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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电气施工中照明节能技术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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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气设计与施工是建筑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将绿色节能设计理念应用于电气施工，利用科学先进的绿色技

术资源，可以降低资源效率，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降低运营成本。节约和推进建筑现代化、环保、节能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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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者在设计建筑电气照明结构时，应按照结合技

术规程、执行标准以及工程建设和施工的要求概况，想

出各种改进建筑电气照明的方法以便实施。在发展中。

设计首选高效节能灯，安装合适的照明控制系统，满足

您的节能需求。此外，要通过建筑照明促进能源符合节

能绿色建筑的规范和标准，因此符合绿色建筑理念的发

展与运用。

1建筑电气绿色节能施工技术应用的意义
首先，建筑技术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建筑电气。因此，

电气建筑的设计和施工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建筑

的整体质量。要实现建筑节能，就必须实现建筑节能。

在电气系统的设计和建造中使用环保建筑技术可以节约

能源。通过使用节能、科学、高效的技术资源，减少能

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它使用大量资源用于建设项目

的实施和后续使用和维护。为使建设项目的性能达到国

家和省级标准，必须采用以绿色能源为核心的绿色经济

技术。对在建电气施工的各个环节进行监测和控制，有

助于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根据当前工程选择合适

的施工设备，消除电气施工设计和施工中的不足，监测

建筑物的用电情况 [1]。

2影响照明系统能耗的因素
2.1灯具类型对能耗的影响

灯具电能损耗是建筑照明中最主要的能耗。为了在

建筑照明中节能，必须选择与系统设计相匹配的灯具。

灯具一旦安装好，以后就不能轻易更换，只能采取合理

的照明系统控制方式实现节能目的。无能源灯具有能耗

大、功率大、寿命短、不环保等特点。

2.2照明控制方式对能耗的影响

不同的建筑物或房屋有不同的照明标准、特点和功

能。为营造舒适、健康、节能的室内照明环境，应采用

多种照明控制技术。这种方法需要最好地利用自然光来

适当地控制人工照明。如果自然光不能满足基本的照明

要求，可以适当调整人工照明。例如，人工照明在白天

不会打开，但在走廊里，它会在晚上自动打开。或者在

阴天和下雨天之后。它满足了人类行为的基本需求。如

果自然光量过多，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时应减少光照。在

自然光无法照亮的室内空间，需要通过加入可控照明技

术，将自然光通过人工引入室内。人工的照明控制可将

照明区域划分为不同照明要求的工作区域，根据不同需

要智能控制不同场所的照明设备。这种控制方案的优点

是不需要多个控制箱，并允许对照明灯具进行软件控制。

但是，这种方法不够灵活。在针对自然气候变化和可用

性进行调整后，需要对软件进行第一次调整。相关参数

适应新的要求和变化。另外，通过结合不同区域的需求，

可以实现办公室、会议室等场景的照明控制，不同的场

景有不同的照明要求。因此，它针对不同的照明组合、

混合照明、个人活动等调整控制方式，将照明控制与实

际需要相结合，以满足实际需要，节约能源消耗。

2.3自然光对能耗的影响

自然采光受不确定性和季节性影响。其会受到时间、

季节、空间的影响，还会影响与建筑物的距离、建筑物

高度、朝向、房间类型等各种因素。人工照明只有在没

有自然光的情况下才能改善室内环境。有效地穿过窗玻

璃和墙帘以穿透内部。自然光在一年中的四个季节呈现

出各种变化，如夏季长日照或冬季短日照，对室内季节

影响不大。照明的作用最终会影响能源消耗。

3建筑电气施工中照明节能技术的运用
3.1照明光源的选择

这是由于光能传输过程，光源的选择对于照明光线

很重要，提高光的效果，会先从光源寿命及价格等方面

入手，随后结合色温，会先从光源寿命及价格等方面入手，

随后结合。在我国工业技术发展中，实现节能兼容及达

到相应的照明效果，随着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的发展，照

明光源技术已经进入到了新的发展时期。其中，LED照

明光源技更为常见，并产生由一些制造商的高性能光线，

更容易受益于 80到 100LM/W，价格低，光线低。在造型

的设计与安装方法的选择方面，都有极大的可定制优势，

是电气照明的理想源。如果进行项目建筑电气照明节能

设计时，LED灯以提高整个项目的设计有效性，应该考

虑到使用光，温度，重量，盈利来源，成本等多项因素。

3.2一种导光照明节能系统的设置

在建筑照明系统设计施工时，采用导光照明节能系

统，该系统包括采光集光部分、光传导、光分配和漫射

器几个部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利用采光集光部分进

行建筑外立面光线的收集，光传导部分将收集的光能传

递出去，漫射器具有不同的管路。该导光照明节能系统

设计是科学合理的，并且该组的能力强大，相对合理。

3.3结合具体工程结构特点合理选择照明控制方式

如果由于不同的建筑物的功能存在差异，则另一个

建筑内部不同的场所其环境不同，因此，不同的建筑、

建筑内场所选择的照明控制方式不同。应根据真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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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科学合适的灯具及其控制方式，例如走廊、楼梯间

