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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用电气号灯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和储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电源电压在250 V以下的交流及直流的各类民用船舶航行用电气号灯(以下简称号

灯)

弓1用标准

GB 4123船用电气号灯类型、参数和主要尺寸

GB 4208外壳防护等级的分类
CB 1146.2 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CB 1146.3 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CB 1146.5 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Db:交变湿热

CB 1146. 9 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
CB 1146. 11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J:长霉

CB 1146.12 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3 技术要求

3.1 环境温度

    号灯在环境温度为一30̂-50'C的范围内，应能正常工作。
3.2 接线端子温升

    号灯接线端子温升不应高于40'C.
3.3 材料

3.3门 金属材料

    号灯上所用的金属材料，原则上应该选用优质的耐蚀性材料，若选用非耐蚀性材料，应进行电镀处

理或喷漆处理。

3.3.2 非金属材料

    号灯上所用的非金属材料，应具有适当的机械强度，经长期使用变化微小.且应具有耐油、耐热和耐
久性能。避免采用有毒性的或能释放出有毒性气体的材料.用塑料制造的号灯外壳，其材料应是滞燃的。

13.3 绝缘材料

    绝缘材料应具有滞燃、耐潮、耐油及耐热性能，而且还应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

3-3.4 导电材料

    导电材料应选用铜或铜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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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结构

3.4.1 号灯应能承受船舶正常营运时产生的振动和冲击。
3.4.2 号灯应便于拆装、更换零件，并能防止灯泡脱出和松动。

3.4.3 机制螺钉应有不少于两圈全螺纹旋入紧固螺母或螺纹孔中，并设有止动装置。

3.4.4 号灯构架和外壳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以承受在预定的安装和使用中所可能遭到的非正常

使 用。

3.4.5 号灯应为其在海上维护或更换灯泡提供措施。该措施的操作应尽量简单并能保持号灯的防水性

能，不影响灯光的可见光弧。

3.4. 6 号灯外壳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55，可设置泄水孔。

3.4. 7 号灯的主要尺寸应符合GB 4123的规定。

15 灯泡和灯座

3.5.1 号灯应采用符合规定的船用号灯灯泡。

15.2 灯泡的平均寿命应不低于loo h;

3.5.3 号灯的灯座应保证在更换灯泡时能保持灯丝在预定的位置。

I6 接线

3.6.1 所有内部接线均应采用多股胶合铜导线.导线不应损伤。内部接线的走线路径或紧固应防止其

干扰灯的光学性能。

I6，2 内部接线应借助导线接头和接线端子连接，不应以固定螺钉直接压在松开的绞线上的方式进行

连接 。

16.3 灯具内部的接线端子应紧固可靠。

16.4 接线端子螺钉的公称直径应不小于M3。为导线连接螺钉而攻螺纹的接线端子板应由厚度不小

于1. 3 mm的金属板制成，且与螺钉的啮合应不少于两整圈螺纹。

17 性能要求

I7.1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号灯在下列规定的电源电压和频率的变化下，应能正常工作。
    a. 当交流电源供电时，电压变化为额定电压的+6%--10%;频率变化为额定频率的士500;

    b. 当由直流电源供电时，电压变化为额定电压的+6%一一100o0

3.7.2 绝缘电阻

    号灯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带电部件之间、带电部件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表1规定的

数值 。

                                                  表 1

额定电压

    v

兆欧表电压

      V

绝缘电阻

    M0

(60 250 10

> 60 500 100

3.7.3 耐电压

    号灯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带电部件之间、带电部件与外壳之间，应能承受近似正弦波形的50 Hz

交流电压试验1 min而无击穿或闪络现象，试验电压按表2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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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额定电压 试验电压

<60 1 000

> 60 2 000

3.7.4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号灯内各带电部件之间、带电部件与金属外壳或相邻金属部件之间，应具有足够的电气间隙和爬电

距离。其数值应不小于表3规定。

                                                    表 3                                         mm

额定电压

    、尸

电 气 间 隙 爬 电 距 离

不同极性带电部件之

间

带电部件与相邻金属

部件之间

不同极性带电部件之

间

带电部件与相邻金属

部件之间

<25 3 4 4 吸

> 2二~250 3               6

f

4 6

3了.5 耐潮

    号灯应具有耐潮性能，经55士2C交变湿热试验二周期后，应符合下列规定。

3.7.5门 绝缘电阻:额定电压小于或等于60 V时，应不低于工MCI;额定电压大于60 V时，应不低于

10 Mn.

3.7-5-2 耐电压性能:耐电压性能应承受表2规定的试验电压的75%>历时 1 min，无击穿或闪络现

象 ，

3. 7. 5. 3 电镀件质量:镀层腐蚀区域面积之和占主要镀层面积50x̂'25%的零件数，不得超过总零件

数的三分之一，但允许:

