4.3.2 巡修主要目的是修复巡查发现的单灯故障和系统性故障，恢复亮灯。若

巡修发现系统性故障并且在现场无法通过有效方法处置，则需要及时报请抢修。

4.3.3 本条规定的巡修频率为最低巡修频率要求。

4.3.4 本条规定了设施检测的内容和频率。

4.4 应急巡查

4.4.1 设施运维单位应根据当地地理、气候、经验等实际情况制定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应针对突发事故、气象灾害、节日保障、大面积灭灯、变配电设施故障

和其他紧急任务等状况，制订应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应急预案的主要内容应包

括：应急机构及其职责、预警信号分级、预警防御措施、应急响应分级、应急响

应行动、应急处置措施、应急信息报送、应急善后处置及应急队伍建设等。

4.2.2 应急巡查期间应根据日常维护经验检查设施的运行状况，巡查变配电设

施和配电线路是否正常。对于因自然灾害受损的设施应做好统计工作。

4.4.3 如有重大群众性节日活动，则应提前巡查重点保障路段的设施，并做好

急照明保障预案。因汛期或气象灾害而开展的应急巡查应重点关注低洼易涝路段

的设施，如果出现水淹情况，应根据应急预案做应急处理。

4.4.4 应急抢修的基本目的是尽快恢复道路照明的基本功能和确保设施运行安

全，其过程中不排除采取应急措施或临时处理，设施存在某些缺陷，需要后期弥

补。运维单位应通过系统报警、设施巡查、群众报告、其他部门通知等手段及时

了解险情，并采取应急抢修措施。

4.4.5 本条规定了设施故障报修的响应时间。

4.4.6 应急抢险任务应做好内容记录并存档，以方便日后运维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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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路照明设施运维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运维单位应依据道路照明工程的竣工图、设计文件、设备材料技术文件

等资料，做好道路照明运维工作。

5.1.2 道路照明设施被撞击受损，应及时到场处理，不能修复的应更换处理。

5.1.3 接地良好可靠是道路照明设施安全运行的可靠保障，接地装置必须有足

够的机械强度，满足不平衡电流及谐波电流的要求。

5.1.4 灯臂、灯杆、灯盘内的上引线如果有接头，当接头老化时，可能发生线

头碰杆情况，从而导致灯杆带电，引发触电事故。

5.1.5 设施巡查时发现设施周边存在开挖施工的，应主动跟踪施工情况，评估

施工对设施可能的影响，确有影响的应采取保护措施。

5.1.6 道路照明灯杆等装置上设置标牌、宣传条幅等外挂装置时，设置人需根

据灯杆状况进行专项安全评估。运维单位开展设施巡查时，应经常检查外挂装置

的安全性和对设施的影响。

5.1.7 设施一般应有独立的接线箱、管沟和工作井，如因特殊原因，存在公共

接线箱、电缆沟和工作井的，应注意将道路照明设施线缆、电器装置与其他设施

相互隔离，确保道路照明设施的独立运行。

5.1.8 本条规定道路照明系统中主要设备或器具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的预期使用

年限。在该年限内，灯具的光源、电源装置及其他易损件根据照明设施使用情况

可能会有数次更新。

道路照明设施逾期使用时，应根据日常维护情况，对逾期使用的设施加强检

查，并对光衰严重的灯具进行能效评估。

5.1.9 本条规定所有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均应建立档案资料，特别是高杆灯和多

功能灯杆档案资料应完整、准确、真实，应详细记录其投入使用年线、使用功能、

维护保养时间和更换配件内容。

5.2 常规灯杆

5.2.1 一般灯杆维护重点关注其结构的安全和完好。灯杆受到大风、搭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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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刮蹭等外力和环境影响，可能产生形变、构件松动或位移、防腐层破损的情

