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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激光产品的安全》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设备分类、要求;
———第3部分:激光显示与表演指南;
———第4部分:激光防护屏;
———第9部分:非相干光辐射最大允许照射量;
———第13部分:激光产品的分类测量;
———第14部分:用户指南。
本部分为《激光产品的安全》的第4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8151—2008《激光防护屏》,与 GB/T18151—2008相比,主要技术内容变化

如下:
———修改了前言部分;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版本:“GB7247.1—2012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

要求(IEC60825-1:2007,IDT)”;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T16855.1—2008 机械安全 控制有关安全部件 第1部分:

设计通则(ISO13849-1:2006,IDT);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T15706—2012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

(ISO12100:2010,IDT);
———修改了前言中引用文件的写法(见前言,2008年版的前言);
———增加附录G的提及(见第1章);
———增加附录F的提及(见第1章);
———修改了正文中引用文件的写法(见正文,2008年版的正文);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的名称:维护检查间隔时间、安全维护检查(见3.9、3.16,2008年版的3.9、

3.16);
———修改了英文单词的翻译:安全防护光闸、维护、检修(见3.8、3.9、3.17,2008年版的3.8、3.9、

3.17);
———增加附录E的提及(见4.1);
———修改了英文单词的翻译:辐照度或辐照量(见5.3,2008年版的5.3);
———修改了英文单词的翻译:标识要求(见5.5,2008年版的5.5);
———修改了附录中引用文件的写法(见附录,2008年版的附录);
———修改了英文单词的翻译:偏离、危害(见A.1.2、A.1.3,2008年版的A.1.2、A.1.3);
———修改了英文单词的翻译:风险(见B.1,2008年版的B.1);
———修改了图B.6和图B.7(见附录B,2008年版的附录B);
———修改了图B.1、图B.2、图B.3、图B.4、图B.5、图B.6和图B.7的图题(见附录B,2008年版的附

录B);
———修改了图C.2(见附录C,2008年版的附录C);
———将资料性附录D改为规范性附录D;
———补充说明了专业防护屏试验条件(见D.1,2008年版的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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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专业防护屏制造商提供的信息(见D.4);
———增加了图D.2(见附录D);
———修改了英文单词的翻译:眼的标称危害距离、总则、机器人、聚焦头、光束传输、异常、指引、工艺

(见E.2.6、E.3.2、E.3.2.5、E.3.2.7、E.3.2.9、E.3.2.9、E.5、E.5.3,2008年版的E.2.6、E.3.2、

E.3.2.5、E.3.2.7、E.3.2.9、E.3.2.9、E.5、E.5.3);
———修改了附录F的标题(见附录F,2008年版的附录F);
———修改了F.2.1总则中部分英文单词的翻译(见F.2.1,2008年版的F.2.1);
———修改了英文单词的翻译:最低合理可行、可移动的联锁防护屏、固态金属板、支撑、人机因素、媒

介、故障(见F.2.3、F.5.4、F.6.1.2、F.6.2、F.6.4、F.8.2、F.8.4,2008年版的F.2.3、F.5.4、F.6.1.2、

F.6.2、F.6.4、F.8.2、F.8.4);
———修改了图F.1、图F.2、图F.3、图F.4、图F.5、图F.6、图F.7、图F.8、图F.9、图F.10、图F.11、图

F.12、图F.13、图F.14、图F.15、图F.16、图F.17、图F.18、图F.19、图F.20、图F.21和图F.22
(见附录F,2008年版的附录F);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G:光束传输系统;
———删除了参考文献[4] GB/T16855.100—2005 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 第100

部分:GB/T16855.1的应用指南”;
———增加了参考文献[5] GB/T16856.2—2008 机械安全 风险评价 第2部分:实施指南和

方法举例;
———增加了参考文献[8] GB/T18831—2002 机械安全 带防护装置的联锁装置 设计和选择

原则;
———增加了参考文献[11] ISO11252:2004 激光器与激光相关装备 激光器件 文件的最低

要求(Lasersandlaser-relatedequipment—Laserdevice—Minimumrequirementsfordocu-
mentation)。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0825-4:2011《激光产品安全 第4部分:激光防护屏》(英文

版)。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18490—2001 激光加工机械 安全要求(eqvISO11553: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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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光辐射安全和激光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

所、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邓玉强、马冲、孙青、吴爱平、戚燕、夏铭、卢飞星、张平雷、李京。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18151—2000、GB/T1815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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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低量值的辐照度或辐照量照射下,对防护屏的材料和厚度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屏蔽激光辐射所需

的光学衰减量。然而,在高量值的辐照度或辐照量照射下,还要考虑激光辐射对消蚀防护屏材料的效

果———典型的现象有熔融、氧化或烧蚀,此过程可导致激光辐射穿透不透光材料。

GB7247.1—2012给出了激光防护屏的一般导则,包括人员接触、联锁装置和标记,以及高功率激

光防护罩和围封设计。
本部分仅涉及激光辐射的防护,不涉及材料加工中二次辐射可能引起的危害。
激光防护屏也可遵照激光防护镜的标准,但对于满足本部分的要求是不充分的。
术语“辐照度”含有“辐照度”或“辐照量”的意思,应根据情况适当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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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4部分:激光防护屏

1 范围

《激光产品的安全》的本部分说明了用来围封激光加工机工作区域的永久和临时(如检修)激光防护

屏的要求,以及专用激光防护屏的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包括目视透明屏及视窗、围挡、激光防护帘和防护墙在内的防护屏的所有组成部分

(见附录G)。对激光产品的不围封加工区的防护罩中的光路元件、光束终止器以及其他部分的要求包

含在GB7247.1—2012中。
本部分还指出了:

a) 如何评估和规范激光防护屏的防护性能(参见附录F);

b) 如何选择激光防护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7247.1—2012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要求(IEC60825-1:2007,IDT)

GB/T15706—2012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ISO12100:2010,IDT)1)

1) GB/T15706—2012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ISO12100:2010,IDT)替代了转化标准原

文引用的三个文件:GB/T15706.1—2007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1部分:基本术语和方法(ISO12100-
1:2003,IDT)、GB/T15706.2—2007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2部分:技术原则(ISO12100-2:2003,

IDT)、GB/T16856.1—2008 机械安全 风险评价 第1部分:原则(ISO14121-1:2007,IDT)。

GB/T16855.1—2008 机械安全 控制有关安全部件 第1部分:设计通则(ISO13849-1:2006,

IDT)

ISO11553-1:2005 机械安全 激光加工机械 安全性要求(Safetyofmachinery—Laserprocess-
ingmachines—Safetyrequirements)

3 术语和定义

GB7247.1—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主动式防护屏的防护时间 activeguardprotectiontime
主动式激光防护屏前表面在一给定激光照射下,主动式防护屏发出使其后表面的激光辐射不超过

1类可达发射极限(AEL)激光辐射的终止信号的最短时间。

3.2 
主动式防护屏终止信号 activeguardterminationsignal
主动式防护屏在前表面受到过量激光照射时所发出的旨在触发激光辐射自动终止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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