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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课题的来源与意义

    我国的照明行业起步较晚，许多设计师对城市照明认识不足，在城市照明

应用方面与环境联系较少，造成城市照明与人居环境不协调。照明设计质量在

生活中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直接关系到人们身心健康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长

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观念:认为照明质量的好坏只跟亮度有关。室内设计师常

常在设计时用多盏灯去照明，往往造成亮度过高、空间材料变色、人的不舒适

以及辐射等危害，没有充分考虑光对环境影响，光对人的影响，光环境对人的

影响。而照明科学过于理论化、概念化，不易被人运用.

    现有的研究工作中，光污染的范围仅限于生理学意义的研究，对心理学和

美学方面的灯光弊端，造成城市视觉污染，尚未纳入光污染范畴。因而照明问

题的研究有待与设计艺术学原理相结合，加之缺乏专业的设计人员，国内多数

夜景照明不仅不节能，还十分刺眼，容易让人疲倦，与国际标准有一定差距。

目前在理论上的研究几乎都局限在“眩光污染”方面，绝大多数人简单地认为

“光污染，就是“眩光污染”。这是由于对“光污染”理论研究的滞后，导致了

在实践中防止和整治“光污染”的工作无法切实有效地进行，造成大量的自然

生态和人文生态的破坏，人们生活在光污染中浑然不知。因此需要运用人机工

程、心理学、光构成、智能控制、绿色设计等多个学科，结合人居环境科学指导

解决光污染问题并发展城镇照明系统。

    由于设计师在设计照明过于装饰化，造成能源消耗与浪费，或照明过于简

单，又不能满足人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对照明与人居环境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根

据北京市发改委对%家大型公共建筑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这些占北京全市总

量近1/5的大型公共建筑共有照明灯具155.2万只，其中高耗能的自炽灯17.1万

只，日光灯693万只，超过总数的55%，此外还有8.2万只其他灯具，包括耗电量

更大的“小太阳”射灯等。2004年北京市照明用电为49亿千瓦时，占全市用电

量的11%，如果使用高效节能照明产品可节电60%至70%。按此计算，北京仅照

明用电一项，由于未采用节能灯具，每年至少多消耗电量29.4亿千瓦时。而同年，

创运行发电13年来年发电量最高纪录的秦山核电站，其累计发电量为272亿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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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时。北京仅高能耗照明一年浪费一个秦山核电站的发电量。可见我国照明耗

电浪费严重。但不少设计师在设计室内照明时，为了达到视觉效果，一味地用

灯来堆砌，造成电力大量浪费，比如大堂的亮度只需24盏25瓦节能灯就够了，

但一些设计师大量运用高压射灯，不仅浪费电，而且还会引起室内温度升高，

增加空调、冰箱等家电的耗电量。

    目前照明学科研究还比较单一，主要还是物理方面的研究。照明科学与多

种相关知识结合学术理论还属于空白。因此课题基于人居科学系统观以人为核

心统筹自然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居住系统、支撑系统等五大系统，运

用人机工程，光构成理论等多种理论联系照明科学知识，从根本上发展城市照

明。同时也弥补了照明学科研究和照明环境规划学术研究领域空白，具有较高

的学术价值，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

    (l)城镇照明是在我国城镇建设不断发展，经济、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迅速

提高的过程中，蓬勃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人居环境领域。课题以人为核心将绿

色照明新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建设城市光环境工程之中，建构以人为本的、自然

生态的、人文生态的新型城镇照明和谐社会。

    (2)研究本课题能有效的促进了城市夜景观和合理的工作居住光环境形成与

完善，同时良好的夜景观又改善了城市夜间形象，丰富了市民的夜间文化生活，

促进了旅游消费，吸引了投资，繁荣了城市经济，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

这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城市建设部门和广大照明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和普遍关注。

    (3)课题的研究注重照明与环境的和谐，可以有效解决节约电能，减少浪费。

1.2课题主要任务

    (1)基于人居环境科学体系研究建立照明科学系统。

    (2)从照明与人的生活方式、照明与人的意识、照明环境规划、动态人居、

光污染五个方向进行分类研究.(图1.1)

    (3)课题使用人机工程学、心理学、光构成、智能控制、绿色设计对以上五

个方向进行阐述。

    (4)通过上述步骤研究，以人居环境科学知识为指导，最终制定出绿色化、人性

化、智能化、情感化、美观化城镇人居照明系统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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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理论路线框架图

1.3课题的创新之处

    (l)目前研究还没有把城市综合规划和照明科学放入一个系统里研究。课题

首次将照明与人居环境系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进行系统化研究，首次提出照明与

人居环境的关系研究实质是研究人的生活方式问题。

    (2) 首次从照明昼文化、照明夜文化等文化层面上论述了人居照明环境，得

出并详细地分析了形成人居环境光文化的六大要素。

    (3)目前我国的照明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物理方面的研究，形式比较单一，导

致城市照明和照明产品在人性化、绿色化、情感化的缺乏。课题提出了基于人

居环境的城市照明多学科理论因素，致力于创造和开发科学化、人性化、生态化、

人文化、艺术化、健康化的照明环境，提出了绿色照明产品概念与光秩序概念

及光秩序的形成条件.

    (4)完善了光污染广义概念，并提出防治具体光污染。提出照明视觉印象和

它的六大要素以及印象的评判标准，为人居照明环境质量提供主要评判标准。

最终制定出人居照明环境的设计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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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人居环境科学的历史

    工业革命后，生产关系的变化促使了生产力的提高，加速城市化进程。19

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城市规划先驱霍华德根据这种情况提出了“socialcity”

的概念。实际上开创了区域规划、城乡结构形态、城市体系的探索，开始新的

规划模式的思考，即围绕旧城中心建设卫星城，用快速交通联系旧城市与新城

市，把城市与乡村的改造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来处理。

    与霍华德的另一股思潮的是现代城市规划莫基人之一的盖迪斯的理论。他

是人本主义城市规划代表人物，把环境看成是多元素的一种构成物，提出有机

规划的概念。他介绍地点和就业活动之间多方面的联系和综合性，以及它们对

于定居点演化的持续的影响。他提倡“区域观念”，重视城市密集区，把城市

乡村都纳入规划。即城市地区规划。他重视调查研究，主张在全面了解城市之

后，再系统规划。

    19世纪末一位著书等身的学者芒福德对于城市规划人物应强调以人为中

心，提出影响深远的区域观和自然观。他强调密切注意人的基本需要，包括人

的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以人的尺度为基准进行城市规划。他进一步提倡城市

密集地区的区域整体论，主张把大、中、小城市结合，城市与乡村结合，人工

环境与自然环境结合。提倡“创造性地利用景观，使城市环境变得自然而适合

居住”。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道萨迪亚斯就提出了“人类聚居学”的概念。人类聚

居环境泛指人类集聚或居住的生存环境，特别是指建筑、城市、风景园林等人

为建成的环境。人居环境科学探索研究人类因各类生存活动需求而构筑空间、

场所、领域的学问，是一门综合性的以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在内的以人为

中心的人类聚居活动与以生存环境为中心的生物圈相联系，加以研究的科学和

艺术。其研究领域是大容量、多层次、多学科的综合系统。

    改革开放后吴良铺先生从国外引进道氏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城市化进行具体

的阐述，创立人居环境科学。其任务之一是为当前中国人居环境科学寻求“范

式”，而清华大学人居环境中心就是为此而努力的一个“科学共同体”。所谓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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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指科学理论中的某种模式，发展成为一定的观点和方法的框架。“科学共

