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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照明设计施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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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照明是现代建筑满足照度和装饰的最基本的手段,电气照明是当前实现人工照明的主要手段。电气照

明具有灯光稳定、易于控制、调节、使用安全、经济的优点。是实现安全生产，保障人身视力健康的重要条件。合理

进行照明设计和施工，是建筑物保障其完善功能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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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照明设计

选择合适的光源

在建筑电气照明设计的过程中，先应满足照明设施

的要求，如:显色性、照度、色温.启动时间等，然后应综

合考虑使用的环境特点，如使用场所的温度.供电电压波

动.空调的使用等情况，最后应根据选择光源的投资费用

和运行费用综合考虑选择何种光源。

照度

选择合适的照度是照明设计的关键环节。为节约电

能，应因地制宜的选用普通照明.局部照明以及混合照明

三种照明方式。当一种方式不能满足用户需求时，就可

以采用混合照明的方式强化照明效果[1]。此外，还应尽量

利用太阳光，选择正确、合理的采光方式，增加室内进

光量，改善照明环境，使人感受到自然气息和太阳的温

暖。充分利用室内设施的反射性能也能有效提高光的利

用率，例如，白色墙面的反射性能就非常好，可以反射

70--80%的光。

照明方式选择

普通照明是指为工程对象或者某个场地的光源需求

选用的均匀照明方式。普通照明是由很多个灯具均匀排

列而成，水平照度也比较均匀。对于人员密集度较大

却又对光源需求和视觉效果没有较高的要求时，可选择

与照明环境和建筑结构布局相适应的普通照明方式，例

如，企业大楼.体育馆.政府办公室等等。普通照明的长

处就是在整个视线范围和活动空间内具有较好的光线亮

度。可以采用功率较大、照明效果较强的灯具，减少灯

具使用量，降低工程成本。

局部照明是指民用建筑时为满足某些地方的局部照

明需求而选择的照明方式，进一步突显局部地区照明效

果，经常采用的是动态照明和固定照明两种方式[2]。局部

照明对灯具的开启速率和灵活性要求较高，因为局部照

明大多应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特殊位置需要强化视觉效果，并要特意突显出

来。或者一些不在照明范围内的个别地方，需要将其纳

人到照明范围之内。

为满足一些视觉功能较差的或者存在缺陷的特

殊群体的视觉需求，对部分地点加强照明。

防止反射光刺激眼睛，对反射性能过强的地方

进行反方向照明。

选择照明控制方式

公共走道以及楼梯等公共场所可以设置自熄开

关灯具。

充分考虑天然光源的利用，在设计的过程中应

根据天然光的照度变化，决定电气照明的范围，而且还

可以根据照明的特点，采取适当的增加照明开关点和分

区控制。

对于会议厅，商场以及生产车间中的生产线可

以采用照明配电箱进行集中控制。对于其他一些场所可

以采取分散控制，并且要增加开关量，并且应充分考虑

采光的情况。

对于室外的灯光照明设计，应根据不同的气

氛，不同的时间进行设计，如在节假日以及重大节日设置

多种灯光场景，并且应每种场景设计的灯具不尽相同[3]。

对于平时可以按照前半夜和后半夜两个时段设计开灯，每

天的后半夜可以关掉景观的照明灯具，仅仅保持照明的功

能就可以，这样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能源，而且还可以满

足人们对照明功能需求。

2 建筑照明设计施工的方法

明敷设导线的保护措施

室内水平明敷设的导线距地面距离小于2m，或者垂

直明敷设导线距地面 的线段，应穿钢管和塑料管

加以保护，以避免机械损伤。这一点生产现场的施工比

较规范，民用住宅的施工、应用不满足者较多。室外架

空线路和入户线路不但应满足安全载流量的要求，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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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能够满足机械承重的要求。要按照具体的环境选择导

