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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景观照明设计师一般从实践中理解所设计环境要素!而相对缺乏对光源光谱以及景观形成

的深刻理解!从而导致不能预期景观照明最终带来的效果!目前景观照明中存在照明情境不符'过

度照明'光污染等问题%通过从光谱理论的角度探讨光源色与物体色的关系!以及光谱与物体反射

的作用理论!并以某一物体色样作为参考!探讨了传统光源'

I<U

光源以及各种单色光谱对于色样

照射产生的效果!分析了光源光谱与环境作用关系!得到景观照明效果的一般性结论%由此可以从

理论上对建筑照明设计中照明效果进行预期以及选用合适光谱的光源%基于光谱理论的推导'计

算!使得景观照明效果能够完全定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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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景观照明的研究早期主要是定性的研究&

从实际经验出发的设计&以亮化为目的%近几年来学

者们和照明设计师逐渐认识到要对景观照明进行一

定的参数定量研究*

+E!

+

&以使景观照明设计中具有理

论性的依据&同时使各式照明设计有据可依(

国内景观照明工程很多&但是效果良莠不齐&很

多建筑和景观照明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

照明不能展现景观特点&夜间呈现照明效果差&视觉

不舒适*

,

+

&能源浪费以及光污染*

#

+等问题(设计师

或是工程师由于缺乏对光源光谱的理解&对于光源

选择存在问题&导致照明效果不理想%同时设计师会

混淆重塑'再现问题&在景观照明设计中&分不清是

要重塑建筑景观&使其展示不一样的效果&还是以再

现景观为主要目的&从而使设计出的效果不能让人

满意(白光且光谱较为丰富的光源*

"

+对于物体的再

现性效果较好&基本上与自然光下照射效果偏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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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大&使建筑景观整体感觉更为自然%光谱相对缺

失较多的光源&照射效果较差&更偏向于其本身的光

源色&偏离建筑景观的固有色(

城市的夜景照明分为整体性照明和局部性照

明*

D

+

&整体性照明规划了整个区域夜景光色的基调&

而局部性照明&主要体现在单独一处景观的特殊设

计(不管是整体性照明还是局部性照明&都要考虑光

源色与景观色整体效果(景观照明光源自身的光源

色与建筑景观本身的固有色*

A

+

&将会互相作用*

L

+

&形

成与白天不一样的感觉&营造整体气氛&需要对于建

筑景观整体的把握&对于光源也需要清晰的理解(因

此&从光源光谱与物体反射光谱曲线*

+*

+角度进行理论

分析&可以清晰的分析光源与物体所对应的色度(通

过使用不同的光源色对选定物体色进行作用分析&得

到光源与物体间光谱作用的基本关系&并且应用于实

践分析&可以对景观照明效果得到更直观的预期(

?

!

传统光源光谱对景观物体的作用关系

在进行景观照明设计时&要深刻理解光源色与

物体色&这样才能对于所做的照明设计效果做到前

期估量(对于建筑景观照明来说&通常采用高压钠

灯'金卤灯'

I<U

等光源&而一些单色光谱的小功率

光源自身则多作为景观的装饰(

图
?

!

自然光光谱与物体色样

所谓光源色就是指光源本身的颜色&通常用色

表或是色温*

++

+来进行描述(所谓物体色*

A

+

&是指光

照射到物体上发出的颜色(日常应用中&通常以自

然光#日光$下的物体色作为标准&称之为固有色(

景观照明所呈现的效果即是由光源色与物体色所决

定的&由于同色异谱现象的存在&使用直观的色彩描

述仍会有偏差&更准确的描述或是表示方式是采用

其对应的光谱(光谱的相互作用&直接影响了照明

设计的效果&图
+

所示为日光光源色以及某一种物

体对应的光谱反射曲线(

图
@

!

光源光谱及相应物体反射后光谱

不同建筑或是景观&由于其表面材质差异很大&

其光谱反射曲线也不尽相同&为了进行光谱研究&选

定一种物体样品#绿色光谱反射曲线$作为研究对

象&如图
+

#

Q

$所示(自然光光谱'以及典型的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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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灯'金卤灯'

I<U

光源光谱与各类单色光谱光

源*

+)

+作为照明光源照射&其中金卤灯'

I<U

光源都

是白光光源(

典型光源光谱作用于物体样品后&光源光谱及相

应物体反射后光谱如图
)

所示(自然光下照射效果

十分接近于样品色度值(图
!

为光源色及相应光源

照射物体色#图中参考物体色为等能白光下物体色$&

以自然光下作用效果作为参考&

I<U

光源*

+!