同体”则是由一些共有一个范式的，同道结成的科学集团，遵循特定的科学规

范，具有共同的科学信念和目标。内部交流较为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较为一

致。“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是一种系统和元素的关系，“范式”是“科学共

同体”的决定性因素气

2.2人居环境概念

    西方的人居环境科学从霍华德、盖迪斯到芒福德已经具有漫长的历史，他

们在城市人居的理论针对某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这种特定的研究在某个特

定时期有好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吴良铺先生从国外引进道氏城市规划理论，

根据中国现有国情来架设中国城市规划新的理论体系人居环境科学.道氏(道萨

迪亚斯)人类聚居学和吴氏人居环境科学研究里发现城市人居问题是个综合系

统，认为对城市人居研究需要放在开放的系统里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

    人居环境科学为涉及人居环境有关的多学科交叉的学科群组气它是一个学

科群，人居环境科学是发展的，永远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之中，其融合与发展离不

开运用多种相关学科的成果，特别要借重各自的相邻学科的渗透和展拓，来创造

性地解决繁杂的实践中的问题。因此，它们与经济、社会、地理、环境等外围学

科，共同构成开放的人居环境科学学科体系。殷图2.1)

开胜的人口环幼润李创.移砚示月

《日咨李料的璐旅耽示，为主
12)为示月仿反 口及的李科未作一二里区分
《3】反有特别考自外日李科之闷的暇书与区分

‘引.头班示华科间相互理出要求与相互.盆

《，，空白.为有特及周的相关李科

图2.1人居环境学术框架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吴良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范式.与“科学共同体.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吴良铺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人居环境科学释义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昊良铺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开放的人居环境科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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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人居环境科学系统

    人居环境科学系统具有五大原则:(l)正视生态的困境，提高生态意识。(2)

人居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3)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繁

荣。(4)关怀广大人民群众，重视社会发展整体利益。(5)科学的追求与艺术的创

造相结合。这就是吴良墉先生总结的生态观、经济观、科技观、社会观、文化

观五项原则。

    人居环境理论中包括五大系统即自然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居住系

统、支撑系统。

    自然系统研究是与人相关的自然系统的机制、运行原理及理论和实践分析。

人类系统主要指个体的聚居者，侧重于对物质的需求与人的生理、心理、行为等

有关机制及原理图理论的分析。社会系统决定了合理的组织各种生活空间，研

究人居环境在地域结构上要适应“人与人”的关系特点。居住系统研究需要利

用居住物质环境及艺术特征。支撑系统

主要指人类住宅的基础设施，指为人类

活动提供支持的服务与聚落，并将聚落

联为整体的所有人工和自然的联系系

统、技术支持保障系统。“人类系统”

与“自然系统”是两个基础系统，“居

住系统”与“支撑系统”则是人工创造

与建筑的结果。人居环境的层次是另一

个重大的问题。不同层次的人居环境单

元，不仅在于居民量的不同，还带来了内

容与质的变化。吴良铺先生在借鉴道氏

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初步

将人居环境科学范围简化为全球、区

域、城市、小区(城镇)、建筑等五大层

次。寻找灯光设计的研究，可以通过人

居基本研究框架探询:(图22)

    (1)人居环境系统属于远至人与生

物，近至人们居住系统，以人为中心的

生存环境。照明系统研究应以满足人为
图2.2人居环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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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生存环境为基础。

    (2)不同时期对人居环境有共同的追求，各时代各地区也有各自的特殊要求，

基于中国情况，将生态、经济、建筑环境、社会、人文(文化艺术)作为人居环境的

基本要求，称为五大原则(或称五大纲领)，其中自有中国特定的内涵和侧重点。

    (3)五大系统(自然、人、社会、居住、支撑网络)在研究过程中，根据具体情

况选择重点。建立以自然系统、人类系统或网络系统与照明之间关系。

    (4)对五大层次的研究，可以根据不同课题，将重点放在某个层次，并注意

其承上启下的相互关系。

    (5)上述原则、系统、层次并不是等量齐观，而是面向实际问题，有目的、有重

点地根据问题的性质、内容各有侧重，形成若千可供选择的方案，及若千可能性。

    (6)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根据形势的发展，可以选择适合客观情况的解决途

径与行动纲领，可以暂时搁置一些尚未明确的因素。

    (7)由于不同情况，当考虑上述研究结论尚不尽如人意，或情况有所变化时，

需要改进研究框架，继续探索。

    因此通过对人居科学基础框架理解，可以认识到人居环境科学的大系统中

的“主导专业”是以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地景学三位一体。且外围多学科相

互交叉联系。

2.4人居照明环境的架构

    今天的照明科学系统比起过去无论是照明方式上还是照明问题上更为多变

和复杂。

    这主要是来源于二方面，一个是照明学科知识过于的繁杂和封闭，学习门

坎过高，结合知识体系又过于狭窄.这就造成了中国长时间的研究与使用分别

向二个极端发展，一是理论的发展过前与使用的置后相互矛盾。二是城市的夜

文化迅猛发展，给城市照明带来了新契机和新挑战。都市人夜间的休闲和购物

需求变得比白天的生活更为丰富和多彩。照明文化的确立，是丰富过去单一道

路功能照明的有效方法。而这些问题只是冰山一角，要构造城市照明系统必须

有系统的规划和多光文化的结合。

    首先是对照明科学过于专业概念的简化，把照明知识提炼出知识概念，依

靠人居环境科学寻找照明相关学科，建立城市照明学科架构。其次是照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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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对于日趋复杂的人文需求和多元文化的交杂，怎么把设计艺术学，光

构成，以及符号学融入到照明知识中。以及对复杂照明问题的解决，一层是对

光污染问题定性确定研究范围寻求控制和解决的方法，二层是如何用照明印象

上的问题。三层照明人居的评价依据。

    人居照明环境系统是涉及人居光环境以及它的人居照明环境有关的多学科

交叉的学科群组。特别要借重人居环境科学中各相邻学科的渗透和展拓，来创造

性地解决城市照明系统中存在的复杂问题。对于照明研究，人居照明环境系统

必须具体化，必须基于人居环境科学，以人居环境科学作为指导，结合人居环

境科学的生态、和谐、循环社会观，形成人居照明环境学术框架.

