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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標準係依據 2023 年發行之第 1 版 IEC 62471-7，不變更技術內容，制定成為中華民

國國家標準者。  

本標準係依標準法之規定，經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審定，由主管機關公布之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  

依標準法第四條之規定，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引

用全部或部分內容為法規者，從其規定。  

本標準並未建議所有安全事項，使用本標準前應適當建立相關維護安全與健康作業，

並且遵守相關法規之規定。  

本標準之部分內容，可能涉及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主管機關及標準專責機關不

負責任何或所有此類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之鑑別。  

 

簡介  

IEC 62471 系列標準使用〝光源及光源系統〞 ( lamps and lamp systems)當主標題。然

而在第 7 部副標題使用〝光源及燈具〞 ( l ight  sources and  luminaires)，其原因係由於

LED 新技術的引入，發光組件之特性發生改變。因此，現在 IEC TC 34 使用的用語為

〝電光源〞(elec tr ic  l ight  source)及〝燈具〞( luminai re)，而不使用〝燈〞( lamp)及〝光

源系統〞 ( lamp system)。  

〝電光源〞為對產生光的產品之通稱 (或稱〝光源〞 )；因此亦包括〝燈〞(具有燈帽－

燈座系統的光源 )。  

〝燈具〞係一產品 (包括其所有必要配件 )之基本用語，用以描述一將由至少 1 個光學

輻射源所產生之光進行分配、過濾或轉換之裝置 (參照 IEC 60050-845:2020,  845 -30-

001)。此裝置除輻射源本身外，亦包括所有固定並保護該輻射源所需之部件，必要時

也包括輔助電路及連接電源之方式。  

依本標準要求設計及建造之燈具可認定在一般使用下安全運作，且不存在光生物危害。

燈具之符合性可以經由應用本標準中所述評鑑程序來查證。  

光源可以為可互換式或為燈具之整合式部件。若光源為燈具之整合式部件，燈具亦可

以視為光源系統 (對應為燈系統 ( lamp system))。  

本標準適用範圍內之大多數光源及燈具基於其光譜、光分布、光強度 ( l ight  leve ls)及

例如人們通常不會凝視明亮光源之自然厭惡反應而不會造成光生物危害，然而，仍有

一些光源及燈具所發射之光學輻射可能足以對健康造成不利影響。國際非游離輻射防

護協會 ( ICNIRP)已制定並發布與寬頻光輻射源相關的一系列光生物危害之曝露限制。 

本 標 準 引 進 1 種 新 的 評 鑑 程 序 以 用 於 預 期 目 的 為 照 亮 物 體 與 場 景 及 發 信 號 光

(signal l ing)之各種照明應用。此種新方法使用經修正過的刻意或非刻意觀看燈具相關

之時間基準 (及輻射限制 )及視應用而定之評鑑距離。此等輻射限制係以 ICNIRP 之曝

露限制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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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標準使用完整的程序以涵蓋 IEC 62471 所規範之 200  nm 至 3,000  nm 範圍內所有光

生物危害。  

此程序，基於產品及應用相關評鑑，得出特定產品在該給定應用上合格 /不合格之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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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本標準規定一般使用的電光源及燈具之光生物安全性評鑑及一些基本產品要求。

本標準適用於主要發射可見光譜範圍 (380 nm 至 780 nm)之輻射並用於照亮空間或

物體，或發信號光之電光源及燈具。  

設計為用以發射可見光範圍輻射之電光源及燈具亦可能發射紫外光 (UV)及紅外光

( IR)區域的輻射，取決於所採用的技術。因此，本標準包括 200 nm 至 3,000 nm 波

長範圍內光學輻射之藍光、熱、UV、UV-A、 IR 及皮膚熱危害。  

設計用以主要發射可見光譜範圍 (380 nm 至 780 nm)以外輻射之電光源及燈具 (例：

UV 消毒器或工業加熱器 )不屬於本標準之適用範圍。  

用於照明之電光源視為發射連續光以進行光生物安全評鑑，包括以脈衝寬度調變

(PWM)之光源。  

本標準亦可以適用於能同時執行照明以外功能的多功能燈具之照明功能。其他標

準可以適用於其非照明功能。  

本標準亦可以適用於不限制人員在場之可見光光源及燈具 (例：植物照明 )。  

本標準亦可以適用於符合 IEC 60825-1:2014 的 4.4 要求之照明及發信號光用雷射

產品。  

備考：雷射產品之其他要求參照 IEC 60825-1:2014。  

本標準預期為適用光生物安全評鑑之產品標準提供參考。更多光生物安全評鑑及

資料呈現之細節由該產品標準規定。  

2.  引用標準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有加註年分者，適用該年分之

版次，不適用於其後之修訂版 (包括補充增修 )。無加註年分者，適用該最新版 (包

括補充增修 )。  

CNS 15592  光源及光源系統之光生物安全性  

IEC 60050-845  Interna tional  E lec trotechnica l  Vocabulary (IEV) −  Par t  845 :  

Light ing  

IEC 60598-1:2020  Luminaires −  Par t  1 :  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tes ts  

IEC 62471-5:2015  Photob iologica l  safe t y of lamps and lamp syst ems −  Par t  5 :  

Image projec tors  

3.  用語及定義  

下列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3.1  藍光危害 (blue  l ight  hazard) ;  BLH  

因曝露於波長主要界於 400 nm 至 500 nm 間之光學輻射而光化學性造成視網膜傷

害 (光黃斑部病變 ,  pho tic  maculopathy)的潛在可能性。  

備考 1.當曝露期間超過 10 s 時，此損傷機制凌越於熱損傷機制。  

備考 2.對於沒有一般 UV-A 吸收護鏡的人，加權函數延伸至 UV-A。  

3.2  曝露限制 (exposure l 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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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表面 (通常為眼睛或皮膚 )不預期會造成負面生物效應之最大曝露位準。  

備考 1.  人體安全光學輻射曝露限制 HL，通常由 ICNIRP 建議。  

備考 2.  曝露限制通常依據輻射照度 (例：對於皮膚 )，但若相關，亦可以根據輻射

輝度 (例：延伸輻射源之藍光危害 )。  

3.3  輻射限制 (emiss ion l imi t)  

光輻射源在特定應用上不預期會造成負面生物效應而規定之最大輻射位準。  

備考：  輻射源輻射限制之評估可以基於合理可預見之時間加權曝露條件。其結合

曝露期間及曝露距離兩者之概念，並由曝露限制導出。  

3.4  視場 ( f ie ld of  view) ;  FOV  

偵測器 (例：配置於輻射計或分光輻射計 )所視 ( see)之立體角 (接收角 )，偵測器在此

區域內接收光輻射。  

備考 1.  視場不宜與視輻射源之角距 (α)混淆。  

備考 2.  有時以平面角描述圓形對稱立體角視場。  

備考 3.  視場以立弳 ( sr)為單位表示。  

3.5  照度 ( i l luminance) ;  Ev  

入射光通量相對於在真實表面或假想表面上某點面積之密度。  

 