+光谱作

用后效果也非常好%金卤灯照射后&有一定距离偏

离*

+,

+

&其整体效果也能够接受%高压钠灯*

+#

+光谱的作

用效果一般&偏向于黄色色域&偏离样品色度值(光

谱相对较为丰富的白光光源对于物体的还原性较好&

而光谱缺失较多的光源&则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偏色(

图
B

!

光源色及相应光源照射物体色

@

!

单色光光谱对景观物体的作用关系

单色光一般指饱和度非常高的光源&其半峰全

宽#

JVeT

$通常较小(在景观照明中&单色光光谱

光源也有使用&但应用场合和方式很重要&不合理的

应用将会带来较差的效果(通过采用高斯分布光谱

模拟单色光光谱与景观物体#图
+

#

Q

$$作用研究&光

谱峰值波长#

,!*

'

,A*

'

#!*

'

#A*

'

"!*

'

"A*0=

$&半峰

全宽
#*0=

(

图
C

!

单色光谱光源与相应物体反射后光谱

单色光谱光源与相应物体反射后光谱如图
,

所

示(由于单色光光谱所对应的波长范围非常窄&因

此其与景观物体作用后&反射光谱也在相应的窄波

段范围(其色度值计算#图
#

$表明&单色光源照射

后物体色与单色光光源色非常靠近&而远离参考物

体色(单色光光源作为景观照明时&主要反映的是

光源色&不能再现景观效果(因此&单色光源对于再

现景观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只有在重塑建筑景观时

才应考虑使用(

图
D

!

单色光光源色及相应光源照射物体色

图
E

!

6OQP

从
BI*%

变化到
?GI*%

B

!

不同纯度光源光谱对景观物体的作

用关系

!!

光源色与物体色是相互作用的过程&使用不同

纯度#饱和度$光源作用于景观物体&可以研究其具

体影响规律(使用峰值波长
#!*0=

光谱作为研究

对象&半峰全宽从
!*0=

变化到
+A*0=

&其归一化

光谱以及作用于景观物体反射后光谱如图
"

所示&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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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色度值变化如图
D

所示(随着半峰全宽逐渐增

加&光源照射下物体色逐渐靠近参考物体色(

图
F

!

峰值
DBI*%

光谱%

6OQP

从
BI*%

变化到
?GI*%

时色度变化

C

!

景观物体光谱反射曲线的影响

通过设置景观物体光谱反射曲线变化&研究光

源照射后物体色变化规律(由物体光谱反射曲线逐

渐过渡到等能光谱反射曲线&分别设置出
#

条逐渐

变化的光谱反射曲线&如图
A

所示(光谱反射曲线

+

'

)

'

!

'

,

'

#

色度以及传统光源照射下相应色度变

化&如图
L

所示(当光谱反射曲线为等能光谱反射

曲线&光源照射下物体色与光源色一致&当光谱反射

曲线逐渐变化越来越大时&光源光谱与物体之间的

相互作用越明显(高压钠灯由于光色偏黄&其与景

观作用后&相应物体色都处于偏黄色区域%而白光金

卤灯和
I<U

照射下&其相应物体色与参考色度相对

较为接近(

图
G

!

光谱反射曲线变化

D

!

结
!

论

景观照明中&光源与被照的环境共同决定了最

终夜间景观的呈现效果&通过使用传统光源以及

I<U

的光谱进行了光谱作用分析&探讨了不同光源

图
H

!

光源照射下各物体样本色度变化

对于建筑照明设计效果的影响%而采用单色光源光

谱对景观环境进行照射分析时&又呈现了完全不同

的效果(由景观照明中光源光谱与环境作用关系理

LD

第
#

期
!!

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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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

$光谱作用可以视作减色过程&相对丰富的光

源光谱对于物体色的减色少&还原性更好(

)

$单色光源光谱作用于物体&依据减色原理&反

射光谱集中于相对应波段&光色接近光源色(

!

$光源色的纯度按照不同方向变化时&物体色

从接近参考物体色到接近光源色变化(

,

$景观物体呈现颜色&倾向于光源色或是光谱

反射曲线相对色度饱和度较强的一方&当光源色饱

和度和物体固有饱和度都较强时&则效果难以预测(

当然&一定范围色度的偏离&对于人们的感知相

对影响较小&从而使光源的选择面更广一些&对于光

谱的要求有所降低&但是偏差大时&整体效果是无法

接受的(因此&如果设计师考虑需要重塑景观时&可

以采用一些特殊的光谱&以达到与自然状况下感觉

不一样的效果%如果考虑的是再现景观时&则最好采

用光谱较为丰富的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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