2.5人居照明环境学术框架

    人居环境科学学术框架以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地景学三位一体，突出人

为核心。同样建立照明系统也应以人为核心。但由于照明系统不能全部包括建

筑学、城市规划、产品和天文等这些科学体系，实际上照明学科是服务这些学

科体系的。因此人居照明环境学术框架是以人为核心的照明学科，结合建筑、

产品、规划、天文等相关学科，并与自然、社会、文化、经济、交通、地理、

材料、艺术等方面进行广泛联系。(图2.3)

                            图23人居照明环境的学术框架图

    人居照明环境学术框架建立的主要依据是(1)产品指的是与照明相关的光源

产品与灯具产品;建筑是建筑照明;规划是照明的规划;天文是日光照明。(2)

照明是照明环境的基础，照明环境是通过人为出发点控制照明。(3)照明环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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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设计，照明环境是以产品、建筑、规划、天文等学科理论交叉所形成的学

科体系。

    建筑、产品、规划、天文这四个影响因素与照明的关系:产品是照明的载体，

建筑和规划是照明的对象，天文是照明的客观因素。这四个因素又受其它因素影

响，产品受艺术、材料、文化影响。建筑受艺术、社会、交通影响。规划是受经

济、交通、地理影响。天文受地理、自然、文化影响。其中产品、建筑、规划、

天文之间的艺术、交通、地理由隶属照明人居的重点研究对象。人与建筑之间

历史是指的照明历史，材料与规划之间是交通是城市照明的主线，天文与规律之

间的地理是每个地域照明都有各自的特点.

2.6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吴良铺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阐述了人居环境科学的历史、概念

以及人居环境科学体系。提出了人居照明环境系统的概念，建立了具体的人居

照明环境学术框架，并对该学术框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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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人居环境光文化

3.1人居环境光需求

    人居环境光需求就是人对光的生理和心理的需要。从人对光的生理需求来

看，其一、光是人类视觉获取信息的媒介，人类80%的外界信息都是依靠视觉，光

的强度是视力的保证。光线照射到物体上反射给人的眼睛。通过眼睛的角膜、

水晶体、瞳孔、玻璃液在视网膜上成像。再由视网膜上的杆状细胞和锥状细胞

处理，杆状细胞是负责对光的亮度

的感知，锥状细胞是把所得像按

红、绿、蓝分色，最终到大脑呈现获

取外界的知识。在这其中摄入到眼

睛光的强弱都可以改变视网膜的

曲度。过多过少闪烁的光亮都会产

生眼病如:“近视”以及 “远视，’o

(图3.1)

    眼睛的另一个需求就是它有适应度，

图3，1眼睛的结构

这是环境变换的光需求。人的眼睛起

r
.

忍
︶、
犯
峨
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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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址
口
目
布
沙
.

先在一个明亮的空间，突然进入

一个比较暗的地方。一般需要花

上好几分钟才能恢复视力，要完

全恢复视力需要半个小时。相反

如过从一个过暗的空间进入过

亮的空间，先是感觉到刺眼经过

将近一分钟就会适应。(图3.2)

    其二、光线与人的生理关

图3.2眼睛的明适度

系。(l)阳光与人身体的健康息息相关。阳光是全波段的光，它对疾病的预防和

治疗都有很好的效果。日光对拘楼病预防，降低血压并且血红蛋白质的增加和红

细胞白细胞增长。阳光包含紫外线，在短时间会促进细胞增长，但长时间的照射

会产生杀菌效果。(2)光线的变化是外界环境中对人的褪黑素合成产生影响的最

主要因素。褪黑激素分泌与黑暗期的长短成正比并且蓝绿色对褪黑激素抑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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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昼夜周期通过褪黑激素控制调整身体的内在生物节律和睡眠系统.其次影

响褪黑激素还和不同年龄段的作息时间各异有关(图3.3)气
t今加 2!公 23加 12 3 4 ， ‘ ， 吕 9

就寝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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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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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土

加
的
70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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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乡202122刀 24，2 3 4 ， 吞 1 .夕

                生活乡t间

                                    图3.3各年龄作息时间

    从人对光的心理需求来看，季节气候的光线交替对人心理影响。在暖色灯光

下女性的负面情绪减弱，在冷白色灯光下，负面情绪增强。男性在这两种环境

下情绪表现平稳;在高照度灯光下女性的负面情绪减弱，而男性的负面情绪增

强。②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

    (l)考虑阳光摄入达到人体健康的需求.对阳光需要进行合理的规划，在室内

光线不足的地方进行补光应高于夜间，同时在建筑上尽量巧取阳光位置，同时也

要考虑眩光和明适度的问题。

    (2)人工光是自然光的补充，根据自然光的随季节，气候的更替需在室内进行

冷暖双光源系统设置。冬季或阴天使用亮度高和暖色的照明系统，夏季或晴天使

用亮度低和冷光源的照明系统。

    (3)根据人的性别、年龄选择冷暖。女性更喜欢高照度、暖色光的照明环境

如一些买女性用品的展示场所.男性更喜欢低照明的场所。

3.2人居环境日照条件

    人居环境的空间是昼夜交替的空间。当清晨透射出第一履阳光就标志白天

《白川修一郎·人间的睡眠·觉醒》，〔J〕·照明学会。2000。S4(6)
《照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刘炜、王晓静 《灯与照明》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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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来，一天内的日光随时间的不同而变

化。这也是人们根据日光的变化得知时刻

的原理。日照对于人居环境最主要的影响

是制造了日影，所谓‘旧影”是指人居建筑

中在日照下产生投影长度。掌握日影规律

是对建筑的高度以及形态进行合理的规

划。在选择日影研究时一般选择在冬至时

分，因为这个时候日影最长。(图3.4①)

没有日形的范圈

图3.4东京日影图

                              图3.5中国年平均总照度分布图

    另外日照强度根据天气、季节、地域的不同而不一样。根据我国30年的气

象数据计算出135个站的照度资料制订的总照度分布图(图3.5)。并且在《中国建

筑采光设计标准>>附录B中规范根据按玉树阴天照度实测数据回归公式，计算出

晴、阴天北纬300、400、500地区;不同季节(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不同时间(8点至16点):不同朝向、垂直面和水平面的散射照度(天空光)和总

照度(天空光加太阳直射光)，由此求出阴晴天时全年平均值(表3.6)。。

《光和色的环境设计》 旧)日本建筑学会机械工业出版社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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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的中国年平均总照明分布来看，我国照度有西南地区的成都(加klx)，西

北地区的玛多(35klx)，华北地区的银川(28k坟)三个日照中心。成都往东为一区域

照度从20klx到24k】x，玛多往西为一区域照度从35klx到23klx，银川往北为一

个区域从28klx 到Zlklx。

    玛多这个区域照度过剩单体建筑应该采用多个小采光口。成都这个区域照

度适中单体建筑的采光口多为侧光口和少量的天窗。银川这个区域照度偏低单

体建筑多使用大面积的采光口和天光.