线。室外进户线应选用铜芯电线，线径 2。

明敷设导线承重

主要在室内灯具安装中存在这样的问题。照明导线

不得承重。灯具悬吊安装应采用吊链。室外杆上吊灯安

装高度不宜小于6m，吊灯吊线采用16～25mm2的镀锌钢

绞线或Φ4镀锌铁丝合股使用，其抗拉强度不应小于吊灯

(包括各种配件、引下线铁板、瓷瓶等)重量的10倍，吊线

两端应安装接线瓷瓶。吊线松紧应合适，两端高度宜一

致，当电杆的强度或刚度不足以承受吊线拉力时，应设

拉线增强[4]。吊灯的电源引下线不得受力，引下线应对称

搭接在电杆两侧，搭接处离电杆中心宜为300～400mm，

引下线接头不得超过一个，不同规格的导线不得对接。

导线对接处理

导线无论明敷设还是暗敷设，均应采取接线盒

对接线头的方式，应压紧接线螺钉，不得出现虚接，以

免引起导线接头部位过热的故障。在施工现场，存在不

通过接线盒而直接对接到线的接线方式，必须保证接头

部位导线的电阻和绝缘及抗拉强度均达到原导线的80%

以上。电缆接头和终端头整个绕包过程应保持清洁和干

燥。绕包绝缘前，应用汽油浸过的白布将线芯及绝缘表

面擦干净，塑料电缆宜采用自粘带.粘胶带.胶粘剂、收缩

管等材料密封。塑料护套表面应打毛，粘接表面应用溶

剂除去油污，粘接应良好。电缆芯线的连接宜采用压接

方式。绝对禁止铜铝导线的直接对接。室内导线应采用

铜导线，截面不小于2.5mm2。

应急照明线路的敷设，应急照明线路单独敷

设，在每个防火分区有独立的应急照明回路，不能与普

通照明线路混用。穿越不同防火分区的线路应有防火隔

堵措施。当火灾应急照明线路的工作电源与备用电源在

同一桥架敷设时，中间加隔板[5]。明敷管线时，钢性导

管上涂防火涂料保护。线管、线槽的PE保护线连接完成

后，经检查确认才能穿线。不进人的吊顶，管子的支架

和接线盒固定在主、副龙骨上；进人的吊顶，电气配件

应敷设在主龙骨上。在对电线、电缆的绝缘性能、导电

性能和防火性能有异议时，按批抽样送有资质的试验室

检测。电线接续完成后才能测试电线的绝缘电阻。应急

照明线路不能与其他普通照明线路混用。

3 建筑照明设计施工中的主要问题以及有效对策分析

导线的敷设方式与环境不符，在线路的施工与

验收中，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导线和施工工艺都是合乎

规范的，但不能使照明系统正常运行或者不符合验收标

准。其原因就在于设计或者施工人员没有注意环境与导

线的相关性上。当导线在电压经济电流密度等方面已经

选定后，使用环境就是首要的决定导线型号和敷设方式

的因素，

明敷设导线的保护措施不完善，室内水平明敷

设导线距地面距离小于2m，或者垂直明敷设导线距地面

1.8m以下的线段，应穿钢管和塑料管加以保护，以避免

机械损伤。这一点生产现场的施工比较规范，民用住宅

的施工、应用不满足者多[1]。

线槽、穿管敷设的导线管中存在导线接头，导线

穿管敷设有安全美观的优势，但不利于检修和维护。基

于安全和故障处理的要求，线槽、穿管敷设的导线不允

许有中间接头。由于工程的隐蔽性，需要现场监理加强

督查，更需要现场作业人员掌握好规范，避免留下事故

隐患。

三相电源的相线、单相电源的相线与中性线分

管穿设应将同一回路的相线和中性线穿于同一管槽，否

则由于管、槽内线路电流不平衡导致交变磁场的产生，

磁场作用于金属管、槽，在管、槽内产生涡流，附加了

电路损耗，且引起线管发热；对钢制管，还有磁滞的产

生。涡流和磁滞均可能导致管、槽内电线在额定电流以

下时的过热，直至烧毁短路。

明敷、穿管导线、电缆与其他室内管道安全距离

不够，导电线路与热水管、蒸汽管、煤气管等同侧敷设

时，应敷设在其他管道的下方，如果确有困难，敷设在

其他管道上方时，应加大间距(原管距1.2倍敷设)，并采取

隔热措施[2]。

穿管导线的根数和标称截面超过规定，管内导线

根数不能超过8根，这是出于干扰和维护的考虑。三根及

以上绝缘导线穿于同一根管时，其总截面积(包括外护层)

不应超过管内截面积的40%。两根绝缘导线穿于同一根管

时，管内径大于两根导线外径之和的1.35倍(立管可取1.25

倍),这是出于散热和维护的要求。

进出建筑物和顶棚敷设的导线，防护措施不当，

电线进出建筑物、穿越建筑和设备的基础、进出地沟、

穿越楼板，必须加钢管保护，以避免建筑沉降伸缩产生

的应力引起导线损坏。电线敷设于吊顶或天棚需要穿阻

燃管，以避免鼠害导致导线绝缘的破坏、形成短路。采

用电缆时保护管内径比电缆外径 倍。

多线共管不符合要求，不同回路、不同电压、不

同用途和不同电流种类的导线不得穿入同一管内，以避

免因短路造成故障范围的扩大和事故的升级。

电缆选型不当，室内电缆通常采用托架或者托盘

明敷设，不得采用有黄麻和可燃性外包装类型。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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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隐患。无铠装的电缆水平敷设时距地面2.5m,垂直敷