况，需要通过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保养和维修。

5.2.2 杆内接线松动、螺栓锈蚀可能导致导线过热烧毁，甚至因导体触碰灯杆

引起杆体带电，在巡查中应重点关注。

5.2.3 灯杆基础的维护直接影响灯杆稳定性，同时基础预埋螺杆、设置于硬铺

装以下的灯杆法兰和紧固螺母等构件的防腐直接影响灯杆结构安全和使用寿命。

灯杆基础周围堆土等运行环境的变化可能影响检修门开启或导致雨季进水。

5.3 高杆照明设施

5.3.1 本条规定了高杆照明设施杆体结构、接地装置、电缆的维护要求。

5.3.2 高杆照明设施的传动机构用于灯盘的升降，传动结构的安全可靠关系到

维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及维护工作的正常开展，需要定期检查、传动试验和养护。

5.3.3 高杆灯灯盘维护需要将灯盘降下，可结合灯杆传动机构的维护同步开展。

5.3.4 高杆灯基础固定螺栓受环境影响容易出现锈蚀、磨损等情况，影响结构

安全，需要重点关注。

5.4 多功能灯杆

5.4.1 多功能灯杆涉及多种挂载设施、多个产权单位，建立综合管理平台有利

于规范高效管理。

5.4.2 灯杆挂载设备带来荷载的增加，需要进行结构安全校验，并尽量采用小

型、轻量设备，减小对灯杆结构安全的影响。

5.4.3 强、弱电分开可减少强电对弱电的干扰，同时提升设施设备运行的安全

可靠性。

5.5 灯具

5.5.1 每盏灯装设熔断器，是为了确保在单个光源、电器或线路故障时，能够

及时切断该故障灯电源，不影响其它线路正常工作，使得故障影响范围最小。

5.5.2 本款是对气体放电灯具运维要求。

5.5.3 本条是对 LED 道路照明灯具运维要求。

5.5.4 高架路和桥梁在行车时振动明显，灯具有必要在正常紧固措施的基础上，

采取额外的防震措施、防坠落装置，维护时应检查防震措施、防坠落装置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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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巡查时，应注意高架桥和桥梁上灯杆有无被撞损坏情况。

5.5.5 隧道内受到灰尘、渗水、车辆尾气等影响，灯具受到污染较严重时，需

要增加清洁次数。

5.5.6 熔断器是一种过电流保护装置。使用时，将熔断器串联于被保护电路中，

当被保护电路的电流超过规定值，并经过一定时间后，由熔体自身产生的热量熔

断熔体，使电路断开，起到保护的作用.广泛应用于低压配电系统和控制系统及

用电设备中，作为短路和过电流保护，是应用最普遍的保护器件之一。表 5.5.6

列出道路照明常用熔断器熔断体规格，

5.6 变配电设施

5.6.1 国内许多地区道路照明设施采用专用变压器供电，变压器一旦发生故障

将引起数十盏甚至数百盏路灯停电，变压器的维护是设施运维的重要环节。

5.6.2 变压器在发生严重异常时，应立即通过操作上级开关或熔断器将变压器

停电，以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再做进一步处置。

5.6.3 本条电压偏差参照的是《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GB/T 12325 的相关

规定。

5.6.4 本条是对箱式变电站、配电箱箱体运维的技术要求，其中箱体接地电阻

要求针对的是金属箱体。

5.6.5 地下式变电站主要应用于地面空间有限或对地面景观有特殊要求的地

段。为确保在汛期内地下式变电站的正常运行，需要着重关注其水位监测和排水

装置的运行状况。

5.6.6 配电室进出线管孔做好封堵，能够有效防止小动物、雨水等进入配电室，

封堵装置需要定期进行检查。

5.6.7 配电箱采用较高的防护等级，能够防止雨水、灰尘进入，有利于箱内开

关电器和监控终端等的可靠运行。箱体和门保护接地主要是针对金属箱体的要

求。

5.7 配电线路设施

5.7.1 电缆故障是引起路灯大面积灭灯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外力破坏又是造

成电缆故障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维护中需要高度关注电缆线路路径上工程施工等

可能引起电缆机械性损伤的环境因素。

5.7.2 在电缆故障中，电缆接头的问题占比较多。日常维护、抢修作业中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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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缆接头，应确保良好的导体接触和绝缘防水性能。

5.7.3 井盖承重要求参照《检查井盖》GB/T 23858 要求执行。

5.7.4 高架路和桥梁上车流量大、车速快，维护人员可操作空间小，开展巡查、

检修和维护工作时，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交通事故发生。

5.7.5 架空线路的树枝挤压剐蹭线路不仅影响道路照明效果，而且给线路安全

运行和人身安全带来威胁，需要及时修剪树枝。修剪后树枝应与带电线路保持安

全距离，必要时先对线路停电后再进行修剪。

5.8 控制系统

5.8.1 控制系统的应用有利于提升道路照明运维精细化水平，关系到整个道路

照明系统的开关灯控制和正常运行，运维单位需要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和制度，

配备专业人员，按规程开展日常维护、检查和升级，做好网络安全防护，确保系

统正常运转。

5.8.2 UPS 电源为智能照明控制系统中重要设备提供不间断电源，加强日常维

护和确保正确使用，才能确保应急情况下的可用性，并延长其使用寿命。

5.8.3 本条规定了实时检测系统运维要求。

5.8.4 本条规定了单灯控制系统运维要求。

5.8.5 本条规定了电子门禁系统运维要求。

5.8.6 本条规定了电子号牌系统运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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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管理

