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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城市照明的需求越来越高。然而，过度亮化的城市景观不仅浪费能源，还给生态环 
境、生物生存发展和人类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城市照明中强调“暗夜保护”显得尤为重要。论文将从城市照明的角度出发，

介绍“暗夜保护”的概念、重要性、现状和实践，并提出相关建议。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people’s demand for urban lighting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However, the overlighting of the urban landscape not only wastes energy, but also bring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iological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human health.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e “dark 

sky protection” in the urban lighting.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concept, importanc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actice of “dark sky 

prot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lighting,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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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照明已

经成为现代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城市照明作为城市基础

设施之一，在城市夜景美化、交通安全和居民生活等方面扮

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和管理，城市照明

普遍存在过度亮化等现象，也带来了光污染等环境问题，对

生态环境、野生动植物生存发展、人类健康和自然景观带来

了诸多负面影响。如何平衡城市化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关系，在城市照明中实现“暗夜保护”，保护生态环境和野

生动植物，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此，在城市照明规划建设

和运维管理中，强调“暗夜保护”，实现城市照明的明暗有序、

绿色节能和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必要。

2 “暗夜保护”的概念
“暗夜保护”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指通过控制光环境，

避免城市夜间的光污染和过度亮化，减少照明对暗夜生态环

境、生物生存发展和人类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保护暗天空，

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城市照明需求出发，实施“暗夜保护”则需在满足城

市居民照明需求的前提下，通过科学合理的城市照明规划设

计和管理布局，因地制宜划定暗夜保护区域，实施“暗夜保

护”政策，控制区域内照明总量和照明设施布置方式，采用

符合要求且具有智能控制的照明设备，限制过度亮化和光污

染，最大程度地降低对环境和生态的损害，实现城市照明的

绿色低碳、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保护夜晚的自然生态之

美和生物多样性，促进人、城市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1]。

“暗夜保护”观念在国际上已形成共识，在国内也受到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已经成为城市照明规划建设和运

维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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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暗夜保护”的重要性
在城市照明规划建设和运维管理中纳入“暗夜保护”概

念，可以从顶层设计角度谋划城市照明布局，提升城市夜间

照明品质，塑造城市夜间形象，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和舒

适，控制城市光环境，有效防治城市光污染和过度照明，保

护暗夜天空，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

第一，纳入“暗夜保护”有助于进一步预防城市光污染

和过度亮化。过度亮化的城市照明会导致环境光污染，这种

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破坏生态环境，威胁生物多样

性，在城市照明规划建设和运维管理中强调“暗夜保护”，

能有效地控制城市照明总量，合理划分照明区域，设置照明

等级标准，减少不必要的人工照明，营造明暗有序的光环境。

第二，纳入“暗夜保护”有助于进一步减少能源浪费，

实现绿色发展。城市中过度的照明和其消耗的电力，产生了

不必要的建设投入、运行维护、电费等经济成本，造成了许

多能源资源浪费和光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在城市照

明规划建设和运维管理中强调“暗夜保护”，可以限制不必

要的照明，通过选择绿色智能的照明设备和控制方式，实现

降低能源消耗的目的，进一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第三，纳入“暗夜保护”有助于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生存

发展，保持生态平衡。过度的照明严重损害了野生动植物的

生存发展，包括他们对昼夜的判断、对方向的识别，对繁殖

的需求。例如，一些夜行动物可能因光线干扰而无法正常进

行生存及繁殖，一些迁徙动物如候鸟由于人造光对方向的误

判而撞击建筑物导致死亡。在城市照明规划建设和运维管理

中强调“暗夜保护”，可以严格限制在“生态红线”内设置

灯光，建设暗夜保护缓冲区，减少射向动植物的光线，在兼

顾城市化发展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照明对动植物的影响 [3]。

第四，纳入“暗夜保护”有助于保障人类身心健康，提

高居民生活质量。许多城市的夜间户外照明设施存在照射角

度不当、照明过亮等问题，研究表明夜间暴露在强烈光线下

会影响人体内分泌系统和睡眠质量，这可能导致一系列健康

问题，如睡眠障碍、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等。在城市照明规划

建设和运维管理中强调“暗夜保护”，采用恰当的照明方式，

让照明指向真正需要被照亮的区域，提高照明光效，可以帮

助降低这些健康风险，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4 “暗夜保护”现状及实践案例
4.1 “暗夜保护”现状

