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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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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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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文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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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随着激光器、半导体发光二极管（LED）等新型人造光源在工业加工、医疗、通信、显示、照明等

领域的广泛应用，给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途径与机遇，为促进技术进步和

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伴随新型光源的光功率和亮度的不断提升，光辐射对人体健康（主要是眼睛

和皮肤）造成损伤的风险也不断增加，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针对性地开展了光生物安全方面的技术研究，

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国际标准。 

国际电工委员会光辐射安全和激光设备技术委员会（IEC/TC76）陆续发布了“IEC 60825 激光产品

的安全”、“IEC 62471 灯和灯系统（非相干光产品）的光生物安全”两大系列的光辐射安全基础技术

标准，已经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组织广泛采用。北美、欧盟、日本等许多地区和国家分别以法规、规章、

行政指令等不同形式，对日用消费品、家用电器、工业装备、医疗器械等涉及人身健康的发光产品的光

辐射安全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我国标准化主管机构也先后发布了和IEC 60825系列、IEC 62471系列对应的GB/T 7247系列和GB/T 

30117系列国家标准，为相关企业和产品的光辐射安全提供了技术标准支撑。本强制性国家标准就是在

上述两个系列技术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新型人造光源产品需求的快速

增长、保障光辐射安全的需求制定的，为相关部门、行业、企业做好发光产品及其工作过程的光辐射安

全控制和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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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辐射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激光产品和非相干光产品及其工作过程的光辐射安全的风险分级、标识、安全控制和

光辐射安全分类测量方法等方面的通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180nm～1mm波段范围内的激光产品和200nm～3μm波段范围内的非相干光产品及其工

作过程的光辐射安全控制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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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893.1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GB/T 2893.2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2部分：产品安全标签的设计原则  

GB/T 7247.1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要求 

GB/T 30117.1 非相干光产品的光生物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7247.1和GB/T 30117.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

列出了某些术语和定义。 

 

    光辐射危害 optical radiation hazard 

180nm～1mm波段范围内的激光或200nm～3μm波段范围内的非相干光辐射对人体组织造成不可逆损

伤的事件。 

注： 本文件中的光辐射危害包括光源辐射和伴随辐射产生的危害。例如：激光加工设备中可能有3种光辐射：激光；

为了产生激光可能使用的泵浦光；激光加工过程中由激光和被加工物质相互作用产生的二次光辐射。后2种辐

射均称为伴随辐射。 

 

    光辐射危害风险 risk of optical radiation hazard 

发生光辐射危害的可能性与其后果严重性的组合。 

 

    光辐射安全 optical radiation safety 

不会造成光辐射危害事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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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辐射安全风险 risk of optical radiation safety 

用光辐射危害风险程度表征光辐射安全的状态。 

注： 本文件中光辐射安全风险的含义等同于光辐射危害风险。 

 

    防护眼镜 protective glasses 

对特定的光辐射进行足够的衰减，保护人眼免受光辐射危害的防护装置。 

 

工程控制 engineering control 

在产品设计中和使用过程，为防止或有效降低接触人员受到光辐射危害的安全控制措施。 

注： 工程控制包括屏蔽、光闸、隔离、防护罩、联锁控制等安全措施。也包括工作场所采取的警告灯、防护屏、隔

离、围挡护栏、总控制台等安全控制措施。 

 

    管理控制 administrative control 

非工程类光辐射安全控制措施。例如：钥匙监管、人员的安全培训、警告措施、倒计时程序及门禁、

受控进入等现场的安全控制。 

[来源：GB/T 7247.1，3.4，有修改] 

 

     可达发射极限 accessible emission limit，AEL 

所定光辐射危害风险类别内允许的最大可达发射。 

[来源：GB/T 7247.1，3.3，有修改] 

 

     最大允许照射量 maximum permissible exposure ，MPE 

正常情况下，眼睛或皮肤受到光辐射照射不会产生不良后果的最大辐射量值。 

[来源：GB/T 7247.1，3.59，有修改] 

 

      医用激光（光电）产品 medical laser（optoelectric） product 

为了通过激光（光辐射）照射对人体部位进行诊断、手术或治疗而设计、制造、预定或推销的任

何激光（光电）产品。 

[来源：GB/T 7247.1，3.60，有修改]  

 

      嵌入式激光（发光）产品 embedded laser（lighted）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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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程设计限制了可达发射极限，因而所定类别低于其中激光器（光源）固有发射能力的激光

（发光）产品。 

注： 作为嵌入式激光（发光）产品的组成部分的激光器（光源）被称为嵌入式激光器/光源。该类产品在维护时，可

能接触到内部激光（光源）固有的光辐射风险水平。 

[来源：GB/ T7247.1，3.32，有修改] 

 

  光束内视 intrabeam viewing 

眼睛受到直接的或镜面反射的激光束（或其他低发散度光束）照射时观察光源。 

[来源：GB/T7247.1，3.42，有修改] 

 

     光辐射危害区域 optical radiation hazard area 

光束辐照度或辐照量超过相应眼睛和皮肤的最大允许照射量值（MPE，或曝辐限值/EL）的区域。 

[来源：GB/ T7247.1，3.47，有修改] 

 

     光辐射受控区域 optical radiation controlled area 

为防止人员受到光辐射危害而受到控制和监视的滞留和活动区域。 

[来源：GB/T 7247.1，3.45，有修改] 

 

     危害距离 hazard distance 

光束辐照度或辐照量等于相应角膜或皮肤的最大允许照射量（MPE）的位置和光源之间的距离，分

别称为标称眼危害距离（NOHD）和标称皮肤危害距离（NSHD），两者中较大的距离作为产品的危害距离。 

[来源：GB/T 7247.1，3.65，3.64，有修改] 

 

     安全联锁控制 safety interlock control 

当产品的某部分移除、打开或拆卸时，为防止接触人员受到中、高风险级光辐射危害而设置的与防

护罩、光闸或发光控制、供电电源等某个部分相连的自动保护控制措施；也包括用于发光产品工作场所

的房门控制。 

[来源：GB/T 7247.1，3.77，有修改] 

 

     预期使用 intended use  

按照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规格（功能、性能）、说明和信息资料，来使用产品、接受服务或

进行操作。 

[来源：GB/T 30117.1，3.15，有修改] 

 

    开放型应用产品 open application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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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束经过人员可能接触的空间传输才能完成预期使用功能的产品。 

注： 典型的开放型应用产品有照明灯具、探照灯、激光测距、激光指示器、大气通信等。 

4 光辐射安全要求 

光辐射安全风险分级 

4.1.1 光辐射安全风险通用分级 

以眼睛和皮肤功能正常、无过敏反应并在无防护条件下的普通成年人群为对象, GB/T 7247.9和

GB/T 7247.1等相关标准给出了非相干光和激光2种光辐射的眼睛和皮肤的最大允许照射量，具体量值

分别参见附录A.1和附录A.2～A.6。以此为基础，综合考虑产品的发射波长（或光谱范围）、功率（或

能量）、空间分布、相对位置和持续时间（或预期使用时间）等要素，将激光产品和非相干光产品（以

下统称发光产品，简称产品）的光辐射安全风险进行统一的通用分级，以对眼睛和皮肤造成伤害的风险

程度由低到高分为极低风险级、低风险级、中风险级和高风险级4级。每一级的风险情况描述如下： 

a) 极低风险级：预期正常使用不会对眼睛和皮肤造成伤害； 

b) 低风险级：预期正常使用不会对皮肤造成伤害；短时间扫视可以通过人眼的自觉规避反应（如

眨眼、主动避开等）而避免眼睛被伤害，但长时间直接照射会造成眼睛伤害。避免通过光学仪

器直接观看； 

c) 中风险级：光束直接照射且凝视光源（光束内视）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可能对皮肤造成伤害。

避免光束直接照射人眼，避免通过光学仪器直接观看。正常使用，引起火灾或灼伤皮肤的风险

较小； 

d) 高风险级：光束直接照射会对眼睛和皮肤造成伤害，漫射光也可能造成眼睛和皮肤的伤害。可

能损坏照射区域内或附近的物体，引燃可燃性物质。 

4.1.2 产品的光辐射安全风险专业分类 

根据激光产品和非相干光产品的发射光谱（或波长）、功率或能量、空间分布（光源或光斑尺寸、

光束质量或发散角）、持续时间或预期使用时间等参数，按照GB/T 7247.1 和GB/T 30117.1标准规定，

对发光产品的风险等级进行专业分类，具体分类方法如下： 

a) 激光产品的风险等级专业分类 

按照GB/T 7247.1规定的风险等级分类原则，对激光产品的风险等级进行专业分类，共分为4大 

类8小类，风险等级由低到高依次用1类、1C类、1M类、2类、2M类、3R类、3B类、4类表示。其

中1C类是专门用于非眼部人体组织的医用激光（光电）产品的风险等级专业分类。每一类风险

专业分类方法及其对应的可达发射极限按照附录B.1或GB/T 7247.1相关内容规定执行。 

b) 非相干光产品的风险等级专业分类 

按照GB/T 30117.1规定的风险等级分类原则，对非相干光产品的风险等级专业分类，共分为4

类，由低到高依次为豁免类（RG0）、低风险类（RG1）、中风险类（RG2）和高风险类（RG3）。

每一类风险专业分类方法及其对应的可达发射极限按照附录B.2或GB/T 30117.1相关内容规定

执行。 

4.1.3 光辐射安全风险专业分类和通用分级的对应关系 

产品的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专业分类和通用分级的对应关系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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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光辐射安全风险专业分类和通用分级的对应关系 

通用分级 极低风险级 低风险级 中风险级 高风险级 

专业

分类 

激光分类 

GB/T 7247.1 
1 类 

1C 类、1M 类、 

2 类、2M 类、3R 类 
3B 类 4 类 

非相干光分类 

GB/T 30117.1 
RG0 类 RG1 类 RG2 类 RG3 类 

注：嵌入式激光（光电）产品应按照产品实际的最大可达发射确定对应的通用等级。 

 

光辐射安全风险标识 

4.2.1 通用要求 

直接面向最终用户和消费者的发光产品，应在不影响正常使用且便于观看、不会受到低风险级及以

上风险等级光辐射危害的产品表面显著位置，以及产品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等随机文件和产品外包装

