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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据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报告表明,我国高校学子近视率逐年攀升,大学生生近视患病率显著提高。本文对河北工程大学活动教室教

室进行光照度实验分析,得出活动教室的光环境情况。并结合国家现行的相关标准,对教室的光环境现状提出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 近视；高校教室；光照度；光环境；解决对策 

 

引言 

据2019年6月中国青年网对全国291名高校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调查

显示,55.56%的大学生表示自己处于中度近视,30.45%处于低度近

视,13.99%则处于高度近视。随着大学生视力的不断下滑,解决大学生视力

问题变得迫在眉睫。 

学校是学生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所,教室光环境直接影响学生的视力

情况,恶劣的光环境将会降低学生学习效率并且造成学生的视觉疲劳,损

伤学生的视力。近几年,国内学者与专家也开始关注学校光环境的调查与

分析,如李春会等调查分析了广州市中小学教室采光照明现状,提出了简

单的建议,孟超调查分析了北京市部分学校的采光照明现状,陈亢利等对

苏州新老两个中学的教室光环境调查分析比较,指出了学校光环境方面存

在的不足。但对于大学教室的研究,只有少量学者进行调查研究。 

1 实验分析 

测量方法与步骤： 

1.1仪器：照度计一台,5人一组,两组同测一地。 

1.2方法： 

 

 

2-1  测量点分布图 

(1)测量地点。河北工程大学西校区第九教学楼501室。501室格局特

殊,两面均为落地玻璃窗,采用东西向采光,面积较大,室内采光良好且有

特点,既有利于体验及研究其光环境情况,又因其为本科产品设计专业教

室,所以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2)测点分布。因本教室两面开敞落地窗,各点间1.5M间隔,呈网格状

分布于教室中,共测得112个点,以A1、A2、A3……表示(2-1)。 

(3)测量时间。选择在正常工作时间,准确测量时间为2017年12月25

日(冬至日)早上8:00到16：00,每半小时记录一次。 

(4)测点高度。每个观测点高度距离地面0.8M(坐姿)。 

(5)观测人位置。观测人离观测点超过50公分并下蹲,以免影响测量数据。 

1.3步骤： 

(1)校准照度仪,观察照度仪是否可以正常使用,数值是否准确。 

(2)将照度计固定于三脚架,放置于观测点上并离地1.2M。 

(3)半小时测量一轮数据,并记录与事先做好得表格中。 

不足之处：因测点过多,仪器较少,所以只能以 快而且精准的速度根

据测点位置依次移动测量,一轮大概需要5分钟,可能会带来一定误差。 

2 空间类型以及该类空间光环境设计要求 

2.1空间类型 

此空间目前作为教室而使用,东西向长10.6米,南北向长19.6米,南北

两面为实墙,东西两面均为开敞的落地窗,采光均靠东西两面窗户漫反射

采光。 

2.2光环境设计要求 

(1)光源来源主要分为自然光和人工光两种。人工光：能较好的满足

照明的稳定性,但亮度不利于调节,在光感和色调上给人带来差异性大。

(因此实验重点是测量及体验自然光环境,故不考虑人工光因素) 

自然光：在教室由于顶面被封,采用两面侧窗采光方式。教室玻璃窗

应具有良好的透光性,结合窗帘布的使用保证教室对自然光的良好运用,

既能采光又能避免直射。根据 新建筑采光设计标准,室内天然光照度标

准值要在450Lux以上才能满足教室采光要求。 

(2)教育空间自然采光要求。教育建筑的普通教室的采光不应低于采

光登记III级的采光标准值,侧面采光的采光系数不应低于3.0%,室内天然

采光度不应低于450Lx。 

(3)光气候分区。邯郸属于光气候分区中的第三区,整体自然采光比较

良好。 

3 数据分析 

3.1测试数据 

通过对12月25日(冬至日)对九教501光环境进行测试得到数据。 

3.2数据分析 

(1)照度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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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上图为用ecotect软件做的8:00(5-1)、12:00(5-3)、16:00(5-5)时间

点照度模拟图,模拟图中数据变化趋势基本与实地测量数据变化趋势相同,

大概数值基本一致,两者可相互佐证。 

(2)面宽对测点光照度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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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经测试与分析可知,面宽对测点光照度具有明显的影响,究其原因关

