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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场所电脑灯具性能参数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演出场所电脑灯具 (以 下简称灯具)的定义、产品分类、性能参数测试条件与测试方

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演出场所使用的灯具,其它类似功能场所的灯具均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供演出场所灯具制造商对自产灯具进行检验时使用。

本标准可作为使用者或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演出场所灯具进行检测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7000.1 灯具 第一部分:一般要求与试

GB7000.217 灯具 第2-17部分:特殊要求 舞台灯光、电视、电影及摄影场所 (室内外)用
灯具

GB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 (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l

GB17743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WH/T41甥011舞台灯具通用技术条件

WH/T31刁008舞台灯光设计常用术语

WH/T26刁007舞台灯具光度测试与标注

3 术语和定义

GB7000,217第 3章 、WH/T26第 2章、WH/T41第 3章、WH/T3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3,1 运 行 效 果  Operating Effects

功能部件的运行速度、方向、线性变化、响应时间、定位精度、平稳性和噪声等状态。

32 颜 色 效 果 Co丨 or Effects

灯具光斑颜色的纯度、色差、阴影、斑点等状态。

3.3  屋囝 舅乏交攵男艮  Pattern Effects

灯具光斑图案的完整性、清晰度、色差和变形等状态。

34 渐 变 效 果 Linear Change Effects

灯具光输出渐变时的光斑均匀性、色差、阴影、闪烁等状态。

35 平 均 色 温 Average 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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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光斑内色温的平均值。

36 色 温 均 匀 性 CT Uniformity

有效光斑内平均色温与光斑中心色温的比值。

3.7 平均显色指数 Average Ra

有效光斑内一般显色指数的平均值。

4 产品分类

应 用 GB7000.1第 2章 、 WH/

41 按功能类型分类

甸 图案灯具

b) 染色灯

c) 光束

dl 其

按

a)

b)

C)

5 测试

5,1 测试

WH/T 41、

42

511

a)

b)

C)

51,2

测试环境

环境温度 :

相对湿度 :

15℃ ￡

钙 %-85%;

大 气 压 力 :86kPa~10GkPa。

测试电源

al 测试用的电源,应有稳压装置,确保测试过程的电压处于稳定的状态 (电网电压波动范围极

限值的可靠性测试除外);

b) 试 验 频 率 :50Hz± 0,Ⅲ z;

c) 额定电压为 22OV系 列的灯具 (含 22OV~240V的灯具),试验电压:22OV± 1Ⅴ ;

dl 非 22OV系 列的灯具,测试电压的波动范围为其额定电压的±0.sO/0;

e) 非自炽光源的灯具,电压的各次谐波分量的均方根值总和不超过基波的 30/o。

5.1,3 测试仪表与设备

al 光学测试仪表的精度不低于 2级 ,电工仪表不低于 0,5级 ;

器灯具

器灯具

灯具。

的及以下测试条件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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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具备灯库编程功能和 DllX输 出的控制台。

5.1,4 光源稳定时间

al 白炽光源的灯具:≥ 10min;

b) 其它光源的灯具:≥ 30min。

5.1.5 试验前的准备和调整

al 灯具按照产品说明书规定的要求与控制台进行连接 ;

b) 灯具光输出稳定后,将光斑调整至最佳状态,调整灯具的位置与投射方向,使灯具的光轴与

被照射平面 (测试面)垂直 ,

c) 按照产品说明书中规 容,用控制台对灯具逐项进行检

查。

5,1.6 数值段周期

a)  0-100

对需要试 均匀慢速地升至

1OO%;再从 试验。

b)  0

对需 升至100%;

再从 100%

c)  0

对 需 慢地升至数

值段⒛ %;