    根据阴晴天时全年平均值表朝南的采光口是主要照明口，进行合理的控制

使整个室内光环境合理.高纬度阴晴的照度低，建议在高纬地区在阴天进行强补

光。根据日影的合理分析进行对建筑的区域和层高的合理规划。

3.3人居环境的光文化

    光是建筑的灵魂，也是人居环境的精神。人居光文化是在满足人所需为基础，

遵循自然规律的光文化。

    建筑师路易斯·康所说过:“在没有人工控制的情况下，太阳光有时对人类

来说甚至是充满暴力的”。不仅如此与可视光线波长域相邻接的紫外线和红外线

也同样会对人产生危害，光潜伏着令人担优的危机。

    对光文化的定义必须在文化层面上进行深入的分析，从19世纪开始，文化

有上百种定义，从范畴上看主要有二类研究:一类是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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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生活方式和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另一类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

创造的一切精神、物质的能力、财富。按文化的定义光文化有二层含义:一层

是光文化的物质形态，如照明产品、建筑采光构建等，另一层是光文化精神、

意识形态，如建筑照明、规划照明、采光方式等。图3.7中通过光文化含义归纳

出建筑内环境、建筑天文方位、采光构件、灯具文化、建筑照明文化、规划照

明文化等六项要素。这六项要素必须服从昼夜交替法则，形成昼文化和夜文化。

    昼文化是直接来自自然光的，古人很早就如何根据风水定位建筑可以得到

考证。住宅建筑前屋低、后屋高，符合人们对于光照的需要，配合了“坐北朝

南”进行采光。大门前不可种大树、独树和空心树、瘦结如瘤之树、藤萝纠缠

之树等，以免阻挡阳光。昼文化符合人的需求，以天文定位为基础建筑规划内

环境的光文化，它强调建筑本身。夜文化这个文化持续很长时间，也是复杂和

丰富的。人们对很早就写了有关月光的诗词。从谢庄 《月赋》中对月“顺辰通

烛，从星泽风:增华台室，扬采轩宫”的风采描绘，到张若虚“春江潮水连海

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淞浇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都是对月照乾坤，

辉映苍弯的写照。但月光自身没有文化，它是人们对月夜环境的一种感受的表达。

因而它也只是光环境文化的一种形态。自从进入灯具时代，照明文化即是灯本

身的文化和建筑规划文化。

图3.7 光文化照明体系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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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照明昼文化

    光是我们识别物体的媒介，是空间表现的基础。光对于良好的人居环境来

说是不可或缺的，古代有 「司痞氏」这个职官，而司痛氏的职责之一就是根据

星辰判断日夜时间，「禁宵行者、夜游者」。《国语·鲁语》中敬姜的话，古代中

国官方曾经期望民众日常生活总是 「明而动，晦而休」，因为这是以自然的昼夜

交替为基础，给民众生活安排的一个基本秩序。就是说，白天是劳动、交谊、

买卖活动的时间，夜晚是安居、休息的时间。毫无疑问，在灯火相对困难，需

要凭借日光的传统社会，本来这就是很自然的，因而是 「天之经、地之义J，违

背大家习惯的日夜秩序而 「昼伏夜出」，常常需要非常特别的理由来解释，而在

一切由官方控制的传统社会中，日夜的生活秩序不仅仅是一种习惯，它又与政

治上的合法与非法、生活上的正常与非常联系起来，历代制度关于法律的规定，

划出了关于生活秩序的合法与非法、正常与非常的界线。①古人把白光作为生活

次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今天的城市建筑系统包含多个复杂元素，将昼文化分为建筑内环境、建筑

天文方位、采光构件。

    建筑内环境之所以要纳入到昼文化，是因为自然光更多的影响室内视觉空

间。通过采光构件使光在室内产生丰富的层次。路易斯。康将光作为建筑生命

的一部分，以光线决定空间意义表现的各种“序”(。rde吟。他曾说道“我还要谈

谈的是光，这也是谈不够的，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实际的结构物是光的产物。

决定一个结构，是从事光的决定。在古老的房屋中，列柱是光、无光、光、无

光、光、无光、光这样一种表达。组合，是光和无光。拱顶由此产生，弯顶由此

产生，你在显现光，这就是一个同一的理解.你们所考虑到的各种 ‘序’(order)，

决定了设计的各种光，人们所考虑的是怎么在设计中处理好光，以求得完美”。

因他认为“空间就是设计光亮”。.建筑内环境是光的文化，在空间中任何物体在

光照下产生光阴层次也就是路易斯·康所说的 “。rder”，可以称之为光序文化。

    被誉为光的大师安腾忠雄对光有一定的见解，他认为“建筑空间之中一束

独立的光线停留在物体的表面，在背景中施下阴影，随着时间的变迁和季节的更

替，光的强度发生着变化，其本身也不是既定的形式，除非光被孤立出来或被

。葛兆光《严昏晓之节-古代中国关于白天与夜晚观念的思想史分析》2003
。豹翰·尾具.《静谧与光明 路易斯·康的建筑精神》联经出版社
.路易斯·康《AStalelnentbyLQuis1Kah氏Art and户‘chitccl”re)气1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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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吸引。光在物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中获得意义⋯⋯在光明和黑暗的边界线上，

个体变得清晰并获得了形式”。风水对于光很重视，总是要选择阳光充足的地方

或方位来居住。“南方为上，东方次之，西又次之，北不良。”我国处在北半

球，南方是阳光最充足的方位，要求建筑物最好坐北朝南，显然有其科学根据。

建筑天文方位也就是根据光线随自然、天文选择建筑方位，在满足人需求为前提

情况下形成变化光影的文化。

    而这两种文化形成的媒介就称之为采光构件，它是由包括门、窗、天井等

一列构件的文化所组成的集合。综上所述昼文化是以人的需求为前提，通过采

光构件，形成光在室内内环境特有的秩序和时空观念。

13.2照明夜文化

    长期以来，照明的第一目的就是把黑暗的空间照亮，自从用电能照明以来，己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如今的照明不但在数量上要满足亮度，而且在质量上还要有

适合空间和人需求的光。照明设计的目的，利用光使空间的形状和空间氛围可视

化和视觉化.先设定出某种光的构想，根据采光一侧的照明效果、利用空间者的

视觉心理、生活感觉等进行光的组合。在进行了光设计之后，才能进行具体的照

明方法和照明技术的研讨，再确认细部，然后选择照明灯具，有时还要设计特别的

灯具形状。夜文化是人工文化为主的，分为灯具文化、建筑照明文化、规划照明

文化。

3.3.2.1建筑照明文化

    灯具文化是功能和形式以及人文文化的结合体。中国的器物文化历史悠久，

而灯具文化是器具文化的重要一部分。最原始的灯具是天然石灯(或贝壳灯)。而

后有了人工石灯、陶灯、青铜灯、铁灯、瓷灯。结构也逐步发展到遮光罩、排

烟管、滤烟水缸等详细的功能。而形式上的造型也体现了人们在照明器物的文

化表现。

    建筑照明文化包括了生活环境的照明方式。室内空间所进行的活动大致分

为要求明亮环境的活动、要求黑暗环境的活动、对两者都有某种程度要求的活

动三种。①要求明亮环境的活动多为在室内中视觉作业活动，处理照明方式上强

调整体空间的照明气氛;要求黑暗环境的活动包括像卧室休息的时候，在卧室听

歌的时候;处理照明手法是采用无光或微弱的光;而像休息、思考、酒吧等活动

。日本建筑学会 《光和色的环境设计》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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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属于对两者都有某种程度的需要的类型，处理照明方式上强调局部空间的照