上，进行产品的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标识（简称安全标识或风险标识）。产品上的标识应清晰、耐用。

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标识由风险等级通用标识和风险等级专业标识2种标识组成，其中风险等级专业标

识又包括图形标志和风险说明。发光产品的各类光辐射安全风险标识要求见表2。 

表2 产品的各类光辐射安全风险标识要求 

光

源 

风险专业分类 

通用

标识 

专业标识 

图形标志 风险

说明 光辐射警告 禁止直射眼睛 禁止照射皮肤 指令标志 

激 

光 

1 类 - - - - -  

1C 类   - -   

1M 类   - - -  

2 类    - -  

2M 类    - -  

3R 类    - -  

3B 类    〇 -  

4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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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光

源 

风险专业分类 

通用

标识 

专业标识 

图形标志 风险

说明 光辐射警告 禁止直射眼睛 禁止照射皮肤 指令标志 

非 

相 

干 

光 

RG0 类 - - - - - - 

RG1

类 

可见光 - - - - - - 

紫外、 

红外 
   - -  

RG2 类    〇 -  

RG3 类     -  

注：“+”为要求；“-”为不要求；“〇”为可以选择，按照预期用途由产品规范规定。 

 

不是面向最终用户和消费者的中间产品，可以省略产品的光辐射安全风险标识。 

4.2.2 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通用标识 

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通用标识（简称通用标识），分为产品通用标识和光辐射危害区域通用标识两

种。 

a) 产品通用标识方法 

产品的风险等级通用标识示意图见图1。通用标识图案由白色背景、黑色文字加正方形的黑色边

框和风险等级彩条共同组成。彩条部分的左边由下至上对应由低到高依次排列的4个风险等级，

按照GB/T 2893.2规定的危险程度含义，分别用绿、黄、橙、红4种色条箭头表示，同时色条越

长表示风险程度相对越高；右边是依据专业分类方法确定的产品实际风险等级（见4.1.2），用

对应的颜色和箭头表示。 

 

图1 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通用标识示意图 

典型光辐射安全通用标识图形的绘制要点参见附录C.1，具体尺寸也可以根据产品的大小适当

缩放，以便于识别为宜。受产品的尺寸限制不能在产品上进行完整的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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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的，至少应在产品上进行风险等级对应的颜色为背景、黑框黑字说明（参见4.2.3.3）实际

的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警告提示，例如“高风险级激光产品”、“中风险级强光产品”、“低

风险级红外产品”，或者简化为“中风险级产品”、“低风险级产品”等字样。产品说明书和

包装上仍应有完整的通用标识。 

对嵌入式激光（光电）产品，应在产品、包装及相关产品说明书等随机文件中，按照产品内部

达到的最高风险等级进行通用标识。 

b) 区域通用标识方法 

应该在发光产品生产和使用现场的入口或边界处，按照区域内能够接触到的最高风险等级进行 

光辐射危害区域通用标识，就是把产品通用标识中的“本产品”改为“本区域”或“本场所”

即可。 

4.2.3 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专业标识 

4.2.3.1 通用要求 

产品的光辐射安全风险分类专业标识（简称专业标识）由图形标志和风险专业分类文字说明2部分

组成，典型的激光产品光辐射安全风险分类专业标识示例见图2。多种图形和文字说明组合放置时，通

常左边是光辐射安全“警告标志”，中间是“风险专业分类和文字说明”（简称“风险说明”），右边

是“禁止标志”（或者是“指令标志”），各部分也可以独立放置。 

专业标识的具体尺寸按照GB/T 2893.1或GB/T 7247.1相关条款的规定。 

 

图2 激光产品光辐射安全等级专业标识示例 

4.2.3.2 光辐射安全图形标志 

光辐射安全图形标志分为光辐射警告标志、光辐射禁止标志和指令标志3种，都是直接采用GB 

2893.2或GB/T 7247.1相应的标志图形。 

a) 光辐射警告标志见图 3a），用于激光警告时称为“当心激光”警告标志，用于非相干光时称为

“当心强光辐射”警告标志。 

b) 光辐射禁止标志有“禁止直射眼睛”和“禁止照射皮肤”2种标志，分别见图 3b)和图 3c)。 

c) 指令标志是蓝色背景的按照说明书使用的图形，见图 3d）。 

                

         a）                    b）                 c）                  d） 

图3 光辐射安全图形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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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3R类、3B类及4类激光产品还应在激光输出窗口处增加“激光窗口”标志，示意图见图4，箭

头表示光束出光方向。 

 

图4 激光窗口示意图 

4.2.3.3 光辐射安全风险说明 

按照GB 2893.2规定，光辐射安全风险说明（又称为专业风险说明）为黄色背景的矩形黑框形式表

示，分为上下2部分。上面是警告部分，由通用的三角形警告图形加上不同风险等级对应的黑体字警告

词语，其中高风险级用“危险”（白色字体），背景用红色；中风险级用“警告”，背景用橙色；低风

险级用“注意”，背景用黄色；下面统一用黑色字体、黄色背景的风险提示文字说明。专业标识风险说

明的具体设计要求参见附录C.2。文字说明分为3个必备要素和2个可选要素，具体内容应符合以下基本

要求。更详细的文字说明内容参照GB/T 7247系列和GB/T 30117系列标准的相关条款。 

a) 风险说明必备要素 

风险说明必备要素包括光辐射种类、产品的专业风险专业分类、风险提示，具体要求如下： 

1) 激光产品风险专业分类就是按照 4.1.2a）规定的 8种风险专业分类之一；风险提示的内容

就是每一种风险专业分类适用的注意事项，各类激光产品的风险说明必备要素示例参见附

录 C 中的图 C.1a)-h)。其中，1类激光产品可以使用白色背景注明产品风险等级即可。 

2) 非相干光辐射产品的风险专业分类就是 4.1.2b）规定的 4种风险专业分类之一，风险提示

的内容也是每一种风险专业分类适用的注意事项，其中，RG1 类非可见光波段的紫外或红

外波段的非相干光产品风险说明还要标明波段。各类非相干光产品的风险说明必备要素示

例参见附录 C 中的图 C.2a)-d)。 

3) 激光和非相干光混合的产品，以两类光源中的风险等级较高的专业分类作为产品的专业分

类种类进行光辐射安全标识；如果两类光源的风险等级相同，优先以激光产品进行安全标

识；如果仅用于照明，则优先以非相干光产品风险等级进行专业标识。 

b) 风险说明可选要素 

风险说明可选要素包括开放型应用产品的危害距离和嵌入式激光（发光）产品的最高风险类别

说明。 

1） 针对中风险级、高风险级的普通照明灯、景观照明灯、探照灯、LED手电筒、激光指示器、

激光测距仪、激光大气通信设备等开放型应用产品，风险说明中还要增加光辐射危害距离

参数；低风险级的 2类、2M类、3R类开放型应用激光产品，RG1类紫外或红外波段的开放

型非相干光产品，也要标注危害距离参数。带有危害距离的风险说明示例见图 C.2e)。 

2） 针对嵌入式激光（发光）产品可以选择以下 2 种风险说明方法之一，一是按产品内部达到

的最高风险专业分类进行专业风险说明；二是在产品外部标识产品正常工作状态可接触的

风险专业分类外，还要明示内部达到的最高风险专业分类，并在内部光源上的适当位置按

照实际风险专业分类进行标识说明。具有完整必备要素和可选要素的风险说明示例见图

C.1i)。 

受产品尺寸、标识位置等因素限制，产品上的风险说明可以分为多个方框分别说明，只要包含风险

说明的全部信息即可。如果确因产品尺寸太小、不能包含风险说明的全部信息，开放型产品上的风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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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至少应标注三角形通用警告标志和风险专业分类对应的警告词语和背景颜色，并标明“危害距离x m”

的信息。 

产品的光辐射安全控制要求 

4.3.1 通用要求 

应按照产品的预期用途，从源头上降低和控制光辐射安全的风险，将产品的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

光辐射安全标识（含通用标识和专业标识）、适用的工程控制措施等纳入产品规范，并保证在产品预期

工作过程中发生合理可预见的单一故障条件时，也不会提高操作使用人员可接触部位的光辐射安全风

险等级。 

为用户提供的产品说明书应该包含光辐射安全方面内容的，主要包括： 

a) 产品的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通用标识和完整的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专业标识； 

b) 和产品的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相适应的工程控制措施及其合理可预见故障的维修方法等； 

c) 中、高风险等级的发光产品预期的工作场所控制、人员培训和安全防护措施要求； 

d) 还应该警告不得将低风险级及以上风险等级的产品有意照射危害距离以内的人员，也不得非预

期照射其他物体。 

低风险级及以上风险等级的产品包装上，至少应按照表2规定的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通用标识和预

期用途对应的专业标识。 

中风险等级和高风险等级的产品，还应在产品使用现场的安装就位、调试、验收合格、移交用户之

前，或结合用户验收过程，对用户的操作使用人员进行适宜的操作使用、光辐射安全控制和安全防护等

方面的培训。 

4.3.2 产品的光辐射安全分类控制要求 

a) 产品的光辐射安全分类控制通用要求 

发光产品应按照本文件4.1规定的要求，确定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产品

的光辐射安全分类控制符合以下通用要求： 

1) 极低风险级产品：该类产品可以适当免除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标识（按照表 2）；可进入普

通家庭，不需专门控制和防护； 

2) 低风险级产品：该类产品应有低风险等级标识（按照表 2）；可以采取控制开关等适宜的工

程控制措施和远离产品等使用控制措施保证光辐射安全；可进入普通家庭，应提示严格按

照产品使用说明书操作、控制和使用； 

3) 中风险级产品：该类产品应有中风险等级标识（按照表 2）；应采取开关或急停开关、屏蔽、

安全联锁控制、防护罩等适宜的工程控制措施，保证除产品预期使用的光束出口和照射方

向以外的所有可接触部位达到极低风险级要求；一般需要使用专门工具才能对光源产品及

其应用设备的相关部位进行维修；该类产品应在受限场所且严格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操作、

