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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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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为GB/T 12085《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的第14部分。GB/T 12085分为以下十五个部

分： 

——第1部分: 术语、试验范围； 

——第2部分: 低温、高温与湿热； 

——第3部分: 机械作用力； 

——第4部分: 盐雾； 

——第6部分: 砂尘； 

——第7部分: 滴水、淋雨； 

——第8部分: 高内压、低内压、浸没； 

——第9部分: 太阳辐射与风化； 

——第11部分: 长霉； 

——第12部分: 污染； 

——第14部分: 露、霜、冰； 

——第17部分: 污染、太阳辐射综合试验； 

——第20部分: 含二氧化硫、硫化氢的湿空气； 

——第22部分: 低温、高温或温度变化与碰撞或随机振动综合试验； 

——第23部分: 低压与低温、大气温度、高温或湿热综合试验。 

本文件代替了GB/T 12085.14-2010《光学和光学仪器  环境试验方法 第14部分：露、霜、冰》。

与GB/T 12085.14-2010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标准名称，将“光学和光学仪器”更改为“光学和光子学”； 

——本文件中“光学仪器”更改为“光学和光子学仪器”； 

——增加了引言； 

——更改了第1章范围内容； 

——增加了第3章术语和定义，并对本文件条款号作了相应调整； 

——将第7章中“环境试验标记应符合GB/T 12085.1的有关规定。”更改为“环境试验标记应符合

GB/T 12085.1的有关规定，并应参考GB/T 12085的条件试验方法、严酷等级和工作状态。”； 

——附录A增加了“A4.1总则”，原“A4.1”、“A4.2”更改为“A4.2”、“A4.3”。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 9022-14:2015《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14部分：露、霜、冰》。 

本文件与ISO 9022-14:2015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增加了第3章术语和定义； 

——第4章、第5章、第6章、第7章、第8章对应ISO 9022-14:2015的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

第7章。 

本文件与ISO 9022-14:2015的主要技术差异及原因如下： 

——本文件中“光学仪器”更改为“光学和光子学仪器”； 

——根据ISO 9022-14第1章及我国标准用语习惯对标准范围作了重新编写； 

——第2章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用现行国家标准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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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国际标准的序言和前言； 

——增加了引言； 

——“本标准”改为“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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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光学和光子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12085.14-1989、GB/T 12085.1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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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光学和光子学仪器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及国际科技各个领域，由于其使用及运输环境条件非常复杂，

有来自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气候的以及电气的等各种环境条件的影响，都会使光学和光子学仪器

的性能发生变化而不能正常发挥功能。 

鉴于上述原因，为了保证光学和光子学仪器产品的质量，需要模拟各种复杂的环境条件变化，对光

学和光子学仪器产品进行试验，考核其经受严酷环境条件的能力，因而GB/T12085包含了环境试验条件，

条件试验、试验程序、环境试验标记等条款。同时由于环境条件内容较多且分属不同的类型，为了便于

标准的贯彻，故本文件根据环境条件的类型分列为十五个部分标准。 

随着光学和光子学仪器在各个领域的持续发展和进步，需要根据光学和光子学仪器光学性能的特殊

性，应及时对GB/T 12085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目前我国根据ISO 9022《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国际标准的变化情况，采用修订、替代部

分标准等方法，对GB/T 12085.1—GB/T 12085.21国家标准进行修订，与国际标准相对应。修订后的GB/T 

12085《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国家标准，拟由十五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 术语、试验范围。目的在于统一环境试验方法的术语和定义、试验程序及环境试验

标记。 

——第2部分: 低温、高温与湿热。目的在于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化学及电气（包括静电）等

特性受到温度和湿度影响的变化程度。 

——第3部分: 机械作用力。目的在于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力学、化学及电气（包括静电）等

特性在受到机械作用力影响的变化程度。 

——第4部分: 盐雾。目的在于对仪器表面和保护涂 (镀) 层抵抗盐雾的能力进行评估。 

——第6部分: 砂尘。目的在于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机械、化学和电气(包括静电)等特性受到

砂尘影响的变化程度。 

——第7部分: 滴水、淋雨。目的在于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机械、化学和电气(包括静电)等特

性受到滴水、淋雨影响的变化程度。 

——第8部分: 高内压、低内压、浸没。目的在于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化学及电气（包括静电）

等特性受到环境气体高压、低压或浸没影响的变化程度。 

——第9部分: 太阳辐射与风化。目的在于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机械、化学和电气(包括静电)

等特性受到太阳辐射或风能（太阳照射、湿热）影响的变化程度。 

——第11部分: 长霉。目的在于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机械、化学和电气(包括静电)等特性受到

