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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第一个半导体发光二极管诞生以来，LED 照明

因具有寿命长、节能、色彩丰富、安全、环保特性，被誉为人类照明史

上的希望之光。进入 21 世纪后白光 LED 的发展非常迅速，白光 LED 节能

灯的发光效率提高得越来越快，大大超过白炽灯，向荧光灯逼近，材料

技术、芯片尺寸和外形工艺的进一步发展使商用化 LED 灯的光通量提高

了几十倍，因而被广泛应用于照明及显示等领域。 

本论文从节能、环保的理念出发，以 LED 为照明光源，设计多功能

智能台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资

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这种糟糕的现状促使人们反思，提倡可持续发

展的绿色设计。台灯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一，经常有人忘记关灯

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一盏灯所浪费的资源微乎其微，但是如果每家每

户都有那么一盏忘关灯的台灯，可想而知浪费的电量将无以计算。而且

人们往往要在夜晚中摸黑去开灯，非常的不方便。现在市面上的台灯大

部分是采用普通的白炽灯、节能灯，并且控制方式都是手动开关，不能

连续调节，更不能自动调节。多功能设计是绿色设计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增加产品的功能，适用于不同的环境，物尽其用，避免浪费。本文设计

的台灯除了日常照明外，还能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求。如 USB 充电，可

携带，连续可调光的亮度，自动开关等等。除此之外，本设计要求对台

灯进行造型上的“适应”，以期望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本文

还分析了台灯在构造、材质、色彩等方面的表现方式，阐述了一定的使

用原则。 

关键词：台灯；LED；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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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60s  the  world 's  f i rs t  b i r th  of  a  semiconductor  

l ight-emit t ing diode,  LED l ight ing due to  a  long l i fe ,  energy saving,  

color ful ,  safe ,  envi ronmental ly  f r iendly features ,  known as  the  rays  of  l ight  

i l luminated the  his tory of  mankind.  In  the  21st  century very rapid 

development  of  whi te  LED luminous eff ic iency whi te  LED energy-saving 

lamps to  improve fas ter  and fas ter,  s igni f icant ly  more than incandescent ,  

f luorescent  approach to  the  fur ther  development  of  mater ia ls  technology,  

the  chip  s ize  and shape of  the  commercial izat ion process  of  making LED 

l ights  f lux improved severa l  t imes,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l ight ing and 

display areas .  

From the  energy,  environmental  protect ion concept ,  the  LED as  l ight  

source ,  the  paper  designs  mult i funct ional  smart  lamp.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people  overexploi ta t ion of  natura l  resources  which create  the  

waste  of  resources  and pol lute  the  environment .  Such a  bad s ta tus  

encourages  people  to  ref lect ,  to  promote the  susta inable  development  of  

green des ign.  Lamp is  one of  the  necessi t ies  of  dai ly  l i fe ,  people  often 

forget  to  turn off  the  l ights  and create  unnecessary waste .  Forget  to  turn off  

one l ight  may wasted a  l i t t le  resources ,  but  i f  every household has  i t  beat  

forget  lamp l ights ,  we can imagine there  wi l l  be  no waste  of  e lect r ic i ty  in  

order  to  calculate .  And i t  i s  very inconvenient  for  people  to  tend to  want  to  

turn on the  l ights  a t  n ight  in  the  dark .  The lamp is  now avai lable  in  most  of  

the  ordinary incandescent  lamp,  energy-saving lamps,  and a l l  of  the  manual  

control  switch,  can be adjusted cont inuously,  but  can not  be  automatical ly  

adjusted.  Funct ional  design is  the  main content  of  green design and 

requirements ,  increasing product  funct ional i ty,  make i t  sui tabl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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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fferent  environments ,  the  best  use  and avoid waste .  This  design of  table  

lamp not  only  in  addi t ion to  the  dai ly  l ight ing,  but  a lso  to  meet  the  needs  of  

people  in  var ious  areas .  Such as  the  USB charging,  por table ,  cont inuously  

adjustable  br ightness  l ight  automat ical ly  switches  and so on.  In  addi t ion,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the  lamps to  be  "adapted" ,  to  meet  people 's  

expectat ions  of  the  mult i level ,  mul t i faceted needs .  This  paper  a lso  analyzes  

the  lamp in  the  construct ion,  mater ia l ,  color  and other  aspects  of  express ion,  

descr ibes  the  use  of  cer ta in  pr inciples .  