控制和使用；操作者须经过专业培训，应提示操作过程佩戴防护眼镜等适当的防护措施； 

4) 高风险级产品：该类产品应有高风险等级标识（按照表 2）；这类产品应采用嵌入式设计方

案，对光源和光束传输单元采取屏蔽、安全联锁控制、防护罩等工程措施，保证除预期开

放型应用产品的光束出口和照射方向以外的所有人员可能接触部位达到极低风险级要求。

产品应在便于操作的部位设置电控钥匙开关和/或应急中止/停止光闸及相应的人工复位；

只有使用专门工具才能对光源产品及其应用设备的相关部位进行维修。该类产品预期在专

门工作场所的限定区域内使用,应采取警告灯、屏蔽、安全联锁控制、隔离、控制进入等可



GB XXXXX—XXXX 

10 

行的管控措施，防止非相关人员接触；且严格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操作、控制和使用；操

作使用人员须经过专业培训后持证上岗。应提示产品工作时，在场人员均应采取佩戴防护

眼镜、穿防护服等适宜的防护措施； 

5) 产品具有不同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的多种预期用途或者工作状态时，应按照最高风险等级

进行标识和控制；也可以在使用说明书和操作手册等产品随机文件中，按照不同工作状态，

进行详细的风险等级、控制措施和使用说明； 

6) 已经确定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的产品，经重新设计、改进、集成等过程，改变原预期用途、

可能改变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成为新产品时，应重新按照本文件 4.1 和 4.2 规定方法，确

定新产品的实际风险等级及其标识，并按照新的风险等级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重新编制

新产品使用说明书，保证新产品符合光辐射安全分级和控制要求。 

按照产品预期用途，各类风险等级适用的控制措施和具体控制方法参照GB/T 7247.1和GB/T  

30117.1的相关条款。 

b) 典型产品的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控制要求 

工业加工设备、医疗器械、激光测距仪、光通信设备、照明灯具、目标指示器、日用消费品、

办公用品、显示器、投影仪、汽车照明灯具等产品，应按相应产品类别和预期用途，对产品的

光辐射安全最高风险等级进行限制，并规定相应的控制措施要求，统一纳入产品通用规范。比

如，专业分类为3B类、4类医用激光（光电）产品的光辐射安全的详细要求还应符合GB 9706.20

标准。 

产品工作过程控制要求 

4.4.1 通用要求 

在生产、检测、使用、维修等产品工作过程的光辐射安全控制中，应优先采取安全操作培训，其次

是使用场所控制和人员受控进入等措施，最后是安全防护措施，确保使用现场的人员和财产安全。 

产品使用过程中，应该严格按照产品的预期用途和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操作方法使用产品，保持

产品的光辐射安全工程控制措施有效；在产品工作过程中，采取和光辐射安全风险等级相适应的工程控

制、管理控制和安全防护等措施，充分发挥产品的预期使用效能。 

除获得卫生健康和医疗器械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机构授权使用的光电医疗产品外，不得有意将

发光产品照射危害距离以内的人体；也不得将中、高风险等级产品，非预期照射室内物品、公共设施、

房屋、汽车、火车、飞机等固定或移动物体，防止引发人员伤害、火灾和危害公共安全等事故。 

涉及中、高风险等级发光产品工作过程的，均应建立健全光辐射安全管理体系或纳入职业健康与安

全生产管理体系统一管理，明确光辐射安全的管理流程，分解落实光辐射安全管理职责；识别光辐射安

全风险源产品、过程和相应的风险等级；明确光辐射安全管理涉及的产品、人员、工作场所及其相应的

控制和防护措施等重点事项；定期进行光辐射安全培训和检查，确保光辐射安全受控，防止发生光辐射

安全事故。光辐射安全管理的具体措施可以参见资料性附录D。 

4.4.2 产品工作场所控制 

产品工作场所应始终处于安全可控的状态，防止发生光辐射安全事故。 

a) 预期人员可接触的低风险等级发光产品，工作场所应进行低风险区域警告标识，可用护栏、围

挡等措施控制可接触距离，并提示不要有意照射危害距离以内的人眼或长时间直视光源。 

b) 中风险等级产品应在受限工作场所使用，进行中风险区域标识，并有警告、护栏、隔离、可接

触距离等适当的工程控制措施，不得照射危害距离以内的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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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高风险等级产品应在专门控制的工作场所使用，进行高风险等级区域标识；按照产品的预期用

途，采取电钥匙开关控制、警告灯、安全联锁控制、光束控制、授权操作、人员受控进入、可接

触距离、安全防护等适宜的工程控制和管理控制措施，保证光辐射安全受控。高风险等级产品

使用场所的具体控制措施可以参见资料性附录 E。 

4.4.3 人员防护 

进入中、高风险等级发光产品工作场所和长时间处于低风险级及以上风险等级光辐照区域的所有

人员，包括设备操作者、维修维护人员、医护人员和患者（非预期照射部位）等，在产品工作期间都应

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使眼睛长期处于极低风险级、皮肤长期处于低风险级及以下的状态。防护措施主

要有佩戴和光辐射特性（波长、功率或能量密度等）相适应的、足够衰减度的防护眼镜，穿戴必要的防

护服、防护帽、防护手套等。 

5 光辐射安全分类测量方法 

激光产品的光辐射安全分类测量方法 

激光产品的光辐射参数和危害距离的测量条件按照GB/T 7247.1相关条款规定，测量方法参照GB/T 

7247.13等标准。 

非相干光产品的光辐射安全分类测量方法 

非相干光产品的光辐射参数和危害距离的测量条件按照GB/T 30117.1相关条款规定，测量方法参

照GB/T 30117.4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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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眼睛和皮肤的光辐射最大允许照射量 

A.1 非相干光辐射的眼睛和皮肤的光辐射最大允许照射量 

针对光辐射对人体造成的不同危害类型，以不同波段、持续时间和光源的不同张角，GB/T7247.9-2016给出了非相干光辐射的眼睛和皮肤的光

辐射最大允许照射量（MPE），见表A.1。表中部分数据根据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适当修订。 

表A.1 非相干光辐射的眼睛和皮肤的最大允许照射量 

 

危害名称 量和权重函数 
波长 

λ/nm 

照射持续时间 

t/s 

1×10
–9 ～1.8 

×10
–5 

1.8 × 10
–5～

10 
10 ～1×103 

1×103 ～

1×104 
1×104 ～3 × 104 

眼

睛 

光化学紫外  
nm400

nm180

eff )()(  SHH  180 ～ 400 30J/m2 

眼睛近紫外  
400nm

nm315

UV )( HH  315 ～ 400 1×104J/m2 

蓝光  
700nm

nm300

B )()(  BLL  300 ～ 700 )/10×1( 6 t  W/ （m2·sr） 100 W/m2 

 

 

 

 



GB XXXXX—XXXX 

13 

表 A.1（续） 

 危害名称 量和权重函数 
波长 

λ/nm 

照射持续时间 t 

s 

1×10
–9 ～1.8 

×10
–5 

1.8 × 10
–5～10 10 ～1×103 

1×103 ～

1×104 
1×104 ～3 ×104 

眼

睛 

视网膜热  
1400nm

nm380

RTH )()(  RLL  380 ～ 1 400 

C

63.0

 

W/m

（t<1×10
-6
 s) 

4/1

410×2

tC  
W/（m2·sr） 

( 1×10
-6
≤

t<0.25s) 

C

410×8.2 W/（m2·sr） 

(t≥0.25s) 

视网膜热 

（微弱视刺

激） 

 
1400nm

nm780

IR )()(  BLL  

780～1 400 

光源亮度 

<10 cd/m2 

4/1

410×2

tC  
W/（m2·sr） 

( 0.25<t<100) 

C

6300

  

W/ 

(m2·sr) 

(t≥100s) 

眼睛红外  
3000nm

nm780

IR )( EE  780～3 000 
4/3

410×8.1

t
W/ （m2·sr） 100 W/m2 

皮

肤 

光化学紫外  
400nm

nm180

eff )()(  SHH  180 ～400 30 J / m2 

可见和红外热    EE H  380 ～3000 2×104t-0.75
J/m2   (t≤10 s) － 

注： C是与光源对向角有关的修正因子。具体取值为C=1.5mrad，≤1.5mrad；C=，1.5mrad  ≤100mrad；C=100mrad， 100mrad。 

表A.1中各函数的名称为：Hλ(λ)——光谱辐照量，S(λ)——光化学紫外危害加权函数，Δλ——波长带宽，Lλ(λ)——光谱辐亮度，B(λ)—

— 蓝光危害加权函数，R（λ）——热危害加权函数，Eλ(λ)——光谱辐照度。 

A.2 激光辐射的眼睛和皮肤的光辐射最大允许照射量 

针对激光辐射对人体造成的不同危害类型，以不同波段、不同脉冲宽度和光源的不同张角，表 A.2～A.5分别给出了眼睛角膜和视网膜的激光

辐射最大允许照射量（MPE），A.6 给出了皮肤的激光辐射最大允许照射量（MPE）。表中涉及的修正因子见附录 B 表 B.7。更详细的信息参见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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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7.1 相关内容。 

表A.2 C6 =1 时，激光辐射照射在角膜上的最大允许照射量
a,b
（用辐照度或辐照量表示） 

波长 

λ 

nm 

照射时间 t 
s 

10
–13 

～ 

10
–11

 

10
–11 

～ 

10
–9
 

10
–9 

～ 

10
–7
 

10
–7 

～ 

5 × 10
–6
 

5 × 10
–6 

～ 

13 × 10
–6
 

13 × 10
–6 

～ 

1 × 10
–3
 

1 × 10
–3 

～ 

10 

10 

～ 

 10
2
 

10
2 

～ 

3 × 10
4 

180～302.5 

3 × 10
10 
W﹒m

–2 

30 J﹒m
–2 

302.5～315 

光化学危害
d
 

C2 J﹒m
–2
  (t > T1) 

热危害
d 
                                                                                                                                       

C1 J﹒m
–2
  (t ≤ T1)                                                                       

C2 J﹒m
–2 

315～400
 

C1 J﹒m
–2 10

4
 J﹒m

–2 
400～450

 