    a 个别零件镀层腐蚀区域面积大于25%;

    b， 个别零件出现个别锈点。

3.7-5.4 油漆层表面质量:允许有轻微失光、轻微褪色，有少量针孔等缺陷。在主要表面上不应有直径

大于1. 0 mm的气泡，且在任一平方分米面积内，直径为0. 5--1. 0 mm的气泡不得多于2个。油漆件的

漆膜附着力要求在九个一平方毫米方格中底漆不脱落，面漆脱落不应超过三个方格。

3,7.5.5 热固性塑料件外表允许有部分白色粉状析出物，轻微填料膨胀，直径为。.3̂ 0.5 mm的气泡

分布面积不大于5环 允许有个别直径在。.5一1. 0 mm的气泡。

17. 5.6 绝缘材料和橡胶件不得有变形、发粘、开裂等缺陷。

3. 7. 6 耐腐蚀

    号灯金属零部件，应具有耐腐蚀性能，其外部零件承受96 h，内部零部件承受48 h的盐雾试验，试

验结果应符合表4规定。



GB/T 3028一1995

表 a
                      一

底金属

l

              镀 层 要 求(主要表面)

钢

锌 无白色或灰黑色腐蚀物

铜一镍一铬 无棕锈

铜、铜合金

镍 无灰色或浅绿色腐蚀物

镍一铬 无浅绿色腐蚀物

3.7.7 耐霉菌

    号灯的有机材料应具有耐霉菌性能，经28 d长霉试验后，其长霉等级应不低于CB 1146. 11规定的
2级要求。

I了8 玻璃件耐温度骤变性能

    号灯的玻璃制件，应具有耐温度骤变性能，经温度骤变试验后，不应碎裂。
3.7.9 耐振动

    号灯应具有耐振动住能，经垂、横、纵三个相互垂直方向振动试验后，各零部件不应松动、断裂和变

形，电气性能不应有异变。其振动参数按表s规定

                                                    表 5

频率变化范围

      Hz

振 幅

2- 13 2

  移 ，功m

士 1

加速度，m/s,

13. 2 -SO 士 6. 9

17.10 光学性能

3.7-10.1 号灯应在其能见光弧内具有足够的发光强度。表6规定了为达到所要求的能见距离所需的

最低发光强度。

                                                  表 6

所要求的能见距离D

        n mile

最低发光强度I
        cd

I 0.9

2 4.3

3 12

4 27

5 52

6 94

此最低发光强度按公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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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43 X 101X T XDIX K-0 ”··········”············⋯ ⋯(1)

式中:I— 发光强度，cd;
    T- 临闭系数.2 X 10-'lx;

    D- 能见距离，n mile;
    K— 大气透射率，。8.

3.7-10.2 号灯的垂向光弧，从水平线上方50至水平线下方5。的角度内，至少应保持3.7-10.1条所要

求的最低发光强度;在水平线上方，从50-7.5。和在水平线下方，从5'-7.5*的角度内，至少应保持上述

要求的最低发光强度的600o.

37.10.3舷灯(红色和绿色)的水平向光弧，应在从正前方至一侧正横后22.50共112.50内显示。从正
前方至一侧正横后17.50的角度内，至少应保持3.7-10.1条所要求的最低发光强度;在正横后，从17. 50

~22. 5。的角度内，发光强度可减弱至上述要求的最低发光强度的50写，从22. 50̂-27. 50的角度内，发光

强度应减弱至切实断光;在正前方的另一侧，从10̂-3。的角度内，发光强度也应减弱至切实断光。见图

二
裂
诬
炭
盛
笋
︵公
小
亨
龙
世
创
娜
架
铡

发光强度应减弱至
切实断光的范旧

                              图1 右舷灯(绿) 光束分布

  注:左舷灯(红)的图与此图方向相反

7.104 桅灯的水平向光弧，应在从正前方至每一侧正横后22.5。共225。内显示。从正前方至每一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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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横后17.5。的角度内，应保持3. 7. 10. 1条所要求的最低发光强度;在每一侧正横后，从17.5'-22.5'
的角度内，发光强度可减弱至上述要求最低发光强度的50%，从22.50̂-27. 5。的角度内，发光强度应减

