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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照明中照度检测方法的探讨

郝 博
辽宁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辽宁 沈阳 110141

摘� 要：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近视眼不良率持续上升，一直受到我国的高度重视。我国有关部委和领导人先后做

出批示，要求切实加强中小学生近视眼防治工作。学校教室灯光环境，是防治中小学生近视眼的重要一环。教育有关

行政部门也越来越关注教室灯光环保要求，加大了对其整改的力度。由于教室灯光条件的改变，如何确定改建的灯光

条件能否达到有关规范要求，这就给灯光测试技术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本文就课堂灯光测试的照明测量技术特别是黑

板照明测试技术进行一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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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室灯照明设计要点

1.1  灯具选择：教学灯具的选择应考虑其照度要求。
1.2  灯具布局：在教室的布置中，要充分考虑到学生

的学习环境、教师的工作环境以及学校整体环境的协调

统一，做到既节约能源又美观大方。

1.3  灯光效果：根据需要可设置局部投光型或半直接
反射型灯具，以增强室内空间感及层次感。

1.4  光源选择：一般采用LED光源光源。
1.5  电源要求：1安全用电；2符合国家标准；3具有

过载保护功能；4使用220v交流电；5有接地装置；6安装
位置合理；7线路敷设规范、整洁、整齐。

1.6  维护管理方便。 教室是学生在校学习的场所，
也是教师授课的场所，因此对教学用灯的亮度有着严格

的要求，同时还要注意节能和安全问题。

2 教室照明的主要作用

2.1  提高视觉质量：良好的光线条件可以提高视觉清
晰度，使学生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不会感到疲倦。

2.2  改善学习气氛：明亮的环境可以消除疲劳 ，提
高注意力；可以减少眼睛调节所造成的视物误差，提高

阅读速度和质量；可以减轻长时间注视造成的眼肌紧张

和视力下降等。

2.3  有利于健康发育：充足的光线能促进儿童生长发
育和防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能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读写

姿势；有利于培养他们正确的观察事物的方法和能力。

3 教室照明的基本要求

3.1  照度均匀性：在保证足够的照度前提下，应使各处
的照度保持一致（如课桌上的台灯与吊扇的照射范围）。

3.2  色温适宜性：光源色温过高会使人产生不愉快的
感觉 （如白炽灯泡发出的光会使人的眼睛不舒服 ），而

色温过低则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如日光灯所发出的黄

白色光）。

3.3  显色指数高。
3.4  无眩光和频闪现象。
3.5  安全性能良好。
4 黑板照明检测方法探讨

4.1  国内现状
现在的课堂上所用的黑板规格大致是:宽3.6~4.4m，

宽为温度系数~1.2m，最常用的规格为4m×1.2m(文中未注
明的均以该尺寸为例)。国内教室在现行有关规范中，对
黑板的照明要求规定为：维持平均照明时间≥，照度均

匀性为≥0.8。
4.2  黑板照明的难点

黑板照片如图一所示

黑板照明均度，即最小亮度系数/平均亮度值，这种
系数是教室灯光改造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技术参数。一个

优秀的黑板灯具，就必须优质的黑板灯具、精巧的灯光

设计，与规范的安装三者相结合[1]。上海在教室改建初

期，根据黑板照度均匀度为≥0.8的标准要求，两个黑板
灯具基本都能够达到照度均匀度要求。通过大量的数据

测试数据(超过五百块黑板测试)，两个黑板灯能够实现的
最大亮度平均率为零点八。二零一一年上海的新规范制

定后，将黑板照明均衡性的限值提高到≥0.8。通过测量
和现场检验，只能采用三盏以上黑板照明，才能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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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经过照明改造的二个黑板照明均匀度都达到零点八

以上，而最高的实测结果也只能达到零点八五左右（如

图一所示）。

4.3  黑板照度测试方法
黑板照度的测定方法并不完全一致，较为常用的有

下述两项。

方法1：采用中心布点式分析方法，与测试点距离为
零点四m。整个黑板上正好能够放置约三十个检测点，
如图二的空心点所示。由于这种布局方法和目前的尺寸

较为匹配，测点数适中(30个)，又顾及了黑板边角的稳定
性，也兼顾到了对测试的方便度和可重复性。测试2:采用
中心布点方法，平均检测间距为零点五m。这种方式的
检测范围和黑板的宽度不一致，黑板左右各的十厘米长