注:“ o

5.1,7 色温

测试模板

8共9个测试点 (

注:光斑角小于5°

8

期性慢速试验

1m的 两个同心圆。以圆心为坐标原点0,原点以及

0的

段

期

点

数

两个同心圆的直径分别为1m和 0。 骊。

5∶ 1,8 试验样品数

图 1 色温与显色指数测试模板测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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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光学特性、功能特性、控制性能、电气性能、可靠性试验的样品数:2台 ;

b) 一致性、同步试验的样品数:≥ 5台 。

5,1,9 判断形式

测量、目视和听音。

5,2 测试方法

52,1 光学特性

WH/T26规定的以及下列测试方法适用于本文件。

5.211 灯具有效光通量

按 lVH/T26中
第 4.2和 5.3的 规 定 。

5.2,1,2 灯具发光效能

按 WH/T26中 第 5,7的 规 定 。

5.2.13 照度均匀度

按 WH/T26中 第 5,5的 规 定 。

52,1,4 光强分布曲线

按 WH/T26中
第 5,10的 规 定 。

521.5 等照度曲线

按 WH/T26中 第 5,9的 规 定 。

521.6 平均色温和色温均匀性

ω 手持式色温仪测量法

将灯具的有效光斑直径调整为2.1m(光斑角小于5° 的灯具有效光斑为1.1m)并投射在图1所示的

测试模板上,按第5,1,5和 5,1,7中 的规定,采用手持式色温仪测量并记录灯具在白光状态下光斑色温

的数据,光斑色温测点数9个。然后按下述公式计算平均色温和色温均匀性 ,

1) 平均色温计算公式 :

瓦 =%+Tl+·

+·
··+Tg¨

⋯ ⋯ ⋯ ⋯ ⋯ ⋯ ⋯ ⋯ ⋯ ⋯ ⋯ ⋯ ⋯ ⋯ · (1)

9

式中 :

Tc——平均色温 (o

T0、 Tl、 T2⋯ ⋯
飞

— —
为 测 试 模 板

(图 D中 对 应 测 点 0、 1、 2·
⋯ ··

8的 色 温 值 (9

2) 色温均匀性计算公式 :

frc· =簧 × 100%¨
⋯ ⋯ ⋯ ⋯ ⋯ ⋯ ⋯ ⋯ ⋯ ⋯ ⋯

⑿ )

式中:

犭Tc——色温均匀性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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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平均色温 (Kl

TO——为测试模板中 (图 1)对应测点0的色温 (Kl

b) 积分球测量法

待灯具的光源点燃稳定后,灯具靠近积分球侧窗口的中心位置 (见 图2)将灯具的发光完全收集于

积分球中,通过光谱分析系统的数据分析,获得灯具的平均色温。

积分球~

图 2 积分球法测量示意图

5,2,1,7 平均显色指数

ω 手持式光谱分析仪测量法

将灯具的有效光斑直径调整为2.1m(光斑角小于5° 的灯具有效光斑为1.1m)并投射在图1所示的

测试模板上,按第5,1,5和 5.1,7中 的规定,采用手持式光谱分析仪进行测量并记录灯具在白光状态下

光斑显色指数的数据,光斑显色指数测点数9个。然后求其算术平均值作为灯具的平均显色指数。

灯具平均显色指数计算公式 :

Ra=  0+Ra1+R”

+¨ · +Ras,¨

¨ ¨ ¨ ¨ ¨ ⋯ ⋯ ⋯ ⋯ ⋯ ⋯ ⋯ ⋯ ⋯ ⋯ · ⋯ ⋯ ⋯ · (3)

9

式中 :

Ra——平均显色指数

RaO、 R幻 、 R饧 ⋯ Ra:— —
为 测 试 模 板

(图 1)中 对 应 测 点 0、 1、 2·
·⋯ ·8的 显 色 指 数 值

b) 积分球测量法

待灯具的光源点燃稳定后,灯具靠近积分球侧窗口的中心位置 (见图2)将灯具的发光完全收集于

积分球中,通过光谱分析系统的数据分析,获得灯具的平均显色指数。

5.2.2 功能特性

5,2,2.1 
颜 色

5,2,2,1.1 
颜 色 效 果

按照产品说明书颜色通道设定的数值段顺序,对灯具所有的颜色 (包含颜色盘、ClIY、 色温等)通道 ,

逐项检查灯具光斑的颜色效果。

5,2.2.1,2 
颜 色 变 换

al 0~100%数值段试验
5

控制柜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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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第5.1.6al和 5.1.6bl中 的规定,分别对灯具颜色 (包含颜色盘、CMY、 色温等)通道的数值段进