 

Key words： Lamp;LED;Inte l l i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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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序 言 

灯具的历史古老悠久，对灯具的 早认识可以追溯到人类对火的发

现。从火把、蜡烛、煤油灯到白炽灯、日光灯，发展到现在琳琅满目的

照明灯、节能灯、装饰灯、景观灯、取暖灯，导航灯，指示灯，信号灯，

小夜灯、晒图灯、消毒灯、养植灯等。可以说灯的发展史是人类文明历

史的见证。如今，随着新型光源和材料的发展又使灯具的设计进入了一

个崭新的时代。 

台灯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家用电器。在办公、家庭、宿舍等地

方少不了它的存在。一般台灯的光源都是使用白炽灯或节能灯，这样的

光源普遍存在着效率低、高能耗、不易调光等缺点。在全球能源危机和

气候变暖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人们正积极寻找绿色环保的节能方式。

在我国,照明耗电占年发电总量的 12% (超过 100 亿 kW•h) 。 LED 是继白

炽灯、荧光灯、高强度放电灯之后的第四代新光源 [1 ]。与传统光源相比，

具有节能、环保、高效率、体积小、安全可靠、色彩丰富等特点，被誉

为人类照明史上的希望之光。另外，LED 的光谱几乎全部集中于可见光频

段,其发光效率可达 80～ 90%，并且传统的台灯中的光源体使用的是交流

电，所以每秒钟会产生 100－ 120 次的频闪。LED 灯是把交流电直接转换

为直流电，不会产生闪烁现象，保护眼睛，可以获得“柔和”的灯光环

境。传统的台灯功能单一，缺少亮度调节，随意移动，自动开关等功能，

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家庭生活的实际需求。本设计以期通过时尚的造型，

功能的实用、多样，使人们在夜晚能更随意，方便地阅读和工作。 

1.1 设计背景与方向 

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设计使人类的生产力得到飞跃，在改造人类

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加速了资源和能源的过度开发与浪费，

并且对地球的生态平衡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人们无节制的消费和开发资

源，以及环境的不断恶化，使人们更加期待自己使用的产品更环保，更

安全，更节能。照明是人类消耗能源的重要方面之一，在电能消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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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照明用电占发电总量的比例是 19%，我国也达到 12%。随着经济

发展，我国的照明用电将有大幅度的提高，无论是工业生产用电，还是

日常生活用电以及景观照明用电，其消耗的能源将无以计算。因此绿色

节能照明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在结束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希

