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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照明技术和照明设计两个部分。
在叙述照明技术基础、
电光源、灯具、测试技术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照明计算方法、照明系统
的设计、施工及维护和修理，对住宅照明、办公照明、医院照明、舞厅照
明、交通照明、工厂照明、体育照明等的要求均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书
中列有国内外工业企业照度标准及民用建筑照度值，书末还附有某些照明
器的照度曲线及利用系数表，可供查用。

本手册可供建筑电气设计师，以及从事光源和灯具的设计、生产、测
试及其他与照明设计有关的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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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定向照明
3.5.3阴影及其处理
3.6光源的颜色特性
3.6.1光源色
3.6.2照度与光色舒适感的关系
3.7照度的稳定性和频闪效应
3.7.1照度不稳定性的危害及防止
3.7.2频闪效应的产生及限制措施
4 照明方式、照明种类及其选用原
则
4.1照明方式及其选用原则
4.1.1一般照明
4.1.2分区一般照明
4.1.3局部照明
4.1.4混合照明
4.2照明种类及其选用原则
4.2.1正常照明
4.2.2应急照明
4.2.3值班照明
4.2.4警卫照明
4.2.5障碍照明
5 照明标准
5.1我国工业企业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92）
5.1.1标准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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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照度分级
5.1.3照度标准
5.2我国民用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J133―90）
5.2.1标准的适用范围
5.2.2照度标准
5.3国际照明委员会（CIE）和部分国
家的照明设计标准
5.3.1CIE室内照明指南推荐的照度
值
5.3.2美国照度推荐值
5.3.3日本工业照度标准
5.3.4英国CIBS室内照明规范
6 照明与节能
6.1照明节能的基本原则
6.2照明节能的途径
6.2.1根据视觉作业要求确定合理的
照度
6.2.2根据视觉作业要求正确选用照
明方式
6.2.3充分利用天然光
6.2.4选用高光效光源
6.2.5选用高效率灯具
6.2.6照明热量的综合利用―，空调
照明器的应用
6.2.7选择合适的照明控制方式
6.2.8其它照明节能的措施
6.2.9严格控制照明设计的电能消耗
指标
参考文献
第7章 照明系统的设计与施工
照明器的选择与布置
1 照明器的含义和作用
1.2照明器的选择
1.2.1光源的选择
1.2.2灯具的选择
1.3照明器的布置
1.3.1布灯考虑的要素
1.3.2照明器的布置方式及照度均匀
度的保证
1.3.3布灯的气氛效果
2 照明供配电系统的设计
2.1照明对供配电质量的要求
2.1.1电压的选择
2.1.2电源质量
2.1.3电压损失的计算
2.2照明负荷分级及供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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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分级
2.2.2供电方式的选择
2.3照明供配电网络的设计
2.3.1放射式接线方式
2.3.2树干式接线方式
2.3.3环链式接线方式
2.3.4混合式接线方式
3 照明电气线路的设计
3.1导线电缆的选择
3.1.1导线、电缆型式及敷设方式
3.1.2导线、电缆规格的选择
3.2线路保护及控制方式
3.2.1线路保护的一般要求
3.2.2保护装置的选择及设置原则
3.2.3照明器控制方式的选择
4 照明经济
4.1照明经济的分析方法
4.1.1照明计算数据输入
4.1.2照明计算
4.1.3照明计算结果输出
4.1.4灯具布置的研究
4.1.5照明经济数据输入
4.1.6照度计算
4.1.7照明经济计算
4.1.8照明经济数据输出
4.2分析结果的总结
5 室内照明灯具及电器装置件的
安装
5.1室内照明灯具安装的一般规定
5.1.1安装条件
5.1.2安装方法
5.1.3安装前的准备