行试验,通过连续3个周期的试验,检查灯具颜色变换的运行效果。

b) 0~⒛ %数值段试验

按第5.1.6c)中 的规定,对灯具颜色 (包含CMY、 色温等)通道的数值段进行试验,通过连续3个周

期的试验,检查灯具光斑颜色的渐变效果。

5.2,22 
图 案

5,2,2.2,1 
图 案 效 果

灯具通过变焦/调焦将光斑调整至最 案通道 (包括固定图案盘、旋转图案盘等),

按照产品说明书图案通道设定 角和小光斑角状态的图案效果。

5.2,2,2.2 
图 案 转 换

按 第 5.1,6al 转图案盘等) 速度通

道的数值段进行

5,2,22,3

在图案 逐一检查图案

自转的运

52,2.3

5.2.23.1

按照 一检查灯

检查光斑具每个切割

造型的图案

图 3 切割片组合图案

5,2.2,3,2 切 割 盘 旋 转

在灯具切割盘旋转通道数值段中,按第5.1,6a)的规定进行试验,检查灯具切割盘在旋转过程中

的运行效果。

5.2,24 变焦/调焦

5.2,2.4.1 变 焦

al 在灯具变焦通道数值段中,按第 5,1,6a)的规定进行试验,检查灯具光斑角的变化范围和运

行效果。
6

,逐项检查灯

的规定,分别对灯具图案盘 (包括固定

连续3个周期的试验,检查灯具图案转换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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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通过测量灯具的射距和有效光斑直径,按 lllH/T26第 5.1和 5.2的规定,计算灯具光斑角与产

品说明书标称值的符合性。

522,4.2 
调 焦

将灯具的光斑角调整到最大和最小 ,

要对每个图案盘作为基准进行调焦试验 )

5.2.2.5 调光

ω 0~100%数值段试验

按第 5.1.6al的 规定,对调光 周期的试验,检查整个调光过程中的

运行效果。

b) 0~⒛ %数值段

按 第 5.1,6c) 检查整个调光过程中的

渐变效果。

c) 调光曲

用照度计 间隔5%,测量

并记录光斑 线图(见图4)。

5.2,2,6 
频 闪

在频闪通道数值段中,分别

52.2.7 
棱 镜

5,2.2.7,1 
棱 镜 成 像

1min,检查频闪功能的运行效果。

在白光状态下,调 出图案并变换棱镜,通过变焦与调焦,检查灯具最大光斑角与最小光斑角的图

案效果。

5.227.2 
棱 镜 旋 转

在棱镜旋转通道中,分别在5%、 50%、 100%的速度数值段各停留1min,检查灯具棱镜旋转的运

行效果。

5.2.2,8 
光 圈

分别对图案盘,进行调焦试验 (具有两个以上的图案盘,需

,检查光斑在有效使用范围内的清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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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81 光 圈 成 像