1 × 10
–3 

J﹒m
–2 2 × 10

–3
 J﹒m

–2 18 t 0.75
 J﹒m

–2 

100 J﹒m
–2 

C3 W﹒m
–2 

450～500
 

100 C3 J﹒m
–2
 

和
c 

10
 
W﹒m

–2
 

500～700
 

10
 
W﹒m

–2 
700～1 050

 
1×10

–3
J﹒m

–2 2 × 10
-3
 C4

 
J﹒m

–2 18 t 
0.75

 C4 J﹒m
–2 

10 C4 C7
 
W﹒m

–2 
1 050～1 400

e 
1 × 10

–3
 C7 J﹒m

–2 2 × 10
-2
 C7

 
J﹒m

–2 90 t 
0.75

 C7 J﹒m
–2 

1 400～1 500 10
12
 W﹒m

–2
 10

3
 J﹒m

–2 5 600 t 
0.25

 J﹒m
–2 

1 000
 
W﹒m

–2 
1 500～1 800 10

13
 W﹒m

–2
 10

4 
J﹒m

–2 
1 800～2 600 10

12
 W﹒m

–2
 10

3
 J﹒m

–2 5 600 t 
0.25

 J﹒m
–2 

2 600～10
6 10

11
 W﹒m

–2
 100 J﹒m

–2 5 600 t 
0.25

 J﹒m
–2 

a   
修正因子和单位，见表 B.7。与 MPE 值比较的照射水平应在相应的测量条件规定的测量孔径上取平均值。 

b   
如果照射持续时间少于 10

-9
s 和波长范围小于 400nm 和大于 1 400nm 时，MPE 可通过由使用于 10

-9
s 的辐照量限值估算同等的辐照度导出。如果照射持续时间小于 10

-13
s，MPE

的值设置为 10
-13
s 同等的辐照度值。 

c   
波长在 450nm～500nm 之间，采用双重极限且照射值应不超过任一适用限值。 

d   
紫外重复脉冲激光器宜不超过任何极限。 

e   
波长在在 1 250 nm～1 400 nm之间，本表中给出的保护视网膜的限值可能无法充分保护眼球前端的生物组织（角膜，虹膜），需谨慎处理。若照射量不超过皮肤的 MPE 值，

则无需担心眼球前端的生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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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波长在 400nm～1 400nm范围内，扩展光源的激光辐射照射在角膜上的最大允许照射量
d
（视网膜危害区）（用辐照度或辐照量表示） 

波长 
λ 

nm 

照射时间 t 
s 

10
–13 

～ 

10
–11

 

10
–11 

～ 

5.0 × 10
–6
 

5.0 × 10
–6 

～ 

1,3 × 10
–5
 

1,3 × 10
–5 

～ 

10 

10
 

～ 

10
2
 

10
2 

～ 

10
4
 

10
4 

～ 

3 ×10
4 

400～700 1× 10
–3
 C 6 J﹒m

–2
 2 × 10

-3
 C 6 J﹒m

–2
   18

 
t 

0,75 
C 6 J﹒m

–2
 

400 nm ～ 600 nm – 视网膜光化学危害
a
 

100 C3 J﹒m
–2
 

用 

ph = 11 mrad 

1 C3 W﹒m
–2
 

用 

ph = 1.1 t 
0,5 

mrad 

1 C3 W﹒m
–2
 

用 

ph = 110
 
mrad 

和 
b
 

400 nm ～ 700 nm – 视网膜热危害 
 

18
 
C6 T2

–0,25
 W﹒m

–2
 (t ＞ T2) 

                                                                                                                                                  

18
 
t 

0,75 
C6 J﹒m

–2
  (t ≤ T2) 

700～1 050 1 × 10
–3 

C 6 J﹒m
–2

 2 × 10
-3 
C 4 C 6 J﹒m

–2
 18

 
t 

0,75 
C4 C 6 J﹒m

–2 
18

 
C4 C6 C7 T2

–0,25
 W﹒m

–2
  (t﹥T2)                                                                                                                                                                                  

 

18
 
t 

0,75 
C4 C6 J﹒m

–2 
(t ≤ T2) 

1 050～1 400
c
 

1 × 10
–3 

C 6 C7 

J﹒m
–2
 

2 × 10
–2

 C 6 C7 J﹒m
–2
 90 t 

0,75 
C 6 C7 J﹒m

–2
 

90 C6 C7 T2
–0,25

 W﹒m
–2
  (t＞T2) 

90
 
t 

0,75 
C6 C7 J﹒m

–2 
(t ≤ T2) 

注： 使用眼科仪器时，眼球组织的照射限值可能有不同情况。参见ISO 15004-2。 

f   
角度ph是极限测量接受角。 

g   
波长在 400nm～600nm 之间， 采用双重限值且照射值应不超过任一适用限值。 一般情况下，光化学危害极限仅用于照射持续时间大于 10s 的情况。然而，波长为 400nm～

484nm ，表观光源的尺寸为 1.5mrad～82mrad 之间时，二次光化学危害极限值 100 C3J m
-2
对应于照射时间大于或等于 1s的情况。 

h   
波长在 1250nm 和 1400nm 之间，本表中给出的保护视网膜的限值可能无法充分保护眼球前端的生物组织（角膜、虹膜），需谨慎处理。若照射量不超过皮肤的 MPE 值，

则无需担心眼球前端的生物组织。 

i   
照射时间小于 0.25 秒时，本表中给出的保护视网膜的限值可能无法充分保护眼球前端的生物组织（角膜、虹膜），需要谨慎处理。如果照射量不超过皮肤的 MPE 值，则

不需要担心眼球前端的生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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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波长在 400 nm至 1400 nm范围依据表 A.2所示的激光辐射照射在角膜上最大允许照射量
a,b
（用功率或能量表示） 

 

 

 

 

 

 

 

 

 

波长 

λ 

nm 

照射时间 t 
s 

10
–13 

～ 

10
–11

 

10
–11 

～ 

5 × 10
–6
 

5 × 10
–6 

～ 

13 × 10
–6
 

13 × 10
–6 

～ 

10 

10 

～ 

 10
2
 

10
2 

～ 

3 × 10
4 

400～450
 

3.8 × 10
–8
J 7.7 × 10

–8
 J 7 × 10

–4
t 0.75

 J
2 

3.9 × 10
–3
J 

3.9 × 10
–5
 C3 W 

450～500
 

3.9 × 10
–3
 C3 J 

和
c 

3.9 × 10
–4 

W 

500～700
 

3.9 × 10
–4 

W 

700～1 050
 

3.8 × 10
–8
J 7.7 × 10

-8
 C4

 
J 7 × 10

–4
 t 

0.75
 C4 J 

3.9 × 10
–4 

 C4 C7
 
W 

1 050～1 400
d 

3.8 × 10
–8
 C7 J 7.7 × 10

-7
 C7

 
J 3.5 t 

0.75
 C7 J 

注：与用功率或能量表示的 MPE 值相比较时，照射水平由通过 7mm 孔径光阑或限值孔径的功率或能量决定（本表中的 MPE 值由表 A.2 中的值乘以 7mm孔径的面积得到）。 

a   
修正因子和单位，见表 B.7。 

b   
如果照射持续时间小于 10

-13
s，MPE 的值设置为 10

-13
s 同等的辐照度值。 

c   
波长范围在 450nm～500nm 之间，辐照时间 10s 至 100s 采用双重极限且照射值应不超过任一适用限值。 

d   
波长范围在在 1 250 nm 与 1 400 nm 之间，本表中给出的保护视网膜的限值可能无法充分保护眼球前端的生物组织（角膜，虹膜），需谨慎处理。若照射量不超过皮肤的   

MPE 值，则无需担心眼球前端的生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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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波长在 400nm～1 400nm范围内，依据表 A.3扩展光源的激光辐射照射在角膜上的最大允许照射量
a,b,c,d,e,f,g

 

（视网膜危害区）（用功率或能量表示） 

波长 

λ 

nm 

照射时间 t 
s 

10
–13 

～ 

10
–11

 

10
–11 

～ 

5.0 × 10
–6
 

5 × 10
–6 

～ 

1,3 × 10
–5
 

13 × 10
–5 

～ 

10 

10
 

～ 

10
2
 

10
2 

～ 

10
4
 

10
4 

～ 

3 ×10
4 

400～700 3.8 × 10
–8
 C 6 J 7.7 × 10

-8
 C 6 J   7 × 10

-4 
t 

0,75 
C 6 J 

400 nm ～ 600 nm – 视网膜光化学危害
d.e
 

3.9 × 10
-3 
C3 J 

用 

ph = 11 mrad 

3.9 × 10
-5 
C3  W 

用 

ph = 1.1 t 
0,5 

mrad 

3.9 × 10
-5 
C3 W 

用 

ph = 110
 
mrad 

和 
c
 

400 nm ～ 700 nm – 视网膜热危害 
 

7 × 10
-4 
C6 T2

–0,25
 W (t ＞T2)                                                                                                                                                  

7 × 10
-4 
t 

0,75 
C6 J (t ≤ T2) 

700～1 050 3.8 × 10
–8 

C 6 J 7.7 × 10
-8 
C 4 C 6 J 7 × 10

-4 
t 

0,75 
C4 C 6 J 

7 × 10
-4 
C4 C6 T2

–0,25
 W (t＞T2)                                                                                                                                                                                  

 

7 × 10
-4 
t 

0,75 
C4 C6 J

 
(t ≤ T2) 

1 050～1 400
f
 3.8 × 10

–8 
C 6 C7J 7.7 × 10

–7
 C 6 C7 J 3.5 × 10

-3 
t 

0,75 
C 6 C7 J 

3.5 × 10
-3
 C6 C7 T2

–0,25
 W (t＞T2) 

3.5× 10
-3
t 

0,75 
C6 C7 J

 
(t ≤ T2) 

注1：使用眼科仪器时，眼球组织的照射限值可能有不同情况。参见ISO 15004-2。 

注2：与用功率或能量表示的MPE值相比较时，照射水平由通过7mm孔径光阑或限值孔径的功率或能量决定（本表中的MPE值由表A.3中的值乘以7mm孔径的面积得到）。 
a   

