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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光 Healthy light



懂“眼”的健康光

光于世界万物的意义不言而喻

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处于“光”的环绕之下

阳光的自然光照促使植物得以生长

电力带来的人工照明为夜晚的城市带来光亮

光环境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自然和社会密切相关，它

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每天置身于电脑、电视及各种灯具的光照环境中,灯光照亮了我

们的生活，但如果不科学使用生活中的人工照明，便很容易危害到我

们的心理及身体健康。



自然光就是健康光

万物生长靠太阳

阳光是世间万物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对人体健康影响最大的自然光。

两千年前，罗马帝国的公民非常看重自由地沐浴阳光这项权利，国家甚至为专门制定法律！现代主义建筑的开拓者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瓦

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曾指出：健康对于光环境的依赖程度要远远超过视觉，因为人们的生理周期多和太阳有关。

自然光让人类感知空间，调节褪黑素分泌，进而影响人体昼夜节律，改善人们的睡眠。

良好舒适的睡眠有助于昼夜节律保持在最佳水平状态，修复心脏疾病和血液循环系统，促进新陈代谢，提升生活质量。能够促使脑功能的积极运作以

及保持情绪的稳定和健康，调节人们的心理舒适度，放松压力，提高工作质量，有效缓解精神紧张，改善人们的心情，让人感到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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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温照度与使用者视觉舒适度影响的研究(Kruithof 视觉舒适曲线)

色温视觉舒适度



眩光危害

眩光是影响光环境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人眼能在约14个数量级的范围内适应亮度，但当经历一段时间对某一视场

亮度水平适应后，能够适应的亮度有效区域将降低到4到5个数量级，其它高于该区域的物体或光源便会产生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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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光的分类及其危害

● 按眩光产生的方式，眩光可分为直接眩光和间接眩光。

直接眩光：

由视野中,特别是在靠近视线方向存在的发光体所产生的眩光；

间接眩光：

即使光源本身不会被观察者看到，但是反射率或光泽度较高的

物体经过光源照射后会作为间接光源产生眩光。可进一步将间

接眩光分为反射眩光和光幕反射。

● 按视觉状态的不同，眩光可分为两种：失能眩光和不舒适眩光。

失能眩光：

使人眼丧失一定的视觉功能，瞬时降低人眼对于物体的探测能力；

不舒适眩光：

尚未对视觉功能产生影响，仅仅造成主观感受上的不舒适感。

长期眩光作用会造成心理不适感和视觉疲劳，进而引发烦躁、注意力不集

中、偏头痛、眼部疾病等生理不适现象。



无蓝光危害就健康光

蓝光是可见光的重要组成部分。

蓝光辐射，并不是指蓝色的光，而是波长为380-500纳米高能量可见光，是可见光

中能量最强的光。蓝光波短，能量高，能够对视网膜形成热损伤，严重则引起视网

膜黄斑病变，视力迅速下降甚至引起失明。

尚为通过产品设计和技术手段已获得国家最高蓝光危害等级标准：豁免级（RG0），

并联合国家制定标准委员会制定LED健康照明标准。

蓝光穿过眼角膜及眼球晶状体，直达视网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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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频闪就是健康光

光，随着时间快速、重复的变化，使得光源跳动和不稳定，也就是光通

量波动的深度，这就是光源频闪。光通量波动深度越大，频闪越严重。

光源频闪会使眼睛的调节器官，处于紧张的调节状态，导致视觉疲劳。

同时与偏头痛、头痛、自闭症、不适等神经学疾病等有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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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显色就是健康光

事物必须经过光线的照射，才能产生生命。

光源显色性是光源对物体本身颜色的还原能力，显色性越好的光源照明下的物体色越接近该物体的本色。

生活中，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情景：苹果在不同光源下呈现颜色的深浅不一；在不同的室内灯光下观察人的皮肤颜色会与真实颜

色呈现差异。这些都跟光源的显色性密切相关。

显色性越高，显色指数值越接近100，对物体的色彩还原能力越强，人眼区分物体颜色也就越轻松，因此视觉感受也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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