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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照明用 LED驱动电源通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 450V 以下直流电和 50Hz 或 60Hz 的 250V 以下交流电的景观照明用

LED（Light Emitting Diode）驱动电源的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 LED 景观照明系统中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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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IEC 60529：2013，IDT） 

GB/T 6461-2002 金属基体上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经腐蚀试验后的试样和试件的评级 

GB/T 10125-2012 人造气氛腐蚀环境盐雾实验 

GB 17625.1 电磁兼容限值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 A）（GB 17625.1-

2012，IEC 61000-3-2：2009 Ed.3.2，IDT） 

GB/T 17626.5-2008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GB/T 17626.5-

2008，IEC 61000-4-5：2005，IDT） 

GB/T 1774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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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PR 15：

2015，IDT） 

GB/T 18595-2014 一般照明用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IEC 61547：2009，IDT） 

GB 19510.1 灯的控制装置第1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GB 19510.1-2009，IEC 61347-

1：2007，IDT) 

GB/T 19510.14 灯的控制装置第14部分：LED模块用直流或交流电子控制装置的特殊要

求（GB 19510.14-2009，IEC 61347-2-13：2006，IDT） 

GB/T 24825-2009 LED模块用直流或交流电子控制装置性能要求（IEC 62384：2006，

MOD） 

GB/T 24826-2016 普通照明用LED产品和相关设备术语和定义 

SJ/T 11558.1-2016 LED驱动电源 第1部分：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826-2016、SJ/T 11558.1-2016界定的术语及下列术语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LED驱动电源  LED power supply 

为驱动 LED 光源提供稳定的电压或电流的装置，可包含但不强制要求有控制功能。 

注：改写 SJ/T 11558.1-2016，定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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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恒压式LED驱动电源  constant voltage type LED power supply 

相对于影响量的变化能稳定输出电压的LED驱动电源。 

注：改写GB/T 19510.14，定义3.8。 

3.3  

恒流式LED驱动电源  constant current type LED power supply 

相对于影响量的变化能稳定输出电流的LED驱动电源。 

注：改写GB/T 19510.14，定义3.9。 

3.4  

浪涌电流值(I2t)  inrush current (I2t) 

在额定的输入、满载及冷启动条件下，接通电源的瞬间，流过LED驱动电源输入端的

最大峰值电流。 

注：如果是正弦波输入电压，则为最大相位角（90°或270°）瞬间开机时的峰值电流。 

3.5  

负载调整率  load regulation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由于负载的变化所引起的恒流输出型 LED 驱动电源的输出电

流（或恒压输出型 LED 驱动电源输出电压）的相对变化量。 

3.6  

线性调整率  line regulation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由于输入电压的变化所引起的恒流输出型 LED 驱动电源的输

出电流（或恒压输出型 LED 驱动电源输出电压）的相对变化量。 

3.7  

启动过冲  startup overshoot 

在LED驱动电源正常启动时引起输出直流电压或者电流超过稳定值的现象为启动过

冲。过冲幅度为输出电流或电压偏离稳定值的最大瞬变幅度。 

3.8  

负载动态响应  load dynamic response 

在额定输入条件下，当输出负载动态变化时，恒压LED驱动电源输出电压的变化量。 

3.9  

寿命  lifetime 

产品在其规定的、允许的工作条件下，从其开始正常工作直至其性能参数波动超出宣

称的范围或功能丧失时为止累积的工作时间。 

注：产品性能参数及功能依据厂商提供的产品规格书。 

4 分类和规格 

4.1 按照安装方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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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安装方法，景观照明用LED驱动电源分类如下： 