明气氛。

    在不同的场所中，视觉环境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如在《光和色的环境设计》

中写到良好的店铺照明应该是按照店铺的

布局来设计灯光，因此，首先要对照明进

行分类。店铺照明主要如表3.8(a)中包含基

本照明、强调照明、氛围照明三种基本类

型。可以认为它主要还是根据光源和灯具

的亮度所进行的分类，没有具体说明商店

照明内涵，而商店类型和特点是照明的重

翻盆。.店，口明分滋

要着眼点，商业照明设计应与此对应起来进行分类。表3.8(b)是抛开了以光源和

灯具为重心的分类方法，转而将照明设计的目标投注在客人、商品、空间的相

互关系上。①

    而外在建筑空间表现也就是建筑照明，台湾夜景设计大师姚仁恭先生说，

建筑物的泛光照明越亮越“土”气，照明效果和白天相似的作品是失败的粗英国

照明专家菲利普斯认为，对于建筑结构外观的夜间显现，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它

应是如同白天一样，尽管夜间显现时可能不仅相同(如黑的变为浅色或浅黑)，但

显现的应该是同一建筑物。因为，当考虑设计的整体策略时，考虑建筑物的夜

晚显现是重要的。息照明灯具的显色的丰富性、众多的种类都给建筑照明带来了

无限的效果，但建筑照明文化是以体现建筑的本质为基础。就好比用泛光灯建

筑物时历史建筑物的实体显现的更加有质感。而现代建筑幕墙成为一个由内向

外发光的透明盒子，都没有脱离建筑本身的文化范畴，相似却不相同。同样建

筑师有必要了解照明文化，这是为了建构一个建筑内外的平衡关系。这就是建

筑照明光环境的微观意义，以建筑本身为出发点表现建筑文化本身，但照明方式

上风格上可以追求多样。

33.2.2规划照明文化

    照明夜文化还有一层就是规划照明文化，所谓规划照明文化是指在城市规划

的基础上对夜间的照明器具的规划。这个文化是夜文化最复杂的一部分，需要

。日本建筑学会 《光和色的环境设计， 机械工业出版杜
.北京照明学会 《城市夜景照明技术指南旁中国电力出版社
.德里克·菲利普斯 《现代建筑照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第3章 人居环境光文化

和人居环境放在一起研究。在人居规划照明文化里是反映一个城市的整体文化，

同时也不能抹杀掉个体建筑的特性。因此人居规划照明文化蕴含了光文化多种

概念，它是人性化、科学化、人文化、个性化、生态化等的文化结合体。

    照明规划大体包含三类:建筑照明规划，园林照明规划，街道照明规划。建

筑照明规划中包括三层重点照明，复位照明，整体照明，广告照明。重点照明制

定强调建筑物的特性，表达其象征的文化含义。复位照明是保持建筑物在白天

的形态。整体照明是符合整条街道的照面气氛。广告照明突出转达信息起广告

作用可以过多的修饰。

    园林照明规划主要指的是公园和广场这些场所主要以旅游，休息为主，因

而包含二种文化即人文照明和生态照明城，街道是指道路和商业街。商业街应

根据具体要求进行整体的人文照明规划。道路属于前种的复位照明之列，是城

市照明文化的主线，是根据城市特有的地标，商业街，古迹等进行照明上整体

文化二次架构。也同时反映一个城市整体文化面貌。

3.4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人居环境光需求及人居环境日照条件，详细阐述了人居光环境

的客观因素。从照明昼文化、照明夜文化等文化层面上论述了人居照明环境，

得出并详细地分析了形成人居环境光文化的六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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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光环境人机工程学因素

    人机工程学发展了50年逐步由原始的经验人机工程学发展到现代人机工程

学。现代人机工程学是把人·机一环境系统作为一个统一系统来研究。它是包括解

剖学、生理学、心理学、照明等多个学科结合的知识体系。

    人机工程学认为“照明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以功能为主的明视照明和以

舒适感为主的气氛照明.作业场所的光环境，明视性虽然重要，而环境的舒适感，

心情舒畅也是非常主要的。前者与视觉工作对象的关系密切，而后者与环境舒

适性的关系很大。。”

4.LI人机工程学的照明

    人机工程学照明以功能为中心。它分

为照度、色温、显色性。照度正)是指被

光源照亮的物体，其单位面积上通过的光

通量(单位时间光源向空间发出的使人产

生光感觉的能量)，通俗地说，就是物体

被照亮的程度(图4.1)。照度标准值应按

0.5、1、3、5、10、15、20、30、50、75、

l0()、150、20()、300、500、750、10《刃、

彼照自

图4.1照度形成图示

1500 、200()、3000、5000lx分级。人体

工程学主要考虑环境光对人体的健康影响，因此按功能进行了系统分类.亮度指

观察者受到的某个表面的明亮程度，单位是坎德书岁平方米(c山血论)。(表4.2)
              表4.2 各种工作面的照度趁议值 单位:伙

作业内容 最佳照度

极精密作业 !，沁 ，3臼刃

较精密作业 ，50~】5的

香通事务 1以侧，左右

一般制遭 家庭居室 艾幻~7犯

. 《人机工程学》 丁玉兰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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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温感受是同一照度不同色温给人的感受。不同色温给人的感受，按照度

和场所功能进行分类。色温舒适感只有冷、愉快、刺激三种程度的感觉。(表46)
                              表4.6 场所色温感觉表

名称 照度(lx)
色温(k)

冷 愉快 刺激

街道照明 3一19 2900一7000 0一2900 无

生活，学校办公照明 50一190 4600一7000 2000一4600 无

_工商业照明 300一2000 无 2100一7000 0一2100

4.2光环境心理因素

    光环境心理因素是指人对光环境的心理反映和心理行为。心理反映是不同

光环境对人的心理变换，而心理行为是指光环境对人的心理发生的反映。

4.2.1光环境心理反应

    心理主要是照明对人的感觉，指的是光源的颜色和明度。与人机不同的是

光环境心理反映更注重人对光源的心理判断和评价。

    光的颜色主要有红色、橙色、黄色、绿色、青色、蓝色、紫色七色和混光

色白色。红光波长较长，明度高对刺激视觉神经，使人感觉活跃给人以生命感。因

而高明度的红光常被作安全标志给人安全的警觉。但长时间的接触红光会使人

疲惫，因此室内工作和居住空间少用.黄色明度较高，颜色明快。黄光是红绿

色光的混合，给人以热量感，随着明度的增高可以使的情绪摆脱平静变得焦躁

不安。低明度的黄光给人柔和怀旧温馨的感觉。橙色光类似与火焰的颜色，是

红、黄色光混合而成的色光，照明设计中辅助红黄光使用。绿光属于中明度常

表现生态的颜色，给人生机勃勃的感觉。绿光有助于人的消化和平静心神。但

如果对比度较高，例如照射到重色物体会给人冷漠，阴森的感觉.青色光给人

冷漠的感觉，它是有蓝、绿混合而成。明度较高的青色光给人清凉透彻的感觉，

青色光的冷传递了无菌消毒，坚定有意识行为的信息。蓝光是光谱的极冷光色，

属于海洋色.给人清澈远大空灵的感觉，人们常常用来传达未来、现代、科技

的信息蓝光可以消除紧张，常被使用营造幽雅宁静的光环境。紫光明度最低给

人神秘高贵优雅的感觉，明度较高的紫光给人神秘高雅，相反则给人呆板忧郁

的感觉。白色是七色光的最终混合给人纯洁光明和平的感觉。趋于日光色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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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人居照明环境的符号