修正因子和单位，见表 B.7。 
b   

如果照射持续时间小于 10
-13
s，MPE 的值设置为 10

-13
s 同等的辐照度值。 

c   
波长在 400nm～600nm 之间， 采用双重限值且照射值应不超过任一适用限值。 

d   
角度ph是极限测量接受角。 

e   
照射时间在 1s至 10s 之间时，波长为 400nm～484nm ，表观光源的尺寸为 1.5mrad～82mrad，二次光化学危害极限值 3.9×10

-3 
C3 J 扩展至 1s。 

f   
波长在 1250nm 和 1400nm 之间，本表中给出的保护视网膜的限值可能无法充分保护眼球前端的生物组织（角膜、虹膜），需谨慎处理。若照射量不超过皮肤的 MPE 值，则

无需担心眼球前端的生物组织。 
g   

照射时间小于 0.25 秒时，本表中给出的保护视网膜的限值可能无法充分保护眼球前端的生物组织（角膜、虹膜），需要谨慎处理。如果照射量不超过皮肤的 MPE 值，则不

需要担心眼球前端的生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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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激光辐射皮肤的最大允许照射量
a,b
 

 

 

 

 

 

 

 

 

 

 

 

 

 

波长 

λ 

nm 

照射时间 t 

s 

<10
–9
 10

–9
～10

–7
 10

–7
～10

–3
 10

–3
～10 10～10

3 
10

3
～3 × 10

4
 

180～302.5 

3 × 10
10
 W﹒m

–2 

30 J.m
–2 

302.5～315 C2 J﹒m
–2 

 (t ＞ T1)
 

C1 J﹒ m
–2 

 (t ≤ T1)
 C2 J﹒ m

–2 

315～400 C1 J﹒ m
–2 10

4
 J﹒m

–2 10 W﹒m
–2 

400～700 2×10
11
 W﹒m

–2 200 J﹒m
–2 1.1×10

4
 t

0.25
J﹒m

–2 2 000 W﹒ m
–2 

700～1 400 2×10
11
C4 W﹒m

–2 200 C4 J﹒m
–2 1.1×10

4
C4t

0.25
J﹒m

–2 2 000 C4 W﹒m
–2 

1 400～1 500 10
12
 W﹒m

–2 10
3
 J﹒m

–2 5 600 t 
0.25 

J﹒m
–2 

1 000 W﹒m
–2 c 

1 500～1 800 10
13
 W﹒m

–2 10
4
 J﹒m

–2 

1 800～2 600 10
12
 W﹒m

–2 10
3
 J﹒m

–2 5 600 t 
0.25 

J﹒m
–2 

2 600～10
6 10

11
 W﹒m

–2 100 J﹒m
–2 5 600 t 

0.25 
J﹒m

–2 
a   
修正因子和单位，见附录 B 表 B.7。 

b   
小于 10

-9
s 照射作用的资料有限。该照射时间内的 MPE 值由使用于 10

-9
s 的辐照度导出。 

c   
如果被照射皮肤面积大于 0.1 m

2
，则 MPE 减少到 100 W﹒m

–2
。如果被照射皮肤面积在 0.01 m

2
到 0.1 m

2
之间，则 MPE 的变化与被照射皮肤

的面积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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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产品的光辐射危害风险专业分类及其可达发射极限 

B.1 激光产品各风险等级专业分类及其可达发射极限 

B.1.1 激光产品各风险等级专业分类方法 

根据发光产品的发射波长、功率或能量、空间分布（光源或光斑尺寸、光束质量或发散角、对向角）、

持续时间或预期使用时间等参数，按照GB/T 7247.1标准规定，对激光产品的风险等级进行专业分类，

共分为4大类8小类，风险等级由低到高依次用1类、1C类、1M类、2类、2M类、3R类、3B类、4类表示。

每一类专业风险分类方法规定如下： 

1) 1类激光产品 

产品工作期间，在相应波长和发射持续时间内，人员接触的激光辐射（可达发射）不允许

超过1类可达发射极限（见表B.1和表B.2）的激光产品。 

2) 1C类激光产品 

任何明确设计为接触皮肤或其他非人眼组织的激光产品： 

——设备运行期间可以通过工程防护防止人眼伤害，例如当激光离开皮肤或非眼部组织

时，可达发射低于 1类激光产品的可达发射极限； 

——设备运行时与皮肤或非眼部组织接触，为了达到治疗目的的需要，其辐射照射量超过

皮肤的最大允许照射量； 

——诊断和治疗的激光产品安全的详细要求还应符合 GB 9706.1标准。 

3) 1M类激光产品 

在302.5nm～4000nm波长范围内，产品工作期间，在相应波长和发射持续时间内，人员接触

可达激光辐射不允许超过1类可达发射极限的激光产品。 
注：针对大口径光源、大发散角光源、大角度扫描光源等情况，1M类可达发射不得超过3B类可达发射极限。

严禁使用放大镜或望远镜观察光束。 

4) 2类激光产品 

在400 nm～700 nm波长范围内，在相应波长和发射持续时间内，人员接触可达激光辐射不

允许超过2类可达发射极限（见表B.3）的激光产品。 

5) 2M类激光产品 

在400 nm～700 nm波长范围内，在相应波长和发射持续时间内，人员接触可达激光辐射不

允许超过2类可达发射极限的激光产品。 
注：针对大口径光源、大发散角光源、大角度扫描光源等情况，2M类可达发射不得超过3B类可达发射极限。

严禁使用放大镜或望远镜观察光束。 

6) 3R类激光产品 

在工作期间，人员接触可达激光辐射允许超过 1类和 2类可达发射极限，但在任何发射持

续时间和波长，人员接触激光辐射不允许超过 3R类可达发射极限（见表 B.4和表 B.5）的

激光产品。 

7) 3B类激光产品 

在工作期间，人员接触可达激光辐射允许超过 1 类和 2 类可达发射极限，但在任何发射持

续时间和波长，人员接触激光辐射不允许超过 3B类可达发射极限（见表 B.6）的激光产品。 

8) 4类激光产品 

人员接触的可达激光辐射允许超过3B类可达发射极限的激光产品。 

B.1.2 激光产品各风险等级专业分类的可达发射极限 

表B.1～B.6给出了激光产品各类风险等级专业分类对应的可达发射极限，是各类风险等级的评价

依据。表B.7给出了表B.1～B.6对应的AEL和MPE评估中使用的修正因子和转效点。表中各类可达发射极

限适用的发射波长、测量孔径、测量距离、接收视场角、测量时间基准等测量条件，按照GB/T 7247.1

相关条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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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1类和 1M类激光产品的可达发射极限 C6 = 1 
a,b 

 

 

波长 

λ 

nm 

发射持续时间 t  

s 

10
–13

 

～ 

10
–11

 

10
–11

 

～ 

10
–9
 

10
–9
 

～ 

10
–7
 

10
–7 

～ 

5 × 10
–5
 

5 × 10
–5
 

～ 

1.3 × 10
–5
 

1.3 × 10
–5
 

～ 

1 × 10
–3
 

1 × 10
–3 

～ 

0.35 

0.35 

～ 

10 

10 

～ 

10
2
 

10
2
 

～ 

10
3
 

10
3
 

～ 

3×10
4
 

180～302.5 3 × 10
10 
W﹒m

–2
 30 J﹒m

–2
 

302.5～315 
2.4 × 10

4 
W 

光化学危害 

热危害                                                              7.9 × 10
–7 

C2  J  (t ＞ T1)                                                                      

7.9 × 10
–7 

C1 J  (t ≤ T1) 

7.9 × 10
–7 

C2 J 

315～400 7.9 × 10
–7 

C1 J 7.9 × 10
–3
 J 7.9 × 10

–6
 W 

400～450 

3.8 × 10
–8 

J 
 

7.7 × 10
–8 

J 
7 × 10

–4
 t 

0.75
 J 

3.9 × 10
–3 

J 

3.9 × 10
–5
 C3 W 

450～500 

3.9 × 10
–3
 C3 J 

and 
c
 

3.9 × 10
–4
 W 

500～700 3.9 × 10
–4 

W 

700～1 050 3.8 × 10
–8
 J 7.7 × 10

–8
 C4 J 7 × 10

–4
 t 

0.75
 C4 J 

3.9 × 10
–4
 C4 C7 W 

1 050～1 400
d
 3.8×10

–8
C7J 7.7 × 10

–7 
C7 J 3.5 × 10

–3
 t 

0.75
 C7 J 

1 400～1 500 8 × 10
5 
W 8 × 10

–4 
J 

4.4 × 10
–3
 

t 
0.25

 J 
10

–2 t 
J 1.0 × 10

–2
 W 

1 500～1 800 8 × 10
6 
W 8 × 10

–3 
J 

1.8 × 10
–2
 

t
 0.75

 J 
 

1 800～2 600 8 × 10
5 
W 8 × 10

–4 
J 

4.4 × 10
–3
 

t 
0.25

 J 
10

–2
 t J 

 

2 600～4 000 8 × 10
4 
W 8 × 10

–5
 J 4.4 × 10

–3
 t 0.25 

J  

4 000～10
6
 10

11
 W﹒m

–2
 100 J﹒m

–2
 5 600 t 

0.25 
J﹒m

–2
 1 000 W﹒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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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表B.2 波长在 400nm～1400 nm范围内的 1类激光产品的可达发射极限（视网膜危害区）：扩展光源 
a,b,c,d,e,f

 

波长 

λ 

nm 

发射持续时间 t  

s 

10
–13

～10
–11

 10
–11

～5×10
–6
 5×10

–6
～1.3 × 10

–5
 1.3 × 10

–5
～10

 
 10～ 10

2
 10

2
～10

4
 10

4
～3 × 10

4
 

400～700 3.8 × 10
–9
 C6 J 7.7×10

-8
C6 J 7 × 10

–4
 t 

0,75 
C6 J 

400 nm～600 nm – 视网膜的光化学危害 
d,e

 

3.9 × 10
–3
 C3 J 

用 

ph = 11 mrad 

3.9 × 10
–5
 C3 W 

用 

ph = 1.,1 t 
0.5 

mrad 

3.9 × 10
–5
 C3 W 

用 

ph = 11 0
 
mrad 

和 
c
 

400 nm～700 nm – 视网膜的热危害 

7×10
-4
C6T2

–0.25
W   (t ＞ T2)                                                                                                                                                

