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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光通量标准荧光灯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总光通量标准荧光灯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标准荧光

灯型式评价中有关计量性能的要求和其他直管形荧光灯的性能测试可参照本规程执行。

2 引用文献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献:

GB/T10682—2002 《双端荧光灯性能要求》

GB/T14044—2005 《管形荧光灯用镇流器性能要求》
使用本规程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概述

总光通量标准荧光灯是保持和传递直管形 (双端)荧光灯的总光通量量值的计量标

准器,其量值溯源到我国的总光通量基准。
总光通量标准荧光灯采用直管形 (双端)交流电源频率带启动器预热阴极荧光灯管

作为标准灯,经过老化和性能试验,发光性能稳定,满足特定的技术要求。

4 计量性能要求

4.1 总光通量标准荧光灯的光电参数

总光通量标准荧光灯的光电参数如表1所示。

表1 总光通量标准荧光灯的光电参数

额定电压/V 标称功率/W 标称工作电流/A 标称光通量/lm

220 20 (含18) 0.370 800~1200

220 30 0.405 1400~1800

220 40 (含36) 0.430 2000~2600

总光通量标准荧光灯应经过充分老化 (通常需要老化300h以上),具有较好的发

光稳定性。在额定电压下点燃100h,其总光通量的变化不大于2.0%;在额定电压下

重复点燃5次,断电后再点燃的间隔时间不小于10min,点燃30min后测量,测量的

光信号读数变化的相对标准差应不大于0.6% (参见6.3.4稳定性实验)。

4.2 总光通量标准荧光灯的等级

总光通量标准荧光灯分为工作基准、一级标准和二级标准。
总光通量标准荧光灯工作基准由数量不少于7支的工作基准荧光灯和配套的基准镇

流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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