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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ＧＢ４７０６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的系列标准，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第２部分：特殊要求。

本部分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紫外线和红外线辐射皮肤器具的特殊安全要求，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

６０３３５２２７：２００４（Ｅｄ４．１）《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紫外线和红外线辐射皮肤器具的特殊要求》

（英文版）。

本部分应与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１部分　通用要求》配合使用。

本部分是通过增补或修改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而形成的。本部分中写明“适用”的部分，表示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相应条文适用于本部分；本部分中写明“代替”的部分，则以本部分的条文为准；

本部分中写明“增加”的部分，表示除要符合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相应条文外，还必须符合本部分所增加

的条文。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第１部分”一词改为“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

ｂ）　用小数点“．”代替用作小数点的逗号“，”。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香港飞利浦电子有限公司、广州日用电器检测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黄文秀、彭咏添、陈子良、凌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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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犈犆前言

１）　ＩＥＣ（国际电工委员会）是由各国家电工委员会（ＩＥＣ国家委员会）组成的世界性标准化组织。

ＩＥＣ的宗旨是促进在与电工和电子领域标准化有关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为此目的，ＩＥＣ除了开展其他

活动之外，还出版国际标准。这些标准的制定是委托各技术委员会来完成的。ＩＥＣ的成员各国家委员

会，只要对制定的标准感兴趣，均可参加其制定工作。与ＩＥＣ联络的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亦可参加

标准制定工作。ＩＥＣ和世界标准化组织（ＩＳＯ）遵照双方协议规定的条件密切合作。

２）　ＩＥＣ对有关技术问题的正式决议或协议尽可能表达了对所涉及的问题在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因为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委员会都参加。

３）　这些正式决议或协议具有推荐给国际上使用的形式，以标准、技术规范、技术报告或导则的形

式出版，并在此意义上为各国家委员会所接受。

４）　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ＩＥＣ各国家委员会应明确地、最大限度地将ＩＥＣ国际标准转化为国

家或地区性标准。ＩＥＣ标准和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性标准之间如有任何差异应在国家标准或地区性标准

中清楚地注明。

５）　ＩＥＣ并未制定任何认可标志的程序，当某一设备宣称其符合ＩＥＣ的某一项标准时，ＩＥＣ对此不

负任何责任。

６）　所有使用者都应保证他们拥有本出版物的最新版本。

７）　由于对本ＩＥＣ出版物或其他任何ＩＥＣ出版物的使用或依赖，而造成的任何人员伤害、财产损

坏或任何形式的破坏（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或者成本（包括法律费用）和支出，ＩＥＣ或其理事会、雇

员、服务人员或代理，包括其技术委员会及ＩＥＣ国家委员会的专家和委员，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８）　要注意本出版物所引用的参考标准。为了正确地应用本出版物，使用这些被引用的出版物是

必不可少的。

９）　要注意本国际标准的某些成分可能是专利权的对象。ＩＥＣ应没有责任确认任何或所有这样的

专利权。

ＩＥＣ６０３３５的本部分标准由ＩＥＣ第６１技术委员会：“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制定。

本加强版是基于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２７的２００２年第四版（依据６１／２１８１／ＦＤＩＳ和６１／２２６２／ＲＶＤ文件）及

其２００４年第一次修改（依据６１／２６８８／ＦＤＩＳ和６１／２２６２／ＲＶＤ文件）。它构成４．１版。

正文空白处的一条竖直线表示基础出版物已被第一次修改件所修改。

本第２部分与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的最新版本及其修正件一起使用。本标准是在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第四版

（２００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注１：本标准中提到的“第１部分”是指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

本标准对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的相应条款进行了补充或修改，将其转化成ＩＥＣ标准：紫外线和红外线辐射

皮肤器具的安全要求。

凡第１部分中的条款没有在本标准中特别提及的，只要合理，即应采用。本标准写明“增加”、“修

改”或“替代”时，第１部分中的有关内容须作相应修改。

　　注２：采用下述编号系统：

———从１０１开始编号的条款、表格和图是对第１部分增加的；

———除在新条款中的注或第１部分涉及的注外，注都从１０１开始编号，包括被替代章或条款中的注；

———增加的附录以字母ＡＡ、ＢＢ等编码。

　　注３：采用下列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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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正文：罗马字体；