---内装式； 

---独立式； 

---整体式。 

4.2 按照输出方式分类 

按照输出方式，景观照明用LED驱动电源分类如下： 

---恒压式LED驱动电源； 

---恒流式LED驱动电源。 

4.3 按输入与输出分离方式分类 

按输入与输出分离方式，景观照明用LED驱动电源分类如下： 

---隔离式，在输入与输出线路之间具有保护隔离； 

---非隔离式（自耦式），在输入与输出线路之间只有基本绝缘或无绝缘。 

5 电气规格及要求 

5.1 输入电压 

5.1.1 交流输入电压 

LED驱动电源在输入电压为220Vac~240Vac、频率为50 Hz ~60Hz的任意组合条件下能

稳定工作。 

5.1.2 直流高压输入电压 

LED驱动电源在输入电压为250Vdc ~420Vdc范围内可稳定工作。 

5.1.3 直流低压输入电压 

LED驱动电源在输入电压为24Vdc~48Vdc范围内可稳定工作。 

5.1.4 输入与输出分离方式 

交流输入LED驱动电源应为隔离式； 

直流高压输入LED驱动电源应为隔离式； 

直流低压输入LED驱动电源应为非隔离式（自耦式）。 

5.2 输出功率 

在额定的输入电压、频率及输出条件下，LED驱动电源其实际负载能力不能小于其额

定值。 

5.3 输出电压/电流 

5.3.1 恒压式 LED驱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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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压式LED驱动电源输出电压建议从如下电压中选取：12 V、15 V、24 V、36 V、48 

V。 

5.3.2 恒流式 LED驱动电源 

恒流式 LED 驱动电源的标称输出电流暂无推荐优选数值。 

5.4 环境适应性 

5.4.1 气候环境适应性 

LED 驱动电源在我国典型的气候环境下应能正常工作和安全存储。气候环境适应性级

别参照表 1 的规定，应根据 LED 驱动电源的预定应用场所，选择合适的级别，最低级应为

Ⅲ级。 

表1  LED驱动电源气候环境适应性要求 

项目 要求 

环境温度 Ta

（℃） 

工作 
Ⅰ级 Ⅱ级 Ⅲ级 

-40～70 -35～60 -25～50 

储存、运输 -40～85 

最高壳温 Tc

（℃） 

工作 
Ⅰ级 Ⅱ级 Ⅲ级 

90 85≦Tc<90 80≦Tc<85 

储存、运输 -40～85 

相对湿度

（%） 

工作 10～95 

储存、运输 5～95 

5.4.2 外壳防护等级 

LED 驱动电源宣称的防护等级应满足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的规

定。 

5.4.2.1 户外应用 

独立式 LED 驱动电源外壳防护应达到 IP65 等级及以上，内装式应达到 IP20 等级及以

上。 

5.4.2.2 室内应用 

室内使用 LED 驱动电源，防护等级达到 IP20。 

5.4.3 盐雾环境适应性 

LED 驱动电源盐雾试验按 GB/T 10125-2012 执行中性盐雾实验，实验时间为 48h，保

护评级按 GB/T6461-2002 的要求进行评级，应达到 10 级。 

5.4.4 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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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将 LED 驱动电源的寿命分为二种级别，见表 2，应根据 LED 驱动电源的预定

应用场所，选择合适的级别，最低级应为Ⅱ级。 

表2  LED驱动电源寿命要求 

项目 Ⅰ级 Ⅱ级 

寿命（h） ≥50 000 h ≥30 000 h 

5.5 安全性要求 

LED 驱动电源的安全性要求按 GB 19510.1 及 GB 19510.14 标准的要求进行。 

5.6 电磁兼容要求 

5.6.1 无线电骚扰特性 

按 GB/T 17743-2017 的规定进行。 

5.6.2 谐波电流 

按 GB 17625.1-2012 的规定进行。 

5.6.3 电磁兼容抗扰度 

按 GB/T 18595-2014 的规定进行。 

5.6.4 浪涌（冲击）抗扰度 

按 GB/T 17626.5-2008 的要求，使用 1.2/50μs 组合波发生器进行浪涌（冲击）抗扰度测

试，浪涌（冲击）抗扰度应符合表 3 的要求。 

表3  LED驱动电源浪涌（冲击）抗扰度 

驱动电源类型 线-线 线-地 

隔离式 4kV 6kV 

非隔离式 4kV 4kV 

6 性能参数 

6.1 功率因数 

在额定输入电压、频率条件下，输出功率在 80%~100%范围内时，LED 驱动电源的功率

因数应不小于 0.95。 

6.2 总谐波失真电流 

在额定输入电压、频率条件下，输出功率在 80%~100%范围内时，LED 驱动电源的总谐

波电流应不大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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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浪涌电流值(I
2
t) 