6.1 一般规定

6.1.1 运维单位应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要包括：

1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组织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 制定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运维作业操作规程；

3 保障安全生产经费投入；

4 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

5 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6 完善设施设备与运维作业安全管理；

7 履行应急救援和事故报告义务。

6.1.2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维行业特种作业主要包括：电工作业、高处作业等，

根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 30 号）,特种作业人员在参加培训前必须到当地县级以上医院进行体检，体

检合格者方可参加与其所从事的特种作业相应的安全技术理论培训和实际操作

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特种作业人员不得伪造、涂

改、转借、转让、冒用特种作业操作证或者使用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并经过实际操作培训，无证上岗

和违章作业容易引发安全生产事故,对操作者本人和他人的人身安全及设施设备

的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害，所以必须持证上岗，严禁无证操作和违章作业。

6.1.3 带电作业、高处作业、占道作业、夜间作业是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维行

业最常见的运维作业，也是安全风险较高的作业方式，为保障作业人员的安全，

运维单位必须提供符合规范要求的安全防护措施和安全防护用品，作业人员在每

次使用前对安全防护用品进行检查，并且正确使用。

6.2 设施安全保护

6.2.1 变压器、配电柜、金属灯杆、金属灯座、照明灯具的金属外壳等电气外

露金属部分必须与保护导体相连接，防止发生运维人员和行人误触有电设备造成

人身伤亡和设备事故。本条提到的电气设备的金属部分采取接地保护后，可以有

效地防止在电气装置的绝缘部分破坏时造成人身触电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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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接地体（线）是保护人身和设备安全的重要装置。必须具备足够的导电

截面和一定的机械强度，因此本条对接地线的使用做了具体的规定。

6.2.3 如果维修过程中发现有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混接情况，应该做好统计并

申请资金逐步解决此种线路问题。

6.2.4 本条款是为了防止运维人员误触带电装置而导致的触电事故。

6.2.5 本条参考现行国家标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 的规定。

6.2.6 单相开关如果装在零线上，断开开关时，设备上仍然有电，因此本条规

定了熔断器和开关应装在相线上。零线上如果装设熔断器或开关，则零线随时可

能断开，容易造成人身触电事故。

6.2.7～6.2.10 对接地方式参考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程》CJJ 89 的相关规定。

6.2.11 本条规定了可作为接地装置的自然接地体。

6.3 运维作业安全防护

6.3.1 本条规定了户外安全文明运维作业的基本要求。

6.3.2 凡在离坠落地面基准面 2m 及以上的维护工作，都应视作高处作业。本条

规定高处作业的安全防护要求：

1 本条强调了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使用安全带。

2 先对杆根部和基础进行检查，确认安全后再登杆操作；

3 架空线路维修作业时，线路上设置临时接地，可防止误操作使线路上带

电造成触电。为避免误操作本条规定作业前应进行验电，作业时应“无电当作有

电”操作；

4 在陡坡、杆塔、吊桥以及其他危险的边沿工作时，危险系数较高，应在

临空一面应装设安全网或防护栏杆，工作人员必须使用安全带。

6 在高处作业时，为防止落物伤人，制定本条规定。

9～11 规定了高空作业车的安全、操作要求。

6.3.3 在夜间维护作业时，作业人员、设备、作业现场的安全尤为重要，故制

定本条款。

6.3.4 带电作业时易发生触电事故，本条规定的带电操作的监护、防护、断接

线、高压设备维护等方面的要求。

6.3.5 在道路上占道作业时应充分考虑道路交通安全和维护作业安全，应充分

做好安全防护，办理施工许可，并遵守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城市道路施工作业交通组织规范》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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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900 在第一条明确指出，该规范不适用于临时和移动施工作业，但规范中关

于占道作业上游过渡区、缓冲区、作业区、下游过渡区的设置长度和锥形交通路

标设置的最大间距要求适用于本标准。

6.3.6 高杆灯安装高度较高，其维护作业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一般情况下，应

