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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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的第4部分。GB/T30117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2部分:非激光光辐射安全相关的制造要求指南;
———第3部分:对人体的强脉冲光源设备的安全使用准则;
———第4部分:测量方法;
———第5部分:投影仪。
本文件修改采用IECTR62471-4:2022《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 第4部分:测量方法》。文件

类型由ISO的技术报告调整为我国的国家标准。
本文件与IECTR62471-4:2022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附录C对应IECTR62471-4:2022中的附录F;
———附录D对应IECTR62471-4:2022中的附录I;
———附录E对应IECTR62471-4:2022中的附录D;
———附录F对应IECTR62471-4:2022中的附录E;
———附录G对应IECTR62471-4:2022中的附录H;
———附录H对应IECTR62471-4:2022中的附录G;
———附录I对应IECTR62471-4:2022中的附录C。
本文件与IECTR62471-4:2022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30117(所有部分)替换了IEC62471,以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E.1中增加“对于视网膜热危害,测量脉冲的辐亮度剂量和/或峰值辐亮度”,E.2中增加“对于

视网膜热危害,测量脉冲的宽度(1μs~0.25s)”,补充的内容是根据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

会(ICNIRP2013)中关于脉冲光源视网膜热危害评价的要求。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增加了第1章中的注;
———删除了3.2中的缩略语“HID”,因文中并未出现该术语;
———删除了表1下方的注;
———删除了4.7.4.3中的注2;
———增加了公式(3)下方的注;
———图中均使用标引序号代替文字描述,并补充标引序号说明;
———对图中的部分字母符号增加符号说明;
———公式(D.2)中“Le”改为“L”,“Φe”改为“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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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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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三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三泰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浙江智慧照明技术有限公司、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广东省中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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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院、浙江智慧健康照明研究中心、常州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研究院、江苏品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山东

华鼎伟业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中山市松伟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牟同升、丁文超、牟希、彭振坚、许巧云、顾瑛、苗飞、朱腾飞、代彩红、孙浙徽、

陈志忠、胡秋红、贾峥、王欣越、孙鹤源、卢灿、杨付兵、朱华荣、谢伟。

Ⅵ

GB/T30117.4—2023



引  言

  除特殊的辐照情况外,大多数灯和灯系统是安全的,不会造成光生物危害;而完整的光生物安全评

估则需要精密的仪器和详细的分析。
为了提供一个仅在必要时进行详细测量的应用框架,本文件介绍了两种测量方法。A级是指高精

度、基于实验室的技术;而B级则表示用普通简便的仪器对可达发射进行估计,只作为初步筛查,不适

合作为严格评判出具数据报告时使用。

GB/T30117拟由以下部分构成。
———第1部分:基本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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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及危险等级分类方法。
———第2部分:非激光光辐射安全相关的制造要求指南。目的在于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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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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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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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部分:投影仪。目的在于规范投影仪发射光辐射的光生物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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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部分:主要发射可见光的光源和灯具。目的在于为主要发射可见光的光源和灯具相关产

品,根据照明对象和场景提供光生物安全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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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
第4部分: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依据GB/T30117(所有部分)确定灯和灯系统可达光辐射水平所要进行的辐射度和

光谱辐射度测量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制造商、测试机构、安全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等的实际测量使用。
注:本文件涉及A级评估和B级评估。A级评估是准确的测量方法,使用精密的光谱辐射测量设备对可达光辐射

进行测量,可在所有情况下使用;B级评估是使用普通简便的仪器进行测量,只作为初步筛查,不适合作为严格

评判出具报告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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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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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30117(所有部分)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Photobiologicalsafetyoflampsandlamp
systems)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30117(所有部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可达发射 accessibleemission
在特定距离和GB/T30117相应部分定义的测量条件下确定的辐射水平。
注:可达发射与可达发射限值进行比较,以确定适用的风险组。

3.1.2 
角响应 angularresponse
探测器输出信号随输入光束角度的变化函数。

3.1.3 
孔径光阑 aperturestop
限定平均光发射测量接受区域的开孔。

3.1.4 
入瞳 entrancepupil
光学系统中,在物空间看到的孔径光阑(3.1.3)的像。
注1:入瞳限定了物空间接收光束的锥角。

注2:如果孔径光阑前面没有透镜,入瞳的位置和大小与孔径光阑相同。孔径光阑前的光学元件可以放大或缩小图

像,并改变相对于实际孔径光阑的入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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