度也在检测范围之内，共有十六个检测点，如图二的实

心点所述。测试比较简单，但检测范围不完全，间隔太

大，黑板照度均匀性很难处理的问题(图1四角区域）没有
测试到[2]。

教室黑板照明度测试如图二所示

4.4  数据分析
选择一些采用方法一的测试数据进行分析，考虑到

黑板本身有很大的均匀度，假设黑板照度成线性变化，

用线性差值方法折算成测试方法二的检测点数据后，看

看结论是多少。经过推算统计数据见表一。
表1 数据统计表

编号
方法1测试数据 推算方法2数据 平均照度变化率

/%
照度均匀度变化

率/%平均照度 照度均匀度 平均照度 照度均匀度

1 641 0.75 636 0.82 -0.78 9.33

2 707 0.85 706 0.91 -0.14 7.06

3 521 0.71 519 0.78 -0.38 9.86

4 627 0.78 620 0./83 -1.12 6.41

5 801 0.69 796 0.76 -0.62 10.14

6 469 0.68 469 0.77 0.00 13.24

7 389 0.55 387 0.70 -0.51 27.27

8 582 0.72 580 0.81 -0.34 12.50

9 547 0.78 543 0.84 -0.73 7.69

10 607 0.71 606 0.74 -0.16 4.23

平均 / / / / -0.48 10.77

由表1可以得出：
(1)两个测试所得的照度平均值相同，最大误差百分

之一点一二，平均偏差只有百分之零点四八.
(2)将二种方法与所得的照度均匀率误差比较，最

大误差为百分之二十七点二七，最小误差百分之四点

二三，平均偏差为百分之十点七七。

(3)若以均匀度零点八为上限值，则用方法一检测合
格的黑板仅有一块，而用方法二检测合格的黑板则只有5
块；相同的黑板，相同的照明，虽然测试略有不同，但

测试结果差别很大[3]。

5 教室桌面照度方法探讨

就黑板照明而言，教室桌面的照明难度相对较低。

教室桌面亮度的测量也同样有许多方法，比较常用的有:
(1)根据教室的标准，在许多地区标准中规定的测试

距离为1m×1m。

(2)GB/T5700—2008[2]中规定，推荐教室的测试距离

为2m×2m。实际检查中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义务教育
的初中学阶段的普通课堂一般都非常短，通常长度都在

九m以内，长度也在八m以内，而标准根据GB50099—
2011[3]的要求，其课桌椅的标准设置距离为，最近距黑

板2.2m处一直向后排列，所以学生实际在课堂中所用的
面积仅有后面×之间。如果根据标准GB/T5700—2008的
2m间隔测试，大概测试点数就有十二个。现在像这些教
室一般都是3×3布置的教室灯，基本上测试点都是灯光
下点或附近。这样的试验结果尤其是均衡性必然会与真

值差别很大。

如图三所显示，这是一个教室内照明与设计平面图

叠加的检测布点位置示意图，图中小圆点为1m距离的检
测布点位置，而大圆为2m距离的检测点，而2m距离检测
点一般位于灯内或附近。这两个方法对比起来，应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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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照度试验中两个方法的对比效果差不多，测量的亮

度水平也应相当小，但均匀性结果应差别很大。从图三

中可看出，在教室亮度水平较小的前两侧和后部，以2m
间隔的测试方法根本就不是测试点[4]。

教室照明测试布点如图三所示

6 总结

按照规范规定和检测结论，可得到如下结果。

(1)教室桌面照明与黑板亮度测量要针对实际尺寸
选用适宜的方法，尽可能使检测范围涵盖全部教室及黑

板，不留测量真空地带。不要生搬硬套国家标准中的推

荐试验间距(如:GB/T5700—2008中最小测试间隔零点五
m，并不适用于黑板测试)，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
合理的测试方法。

(2)检测点要布置均衡，测试点越多测得的结果就越
是接近真值，这是照度测量的一项基本原理。所以，测

试点数也要尽量高。

(3)对均衡性的关注程度越高，测试点间距就要越
小，这样测量结果可以和真值更贴近。正如论文中所说

用黑板照度测试方法一能达到均匀度零点八的黑板有一

块，但用方法二却只有五块合格。

标准增加房间的黑板照明均匀性限值的意思是对房

间采光要求较好的标准，但是如果测试办法不作适当的

调整，而采用一些不合理的方法(如黑板测试方法2)，那
么规定的标准将达不到实际标准，反倒使不合格的采光

质量有了滥竽充数的余地。

结语

综上所述，学校照明节约问题目前成为了全社会最

广泛关心的话题，这也是事关中国节约型高校创建成败

的重要原因。研究开展教室灯光节能监测技术的研究，

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应用性强，带有浓厚的实践指导

意义，对建设安全节约型校园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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