Ev=
dΦv

dA
  

式中，Φ v 為光通量， A 為光通量入射之面積  

備考 1.  照度可以下列公式由分光輻射照度分布求得：  

 

Ev=Km ∫ Ee,λ(λ)
∞

0
∙V(λ)∙d(λ)  

式中， Km 為最大視效常數， E e , λ(λ)為在波長 λ 之分光輻射照度，V(λ)為分光視效

函數  

備考 2.  對應之輻射量為〝輻射照度〞。對應之光子量為〝光子輻射照度〞。  

備考 3.  照度以勒克斯 ( lux)， lx 為單位表示 ( lx = lm‧m− 2 )。  

3.6  紅外光輻射 ( infrared radiat ion) ;  IRR  

波長大於可見光輻射之光學輻射。  

備考 1.  波長介於 780 nm 至 1  mm 之紅外光輻射一般可分為：  

IR-A： 780 nm 至 1,400 nm，或 0.78  𝜇m 至 1.4 𝜇m。  

IR-B： 1.4 𝜇m 至 3 𝜇m。  

IR-C： 3 𝜇m 至 1  mm。  

備考 2.  〝可見光輻射〞及〝紅外光輻射〞間之精確邊界無法定義，因其可能感受

到波長大於 780 nm 之視覺感覺。  

備考 3.  在某些應用中，紅外光譜也分為〝近紅外光〞、〝中紅外光〞及〝遠紅外光〞；

然而，其邊界必然會隨應用之不同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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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輻射照度 ( irradiance)  

入射輻射通量相對於在真實表面或假想表面上某點面積之密度。  

 

Ee=
dΦe

dA
  

式中，Φ e 為輻射通量， A 為輻射通量入射之面積  

備考 1.  對應之光度量為〝照度〞。對應之光子量為〝光子輻射照度〞。  

備考 2.  輻射照度以每平方米之瓦數 (W‧m− 2 )為單位表示。  

3.8  電光源 (electr ic  l ight  source)  

具有連接電源之方式，且通常設計來置於燈具中之主要光源。  

備考 1.  在 IEC 標準中，〝光源 ( l ight  source)〞與〝燈 ( lamp)〞通常具有相同之含義。  

備考 2.  電光源可以為電燈，或可以為被設計為以端子、連接器或類似裝置連接之

LED 模組。  

備考 3.  對於具有與一般照明用電光源相同物理特性，但主要發射以 IR 或 UV 光

譜光學輻射 ( IEV 845 -21-002)之產品，通常使用之用語為〝 IR 光源〞或〝UV

光源〞。  

3.9  燈具 ( luminaire)  

一將由至少 1 個光學輻射源發射之光進行分配、過濾或轉換之裝置，除輻射源本

身外，包括所有固定並保護該輻射源所需之部件，必要時也包括輔助電路及連接

電源之方式。  

3.10  光學輻射 (opt ical  radiat ion)  

波長介於 X 射線過渡區 (λ  ≈ 1 nm)及射頻波過渡區 (λ  ≈ 1 mm)間之電磁輻射。  

3.11  輻射輝度 (radiance) ;  L e ;  L  

輻射強度相對於沿特定方向在真實表面或假想表面上指定點投射面積之密度，

以下列公式表示：  

 

Le=
dIe

dA
∙

1

cos α
   

式中， I e 為輻射強度， A 為面積， α 為指定點之表面法線與指定方向之夾角  

備考 1.  實際上，輻射輝度可以想像成將一真實表面或假想表面分割為無數個無

限小的面，此等可以被視為點光源之面在指定方向都有特定的輻射強度

I e。該表面之輻射輝度即為此等輻射組件在整個表面上之積分。  

定義中之公式可以在數學上解釋為導數 (即輻射強度對投影面積之變化率 )，可以

使用平均輻射強度 I̅
e
改寫為：  

 

Le= lim
A→0

Ie̅

A
∙

1

cos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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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輻射輝度常被認為是平均量之商數；面積 A 應足夠小以使在該面積內輻

射強度變動所引起之不確定度可以忽略；否則，此商數 L̅
e
=

I̅
e

A
∙

1

cos α
所提供的是平

均輻射輝度，而必須將該特定量測條件及其結果一起報告。  

備考 2.  對於被照射之表面， 使用輻射照度 E e 及立體角 Ω 之等效公式為：

Le=
dEe

dΩ
∙

1

cos θ
。式中， θ 為被照射面之法線與照射方向之夾角。當輻射源沒

有表面 (例：天空、放電的電漿 )時，此種模式很有用。  

備考 3.  另一種等效公式為 Le=
dΦe

dG
，式中，Φ e 為輻射通量，G 為幾何範圍 (geo metr ic  

extent)。  

備考 4.  輻射通量可以透過將投影面積 (A‧cos α )及立體角 Ω 上之輻射輝度積分得

出：Φe=∬ Le∙ cos α ∙dA∙ dΩ   

備考 5.  由於以 G‧n²表示之光學範圍 (其中 G 為幾何範圍，n 為折射率 )是不變的，

因此，若吸收、反射及漫射之損失為 0，順著光束路徑以 L e‧n− 2 表示之量

亦為不變。此量稱為〝基本輻射輝度〞 (bas ic  radiance)。  

備考 6.  定義中之公式亦可以為輻射通量 Φ e 之函數。在此情況下，其在數學上被

解釋為空間中指定點 (x,y)在指定方向 (ϑ ,φ)上的輻射通量相對於投影面積

(A ‧cos α )及立體角 (Ω)之二階偏導數。  

 

 Le(x,y,ϑ,φ)=
∂

2
Φe(x,y,ϑ,φ)

∂A(x,y)∙ cos α∙∂Ω(ϑ,φ)
  

式中， α 為於該指定點的表面法線與指定方向之夾角  

備考 7.  對應之光度量為〝照度〞。對應之光子量為〝光子輻射輝度〞。  

備考 8.  輻射輝度以每平方公尺每立弳之瓦特數 (W‧m− 2‧ sr − 1 )為單位表示。  

3.12  視網膜 (ret ina)  

位於眼睛內部後方、對光刺激敏感之組織。  

備考：視網膜包含光受器及負責將光受器受刺激所產生之訊號連結並傳輸至視

神經之神經細胞。人類視網膜中之光受器有 3 種：負責視覺之桿細胞 ( rods)

與錐細胞 (cones)，及在控制晝夜節律 (c ircadian)與神經內分泌系統 (neuro-

endocrine)中發揮作用之本質感光視網膜神經節細胞 ( ipRGCs)。  

3.13  分光輻射照度 (spectral  irradiance) ;  Ε e , λ ;  Ελ  

相對於波長之輻射照度密度。  

備考 1.  分光輻射照度以下式表示：  

 