5.1.4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5.2室内照明灯具安装的要求
5.2.1灯具安装要求
5.2.2DJX系列灯具安装接线盒
5.2.3携带式局部照明灯的安装
5.2.4其它灯具的安装
5.3开关插座装置件的安装
5.3.1开关的安装
5.3.2照明插座的安装
5.4照明配电箱（板）的安装
6 照明管线
6.1配管要求
6.1.1配管的一般规定
6.1.2配管前的准备
6.2配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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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配线的一般规定
6.2.2配线前的准备和要求
6.3金属管配线
6.4无增塑可挠刚性PVC管配线
6.4.1PVC管使用的范围及应用
6.4.2PVC管的主要性能指标及技
术参数
6.4.3PVC管的施工方法
6.4.4导线穿PVC管管径的选择
6.5阻燃半硬塑料管配线
6.6室内照明电缆配线
6.7插接式母线槽配线
6.8线槽配线
6.9地面线槽配线
6.10塑料护套线配线
6.11钢索配线
6.12瓷夹、瓷柱、瓷瓶配线
7 照明设备的维护和管理
7.1一般维护要求
7.2一般维修工作
7.3白炽灯、荧光灯 汞灯的常见
故障与维修
参考文献
第8章 照明技术在工程中的应用
1 生活照明
1.1住宅照明
1.1.1居住环境和照明艺术
1.1.2环境的照明要求和照明器的
选用
1.1.3典型居室的照明
1.1.4单元式住宅的照明要素
1.2办公照明
1.2.1办公建筑的分类
1.2.2视觉环境和照明原则
1.2.3一般办公照明
1.2.4营业办公照明
1.2.5专业性办公室的照明
1.3医院照明
1.3.1医院照明的特点
1.3.2门诊楼的照明
1.3.3检查中心的照明
1.3.4住院部的照明
1.3.5手术区的照明
1.4幼儿园、托儿所的照明
1.4.1教室、活动室的照明
1.4.2卧室照明
1.4.3照明装置件的选择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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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娱、展览照明
2.1展览照明
2.1.1展示照明和作品的视觉条件
2.1.2平面展品的照明要素
2.1.3立体展品的照明要素
2.1.4展室照明装置的分类
2.1.5照明技术借鉴
2.2舞厅照明
2.2.1舞厅与灯光艺术
2.2.2一般舞厅的灯光设计
2.2.3舞厅的灯光控制
2.2.4舞厅的照明评价
3 交通工程照明
3.1河港与海港照明
3.1.1照明的一般规定
3.1.2照明的照度标准
3.1.3照明的一般布置原则
3.1.4照明灯具的选择
3.1.5照明灯具安装的特殊要求
3.2船闸照明
3.2.1照明的一般规定
3.2.2照明布置的一般原则
3.2.3照明灯具的选择
3.2.4船闸的信号和标志灯
3.3公路照明
3.3.1照明标准
3.3.2照明设施的配电与控制
3.3.3照明设施的线路布置
3.3.4照明灯具的选择
3.3.5高杆灯在公路立交工程中的
应用
3.4公路隧道照明
3.4.1照明的特殊性
3.4.2隧道照明的一般规定
3.4.3隧道照明的分类与标准
3.4.4隧道照明光源及灯具的选择
4 工厂照明
4.1照明的特点与分类
4.1.1机械工厂的照明
4.1.2轻纺工厂的照明
4.1.3食品工厂的照明
4.1.4化工厂的照明
4.1.5冶金工厂的照明
4.1.6矿山的照明
4.2照明的一般要求
4.2.1工艺要求
4.2.2照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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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照明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4.3工厂照明的设计
4.3.1收集工厂的有关照明资料
4.3.2工厂照明的设计步骤与方去
4.3.3工厂内特殊场所的照明设才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A 某些照明器的空间等照度曲线
附录B 某些照明器的平面相对等照
度曲线
附录C 某些线光源的等照度曲线
附录D 灯具（照明器）的灯数概算
曲线
附录E 各类照明器的利用系数U
附录F 点光源（光强100cd）在水平
面上的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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