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桌照明之設計研究

張永宗 著、楊旻洲

E-mail: 9302971@mail.dyu.edu.tw

摘 要

由於近代書籍或雜誌在印刷上，逐漸採取豔麗化與亮化的印刷手法，閱讀時，現有桌上檯燈的設計與配置方式往往造成反

射眩光，不但無法看清楚畫面，且使眼睛產生不適。 針對此一問題，本研究旨在設計一照度適當且避免反射眩光的桌上型

檯燈。研究首先探討28戶家庭之書桌閱讀環境，再採實驗方式，以兩款市售檯燈擺設於桌面不同位置，分析探討照度分佈

與眩光情況，從而提出可營造舒適閱讀照明的設計提案，除以試作原型進行驗證外，另以圖說表達最終設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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