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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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 20473:2007《光学与光子学 光谱波段》。 

本文件与ISO 20473:2007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第 1章内容进行了重新编辑； 

——第 4章增加导语和列项（见本文件第 4章，ISO 20473:2007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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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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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和光子学 光谱波段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光学和光子学领域中光辐射的光谱波段划分。 

本文件不适用于照明和电信应用，也不适用于职业场所的光辐射危害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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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光谱波段的规定 

光谱波段的划分如下： 

a) 光辐射中光谱波段的划分见表1； 

b) 光谱波段是由给定的波长界限来划分的，波长界限包含在两个相邻的波段中。频率、波数和光

子能量与波长的严格对应关系仅适用于真空环境，如果应用于非真空环境，应考虑传播介质的折射率； 

c) 如表1所示，“光”一词的使用，仅限于表示“可见光辐射”，即波长范围为380nm至780nm之间的光

辐射，不适用于可见光范围之外的光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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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光学和光子学中的光谱波段 

辐射名称 简 称 
波 长 

λ/nm 

光谱波段 a 频率 

ν/THz 

波 数 

σ/cm-1 

光子能量

Qe/eV 

紫

外

线

辐

射 

极紫外线 

UV 

— EUV 1~100 3×105~ 3000 107 ~105 1240~12.4 

真空紫外线 
UV-C 

VUV 100 ~190 3000 ~1580 105 ~53000 12.4~6.5 

深紫外线 DUV 190 ~280 1580 ~1070 53000~36000 6.5~4.4 

中紫外线 UV-B 280 ~315 1070 ~950 36000~32000 4.4 ~3.9 

近紫外线 UV-Ab 315 ~380 950 to ~790 32000~26000 3.9~3.3 

可见辐射、光 VIS 380 ~780 790 ~385 26000~13000 3.3~1.6 

红

外

辐

射 

近红外 

IR 

IR-A 
NIR 

780 ~1400 385 ~215 13000~7000 1.6~0.9 

IR-B 1400 ~3000 215 ~100 7000~3300 0.9~0.4 

中红外 
IR-C 

MIR 3000~50000 100 ~ 6 3300~200 0.4~0.025 

远红外 FIR 50000 ~106 6~0.3 200~10 0.025~0.001 

a 用于光谱波段划分的波长值是有效的。为方便使用，频率、波数和光子能量的值给出的是近似值。 

b对于排除在本文件范围之外的其他应用领域，可能有不同的定义。例如，IEC 60050-845:1987 与 CIE 第 17.4 号出

版物相同，出于其目的，将 UV-A 波段的上限定义为 400 nm（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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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选择 380nm作为 UV-A上限的原因 

A.1 定性解释 

在1930年代，CIE（国际照明委员会）将UV-A 的限值设定为315nm至400nm。CIE限制基于辐射的生

物光化效应，并且与可见辐射的限制重叠，国际照明词汇（CIE出版物第17.4号，与出版物IEC 

60050-845:1987相同）术语845-01-03指出：“下限通常在360nm和400nm之间”，变化取决于“到达视网膜

的辐射功率量和观察者的响应度”。 

通常优先选用CIE定义，但出于应用目的，可能更适合选用不同的定义。 

因此，就本文件在光学和光子学领域的应用而言，认为应该在UV-A和可见光区之间设置一个固定的

范围，并且选择的380nm 值位于可见辐射下限CIE范围的中间。 

此外，380nm的这一极限与眼科光学和普通太阳镜中使用的UV-A的上限一致，多年来，UV-A的波段

定为315nm至380nm。 

A.2 眼科光学和普通太阳镜 

大多数树脂眼镜片，即使未着色，在315nm至380nm波段仍具有良好的吸收性，或者通过处理成为具

有良好的吸收性而不会变色。有一些树脂材料无法通过处理来吸收380nm至400nm的波段，而其他树脂材

料虽然可以进行吸收处理，但会显示淡黄色变色。这可以通过添加非常少量的蓝色染料来掩盖，但会降

低镜片的透光率。 

已经提出了这样的担忧：，佩戴一副在380nm处吸收能力良好，而在380nm和400nm之间吸收能力差

的眼镜或太阳镜，可能会损害眼睛健康。 

对于未受保护的眼睛，影响紫外线辐射效果的两个因素：第一，太阳辐射强度从UV-B区域迅速上升

到红外线区；其次，生物光化效应或辐射造成损害的能力迅速下降。太阳光谱辐照度和相对光谱有效性

函数的乘积是计算太阳辐射对眼睛的影响的加权函数（参见ISO 13666）。 

在计算太阳紫外线辐射对受保护或矫正眼睛的影响时，太阳镜或眼镜镜片的透射率乘以ISO 

13666:1998附录A中给出的加权函数。由于朝向UV-A光谱的较长波长端的加权函数值较低，因此将380nm 

至400nm的增量波段划分为UV，而不是可见光谱，对正常佩戴者的眼睛保护几乎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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