Ee,λ=
dEe(λ)

dλ
  

式中， E e(λ )為波長 λ 的輻射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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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2.  分光輻射照度以每平方公尺每奈米之瓦特數 (W‧m−2‧nm−1)為單位表示。 

3.14  分光輻射輝度 ( spectra l  radiance) ;  Lλ  

相對於波長之輻射輝度密度。  

備考 1.  分光輻射輝度以下式表示：  

 

Le,λ=
dLe(λ)

dλ
 

式中， L e(λ)為波長 λ 的輻射輝度  

備考 2.  分光輻射輝度以每平方公尺每奈米每立弳之瓦特數 (W‧m−2‧nm−1‧sr−1)

為單位表示。  

3.15  紫外光輻射 (ultravio let  radiat ion) ;  UV radiation;  UVR  

波長小於可見光輻射之光學輻射。  

備考 1.  波長範圍介於 100 nm 至 400 nm 之紫外光輻射一般可分為：  

UV-A： 315 nm 至 400  nm。  

UV-B： 280  nm 至 315 nm。  

UV-C： 100  nm 至 280 nm。  

備考 2.  〝紫外光輻射〞及〝可見光輻射〞間之精確邊界無法定義，因對於非常明

亮的光源，波長小於 400 nm 之視覺感覺會被感受到。  

備考 3.  在某些應用中，紫外光光譜也分為〝遠〞紫外光、〝真空〞紫外光及〝近〞

紫外光；然而，其邊界必然會隨應用而變化 (例：氣象學、光學設計、光

化學及熱物理學 )。  

3.16  可見光輻射 (visible radiat ion)  

能直接造成視覺感覺之光學輻射。  

備考：  可見光輻射的光譜範圍並無精確之邊界，因其取決於到達視網膜的輻射

通量總量及觀察者之響應度。下限一般介於 360 nm 至 400 nm 之間，上

限一般介於 760 nm 至 830 nm 之間。  

3.17  光輻射之紫外光危害效能 (ultravio let  hazard eff icacy of  luminous radiat ion) ;  

KS , v  

紫外光危害量除以對應光度量之商數。  

 

KS,v=
ES

Ev

 

式中，  E S  ：為有效光化學輻射照度，以 W‧m− 2 為單位表示  

 E v  ：為照度，以 lx = lm‧m− 2 為單位表示  

例： E S  = 10 − 3  W‧m− 2 且 E v  = 500  lx，可得出  K S , v  =  2‧ 10 − 6  W‧ lm− 1  = 2  mW‧

klm− 1。  

備考 1.  光輻射之紫外光危害效能以每流明之瓦特數 (W‧ lm− 1 )為單位表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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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公制前綴詞 (metr ic  prefix)(例中為 mW‧ klm− 1 )。  

備考 2.  光輻射之紫外光危害效能係透過以紫外光危害函數 SU V(λ)對光源或 LED

模組之分光分布進行加權而得。 IEC 62471:2006 提供有關紫外光危害函

數之資訊。其僅涉及人類曝露於紫外光可能受到的危害。其不涉及光學輻

射對材料可能產生的影響，諸如機械性損壞或變色。  

3.18  光輻射之 UV-A 危害效能 (UV-A hazard eff icacy of  lumin ous radiation );  KU V- A , v  

UV-A 危害量除以對應光度量之商數。  

 

KUV-A,v=
EUV-A

Ev

 

式中， EU V - A  ：為有效 UV-A 輻射照度，以 W‧m− 2 為單位表示  

 E v  ：為照度，以 lx = lm‧m− 2 為單位表示  

例： E U V - A  = 10 W‧m− 2 且 E v  = 500 lx，可得出 KU V - A , v  = 20‧ 10 − 3  W‧ lm− 1  = 20  

W‧ klm− 1。  

備考：  光輻射之紫外光危害 UV-A 效能以每流明之瓦特數 (W‧lm− 1)為單位表示，

可能帶有公制前綴詞 (例中為 mW‧ klm− 1)。  

3.19  光輻射之紅外光對眼睛之危害效能 ( infrared eye hazard eff icacy of  luminoous 

radiation);  K I R , v  

紅外光眼睛危害量 (E I R)除以對應光度量之商數。  

 

KIR,v=
EIR

Ev

 

式中，  E I R  ：為有效 E I R 輻射照度，以 W‧m− 2 為單位表示  

 E v  ：為照度，以 lx = lm‧m− 2 為單位表示  

例： E I R  =  100  W‧m− 2 且 E v  = 500  lx，可得出 K I R , v  =  200‧ 10 − 3  W‧ lm− 1  =  200 

W‧ klm− 1。  

備考：  光輻射之紅外光輻射對眼睛危害效能以每流明之瓦特數 (W‧ lm− 1)為單位

表示，可能帶有公制前綴詞 (例中為 W‧ klm− 1)。  

3.20  輻射位準 (emiss ion leve l)  

在特定操作條件下、於固定距離所測得產品發出之光學輻射量。  

3.21  白光光源 (white  l ight  source)  

以電力操作，用於發射光、或若為非白熾光源者可調色發射光 (或兼具兩者 )之產

品，所發出光具下列光學特性：  

色度坐標 x 及 y 在下列範圍：  

0.270＜ x＜ 0.530 及  

−2.3172 x2  +  2 .3653 x −  0 .2199＜ y＜ −2.3172 x 2  + 2 .3653 x−0 .1595  

4.  光源及燈具之光學輻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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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長範圍在 200 nm 至 3,000 nm 間之光學輻射有可能影響及損害人體組織，視輻

射波長、輻射位準及曝露期間而定。 ICNIRP 已發布針對不同波長範圍之完整曝露

限制。  

由於組織對光學輻射有高吸收力，光學輻射危害之評鑑宜考慮皮膚、眼睛前部 (角

膜、結膜及水晶體 )及視網膜之曝露。對皮膚及眼睛前部之輻射限制係針對輻射照

度；對視網膜之輻射限制係針對輻射輝度。  

儘管本標準之適用範圍包括 200 nm 至 3,000 nm 波長範圍內之光學輻射，但基於

眼睛之透射特性，視網膜曝露應僅考慮 300 nm 至 1,400  nm 之波長範圍。  

本標準所考慮之危害整理於表 1，並於其後內容詳細說明。附錄 A 提供更多的背

景資訊。  

對 LED 辦公室燈具完整之燈具評鑑範例，參照附錄 E。  

 

表 1 本標準涵蓋之光學輻射危害  

光學輻射

危害  
目標組織  加權函數 (a)  波長範圍  評鑑之量  

輻射位準

之符號  
單位  

   nm     

光化學 UV

危害  

皮 膚 及 眼

睛 前 部 組

織  

SU V(λ)  200 至 400  輻射照度  E S  W‧m− 2  

UV-A 危害  水晶體  −  315 至 400  輻射照度  EU V - A  W‧m− 2  

藍光危害  視網膜  B(λ)  300 至 700  輻射輝度  LB  
W‧m− 2‧

sr − 1  

小型光源之

藍光危害  
視網膜  B(λ)  300 至 700  輻射照度  EB  W‧m− 2  

視 網 膜 熱

危害  
視網膜  R(λ)  