7 × 10
–4 

t 
0.75 

C6 J    (t ≤ T2) 

700～1 050 3.8 × 10
–8
 C6 J 7.7×10

-8
C6 J 7 × 10

–4
 t 

0.75 
C4 C6 J 

7 × 10
-4 
C4 C6 T2

–0.25
 W   (t ＞ T2)  

7 × 10
–4 

t 
0.75 

C4 C6 J   (t ≤ T2)   

1 050～1 400 3.8 × 10
–8
 C6 C7 J 7.7 × 10

–7
 C6 C7 J 3,5 × 10

–3
 t 

0,75 
C6 C7 J 

                                                    3.5 ×10
-3
C6C7T2

-0.25
W (t ＞ T2) 

3.5 × 10
–3 

t 
0.75 

C6 C7 J   (t ≤ T2) 

 
 
 

波长 

λ 

nm 

发射持续时间 t  

s 

10
–13

 

～ 

10
–11

 

10
–11

 

～ 

10
–9
 

10
–9
 

～ 

10
–7
 

10
–7 

～ 

5 × 10
–5
 

5 × 10
–5
 

～ 

1.3 × 10
–5
 

1.3 × 10
–5
 

～ 

1 × 10
–3
 

1 × 10
–3 

～ 

0.35 

0.35 

～ 

10 

10 

～ 

10
2
 

10
2
 

～ 

10
3
 

10
3
 

～ 

3×10
4
 

注：使用观察光学装置的放大倍数大于 7 倍或大于测量条件指定的物镜直径的情况下，根据测量条件 1 和 2、分类级别判为 1 类，可能会带来危害。 

a   修正因子和单位，见表 B.7。 
b   

发射持续时间少于 10
-13
s 的 AELs ，可设置其为等于 AEL在 10

-13 
秒时的相等功率值或辐照度值。 

c   
波长范围在 450 nm ～500 nm 之间时，使用的双重限值和激光产品的发射极限应不超过分类级别所指定的任一适用限值。 

d   
波长范围在 1250nm～1400nm之间时，AEL 的上限是 3B 类激光产品的 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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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续） 

波长 

λ 

nm 

发射持续时间 t  

s 

10
–13

～10
–11

 10
–11

～5×10
–6
 5×10

–6
～1.3 × 10

–5
 1.3 × 10

–5
～10

 
 10～ 10

2
 10

2
～10

4
 10

4
～3 × 10

4
 

a    
修正因子和单位，见表 B.7。 

b    
发射持续时间少于 10

-13
s 的 AELs ，可设置其为等于 AEL在 10

-13 
s 时的相等功率值或辐照度值。 

c    
波长范围在 450nm～600nm之间时，采用双重限值且产品的发射极限应不超过分类级别所指定的任一适用限值。 

d
  角度ph 是可接受的极限测量角度。 
e    

对于波长在 400nm～484nm范围且表观光源大小在 1.5mrad 和 82mrad 之间时，照射时间在 1s到 10s 之间，那么二次光化学危害的极限值为 3.9×10
-3
s C3J 可延伸到 1s。 

 
f    

波长范围在 1250nm～1400nm 之间时，AEL 的上限是 3B 类激光产品的 AEL。 

 

表B.3  2类和 2M类激光产品的可达发射极限 

 

 

 

 

 

 

 

 

 

 

 

 

 

 

 

 

 

 

 

波长 

nm 

发射持续时间 

t 
2 类 AEL 

400 ～ 700 
t ＜ 0.25 

t ≥ 0.25 

同 1 类 AEL 

C6×10
-3
W
a
 

注： 使用有效孔径大于测量条件规定测量孔径（见GB/T7247.1）的光学元件，观察由条件1确定的2类激光产品

可能是危险的。 

a  修正因子和单位见表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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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 3R类激光产品的可达发射极限 C6 =1 
a,b,c

 

波长 

λ 

nm 

发射持续时间 t  

s 

10
–13 

∼ 

10
–11

 

10
–11 

∼ 

10
–9
 

10
–9 

∼ 

10
–7
 

10
–7 

∼ 

5 × 10
–5
 

5 × 10
–5 

∼ 

1.3 × 10
–5
 

1.3 × 

10
–5 

∼ 

1 × 10
–3
 

1 × 10
–3 

∼ 
0.35 

0.35 
∼ 
10 

10 
∼ 

10
3
 

10
3
 

∼ 

3 × 10
4
 

180 ~ 302.5 1.5 × 10
11 
W·m

–2 150 J·m
–2 

302.5 ~ 315 

1.2 × 10
5 
W 

                                                              光化学危害 

4.0 × 10
–6 

C2 J   (t ＞ T1) 
c 
                                                                    

热危害           

4 × 10
–6 

C1 J   (t ≤ T1) 
c
  

4.0 × 10
–6 

C2 J 

315 ~ 400 4.0 × 10
–6 

C1 J 4.0 × 10
–2
 J 4.0 × 10

–5 
W 

400 ~ 700 1.9 × 10
–7
 J 3.8×10

-7
J 

5.0 × 10
–3 

W (t ≥ 0.25 s) 

 

3.5 × 10
–3
 t 

0.75
 J (t ＜ 0.25 s) 

5.0 × 10
–3 

W 

700 ~1 050 1.9 × 10
–7 

J 3.8 × 10
–7 

C4 J 3.5 × 10
–3
 t 

0.75 
C4 J 

2.0 × 10
–3
 C4 C7 W 

1 050 ~ 1 400
d
 1.9 × 10

–6 
C7 J 3.8 × 10

–6 
C7 J 1.8 ×10

-2
t
0.75

C7J 

1 400 ~ 1 

500 
4 × 10

6 
W 4 × 10

–3 
J 2.2 × 10

–2
 t 

0.25 

J 
5 × 10

–2 
t J 

5.0 × 10
–2
 W 

1 500 ~ 1 

800 
4 × 10

7 
W 4 × 10

–2 
J 9 × 10

–2
 t 

0.75 

J 
1 800 ~ 2 

600 
4 ×10

6 
W 4 × 10

–3 
J 

2.2 × 10
–2
 t 

0.25 
J 

5 × 10
–2
 t J 

2 600 ~ 4 

000 
4 × 10

5 
W 4 × 10

–4 
J 2.2 × 10

–2
 t 

0.25
 J 

4 000 ~ 10
6
 5 × 10

11
 W·m

–2 500 J·m
–2 2.8 × 10

4
 t 

0.25
 J·m

–2 5 000 W·m
–2 

a
  修正因子和单位，见表 B7。 
b
  发射持续时间少于 10

-13
s 的 AELs ，可设置其为等于 AEL在 10

-13 
秒时的相等功率值或辐照度值。 

c
  紫外重复脉冲激光器宜不超过任何极限。 

d    
波长范围在 1250nm～1400nm 之间时，AEL 的上限是 3B 类激光产品的 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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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5 波长在 400nm～1 400 nm 范围内 3R类激光产品的可达发射极限（视网膜危害区）：扩展光源
a,b
 

表B.6 3B类激光产品的可达发射极限 

波长  

nm 

发射持续时间 t   

 s 

  <10
–9 

10
–9 
∼ 0.25 0.25∼3×10

4
 

180 ∼302.5 3.8×10
5
 W  3.8 ×10

–4
 J 1.5 ×10

–3
 W 

302.5 ∼ 315   1.25×10
4
 C2 W    1.25 ×10

–5
 C2 J     5 ×10

–5
 C2 W 

315 ∼ 400 1.25×10
8
 W 0.125 J 0.5 W 

400 ∼ 700  3×10
7
 W 

0.03 J 对于t＜ 0.06 s 

0.5 W对于t≥0.06 s 
0.5 W 

700 ∼ 1 050     3×10
7
 C4 W 

0.03 C4 J对于t ＜ 0.06 C4 s 

   0.5 W对于t≥0.06 C4  s 
0.5 W 

1 050 ∼ 1 400 1.5×10
8
 W 0.15 J 0.5 W 

1 400 ∼ 10
6
 1.25×10

8
 W 0.125 J 0.5 W 

注： 修正因子和单位，见表B.7。 

波长 

λ 

nm 

发射持续时间 t  

s 

10
–13 

∼ 

10
–11

 

10
–11 

∼ 

5×10
–6
 

5 × 10
–6 

∼ 

1.3 × 10
–5
 

1.3 × 10
–5 

∼ 

0.25 

0.25 

∼ 

10 

10
 

∼ 

3 ×10
4
 

400 ∼700 1.9 ×10
–7
C6

 
J
 

 3.8×10
-7
C6J 

5.0 × 10
–3 

C6 W  (t ≥ 0.25 s)  

3.5 × 10
–3 

t 
0.75 

C6 J  (t ＜ 0.25 s) 5.0 × 10
–3 

C6 W 

700 ∼1050 
1.9 × 10

–7
 C6 

J 
3.8×10

-7
C4C6J 3.5 × 10

–3 
t 

0.75 
C4 C6 J 

3.5 × 10
–3 

C4 C6 T2
–0.25

 W  (t ＞T2) 

 

3.5 × 10
–3 

t 
0.75 

C4 C6  J  (t ≤ T2 ) 

1050∼1400c
 

1.9 × 10
–6
 

C6 C7 J 
52

 
t 

0,75
C6 C7 J 3.8 × 10

–6 
C6 C7

 
J 1.8 × 10

–2 
t 

0.75 
C6 C7 J 

                  1.75×10
-2
C6C7T2

-0.25
W  (t ＞T2) 

                                  

1.75×10
-2
t
0.75

C6C7J  (t ≤ T2  
a   

修正因子和单位，见表 B.7。 
b   

发射持续时间少于 10
-13
s 的 AELs ，可设置其为等于 AEL在 10

-13 
秒时的相等功率值或辐照度值。 

c   
波长范围在 1250nm～1400nm 之间时，AEL 的上限是 3B 类激光产品的 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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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7 在 AEL和 MPE评估中使用的修正因子和转效点 