在光圈通道中,检查光圈放大与缩小时光斑的成像效果。

5.22,8.2 
光 圈 速 度

在光圈速度通道中,分别在5%、 50%、 100%的数值段各停留1min,检查光圈运行效果。

5,2.2,9 X/Y轴 运 转

al X/Υ 轴慢速运转的周期性试验

按第5.1,6al的 规定,分别检查灯具X/舛由的运行效果。

b) X″ 轴快速运转的周期性试验

按第5,1,6b)的 规定,分别检查灯具X/Y轴 的运行效果。

5,2,210 
具 它 功 能

按产品说明书检查灯具其它功能的运行效果。

5.2,3 控寺刂J性 台岂

5,231 通道控制数值的准确性

依据产品说明书对灯具的功能通道所标注的控制数值逐项进行核对,检查控制数值的准确性。

5.2.32 
灯 具 定 位

5232,1 运 行 定 位

al x/y轴定位

采用夹具将激光笔固定在灯具的出光口中心,使激光束与灯具的光轴重合。其投射在测试面上的

激光点作为试验的初始定位点并进行标记,编制相应的运行程序进行试验 (即初始位置——⒛min全行

程运行——返回初始位置 )。 当灯具经试验后返回时,测量灯具的射距和激光点的位移 (见图5),并

分别计算出灯具的水平、垂直偏移角。

1)灯具水平偏移角计算公式 :

`H
(4)夕H=曰 rC矽gi

式中 :

汐H——灯具水平偏移角 (° )

`H—

—激光点水平位移 (m)

L-ˉ 一̄月寸丑巨 (m)

2)灯具垂直偏移角计算公式 :

民 =nrcJg告
⋯ ⋯ ⋯ ⋯ ⋯ ⋯

¨ ⑸

式中:

汐v——灯具垂直偏移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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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激光点垂直位移 (m)

L-ˉ——身寸显巨 (m)

灯具试验前 ,

激光点位置d

图5位移示意图

b) 功能效果定位

对灯具的颜色、图案、光圈、切割、调焦、变焦等功能通道,分别选择其中的某一效果,设置初

始状态并记录。编制相应的程序进行试验 (即初始状态——10min全行程运行——返回初始状态 )。 当

灯具返回初始状态时,检查其符合程度。

5.2.3.2,2 灯具重新启动定位

用控制台调整灯具的x车由/y轴定位、颜色、图案、变焦、调焦等效果,作为预置的初始场景保存。

经上述功能全行程运行⒛min后 ,将灯具重新启动,检查其各功能与初始场景的符合程度。

注:关闭灯具电源后重新启动的间隔时间不小于15min。

52,3,3 
一 致 性

将多台相同型号的灯具,按第5.2,2的规定,对灯具各功能进行逐项一致性的同步试验。检查各台

灯具的一致性状态。

5,2.4 电气性能

5,2.4.1 灯具电气参数

在灯具的标称电压下,光源点燃不小于2h,检查灯具电流、功率与功率因数等参数与标称值的符

合性。

5,2.4.2 
降 功 率 参 数

灯具运行不小于⒛min,测量灯具的总功率后,启动降功率的功能,检查灯具标称降功率数据的符

合性。

5.2.5 
可 靠 性

5,2.5.1 电网电压波动范围极限值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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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标称电压22Ol/的灯具,接到调压电源上,在灯具自动运行模式状态下,分别进行220± ⒛V的

电压上下两个极限值的连续鲳 h(即 2个连续的24h周 期)试验,在每个周期中,前21h按规定的极限试

验电压施加于灯具上,剩余的3h断开电源。检查灯具的功能状态、内部元件的完好程度等。

5,2,52 环境温度极限值的可靠性

按照产品说明书规定的灯具使用环境的温度范围,将灯具设置为自动运行模式,放在高、低温的

试验箱内,分别进行高、低温极限值的连续胡 h(即 2个连续的24h周期)试验。在每个周期中,前 21h

按规定的极限环境温度和灯具的额定电压施加于灯具上,剩余的3h断开高低温试验箱和灯具的电源。

检查灯具的功能状态、内部元件的完好程度等。

525.3 多台灯具同步模式的可靠性

将多台相同型号的灯具设置为同一地址码,对灯具的各项功能编制相应的程序并自动运行,进行

连续鲳h的试验。在试验的过程中,每隔12小 时,检查各台灯具的一致性状态。

注:本试验建议采用吊挂的安装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