380 至

1,400  
輻射輝度  LR  

W‧m− 2‧

sr − 1  

微弱視覺刺

激之視網膜

熱危害  

視網膜  R(λ)  
780 至

1,400  
輻射輝度  L I R  

W‧m− 2‧

sr − 1  

紅 外 光 危

害  

眼 睛 前 部

組織  
−  

780 至

3,000  
輻射照度  E I R  W‧m− 2  

可 見 光 及

紅 外 光 之

危害  

皮膚  −  
380 至

3,000  
輻射照度  EH  W‧m− 2  

註 ( a )  S
U V(λ)及 B(λ)的加權函數之定義參照 CNS 15592， R(λ)的加權函數之定義參照 IEC 

 62471-5 :2015。  

 

若需量測，應依 CNS 15592 進行，本標準另行規定者除外。  

對於脈衝寬度調變 (PWM)光源，適用連續光 (連續波 (CW))之輻射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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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光束角可調之燈具，每項評鑑應選擇最嚴苛之條件。  

在本標準中，燈具的評估係指與預期正常使用之指定光源或與所安裝的光源之燈

具評估。光源之選用應參照 CNS 14335  (IEC 60598-1 :2020)附錄 B。  

5.  對皮膚及眼睛之光化學 UV 危害曝露 (200  nm 至 400 nm)  

5.1  一般  

光源及燈具之紫外光危害輻射照度 E s，以 W‧m− 2 為單位表示，其定義為：  

 

ES= ∑ Eλ

400 nm

200 nm

∙SUV(λ)∙∆λ 

式中，  E λ  ：為分光輻射照度，以 W‧m− 2‧ nm− 1 為單位表示  

 S
U V(λ)  ：為紫外光加權函數  

 Δλ  ：為波長增量，以 nm 為單位表示  

更多資訊參照附錄 B。  

5.2  光源之光化學 UV 評鑑  

光輻射之紫外光危害效能分為以下 3 個範圍：  

(a)  KS , v≦ 2 mW‧ klm− 1  

(b)  2 mW‧ klm− 1＜ KS , v≦ 6 mW‧ klm− 1  

(c)  KS , v＞ 6 mW‧ klm− 1  

光源應依 (a )、 (b)及 (c)3 個範圍進行評鑑及分類。  

KS , v 值應由依 CNS 15592 規定之輻射照度量測而計算。  

備考： CNS 15592 之輻射限制係以有效輻射照度 (以 W‧m− 2 為單位 )表示。針對

CNS 15592 之風險類別分類，一般照明光源之輻射照度值以在照度 500 lx

處為報告依據。在此照度位準，無風險類別之輻射限制為 0.001 W‧m− 2，

而光輻射之紫外光危害效能 KS , v 可以依下列公式計算：  

 

KS,v=
0.001W∙m-2

500 lx
=

0.001W∙m-2

500 lm∙m-2
=2 mW∙klm

-1
 

相同的計算適用於低風險輻射限制 (0 .003 W‧m− 2 )，得出之值為 6 mW‧ klm− 1。  

5.3  燈具之光化學 UV 評鑑  

燈具光輻射紫外光危害效能 KS , v 不應超過 2  mW‧ klm− 1。  

根據光源之光化學 UV 評估，燈具應滿足下列要求才可以不加限制地使用：  

(a)  燈具若使用評估結果為 KS , v≦ 2 mW‧ klm− 1 之光源，無需進行試驗或評估。  

(b)  燈具若使用評估結果為 2 mW‧ klm− 1＜ KS , v≦ 6 mW‧ klm− 1 之光源，需要加保

護屏蔽 (pro tec tive shie ld)。  

備考 1.  本標準適用範圍內之燈具使用玻璃類保護屏蔽可將光化學 UV 輻射降

低至足夠低之位準，參照 CNS 14335 之 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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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燈具若使用評估結果為 KS , v＞ 6 mW‧ klm− 1 之光源，需要加保護屏蔽或前玻

璃。  

備考 2.  CNS 14335 附錄 P 敘述為 HID 光源燈具提供足夠光化學 UV 輻射屏蔽

之方法。  

若未提供光源根據 5.2 之評鑑結果， KS , v 值應依 CNS 15592 規定之分光輻射照度

量測來計算。  

依 CNS 15592 於 200 mm 距離處進行評鑑之燈具若無法產生高於 0.001 W‧m− 2 之

光化學 UV 光輻射照度 E s，則其視為符合 5.3 之要求。  

6.  對眼睛水晶體之 UV-A 危害評鑑 (315 nm 至 400 nm)  

6.1  一般  

光源及燈具之 UV-A 危害輻射照度 EU V- A，以 W‧m− 2 為單位表示，其定義為：  

 

EUV-A= ∑ Eλ

400 nm

315 nm

∙∆λ 

式中，  Ε λ  ：為光譜輻射照度，以 W‧m− 2‧ nm− 1 為單位表示  

 Δλ  ：為波長增量，以 nm 為單位表示  

更多資訊參照附錄 B。  

6.2  UV-A 光源及燈具評鑑  

針對發射可見光輻射之光源，在 8 h 內累計直接看見光源時間之要求為不超過

1,000 s。對應之光輻射紫外光危害 UV-A 效能為 KU V- A , v  = 20 W‧ klm − 1，其由發

射位準 EU V- A  = 10 W‧m− 2 及 EV  =  500 lx 得出 (參照 3.18)。  

一般照明之光源及燈具在應用上沒有足夠的 UV-A 輻射以超過該發射位準。即使

是高強度放電燈 (例：金屬鹵化物燈或弧光燈 )也僅具有 1 W‧ klm− 1 之水準，並不

會超過 KU V- A , v  = 20 W‧ klm− 1。因此，該等光源及燈具無需進行 UV-A 試驗。僅

當產品特意將 UV-A 加到可見光時才需要進行評鑑。 CNS 15592 提供輻射照度量

測之程序。應計算 KU V- A , v 且不應超過 20 W‧ klm− 1。  

燈具應於交付並可供使用者使用時進行評鑑－若其非照明功能無法關閉，亦應加

以評鑑。  

UV-A 輻射的評鑑應在 UV-A 輻射照度最高之方向進行。  

依 CNS 15592 於 200 mm 距離處進行評估之燈具若無法產生高於 10 W‧m− 2 之輻

射照度 EU V- A，其視為符合 6.2 之要求。   

7.  視網膜藍光危害評鑑 (300 nm 至 700 nm)  

7.1  一般  

光源及燈具之藍光危害輻射輝度 LB，以 W‧m− 2‧ sr − 1 為單位表示，其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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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 Lλ