设电缆至地面大于1.8m避免机械损伤。

管材质不合格，目前建筑行业采用新型

PVC管材代替金属管材的工艺应用普遍，应严格按照PvC

管材的国家标准验收管材。在施工和维修中，常出现因

PVC管材硬度、强度不够造成导线机械损伤或者影响线

路的维修检查，导致出现故障的线路无法从管内抽出，

不能有效修复，从而造成线路重设的现象[3]。

4 关于建筑应急照明的设计施工

消防用电负荷等级为二级的应急照明设计当建

筑规模较小，应急照明数量不多，无火灾自动报警联动

时，灯具也采用独立式蓄电池供电，应急照明配电箱由

单回路线路供电，当火灾发生时，通过切断照明配电箱

电源，强制启动应急照明灯蓄电池来实现点亮。当建筑

规模较大，应急照明数量较多，并有火灾自动报警联动

时，常采用集中供电方式。按防火分区设置应急照明配

电箱，采用交流双回路供电末端自动切换的应急照明箱

或采用单回路提供给集中蓄电池供电的应急照明配电

箱。灯具不带蓄电池，疏散照明常亮，备用照明可由单

联双控开关，延时开关，消防声光控开关控制，平时作

普通照明灯用，火灾时无论开关是开还是闭，都能通过

消防控制中心，启动消防控制模块，带动应急照明箱中

接触器动作，强制点燃备用照明灯具。

应急照明的安装要求

电线、电缆及保护管的选用《建筑电气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05，以下简称《验收规

范》要求疏散照明应敷设耐火电线、电缆，电线采用额

定电压等于或高于750V的铜芯绝缘电线(20.1.4.8条)[4]。

《验收规范》中没有说备用照明、安全照明线路敷设耐

火电线、电缆(阻燃电线、电缆与耐火电线、电缆是两种

不同技术标准的产品，两种不能混为一谈)。阻燃型及耐

火型电线、电缆允许长期工作的最高额定温度--定要符

合设计要求，安装前一定按设计要求验收导线。火灾应

急照明导线截面宜适当放宽。应急疏散照明线路的保护

管无论明敷还是暗敷，在《验收规范》中都要求使用钢

导管，而对其他应.急照明線路的保护管材质并末作出规

定。《高层民用建筑设计规范》(GB50045--95)、《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J16-87)要求，当消防应急照明配电

线路当明敷时应采用金属管，并采用防火保护措施;暗敷

时，只要求保护层的厚度不小于30mm，未说明采用何

种管材。当采用塑料管暗敷时，应采用难燃型材料且塑

料管的氧指数应在27以上。在无设计要求时，埋设在墙

内或混凝土内的塑料管应采用中型以上的导管(《验收规

范》14.2.9.3条);建筑物吊顶内必须采用金属管敷设，金属

管应选壁厚 的热镀锌管[5]。

应急照明线路的嫩设，应急照明线路单独敷

设，在每个防火分区有独立的应急照明回路，不能与替

通照明线路混用。穿越不同防火分区的线路应有防火隔

堵措施。当火灾应急照明线路的工作电源与备用电源在

同一桥架敷设时，中间加隔板。明敷管线时，铜性导管

上涂防火涂料保护。线管、线槽的PE保护线连接完成

后。经检查确认才能穿线。不进入的吊顶，管子的支架

和接线盒固定在主、副龙骨上进人的吊顶，电气配件应

敷设在主龙骨上。在对电线、电缆的绝缘性能、导电性

能和防火性能有异议时，按批抽祥送有资质的试验室检

测，电线接续完成后才能测试电线的绝缘电阻，应急照

明线路不能与其他普通照明线路混用。

结语

照明线路是工程实践中导线敷设工艺涉及分项工程较

多的—个工程类别；又是建筑施工中与其他分部相关联最

多的项目，在施工中需要与土建、水暖等工程配合、交叉

进行。照明线路的敷设水平，直接反映整个建筑工程质量

的全貌。建筑按照不同的使用环境和服务功能，其建筑要

求的重点各异，在照明工程中，针对不同的适用对象，按

照国家标准做好通用照明设计的同时，注重建筑本身的特

殊要求，才能满足建筑物的使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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