望能够度过一个安静、惬意的夜晚。多功能 LED 台灯的设计符合了这种

要求。与此同时，人们通过产品外在的形式、材质、肌理等来感受产品

的外在之美。 

科技的进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但是过度消费就会浪费资源。

因此，人们更喜欢多功能的产品，既可以提高产品的利用率，又能节约、

环保。智能 LED 台灯可以充电储蓄能量，无需每用每插电，从而使得人

们能方便地随意移动。同时，也避免了手动调节灯的亮度。除此之外，

该智能台灯还可以满足人们的户外需求，即做应急灯照明，用于停电时

无电照明下的应急之用，且可拆卸、携带方便。这样的多功能智能台灯，

一灯多用，大大节约了成本，也节约了自然资源，更能满足人们日益提

高的生活需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实用型台灯的市场保持着很

高的需求量。本课题是对多功能智能台灯进行设计，以期望在结构、造

型上寻找“适应”，以满足人们的多方位需求。 

经过市场调研以及查阅相关的资料，目前台灯的用途单一；不能调

节高度和角度，只能固定一个地方，可用范围比较窄；可调节色温的台

灯也很少；而且一般台灯后置直插电源，摆放的位置还受插座位置与插

头线长短的影响；没有自由设计的灯管；灯光刺眼，不能控制光的强弱

等等。为此我们总结了人们对智能台灯的需求，针对目前市场台灯功能

的单一进行改良设计，使之符合人们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 

在选材方面尽量选择环保、可回收的材料，如铝合金，碳纤维等。

在功能的使用上，除了平时能够作为照明台灯，为人们提供工作、生活

的便利外，在必要的紧急时刻还可作为应急台灯或移动手电筒。由于现

有台灯功能较单一，市场上多功能的台灯缺口较大，由此构思出能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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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提供电源且与便携式台灯的结合。以创新的理念设计出专业、个性、

时尚的台灯。 

台灯 根本的意义在于能够在小范围带来光明。如果台灯能在提供

光明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满足人们的需求，那么在市场竞争中必能占得一

席之地。本论文将通过大量的研究，从台灯的外形设计，人们所期望能

带来的附加值，为消费者设计出符合现代要求的多功能智能型 LED 台灯。 

1.2 国内外的现状 

1.2.1 国内现状 

当前，LED 在照明领域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但它能够引起人们的高度

关注，主要还在于它具有节能、环保、寿命长、低电压就可点燃并且造

型多样化等特点。这些特点都是传统灯具无法比拟的。可是目前市面上

的很多 LED 照明产品由于受到使用的材料、制造工业及成本等因素的制

约，并没有很好地展现它的优点。 

事实上，我国台灯的普及率很高，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盏台灯。但

是，由于台灯存在体积大，携带不方便，依赖固定电源而无法断电使用

等缺陷，为我国的台灯行业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

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台灯市场会慢慢地普及到农村。面对如此

大的市场前景，业内很多家电企业投入生产多功能型智能台灯。 

国内市场上的台灯种类样式繁多，按灯泡的类别可分为：白炽灯、

节能灯、LED 灯。 

首先，采用普通的白炽灯泡的台灯，其优点是价格低廉、发光的连

续性能好。缺点是寿命短，耗能多。白炽灯发光时，大量的电能将转化

为热能，只有极少一部分可以转化为有用的光能，尤其在夏天更使人觉

得热。由于灯丝发光较集中，若灯泡的功率稍大就会使人产生眩光的感

觉，反之，又会造成照度不够。 

其次，采用荧光灯的台灯，其优点是节能效果较明显，寿命长，是

普通灯泡的 8 倍，体积小，使用方便等。而且，因荧光管发光面较大，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智能 LED 台灯的设计 

 7

从而使被照射面的光线较均 ，被照射物体后影较小，对眼睛的干扰就

较小。缺点是它的显色指数较低，频闪效应易使眼睛产生疲劳。 

再次，LED 台灯是以发光二极管为光源的台灯，它可以直接把电转化

为光，具有体积小、耗电低、使用寿命长、无毒环保、安全可靠等诸多

优点，使得 LED 灯具从室外装饰，景观照明，逐渐发展到家用照明。 

虽然台灯市场发展空间大，但是目前我国台灯产业发展仍存在诸多

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技术明显

落后于发达国家；产能消耗大、产出率低、环境污染严重、对自然资源

破坏大；企业规模小、技术创新能力薄弱、缺乏自主专利等。通过大量

的市场分析，价格较高的台灯大多来自国外，而国内的台灯价格普遍偏

低，而个别高价格的国内台灯不是因为设计的独特而是因为材料的昂贵

或工艺的特点。 

现今，市场对于台灯的要求可划分为：一是追求个性化。二是功能

的多样性及环保性。因此台灯已不再是简单的照明工具，而是逐步向组

合化、装饰化、高效节能化发展。 

1.2.2 国外现状 

 欧洲各国的灯具设计一直引领世界潮流。如意大利的台灯设计有着

浓厚的艺术成分，将本民族独特的艺术领悟凝聚于台灯设计中。此外，

设计团队的技术实力雄厚，产品覆盖范围广泛，除着重体现产品的内在

品质外，还注重人和产品之间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荷兰的飞利浦是世界

第一大照明品牌，飞利浦很早就重视“以人为本”的原则，灯光除满足

照明需求外还关注人的感受，能够营造个性化的家居氛围。亚洲的松下

和东芝等企业在照明产品的研发上也都位居世界前列。  

1.3 课题意义 

台灯的使用价值在于给小范围的空间带来光亮，如果能在黑暗的环

境中营造出安静、舒适的氛围，加上现代化的功能设计，那么它将不仅

仅是一盏简单的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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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的台灯琳琅满目，大同小异。本次设计将力争创新，用技术