LED 驱动电源的最大浪涌电流值(I
2
t)应不超过 4 A2s。 

6.4 效率 

LED 驱动电源的效率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4  LED驱动电源效率要求 

性能参数 非隔离式 LED 驱动电源 隔离式 LED 驱动电源 

额定输出

功率等级

（Po） 

Po≤100W 
100W＜

Po≤200W 

200W＜

Po≤300W 

Po＞

300W 
Po≤100W 

100W＜

Po≤200W 

200W＜

Po≤300W 

Po＞

300W 

效率 ≥90% ≥92% ≥93% ≥94% ≥85% ≥88% ≥90% ≥91% 

6.5 输出精度 

LED 驱动电源的输出精度应不大于 5%。 

6.6 负载调整率 

LED 驱动电源的负载调整率应不大于 5%。 

6.7 线性调整率 

LED 驱动电源的线性调整率应不大于 1%。 

6.8 输出纹波 

6.8.1 恒压式 LED驱动电源 

对于单级拓扑方案的 LED 驱动电源，输出纹波应不大于额定输出电压的 20%； 

对于双级拓扑方案的 LED 驱动电源，输出纹波应不大于额定输出电压的 5%。 

6.8.2 恒流式 LED驱动电源 

对于单级拓扑方案的 LED 驱动电源，输出纹波应不大于额定输出电流的 50%； 

对于双级拓扑方案的 LED 驱动电源，输出纹波应不大于额定输出电流的 5%。 

6.9 启动过冲 

LED 驱动电源的输出电压或电流应不大于额定输出电压或电流的 110%。 

6.10 负载动态响应 

本条仅适用于恒压式 LED 驱动电源。 

在额定输入电压、频率及输出条件下，LED 驱动电源的负载动态响应应不大于额定输

出电压的 10%，校正时间 10ms。 

6.11 输出过功率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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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LED 驱动电源的输出负载功率到达宣称的过功率保护范围时，应停止输出或处于打

嗝模式，不能发生不可逆之损坏，故障排除后应自动恢复正常工作。 

注：打嗝模式为 LED 驱动电源输出端持续处于开启和关闭的状态。 

6.12 输出短路保护 

当 LED 驱动电源的输出短路时，应停止输出，不能发生不可逆之损坏，故障排除后应

自动恢复正常工作。 

6.13 过温保护 

6.13.1 恒压式 LED驱动电源 

当 LED 驱动电源壳温到达宣称的过温保护范围时，应停止输出，不能发生不可逆之损

坏；当 LED 驱动电源壳温降低到宣称的过温保护恢复范围时，应自动恢复正常工作。 

6.13.2 恒流式 LED驱动电源 

当 LED 驱动电源壳温到达宣称的过温保护范围时，应降低输出电流或停止输出，不能

发生不可逆之损坏；当 LED 驱动电源壳温降低到宣称的过温保护恢复范围时，应自动恢复

正常工作。 

7 检验方法 

7.1 一般要求 

技术要求的有关项目均用三个样品进行检验，最终参数采用三个样品的检验平均值进行

判定。 

检验设备要求如下： 

交流可调稳压电源电压应稳定在±0.2%的范围内，在规定频率下，应该呈正弦电压波形，

谐波失真小于 3%； 

直流电源电压应稳定在±0.2%的范围内；其纹波系数应小于 0.5%； 

交流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表的校正误差应低于 0.5%； 

电子负载、直流电压表、电流表的校正误差则应低于 0.1%。 

7.2 功率因数 

7.2.1 测量示意图 

测量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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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功率因数测量示意图 

7.2.2 测量方法 

LED 驱动电源输入在额定工作电压和频率，输出在负载满载的情况下，读取功率计上

的功率因数值，即为 LED 驱动电源的功率因数。 

7.3 总谐波电流 

7.3.1 测量示意图 

测量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7.3.2 测量方法 

LED 驱动电源输入在额定工作电压和频率，输出在负载满载的情况下，读取功率计上

的总谐波电流，即为 LED 驱动电源的总谐波电流。 

7.4 浪涌电流值 

7.4.1 测量示意图 

测量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图2  浪涌电流值测量电路示意图 

7.4.2 测量方法 

开关断开，在额定输入电压、频率及输出条件下，LED 驱动电源冷机启动，用示波器测

量输入电流的波形，如果是正弦波输入电压，通过相位角度控制装置使输入电压为峰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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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角为 90°或 270°）时闭合开关，示波器光标测量出上升的 10%-下降的 10%的持续时间，