弱至切实断光。见图2,

                                  图2 桅灯 光束分布

17.10.5 尾灯和拖带灯的水平向光弧，应在从正后方至每一侧67. 50共1350内显示。从正后至每一侧

62. 5。的角度内，应保持3.7. 10.1条所要求的最低发光强度;在每一侧，从62. 50--67. 50的角度内，发光

强度可减弱至上述要求最低发光强度的5000，从67.5 -72.50的角度内，发光强度应减弱至切实断光。

见图 3

心攀夕又6:.;}。2.、

            正横

发龙强度.立减弱14
tll实断 尤的厄Iii

稼外种

长扮二牡

发光强度可减弱至所望求
hk低发t III Br),u ̂,"o的:MN

7.10

                    图3尾灯和拖带灯 光束分布
滤光器、透镜或球泡，应具有持久性色度特性，通过透镜后的灯光颜色，其色度坐标应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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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委员会(CIE)为每种颜色所规定的区域界限之内。各种颜色的区域界限坐标见表7，区域界限图解

见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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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号灯色度坐标 区域界限图解

                  表 7

颜色 坐标 坐 标 值

白色

X 0.525

�一

0 525 0 452 。·3，。一。·3‘。 0.443

Y 0 382 0，440       0 4奋0
】

0.348

�一

0.283 0.382

绿色

X 0.028 0，009 1 0.300
一

0.203

y       0.385
l

0.723

��一

0 511 0.356

红色

X       0 680

l

0.660 0.735 0.721
{

一

y
l

1 0.320
{

0，320 0.265 0 259
l
I 一

}

黄色

X 0 612 0 618       0.575
l

0.575

Y 0.352 0，382 0.425 0.406

4 试验方法

4.1 环境温度试验

    环境温度试验分低温试验和高温试验。低温试验按CBll46.2规定的方法进行。高温试验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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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1146.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号灯的电气性能应符合3. 1条的规定。

4.2 接线端子温升试验

    将号灯以额定电压点燃，当温升稳定后(每分钟温度变化不超过1-C时)，用半导体点温计测出接线

端子外表面最高温度，减去周围环境温度，其数遭硬符合3.2条规定。

4.3 电源变化试验

4.3.1 由交流电源供电的号灯，应在表8所列的三种情况下各运行15 min，并检查发光强度。

                                                表 8 %

种 类 电压变化 一
            _ {

频率变化

4.3.2 由直流电源洪电的号灯.在额定电压变化十6%及一10%的情况下各运行15 min，并检查发光
强度。

4. 3. 3 由蓄电池电源供电的号灯.在额定电压变化十20%及一20%的情况下各运行15 min.并检查发

光强度。试验结果应符合3.7.1条规定。

4.4 绝缘电阻测量

    号灯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以表1规定的兆欧表分别i;14量号灯带Ft?部件之间、带电部件与外壳之
间的绝缘电阻，其结果应符合3. 7. 2条规定。

4.5 耐电压试验

    号灯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按表2规定的试验电压.试验设备容量不小于。. 5 kvA，将试验箱

(台)的引出端子砖接到号灯带电部件之间，带电部件与外壳之间，电压从小于试验电压的二分之一开
始，约在5s内逐步升至规定道，保持1 min.然后降到零.切断电源。试验过程中号灯应无击穿或闪络现

象

4.6 湿热试验

    试验方法按CB 1146.5的规定进行。试验结束后，将号灯从试验箱(室)中取出，在正常大气条件下

进行恢复(允许用手将灯具表面水渍抹去)，在3。二;n内完成下述性能检测:首先按4. 4条的方法测量

绝缘电阻;按4，5条的方法试验耐压强度，然后全而进行外观俭查，其结果应符合3.7.5条的规定。

4.7 盐雾试验

    试验方法按CB 1146.12的规定进行。号灯外部零件经961,，内部零件经48 h连续喷雾试验后，取

出零部件，用室温流动清水轻轻冲洗样品表面积物，再在蒸馏水中漂洗，然后检查祥品表面的腐蚀和质

变程度.结果应符合3.7.6条规定。
4.8 长霉试验

    试验方法按CB 1116.11规定进行，试验菌种按CB 1146.11中表1的规定，试验后其霉菌生长程度

和等级，应符合CB 1146. 11表3中长霉等级为2级的规定。如制造厂具备相同工艺的试样及绝缘材料
的防霉试验合格报告(在有效期内)可免做试验。
4.9 玻璃件耐温度骤变试验

    将号灯按正常工作状态点燃，当温升稳定后，用较环境温度低10℃的水(最低水温为sC)泼到玻璃
制件上，结果应符合3.7.8条规定。

4.10 振动试验(玻璃制件不在考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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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方法按CB 1146.9的规定进行。试验前对灯具外观、电气性能进行全面检查，然后将灯具按实
船安装状态固定在振动试验台上，接通电源，按3.7.9条规定的振动参数进行振动.试验后应符合
3.丁，9条规定。

