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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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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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5.20-2011《光学和光学仪器 环境试验方法 第20部分：含二氧化硫、硫化

氢的湿空气》。与GB/T 12085.20-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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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 9022-20:2015《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20部分：含二氧化硫、硫化氢

的湿空气》。 

本文件与ISO 9022-20: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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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2-20:2015的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

第7章。 

本文件与ISO 9022-20: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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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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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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5.1总则”，原“5.1”、“5.2” 更改为“5.2”、“5.3”； 

——参考文献[2]用现行国家标准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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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5.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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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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5.20-2011发布实施已十余年，这期间GB/T 12085.20依据的ISO 9022第20部分于2015年

发布了第二版。鉴于此，有必要修订完善GB/T 1208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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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5.20的修订，重点考虑修改采用ISO 902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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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部分:含二氧化硫、硫化氢的湿空气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含二氧化硫、硫化氢的湿空气试验的试验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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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性受二氧化硫或硫化氢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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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二氧

化硫、硫化氢的湿空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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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一般要求 

用于试验的二氧化硫和硫化氢应为化学纯气体，取自天然压缩气缸。附录A中描述了适宜的试验装

置。试验过程中，试样不宜直接暴露于阳光下，测试箱或试样本身不能有凝露产生。因此，在放入试验

箱之前，试样应加热到比事先设定的试验箱温度高2K或3K。如果多个试样同时试验，则试样之间或试样

与试验箱壁不能相互接触。试样体积不能超过试验箱体积(暴露区)的50%。在试验开始后，试样应在2h

内达到要求的试验条件。在要求的暴露时间内，试验不可中断。当试验气体改变时，上次所用的试验气

体应全部从测试箱中排尽。在测试箱中不可采用吸收二氧化硫和硫化氢的材料。 

5 条件试验 

5.1 总则 

规定的暴露时间应从测试箱中达到所要求的试验条件开始。 

5.2 条件试验方法 41：含二氧化硫(SO2)的湿空气 

http://dict.cnki.net/dict_result.aspx?searchword=condensation&tjType=sentence&style=&t=%e5%87%9d%e7%bb%93
http://dict.cnki.net/dict_result.aspx?searchword=exposure+zone&tjType=sentence&style=&t=%e6%9a%b4%e9%9c%b2%e5%8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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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试验方法41：含二氧化硫(SO2)的湿空气的严酷等级按表1。 

表1  

严酷等级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试验气体中二氧化硫含量  cm
3
/m

3 
1～2 20～30 10～15 

试验箱温度                 ℃ 25±2 35±2 

相对湿度                   % 70～80 

暴露时间                  天 21 56 4 10 21 1 4 10 

工作状态 1 或 2
a 

a 主要用于电功能安全检验。 

 

5.3 条件试验方法 42：含二氧化氢(H2S)的湿空气 

条件试验方法42：含二氧化氢(H2S)的湿空气的严酷等级按表2。 

 

表 2 

严酷等级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试验气体中硫化氢含量   cm
3
/m

3 
0.5～1 10～15 4～6 

试验箱温度                ℃ 25±2 35±2 

相对湿度                   % 70～80 

暴露时间                  天 21 56 1 4 10 21 1 4 10 

工作状态 1 或 2
a 

a 主要用于电功能安全检验。 

 

6  试验程序 

6.1 总则 

试验应按相关规范和GB/T 12085.1的要求进行。 

6.2 预处理 

如果相关规定中没有说明，则不需要进行如GB/T 12085.1规定的对潜在腐蚀面的润滑。 

7环境试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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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dict.cnki.net/dict_result.aspx?searchword=greasing&tjType=sentence&style=&t=%e6%b6%a6%e6%bb%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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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光学和光子学仪器抗含二氧化硫(SO2)的湿空气的环境试验，条件试验方法 41、严酷等级 02、工作状态 1

的标记为： 

环境试验 GB/T 12085-41-02-1 

8规范 

相关规范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环境试验标记； 

b) 试样数量； 

c) 预处理； 

d) 初始检测的内容和范围； 

e) 工作状态2工作周期的确定； 

f) 工作状态2中间检测的内容和范围； 

g) 恢复； 

h) 最后检测的内容和范围； 

i) 评价判据； 

j) 试验报告的内容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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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含二氧化碳和硫化氢湿空气中的试验装置 

A.1 总则 

许多标准都推荐只用代表性的试样来试验材料和涂层对含有二氧化硫和硫化氢的湿空气的抗腐蚀

能力。同时，规定腐蚀性空气温度40℃，相对湿度100%，气体浓度（如二氧化硫）200 mg/m
3
～300mg/m

3
。

这一极端试验条件不适合于整台光学和光子学仪器或光学组件，也完全不可能在自然环境中遇到。该条

件甚至和光学和光子学仪器或光学组件工作性能完全无关，而只是自然环境中被极度污染的空气。GB/T 

4798.4规定在释放化学物质的工业设施周围，被极度污染的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最大含量不可超过

40mg/m
3
（15cm

3
/m

3
）。 

如果用GB/T 4798.4规定的以上所述值试验，增加试验条件的严酷性以得到必要的促进，则能达到

条件试验方法41中与自然环境条件相近的试验条件严酷等级，与IEC 68-2-42所规定的试验值完全保持

一致。 

按IEC 68-2-42对电子产品试验的实践经验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光学和光子学仪器。 

A.2 试验装置 

图A.1所示试验装置，推荐用于光学和光子学仪器与部件在含二氧化硫和硫化氢湿空气中的试验装

置。 

试验箱中的空气应更换(2次～4次)每小时。可用图A.1所示隔板或60转每分钟的排风扇使试验空气

中二氧化硫和硫化氢浓度值保持稳定。当试验整台仪器时，与图A.1相反，空气最好从暴露区顶部进入，

从底部排出。 

与图A.1相反，也可在气候试验箱中安装一台不带自身空气调节系统的试验装置。通过连接试验装

置的进风口内侧进行混杂试验气体的调节，并通过其将调节过的气体从气候试验箱排出。这一试验装置

的体积不应超过气候试验箱体积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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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真空泵和冷凝器；2-空气流量计；3-空气清洗瓶或吸收剂；4-保温体；5-加热/冷却装置；6-隔板； 

7-减压阀；8-气源；9-配料泵；10-空气调节区；11-腐蚀性气体喷嘴；12-清洁空气过滤器；13-暴露区。 

 

图 A.1试验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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