　　———试验技术规范：斜体字；

　　———注释：小罗马字体。

正文中用黑体印刷的词在第３章中给出定义。当一个定义涉及一个形容词时，则该形容词和相关

的名词也是黑体字。

委员会已经决定本出版物的基础标准及其修改件的内容在ＩＥＣ网站（ｈｔｔｐ：／／ｗｅｂｓｔｏｒｅ．ｉｅｃ．ｃｈ）指

出的维护日期前保持不变，到该日期时，本出版物将被：

重新确认；

废止；

被修订版替代，或

被修正。

在下述国家存在着下列差异。

———７．１：标志不同（美国）。

———１０．１：偏差不同（美国）。

———１０．２：偏差不同（美国）。

———１９．１０１：试验不同（美国）。

———２０．１：试验在８°角度下进行（美国）。

———第２２章：在某些ＵＶ发射器中要装入串联电阻（澳大利亚）。

———２２．１０７：该要求不适用（美国）。

———２２．１０８：定时器最大设定时间稍短（美国）。

———３２．１０１：辐射度限值及试验不同（美国）。

———３２．１０２：对护目镜的要求不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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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起草本部分时已经假设，本部分内容的实施是委托有适当资格及有经验的人来执行。

本部分承认国际上认可的对器具在考虑到制造商的使用说明的条件下正常使用工作时所带来的诸

如电气、机械、热、着火及辐射等危险的防护水平。本部分还覆盖了在实际中可预期的非正常情况，并将

电磁现象影响器具安全工作的方式也给予考虑。

本部分尽可能地考虑了ＧＢ１６８９５的要求，以便在器具与电源连接时符合布线规则。

如果本部分范围内的器具还含有ＧＢ４７０６的第２部分的另一个标准所覆盖的功能，则该相关的第

２部分标准只要合理应分别适用于每个功能。如果适用，一个功能对其他功能的影响也应考虑。

本部分是一个涉及器具安全的家用产品标准，并在覆盖相同主题的同一水平和类别的标准中处于

优先地位。

符合本部分正文的器具在进行检查和试验时，如果发现其具有的其他特性会损害这些要求所覆盖

的安全水平时，则未必认为其符合本部分的安全原则。

使用不同于本部分要求规定的材料或结构形式的器具，可以按照这些要求的意图来检查和试验，如

果发现实质上是等效的，则可以认为其符合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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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紫外线和红外线辐射皮肤器具的特殊要求

１　范围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由下述内容代替：

本部分涉及单相器具额定电压不超过２５０Ｖ，其他器具额定电压不超过４８０Ｖ的家用和类似用途

的装有向皮肤辐射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发射器的电器的安全。

不作为一般家用，但对公众仍可能引起危险的器具，例如打算在皮肤晒黑店、美容店及类似场所使

用的器具也属于本部分的范围。

就实际情况而言，本部分所涉及的各种器具存在的普通危险，是在住宅内和住宅周围环境中所有的

人可能会遇到的。

然而，一般说来本部分并未涉及：

———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器具时的危险；

———幼儿玩耍器具的情况。

　　注１０１：注意下述情况：

　　———对于打算用于车辆、船舶或航空器上的器具，可能需要一些附加要求；

　　———在许多国家，附加要求由国家卫生保健部门、负责劳动保护的部门和类似部门来规定。

　　———只要合理，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１：２００３）适用。

　　注１０２：本部分不适用于：

　　———医用器具；

　　———打算使用在经常产生腐蚀性或爆炸性气体（灰尘、蒸气或瓦斯气体）特殊环境场所的器具。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３　定义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３．１０１

紫外线发射器　狌犾狋狉犪狏犻狅犾犲狋犲犿犻狋狋犲狉；犝犞犲犿犻狋狋犲狉

是一种辐射源，设计成能发射４００ｎｍ或以下波长的非离子状态的电磁能量。

３．１０２

红外线发射器　犻狀犳狉犪狉犲犱犲犿犻狋狋犲狉；犐犚犲犿犻狋狋犲狉

是一种辐射源，设计成能发射８００ｎｍ或以上波长的电磁能量。

３．１０３

有效辐射度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犻狉狉犪犱犻犪狀犮犲

按照规定的作用频谱进行加权的电磁辐射的辐射度。

４　一般要求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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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试验的一般条件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５．１　增加：

