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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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247《激光产品的安全》的第1部分。GB/T7247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设备分类和要求;
———第2部分:光纤通信系统(OFCS)的安全;
———第3部分:激光显示与表演指南;
———第4部分:激光防护屏;
———第5部分:生产者关于GB/T7247.1的检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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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7247.1—2012《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要求》,与GB7247.1—2012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真空超紫外波长、激光辐射造成的暂时性视力障碍、设计用于传统照明的激光产品等适

用性的规定(见第1章);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α最小值、防护围封(见2012年版的3.5和3.65);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对向角、1C类激光产品、接触模式、人眼安全(见3.6、3.19、3.27和3.37);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的内容:表观光源对向角、表观光源、光束直径、光束发散角、3R和3B类激

光产品、4类激光产品、演示类激光产品、嵌入式激光产品、发射持续时间、扩展源观察、失效保

护安全联锁、光束内视、激光危害区、最大对向角、最大允许照射量、防护罩(见3.7、3.10、3.13、

3.14、3.23、3.24、3.30、3.32、3.33、3.36、3.39、3.42、3.47、3.57、3.59和3.68,2012年版的3.7、

3.10、3.13、3.14、3.22、3.23、3.28、3.30、3.33、3.34、3.36、3.39、3.44、3.54、3.56和3.66);
———将分类变为分类规则并更改内容(见第4章,2012年版的第8章);
———将确定可达发射水平变为可达发射水平的确定和产品分类,并更改内容(见第5章,2012年版

的第9章);
———将要求变为工程防护要求并更改内容(见第6章,2012年版的第4章);
———更改了标记内容(见第7章,2012年版的第5章);
———更改了用户资料的内容(见第8章,2012年版的第6章)。
本文件等同采用IEC60825-1:2014《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和要求》。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纳入了IEC60825-1:2014/ISH1:2017与IEC60825-1:2014/ISH2:2017的解释内容,作为资

料性附录NA“IEC60825相关部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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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所、北京泰瑞特检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军事科学

院军事医学研究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华工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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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之江实验室、上海禾赛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爱平、陈虹、叶大华、戚燕、高宏伟、邓玉强、杨在富、刘云柱、曾丽霞、周小庄、

杜堃、李敏、麻云凤、杨学博、乔波、孟颖、杨桦、蒲江波、程旺、廖利芬、冯建国、李婷。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7247—1987、GB7247—1995;
———GB7247.1—2001、GB7247.1—2012。

Ⅳ

GB/T7247.1—2024/IEC60825-1:2014



引  言

  GB/T7247拟由以下部分组成。
———第1部分:设备分类和要求。由于激光束的波长、能量及脉冲特性所涉及的范围广,在使用

时,潜在危害的程度差别很大,不能简单地用统一的安全限值将激光产品分类。本文件旨在对

激光器和激光产品光辐射危害程度的分类体系进行评估,确定控制措施。
———第2部分:光纤通信系统(OFCS)的安全。基于在合理的可预见的故障条件[如光缆断裂、光

纤连接器松脱(断开)等]下,以可接触光辐射的程度来划分等级。旨在以其延伸封闭的传输特

性,来指定可达位置出现的相应危险级别,以确定同等的安全防护措施。
———第3部分:激光显示与表演指南。对在剧场投影和舞台表演等类似场所使用的3B和4类激

光产品,在激光运行中任何可能发生的超过对人眼和皮肤产生生物效应和危害的最大允许照

射量(MPE)给出了分析,旨在明确现场设计、安装、操作和表演人员的职责及风险管控和评

估,以降低风险。
———第4部分:激光防护屏。旨在规定用来围封激光加工机工作区域的永久性和临时性(如检修

维护期间)激光防护屏,以及专用激光防护屏的技术要求,以避免加工区域周围的人员受到激

光辐射的危害。
———第5部分:生产者关于 GB/T7247.1的检查清单。旨在提供一个参考性的检查程序,用来确

认产品是否符合GB/T7247.1对设备的分类和要求,增强GB/T7247.1使用中的可执行性和

可操作性。
———第8部分:激光对人体安全的使用指南。旨在指导如何将激光安全使用纳入医疗激光实

践,建立安全程序、预防措施和使用人员控制措施,加强对所有参与激光使用的人员建立系统

安全框架体系和培训的必要性。
———第9部分:非相干光辐射最大允许照射量。旨在给出180nm~3000nm 的人造光源照射人

眼和皮肤时,控制光辐射照射量的 MPE限值。
———第12部分:用于信息传输的自由空间光通信系统(FSOCSs)的安全。旨在给出180nm~
1mm波长范围内,点对点或点对多点自由空间光学数据传输的激光产品和系统的制造指

南,以及安全使用要求,以保护人们免受FSOCSs产生的潜在危险的光辐射。
———第13部分:激光产品的分类测量。旨在依据 GB/T7247.1给出激光输出能量的发射水平的