降下灯盘维护灯具。本条对高杆灯运维作业提出了具体要求。

6.4 应急管理

6.4.1～6.4.3 制定本条款的目的为了使运维单位能够确保快速、高效、有序的

地开展应急救援和应急处置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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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资料管理

7.1 一般规定

7.1.1 本条规定了道路照明设施运维技术档案资料管理的一般原则。档案资料

管理应符合《建设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CJJ/T 117 和《城建档案业务

管理规范》CJJ/T158 等相关规范的要求，加强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资料归档

及时、准确、齐全，并建立相应的搜索方式、电子链接或目录索引，方便检索查

阅。

7.1.2 本条规定，档案管理应充分利用现有技术手段，并与控制系统管理平台

相结合，提高资料管理效率。

7.1.3 本条对运维单位的技术档案资料管理职责进行了规定。

7.2 道路照明设施运维台账管理

7.2.1 本条款对道路照明设施运维管理台账进行了分类，并对各类台帐的内容

做出了要求。

7.2.2～7.2.4 本条对涉及道路照明设施变更的各类台帐和技术资料更新进行

了专门的规定，目的是保证图纸与实际设施状况相一致，避免维护过程发生错误。

7.2.5 本条对用电量数据的管理进行了规定。用电量变化与设施本身的数量变

更关系密切。当用电量发生未知异常时，运维单位应及时查找原因并处理，避免

设施被破坏、非法外接电等情况，保障道路照明设施运行安全。

7.3 技术档案资料管理

7.3.1 本条规定了技术资料的记录形式。

7.3.2 本条规定了技术资料的要求。

7.3.3 本条规定了文件资料的书写要求。

7.3.4 本条对资料的利用情况进行了规定。

7.4 运维物资装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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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本条规定了运维物资管理的要求。

7.4.2 本条规定了运维装备管理的要求

7.4.3 本条规定了安全工器具的存放、存储、运输、使用和报废等管理方面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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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维考核评定

8.0.1 本条说明了道路照明设施运维考核评定的目的，考核评定宜与运维合同

相结合，使运维质量与资金拨付相挂钩。

8.0.2 本条规定了运维质量考核的详细评价指标。由于供电线路原因或不可抗

力造成的灭灯不计入亮灯率统计范围，但在规定时限内未修复仍应计入灭灯数

量。

8.0.3 本条规定了道路照明设施运维考核评定的项目。

8.0.4 本条规定了道路照明设施运维考核评定的周期。

8.0.5 本条规定了道路照明设施运维质量考核的取样比例要求。

8.0.6 运维质量考核可按附表 B汇总开展，运维质量考核项目按附表 C、附表 D、

附表 F、附表 G评分。

8.0.7 本条规定了道路照明设施运维质量的评定等级及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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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移交验收

9.0.1 本条规定了道路照明工程移交验收的条件。道路照明工程移交前还应结

清电费。

9.0.2 本条规定了道路照明工程移交验收的参照标准，运维单位应根据竣工资

料，核实道路照明设施状况。

9.0.3 本条规定了道路照明工程存在缺陷时，后续移交验收的流程及要求。

9.0.4 本条规定了道路照明设施移交验收资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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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定了道路照明设施预期使用年限，设施具体使用年限应结合现场环境

和气候条件，依据设备实际使用状况来确定。

附录 B 规定了设施运维综合检查评定的内容、分值和计算方法。该附录中的表

格统合了附录 C-G 的评定内容，并增加照明质量要求。

附录 C 规定了月度、年度亮灯率检查表格式。

附录 D 规定了设施完好率评分标准。其中，表 D.0.1、D.0.2、D.0.3、D.0.4 分

别为配电设施、线路（管道、工井）、照明器具、灯杆设施完好情况检查表，按

季度进行检查后填入表 D.0.5，并可按 D.0.6 计算年度得分。

附录 E 规定了控制系统设施检查考核的内容与标准。部分地区控制系统设施的

维护相对独立，本标准将控制系统从设施完好率中单独列表，方便对控制系统的

维护质量进行独立考核。

附录 F 规定了设施基础台账、检查台账、资料台账的考核内容与评分要求。

附录 G 规定了设施运维作业及设施保障的考核内容与评分要求。

附录 H 规定了城市道路照明工程(设施）移交验收需要检查的内容、检测的项

目及验收结论和验收人员签署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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