装有ＵＶ发射器的器具按照电动器具进行试验。

装有ＩＲ发射器的器具按照电热器具进行试验。

６　分类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６．１０１

ＵＶ器具应按照紫外线发射分类为下述类别中的一种：

———用作家用的器具；

———仅作商用的器具。

　　注１：用作家用的器具也可以用作商用，如在皮肤晒黑店、美容店和类似场所使用。

　　注２：器具的详细分类见附录ＢＢ。

是否合格，通过视检及相关的试验来检查。

７　标志和说明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７．１　增加：

打算用在皮肤晒黑店、美容店和类似场所的ＵＶ器具应标有７．６所示的“不用作家用”标志，或标有

下述内容：

不用作家用

装有可更换的ＵＶ发射器的器具应标明推荐使用的发射器类型。

装有ＵＶ发射器的器具应标有下述内容：

警告：紫外线照射可导致对眼睛和皮肤的损害，如皮肤老化甚至皮肤癌。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戴

上随产品提供的护目镜。某些药物和化妆品可能增加感光性。

　　注１０２：对于打算用在皮肤晒黑店、美容店及类似场所的装有ＵＶ发射器的器具，该警告可在打算固定在邻近 ＵＶ

器具的墙壁上的一个永久标签上给出。“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这句话可用“进一步的详情请查阅本产品

的附件”替代。

装有光度超过１０００００ｃｄ／ｍ２的ＵＶ发射器的器具应标有下述内容：

警告：光度太强，不要盯视发射器。

　　注１０３：附录ＡＡ中给出测量光度的方法。

　　注１０４：如果这些警告语句结合使用的话，则不需要重复使用“警告”这个词。

７．６　增加：

　　注１０１：本标志结合了ＩＳＯ３８６４的禁止符号。

７．１２　增加：

使用说明书应清楚地给出正确使用器具的有关事项。

装有ＵＶ发射器的器具的使用说明书应包含下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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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下述人不要使用ＵＶ器具：被太阳照射时皮肤未晒成褐色反而晒伤的人、皮肤有晒伤的

人、小孩、目前患有或以前患过皮肤癌的人或易患皮肤癌的人；

———指出如果在第一阶段照射后的４８ｈ内出现意外的反应如发痒等，则要在医生建议下才能使用

ＵＶ器具；

———有关预期照射距离的说明（该距离由ＵＶ器具结构决定的除外）；

———推荐的照射时间表，指出照射持续时间和间隔（根据ＵＶ发射器的特点、照射距离以及皮肤敏

感性）；

　　注１０１：对于未晒黑过的皮肤第一阶段照射推荐照射时间是对应于不超过１００Ｊ／ｍ２ 的照射剂量，并按图１０１所示

的红斑作用光谱加权，或者依据在一小块面积皮肤上的试验结果。

———一年内不应超过的照射次数推荐值；

　　注１０２：对身体各部分推荐的照射次数，是依据最大年照射剂量２５ｋＪ／ｍ２，按照图１０１所示的非黑色素皮肤癌作用

光谱加权并考虑到推荐的照射时间表而确定的。

———指出在定时器出现故障或过滤器破裂或被拆除时，一定不要使用本器具；

———标识出可能影响紫外线辐射的替代部件，如过滤器和反射器；

———标识出可更换的ＵＶ发射器，并说明只能用器具上标明的 ＵＶ发射器类型进行替换，或者指

出必须在接受了经授权的维修代理的建议后才能对灯泡进行更换。

装有ＵＶ发射器的器具的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下述信息及预防措施的内容：

———来自太阳或ＵＶ器具的紫外线辐射可导致对皮肤及眼睛的损害。这些生物效应取决于辐射

的质量和数量以及个体皮肤及眼睛的敏感性；

———过量照射后，皮肤可能出现晒伤。过多反复地受到来自太阳或ＵＶ器具的紫外线辐射可导致

皮肤过早老化以及增加出现皮肤肿瘤的危险；

———照射时，如未给眼睛提供防护，则可能出现表面发炎，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白内障手术后，眼睛受

到过度照射后可能造成对视网膜的损害。多次反复照射后可能引发白内障；

———在个体对紫外线有明显的敏感性情况下以及在使用某些药物或化妆品的情况下，需要特殊

防护；

———必须采取下述预防措施：

每次照射时都要使用随产品提供的护目镜；

在照射前，彻底清除化妆，不要涂覆防晒品；

在服用导致对紫外线敏感性增加的药物时不要进行照射。如有怀疑，请医生指导；

在最初的两次照射之间至少有４８ｈ的间歇；

在同一天不要既晒日光浴又使用本器具；

遵照有关照射持续时间、照射间隔和与照射灯距离的推荐值；

如果皮肤上出现持续的肿块或疼痛，或在色素摩尔方面发生变化，则向医生咨询。

对于装有在正常使用中必须打开的盖子的器具，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一条警告，内容是：盖子处于关

