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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30117的第1部分。GB/T30117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非相干光产品的光生物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 第2部分:非激光光辐射安全相关的制造要求指南;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 第3部分:对人体的强脉冲光源设备的安全使用准则;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 第4部分:测量方法;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 第5部分:投影仪。
本文件修改采用IEC62471:2006《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
本文件与IEC62471:2006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两个文件之间的结构编号变化对照一览表

见附录A。
本文件与IEC62471:2006相比,存在较多技术差异,在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用垂直

线(|)进行了标示。这些技术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见附录B。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协调,将标准名称改为《非相干光产品的光生物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岀。
本文件由全国光辐射安全与激光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三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杭州三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

研究院、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广东省中山市质量计量监

督检测所、浙江智慧照明技术有限公司、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杭州

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温州市质量技术检测科学研究院、山东华鼎伟业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计量检定测试院、中山市光圣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牟同升、牟希、许巧云、丁文超、凌铭、彭振坚、顾瑛、代彩红、苗飞、王欣越、陈志忠、

慎月强、胡秋红、杨立委、蒋泳涛、杨付兵、李轶、夏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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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各种非相干光产品已经广泛应用在人居照明环境、工业、医疗等各个领域。大多数非相干光产

品,根据应用情况已经过光学设计,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个别产品发射的光辐射可能会对人体健康

造成不利影响;还有些产品在异常情况下使用,则可能存在光生物辐射危害。
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ICNIRP)规定了非相干光的光生物安全曝辐限值。本文件的目的是

根据ICNIRP规定的光生物安全曝辐限值确定各风险等级的光发射限值,对各种潜在光辐射危害的人

体接触状态进行分类,为非相干光产品的光辐射风险等级的确定提供依据。
与单一波长的激光产品相比,非相干光产品的光辐射危害的评估和风险控制更为复杂,涉及的光辐

射量的测量也比较困难。因为它所测量的可能是宽光谱、空间扩展的面光源,不是一个简单的点光源;
而且光束可能被产品中的其他漫射装置或光学镜头改变,光谱分布也可能因相关的光学滤光片、漫射

器、透镜、其他附属装置及不同的工作条件而改变。因此,需综合考虑辐射结果。
为了评估一个非相干光产品,例如弧光灯、白炽灯、荧光灯、LED灯或其他灯系统,首先,需要确定

到达人眼睛和皮肤上光辐射的光谱分布。对光辐射系统来说,由于光路中的光学器件的过滤、光束变化

(例如投影物镜)等,人体接收到光辐射光谱分布可能与灯自身的发射光谱分布不同。其次,眼睛视网膜

危害与光源发光区或者由投影镜头成像后的表观光源有关。最后,实际的有效辐照度或辐亮度与观察

者的距离有关。另外,不同的观看行为将会产生不一样结果;例如:普通照明应用的灯光产品,是非有意

观看状态,在一天8h的工作时间内仅仅是偶然会出现光源成像在视网膜上,而且与有意观看不一

样,往往成像在视网膜的非中心黄斑区。因此,确定非相干光产品的光辐射风险等级,需要考虑光源本

身的光发射状态、人体不同组织潜在危害的差异以及预期接触状态等情况。

GB/T30117拟由以下部分构成。
———非相干光产品的光生物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目的在于规范非相干光产品光生物安全的

评估要求、危害类型、发射限值、风险等级分类、风险标识和安全控制措施。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 第2部分:非激光光辐射安全相关的制造要求指南;目的在于给出

非激光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的基本原则,指导相应的通用产品规范对安全要求作出规定。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 第3部分:对人体的强脉冲光源设备的安全使用准则;目的在于为

保护暴露在光辐射危险及相关危害中的人提供建立安全措施和程序的指导。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 第4部分:测量方法;目的在于规范灯和灯系统光生物安全的测试

条件和测试方法。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 第5部分:投影仪;目的在于规定投影仪发射光辐射的光生物安全

要求。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 第6部分:紫外线灯产品;目的在于规范紫外线灯产品的生产制

造、安装使用和人体防护,从而保证使用相关产品的光辐射安全。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 第7部分:主要发射可见光的光源和灯具。目的在于规定主要发

射可见光的光源和灯具相关产品的光生物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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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相干光产品的光生物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非相干光产品光生物安全的评估、危害类型、发射限值、风险等级分类方法、标识及安

全控制措施等通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发射波长为200nm~3000nm内的非相干光产品,包括各种灯和灯系统、有意观看

和非有意观看类产品、LED发光器件等。
同时,也适用于 GB/T7247.1中规定的与传统光源具有类似功能但由激光激发的非相干光产

品,如激光投影仪、汽车激光照明灯等激光激发的宽带光源。不适用于GB/T7247.1中规定的一般激

光产品。
注1: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也适用于评估非电产生发光的其他光辐射源风险,如炽热材料和燃气型的空间加热器等。
注2:光辐射可能不是产品的主要功能;例如,冰箱中的光源。
注3:非相干光产品通常也称为光源、光辐射源或非相干光源;主要是区别于定向发射单一波长(非常窄的带宽)且

具有明显相干特性的激光产品。

本文件没有规定特定应用产品的安全要求。普通照明用(GLS)灯和灯系统、紫外线产品及投影仪

等都包括在本文件的范围内,针对这些特定应用产品制定的光辐射安全标准,将提供特定产品具体的风

险组评估条件、风险等级及安全控制措施等要求。
风险分类将有助于对产品进行风险评估,帮助确定用户需要的控制措施。其目的是尽可能确保市

场上的产品安全。风险3类的产品通常不适合作为一般消费用产品。
下列情况也可能造成光辐射安全问题,但不在本文件的范围之内:
●  使人分心的干扰光;
●  强光眩目;
●  闪光盲;
●  暂时性视力障碍;
●  光闪烁;
●  异常光敏性;
●  接触光敏化学物质,或食用光敏性药物;
●  三岁以下儿童、无晶状体眼睛或使用人工晶体的眼睛;
●  光辐射引起的昼夜节律紊乱;
●  个人异常行为,例如故意凝视强光源;因酒精或毒品引起的异常表现。
本文件适用于正常成年人、健康眼睛和皮肤状态的人接触的非相干光产品。此外,本文件采用的光

辐射危害类型及相应的发射限值,仅考虑短期使用情况;对于长期使用可能产生的风险,如长期紫外线

辐照可能产生的皮肤癌等不在本文件的考虑范围内。
本文件不适用于电子日光美黑灯、眼科仪器或其他特殊医疗应用的设备,这些产品的安全要求由其

他相应的标准规定。
注:本文件中成年人是指接受过法定义务教育具备一定认知,一般年龄不小于18周岁的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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