参数 光谱范围  nm 

C1 = 5.6×10
3
 t 0.25

 180 ∼ 400 

T1 = 10
0.8(–295)

 ×10
–15
 s 302.5 ∼ 315 

C2 = 30   180 ∼ 302.5 

C2 = 10
0.2 (–295)

 302.5 ∼ 315 

T2 = 10×10
[(–min

)/98.5] 
s 对于min ＜≤ max   400 ∼ 1 400 

          T2 = 10 s 对于  ≤ 1.5 mrad   400 ∼ 1 400 

          T2 = 100 s 对于 ＞100 mrad   400 ∼ 1 400 

C3 = 1.0 400 ∼ 450 

C3 = 10
0.02 (–450)

 450 ∼ 600 

C4 = 10
0.002 (–700)

   700 ∼ 1 050 

C4 = 5 1 050 ∼ 1 400 

C5 = N
–1/4 a

 400 ∼ 10
6
 

C6 = 1 180 ∼ 400 和 1 400 ∼ 10
6
 

C6 = 1 对于 ≤min
b
   400 ∼ 1 400 

          C6 = /min 对于 min<≤max
b
   400 ∼ 1 400 

          C6 = max/min 对于 ＞max
b,c
   400 ∼ 1 400 

C7 = 1   700 ∼ 1 150 

C7 = 10
0.018 (-1150) 1 150 ∼ 1 200 

C7 = 8+10
0.04(-1250) 1 200 ∼ 1 400 

注： min = 1.5mrad； 

max  = 5mrad ,对于t＜625μs， 

200t
0.5
mrad，对于 625μs≤t≤0.25s， 

100mrad，对于t＞0.25s。 

N 是包括在适用的持续时间内的脉冲个数，按照GB/T 7247.1相关内容。 

注1：关于小于10
–9
s且波长小于400 nm 和大于1 400 nm 的AEL,由辐射功率或辐照量来计算等值辐射功率或辐

照度。 

注2：注2：关于孔径光阑和限制孔径，按照GB/T7247.1相关内容。 

注3：在表B.1∼表B.6的公式和注释中，波长用纳米表示，发射持续时间t用秒表示，用毫弧度表示。 

注4：在表B.1∼表B.6中，对于处于单元边界的发射持续时间值（例如10 s），适用于较低极限。如果波长范围

明确，从λ1 到 λ2，意味着λ1 ≤λ＜λ2。 
a 
 C5 仅用于脉冲持续时间短于 0.25 s 时。 

b 
 C6 仅用于视网膜热效应极限。 

c 
 最大极限接收角γth 等于max。 

B.2 非相干光产品各风险等级专业分类及其可达发射极限 

B.2.1 非相干光产品各风险等级专业分类方法 

根据发光产品的辐射波段、辐射功率或能量、空间分布（光源尺寸、发散程度、对向角）、辐射亮

度或辐射照度、持续时间或预期使用时间等参数，按照GB/T 30117.1标准规定，对非相干光产品的风险

等级专业分类，由低到高依次为豁免类（RG0）、低风险类（RG1）、中风险类（RG2）和高风险类（RG3）

4类。每一类专业风险等级分类方法如下： 

1) 豁免类（RG0） 

豁免类是指所涉及产品的光辐射在下述极限条件下也不会造成人体的光生物损伤，满足此 

要求的条件应： 

——在 8h（30 000s）曝辐中不造成光化学紫外危害，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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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 000s内不造成近紫外危害，并且 

——在 10 000s(非有意观看）或 30 000s(有意观看）内不造成视网膜蓝光危害，并且 

——在 10s内不造成视网膜热危害，并且 

——在 1 000s内不造成眼睛的红外辐射危害，并且 

——在 10s内不造成皮肤的红外辐射危害。 

此外，对于发射红外辐射的弱视觉刺激（即亮度小于10cd/m
2
）,并且1 000s内不造成近红

外视网膜热危害。 

2) 2 低风险类（RG1） 

RG1类是指所涉及产品的光辐射在下述条件限定的正常行为下，不产生人体的光生物损伤， 

满足此要求的条件应： 

——在 10 000s曝辐中不造成光化学紫外危害，并且 

——在 300s内不造成近紫外危害，并且 

——在 100s(非有意观看）或 1 000s(有意观看）内不造成视网膜蓝光危害，并且 

——在 10s内不造成视网膜热危害，并且 

——在 100s内不造成眼睛的红外辐射危害，并且 

——在 10s内不造成皮肤的红外辐射危害。 

此外，对于发射红外辐射的弱视觉刺激（即亮度小于10cd/m
2
）,并且100s内不造成近红外视

网膜热危害。 

3) 中度风险类（RG2） 

RG2类是指所涉及产品的光辐射在人体对强光和温度的不适反应条件下，不会造成光生物损

伤，满足此要求的条件应： 

——在 1 000s曝辐中不造成光化学紫外危害，并且 

——在 100s内不造成近紫外危害，并且 

——在 0.25s(非有意观看）或 10s(有意观看）内不造成视网膜蓝光危害，并且 

——在 0.25s 内不造成视网膜热危害，并且 

——在 10s内不造成眼睛的红外辐射危害，并且 

——在 10s内不造成皮肤的红外辐射危害。 

此外，对于发射红外辐射的弱视觉刺激（即亮度小于10cd/m
2
）,并且10s内不造成近红外视

网膜热危害。 

4) 高风险类（RG3） 

RG3类是指所涉及产品的光辐射在短时间的辐照下也会造成光生物损伤。也即超过中度风险

RG2类极限的光辐射，属于高风险RG3类。 

B.2.2 非相干光产品各风险等级专业分类的可达发射极限 

a) 连续光辐射产品各风险等级的可达发射极限 

根据GB/T30117.1规定的非相干光产品的发射光谱、测量距离、表观光源对向角、接收视场角、

测量时间基准等测量和评价条件，参照GB/T 30117.4测量产品的光谱辐亮度和光谱辐照度，并

和不同波段光谱对人体作用的光谱加权函数综合计算，对眼睛和皮肤的危害程度进行分类，得

到连续光辐射产品各风险等级对应的有效辐亮度和辐照度的可达发射极限，见表B.8。不同危害

种类和风险等级适用的接收视场角见表B.9。人眼视网膜的热危害的发射极限与表观光源对向

角和曝辐时间相关，如表B.10所示，表中函数名称见附录A.1。 

b) 脉冲光辐射产品的可达发射极限 

对于发射脉冲光辐射的产品，除视网膜热危害极限以外，可以根据B.2.1风险专业分类给定的时

间基准，用产品的平均辐照度或平均辐亮度，与表B.8中的可达发射极限进行比较来确定相应的

风险等级。 

对于发射脉冲光辐射产品的视网膜热危害极限，应按照最严苛的单脉冲或任何类型脉冲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光辐射产品的可达发射不应超过下列两个准则1)和2)中的任一个发射限值。 

1) 重复频率脉冲光辐射产品，比较平均辐亮度与表 B.10的可达发射极限（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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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发射的脉冲串，平均时间基准为0.25s。 

 不规则的脉冲光辐射，为了分析脉冲串，平均发射持续时间短于或等于0.25s。 

2) 单脉冲光辐射产品，比较单脉冲的峰值辐亮度与表 B.10的可达发射极限（AEL），AEL值应

乘以表 B.11的系数 C5，计算 AEL时所用的α值的定义如表 B.12所示。 

 

表B.8 连续光辐射产品各风险等级的可达发射极限 

危害种类 
光谱加权 

函数 
符号 

发射极限 
单位 

RG0 RG1 RG2 

紫外危害 SUV (λ) ES 0.001 0.003 0.03 W•m
-2
 

近紫外危害  EUVA 0.33 33 100 W•m
-2
 

蓝光危害 
非有意观看 

B(λ) LB 
100 10 000 4 000 000 W•m

-2
•sr

-1
 

有意观看 33 1000 100 000 W•m
-2
•sr

-1
 

蓝光危害-小光源 B(λ) EB 1.0
a
 1.0 400 W•m

-2
 

视网膜热危害 R(λ) LR 28 000/α 28 000/α 71 000/α W•m
-2
•sr

-1
 

视网膜热危害 

（弱视刺激）
b
 

R(λ) LIR 1600/α 2900/α 5200/α W•m
-2
•sr

-1
 

眼睛红外辐射危害  EIR 100 570 3 200 W•m
-2
 

皮肤热危害  EH 3500 W•m
-2
 

a
  小光源被定义为 A<0.011 rad 的源。在 10 000 s 时平均视场是 0.1 rad。  

b
  涉及非普通照明光源的评价。 

 

表B.9 光辐射危害各风险等级的接收视场角 

危害类型 
波长范围 

(nm) 

接收角γ(rad) 

RG0 RG1 RG2 

皮肤和眼睛光化学紫外危害 200～400 1.4 1.4 1.4 

眼睛晶状体近紫外危害 315～400 1.4 1.4 1.4 

视网膜蓝光危害—非有意观看 300～700 0.11 0.011 0.0017 

视网膜蓝光危害—有意观看 300～700 0.11 0.035 0.011 

视网膜热危害 380～1400 0.011 0.011 0.0017 

弱视(低亮度)下视网膜热危害 780～1400 0.11 0.11 0.035 

眼睛(角膜、晶状体)红外辐射危害 780～3000 1.4 1.4 1.4 

皮肤红外辐射热危害 380～3000 2π 2π 2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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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0 视网膜热危害辐射可达发射极限 

曝辐时间t 辐亮度（L
R
）限值 单位 

t ≤ 1 µs 0.63 α -1∙t
-1

 W∙m
-2
 ∙sr

-1

 

1 µs ＜ t ≤ 0.25 s 2.0 × 10
4

∙α
-1
 ∙t

-0. 25

 W∙m
-2
 ∙sr

-1

 

t ＞ 0.25 s 按连续光辐射处理 

注： 表观光源对向角α是用弧度表示，t是以秒表示。 

确定可达发射极限的α应不小于αmin和不大于αmax。 

 