构建内涵、用艺术塑造外观，使小台灯发挥大作用。在当代社会，物质

条件越来越丰富，人们的环保意识也越来越强，具有环保功能的台灯也

应运而生。智能化 LED 台灯是台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它将根据不同

使用者的不同需求作相应的智能化的响应，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既环

保、节能又不乏现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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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台灯的发展史 

照明经历了从火、油到电的发展历程。照明从火把、蜡烛、煤油灯

到白炽灯、日光灯，发展到现在琳琅满目的照明灯、节能灯、装饰灯、

景观灯、取暖灯，导航灯，指示灯，信号灯，小夜灯、晒图灯、消毒灯、

养植灯等。可以说，灯的发展史是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证，也是一部追寻

光明的历史。 

灯的第一次革命：油灯 

灯的起源来自于人类对光的追求和火的发现。火的出现使人类开始

学会使用光和热，这也是人类开始有别于其他物种的标志。自从人类学

会钻木和燧石取火后，火不仅让人类告别饮血茹毛的野蛮时代，更能远

离黑暗，带来光明和温暖。原始人把松脂或脂肪类的东西涂在树皮或木

片上，捆扎在一起，做成了照明用的火把，成为人类创造的意义上第一

盏“灯”。从此以后，人类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出现了使用各种植物油作

燃烧来照明，将油盛放在容器中，加入灯芯点燃就成为油灯的鼻祖。人

类开采石油后，出现了煤油灯，上面增加一个玻璃灯罩，就出现了煤气

灯。如图 2.1 所示。 

 

 

 

 

 

 
图 2.1 煤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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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灯照明在人类历史上占据很重要的一段历史，在这期间，油灯经

过了多次改进。油灯用油从动物油改为植物油， 后又被煤油取代。灯

芯也经历了草、棉线、多股棉线的变化过程。为了防止风把火吹灭，人

们给油灯加上了罩。早期的罩是用纸糊的，很不安全，且会冒黑烟，遇

水便不能使用，后来改用玻璃罩。这样的油灯不怕风吹，在户外也照样

使用，并且燃烧充分，不冒黑烟。公元前 3 世纪左右，用蜂蜡做成的蜡

烛出现了，到了 18 世纪，改进用石蜡制作蜡烛，并且开始使用机器大量

生产。19 世纪中叶英国人发明了煤气灯，使人类的照明技术向前迈进了

一大步。但是 初，这种灯并不安全，室内使用容易发生危险，因此只

当作路灯使用。人们普遍使用的照明工具是煤油灯，白色的亮光成为一

种比较不错的照明灯具。 在追求光明的道路上，人类并没有满足，在使

用油灯照明的同时，仍然在寻找其他的照明方法。也曾有人利用大量的

萤火虫发出的荧光来照明，虽不实用，也算是人类的照明史上奇特的方

法。随着人类电气化时代的来临，火作为灯具的使用也完成了它的使命，

逐步退出人类照明的历史。 

中国作为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灯的技术和文化也是独具特色，灯

的发展和演变已经有一个相当长时期。据考古资料，早在距今约 70 万至

20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北京猿人已经开始将火用于生活之中，而至在

春秋时期就已经有成型的灯具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灯具则见于传说

中的黄帝时期，《周礼》中亦有专司取火或照明的官职。灯作为照明的

工具，实际上只要有盛燃料的盘形物，加上油和灯芯就能实现 原始的

功用。而具有一定形状的灯出现，则是人们将实用和审美结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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