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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检验侧窗采光房间的实际采光效果 

一、实验目的 

学会用照度计检测侧窗采光的实际照度值，计算照度均匀度和侧窗采光系

数。 

二、主要仪器和设备 

    照度计；卷尺 

三、原理简述及实验步骤 

1.采光系数 C：它是室内给定水平面上某一

点的由全阴天天空漫射光所产生的照度（En）

和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室外无遮挡水平面上由

全阴天天空漫射光所产生的照度（Ew）的比值，

即 

 

 

2.采光照度均匀度=  

或     =  

3.测试场所和布点 

选一侧窗采光房间，在窗、窗间墙中间，垂直于窗面布置二条测量线，

离地高度与工作面相同，间隔 1-2m 布置一测点，距两端墙面距离为 0.5m（如

图 1）。 

4.测量方法： 

（1）天气条件：最好选择阴天。如无阴天，选朝北房间进行测量。时间最

好在 9 时至 16 时，因为这时窗外照度变化较小。 

（2）室外照度：应选择周围无遮挡的空地或在建筑物屋顶上进行测量。光

接收器与周围建筑物或其它遮挡物的距离应大于遮挡物高度的 6 倍以上。读数时

间应与室内照度读数时间一致。（可以用手机联络两台照度计分别在室内或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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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读取数值）。 

（3）室内照度：光接收器放在与实际工作面等高，或距地面 0.8m 高的桌面

或支架水平面上。测量时应熄灭人工照明灯。测量者应避开光的入射方向，以防

止对光接收器的遮挡。为了提高测量精度，每一测点可反复进行 2~3 次读数，然

后取读数的均值。根据测得数据即可整理绘制成典型剖面的采光系数曲线图，并

粗略绘制出教室平面采光系数的等值线。（画出采光系数图）。 

 

四、数据记录及计算 

1.室外阴影处照度（单位 lx）： 

 数据 1 数据 2 数据 3 平均值 

照度值     

2.测量点数据： 

 

3.室内照度值记录表（单位 lx） 

A 列： 
 

1 2 3 4 

数据 1     

数据 2     

数据 3     

平均值     

测 点 

数 
值 

场 

地 

A 

B     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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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列： 
 

1 2 3 4 

数据 1     

数据 2     

数据 3     

平均值     

C 列： 
 

1 2 3 4 

数据 1     

数据 2     

数据 3     

平均值     

综上：室内平均照度为: 

 

2．室内照度均匀度为： 

 

3．采光系数曲线图： 

 

 

 

 

 

 

测 点 

数 
值 

场 

地 

测 点 

数 
值 

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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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分析及结论： 

 

 

 

 

 

 

五、实验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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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反射系数和透光系数的测定 

一、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照度计基本原理，掌握照度计的使用方法，掌握材料反

射系数和透光系数的测定方法。 

二、实验内容： 

1.测量表面光反射比 

2.测量窗玻璃的光透射比 

三、实验步骤： 

1.测量表面光反射比 

测试仪器：照度计一台 

(1)选择不受直接光影响的被测面，将照度计的光接收器紧贴被测表面，测

得入射照度 ER 。 

(2)再将光敏面对准测点，逐渐平移开，照度计读数将随之而变，待读数稳

定后，即为反射光照度 Ef。由下式求出光反射比：  = Ef/ ER 

注意：每个被测面一般应选取 3 至 5 个测点，然后求出算术平均值作为该

被测面的光反射比。测量过程中，应使被测表面照射状况保持不变，否则会影响

测量精度。 

2.测量窗玻璃的光透射比 

测试仪器：照度计一台 

测量应在天空扩散光的条件下进行，将照度计的光接收器分别贴在窗玻璃的

内外两侧，且两侧的测点应处在同一轴线上。分别读出内、外两侧的照度 Ei 和

Eo ,按下式求出透射比： =Ei/Eo。测量时可选取不同类型的外窗透光材料，也

可以选择同一种透光材料而表面的状况有所不同的外窗透光材料。对每块透光材

料测量时，光接收器的布置位置可选择一个或者多个测点。以各个测点的透光系

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透光材料在特定表面状况下的透射系数。为提高测量的准

确性，每一个测点要读取三次读数，然后取读数的平均值。具体做法是：用手遮

挡光接受器后再放开读数以获得多次读数，每次读数时要等待指示值稳定后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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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将测量结果记录于表 1. 

表 1 反射比与透射比测定记录表 

 

                 测点 

项目 

 

1  

 

2  

 

3 

 

  平均值 

墙 面 光

反 射 比

测定 

光敏面朝外 ER     

光敏面朝向墙面 Ef     

墙面反射比 Ef/ ER     

地 面 光

反 射 比

测定 

光敏面朝上 ER     

光敏面朝下 Ef     

地面光反射比 Ef/ ER     

黑 板 光

反 射 比

测定 

光敏面朝外 ER     

光敏面朝向黑板 Ef     

黑板光反射比 Ef/ ER     

窗 玻 璃

光 透 射

比测定 

光敏面在窗外朝外 Eo     

光敏面在窗内朝外 Ei     

窗玻璃光投射比 Ei/Eo     

 

实验结果分析及结论： 

 

 

 

四、实验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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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室内平均照度的测量 