    人居光环境发展至今己经比原先的单一照明功能更加的丰富多样，使用和

选择灯光也变得更加复杂。人居环境里不但容纳了满足人的日常起居功能的吊

灯和台灯以及街道照明的路灯，而且发展了装饰照明的投射灯、管线灯和广告

照明的霓虹灯、光导纤维等。可见光环境灯光用途复杂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灯具

用途的繁多和光源种类的复杂。

5.Ll照明产品图形符号

    照明产品的图形化主要是针对灯具产品。灯具产品的命名常以安装方式命

名。如吊灯、吸顶灯、嵌入式暗藏灯、壁灯、台灯、落地灯等。对于室外灯具

可按功能作用和安装地点位置进行分类，可分为路灯、步道与庭院灯、高杆灯、

草坪灯、柱头灯、射灯、埋地灯、嵌墙灯、水底灯、壁灯、光纤和led照明、太

阳能灯等。其中射灯的功能用途根据光束开口的大小，功能分为聚光灯、泛光

灯等。

    皮尔斯认为:“图像符号具有与它们所表现的客体相似的性质，它们刺激

着大脑中相似的感觉。”每一个产品在人们的头脑中都是一个图像符号，并且

图形符号具备指示性符号的功能，提示着产品的用途。灯具产品符号图形化方

便人们在施工和设计中使用。

    图形化符号系统解决(1)客观上确实需要用图形符号来传递的照明意图(2)图

形符号的设计应规范化(3)清晰描述图形符号所表示的照明对象及其方式;(4)分

析环境和应用因素;(5)在相同或相关领域中查找已存在的图形符号不可与照明

符号混淆;(6)测试照明图形符号的清晰度、理解性等;现在列举一些IEC和GB，

中的照明电气图形符号标识系统(表 5.1)。补充说明弯灯符号可指代路灯和庭院

灯，花灯可指代景观灯。

OIEC 是国际电1委员会(Internationa 1ElectroTechnicalC呻 ission)的缩写和GS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标准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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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照明电气图形符号标识系统

②二 抓
一 单甘炙光灯

注三三三普黄允吓
卜‘五!黄无汀

⑧， 回                           r~

                司 ‘

.

聚光投射灯 泛光投射灯 荧光灯具 灯具指示符号 障碍照明灯

③ ⑧ ④ . 孚

深照型灯 广照型灯 防水防尘灯 局部照明射灯 矿山灯

O ，.尸
/一、

，， 一习⑩ ⑧
聚光投射灯 顶栩灯 壁灯 弯灯 花灯

s.LZ光源符号特性

    光源是照明的核心，也是照明的基础。光源符号化有二点参考依据:(1)选

择光源可以很快找到合适的用途。(2殊源的种类比较固定，分类也只有气体放电

性和固体发光性二种。

    白炽灯光效低光色偏暖色，它具有显色性100Ra，它的光辐射可以覆盖整个

光谱，色温平均在2500卜2900k左右，平均寿命在2000小时.到目前为止，全

世界白炽灯年产量在70亿只以上，我国近几年白炽灯使用量占整个照明光源的

80%以上。价格便宜，易于配光控制等许多优点，给灯具设计提供了一个非常有

利的条件。目前在家庭照明、商业照明的应用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①它分为

二类(1)普通型:价格便宜应用方便主要用在家庭照明，拥有各种功率和外型。

向四周散发黄光的点光源。从光源玻璃外壳上有透明泡或磨砂两种。这种类型

的白炽灯可以分为三种普通型、球型、异型。其中普通型一般用在普通照明，

而球型、异型二种适合局部照明、投光照明、汽车、舞台照明和影视演播等领

域。(2)PAR型:在泡壳内部有一定量的反射型涂层，如同凹面镜与光源的结合。

。《我国普通照明灯泡现状》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陆荣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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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泛光和聚光的原理能更精确地控制光线使灯泡能将光线某个固定方向，比家

用白炽灯亮度高四倍，用于室外投光和泛光灯具中.

    卤钨灯(卤素灯)有碘钨灯和澳钨灯具有黑化的功能。 卤钨灯属热辐射光

源，体积小重量轻，显色指数Ra=100，光效较高在10一30LW。广泛应用于新闻摄

影、影视摄录、舞台照明、电化教育、定向照明及泛光照明灯等。寿命2000小

时比白炽灯高1.5倍，有高压型(120哟和低压(12v)两种电压。低压型需要一个变
压器来逐步降低电压。

    (1)高压型(12ov)

    A、PAR16PAR20\PAR3O和PAR38反射型泡能比常规白炽PAR光提供更

佳的光束控制。有多种窄光束和宽光束选择。被用于轨道、紧凑、室外聚光、室外泛

光灯具中。

    B、T一3型双端光源可以适用于多种灯座.该光源的照明方向是靠灯具中的

反射器来进行控制的。适用于室外泛光中和墙面特效照明。

    c、T礴单端光源有更小的外型，同样该光源的照明方向也是由灯具中的反射

器来进行控制的。

    (2)低压型(12码

    A、MRll和MR16型低压迷你反射卤钨灯能够提供极佳的光束控制。有从

窄至宽的多种光束角。极小的体积能使它被用于更小型的轨道中，更紧凑的灯具

中。同样也可以用于室外聚光照明中。

    B、PAR36型低压卤钨灯同样能提供优异的光束控制，特别适用于更长距离

的照明。拥有聚光和宽光多种光束选择，被用于路轨灯具和紧凑型灯具和室外灯

具中。

    C、T4插式低压卤钨灯，俗称米粒泡，被用于吊灯，卤钨书桌灯和其它轨道灯具

中.该光源的方向由灯具进行控制。。

    荧光灯是1938年开发的照明光源，发光面积大，高光效在25一67LW{显色性现

在可以高达98Ra.色温在2900k-650Ok，寿命3000小时比那些白炽灯的使用寿命提

高了十几倍。近年来，道路照明主要使用这种低能源，高频照明电路专用的荧

光灯。分为T型(直管)、T/c(环形)、CFL(紧凑型)0

    高强气体放电灯(HID)拥有更长的寿命和更高的光效。高强气体放电灯包括

汞灯、金卤灯和钠灯等。

0 《照明你的生活》 贺伯力Zoosh伽刀~ 反zm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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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汞灯的光效在30一60LW{以高压水银灯使用居多，发光效率可达50一60LM，色