长霉的影响程度，以及评估霉菌代谢产物（比如酶或酸性物质）导致对零件的腐蚀程度或引起线路板的

短路等严重程度。 

——第12部分: 污染。目的在于研究仪器，尤其是仪器的表面、涂层或合成材料短时间内暴露在试

剂中的抵抗能力。 

——第14部分: 露、霜、冰。目的在于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机械、化学和电气（包括静电）等

特性受露、霜、冰的影响的程度。 

——第17部分: 污染、太阳辐射综合试验。目的在于研究仪器，尤其是仪器的表面、涂层或合成材

料短时间内受试剂腐蚀及太阳辐射的抵御能力。 

——第20部分: 含二氧化硫、硫化氢的湿空气。目的是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机械、化学和电气

（包括静电）等特性受二氧化硫或硫化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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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低温、高温或温度变化与碰撞或随机振动综合试验。目的为研究试样的光学、热学、

力学、化学和电气（包括静电）等特性受到综合低温,高温或温度变化与碰撞或随机振动的影响的变化

程度。 

——第23部分: 低压与低温、大气温度、高温或湿热综合试验。目的为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机

械、化学和电气（包括静电）等性能特性受到综合低压和低温,常温或高温的影响程度。 

GB/T 12085.14-2010发布实施已十余年，这期间GB/T 12085.14依据的ISO 9022第14部分于2015年

发布了第二版。鉴于此，有必要修订完善GB/T 12085.14，以不断适应国内外相关标准的新变化，确保

光学和光子学环境试验方法基础标准在光学和光子学领域标准化体系中的整体协调性。 

本次对GB/T 12085.14的修订，重点考虑修改采用ISO 9022.14国际标准。通过此次修订，为科研院

所、生产制造企业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指导文件，提高光学和光子学领域的产品质量和在国内外市场上

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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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14 部分：露、霜、冰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露、霜、冰试验的试验条件、条件试验、试验程序、环境试验标记及规范，用于研究

试样的光学、气候、机械、化学和电气（包括静电）等特性受露、霜、冰的影响的程度。 

本文件适用于光学和光子学仪器、包括来自其他领域的组件（如机械、化学和电子设备）的露、霜、

冰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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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2085.1 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1部分：术语、试验范围(GB/T 12085.1―××××, ISO 

9022-1:2016, MOD) 

GB/T 12085.4 光学和和光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4部分：盐雾 (GB/T 12085.4―××××, ISO 

9022-4:2014, MOD)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试验条件： 

露、霜或冰的暴露试验是通过迅速改变试验箱 (室) 中的环境条件或将试样从冷藏箱中转移到已经

调节好温度的房间中来实现的。正常使用情况下不会暴露在霜或冰冻条件中的仪器，试验前必须将仪器

保护好后再暴露。 

5 条件试验 

表1列出了条件试验方法75（露）、条件试验方法76（霜及其融化过程）和条件试验方法77（冰覆

盖及其解冻过程）的严酷等级。其中条件试验方法77（冰覆盖及其解冻过程）包括二种类型的冰： 

霜冰：适用于严酷等级01；       

坚冰：适用于严酷等级02至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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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条件试验方法 75 76 77 

步

骤

1 

严酷等级 01 01 02 03 01 02 03
a 

04
a 

试验箱（室）温度，  ℃ 10±2 －10±2 －25±3 －15±3 －25±3 

暴露时间 至试样温度达到试验箱（室）温度的±3℃以内为止
b 

步

骤

2 

试验箱（室）温度，
  
℃  

 

 

__ 

－5±2 －15±3 －25±3 

凝结在受试面
c
的霜、霜

冰或坚冰厚度      mm 
0.5～2 2～4 5～7 20～30 ≥75 

暴露时间 至试样温度达到试验箱（室）温度的±3℃以内为止
b
 

步

骤

3 

试验箱（室）温度   ℃ 30±2 

相对湿度           % 80～95 

暴露时间 至试样温度达到试验箱（室）温度的±3℃以内为止
b
 

工作状态 1 或 2 

a 只适用于安装在外部的船舰用的仪器。 

b 关于散热试样，如果在温度稳定的试验箱内，试样在一小时内的温度变化不超过 3℃，则认为试样均热温度符合

要求。 

c 受试面由有关标准规定。 

 

6 试验程序 

6.1 总则 

试验应符合相关规范和GB/T 12085.1的要求。 

6.2 预处理 

除相关规范另有规定外，用中性清洁剂将试样的表面清擦干净，清洁处理后的试样应恢复到使用状

态（如涂防护脂等）。 

6.3 试验顺序 

6.3.1 条件试验方法 75，严酷等级 01；条件试验方法 76，严酷等级 01和 02 

试样在步骤1的温度稳定以后，立即暴露到步骤3的条件环境中。就是将试样转移到已经调节好环境

条件的房间里或迅速改变试验箱（室）的条件。 

6.3.2 条件试验方法 76，严酷等级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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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在步骤1的温度稳定以后，立即转入到步骤2并将试验箱（室）的的温度加热到－5℃，用喷孔