一、实验目的： 

1.检验实际照明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的设计要求。 

2.了解不同光环境的实质，分析、比较设计经验。 

3.确定是否需要对照明进行改装和维修。 

二、实验内容 

在测试房间内，应在每个工作地点测量照度，然后加以平均。对于没有确定

工作地点的空房间或非工作房间，如单用一般照明，通常选 0.8m 高的水平面测

量照度。将测量区域划分成大小相等的方格，测量每格中心的照度 Ei，平均照

度可用算术平均值来求。 

小房间每个方格的边长取 1m，；大房间可取 2-4m；走廊、楼梯等狭长的交通

地段沿长度方向中心线布置测点，间距 1-2m，测量面为地平面或地面以上 150mm

处。 

测点越多，得到的平均照度值越精确，但耗费的精力也越多。如要求测量误

差在±10％以内，则可用室形指数 Kr来确定测点最少个数，见下表： 

测点数与室形指数的关系 

 

其中：Kr=L×W/hr(L+W) 

Kr  : 室形指数 

L、W：房间的长、宽 

Hr  : 灯具至测量平面的高度 

三、实验步骤 

1.测量宜在晚间进行。测量前，应打开全部灯具，待其稳定后（稳定时间：

白炽灯 5分钟；荧光灯 15分钟；HID灯 30分钟）才能开始测量。测量时测试人

员不应遮挡光接收器。 

2.作现场调查记录，内容包括： 

（1）画出房间结构平面图（包括灯具的布置位置，和测点位置），以及灯具

的损坏与污染情况。 

室形指数 Kr 最低测点数 

＜1 4 

1 — 2 9 

2 — 3 16 

≥3 25 



建筑电气照明实验指导书 

9 

 

（2）室内主要表面的颜色和状况。 

（3）测量仪器的型号和编号。 

（4）测定日期、起止时间、测定人、记录人。 

(5)根据实测结果，利用相关照明标准，评价所测环境的照度水平。 

3. 按上述原则确定测点位置及数量。并在标有灯具与测点位置的平面图上，

标注各点的照度实测值。 

4. 整理测量数据，完成实验报告。  

四、现场调查记录 

室内情况:                 

测试地点，XXX 教室，由于无外人进入，卫生保持良好，地面反光程度良好，

无大面积污渍。墙面为白色大白。天花为白色吊顶，无污渍。东侧墙有 X扇窗，

西侧 X高窗和 X扇门。房间情况：长 XXm，宽 XXm，高 XXm 

1. 测量仪器                

2. 照度测量使用的设备是：             ，使用情况良好，电量充足。 

3.. 测定时间               

  测量时间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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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照明条件下的工作面照度 

测量仪器型号： 

表 1人工照明室内照度测定数据 

测点 实测值 平均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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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29     

30     

 

实验结果分析及结论： 

 

五、实验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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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教室光环境的测量与分析 

一、实验目的 

1.学会照度计的使用，了解室内照明设施形成的照度水平 

2.通过实验评价室内光环境 

3.通过测量了解改善室内照度水平的措施 

二、实验原理 

1.照度是受照平面上接受的光通量的面密度，符号为 E。若照射到表面一点

面元上的光通量为 dø，该面元的面积为 dA（m²），则有： 

                    E=dø／dA 

   照度单位是勒克斯（lx）。1lx 等于 1lm 的光通量均匀分在 1m²表面上所

产生的照度，即 1lx=1lm/m²。 

2.人眼对外界环境明亮差异的知觉，取决于外界景物的亮度。但是，规定适

当的亮度水平相当复杂，因为它涉及各种物体不同的反射特性。所以，实践中还

是以照度水平作为照明的数量指标。 

3.适宜的照度应当是在具体工作条件下，大多数人都感觉比较满意而且保证

工作效率和精度均较高的照度值。随着照度的增加，感到满意的人数百分比也在

增加，最大值处约在 1500-3000lx之间。 

4.任何照明装置获得的照度，在使用过程中都会逐渐降低。这是由于灯的光

通量衰减，灯、灯具和室内表面污染造成的。 

5.照度分布应满足一定的均匀性。视场中各点照度相差悬殊时，瞳孔就经常

改变大小以适应环境，引起视觉疲劳。 

三、实验器材 

    照度计   卷尺   

四、实验步骤 

   1．测量教室、门窗的尺寸和灯、桌子的净高。绘出教室平面图，选择好

10个测点位置，并在图中标记出。 

   2．检查实验仪器，并测出此时室外光照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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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按照以下表格中工况进行测量 

工况Ⅰ 关上门窗，拉上窗帘，关闭人工照明。 

工况Ⅱ 打开门窗，拉开窗帘，关闭人工照明。 

工况Ⅲ 关闭门窗，拉上窗帘，打开 1、3、5排照明灯。 

工况Ⅳ 关闭门窗，拉上窗帘，打开全部照明灯。 

工况Ⅴ 打开门窗，拉开窗帘，打开 1、3、5排照明灯。 

工况Ⅵ 打开门窗，拉开窗帘，打开全部照明灯。 

  4．再次测量室外光照强度，此时光照强度值为                   

五、教室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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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验数据 

表 1（工况Ⅰ）                       

测点

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照度

值/lx 

          

表 2（工况Ⅱ） 

测点

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照度

值/lx 

          

表 3（工况Ⅲ） 

测点

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照 度

值/lx 

          

表 4（工况Ⅳ） 

测点

位 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照 度

值/lx 

          

表 5（工况Ⅴ） 

测点

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照度

值/lx 

          

表 6（工况Ⅵ） 

测 点

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照 度

值/lx 

          

 

实验结果分析及结论： 

 

七、实验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