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淺談教室之照明節能設計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方尚得 
 
依歷年來學校節能輔導之統計資料顯示，若能落實電力系統、照明設備、空調設

備、事務設備等方面之節能改善，平均約有 15~20 
%之用電節約潛力。因此加強各級學校節約能源推廣及教育宣導，可落實全民節

約能源共識，以提昇能源使用效率，減少能源費用支出，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由於學校之照明設備使用時間長、燈具數量眾多，相對的耗電量也高，其佔各級

學校全年用電量之 30~45%不等，因此如能由燈具照明設備的使用上從事節能改

善，相信長期下來定能節省相當的電力。而照明設計配置的方式，可影響學校後

續之使用方式及耗能情況。本文藉由基本之燈具配置模式，檢討燈具之採用及管

理之方式，提供給大家做為節能的參考。 
 
教室照明燈具選用：分為教室燈具及黑板燈具，燈具的組成分成三大部分：光源

(燈管)、燈具(本體)與安定器。 
 
1. 光源（燈管）：為照明節能的關鍵，應採用具備『節能標章』之光源，選擇高

發光效率之之產品，才能確保良好之用電效率。依照目前常用一般光源種類及特

性，教室照明應採用高效率的螢光燈。尤其應儘量採用 T8-38W(T5-28W)螢光燈，

避免採用 T8-18W(T5-14W)螢光燈；T5 型燈管為目前常用之燈管內，擁有最高之

發光效率值(如表一)。 
 
2.燈具(本體)：主要呈現照明器具的外觀、反射效率及品質。因此須選用高反射

率材料(鏡面)之照明器具，而以深拋物面型燈具，較普通標準型燈具光輸出效率

提高 20%~40%，燈具形式可採用鋁格柵或保護角 24 度以上以防止學生直接看到

裸露之燈管，形成眩光而使學童視力受到傷害。 
 
3.安定器：分為鐵心式安定器及電子式安定器，在使用時須與光源(燈管)匹配，

才能確保光源(燈管)使用壽命。其次安定器的功率因數也牽涉到使用上配線安全，

所以選用時須特別注意適用光源及功率因數，功率因數越高越好。而電子安定器

與傳統安定器相比較，具有啟動電壓低、噪音小、溫升低、重量輕、無頻閃等優

點，比傳統安定器節電 25%以上，綜合耗電功率降低 30%以上，節電效益顯著。 
 
目前一般教室大小，由 8x8 平方公尺~9x10 平方公尺為最常見，燈具亦配合從

T8-38Wx2x9 盞及 T8-38Wx2x12 盞之安裝為常用配置，照度需求以國家標準

500~750Lux 為基準，在控制上便有節能控制之檢討空間，下述說明： 



4. 設計適宜的照明控制方式和控制開關，並由教室內師生於日常使用上之配合，

將可達到顯著之節能效果。 
 
5. 教室照明迴路配線設計應平行窗戶，以配合窗邊利用晝光而熄燈；若經費足

够可採自動晝光控制(晝光感知器)，並配合可調式電子式安定器，當光線充足時

會自動切掉光源，當光線不足即點燈補充光線，達到節能及照明之需求。 
 
要維持教室照明之足够照度須作好檢查工作。以每半年檢查一次，時間最好安排

在學期前；檢查時發現設備的異常須儘早加以補修更換，並擬定燈具清掃維護計

畫，以確保照明的效果。而教室照明燈具的維護應包括下列事項： 
 
*點燈情況（有無不亮或閃爍的現象）。 
 
*照明燈具的安裝狀況（有無鬆動、搖晃）。 
 
*配線、受配電盤的情況（有無損壞、過熱、浸水）。 
 
*照明燈具表面（包含光源）的污穢程度。 
 
*照度測定（各區取 5~9 點檢討）。 
 
  
以照度的要求而言，燈管應以定期集體汰換為必要之更換方式，但實際的管理上

卻以光源損壞或雙頭已形成黑化時才更換。而其更換方式和更換週期的選定，對

照明經濟有顯著的影響。光源最適當的更換時期，一般而言，是在光源平均壽命

的 70~80%的時期最為經濟。最適當更換週期的擬定，一般是計算電費、光源的

更換費用，設備的折舊費用等，在整體費用最少的情形下決定的。以螢光燈為例，

40W 螢光燈管的壽命雖有 10,000 小時，但因螢光燈管的發光量隨時間逐漸衰減

（通常在使用 1,000 小時後變為新燈管的 95%，2,000 小時後變為 92%，4,000 小

時後變為 90%，7,000 小時後變為 87%）。如果一直用到不能再發光為止， 在末

期用電量還是不變，光束卻少很多，並不符合經濟效益。因此為提高照明的使用

效率，除應每學期清掃燈具外，建議每天平均點燈 6 小時以上的教室，應每三

年全面更換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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