光基本在白色以及淡绿色，显色性 32一55Ra.主要原来用在道路照明，现在主要使

用钠灯和金卤灯.钠灯也分为低压和高压，低压因为单色光源无显色性。所以使

用高压钠灯居多，显色在20一30Ra色温在1900一2100k，光效90-104L功W，色光暖黄

色多用古代以及仿古建筑照明。金卤灯显色性2900一520OK和灯具效率居高，光

色广泛由暖黄色到日光白。适合于所有的外景照明场所。LED二级管发光和霓

虹灯主要用于室外灯光装饰。

5.2人居照明环境语意传达

    人居照明环境语意传达可以理解成通过照明产品符号传达出特定内涵意

义。人居照明环境语意传达的方法:建立照明产品的目的和特性;确定照明产

品预期的使用情境与文化情感;列出所要的属性特性:列出所要避免的属性特

征;根据建筑照明种类将列出属性特征群化与排序:寻找支持列出属性特征的

相关因素;与照明技术可行性的配合;评价、选择与整合。

    根据前面光源符号的特性以及灯具产品的种类，建立照明产品的目的和特

性。根据灯具产品主要用途制定产品的使用情境、光源符号的特性(造型、显色

(Ra)、色光)列出所要的属性特性。(表5.2)
                                  表5.2光源符号属性表

名 称 造 型 显色(Ra) 色 光 主要灯具 使用情境

白炽灯 隋通、球型、特异好(95一99) 暖黄色 室内灯具{}室内照明、舞台装饰

卤钨灯 灯杯MR 好(95一99) 暖白色 室内射灯
室内投射、美术馆、展厅、

局部照明、装饰
    PAR

(白炽、卤
    钨)

圆锥型 好(95一99) 暖黄色
室外埋地灯
圆筒圆锥型

  透射灯

室外投射(比较少，被高强
气体放电灯代替)

荧光灯

T型(直管)、
T/C(环形)、

CFL(紧凑型)

一般(60一85)
  (带三基色

80一98较好)

月光色

冷白色

暖白色

室内所以灯

    具外

  庭院灯

室内节能照明，大型场所，
工厂，学校等

汞灯 ED 差(32一55)
  白色

淡绿色
路灯 障路照明(以前用，

高压钠灯 T、BT
  一般

(20/60/85)
暖黄色

室外泛光灯

室外路灯

  高架灯

道路照明、防古建筑、古建
筑照明

金卤灯

T、BT、T。

double--dnded

  (双头型)

好(65一90) 全色

室外路灯

高架灯

泛光灯

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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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建筑照明种类将上述属性特征群化与排序。建筑照明包括室内建筑照

明和建筑户外照明，但很多情况都是进行分割的状况来研究照明设计。建筑的分

类方法很多种，根据照明环境按建筑功能分为古建筑和仿古建筑、文化博览建筑、

行政办公建筑、居住建筑、工业建筑、商业建筑、旅馆和酒店建筑、交通和通

信建筑、医疗建筑、体育建筑十类。(表5.3)
                                  表5.3人居照明环境语意

建 筑
名 称

室 内 室 外
照明

方式

光源

符号
灯具安装 光 色照明方式

光源

符号
投光位置 光 色

装饰

照明

白炽灯

  烛光

灯的摆放以照明装
      饰为主

黄光

整体照明

局部照明

外轮廓照

    明

高压

钠灯

金卤灯
  LED

立杆投光
黄色

紫光

古建筑和

仿古建筑
附看建筑

  上投光

文化博览

  建筑

整体

照明

卤钨灯

荧光灯
天花上均匀布灯满
足灯光照明需求

日光色
和黄光

局部照明

内透光照

    明

金卤灯
  LED

附着建筑

  上投光

地面投光

内透光

行政办公

  建筑

功能

照明

装饰

照明

卤钨灯
天花上均匀布灯满
足灯光照明需求

日光色
整体照明

局部照明

金卤灯
  LED

立杆投光

附着建筑

上投光

白光

紫色

居住建筑

功能

照明

装饰

照明

白炽灯
卤钨灯

荧光灯

按功能要求分配，
      藏灯

混光

局部照明

外轮廓照

    明

高压

钠灯

L印

附着建筑

上投光
黄光

工业建筑
装饰

照明

PAR灯

大面积工厂灯安装 日光色
整体照明

局部照明

金卤灯
立杆投光

附着建筑

上投光

按墙色选择

灯光颜色
= 甚伊1

医芜闭

商业建筑
装饰

照明

卤钨灯

荧光灯
  led

满足灯光照明需求
    动态灯光

多彩
所有照明

  方式

金卤灯
  LED

激光

全部 多彩

旅馆和酒

店建筑

装饰
照明
混合
照明

卤钨灯

黄光灯
  led

满足灯光照明需求 黄光
所有照明

  方式

金卤灯
  LED

激光

全部

黄色

紫色

白色
青色

交通和通

信建筑

功能

照明
荧光灯满足灯光照明需求 日光色

所有照明
  方式

金卤灯
  LED

  激光

全部
白色

蓝光

紫色

医疗建筑
功能

照面

卤钨灯
荧光灯

满足灯光照明需求
高亮日

光色

整体照明

局部照明

金卤灯
立杆投光
附着建筑
上投光

白色
蓝光
青色

体育建筑
整体功

能照明
金卤灯满足灯光照明需求 日光

所有照明
  方式

金卤灯
  LED

激光

全部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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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支持列出属性特征的相关因素和照明产品的安装与照明技术可行性。

照明技术即照明方式，可分为整体照明、局部照明、投光照明、外轮廓照明、

内透光照明、特殊装饰照明五类。评价、选择与整合确定建筑照明语意表表5.3

反3本章小结

    本章详细介绍灯具产品图形符号、光源符号及其用途特性。将照明产品符

号内容按照设计符号的传达方法完成对人居照明环境语意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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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光控制下的人居环境

6.1灯光控制及其运用

    照明逐步成为现代人们夜生活视觉上必需品，同时人们对照明设备的控制

越来越重视。光源亮度的调节、照明方式的调节、色光的调节以及人居环境中

照明装饰图案的改变，体会出人们对照明质量的苛刻。照明在控制下变得人性

化，同时照明控制加快人居环境动态的进程。

‘.Ll传统控制方式

    控制技术主要以节能为目的对室内照明方式分为:一般照明、分区一般照

明、局部照明、混合照明。

    建筑物中的室内空间，按功能需要的不同划分为一般照明、局部照明、混合

照明。控光的需要几点情况:

    (1)单独使用一般照明方式照度不宜超过 soolx，要求照明要均匀满足桌面工

作需求。部分要求高照度的场所，设置分区局部照明或一般照明。

    (2)对于照度要求不同、密度不大，一般照明或分区一般照明不能满足要求

的场所，宜采用混合照明。

    根据这些要求，房间内灯具设置于门口控制一般是用开关类型(跷板开关、

拉线开关、感应式触摸式)，房间灯具较多功能需求复杂时，采用双联、三联开

关或多联开关，采用照明配电箱微型断路器直接用配电箱内的断路器控制的作

为安全防护。

    对于楼道和楼梯照明，多采用双控方式(有的长楼道采用三地控制)， 在楼

道和楼梯入口安装双控跷板开关，其特点是在任意入口处都可以开闭整个照明

装置。

    因为在公共场所，无人按时关灯，尽管双控方式增加了方便性，一般人员

不可能做到人走灯灭，对于住宅、公寓等楼梯间，进行改良的自动控制。目前

多采用定时开关或声光控开关。

    对于室外泛光、园林景观照明，在室外安装配电箱开关控制，室外照明用

气体放电灯较多，多由值班室统一控制，照明控制方式多种多样，为便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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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做到具有手动和自动功能，手动主要是为了调试、检修和应急的需要，自动

有利于运行，自动又分为定时控制、光控等。为节能，灯关开启宜做到平时、

一般节日、重大节日三级控制，并于城市夜景照明相协调，能与整个城市夜景

照明联网控制。

    传统照明的局限性(1)由于传统控制过于简单只有开关功能。所以无法进行

集中化控制如:遥控控制(2)无法进行过大场所控制繁琐。(3)无法进行动态调控

光效。(4)对于声光控制无法与电路分离，一方故障后会互相影响。(5)布线复杂

维护系统费用过高.