4门1 防护性能试验

    试验方法按GB 4208的有关规定进行，结果应符合3.4.6条规定。
4门2 发光强度和光弧角度测试

4门2. 1 试验场所和设备

    a. 暗室或暗洞— 具有足够的长度，满足测量时光度计与受试号灯之间所需距离的要求，四壁、
天花板和地板应不反光;

    b. 号灯安装平台— 能360。转动，并能从水平至上、下各7. 50俯、仰转动，且带有测角器;测角器

的刻度值应不大于0.5 0;

光度计;

指示式仪表— 辐射计、电压表或用于显示亮度测量结果的其他仪表，这些仪表在其量程内的

已

己

精度应不低于5%;

    e. 标准光源。

4门2.2 试验方法

    a. 受试号灯安装于平台上，以额定电压点燃。然后将号灯置于水平位置上，连续从不同角度侧量

水平方向的发光强度，作出发光强度与方位角之间的关系曲线。根据该灯所要求的能见距离和水平向光

弧角度，测量结果，最小发光强度应符合3.7-10.1条的要求，光弧角度应分别符合3.7.10.3.
3. 7. 10. 4,3. 7.10. 5条的要求。

    b. 将号灯从水平位置分别向上和向下依次转动5。和7. 50;在相应位置上重复上述a条的测试。

结果应符合3.7.10.2条规定。

4.12.3 号灯在试验过程中，光照度与发光强度的换算按公式((2),

                                                  I= ELz         .......................................... ( 2)

式中:I— 发光强度，cd;
      E— 光照度，IX;

      L— 距离，m,

4.13 灯光颜色测试

    灯光颜色区域界限用分光光度计或色度计测试，其各种颜色的色度坐标值应符合表7规定。

5 检验规则

5.1 检验分类

    号灯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5.2 出厂检验

    号灯出厂检验的项目和抽样数量一般按表9中规定，除规定的检验项目外，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其

他项目。凡是列入检验的项目，如发现有不合格，对抽样检验的，均应加倍抽样复验。若复验仍有不合格

时，应停止检验，由制造厂消除缺陷后重新提交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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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序 号 检 验 项 目 技 术 要 求
试验

方法

抽 样 数 量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1 结构 灯泡和接线 3. 4. 1- 3. 4. 5.3. 5 , 3. 6

3只

100%

1% 但不少于3只2 材料、尺寸和电气间隙 3.3,3.4.7,3.7.4

3
I

一环境温度试验 3.1 4. 1

4 :接线端子温升 3，2 户2

:一电M变化试验 3. 7. 1 一4.3

100%

6}绝A电阻测量 3. 7.2 4.4

7一耐电压试验 3. 7. 3 4. 5

8 1湿热试验

勺 . 一 一

    3. 7. 5 4. 6

9 盐雾试验 3.7.6 4. 7

1e 长霉试验 3. 7. 7 4. 8

11 .玻璃耐温度骤变 3.7.8 4. 9

12

}

  振动试验 3. 7. 9 4. 10

13 }防护试验 3.4.6 4.11

工4 I发光强度和光弧角度试验 3. 7.10.1̂-3. 7.10.5 4.12

1 "/o，但不少于3只
15一灯光颜“试“ 3. 7. 10. 6 4. 13

5.3 型式检验

5.I飞 号灯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的产品，如果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成批生产的灯具，每隔4年进行一次;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5. 3.2 型式检验的项目和抽样数量按表 s中规定。在型式检验中如发现其中有不合格产品，均应加倍

重新检验，如再发现有不合格产品，则判定此产品不合格。

6 标记

    每一号灯均应设置耐久而清晰的铭牌，其位置应使在预定的安装之后此铭牌是可见的。铭牌应具有
下列内容:灯具名称、型号、电压、功率 、能见距离、出厂日期，产品编号、检验标志、生产厂名称。

    首尾定向安装的号灯应设有首尾方向的箭头标志。透镜和滤色镜的边缘应标有出厂标号。

7 包装和储存

7.1号灯出厂应有可靠的包装，并附有合格证和装箱单。包装箱不应超过50 kg,箱上除注明一般运转
事项外，尚应标记“请勿倒置，，、’‘小心轻放”、“防潮”字样。

了2 号灯应存放在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内，定期(不超过6个月)检查保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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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在正常运输、储存、使用和维护保养的情况下，从制造厂交货日期起，两年内应保证灯具正常工作.
并免费消除故障，更换由于材料不良而造成损坏的零部件。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大连灯具厂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纪殿秀、于洪涛、孔凡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