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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ED应用技术系列书：风光互补LED路灯设计与工程应用》结合我国绿色照明工程计划及国内
外风光互补发电技术及LED照明技术的发展动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风光互补LED路灯的最新设计与
应用技术。
全书共6章，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风光互补LED路灯基础知识、小型风力发电机与太阳能电池、风光互
补LED路灯蓄能与控制技术、LED照明灯具结构及设计、风光互补LED路灯工程设计、风光互补LED路
灯安装与调试等内容。
《LED应用技术系列书：风光互补LED路灯设计与工程应用》题材新颖实用，内容丰富，深入浅出，
文字通俗，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是从事风光互补LED路灯研发、应用和维护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必备
读物。
　　《LED应用技术系列书：风光互补LED路灯设计与工程应用》可供从事风光互补LED路灯研发、
设计、生产、应用与维护的工程技术人员及从事风光互补LED路灯生产应用的管理人员及相关专业高
等院校、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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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LED的最高结温和热阻造成的LED芯片和封装之间的温差是热设计最主要的考虑因素，对于大功
率LED来说，1W的LED的热阻约20℃，也就是说，给标称功率1W的LED输入1W的电功率，LED结温
就比封装外壳的温度高20℃。
3W的LED热阻约15℃，给3W的LED输入3W的电功率，LED结温就比封装外壳的温度高45℃，因此，
要使3W的LED制作的灯具和1W的LED制作的灯具的LED结温相同，采用3W的LED制作的灯具的温度
应该比用1W的LED制作的灯具更低。
反过来说，如果灯具温度相同，用1W的LED制作灯具的LED结温比用3W的LED制作灯具的LED结温低
。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采用3只1W的LED制作3W的LED灯具比用1只3W的LED制作的灯具更有利于降
低LED的结温，并且3只1W的LED发出的光通量比1只3W的LED发出的光通量高。
因此，用大功率LED制作灯具要合理选择LED的功率。
　　为了减少LED产生的热量，要选用光效高的LED制作大功率LED灯具，因为在输入一定的电功率
时，光效高的LED发出的光能量高，发出的热能量必然少，这样就可以减小散热片的面积。
　　LED芯片和涂覆的荧光粉都是在几百度的高温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本身具有一定的耐温能力。
但是，LED的封装和芯片之间存在热阻，这个热阻使LED在使用时封装和芯片之间出现温差，LED芯
片的温度会高于封装外壳温度。
　　由于LED生产技术的进步，大功率LED内部的热阻越来越低，目前1W的LED热阻普遍在15℃/W以
下，也就是说，给1W的LED加1W的电功率，LED芯片比封装外壳的温度只高15℃。
按照目前LED芯片材料的耐温水平，LED芯片的温度不超过150℃就能长期安全的工作。
这样推算，封装外壳温度在135℃时可以安全使用。
但是，由于封装材料的限制，实际使用中的封装外壳温度最好不超过70℃，这样LED芯片温度只有85
℃，LED的透明封装材料也不会快速老化，可长期稳定工作。
因此，没有必要将LED灯具工作时的温度降得很低，但必须减小LED芯片封装外壳和灯体外壳之间的
热阻，这样就可以以比较小的体积和比较低的成本生产性能稳定的LED灯具。
　　要有效的散热，减小灯具的体积和生产成本，灯具必须有合理的散热结构。
问题是怎样合理的把LED产生的热量传导到外壳上，怎样有效的增大外壳和空气的接触面，并且有利
于空气在外壳表面上的流动，这是灯具热结构设计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光通量（1m）与辐射通量（W）的当量关系，1W的辐通量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黑体辐射）
可能产生6831m光通量。
所以，即使LED的光效达到2001m/W，也不能将全部能量转化为光能输出，而其余的都转化为热能。
从长远看LED灯具的散热问题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在LED灯具的散热设计上，可分成自然对流散热以及强制对流散热两种模式。
就一般照明应用而言，由于风扇会产生噪声，所以并不建议使用风扇。
此外，增加风扇也会增加整体系统的耗电量，所以自然对流散热将是较好的选择。
目前，在LED灯具的散热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有：　　1）散热翅片面积的随意设定，使散热翅片布置方
式不合理，灯具散热翅片的布置没有考虑到灯具的使用方式，影响到翅片效果的发挥。
　　2）强调热传导环节、忽视对流散热环节，尽管众多的厂家考虑了各种各样的措施：热管、回路
热管、加导热硅脂等，但没有认识到热量最终还是要依靠灯具的外表面散发。
　　3）忽视传热的均衡性，如果翅片的温度分布严重不均匀，将会导致其中一部分的翅片（温度较
低的部分）没有发挥作用或作用有限。
　　而在自然对流的散热鳍片设计上，考量重点包含：鳍片的厚度、鳍片的数量、鳍片与鳍片间的宽
度、及材料的选用等几个方面。
过密或过疏的鳍片都不是最佳化的设计，因过密的鳍片与空气接接触的面积太少，而造成热量不易散
出，过疏的鳍片会使得热量不容易散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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