表B.11 用于 AEL计算的 C5和α值 

条件 C5 计算AEL的α值 

α ≤ 0.005 rad —— 1.0 0.005 rad 

0.005 rad ＜ α≤  α
max
 

N ≤  40 N
-0 .25

 α 

N ＞  40 0.4 α 

α
ma x ＜ α＜ 0.1 rad 

N ≤  625 N
-0 .25

 α
ma x 

N ＞  625 0.2 α
ma x 

α ≥  0.1 rad —— 1.0 α
ma x 

注1：N是在时间基准中发生的脉冲数。 

注2：α
ma x
根据表B.12决定。 

 

 
注： αma x根据表B.12决定。 

 

表B.12 脉冲持续时间相关值αmax 

持续发射时间 最大对向角 α
ma x
 

t
p ＜  625 µs 0.005 rad 

625 µs ≤  tP ＜  0.25 s 0.2 tP

0.5
 rad   

tP ≥  0.25 s 0.1 rad 

注： tp单位为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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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典型光辐射安全通用标识图形和专业标识的风险说明示例 

C.1 典型通用标识图形绘制要点 

典型光辐射安全通用标识图形，可在常用的办公软件（word/office/excel/PowerPoint等）中绘制，

具体绘制方法要点如下： 

1) 外框为正方形，典型尺寸 50×50mm，框线为黑色实线，线宽为 1.5 磅； 

2) 方框内第一行标题为“光辐射安全通用标识”，字体为黑体四号字加粗，位置居中； 

3) 第二行起为标识的具体内容，所有字体均为小四号宋体字加粗，与标题间空一行； 

4) 第二行的文字“风险等级”左边对齐，“本产品”为右边对齐； 

5) 方框下部的 5 个彩条宽度均为 7mm，彩条一端的箭头角度为 90º，无轮廓； 

6) 左侧 4个彩条箭头向右，左边对齐上下紧密排布，由上至下依次参照 GB/T 2893.2规定的

危险程度含义，分别填充红色、橙色、黄色、绿色；其中，红色彩条总长度为 36mm，橙色

彩条总长度为 33mm、黄色彩条总长度为 30mm、绿色彩条总长度为 27mm；彩条中分别添加

“高风险级、中风险级、低风险级、极低风险级”，文字上下居中、左对齐； 

7) 右侧 1个彩条箭头向左、右侧对齐，总长度 12mm，与产品风险等级对应的风险等级颜色相

同且高度对齐； 

8) 所有文本框、图形组合为一个完整的图形。 

实际使用通用标识图形时，可以在典型通用标识图形基础上按比例缩放，以便于文字识别和产品尺

寸匹配为宜。 

 

C.2 产品的各类风险等级专业标识风险说明示例 

按照GB 2893.2规定，光辐射安全专业风险说明为黄色背景的矩形实线黑框，线宽为1.5 磅，说明

内容分为上下2部分，不同颜色背景用等宽实线隔开。第一行是警告部分，由通用的三角形警告图形加

上不同风险等级对应的颜色背景和黑体字警告词语，居中排列，一般用四号黑体字加粗，其中高风险级

用“危险”（白色字体），背景用红色；中风险级用“警告”，背景用橙色；低风险级用“注意”，背

景用黄色；其他部分统一用黑色文字加黄色背景的文字说明，居中排列。第二行是产品类别和风险等级，

用小四号宋体加粗字体；第三行起的其他风险提示文字均为用五号宋体字。风险说明的具体尺寸和字号

可以根据产品尺寸的大小适当调整，便于识别为宜。 

激光产品和非相干光产品各类专业风险说明示例如下： 

a) 激光产品光辐射安全各风险等级专业标识中的风险说明的必备要素示例见图 C.1a)-h)，具有完

整必备要素和可选要素的风险说明示例见图 C.1i)。更多风险说明内容参见 GB/T 7247 系列相

关标准。 

         
           a)            b)               c)                d)                e) 

                       
           f)             g)              h)              i) 

图 C.1 不同风险等级激光产品的风险说明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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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相干光产品光辐射安全各风险等级专业标识中的风险说明的必备要素示例见图 C.2a)-d)，带

有可选要素危害距离的风险说明示例见图 C.1e)。更多风险说明内容参照 GB/T 30117系列相关

标准。 

             
a)                b)                c)             d)              e) 

图 C.2 不同风险等级非相干光产品的风险说明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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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附 录 D  

（资料性） 

光辐射安全管理的具体措施 

涉及中、高风险等级发光产品生产、使用、检测、维修等产品工作过程的，均应建立健全光辐射安

全管理体系或纳入职业健康与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统一管理，明确光辐射安全的管理流程，分解落实光辐

射安全管理职责；识别光辐射安全风险源产品、过程和相应的风险等级；明确光辐射安全管理涉及的产

品、人员、工作场所（含光辐射危害区域、光辐射受控区域等）及其相应的控制和防护措施等重点事项；

按规定进行光辐射安全培训和检查；确保光辐射安全受控，防止发生光辐射安全事故。光辐射安全管理

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应建立健全光辐射安全责任制，明确最高管理层、职能机关、业务部门和相关岗位的光辐

射安全管理和监督职责，明确车间、科室主管领导和生产现场主管人员的管理职责，规定

操作人员的安全职责。使用中、高风险等级产品，应设置专门授权的激光或光辐射安全员，

负责光辐射产品生产、使用全过程的光辐射安全培训和风险评估、风险等级确认、现场控

制措施的适宜性和有效性的监督工作；光辐射安全员有权在应急情况下采取适宜的强制性

安全控制措施，避免或减轻光辐射危害。 

2) 和光辐射安全相关的管理、操作、监督的所有人员，均应接受光辐射安全基础知识、光辐

射安全标准及相关的管理流程、操作规程、工程控制方法和防护知识的培训；从事高风险

级产品的操作、调试、维修、检测人员要持证上岗，并按照管理制度进行周期考核；光辐

射安全员应具备足够的光学光电子技术和光生物安全方面的专业知识，熟悉有关的法律、

法规和规章制度以及光辐射安全相关的标准，保证能够正确行使职权。 

3) 应重视员工身体健康。应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对经常接触中高风险等级的人员，应进行

岗前和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统一纳入职工健康管理计划，重点关注眼睛、皮肤等器官的

健康状况和变化趋势，保证员工的身体健康符合相关职业健康标准。 

4) 应加强中、高风险等级产品光辐射安全状态管理。要覆盖产品采购、验收、测试、维修、

维护、使用、报废等全过程管理。在包含中、高风险等级光源的产品性能验收时，应同时

进行光辐射安全方面的专业验收，主要包括光辐射安全的分级和标记正确（必要时进行测

量或评估），确定产品的屏蔽、密封或嵌入式结构、安全联锁及内外接口，高风险等级产

品的紧急停止按钮和应急处置说明等内容和信息，都应认真检查核实，如实填写检查表，

建立设备光辐射安全状态档案，掌握产品的初始和实时安全状态。 

5) 产品工作场所和人员防护分别按照 4.4.2和 4.4.3的要求进行控制。 

6) 要针对高风险等级发光产品的使用特点，制定光辐射安全应急处置预案，一旦出现人身伤

害事故时，能够及时进行处置的职责、流程和主要处置方法，并进行必要的宣贯、演练和

评估，便于现场人员及时有效处置。对已经发生的光辐射安全事故，要在按照预案处置、

减轻人员伤害和损失程度的同时，按照规定的职责和流程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防止安全

事故重复发生。 

7) 应对光辐射安全进行定期检查。要根据中高风险产品的数量、使用频率、工作状态，生产

现场管理、操作使用人员能力、安全防护措施的有效性等情况，统筹确定检查内容和检查

周期，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新产品验收或维修后，新员工上岗，加工新产品、

研发/实施新工艺、治疗新方案等主要节点，要进行专项检查。每次检查都要详细记录检查

情况，发现问题或隐患要及时报告并采取适宜的纠正预防措施，及时纠正安全问题和消除

安全隐患。具体检查内容可以参照 GB/T 7247 系列和 GB/T 30117系列相关标准。 

8) 应健全光辐射安全信息（档案）管理。在光辐射安全所有活动中涉及的全套光辐射安全管

理制度、岗位责任制，人员培训、考核资料、上岗资格、光辐射安全员授权书、员工健康

检查情况汇总，工作区域设置、工程控制措施、标识管理，产品（采购、安装、维修、维

护）档案、产品使用说明书/操作规程，安全检查单（设备、生产现场等），光辐射安全事

故（隐患）的纠正预防措施和责任查处等其它相关信息，都要及时收集、归档，定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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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辐射安全状态总结和分析，掌握光辐射安全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发现问题隐患及时采取

预防措施，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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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高风险等级产品工作场所安全控制措施 

按照产品的预期用途，高风险等级产品工作场所的安全控制要求，可以并不限于从以下控制措施中

选择，保证工作场所的光辐射安全受控。 

1) 应有相对独立的专门工作场所，并进行相应的高风险级光辐射危害区域通用标识、工作警

告灯等醒目的提示和警告标识； 

2) 工作场所应使用明亮的灯光照明； 

3) 工作场所的设施、橱柜等要尽量减少镜面反射，墙壁应采用深色亚光油漆等尽可能减小光

学反射，普通人眼高度以下的门窗不应采用工作波段透明或反射率高的材料，窗帘应采用

深色阻燃材料； 

4) 室内使用的光辐射出口和传播光路、加工和医疗的工作区域/部位等高度位于普通工作人员

坐姿和站姿的视平线区间（比如距地面高度 90cm～170cm）以内的，光束传播路径的侧向应

设置围挡、护栏等隔离、屏蔽装置，并在光束末端设置光束终止器； 

5) 产品安装就位后,工作场所应采取电钥匙开关、警告灯、光学屏蔽、联锁控制、防护罩、护

栏、隔离、可接触距离等适宜的工程控制措施； 

6) 产品工作场所应明确光辐射受控区域，采用门锁、电子门禁、开机联锁等管理方法，人员

受控进入，其他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进入； 

7) 产品使用人员进行授权操作，防止非预期使用； 

8) 光辐射危害区域内人员的防护要求； 

9) 多台套高风险等级产品的工作场所，还应在产品之间采取有效的光学隔离措施，防止互相

干扰和非预期叠加、增加光辐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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