此区间范围得出最大浪涌电流值(I2t)，按下式计算浪涌电流值(I2t)： 

Q = I2 × t 

式中： 

I：最大浪涌电流； 

t：示波器光标测量出上升的 10%-下降的 10%的持续时间。 

7.5 效率 

7.5.1 测量示意图 

测量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7.5.2 测量方法 

在额定输入电压、频率及输出条件下，LED 驱动电源稳定工作 15min 后，测量输入功

率、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按下式计算效率： 

单路输出时：η =
UoIo

Pin
× 100% 

多路输出时：η =
∑ Un
n
n=1 In

Pin
× 100% 

式中： 

n：输出组数； 

Pin：输入功率； 

Uo，Io，Un，In：输出电压、电流； 

η即为 LED 驱动电源的效率值。 

7.6 输出精度 

7.6.1 测量示意图 

测量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7.6.2 测量方法 

LED 驱动电源工作在额定输入电压、频率及输出条件下； 

恒压式 LED 驱动电源测量输出电压，按下式计算输出恒压精度： 

 

Accuracy =
|Vo − Vrated|

Vrated
× 100% 

式中： 

Vo：输出电压； 

Vrated：额定输出电压； 

Accuracy 即为 LED 驱动电源的输出精度。 

恒流式 LED驱动电源测量输出电电流，按下式计算输出恒流精度： 



T/CSA 053-2019 

10 

Accuracy =
|Io − Irated|

Vrated
× 100% 

式中： 

Io：输出电流； 

Irated：额定输出电流； 

Accuracy 即为 LED 驱动电源的输出精度。 

7.7 负载调整率 

7.7.1 测量示意图 

测量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7.7.2 测量方法 

对于恒压式 LED 驱动电源，把输入电压及频率调到额定值，改变负载电流，调整到额

定负载电流范围的中间值。输出电压达到稳态后，10s 内测出输出电压 Vo。 

把负载电流调到说明书中规定的最小值，重复上述测量； 

把负载电流调到说明书中规定的最大值，重复上述测量； 

𝐿𝑜𝑎𝑑𝑅𝑒𝑔1 =
|𝑉𝑚𝑎𝑥 − 𝑉𝑜|

𝑉𝑜
× 100% 

𝐿𝑜𝑎𝑑𝑅𝑒𝑔2 =
|𝑉𝑚𝑖𝑛 − 𝑉𝑜|

𝑉𝑜
× 100% 

𝐿𝑜𝑎𝑑𝑅𝑒𝑔 = 𝑀𝑎𝑥|𝐿𝑜𝑎𝑑𝑅𝑒𝑔1, 𝐿𝑜𝑎𝑑𝑅𝑒𝑔2| 

式中： 

Vmax：以上数次试验中输出电压最大值； 

Vmin：以上数次试验中输出电压最小值； 

LoagReg1：本次试验正向最大偏移量； 

LoagReg2：本次试验负向最大偏移量； 

LoagReg：本次试验最大偏移量，即为负载调整率。 

对于恒流式 LED 驱动电源，则采用调整输出电压，测量输出电流，方法据上类推。 

7.8 线性调整率 

7.8.1 测量示意图 

测量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7.8.2 测量方法 

对于恒压式 LED 驱动电源，把频率及负载电流调到额定值，改变输入电压，调整到额

定输入电压。输出电流达到稳态后，10s 内测出输出电压 Vo。 

把输入电压调到说明书中规定的最小值，重复上述测量； 

把输入电压调到说明书中规定的最大值，重复上述测量。 

对于负载电流超过 10A 的产品，电压测量时，应尽量考虑连接线的损耗和接触损耗的



T/CSA 053-2019 

11 

问题，测试点应选择在产品输出线末端。 

𝐿𝑖𝑛𝑒𝑅𝑒𝑔1 =
|𝑉𝑚𝑎𝑥 − 𝑉𝑜|

𝑉𝑜
× 100% 

𝐿𝑖𝑛𝑒𝑅𝑒𝑔2 =
|𝑉𝑚𝑖𝑛 − 𝑉𝑜|

𝑉𝑜
× 100% 

𝐿𝑖𝑛𝑒𝑅𝑒𝑔 = 𝑀𝑎𝑥|𝐿𝑖𝑛𝑒𝑅𝑒𝑔1, 𝐿𝑖𝑛𝑒𝑅𝑒𝑔2| 

式中： 

Vmax：以上数次试验中输出电压最大值； 

Vmin：以上数次试验中输出电压最小值； 

LineReg1：本次试验正向最大偏移量； 

LineReg2：本次试验负向最大偏移量； 

LineReg：本次试验最大偏移量，即为线性调整率； 

对于恒流式 LED 驱动电源，则采用调整输入电压，测量输出电流，方法据上类推。 

7.9 输出纹波 

7.9.1 测量示意图 

测量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图3  输出纹波测量电路示意图 

7.9.2 测量方法 

对于恒压式 LED 驱动电源，在输入电压、频率及输出电流额定值的条件下，测量纹波

电压与噪声。在 LED 驱动电源测量端并联一个 0.1µF 的瓷片电容和一个 10-47µF 的电解电

容，在测量纹波电压所用示波器中，将测试带宽设定为 20MHz，输入探头为 1MΩ/10pF，

其测试方法如图 4 所示。 

 

