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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仪器及设备环境意识设计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将环境因素引入实验室仪器及设备产品的基本原则,还规定了低温恒温循环装置、低
温恒温槽、高温恒温循环装置、高温恒温槽、生物人工气候箱、气候环境试验箱、生化培养箱、干燥箱、工
业分析仪、实验室离心机、盐槽、振荡器、氧弹式热量计和天平的环境意识设计特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实验室仪器及设备产品(以下简称产品)的环境意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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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4793.7—2008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7部分:实验室用离心机的特

殊要求

GB/T9237—2017 制冷系统及热泵 安全与环境要求

GB/T18268.1—2010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 电磁兼容性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19000—2016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词汇

GB/T24001—2016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24062—2009 环境管理 将环境因素引入产品设计和开发

3 术语和定义

GB/T19000—2016、GB/T24001—2016和GB/T24040—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文件。

3.1 
环境 environment
组织运行活动的外部存在,包括空气、水、土地、自然资源、植物、动物、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

关系。
注1:外部存在可能从组织内延伸到当地、区域和全球系统。
注2:外部存在可用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气候或其他特征来描述。

[GB/T24001—2016,定义3.2.1]

3.2 
环境因素 environmentalaspect
一个组织的活动、产品或服务中能与环境或能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要素。
注1:一项环境因素可能产生一种或多种环境影响,重要环境因素是指具有或能够产生一种或多种重大环境影响的

环境因素。
注2:重要环境因素是由组织运用一个或多个准则确定的。

[GB/T24001—2016,定义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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