细小的喷枪排列在距试样0.5m的地方对着试样喷水蒸气或水雾使其结霜。 

如果工作状态2要求步骤2结实后进行中间检测，在步骤2结束后立即转入到步骤3并在解冻过程中完

成中间检测。 

6.3.3 条件试验方法 77 

6.3.3.1 严酷等级 01 

试样在步骤1的温度稳定以后，立即转入到步骤2并将试验箱（室）的的温度加热到－5℃，用粗喷

孔细小的喷枪排列在距试样0.2m~0.3m的地方对着试样喷淋已预冷到5℃的雾化水，使其产生不透明的霜

冰。中间检测按6.3.2进行。 

6.3.3.2 严酷等级 02~04 

试样在步骤1的温度稳定以后，立即转入到步骤2并给试样喷洒或浇淋冰水，使试样上凝结坚冰（必

要时可以有若干层冰重叠）。 

在严酷等级03和04时，有关标准应说明是否采用GB/T 12085.4规定的氯化钠水溶液来产生坚冰。 

中间检测按6.3.2进行。 

6.4 恢复 

除有关标准另作规定外，试验结束，试样从试验箱（室）中取出来后，可以粗略地干燥一下，但不

能用压缩空气作干燥处理，再恢复到室温。 

6.5 最后检测 

试样内部的光学零件表面上凝结的可见到的水气，在有关标准中规定的时间内消失是允许的。目视

检查看不到的地方的检查方式由有关标准作出规定。 

7 环境试验标记 

环境试验标记应符合 GB/T 12085.1 的规定，并应参考 GB/T 12085 条件试验方法，严酷等级和工作

状态。 

示例：：光学和光子学仪器抗霜环境试验，条件试验方法 76、严酷等级 03，工作状态 1 的标记为： 

环境试验 GB/T 12085-76-03-01 

8 规范 

相关规范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环境试验标记； 

b) 试样的数量； 

c) 温度传感器的安装数量、位置和方法； 

d) 试样在试样箱（室）里的状态和位置（如在旋转台上）； 

e) 试样上受试面的位置和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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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6.3.2 和6.3.3所述之外的霜或冰形成方式； 

g) 6.2所述以外的预处理； 

h) 初始检测的内容和范围； 

i) 工作状态2工作周期的确定； 

j) 工作状态2中间检测的内容和范围； 

k) 6.4所述以外的恢复； 

l) 6.5以外的最后检测的内容和范围； 

m) 评价判据；允许的渗水量、水膜的消失时间； 

n) 试验报告的内容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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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露、冰、霜的形成 

A.1 总则 

露、霜或冰使通过光学和光子学仪器或仪器窗口的能见度降低或受到影响，而冰的形成使相互移动

的零件凝固。要消除冰比消除露、霜困难。因此，试验的目的是评估其和缓消除从仪器中形成的冰、露、

霜的方法。 

A.2 露 

露的形成是由于仪器表面温度高于0℃但低于水的凝结点温度，空气中的水蒸气在仪器表面凝结成

水滴而形成露。仪器从温度较底的室外环境搬入温度较高的室内环境时也容易在其表面产生露。 

A.3 霜 

霜是一个轻的、极薄的较容易去除的结晶冰沉淀物，其通常以鳞状、羽毛状、扇形、针状出现。当

仪器表面温度在0℃以下，空气中的水蒸气在仪器表面凝固而形成霜。厚霜的形成可以通过向仪器喷淋

水蒸气或水雾得到。 

A.4 冰的形成 

A.4.1 总则 

在仪器上形成坚固冰的方法有两种，非透明的霜冰和近乎透明的坚冰。其透明程度取决于形成冰的

厚度，充满空气的霜冰体积大约是坚冰体积的1/4，而后者更接近于纯冰的密度。 

A.4.2 霜冰的构成 

霜冰是一个结块颗粒的沉淀物，其颜色范围按形成的密度从混灰到白色，霜冰比霜密度大得多。因

此更不易消除。 

霜冰将出现在凡是低于0℃时有雾或滴水落在仪器表面的情况，这种沉淀物能积累到相当厚度并能

形成大的逆风羽毛。 

A.4.3 坚冰的形成 

当温度低于0℃时大气或过冷雨水落在仪器表面时形成坚冰。仪器表面温度略高于0℃时，过冷雨水

也可能导致在仪器表面形成坚冰。 

当温度在冰点以下时，置于船舰上的仪器被雨水、海雾、海水覆盖，将出现厚坚冰。在严酷条件03

和04时，使用盐水形成坚冰，在采取除冰措施时，因为盐水冰点更低，能减缓其融化过程。 

但使用海水造成的对仪器本身的腐蚀情况，不属于本文件规定的试验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