图4  输出纹波测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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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即为 LED 驱动电源的输出纹波。 

对于恒流式 LED 驱动电源，测量纹波电流和噪声，方法据上类推，测量工具使用电流

探头。 

7.10 启动过冲 

7.10.1 测量示意图 

测量示意图如图 5 所示。 

 

图5  启动过冲测量电路示意图 

7.10.2 测量方法 

对于恒压式 LED驱动电源，在开关断开状态下，输入电压及频率为额定值，在负载电压

为额定负载电压范围中间值时，闭合开关，用示波器分别测出输出电流或电压的最大过冲幅

度。最大过冲定义如图 6 所示。 

调整负载电压为额定负载电压范围最小值时，重复上述测量； 

调整负载电压为额定负载电压范围最大值时，重复上述测量。 

如果最大值点不在上述两点上，应找出最大值。 

试验结果取所有测量值的最大值。 

最大过冲
 

标称值

 
 

t  0  

Io(或Vo)

 

图6  最大过冲定义示意图 

对于恒流式 LED 驱动电源，则采用调整输出电压，测量输出电流，方法据上类推。 

7.11 负载动态响应 



T/CSA 053-2019 

13 

7.11.1 测量示意图 

该测量要求主要针对与恒压式 LED 驱动电源，测量示意图如图 7 所示。 

 

图7  负载动态响应测量电路示意图 

7.11.2 测量方法 

LED 驱动电源输入在额定工作电压和频率，设定电子负载为 Dynamic 模式，上升及下

降的电流设定为额定输出电流的 75%和 25%；动态频率为 50Hz(即上升及下降时间分别为

10ms)，设定上升及下降斜率为 1.0A/μs，如图 8 所示；示波器耦合为直流，开启电源，根

据输出电压值对示波器通道做电压补偿，测得 LED 驱动电源输出电压的波形图，如图 9 所

示。 

 

图8  电子负载Dynamic模式示意图 

 

图9  LED驱动电源输出电压波形图示例 

𝐷𝑦𝑛𝑎𝑚𝑖𝑐1 =
|𝑉𝑚𝑎𝑥 − 𝑉𝑜|

𝑉𝑜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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𝐷𝑦𝑛𝑎𝑚𝑖𝑐2 =
|𝑉𝑚𝑖𝑛 − 𝑉𝑜|

𝑉𝑜
× 100% 

 

𝐷𝑦𝑛𝑎𝑚𝑖𝑐 = 𝑀𝑎𝑥|𝐷𝑦𝑛𝑎𝑚𝑖𝑐1,𝐷𝑦𝑛𝑎𝑚𝑖𝑐2| 

式中： 

Vmax：以上数次试验中输出电压最大值； 

Vmin：以上数次试验中输出电压最小值； 

𝐷𝑦𝑛𝑎𝑚𝑖𝑐1：本次试验电压正向最大偏移量； 

𝐷𝑦𝑛𝑎𝑚𝑖𝑐2：本次试验电压负向最大偏移量； 

𝐷𝑦𝑛𝑎𝑚𝑖𝑐：本次试验电压最大偏移量，即为负载动态响应百分比； 

7.12 过功率保护 

7.12.1 测量示意图 

测量示意图如图 10 所示。 

 

图10  过功率保护测量电路示意图 

7.12.2 测量方法 

对于恒压式LED驱动电源，输入设定在额定工作电压和频率，输出设定在满载输出电流

值，然后以0.1A/s的速度向上调整负载电流，电流不断升高，直到LED驱动电源输出停止或

处于打嗝模式，记录当前的电流数值Iop，试验结束后，解除当前过功率工作状态，LED驱动

电源应能自动恢复正常工作。 

对比产品宣称的过功率保护范围与Iop，若符合宣称的范围，则符合要求。 

对于恒流式LED驱动电源，输入设定在额定工作电压和频率，输出设定在满载输出电压

值，然后以0.1V/s的速度向上调整负载电压，电压不断升高，直到LED驱动电源输出停止或

处于打嗝模式，记录当前的电压数值Vop，试验结束后，解除当前过功率工作状态，LED驱

动电源应能自动恢复正常工作。 

对比产品宣称的过功率保护范围与 Vop，若符合宣称的范围，则符合要求。 

7.13 短路保护 

对LED驱动电源输出短路并持续1h，或直至保护装置断开线路。对有多组输出的LED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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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电源，可依次短路其各组输出。试验结束后，解除输出短路，LED驱动电源应能正常工作。 