测量和分析方法,给出激光产品的分类指南。
———第14部分:用户指南。对用户使用超过1类和2类的激光产品提出了要求,旨在帮助激光产

品用户及其制造商了解安全管理总则、识别可能产生的危害、评估潜在危险的危害性、建立和

给予适当的控制措施。
———第17部分:高光功率光纤通信系统使用无源光学元件和光缆的安全。旨在对在光纤通信系

统中运行的3B类以上的高光功率,给出对应热效应、光机效应和相关效应的安全防范措施规

定,以防范给连接器等带来其他的安全问题。
———第18部分:传输系统指南。旨在规定导光系统的布置、安装和使用要求,包括自由空间激光

传输和光纤传输,保护人员免受激光辐射危害而实施的防护措施,以及风险评估方法。
———第19部分:移动平台激光产品。旨在对搭载于移动平台的激光产品,依据平台运动情况给出

与速度相关的最近可达位置(VCPHA)用于评估激光危害,以在确保安全性的基础上避免过

于严格地评估激光危害,并给出了应用此条件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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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有意照射眼面部产品的激光辐射安全要求。旨在考虑直接照射面部或眼部区域

的消费类1类激光产品(如面部或视网膜/虹膜识别、AR/VR/MR眼镜/耳机等)可能出现的

失效模式,采用以关注安全为重点的FMEA方法,提供了基于风险分析的要求,以减少在产品

预期使用寿命期间随时可能发生故障情况下,对眼面部造成潜在伤害的风险。
———第21部分:自动发射控制(AEC)。旨在对解决制造商将自动发射控制(AEC)纳入其激光产

品中,以便在无防护的条件下,减少光辐射危害的同时生产性能更好的产品。本部分为AEC
的性能要求以及可用于确定危害分类,并验证其是否按预期运行的方法提供更好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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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和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波长为180nm~1mm的激光产品的激光辐射的安全。
在真空超紫外环境中,激光辐射波长小于180nm(在真空超紫外波段内)的激光产品不包括在本文

件中,因为激光束通常被密封在真空环境中,其潜在的激光辐射的危害已经最小。
激光产品可以是附带或不附带独立电源的单一激光器,也可以是装配了一个或多个激光器的复杂

的光学、电气或机械系统。激光产品一般用于物理和光学现象的演示、材料加工、数据读出及存储、信息

传输及显示,等等。这些系统已应用于工业、商业、娱乐、研究、教育、医学和消费产品上。
出售给其他制造厂商用作系统部件的激光产品可以不符合本文件,因为最终产品本身将要符合本

文件。然而,如果激光产品中的激光系统在与终端产品分离后仍是可运转设备,那么,则被移除的激光

系统需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注1:能运转的激光系统不需要为其运行准备工具。

如果制造商根据第4章和第5章,证明其激光产品在所有工作、维护、检修和故障条件下,其可达发

射水平均不超过1类激光产品的可达发射极限,则可以免除本文件最低要求外的其他要求。这类激光

产品被认为是“免除类激光产品”。
  注2:上面提到的“免除”是为了保证具备固有安全的激光产品免除第6、第7、第8、第9章的要求。

除了因激光辐射照射产生的潜在危害外,激光设备也可引起其他相关危害,如电击、化学品危害和

过高或过低的温度。激光辐射可能会造成暂时性视力障碍,如眩目和眩光。这种影响依赖于任务和环

境照明水平,并且超出了本文件的范围。本文件的分类和其他要求仅针对激光辐射对眼睛和皮肤的危

害。其他危害并不包括在本文件的范围内。
本文件阐述最低要求。符合本文件可能还不足以达到所要求的产品安全水平。激光产品也需符合

其他相关产品安全标准相应的性能和试验要求。
  注3:其他标准可能包含另外的要求。例如,3B类或4类激光产品不适合作为消费产品使用。

如果激光系统构成设备的一部分,则设备要符合其他产品安全标准,如医用电气设备(IEC60601-
2-22)、信息技术设备(IEC60950)、音频和视频设备(IEC60065)、音视频和信息技术(IEC62368-1)、在
有害环境中使用的设备(IEC60079)或电玩具(IEC62115)。根据IEC导则1041)的条款,本文件适用于

由激光辐射引起的危害。如果没有适用的产品安全标准,则使用IEC61010-1。

  1) IEC导则104:2010《安全出版物的制定、基本安全出版物和系列安全出版物的使用》

对于眼科治疗仪器,为了确保患者安全,宜遵循ISO15004-2的要求,其基本原理和限制适用于激

光辐射。
在GB7247.1—2001中,包含了发光二极管(LEDs),现在仍包括在IEC60825系列的其他部分中。

然而,随着照明光源安全标准的发展,LEDs的光辐射安全一般更适合在照明光源安全标准中规定。

LEDs从本文件的范围内删除,并不妨碍其他标准在涉及激光产品时包含LEDs。IEC62471可以用来

确定LED或包含一个或多个LEDs产品的危险分类。IEC60825-1的其他(专用)标准可能将本文件中

的测量、分类、工程防护和标记应用于LED产品。
设计用于传统照明光源,其可接近的辐亮度低于4.4中的规定,且满足4.4要求的激光产品,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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