国际上已有很多地区通过制定实施合理的照明管理政策

以及推行相关暗夜科普教育等方式，在暗夜保护领域取得了

一定的成就，保护了当地的暗夜天空。中国在推进“暗夜保

护”方面也迈出了一定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在城市照明管理

中陆续出台了一些指导性文件和照明相关标准，如《城市道

路照明设计标准》《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等，这些标准

明确了城市照明的规划、设计、安装、管理、维护、节能等

方面的具体要求，为推进“暗夜保护”提供了技术保障。同时，

中国也在积极推广先进的城市照明技术和产品，如多功能智

慧路灯、智能照明系统等，这些技术和产品具有绿色节能、

可控性强等优点，可以更加科学地管理城市照明，避免光污

染。此外，一些城市也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的“暗夜保护模

式”，中国广州、深圳等城市均在城市照明专项规划中纳入

“暗夜保护”相关内容，中国上海、丽江等城市均提出积极

推动“暗夜保护”建设，国内央视、人民网、新华社等头部

媒体也给予了广泛关注和报道。今年，位于繁华的粤港澳大

湾区中心城市之一的中国深圳，经过前期的创建工作，深圳

西涌获得了国际暗夜协会认证，成为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

区。总的来说，中国在“暗夜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城市照明管理不规范、照明规划设计

不齐全，照明控制技术不先进、公众意识普及不足等。因此，

通过研究、分析、总结国内外暗夜保护相关实践案例，对中

国推进暗夜保护发展，实现城市照明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

4.2 “暗夜保护”实践案例

4.2.1 日本京都市
京都市位于日本的关西地区，因其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

而闻名于世界。为了保护这些文化景观，京都市制定了名为

“夜のまちづくり”（夜间城市规划）的计划，通过限制夜

间照明的亮度、布局和时间等方面，减少光污染的影响，同

时加强景观照明，增强城市夜间的魅力和文化品位。该计划

的成功实施，不仅得到了居民的支持，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

借鉴和启示。为了实现“暗夜保护”，京都市采用了以下具

体措施：①采用低光污染灯具：京都市采用低光污染灯具，

包括使用 LED 灯和其他具有高效能源利用的灯具，这些灯

具可以减少光污染和节约能源。②限制照明强度和时间：京

都市规定了夜间照明的强度和时间，同时在一些公共场所采

用自动或手动控制照明的方式来调整照明的强度和时间。这

样不仅可以限制照明的范围和强度，还可以节约能源和避免

光污染。③推进节能环保型灯具的普及：京都市积极推广节

能环保型灯具，包括 LED 灯、太阳能灯、红外传感器等，

以降低城市照明对环境的影响。④采用智能照明系统：京都

市使用智能照明系统，通过无线通信技术实现对灯具的实时

监测和控制。可以根据需要逐个或批量调整灯具的亮度和颜

色，以适应不同场景的需求。⑤加强宣传教育和公众参与：

京都市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宣传“暗夜保护”的重要性，并

鼓励居民和游客一起参与到“暗夜保护”行动中来。通过这

些措施的实施，京都市在城市照明规划中实现了“暗夜保护”

的目标。同时，该市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城市照

明管理，不断完善城市照明规划。这些经验也为其他城市实

施“暗夜保护”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4.2.2 中国深圳市
中国深圳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始终坚持规划

引领，早在《深圳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2013—202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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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出划分光环境敏感区，减少人工光影响。在 2021 年修