700 nm

300 nm

∙B(λ)∙∆λ 

式中，  Lλ  ：為分光輻射輝度，以 W‧m− 2‧ sr − 1‧ nm− 1 為單位表示  

 B(λ)  ：為藍光危害加權函數  

 Δλ  ：為波長增量，以 nm 為單位表示  

更多資訊參照附錄 C。  

7.2  光源之藍光危害評鑑  

光源不受限於特定之應用。為能將光源之藍光危害輻射輝度 (LB )結果轉移至具有

相同光源之燈具，光源應依 CNS 15592 規定之方法，並設定為 200 nm 的評鑑距

離及 1.7 mrad 之 FOV 進行評估。光源應在發出最高光通量之條件下操作及評估。  

備考 1.  量測距離不一定與評鑑距離相同。  

備考 2.  為能將結果轉移至燈具，選擇 1.7 mrad 之 FOV 以考量已顧及熱點 (ho tspots)

之最高輻射輝度結果。  

光源可在 200 mm 距離處以 11 mrad 之 FOV 進行評鑑。  

當光源用於未附加聚焦光學元件之燈具時，於 200  mm 距離處 11 mrad 之 FOV 亦

可適用。  

光源的技術文件應標示在上述條件下測得之最高藍光危害輻射輝度或依表 2 規定

的對應燈具應用類別。測得之輻射值 LB 應作為表 2 中應用類別選擇的依據。  

備考 3.  光源在對應燈具應用中安全使用的適用性於適用之 CNS 14335 及 CNS 

60598 燈具系列標準規定。  

7.3  燈具之藍光危害評鑑  

燈具應符合表 2 中與該應用類別相關之輻射限制。  

燈具藍光危害評鑑程序如下：  

－  依其技術設計，將燈具分類到特定應用 (BLH-A 至 BLH-C)。  

－  根據 ICNIRP 之曝露限制，每一應用類別的輻射限制指定為表 2 中之〝藍光

危害輻射輝度限制 LB〞。  

－  燈具依應用指定之距離進行評估。輻射位準量測值應低於輻射限制值。  

若光源依 7.2 之程序被歸類到某項應用類別，該資料可以轉移至燈具而無需對燈

具進行任何額外之試驗。  

以下限制及許可應適用於藍光危害輻射輝度結果從光源到燈具之轉移：  

－  指定用於應用類別 BLH-A 的光源其結果可用於應用類別 BLH-A、 BLH-B 及

BLH-C 之燈具及應用，無需額外量測。  

－  指定用於應用類別 BLH-B 的光源其結果可用於應用類別 BLH-B 及 BLH-C 之

燈具及應用，無需額外量測。若光源用於應用類別 BLH-A，則需對燈具進行

量測。  

－  指定用於應用類別 BLH-C 的光源其結果可用於應用類別 BLH-C 之燈具及應



 

 

CNS 草 -制 1140008:2025 

－ 14－  

用，無需額外量測。若光源用於應用類別 BLH-A 及 BL-B，則需對燈具進行

量測。  

－  若光源被指定用於應用類別 BLH-D，則需對燈具進行量測以指定其應用類別

或其適當之評鑑距離。  

備考 1.  可轉移之條件係基於無法藉由附加光學元件或增加燈具中光源數量來提

昇輻射輝度之事實。  

若需進行燈具量測，應以 11 mrad 之 FOV 進行，並應使用該燈具應用類別之評鑑

距離 (參照表 2)。  

備考 2.  量測距離可以與評鑑距離不同。  

 

表 2 與應用相關之燈具於評鑑距離處藍光輻射輝度限制  

應用類別  

藍光危害輻射輝

度限制 ( c )  

(LB)  

評鑑距離 ( b )  

mm  
燈具之應用類別 ( a )  

BLH-A  
10,000 W‧m− 2‧

sr − 1  

200  

•  電源插座安裝型夜燈  

•  兒童用可攜式燈具  

•  用於醫院診療區及健康照護建築

(吸頂式及 /或嵌入式燈具除外 )  

1,000  

•  號誌燈具  

•  車輛及其尾車之發信號光裝置  

•  道路標示  

•  緊急安全標示  

BLH-B  
100,000 W‧m− 2‧

sr − 1  
200  

•  手持式燈具  

•  可移動式燈具  

•  桌燈  

•  燈串  

•  管燈  

•  壁燈  

•  辦公室用或家庭用懸吊式燈具  

•  水族箱用燈具  

•  游泳池及類似應用之燈具  

•  車輛用室內照明燈具 (安裝於乘

客艙中 )  

•  嵌地式燈具 (可觸及區域，參照

CNS 60598-2-13 之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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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類別  

藍光危害輻射輝

度限制 ( c )  

(LB)  

評鑑距離 ( b )  

mm  
燈具之應用類別 ( a )  

1,000  

•  天花板及 /或嵌入式照明設備  

•  商店照明  

•  道路或街道照明用燈具  

•  上照燈  

•  泛光照明  

•  嵌地式燈具 (不可及區域，參照

CNS 60598-2-13 之附錄 A) 

BLH-C ( d )  
4,000,000 W ‧

m− 2‧ sr − 1  
1,000  

•  舞台照明用燈具  

•  影視製播場地用燈具  

•  道路照明及車輛之道路投光裝置  

BLH-D ( d )  

若 輻射 位 準 超 過

4,000,000 W ‧

m− 2‧ sr − 1  

本標準適用範圍之燈具不允許應用類別 BLH-D。  

熱危害限制評鑑距離應由最少能符合 BLH-C 輻射

位準之處決定。  

註 ( a )  若終端產品無法歸類於所述任一應用類別，可以使用圖 C.1 之流程圖以決定其應用類

 別。在此情況下，圖 C.1 視為規定性。  

( b )  特定固定式燈如合於應用，其評鑑距離可以增加。在此情況下，使用之評鑑距離資訊

 應在燈具安裝說明書中以最小距離提供。  

( c )  藍光危害輻射輝度限制之背景資訊，參照附錄 C。  

( d )  應考量視網膜熱危害限制。  

 

7.4  視網膜藍光危害評鑑－小型光源 (300 nm 至 700 nm)  

若在評鑑距離處光源小於 11 mrad，則滿足小型光源之條件 (參照 CNS 15592)。  

依 7.2 進行之評鑑亦適用於小型光源，因輻射輝度係以 1.7 mrad FOV 量測。  

小型光源之輻射照度量測不能轉移至燈具。  

燈具在評鑑距離處通常會超過 11 mrad，需進行視網膜藍光危害評鑑 (7 .3)。因此，

本標準不再提出以輻射照度量測對小型光源進行藍光危害評鑑。無論如何，終端

產品以 11 mrad 之輻射輝度量測提供相同的分類。  

8.  視網膜熱危害評鑑 (380 nm 至 1,400 nm)  

8.1  一般  

光源及燈具之視網膜熱輻射輝度 LR，以 W‧m− 2‧ sr − 1 為單位表示，其定義如下：  

 