闭状态时一定不要接通器具，并且必须在器具从电源断开并冷却后才能关闭盖子收藏起来。

　　注１０３：如果器具符合１９．２和１９．３的试验，则不需要该警告。

装有ＩＲ发射器的器具的使用说明书应包含保护眼睛防止受红外线照射的忠告，并应建议必须采

取足够的预防措施保护使用者避免过度照射的危险。

如果使用“不用作家用”标志，则应说明它的含义。

７．１４　增加：

“不用作家用”标志的高度应至少为１０ｍｍ。

通过测量来检查是否合格。

７．１５　增加：

在器具安装后且没有移开外罩的情况下，７．１规定的警告应是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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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注１０１：在更换发射器过程中要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第８章的相关要求，除非使用说明书指出禁止用户自行更

换且更换时需要工具。

８．１．３　不适用。

９　电动器具的启动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不适用。

１０　输入功率和电流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１０．１　修改：

下述偏差适用：

———对仅装有ＵＶ发射器的器具：　　　＋１０％；

———其他器具：　　　　　　　　　　　　
＋５
－１０％

１０．２　修改：

下述偏差适用：

———对仅装有ＵＶ发射器的器具：　　　＋１０％；

———其他器具：　　　　　　　　　　
＋５
－１０％

１１　发热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１１．２　修改：

正常置于地面或桌面上使用的器具，放置在测试角的底板上，器具的背面尽可能靠近测试角的一边

壁而远离另一边壁。

如果辐射的方向是可调的，则将器具调整到正常使用中出现的最不利的位置。

１１．７　代替：

器具工作到稳定状态建立。

　　注１０１：如有必要，立即将定时器复位。

在打算墙壁安装或天花板安装的器具中，由电机驱动的部件完全上升和下降五次，中间不停歇，或

者完全上升和下降５ｍｉｎ，两种情况取时间较短的。

１１．８　增加：

在规定条件下测量时，镇流器绕组及相关布线的温度不应超过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５９８

１：２００３）的１２．４规定的数值。

与皮肤接触的表面温升不应超过为连续握持的手柄规定的数值。

１２　空章

１３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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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瞬态过电压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１５　耐潮湿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１６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１７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１８　耐久性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不适用。

１９　非正常工作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１９．１　修改：

取代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该条所列出的试验。如适用，器具要经受１９．４至１９．１２、１９．１０１和１９．１０２

的试验。

此外，１９．２和１９．３还适用于装有盖子但使用说明书中没有关于盖子关闭时不要接通器具的警告

的器具。

１９．２　代替：

装有在正常使用时打开的盖子的器具，试验时盖子处于关闭状态。

在第１１章规定的条件下进行试验。给装有ＵＶ发射器的器具供以０．９４倍额定电压，其他器具在

０．８５倍额定输入功率下工作。

１９．３　代替：

重复１９．２的试验，但给装有ＵＶ发射器的器具供以１．１倍额定电压，其他器具在１．２４倍额定输入

功率下工作。

１９．９　不适用。

１９．１０１　除那些安装位置高出地面１．８ｍ以上的器具外，给器具供以额定电压，并按第１１章的规定工

作。当稳定状态建立时，取一块密度为１３０ｇ／ｍ２至１６５ｇ／ｍ２，宽度为１００ｍｍ，长度足够从器具的正面

绕过的干燥漂白棉绒布，将该绒布覆盖在器具最不利的位置上。

１０ｓ内绒布不应冒烟或起火燃烧。

　　注：如果已经开始冒烟燃烧，那么在材料上将会形成一个小孔，孔边缘红热。变黑但没冒烟燃烧的情况可忽略。

１９．１０２　装有发射灯泡的器具在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１：２００３）的１２．５．１的ａ）、ｄ）和ｅ）中

规定的故障条件下工作，给器具供以额定电压。

镇流器或变压器绕组的温度不应超过 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１：２００３）的１２．５规定的

数值。

２０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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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机械强度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１．１　增加：

对于发射器，包括邻近的玻璃部件和任何突出壳外的透镜，冲击能量减少到０．３５Ｊ。

　　注１０１：在发射器上以及器具跌落时不会碰击到地面的玻璃部件上进行该试验。

２１．１０１　用于防止可燃材料意外着火燃烧的保护装置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是否合格，通过下述试验检查。