订的《深圳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2021—2035）》中再次明

确提出：“参考城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暗夜保护区，依托位

于大鹏西涌的深圳天文台，建设‘大鹏星空公园’。”经过

三年的努力，深圳大鹏西涌成功取得了国际暗夜协会认证，

成为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这也是城市照明规划中正式实

践落地的成功案例，给其他城市在推进“暗夜保护”中提

供了动力。以下是深圳西涌实践“暗夜保护”的具体措施： 

①通过编制《总体工作方案》《光环境管理办法》《规划设

计方案》《暗夜社区照明规范》等规范性文件，为推进“暗

夜保护”及开展照明整治提供了相关指引和依据。②采用

全遮蔽的照明灯具对不符合要求的照明设施进行更换整治，

限制灯光溢散到天空中，减少不必要的照明，避免光污染，

同时采用 3000k 以下色温灯具，控制总体亮度。③加强“暗

夜保护”宣传普及，制作了海报、手册、视频、调查问卷等

内容并进行了系列宣传和讲解，取得了当地居民的认可和支

持。④定期组织策划相关“暗夜保护”主题活动，开展萤火

虫观测、星空观测直播等活动，引起了社会、媒体、市民的

广泛关注及报道。以上措施的实施，成功保护了当地的生态

环境和野生动植物，提升了西涌的暗夜环境和照明品质，使

得西涌成为中国“暗夜保护”一个“灯塔般的示范”。

5 推进“暗夜保护”的建议
5.1 科学规划城市照明布局

各城市应充分开展实地调研，根据当地城市的实际情况、

特点和需求制定相应的城市照明专项规划，进行科学的谋划

和布局，划定合适的暗夜保护区域，控制过度的城市照明。

在规划设计中应该充分考虑到适度照明、绿色节能、智慧控

制等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光污染、保护野生动植物和人类

健康，同时针对不同的区域差异及不同的照明需求，制定相

应的照明策略和措施，如在繁华的商业区或景区需要保证一

定的照明亮度和氛围，但在住宅区或暗夜保护区则需要尽可

能减少照明强度和范围。

5.2 加强城市照明建设管理
各城市应成立“暗夜保护”工作委员会，建立完善的城

市照明管理机制，制定相关管理规定和标准，明确照明控制

的原则及重点。规定好夜间照明开关灯时间，智能启闭照明

设施，减少非必要时间段亮灯，降低能耗。加强对城市照明

的监管和巡查，及时处置整改存在光污染问题的照明设施，

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通过加强城市照明规划建设和

维护管理，有效推进我国城市照明规划中“暗夜保护”的相

关工作，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5.3 使用绿色节能照明设施及采用智能控制方式。
各城市应大力推广使用绿色节能型灯具及全遮蔽型灯

具，控制灯具的照射角度及强度，合理布置照明设施点位，

提高照明光效，减少不必要的照明。鼓励开发和使用智能照

明控制系统，通过传感器、控制器等技术随时调控照明设施

的亮度及启闭，以适应不同场景的需求，实现对照明设施的

实时监测和控制，以提高城市照明的效率和节能效果，避免

不必要的能源浪费。

5.4 增强公众参与“暗夜保护”的意识。
各城市应该加强对“暗夜保护”理念的宣传推广，一是

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公众普及“暗夜保护”的概念、重要性

以及照明相关知识，提高公众对“暗夜保护”的认识和重视。

二是通过网络、广播、电视等多种方式征求公众的意见和建

议，将公众的需求和期望融入城市照明规划中来，同时鼓励

居民、企业等组织参与到城市照明管理和监督中来。三是应

该倡导文明照明行为，鼓励公众在自家建筑及夜间活动中使

用绿色节能型灯具和最大程度避免造成过度亮化。四是社

区、景区等主体单位可以结合地球 1 小时、环保日等重大节

庆活动，开展“暗夜保护”主题宣传活动，吸引公众的关注

和参与，营造良好的城市照明氛围，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6 结语
“暗夜保护”是城市照明规划的必然要求，未来，我们

应完善相关法规和规范标准，提升规划管理水平，加大科学

研究力度，推进照明设施更新迭代，提高公众参与及增强公

众意识，推动“暗夜保护”的实践落地，在实现经济发展和

城市美化的同时，保障好生态环境、生物生存发展和人类健

康，共同推进城市照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暗夜保护”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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