LR= ∑ Lλ

1,400 nm

380 nm

∙R(λ)∙∆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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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λ  ：為分光輻射輝度，以 W‧m− 2‧ sr − 1‧ nm− 1 為單位表示  

 R(λ)  ：為視網膜熱危害加權函數 (依據 IEC 62471 -5:2015)  

 Δλ  ：為波長增量，以 nm 為單位表示  

更多資訊參照附錄 C。  

8.2  光源之視網膜熱危害評鑑  

視網膜熱危害評鑑僅適用於視網膜熱輻射輝度超過 280,000 W‧m− 2‧sr − 1 之光源。

就目前技術而言，僅有弧光燈 (氙氣或水銀高強度放電燈 )、高電流 LED 光源或基

於雷射之光源有可能超過此限制。  

備考 1.  280,000 W‧m− 2‧ sr − 1 之視網膜熱輻射輝度值 LR 得自具 28,000 /α  W‧m− 2‧

sr − 1 之最大輻射源尺寸 (α  = 100 mrad)之最嚴格輻射輝度。(參照  IEC 62471-

5:2015)。  

僅對藍光危害輻射輝度 LB 大於 100,000 W‧m− 2‧sr − 1 之白光光源才考量其視網膜

熱危害 (參照 3.1 藍光危害之定義 )。  

對於白光光源以外之光源，若其 380  nm 至 1,400 nm 波長範圍間之輻射輝度大於

280,000 W‧m− 2‧ sr − 1，應考量其視網膜熱危害。  

備考 2.  380 nm 至 1,400  nm 波長範圍間之輻射輝度以 W‧m− 2‧ sr − 1 為單位表示，

其定義如下：  

 

Le= ∑ Lλ

1,400 nm

380 nm

∙∆λ 

式中，  Lλ  ：為分光輻射輝度，以 W‧m− 2‧ sr − 1‧ nm− 1 為單位表示  

 Δλ  ：為波長增量，以 nm 為單位表示  

以下評鑑要求適用：  

－  光源的視網膜熱輻射輝度 LR 應依 IEC 62471 系列標準所規定及為 200 mm 之

評鑑距離及 1.7 mrad 的 FOV 所提供之方法進行評估。量測孔徑應小於發光面

積。  

備考 3.  量測距離不一定與評鑑距離相同。  

－  光源應在最大光通量之條件下操作及評估。  

8.3  燈具之視網膜熱危害評鑑  

若光源之 LR 小於 280,000 W‧m− 2‧sr − 1，無需對燈具進行視網膜熱輻射輝度評鑑。  

若在光源層級之視網膜熱輻射輝度 LR 超過 280,000 W‧m− 2‧ sr − 1，需依據 IEC 

62471 在 1 ,000 mm 的距離處對燈具進行評鑑。若視網膜熱輻射輝度量測值低於

相關輻射限制，無需進一步評鑑。若在距 1,000 mm 處超過輻射限制，應量測或

計算視網膜熱輻射輝度 LR 低於輻射限制之最小距離。  

需查閱相關產品標準以決定以何種方式告知產品的使用者或安裝人員以避免在

較短距離觀看產品。  



 

 

CNS 草 -制 1140008:2025 

－ 17－  

若需進行燈具量測，應以 11 mrad 之 FOV 進行。  

8.4  視網膜熱危害評鑑－微弱視覺刺激 (780 nm 至 1,400 nm)  

對於主要發射可見光輻射之光源或燈具，就其 780  nm 至 1,400  nm 波長範圍內微

弱刺激之視網膜熱危害評鑑並不適用。  

因此，不需進行視網膜熱危害測試或評鑑。  

9.  對眼睛之紅外光危害評鑑 (780 nm 至 3,000 nm)  

9.1  一般  

光源及燈具的紅外光對眼睛之危害輻射照度 E I R，以 W‧m− 2 為單位表示，其定義

為 (CNIRP:2013)：  

 

EIR= ∑ 0.3∙Eλ

1,000nm

780 nm

∙∆λ+ ∑ Eλ∙∆λ

3,000 nm

1,000 nm

 

式中，  E λ  ：為光譜輻射照度，以 W‧m− 2‧ nm− 1 為單位表示  

 Δλ  ：為波長增量，以 nm 為單位表示  

更多資訊參照附錄 D。  

9.2  光源及燈具之評鑑  

對於發射可見光輻射之光源，預期 8 h 內累積直接觀看光源之時間不超過 1 ,000  

s。對應的光輻射紅外光對眼睛之危害效能 K I R , v  =  200 W‧ klm− 1，得自輻射位準

E I R  = 100 W‧m− 2 及 E v  =  500 lx  (參照 3.19)。  

應用上光源不具有足夠之輻射照度 E I R 以超過限制。即使是鹵素燈亦僅有 20 W‧

klm− 1，並不會超過 K I R , v  =  200 W‧klm− 1。因此，不需進行紅外光輻射危害測試或

評鑑。  

備考 1.  由於 K I R , v 為照度對紅外光輻射之比值，因此其與燈具所包括之光源數量

無關。  

然而，刻意將紅外光輻射添加到可見光中之燈具應予評估。 CNS 15592 提供輻射

照度之量測程序，應計算其 K I R , v 值且不應超過 200 W‧ klm− 1。  

燈具應於交付並可供使用者使用時進行評鑑－若其非照明功能無法關閉，亦應加

以評鑑。  

紅外光輻射的評鑑應在紅外光輻射照度最高之方向進行。  

10.  對皮膚之熱危害評鑑 (380 nm 至 3,000 nm)  

10.1  一般  

光源及燈具之熱皮膚危害輻射照度 EH，以 W‧m− 2 為單位表示，其定義為：  

 

EH= ∑ Eλ

3,000 nm

380 nm

(λ)∙∆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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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λ  ：為光譜輻射照度，以 W‧m− 2‧ nm− 1 為單位表示  

 Δλ  ：為波長增量，以 nm 為單位表示  

更多資訊參照附錄 D。  

10.2  光源及燈具評鑑  

最大曝露期間規定為 10 s。對應之輻射限制為 ЕH  = 3 ,556 W‧m− 2，該限值如此

之高以至於預計人類會出現熱厭惡反應 ( therma l avers ion response)。因此，無需

進行熱危害測試或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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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參考 )  

光源及燈具輻射限制之資訊  

 