器具的放置使保护装置的中心部分处于水平。然后把一个直径为１０ｃｍ、质量为２．５ｋｇ的平圆盘

放在保护装置的中心，保持１ｍｉｎ。

试验后，保护装置不应表现出明显的永久变形。

２１．１０２　器具中打算支撑人的部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是否合格，通过下述试验检查。

将一块质量为１３５ｋｇ、均匀分布在３０ｃｍ×５０ｃｍ面积上的重物，放置到打算支撑人的表面上，保持１ｍｉｎ。

取下负载后，器具不应有本标准意义内的损坏，尤其是对第２９章的符合程度不应受到损害。

　　注：在有怀疑的情况下，附加绝缘和加强绝缘要经受１６．３的电气强度试验。

２２　结构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２．２４　代替：

裸露的发热元件应给以支撑，防止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出现过度位移。发热元件的断裂不应产生危险。

是否合格，通过视检和下述试验检查。

在最不利的位置切断发热元件，导体不应接触到易触及的金属部件或从器具中掉出。

２２．３５　修改：

对驻立式器具的放松要求不适用。

２２．１０１　装有在正常使用中必须打开的盖子的器具，其结构应保证盖子不能意外关闭。

是否合格，通过下述试验检查。

器具以正常使用的任一位置，放置在一个与水平面成１５°的倾斜平面上。

盖子应保持打开状态。

２２．１０２　包含有悬臂装置或包含有打算在人上方升降的部件的器具，应装有一个安全装置，在悬臂装置

失效或部件过分位移时防止造成损害。

是否合格，通过视检和手动试验来检查。

２２．１０３　打算照射全身并在人上方使用的ＵＶ发射器应有保护装置防止意外损坏。

是否合格，通过视检和下述试验检查。

用５Ｎ力作用到一根直径为１００ｍｍ±１ｍｍ且一端为半球形的圆柱棒上。

棒不应碰触到发射器。

２２．１０４　打算在人上方使用的固定式器具应有防止松脱的紧固装置。

是否合格，通过视检和手动试验检查。

２２．１０５　装有ＵＶ发射器并打算人躺着使用的器具，其结构应保证如果定时器失效，紫外线的辐射要

自动停止。

是否合格，通过下述试验检查。

给器具供以额定电压并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工作。模拟定时器出现故障。在照射时间超过１１０％设

定值之前，紫外线的辐射应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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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装有ＵＶ发射器并打算在与竖直面的夹角超过３５°的倾斜面上使用的器具，被认为是人躺着使用的器具。

２２．１０６　ＵＶ器具应提供一个定时器，用于终止紫外线的辐射。该定时器应置于器具内，或对于打算永

久连接到固定布线上的器具则应将其安装到布线系统上。

定时器上标注的设定值应与推荐照射时间表中规定的时间值一致，而最高设定值提供的照射剂量

不超过８００Ｊ／ｍ２。

是否合格，通过视检、测量以及依据３２．１０１试验过程中确定的总体有效辐射度（按照图１０１的红斑

作用光谱加权）计算的剂量来检查。

　　注：对于打算与固定布线永久连接的器具，定时器可以装在布线系统中。

２２．１０７　在正常使用中与皮肤接触并支撑身体的金属部件不应接地。

　　注：在安装及拆卸过程中能被触及的壳体铰链及其他部件可以接地。

是否合格，通过视检和为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规定的试验来检查。

２２．１０８　打算利用螺钉或其他永久固定装置固定到墙壁上的器具，其结构应保证固定方式是明显的，或

是安装说明书中规定的。

是否合格，通过视检检查。

２２．１０９　用于防止可燃材料意外着火燃烧的保护装置应可靠地固定到器具上，不借助工具不可能将它

们完全拆卸。

是否合格，通过视检和手动试验检查。

２２．１１０　ＵＶ器具应包含一个控制器，用于终止射线的发射。在照射过程中使用者应易于接近该控制

器，并通过触摸及视觉易于辨认。

是否合格，通过视检检查。

２３　内部布线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３．３　增加：

仅在器具收藏时才被弯曲的导线的弯曲次数为５０００次，在正常使用中被弯曲的导线的弯曲次数

增加至５００００次。

２４　元件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４．１　增加：

如果流经灯座或镇流器端子的电流超过额定值，则端子应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５９８

１：２００３）的１５．６。试验电流是器具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时被测电流的１．１倍。

