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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编工艺应用于智能灯设计的实践与研究 
汪燎 

（武昌理工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23） 

摘要：随着绿色社会的快速进步与发展,而作为绿色环保的草编工艺品,与人的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本文主要以草文化与灯的智
能技术为背景,进一步探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智能技术相结合的可行性，使其不仅具有点亮空间的物理功能，又能提升灯具的文
化内涵和科技附加值，让用户的生活更加有人性化、创新性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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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编工艺的概述 
草编工艺是一种民间手工艺,茅草、蒲草、苇草、金丝草农作物

秸秆等为原料,进行加工及外部形态上的审美处理做成日常生活用

品及装饰用品的过程,这些加工后的具有使用和观赏功能的物品为

草编工艺品。草编工艺品是实用与审美的结合物。作为审美对象,

又必须作适当的审美处理,即在外部造型,色彩等方面既要利用物品

本身的功能、结构,体现出物品的结构美、功能美,又要表现出一定

的格调、时尚趣味,形成特定的审美情调,并使这种情调同特定的环

境、场合与使用效应相统一,从而适应和满足人们不同的物质和心理

要求。并且人们对机械制品普遍感到厌倦,对于应用自然原料的手工

艺品越来越感兴趣,有的提出“回归自然”的理念,这使草编工艺品

的价值倍增,并且日益广泛的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更多方面。 

二、草编工艺与灯具结合的优势  
1，草编灯具的装饰性  

草编工艺的材料来源于大自然，采用人工手编织的工艺，恰好

与现在市面上千篇一律的化工材料和机械批量生产形成鲜明的对

比，给用户一种充满人情味和异域风情的全新体验。不同的编织手

法形成虚实相间的特殊肌理结构与用户的触觉和视觉形成交互，从

而使用户产生生理和心理的愉悦。同时也可以调整结体与线性纤维

的间隙进行组合设计形成新的纹样，探索草编工艺的可能性。 

2，草编灯具的经济性  

产品的经济性是指产品的设计、制造、使用所消耗成本的程度。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灯具材料包括：树脂、铝、铜、陶瓷、合金、PVC、

玻璃、ABS 等，而草编灯具所使用的稻杆、麦杆等材料与主流灯具

的材料相比，生产过程中无污染，且价格相对低廉，使用的轻便、

简洁（如图 1）。 

 
图 1 草编灯造型 

三、草编智能灯的技术与运用 
1、灯的智能技术 

1.1 摸屏与无线遥控 

产品主要涉及遥控液晶开关系列和遥控器系列，与传统照明相

比，它可以实现液晶显示、触摸屏调光、一键场景、一对一遥控及

分区灯光全开全关等管理；能够实现无线遥控，定时控制，遥控距

离大于五十米，可穿越墙壁和楼层，触摸屏正常使用寿命三十万次

以上。 

1.2 场景与感应控制 

指尖轻轻一按遥控器，可在家任何地方控制所有的灯具并随意

调节亮度，会客、用餐、休闲、娱乐随心所欲设置场景，如正宇的

智能空间智能灯组合光效多达六十多种；智能感应灯通过感应装置

来达到“人来灯亮、人去灯灭”的效果,智能控制灯具的打开与闭合，

无需任何手动操作，适合走廊、楼道、地下室、车库、仓库等各种

自动照明场所。 

2、智能灯的运用 

2.1 提升幸福和健康的功能 

光有助睡眠、季节性情绪障碍治疗等提升健康的功能，光还与

生理节律息息相关，专业的光疗灯光模式还可以帮助倒时差、治疗

失眠、调节养成早睡早起的健康习惯、治疗季节性情绪障碍等等。

智能灯在家里完成光自然提升健康的功能。光与情绪息息相关，智

能灯通过控制技术，可调节各种光色亮度的比例，帮助用户进行如

就餐、聚会和约会等生活场景时保持更好的情绪，使用光提升幸福

感。 

四、草编智能灯的发展方向 
1、走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化照明 

智能空间可以轻松 360°角度任意旋转、随心改变光照角度，

并且采用三基色气氛，采用三基色灯管，不仅使灯的显色更好、光

衰更小、光效更高，还可以实现一灯多用，单灯与多灯组合模式，

且做工精湛，能满足各类人群对美好家居的不同需求。草编智能灯

控使灯可以从纯粹的智能功能的发展转向更注重人的智能生活。以

人的视觉审美、视觉生理心理研究为基础，开发更具有科学含量的，

以人为本的优美、舒适、健康的智能化照明。 

2、草编工艺与智能照明技术的结合，创造崭新的照明文化 

草编工艺提升灯造型的审美，新照明光源和照明技术的结合，

将构筑崭新的照明平台，其应用领域从智能家居照明到智能化的城

市照明，有无限广阔的前景，并且正在创造一种崭新的高技术和高

科学思想含量的照明文化。草编智能化照明的出现是灯具市场的发

展趋势。  

结论  
近些年，设计界致力于传统手工艺的复兴，提高设计品的文化

内涵和人情味。具有温度的草编工艺与智能灯具结合，能够使草编

工艺的作用和价值最大化，为国内本土的灯饰注入新的血液，延续

草编工艺及其材料的生命，与现代设计语言相结合使其更好地适应

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同时草编为现代设计提供了更加环保的材料和

方便的工艺，响应了绿色设计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断探索对于

本身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借助外力、引智共赢，在设计与文化、

智能科技等多方面影响消费者，在特色上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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