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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硼酸盐非线性光学单晶元件通用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1. 工作简况（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等） 

1.1 任务来源 

根据 2023 年 12 月 28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3 年第四

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3】63 号，

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全国光辐射安全和激光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284）归口，修订推荐性国家标准 GB/T 22452-2008《硼酸盐非线性光

学单晶元件通用规范》，牵头单位是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计划编号

为 20232017-T-604，项目起止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5 年 04 月 28 日，

项目周期为 16 个月。 

1.2 主要参加单位及工作 

2024 年 1 月 8 日 TC284 向牵头单位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发出了

SAC/TC284（委）4052 号“关于下达 2024 年 SAC/TC284 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

知”，2024 年 1 月 12 日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给 TC284 提交了

“SAC/TC284 标准编制组和标准编制时间计划”，制定了详细的标准时间计划，

明确了进度要求，落实了相关参与人员的工作职责和任务。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为主起草单位，参加编制组的单位有中国科

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闽都创新实验室、国家

光电子晶体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雷生强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都东骏

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所、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兵器工业第二〇九研究所、中国计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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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单位工作分工见表 1。 

表 1 起草单位工作分工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工作分工计划 

1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

所 晶体及其器件的设计与研发 

2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晶体及其器件的设计与生产 

3 闽都创新实验室 晶体及其器件的设计与研发 

4 国家光电子晶体材料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晶体及其器件的设计与研发 

5 北京雷生强式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晶体及其器件的设计与生产 

6 成都东骏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晶体及其器件的设计与生产 

7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

研究所 晶体及其器件的应用 

8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晶体及其器件的应用 

9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〇九研究所 晶体及其器件的应用 

10 中国计量大学 各类检测仪器设备支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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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起草人工作分工见表 2。 

表 2 主要起草人工作分工表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职称 

组内 
职务 工作分工计划 

1 吴少凡 
中国科学院

福建物质结

构研究所 

所务委员/ 
研究员 组长 总负责标准修订

各项工作 

2 张星 
福建福晶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总经理助理/
高级工程师 

主要起

草人 

负责对标准的实

施情况进行监督

和评估 

3 王帅华 闽都创新 
实验室 

正高级 
工程师 

主要起

草人 

负责对标准的版

本进行审核和验

证 

4 郑熠 

国家光电子

晶体材料工

程技术研究

中心 

高级工程师 主要起

草人 

负责撰写标准的

送审稿和各类文

档 

5 徐学珍 
北京雷生强

式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正高级 
工程师 起草人 

负责对标准送审

稿进行审查和评

估，提出修改意

见和建议 

6 周世斌 
成都东骏激

光股份有限

公司 

总工程师/ 
正高级工程

师 
起草人 

负责对标准送审

稿进行审查和评

估，提出修改意

见和建议 

7 孙玲 

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

第十一研究

所 

高级工程师 起草人 

负责对标准送审

稿进行审查和评

估，提出修改意

见和建议 

8 郭丽 

大族激光科

技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高级工程师 起草人 

负责对标准送审

稿进行审查和评

估，提出修改意

见和建议 

9 贾凯 
中国兵器工

业第二〇九

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起草人 

负责对标准送审

稿进行审查和评

估，提出修改意

见和建议 

10 秦来顺 中国计量大

学 教授 起草人 

负责对标准送审

稿进行审查和评

估，提出修改意

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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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草案工作 

全固态激光在激光显示、先进制造、光通讯等领域发挥基础性、关键性作用，

非线性晶体是激光器的核心部件，非线性光学晶体产业规模不大，但牵动性强，

是激光器及其下游应用产业发展的支点和基础，从晶体材料到下游产业，市场规

模呈几何级数增加，具有巨大的市场推动力，此前制订的通用条件和测试方法等

相关标准是 2008 年 10 月发布、2009 年 4 月实施。近十五年来，随着应用领域

的迅速扩张，以及激光技术的快速发展，对非线性光学晶体的制备生产，测试规

范等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为规范硼酸盐非线性光学单晶元件通用规范，为硼酸盐非线性光学单晶元件

的生产、销售、运输和测试提供技术依据，急需修订 GB/T 22452-2008《硼酸盐

非线性光学单晶元件通用规范》。 

    本次标准的修订，将以产业应用对硼酸盐非线性光学单晶元件的核心参数及

其表征方法为关键切入点，开展标准的修订工作，从而进一步提高产品光学性能

测量的通用性、产品的一致性及可靠性，同时作为产品使用单位和供货单位商务

谈判的依据、产品交付的质量验收依据，并通过标准的推广使用，全面提升硼酸

盐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生产、光学及性能测试的整个行业技术水平。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首先对原标准文件进行了修改，形成草案初