２４．２　修改：

驱动器具升降部件的电机的控制开关以及额定电流不超过２Ａ的便携式器具的开关，可以和软线

配合使用。

２５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５．５　增加：

Ｚ型连接允许用于质量不超过３ｋｇ的器具上。

２５．７　增加：

不应使用含有橡胶护套或可能受紫外线影响的其他材料护套的电源软线。

　　注１０１：发射器和反射器不被认为是在正常使用中电源软线可能触及到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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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２７　接地措施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２８　螺钉和连接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２９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９．３　增加：

如果绝缘是由ＵＶ发射器的外壳或ＩＲ发射器的玻璃外壳提供的，则本要求不适用。

３０　耐热和耐燃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３０．２．３　不适用。

３１　防锈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３２　辐射、毒性和类似危险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由下述内容代替。

３２．１０１　器具不应产生毒性或类似危险。装有ＵＶ发射器的器具不应发出有害数量的辐射。

是否合格，通过下述试验检查。

先将ＵＶ发射器在额定电压下老化：

———５ｈ±５ｍｉｎ，对于荧光灯；

———１ｈ±５ｍｉｎ，对于高强度放射灯。

然后将经老化的ＵＶ发射器装到器具上。

　　注１：高强度放射灯是一种放电灯，这种灯利用泡壳温度来稳定产生辐射的电弧，并且电弧的泡壳负载超过３Ｗ／ｃｍ２。

给器具供以额定电压并让其工作到定时器所允许的最大照射时间的约一半。然后在最短的推荐照

射距离处测量辐射度，测量仪器的放置位置应保证能记录到最高的辐射。但是，在１００ｍｍ±２ｍｍ距

离处测量面部射枪的辐射度，并用于计算推荐的照射距离处的辐射度。

置于人上方的ＵＶ发射器的照射距离等于发射器和支撑表面之间的距离减去０．３ｍ。

　　注２：使用测量仪器测量直径不超过２０ｍｍ的圆面积上的平均辐射度。仪器的响应与辐射的入射线和圆面的法线

之间的夹角的余弦成正比。利用带宽不超过２．５ｎｍ的频谱仪，每间隔１ｎｍ测量频谱分布。

　　注３：对于具有上、下辐射表面的器具，单独测量每一部分，但测量一部分时要遮掩或拆除另一部分。如果两个辐

射表面之间的距离小于０．３ｍ，则只对上面板的表面进行测量。

利用图１０１的非黑色素皮肤癌作用光谱计算每个波长的有效辐射度。

用作家用的器具，其总体有效辐射度不应超过：

———０．３５Ｗ／ｍ２，波长小于或等于３２０ｎｍ；

———０．１５Ｗ／ｍ２，波长在３２０ｎｍ和４００ｎ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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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图１０１的非黑色素皮肤癌作用光谱加权。

仅作商用的器具，其总体有效辐射度不应超过１Ｗ／ｍ２，按照图１０１的非黑色素皮肤癌作用光谱加权。

　　注４：由下式计算总体有效辐射度值：

犈＝ ∑
４００ｎｍ

２５０ｎｍ

犛λ犈λΔλ

　　式中：

犈———总体有效辐射度；

犛λ———根据图１０１确定的相对频谱有效因数（加权系数）；

犈λ———频谱辐射度，单位：Ｗ／（ｍ２·ｎｍ）；

Δλ———带宽，单位：ｎｍ。

３２．１０２　应给ＵＶ器具配备至少两对护目镜，确保对眼睛有足够保护同时提供足够的透光度。

是否合格，通过下述对每对护目镜的试验检查。

利用带宽不超过２．５ｎｍ的频谱计测量每个目镜中心的透射度。使用直径约为５ｍｍ的一束光。

在２４０ｎｍ和５５０ｎｍ之间每间隔５ｎｍ测量透射度。

透射度不应超过表１０１规定的数值，且透光度不应小于１％。

表１０１　护目镜的最大透射度

波长λ／ｍｍ 最大透射度／％

２５０＜λ≤３２０

３２０＜λ≤４００

４００＜λ≤５５０

０．１

１

５

　　说明：

非黑色素皮肤癌作用光谱；

———红斑作用光谱。

图１０１　犝犞作用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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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红斑作用光谱根据下述参数来定义：