6.1.2智能照明控制方式

    面对传统照明的局限性，智能照明呼之欲出。首先作为智能照明需要解决

控制光源的发光时间、亮度，营造出不同场所气氛。其次智能照明需要集约性控

制，使用电路线和信号线共线控制，简化照明线路控制的复杂系统，最后是按照绿

色照明的需求进行节约性控制。

    一般设有建筑设备监控系统(BAS系统)，利用BAS系统控制照明己为大家

所接受，基本上是DDC控制，由于BAS系统不是专为照明而做，也很有局限

性，一是很难做到调光控制，二是没有控制面板，完全在计算机上控制，灵活

性较差，对于值班人员要求素质也较高。

    单独照明控制系统常用奇胜公司的C一Bus、ABB公司的1一BUSEIB系统、

邦奇公司的Dynalite等系统的。C一Bus系统是一个分布式智能控制系统，(图6.1)

由五类线传输控制信号，通过弱电信号控制强电输出。C一BUS智能照明管理系

统是二线制总线式的微处理器控制照明管理系统，主所有的单元器件(除电源外)

均内置微处理器和存储单元，由一对信号线(UTPS)连接成网络，网和子网都有

冗余。。每个单元均设置唯一的单元地址并用软件设定其功能，通过输出单元控

制各回路负载。输入单元通过群组地址和输出元件建立对应联系。当有输入时，

输入单元将其转变为C一Bus信号在c-Bus系统总线上广播，所有的输出单元接

收控制信号并作出判断，控制相应回路输出。C一Bus系统应用广泛，具有操作

简单、方便管理、节约能源的优点。

。冗余是重复配置系统的一些部件。当系统发生故障时，冗余配置的部件介入并承担故障部件的工作.由此
减少系统的故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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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室内的灯具随着自然光线的变化，自动点燃或关闭该区域内的灯具，保证

室内体育场馆、剧院、博物馆、美术馆等功能种类更换频繁的公共建筑应采用

Dynallte智能照明集中控制，对于不同的主题可以选择相符的光环境。
    学校教学楼，多媒体教室采用调光控制，小办公空间为节省投资，一般教

室可采用面板开关控制，走廊、门厅等公共场所宜采用从c七us智能照明集中控

制及就地控制方式。

    所有场所智能照明控制设置都必须包含应急照明的程序、值班照明的要求。

如此夜景照明如同白天的日光丰富有变化，显然人居的光环境可以称为“动态

人居环境”。对于小开间办公室，可采用面板开关控制。

6.3本章小结

    照明控制是人居照明环境的设计手段。本章详细介绍了传统控制、智能照

明控制.对智能控制常用的c一bus、1一bus、Dynalite照明控制系统对比分析，结

合场景需求和功能需求复杂智能照明控制分类，给出了不同场景选择智能照明

系统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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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城市人居环境的照明设计

7.1城市人居环境照明设计意图

    近几年城市的基础照明功能已经日趋完善，更多城市把光环境规划放到首要

位置。许多城市根据各自城市环境、历史背景、人文理念来确定城市的光环境

风格。1988年上海市率先投资两亿元改造外滩夜景，开创中国城市夜景建设之

先河。1997一1999 年港澳回归及五十年国庆前后，许多内地城市在夜景照明方

面也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每年用于城市照明的投资，以20%-40%的速度递增。

这种建设热潮还扩展到我国中西部，如成都投资近四千万建设“府南河光彩”

工程，重庆主城区夜景照明的“光彩”工程，武汉 “两江四岸”夜景工程等建

设。

    考虑城市光环境规划的前提条件:光环境规划必须正确界定人居空间的尺

度和视觉印象，视觉印象是照明规划参考的重要依据。城市人居光环境是人们

对城市视觉印象的重要媒介。这种视觉印象来源于光对建筑物的投射产生的光

影关系。另一方面视觉印象来源于人对城市光环境的主观要求，根据空间需求

的不同和视觉条件的差异制定合理的光秩序。

7.2人居环境的城市绿色照明

    人居环境系统是强调人类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居住系统和支撑系

统相协调。建立人居光环境必须注重人对光的需求关系的和谐，但这种关系是

受到社会意识形态指导和协调。因此如何制定合理的社会意识就成为了对照明

发展的首要任务。

    绿色照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产生的.绿色照明是指通过科学的照明设计，采

用效率高、寿命长、安全和性能稳定的照明电器产品(电光源、灯用电器附件、

灯具、配线器材以及调光控制设备)，改善、提高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条件

和质量，从而创造一个高效、舒适、安全、经济、有益的环境并体现照明文化

的现代照明。①它是把人居光环境发展成为一种合理的社会意识途径。

。 《中国绿色照明发展报告，(200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5中国电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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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结论

    城市照明是城市夜景文明的重要表现，是现代城市建设与展示其形象的重要

手段。通过研究城市照明，结合本人在深圳的城市照明设计实践，发现城市照

明包含了人居环境科学中多类学科，并涉及到人居环境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如光

污染、绿色照明、城市建设诸多问题。

    目前城市照明研究还没有把城市综合规划和照明科学放入一个系统里研

究。课题首次将照明与人居环境系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进行系统化研究，提出照

明与人居环境的关系研究实质是研究人的生活方式问题。论文经分析提出了人

居照明环境系统概念，建立了人居照明环境学术框架。

    我国的照明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物理方面的研究形式，导致城市照明和照

明产品在人性化、绿色化、情感化的缺乏。课题首次提出了人居光环境的理论

因素:人机工程学因素、心理因素、绿色因素、智能因素、光构成因素，致力于

创造和开发科学化、人性化、生态化、人文化、艺术化、健康化的照明环境，

提出了绿色照明产品概念与光秩序概念及光秩序的形成条件。

    对人居照明环境光文化研究，首次从照明昼文化、照明夜文化等文化层面

上论述了人居照明环境，并得出并详细地分析了形成人居环境光文化的六大要

素。

    论文完善了光污染广义概念，并提出防治光污染具体措施。提出照明视觉

印象和它的六大要素，如中心点、标志、湖泊江河、区域、边缘、路径以及印

象的评判标准，为人居照明环境质量提供主要评判依据。最终制定出人居照明

环境的设计指导原则:注重整个照明空间，突出关键的因素，考虑空间照明对

过去和将来承上启下的定位;注重各个照明区域以及照明个体的相互关系;注

重在规划中采用多学科参与的关联研究。

&2展望

    城市照明科学还有许多我们需要探索的新领域，文章在对照明产品研究过

程，发现人居照明环境系统发展需要开发更多照明新产品。如led灯具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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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灯具产品加入声音、激光、烟雾等表现形式。

    限于本人时间的仓促和实验条件的不足，本人提出的照明设计具体原理存

在不足之处，尤其是光构成、人居照明环境语意等方面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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