键在于太阳光照射角度的问题(5-6)。 

①9:00-11:30东面(A.B.C轴)照度较大,室内整体采光均 度偏低,东

西两面照度不均,其中10：00-10:30东面(A.B.C轴)照度 高,东西两面照

度差距 大,东面易出现眩光,需装半透光窗帘以防止眩光,D、E、F三轴位

置照度偏低；需辅助人工照明。 

②12:00-14:00光照度呈东西两边高、中间低的趋势,因为冬季平均照

度低,所以冬季眩光影响不大。 

③8:00-9:00与14:00-16:00期间室内总体照度不高,不过依旧符合办

公要求,东西两面照度差距较小,室内整体光环境较柔和,D、E两轴位置照

度偏低,需辅助人工照明。 

(3)各时段室内照度。 

经测量数据(4-1)算得,各时段照度平均值约为：8:00-210 Lux、

8:30-870 Lux、9:00-1125 Lux、9:30-1120 Lux、10:00-1695 Lux、

10:30-1610 Lux、11:00-1150 Lux、11:30-940 Lux、12:00-745 Lux、

12:30-700 Lux、13:00-845 Lux、13:30-835 Lux、14:00-995 Lux、14:30-890 

Lux、15:00-515 Lux、15:30-365 Lux、16:00-650 Lux。 

从算得的数据可以看出10:00时室内照度均值 高,全天测点 高值

也出现在此时为9812 Lux,早上8：00时室内照度均值 低210Lux,全天测

点 低值也出现在此时为72Lux。 

(4)采光系数及采光均 度 

采光系数是室内和室外天然光临界照度时的采光系数值。计算公式为： 

C=(En/Ew)*100% 

式中En—在全阴天空漫射光照射下,室内给定平面上的某一点由天空

漫射光所产生的照度(lx)；Ew—在全阴天空漫射光照射下,与室内某一点

照度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室外无遮挡水平面上由天空漫射光所产生的

室外照度(lx)。 

经计算得出各时段 低采光系数及随时间变化规律如(5-7)、(5-8)： 

经数据计算结果发现,11:00-13:30期间平均采光系数值均不满足教

育建筑光环境设计规范 (采光系数不低于 3%), 而 8:00-11:00 及

13:30-16:00都满足教育建筑光环境设计规范(采光系数不低于3%),此教

室适合作为学生教室,但靠窗位置照度值过高容易受眩光和西晒影响,所

以应当适当悬挂半透明窗帘。 

采光均 度为假定工作面上采光系数的 低值与平均值之比。计算公

式为： 

低采光系数/平均采光系数*100% 

经数据计算结果发现,对于东西侧面采光这类教室,采光均 度跟阳

光照射角度有直接关系。8:00-11：00和14:00-16:00期间因教室一面受阳

光直射另一面采光主要靠漫反射,致使采光均 度较低,11:30-13:30期间

因整个教室采光均靠漫反射,所以采光均 度较高。 

(5)光环境体验分析 

经过两次测试,在501室体验了两天其室内光环境变化,感觉其室内光

环境整体比较良好,但是,因东西两边均为开敞落地窗,阳光斜射到玻璃上,

难免会出现眩光,而且西晒现象非常明显,对室内光环境影响非常不利；室

内空间过于开敞,私密性较差,给人一种不安全感。 

6 结束语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九教501教室室内光环境整体较为良好,采光系数

符合国家规定的教育建筑采光系数标准值,室内照度基本符合要求,可以

作为教室、办公室等办公学习空间使用。上午和下午时间近窗点采光系数

较高、照度值较高、采光均 度低,容易受眩光和西晒影响,所以建议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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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室内设计中人性化空间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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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品质及居住空间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为了更好的满足人们物质及生活需求,在

室内设计中融入人性化空间设计理念显得尤为必要。通过人性化空间的创造,不仅能完善室内空间结构,提高空间使用性能,还能营造温馨、舒

适、自由的生活环境,缓解生活压力。本文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室内设计中人性化空间的创造要点,二是室内设计中提升人性化空间创造效果