　　波长（λ）　　　　　　　　　　　　　　加权系数（犛λ）

　　λ≤２９８ １

　　２９８＜λ≤３２８ １００．０９４（２９８－λ）

　　３２８＜λ≤３４００ １００．０１５（１４０－λ）

　　注２：非黑色素皮肤癌作用光谱和红斑作用光谱的每个波长的加权系数如下：

波长λ／

ｎｍ

加权系数犛λ

非黑色素

皮肤癌
红斑

２５０ ０．０１０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１ ０．０１１１３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２ ０．０１１３８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３ ０．０１１６３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４ ０．０１１８８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５ ０．０１２１５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６ ０．０１２４３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７ ０．０１２７１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８ ０．０１３００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９ ０．０１３３０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 ０．０１３６０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１ ０．０１３９１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２ ０．０１４２３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３ ０．０１４５５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４ ０．０１４８８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５ ０．０１５２２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６ ０．０１５５７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７ ０．０１５９２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８ ０．０１６２８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９ ０．０１６６５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 ０．０１７０３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１ ０．０１７４２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２ ０．０１７８２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３ ０．０１８２２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４ ０．０１８６４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５ ０．０１９０６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６ ０．０１９４９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７ ０．０１９９４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８ ０．０２０３９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９ ０．０２０８５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０．０２１３３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１ ０．０２５３６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２ ０．０３０１６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３ ０．０３５８７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４ ０．０５７３８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５ ０．０８８０４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６ ０．１２９６７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７ ０．１８３６１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８ ０．２５０５８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９ ０．３３０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０ ０．４２０３３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 ０．５１４１３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２ ０．６０９９５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３ ０．７０３１４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４ ０．７８８６５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５ ０．８６１９４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６ ０．９１９６５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７ ０．９５８９６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８ ０．９８８９１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８０５３７８

３００ ０．９９１９９６ ０．６４８６３４

波长λ／

ｎｍ

加权系数犛λ

非黑色素

皮肤癌
红斑

３０１ ０．９６７６６０ ０．５２２３９６

３０２ ０．９２９０９５ ０．４２０７２７

３０３ ０．７９８４１０ ０．３３８８４４

３０４ ０．６７７３３９ ０．２７２８９８

３０５ ０．５６７４６６ ０．２１９７８６

３０６ ０．４７０２５７ ０．１７７０１１

３０７ ０．３８５９１１ ０．１４２５６１

３０８ ０．３１３８８９ ０．１１４８１５

３０９ ０．２５３３９１ ０．０９２４６９

３１０ ０．２０３１８２ ０．０７４４７３

３１１ ０．１６２０３２ ０．０５９９７９

３１２ ０．１２８６７１ ０．０４８３０６

３１３ ０．１０１７９４ ０．０３８９０５

３１４ ０．０７９２４７ ０．０３１３３３

３１５ ０．０６１６５９ ０．０２５２３５

３１６ ０．０４７９０２ ０．０２０３２４

３１７ ０．０３７２２３ ０．０１６３６８

３１８ ０．０２８９３４ ０．０１３１８３

３１９ ０．０２２５２９ ０．０１０６１７

３２０ ０．０１７５８４ ０．００８５５１

３２１ ０．０１３７５８ ０．００６８８７

３２２ ０．０１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５４６

３２３ ０．００８５２５ ０．００４４６７

３２４ ０．００６７５６ ０．００３５９７

３２５ ０．００５３８５ ０．００２８９７

３２６ ０．００４３１６ ０．００２３３３

３２７ ０．００３４８３ ０．００１８７９

３２８ ０．００２８３０ ０．００１５１４

３２９ ０．００２３１６ ０．００１４６２

３３０ ０．００１９１１ ０．００１４１３

３３１ ０．００１５９０ ０．００１３６５

３３２ ０．００１３３３ ０．００１３１８

３３３ ０．００１１２９ ０．００１２７４

３３４ ０．０００９６４ ０．００１２３０

３３５ ０．０００８１０ ０．００１１８９

３３６ ０．０００６８８ ０．００１１４８

３３７ ０．０００５８９ ０．００１１０９

３３８ ０．０００５１０ ０．００１０７２

３３９ ０．０００４４６ ０．００１０３５

３４０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１０００

３４１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９６６

３４２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９３３

３４３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９０２

３４４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８７１

３４５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８４１

３４６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８１３

３４７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７８５

３４８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７５９

３４９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７３３

３５０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７０８

３５１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６８４

波长λ／

ｎｍ

加权系数犛λ

非黑色素

皮肤癌
红斑

３５２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６６１

３５３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６３８

３５４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６１７

３５５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５９６

３５６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５７５

３５７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５５６

３５８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５３７

３５９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５１９

３６０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５０１

３６１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４８４

３６２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４６８

３６３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４５２

３６４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４３７

３６５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４２２

３６６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４０７

３６７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３６８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３８０