稿。2024 年 2 月 5 日标准修订起草组召开内部工作会议，共同对修改的草案初

稿进行讨论，并调研国内硼酸盐非线性光学单晶元件生产和使用单位，确认所需

修改和完善的硼酸盐非线性光学单晶元件主要技术规范和指标特性要求等各项

内容。主要修改内容包括：补充了硼酸盐非线性晶体物理性能中紫外截止波长、

I类相位匹配波长、有效非线性光学系数、弱吸收、双折射率等指标的技术要求

以及硼酸盐非线性晶体物理性能加工质量中膜层牢固度、膜层的抗高湿性能、膜

层的抗温度冲击、粗糙度、崩边、崩口及崩裂、倒角等指标的技术要求。 

1.3.2 征求意见稿 

修订工作组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对草案多次修改完善。2024年 2月 18日，

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与 GB/T 22452—2008相比主要技术内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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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如下：补充了硼酸盐非线性晶体物理性能中紫外截止波长、I类相位匹配波长、

有效非线性光学系数、弱吸收率、双折射率等指标的技术要求以及硼酸盐非线性

晶体物理性能加工质量中膜层牢固度、膜层的抗高湿性能、膜层的抗温度冲击、

粗糙度、崩边、崩口及崩裂、倒角等指标的技术要求。 

2024年 3月 11日标准编制组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提交 TC284秘书

处。 

2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标准时包括修订前后

技术内容的对比）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在 GB/T 22452-2008 《硼酸盐非线性光学单晶元件通用规范》

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补充后编制的。试验方法依据 GB/T 11297.1-2002 《激光棒

波前畸变的测量方法》，GB/T16601-1996《光学表面激光损伤阈值测试方法》，

GB/T22453-2008《硼酸盐非线性光学单晶元件质量测试方法》，JB/T 9495.3-1999

《光学晶体透过率测量方法》。编制过程中注意保持了与相关其他国家标准内容

要求的一致性。 

2.2 标准主要内容及其确定论据 

本标准规定了硼酸盐非线性光学单晶元件β相偏硼酸钡（β-BaB2O4，简称

BBO）和三硼酸锂（LiB3O5，简称 LBO）的术语、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测规则及包装、标志、运输、贮存等。适用于硼酸盐非线性光学单晶元件 BBO

和 LBO，其它种类的硼酸盐非线性光学单晶元件也可参照使用。主要技术内容包

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主要修改内容包括：补充了硼酸盐非线性晶

体物理性能中紫外截止波长、I类相位匹配波长、有效非线性光学系数、弱吸收、

双折射率等指标的技术要求以及硼酸盐非线性晶体物理性能加工质量中膜层牢

固度、膜层的抗高湿性能、膜层的抗温度冲击、粗糙度、崩边、崩口及崩裂、倒

角等指标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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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3.1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综述报告 

本标准中所列举的硼酸盐非线性光学单晶元件评价与测试方法技术成熟，其

中主要技术参数均为常规成熟的测试内容。标准的编制过程是对实际评价方法与

测试技术的总结与规范，标准中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步骤与实际应用一致，编制过

程中未发现需要通过试验验证的新内容。 

3.2 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全固态激光在激光显示、先进制造、光通讯等领域发挥基础性、关键性作用，

非线性晶体是激光器的核心部件，非线性光学晶体产业规模不大，但牵动性强，

是激光器及其下游应用产业发展的支点和基础，从晶体材料到下游产业，市场规

模呈几何级数增加，具有巨大的市场推动力，此前制订的通用条件和测试方法等

相关标准是 2008 年 10 月发布、2009 年 4 月实施。近十五年来，随着应用领域

的迅速扩张，以及激光技术的快速发展，对非线性光学晶体的制备生产，测试规

范等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本次标准的修订，将以产业应用对非线性光学晶

体的核心参数及其表征方法为关键切入点，开展标准的修订工作，从而进一步提

高产品光学性能测量的通用性、产品的一致性及可靠性，同时作为产品使用单位

和供货单位商务谈判的依据、产品交付的质量验收依据，并通过标准的推广使用，

全面提升硼酸盐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生产、光学及性能测试的整个行业技术水平。 

4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

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全固态激光在激光显示、先进制造、光通讯等领域发挥基础性、关键性作用，

据统计，其中仅激光制造高端装备的国际市场规模每年超过 550亿美元，因此全

固体激光成为各发达国家战略必争的高技术产业。用于激光频率变化的非线性光

学晶体（以硼酸盐晶体为代表）则是全固态激光技术的核心材料。 

目前，我国在硼酸盐非线性光学晶体的研究、生产和销售方面处于国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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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占有率超过 80%。该标准的修订及其实施过程，是实践中国标准的国际化应

用、标准带动中国企业和产品占据国际市场的典型案例。通过标准的修订，实现

我国自主技术和产品标准化，将极大提升了我国企业的国际市场核心竞争力。 

5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

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国际上没有相关标准，本标准是我国自主制定的推荐性国家标准。 

6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要求与现行标准和法规不存在冲突和矛盾。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8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 

9 实施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

建议等措施建议 

本标准代替了 GB/T 22452-2008，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建议发布日期和实

施日期一致，自发布实施之日起废止 GB/T 22452-2008，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和全国光辐射安全和激光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10 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  

    无 

《硼酸盐非线性光学单晶元件通用规范》标准编制组 

2024 年 3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