等地方应选择集中控制的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

展，更为人性化和智能的灯，出现了人体感应和动静感

应的控制方式，智能灯控制超过现代照明结构。在智能

控制模式下，精确的解决方案，配置，照明，调整，对

应光源设置并启动相应的简单操作，从不同的时间开始，

关闭不必要的光源，在需要时再自动启动。自动照度调

节的方式，可提高对自然光的利用率，在必要时将灯具

开启，实现了以最少的能源达到照明的要求。

3.4导光照明节能系统具体应用方法

将采光组件放置在建筑物前部的每个采光板上以及

建筑物顶部倾斜立面上的采光板上。侧光板和上部日光

板包含均匀间隔的光板，外部光发射出具有不同总板直

径的增强光。光导管和透光板相互垂直，整个透光板呈

圆弧形，透光板在每个闪光灯和底部都有散热孔。由于

透光板有利于太阳光线聚拢，提供了较大的采光面积。

传输板收集阳光并减少透光板累积的杂散光，以在光线

通过传输板时提供更大的光区。再向后传递。由于在光

线聚拢时易出现高温，散热孔可较好地缓解该现象。因

为重新捕获光线时会产生高温。每个发光部分由与每个

感染性荧光灯相连的直形荧光灯组成，该荧光灯会聚到

每个右侧荧光发光板的中心，确保照明的收集和均匀性，

并促进分布。配光部具有配光口，配光口的侧壁上设有

多个配光孔，配光口呈火焰状、锥状等。并安装聚光镜，

侧壁上可以涂上反射涂层。分配口后端连接子光导管并

延伸到建筑内并延伸到建筑物的各个工作区域，在光导

管的尾部放置设置漫射器形成漫射管路，形成扩散通道。

当仅限于配光部分时，照射集光口，将配光口安装在同

心口的侧壁上，实现聚光后的透射。在此特定应用中，

必须包括定义所需形状的设计特征。配光单元通过结构

计算安装在建筑物的中心，其形状是从中心到外围创建，

配光组件用于实现配光，促进配光更科学 [2]。

3.5控制设备的优化方案

在民用建筑照明的电气设计方法中，电路设计中必

须将照明线路和插座线路分开设计，以提高照明电路的

安全性。内部电路的负载随着使用插座的设备数量的增

加而变化。与壁式插座相比，连接到照明电路的灯具在

使用过程中充电较少。目前的方法是将两个电路分开设

计，这样可以提高建筑工程照明线路的稳定性，从而延

长照明电路的寿命。同时，虽然电路是单独设计的，但

需要为断路器安装具有高分断能力的控制系统，因为在

断路器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生漏电或过载，则可以关闭

的电源方案。这确保了能源消耗的安全。利用强大的资

源提高效率。

3.6照明光源、灯具及其附属部件规划设想

在建筑电气能源高效合理利用领域照明工艺能源利

用效率优化设想过程中，设计者在选择光源灯及配件时，

必须严格遵守现行的相关国家标准，确保荧光灯灯具、

高强度气体放电灯具效率在规定允许值以上。对于没有

特殊要求的高层建筑，不需要结构的自动控制，输出功

率大、使用寿命长、光效高、吸光率高、反射率高、配

光适中、配光稳定的灯具为宜。在建筑电气规划设想领

域无自动化调控要求时，应根据建筑运行环境因素、天

然光线采集程度分区、分组别调整控制特征。例如，如

果您白天有很多自然光，而晚上散射的人较少，则可以

关闭部分或大部分灯以节省电力和能源。同时，在自然

光进入建筑物的正常楼梯照明下，通过选择经济的自熄

触点，可以保持声光控制的联合工作。减少电力消耗的

手段。应避免每个灯开关控制的光源数量。通常，除了

一个光源外，每个房间的开关数量不能超过两个。 另外，

如果要制作两排以上的灯具，这个控制要以灯具排为基

准，侧窗为 180度，适合自然光的通过。

4结束语
电源是建筑物中使用最广泛的能源之一。通过高效

合理地使用电气结构来优化照明过程的能源效率的想法

不仅与安全性、稳定性和传输效率有关，还与“节约成本”

有关。减少能源和排放。因此，电气专业负责人必须慎

重考虑照明灯具的节能设计，从大规模开发入手。同时，

根据节能灯、光源、电器元件的正确选用以及照明电路

的科学规划，切实达到建筑建设成本、电气运行成本管

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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