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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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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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智能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检验检测

标准认证研究院、浙江智慧照明技术有限公司、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松伟照明电器有限

公司、杭州三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广东省中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浙江智慧健康照明研究中心、
宁波市产品食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宁波市纤维检验所)、杭州市质量计量科学研究院、抚顺中煤科工检测

中心有限公司、杭州市临安区产品质量监测中心、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大茂伟瑞柯

车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牟希、陈胜森、孙超、牟同升、苗飞、谢伟、王欣越、彭振坚、叶凯、朱腾飞、胡秋红、

张红奎、盛杰、刘海涛、陈煜、沈婷、覃楚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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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30117.1—2024、IEC62471:2006等标准主要规定了灯和灯系统等非相干光产品的光辐射对

眼睛和皮肤六种危害类型及其风险等级的分类方法,并未考虑夜间人体生理变化所导致的光辐射风险

差异以及夜间光辐射对生理健康的影响。随着人工照明产品、信息显示终端的广泛应用,人们在夜间受

到光辐射危害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因此,制定夜间蓝光辐射对人体影响的评价方法,有利于保护公众健

康,同时也有助于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与白天相比,人体在夜间的视觉反应和生理状态存在较大差异。在白天明亮环境下,眼睛瞳孔直径

较小(2mm~3mm);而在夜间低亮度环境下,眼睛瞳孔会放大到7mm。白天时人的警觉性高,对强

光的回避反应快,根据GB/T30117.1—2024、IEC62471:2006等标准给出的回避反应时间为0.25s;夜
间人体的反应速度慢,对高亮度强光的回避时间会超过0.25s。因此,某些在白天通过快速反应保证安

全的高亮度强光产品,在夜间使用则可能存在较高的风险。本文件中对夜间视网膜蓝光危害的评价基

于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ICNIRP)发布的非相干可见和红外辐射暴露限值指南(ICNIRP2013)
中有关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以及GB/T30117.1—2024中光辐射危害风险等级的分类等,并结合了夜

间人眼状态。
从人的非视觉生理角度,夜间暴露在强蓝光的环境下,光的非视觉信号会引起人体褪黑素分泌的抑

制,从而对人体免疫和睡眠等生理功能产生影响。国际照明委员会(CIE)2018年发布了CIES026:

2018,该文件描述了光辐射刺激下的五种光受体通过内在光敏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产生对人的非视觉生

理影响;同时规定了如何评价光辐射对人体生理影响的相关参数。
本文件对夜间蓝光辐射安全的评价基于人体在夜间视觉和生理上的不同。
本文件制定的目的在于指导制造商生产符合夜间安全使用的光辐射产品,倡导用户在夜间正确用

光和保持良好的用光习惯。

Ⅳ

GB/T45239—2025



夜间蓝光辐射危害的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夜间蓝光辐射危害的分类、评价条件,描述了夜间蓝光辐射危害的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人在夜间视网膜蓝光危害和蓝光生理危害的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非相干光辐射的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正常眼睛状态的人群。
本文件不考虑其他可能造成光辐射危害的特殊情况,例如:

a) 使人分心的干扰光;

b) 强光眩目;

c) 闪光盲;

d) 光闪烁;

e) 接触光敏化学物质,或食用光敏性药物;

f) 三岁以下儿童;

g) 个人异常行为,例如故意凝视强光源、因酒精或毒品等引起的异常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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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900.65—2023 电工术语 照明

GB/T30117.1—2024 非相干光产品的光生物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30117.4—2023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 第4部分:测量方法

CIES026:2018 用于内在光敏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受光响应的CIE光辐射计量系统(CIEsystem
formetrologyofopticalradiationforlightresponsesinfluencedbyintrinsically-photosensitiveretinal
ganglioncells)

3 术语和定义

GB/T2900.65—2023、GB/T30117.1—2024和CIES026: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文件。

3.1
视网膜蓝光危害 retinalbluelighthazard
波长为300nm~700nm(主要为400nm~500nm)的光辐照可能导致的视网膜光化学损伤。

3.2
蓝光生理危害 bluelightphysiologicalhazard
波长为370nm~730nm(主要为410nm~560nm)的光辐照,由于视网膜上以神经节感光细胞为

主导的非视觉响应而可能导致的人体生理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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