7.14 过温保护 

将热电偶线连接到 LED 驱动电源外壳的 Tc 点，LED 驱动电源输入设定在额定工作电

压和频率，输出设定在满载情况下，将其放置到恒温箱中，设定恒温箱的温度为 70℃，产

品通电工作，预热 30min，读取 Tc 点的检测温度。 

当 Tc 点的检测温度大于温箱设定温度时，增加恒温箱的温度 2℃~3℃，如此反复操作

直至产品保护，输出关断或者电流降低，记录当前的检测温度 Totp，即为产品的过温保护

点。恒温箱停止运行，自然降温，当 LED 驱动电源自动恢复正常工作，记录当前的检测温

度 Totr，即为产品的过温保护恢复点。 

对比产品宣称的过温保护范围、过温保护恢复范围、过温保护方式等，若全部一致，

则符合要求。 

8 耐久性试验 

一台去掉过温保护功能（若有）的 LED 驱动电源应能够依次承受温度循环试验、开关

试验、最高环境温度试验、低温启动试验和温度冲击试验，方可判定为符合耐久性试验要求。 

下述试验中，LED 驱动电源所处环境湿度应为其宣称可正常工作的湿度环境。 

8.1 温度循环试验 

试验前试验 LED 驱动电源需做电气性能测试，将未通电的 LED 驱动电源在宣称的可正

常工作的下限温度 TL 放置 4h，然后以不小于 3℃/min 的速度上升至 Tc 温度的试验箱内保

持 4h，进行 5 次高、低温度循环。试验过后，在正常大气压及室内条件下自然放置 2h，再

对样品进行外观及电性能进行检测，LED 驱动电源应能够在额定的工作条件下能正常工作

15min，且对比试验前后的电气性能，各个性能参数之间偏差不超过±1%。 

高、低温循环按图 11 所示曲线进行设置，温度变化速率不小于 3℃/min。 

 

图 11  温度循环试验温度循环周期图 

8.2 开关试验 

将经过 8.1 试验后的 LED 驱动电源在环境温度 25℃、额定输入电压、频率及满载条件

下，将 LED 驱动电源以 30s 开、30s 关为一个循环重复进行 4500 次，试验结束后 LED 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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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应能在额定的工作条件下正常工作 15min。 

8.3 最高环境温度试验 

将经过 8.1 及 8.2 试验后的 LED 驱动电源在额定输入电压、频率、环境温度为宣称的最

高温度以及该温度下对应的 LED 驱动电源输出最大负载的条件下，持续工作 200h。在试验

结束并自然冷确至室温后，LED 驱动电源应能在额定的输入及满载条件下正常工作 15min。 

8.4 低温启动试验 

将经过 8.1、8.2 及 8.3 试验后的 LED 驱动电源在额定输入电压、频率、环境温度为宣

称的最低温度以及该温度下对应的 LED 驱动电源输出最大负载的条件下，将 LED 取代电源

以 1min 开，19min 关为一个循环，重复进行 300 次，循环结束后 LED 驱动电源在低温状态

下应能在 5s 内启动。在试验结束并自然冷确至室温后，LED 驱动电源应能在额定的输入及

满载条件下正常工作 15min。 

8.5 温度冲击试验 

对经过 8.1、8.2、8.3 及 8.4 试验后的 LED 驱动电源做电气性能测试，将未通电的 LED

驱动电源放置于冷热冲击箱内，高温设置为 120℃，低温设置为-50℃，温度变化时间 10min，

在高温和低温下保持时间为 30min，进行 200 次高、低温度循环。试验过后，在正常大气压

及室内条件下自然放置 2h，再对样品进行外观及电性能进行检测，LED 驱动电源应能够在

额定的工作条件下能正常工作 15min，且对比试验前后的电气性能，各个性能参数之间偏差

不超过±1%。 

温度冲击试验按图 12 所示曲线进行设置。 

 

图12  温度冲击试验时间周期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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