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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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分。GB/T7247《激光产品的安全》已经发布了以

下部分:
———第1部分:设备分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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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相干光辐射的最大允许照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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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7247.4—2016《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4部分:激光防护屏》,与GB/T7247.4—

2016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部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激光加工机用防护屏”更改为“激光防护屏的要求”(见第4章,2016年版的第4章);
———更改了附录G的内容(见附录G,2016年版的附录G)。
本文件等同采用IEC60825-4:2022《激光产品安全 第4部分:激光防护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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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京仪光电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十一研究所、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北京泰瑞特检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工业大学、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安徽赫耐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山东华光光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北京大学、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中科技

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邓玉强、李超辰、吴爱平、陆耀东、戚燕、夏铭、宋梦洋、周小庄、李向召、徐迅、

高宏伟、陈虹、孙殿中、李婷、曾丽霞、孙玲、张頔、吴德华、麻云凤、赵研英、张翼、唐霞辉、廖利芬、张云鹏、
韩伟。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0年首次发布为GB18151—2000,2008年第一次修订;
———2016年第二次修订时标准编号调整为GB/T7247.4;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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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低辐照度或辐照量照射下,屏蔽激光辐射的材料和厚度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所需屏蔽激光辐射有

足够的光学衰减量。而在高辐照度或辐照量照射下,还要考虑激光辐射对防护屏材料的消蚀作用———
典型的现象有熔融、氧化或烧蚀,这些过程可能导致激光辐射穿透原本不透明的材料。

GB/T7247《激光产品的安全》拟由以下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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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旨在依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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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使用在剧场投影和舞台表演等类似场所的3B类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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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临时(如检修维护期

间)激光防护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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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对人体安全性的使用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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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允许照射量(MPE)限值。
———第12部分:用于信息传输的自由空间光通信系统的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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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全使用要

求,以保护人们免受自由空间光通信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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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范和保护会给连接器等带来其他的安全问题。
———第18部分:传输系统指南。旨在规定了导光系统的布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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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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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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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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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动发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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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分:激光防护屏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用于封闭激光加工机工作区域的永久和临时(如检修维护期间)的激光防护屏要求和

专用激光防护屏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激光防护屏的所有组成部件,包括透明(可见透射)屏幕和观察窗、挡板、激光防护帘

和防护墙。
本文件还明确了:

a) 如何评估和规范激光防护屏的防护性能;和

b) 如何选择激光防护屏。
注:对于激光产品没有围封在加工区的光路元件、光束终止器以及防护罩的其他部分的要求,包含在IEC60825-

1中。

本文件附录A给出了关于激光防护屏设计和选择的通用指南,附录B给出了预计照射限(FEL)的
评估,附录C给出了术语定义的详释,附录D规定了专用激光防护屏的检测,附录E给出了激光防护屏

放置和安装导则,附录F给出了激光防护屏适用性评估指南,附录G规定了导光传输系统。
本文件仅涉及激光辐射的防护,不涉及材料加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二次辐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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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247.1—2024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和要求(IEC60825-1:2014,IDT)

ISO11553-1 机械安全 激光加工机 激光安全要求(Safetyofmachinery—Laserprocess-
ingmachines—Part1:Lasersafetyrequirements)

注:GB/T18490.1—2017 机械安全 激光加工机 第1部分:通用安全要求(ISO11553-1:2005,MOD)

ISO12100 机 械 安 全 设 计 通 则 风 险 评 估 与 风 险 减 小(Safetyofmachinery—General
principlesfordesign—Riskassessmentandriskreduction)

注:GB/T15706—2012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ISO12100:2010,IDT)

ISO13849-1 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 第1部分:设计通则(Safetyofmachinery—

Safety-relatedpartsofcontrolsystems—Part1:Generalprinciplesfordesign)
注:GB/T16855.1—2018 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 第1部分:设计通则(ISO13849-1:2015,IDT)

IEC60825-1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和要求(Safetyoflaserproducts—Part1:

Equipmentclassificationandrequirements)

IEC61508(所有部分) 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Functionalsafetyof
electrical/electronic/programmableelectronicsafety-relatedsystems)

注:GB/T20438(所有部分) 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IEC61508(所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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