照明係 1 個藉由光使人們見到物件、場景及區域之寬廣不同應用領域。可見光係指波

長範圍約 380 nm 至 780  nm 間之光學輻射。人眼感知之光量係以光通量來估算，而光

通量係以國際照明委員會 (CIE)標準分光視效函數曲線 V(λ)對可見光波長範圍內的輻

射通量加權後之總和來計量。  

人眼及大腦可以對不同位準的可見光學輻射做出反應及調適。對升高曝露位準之反應

包括瞳孔收縮及厭惡反應，包括移動頭部及閉上眼睛。此等反應對強光提供一定程度

的保護。相較之下，人類無法直接感知 200 nm 至 400 nm 範圍內之紫外光輻射，而僅

能在一段時間延遲後才看到效果 (例：曬傷 )。 780 nm 至 3,000 nm 範圍內之強烈紅外

光輻射或 380 nm 至 3 ,000 nm 範圍內可見光及紅外光之高總輻射功率會被人類間接感

知為〝溫暖〞而導致不適，因此不會長時間曝露。  

燈具之設計目的係達到足夠的照度位準以便在照明空間中執行視覺任務。直接觀看到

光束的可能可依其應用之不同時間作特徵化，及依可直接感知或不可感知危害作區分。

燈具的安裝距離與配置及燈具位置 (眩光抑制 )於此扮演重要之角色，可盡可能避免長

時間觀看光源，視應用而定 (例：天花板照明 )，而宜僅就意外而非刻意之掃視 (glanc ing)

評鑑對眼睛之危害。  

除〝可見〞之輻射外，不同的光源技術通常也會發射〝不可見〞分光成分 (UV、 IR)，

光生物影響評鑑宜考量此等成分。  

皮膚不受厭惡反應之保護 (與眼睛不同 )，此表示宜考量更長之紫外光危害評估期。  

不可見之成分與照明應用無關，通常為照明產品所產生之可忽略量，通常可以視需要

在光源位置使用濾光器或反射器將其減少到無風險位準。此種情況與可見光不同。將

某些分光成分 (例：藍光 )減少會導致色溫變化或色彩感知失真，此在大多數應用中是

不可接受的。對此，主要考量係在於輻射源之輝度或輻射輝度位準。  

由於人眼之成像特性，此等限制視被照射區域之大小而考量視網膜局部輻射曝露。此

外，亦將光化學傷害及熱傷害作出區隔。光化學傷害 (例：曬傷、紅斑及藍光危害 )以

劑量值表述。輻射照度位準及曝露時間具決定性作用，宜予以考量 (短曝露時間的高

輻射值可以與長曝露時間之低輻射值有幾乎相同的效果 )。在此等情況下，宜考量時

間加權平均曝露值。  

熱傷害係由短期極高輻射照度所造成，其位置出現局部加熱且組織內之散熱不足以防

止組織傷害。此類傷害預期僅出現於強聚焦輻射源 (例：達到非常高輻射照度之高度

準直光束 )，或不在本標準適用範圍之大型伸展輻射器，如鼓風爐 (b las t  furnaces)。  

在某些國家，光生物輻射之評估係根據 ICNIRP 指引從 180 nm 開始。本標準適用範

圍內之光源不會發射 180 nm 至 200 nm 間之輻射。無論如何， 180  nm 至 200  nm 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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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預期為不顯著。 ICNIRP 提出的整組曝露限制值考量 180  nm 至 400 nm 紫外光範

圍內之危害、300 nm 至 1,400 nm 範圍內之視網膜危害、紅外光及 380 nm 至 3,000 nm

範圍內之總輻射危害。分光加權函數亦考量組織之波長相關敏感性，即在相同輻射照

度下，較高能量的 UV 輻射會比較低能量之 UV-A 輻射對人體組織造成更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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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參考 )  

UV 危害曝露之資訊 (200 nm 至 400 nm)  

 

使用傳統非 LED 光源時，光生物危害之評鑑主要聚焦在風險最大的紫外光成分。視

需要，可以使用特殊濾光片減弱紫外光成分以降低風險 (參照相關系列標準 )。  

ICNIRP 提供皮膚及外眼區域 (outer  eye area)之紫外光危害曝露限制建議。其被定名為

光化學 UV 危害 (200 nm 至 400 nm)，其有效容許輻射曝露 (劑量 )為 30 J‧m− 2，照射

時間為 8 h。一天內更長之照射時間不予考量 (參照 CNS 15592 之 4.3 .1)。分光評估以

靈敏度擴及數個數量級之光化學紫外光危害分光加權函數 SU V(λ)  (參照 CNS 15592 之

表 4.1)進行。  

此外，在 30,000  s (8  h)的時間內，在 315  nm 至 400  nm 波長範圍內之總眼睛輻射照

度限制為 10,000 J‧m− 2。歸因於照明應用的光源及燈具之視覺刺激，眼睛前部之照射

時間不至於會超過 1,000 s(約 16 min)。其結果之輻射限制 10 W‧m− 2  UV-A 以照明系

統一般使用的光源或燈具無法達到。若要達到，眼睛位置之照度需達數萬 lx，為時超

過 16 min。  

備考：HID 光源在 500 lx 下之 UV-A 輻射照度小於 0 .5 W‧m− 2。此為照明應用使用

 之光源中最壞之情況。  

對於大多數光源，光化學 UV 值已成為產品特有安全標準之一部分 (例： IEC 60432 系

列標準－鹵素燈、 IEC 62035－HID 燈、 CNS 15357－ LED 模組 )。小於 2 mW‧ klm− 1

的光輻射紫外光危害效能說明與光源光通量相關之相對及有效的光化學紫外光部分。

若維持在限值內，可確保在平均照度為 500 lx 時，最快要在 8 h 後才達到 30 J‧m− 2

的劑量限值。由於燈具之反射器及外蓋透鏡 (cover  lenses)會進一步降低光化學 UV 值，

因此使用小於 2 mW‧ klm− 1 之光源時無需試驗燈具。  

宜考量照度之時間加權平均值。輻射限制由曝露限制除以預期曝露期間計算得出。因

此對於短暫之曝露期間，可以接受較高之照度。本標準所規定之建議輻射限制係以不

預期會超出曝露限制之情況而選用。  

  



 

 

CNS 草 -制 1140008:2025 

－ 22－  

附錄 C 

(參考 )  

視網膜危害之資訊 (300 nm 至 1,400 nm)  

 