的措施。希望通过这两部分的分析和阐述,能够更好的提升室内设计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 

[关键词] 核心内涵；基本特征；创造要点；改进措施 

 

1 人性化空间的核心内涵 

伴随跨领域文化的交融,现代建筑思想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以人的

生理需求为讨论对象的建筑心理学与行为艺术学应运而生,而且以建筑美

学中人文因素为探究核心的现象学、形态学与符号学等理论观点,也成为

业内关注的焦点。这些建筑领域的文化思潮,激化了新的建筑审美标准,

同时也转变了建筑的潜在能力特征。建筑内部空间设计的主要目的是打造

宜居的生活空间,满足使用者的多元化需求。 

2 人性化空间的基本特征 

2.1主体化 

所谓人性化空间,顾名思义,是以人为主体,以生产生活提供服务为目

标的空间。由此可知,满足人的生理需求是人性化空间的基本特征。 

2.2个性化 

居住空间是以家庭为单元的。由于文化程度、工作性质、经济收入与

个性特征等存在差异,所以,居住空间的个性化特征较为明显。尽管人的个

性在公共空间中被公共性掩盖,但居住空间始终是私人化的空间形态。为

此,应当根据个人的文化水平、工作性质、经济收入、兴趣爱好与审美情

趣进行设计。 

2.3人性化 

由于能源供应匮乏与生态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且人口增长速度不断

加快,物质文化水准逐步降低,甚至趋向庸俗化。而人性化设计理念遵循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力求创造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和谐环境。基于人

性化理念的室内设计,可以有效改善生活环境品质,满足物质需求与精神

文明需求。 

3 人性化空间创造要点 

3.1家具设计要点 

在室内设计中,设计人员应根据居住者的实际需求及家具风格,合理

选择家具种类及摆放位置,注重家具性能的发挥。同时,在家具设计中,应

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按照室内空间结构的不同划分及居住者要求,

合理进行家具采购,在保证家具实用性的同时,改进室内装饰装修效果。另

外,家具设计中不要局限于基础性家具的设计应用,还应注重小型饰品的

摆设,以凸显家具设计效果。 

3.2客厅设计要点 

客厅设计作为室内空间结构的核心元素,是体现居住者生活品质的重

点内容。在开展客厅设计时,一方面要做好结构细节处理,另一方面要对客

厅中使用的软硬件装饰品予以合理规划,按照居住者要求的设计风格合理

选择装饰物品,如书画、工艺品、花草植物、艺术根雕等,从而增强空间舒

适感。另外,在客厅电视背景墙设计中,要合理应用吸音设施,并做好光效

处理,以提升客厅的整体设计水平,营造良好的视觉效果。 

3.3卧室设计要点 

卧室是居住者休闲、睡眠及放松的场所,具有一定的私密性特征,所以

在卧室设计中,应注重良好睡眠环境的营造,创造舒适、自由、安全的休息

空间,完善卧室的设计。同时在卧室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居住者的身体状况,

改善其居住品质。 

3.4主卧室的设计 

根据睡眠习惯的不同,可将主卧室设计分为共享型和独立型两种,共享

型只需设计一个较大空间供居住者休息即可,多半使用对床或双人床；独立

型则需要设置两个以上的独立空间,一般以单人床为主,已保护居住者的

隐私安全,避免相互干扰。另外,因空间面积等的限制,在主卧室设计中,

往往会将书房的功能融入其中,增加主卧室的功能性,以满足用户休息、阅

读等的需求,增强居住者的便利性。基于此,在设计中,需要对主卧室的采

光进行合理分析和研究,利用不同形式的照明设施,满足不同需求。且为了

方便居住者的生活体验,在主卧室内还会设置独立的衣柜或衣橱,或者更

衣室空间,以提升用户的更衣体验。 

3.5次卧室 

次卧室一般是儿童、家庭其他成员或客人的居住区域,在设计中,可通

过色彩的变化来营造舒适、温馨的室内环境。如儿童房可采用艳丽的色彩 

半透明窗帘以防治眩光和西晒；房间南北中心轴线上因离窗较远,采光系

数不足、照度值较低,房间内整体采光均 度较低,所以需要用人工照明方

式加以辅助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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