３６９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３６７

３７０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３５５

３７１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３４３

３７２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３３１

３７３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３２０

３７４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３０９

３７５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２９９

３７６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２８８

３７７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２７９

３７８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２６９

３７９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２６０

３８０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２５１

３８１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２４３

３８２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２３４

３８３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２２６

３８４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２１９

３８５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２１１

３８６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２０４

３８７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１９７

３８８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１９１

３８９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１８４

３９０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１７８

３９１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１７２

３９２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１６６

３９３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１６０

３９４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１５５

３９５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１５０

３９６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１４５

３９７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１４０

３９８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１３５

３９９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１３０

４００ ０．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０１２６

图１０１（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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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附录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附　录　犃犃

（规范性附录）

光度的测量

利用准直透镜测量光度。在距离光源可能的最短距离但不少于０．２ｍ处进行测量。在测量点上

透镜应将通过入口的所有光聚集在接收空间角内，对应的平面角度为１°。

测量过程中器具在额定电压下工作。

附　录　犅犅

（资料性附录）

犝犞器具的详细分类

本附录提供了按照辐射量对 ＵＶ 器具进行分类的详细情况，辐射范围为２５０ｎｍ～３２０ｎｍ 和

３２０ｎｍ～４００ｎｍ。

犅犅．１　定义

在本附录中下述定义适用。

犅犅．１．１

紫外线１类器具　犝犞狋狔狆犲１犪狆狆犾犻犪狀犮犲

是装有紫外线发射器的器具，其设计保证生物效应是由大于３２０ｎｍ波长的辐射引起的，其特征是

在３２０ｎｍ到４００ｎｍ范围内具有相对高的辐射度。

犅犅．１．２

紫外线２类器具　犝犞狋狔狆犲２犪狆狆犾犻犪狀犮犲

是装有紫外线发射器的器具，其设计保证生物效应是由小于和大于３２０ｎｍ波长的辐射引起的，其

特征是在３２０ｎｍ到４００ｎｍ范围内具有相对高的辐射度。

犅犅．１．３

紫外线３类器具　犝犞狋狔狆犲３犪狆狆犾犻犪狀犮犲

是装有紫外线发射器的器具，其设计保证生物效应是由小于和大于３２０ｎｍ波长的辐射引起的，其

特征是在整个ＵＶ辐射波段上具有有限的辐射度。

犅犅．１．４

紫外线４类器具　犝犞狋狔狆犲４犪狆狆犾犻犪狀犮犲

是装有紫外线发射器的器具，其设计保证生物效应主要是由小于３２０ｎｍ波长的辐射引起的。

犅犅．１．５

紫外线５类器具　犝犞狋狔狆犲５犪狆狆犾犻犪狀犮犲

是装有紫外线发射器的器具，其设计保证生物效应是由小于和大于３２０ｎｍ波长的辐射引起的，其

特征是在整个ＵＶ辐射波段上具有相对高的辐射度。

犅犅．２　分类

ＵＶ器具可分类为如下一种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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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线１类器具；

———紫外线２类器具；

———紫外线３类器具；

———紫外线４类器具；

———紫外线５类器具。

　　注１０１：紫外线１类器具、紫外线２类器具、紫外线４类器具和紫外线５类器具是打算在皮肤晒黑店、美容店和类似

场所，在经过适当培训的人员的监督下使用的。它们不打算用于家用。

　　紫外线３类器具适合用于家用，可由不熟练的人使用。

犅犅．３　有效辐射度

表ＢＢ．１中给出了每类ＵＶ器具的有效辐射度，按照图１０１的非黑色素皮肤癌作用光谱加权。

表犅犅．１　有效辐射度限值

器具的ＵＶ类型
有效辐射度／（Ｗ／ｍ２）

２５０ｎｍ＜λ≤３２０ｎｍ ３２０ｎｍ＜λ≤４００ｎｍ

最大总体有效辐射度／

（Ｗ／ｍ２）

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５ １．０

２ ０．００１～０．３５ ≥０．１５ １．０

３ ＜０．３５ ＜０．１５ —

４ ≥０．３５ ＜０．１５ １．０

５ ≥０．３５ ≥０．１５ １．０

　　λ是辐射的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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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参考文献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ＩＳＯ３８６４　安全颜色和安全标志

３１

犌犅４７０６．８５—２００８／犐犈犆６０３３５２２７：２００４（犈犱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