隨著 LED 技術之導入，因其發射的輻射幾乎完全在 380 nm 至 780  nm 間之可見光範

圍內，紫外光及紅外光之危害實際上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其光生物危害主要限於對

視網膜之光化學效應。人類視網膜對 400 nm 至 500 nm 分光範圍內光輻射之光化學

效應最敏感。 ICNIRP 發展出分光加權函數及建議限值以防護光化學視網膜損傷 (即

〝藍光危害〞 )。由於可見光及近紅外光波長範圍內之光學輻射可以進入眼睛並到達

視網膜，因此危害程度取決於發光面之尺寸，而建議之曝露限制則以輻射輝度規定。

此表示在眼睛處具有相同照度條件下大面積光源比小型點光源造成之危害較低，因為

在視網膜上有大面積之影像。此外，具有與太陽相當之高輝度或輻射輝度光源會造成

組織局部過熱。此可能會導致視網膜散熱不足。此稱為視網膜熱危害， ICNIRP 亦對

此提出曝露限制建議。  

一般而言，人眼可預期能妥善的處理可見光輻射，因其對明亮、刺眼的光源反應很快。

由於頭部之解剖結構 (眼窩、鼻樑 )，眼睛得以妥善的避過頭頂燈光。視覺刺激會導致

瞳孔起反應而收縮，而顯著的減輕視網膜之壓力。快速的眼球運動亦會使視網膜影像

變得模糊，而自然的主動厭惡反應會防止長時間曝露在此光源下。  

照明設備通常會設計為無法直接觀看光源 (或燈具內部 ) (出於限制眩光之原因 )。若為

刻意為之 (號誌照明 )或無意間觀看光源 (或燈具內部 )的情況下，本標準之應用依時間

分為 4 等級：  

－  BLH-A：刻意觀看 (長時間 )， t＞ 100 s，  

輻射位準＜ 10,000 W‧m− 2‧ sr − 1。  

－  BLH-B：多次無意間觀看 (中等時間 )， 10 s＜ t≦ 100 s，  

輻射位準＜ 100,000 W‧m− 2‧ sr − 1。  

－  BLH-C：無意間觀看 (短時間 )， 0.25 s＜ t≦ 10  s，  

輻射位準＜ 4,000,000 W‧m− 2‧ sr − 1。  

－  BLH-D：極短時間觀看， t≦ 0.25 s，  

輻射位準≧ 4,000,000 W‧m− 2‧ sr − 1。  

t 為達到 ICNIRP 有效藍光輻射劑量 1‧ 10 6  J‧m− 2‧ sr − 1 的時間，低於該劑量預期不

會產生不良反應。  

對於需直接看到光源之應用 (例：號誌照明 )，使用的時間等級為〝長時間〞。然而，

即使是號誌照明，通常亦會避開眩光，因此亦可以假定不會超過限值。  

從圖 C.1 流程圖中，燈具可視其應用決定其光生物安全性評鑑時間，無論是否需直接

觀看燈具 (光源 )。  

再者，該流程圖列出意外瞥見光源次數相異之應用範例。在平均停留時間約為 8 h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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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照明狀況下累積曝露的可能性 (〝中等時間〞 )高於例如體育場照明之累積曝露

(〝短時間〞 )。  

運用表 2 指定之不同應用狀況 (與刻意或無意間觀看燈具之時間及量測距離相關 )，並

決定不同應用等級 (BLH-A、BLH-B、BLH-C 及 BLH-D)之輻射限制以進行評鑑，以避

免藍光危害。  

曝露時間超過 10 s 時，藍光危害之嚴重性遠大於熱損傷 (參照 3.1 藍光危害 (BLH)之定

義 )。10 s 曝露時間所對應之藍光危害輻射限制為 100,000 W‧m− 2‧ sr − 1  (應用組 BLH-

B 之輻射限制 )。該限制被選擇作為熱危害適用性的閾值。歸因於反射器光學元件之

傳輸或反射損耗及真正的光學元件不會將最大輻射輝度轉換到 αm a x  =  100 mrad 之全

放大視輻射源尺寸 (apparent  source s ize)，不太可能會超過  280 ,000  W‧m− 2‧ sr− 1 之

最嚴格視網膜熱輻射輝度限制。  

在此高藍光危害輻射輝度輻射位準、且刻意或無意間觀看燈具之時間低於 10 s 之情

況下，應對視網膜熱危害進行額外的評鑑 (參照第 9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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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 用於評鑑以燈具應用特定狀況為函數之藍光危害 LB，判斷至劑量限值的最

不利 (最少 )時間 (worse -case t ime to  dose)之流程圖  

  

決定評估藍光危害 L B 之時間  

此 應 用 是 否 需

直視光源？  

自然反應是

否受抑制？  

是否預期重複

觀看光源？  

10  s  

例：辦公室或辦公桌

照明  

中等時間 =BLH-B 

100 s  

具受限厭惡反應之人類

群組，例：住院病患  

長時間 =BLH-A 

100 s  

例：號誌照明  

長時間 =BLH-A 

0.25 s  

例：體育場及舞台

照明  

短時間 =BLH-C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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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參考 )  

IR 危害之資訊 (380 nm 至 3,000 nm)  

 

紅外光危害主要針對眼睛 (角膜－ IR 白內障、視網膜－視覺損傷 )。此類損傷已知會在

眼睛超時曝露於熱輻射時造成，例：來自熔融的材料 (玻璃吹製工人的白內障 )或大型

烤箱之情況。該類損傷目前尚未聽聞來自光源及燈具，因光源之視覺刺激 (輝度 )會防

止超過眼睛之曝露限制。  

在明亮的照明應用中，極高之照度或輻射照度位準可能會出現在短距離處 (例：安裝

及維護期間 )，而可能會達到皮膚總輻射照度之曝露限制。然而，在短距離處，自然的

熱感覺會讓人們移離光源及增加與光源之距離，從而將曝露減低至不會達到曝露限制

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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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參考 )  

LED 辦公室燈具之完整燈具評鑑範例  

 

E.1  UV 評鑑  

Ε.1.1  光化學 UV(第 5 節 )  

依據 5.2，一般照明用 LED 模組之 KS , v 值宜小於 2 mW‧ klm− 1。因此，不需另

對燈具量測。  

Ε.1.2  UV-A(第 6 節 )  

依據 6.2，一般照明用 LED 模組之 KU V- A , v 值不會超過 20 W‧ klm− 1。因此，光

源或燈具無需進行 UV-A 試驗。  

E.2  視網膜危害評鑑  

Ε.2.1  藍光危害 (第 7 節 )  

依據本標準分類為 BLH-A 或 BLH-B 且輻射限制小於 100 ,000 W‧m− 2‧ sr − 1 之

LED 模組，無需對燈具量測。  

依據本標準分類為 BLH-C 或 BLH-D 且輻射限制大於 100 ,000 W‧m− 2‧ sr − 1 之

LED 模組，需以 11 mrad FOV、在 1 ,000 mm 距離處量測燈具。輻射位準量測值

宜小於 100 ,000 W‧m− 2‧ sr − 1。  

Ε.2.2  視網膜熱危害 (第 8 節 )  

依據本標準分類為 BLH-A 或 BLH-B 且輻射限制小於 100 ,000 W‧m− 2‧ sr − 1 之

LED 模組，無需對燈具量測。  

依據本標準分類為 BLH-C 或 BLH-D 且輻射限制大於 100 ,000 W‧m− 2‧ sr − 1 之

LED 模組，需以 11 mrad FOV、在 1 ,000 mm 距離處依第 8 節量測燈具。  

E.3  對眼睛之紅外光輻射危害評鑑 (780 nm 至 3,000 nm)(第 9 節 )  

依據 9.2，一般照明用 LED 模組及燈具之 K I R - e y e , v 值不會超過 200 W‧klm - 1。因此，

不需對光源及燈具量測 IR 眼睛危害。  

E.4  對皮膚之熱危害評鑑 (380 nm 至 3,000 nm)(第 10 節 )  

一般照明用光模組及燈具不會超過 10 .2 規定之曝露限制。因此，無需進行 IR 皮

膚危害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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