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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概述

1.1、产品特性

1、独特的结构设计使保护区域无盲区；

2、接收端双路 OSSD输出间相互交叉监测；

3、具备自诊断功能，可自动检测出电路模块失效；

4、具有联锁复位、外部测试和 EDM等输出监测功能；

5、采用光通讯方式，简化电气连接，使操作更简便。

1.2、产品组成

该产品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发射器和接收器；

 两条带快速接插件的线缆；

 安装支架；

二、 产品性能参数

分项内容 性能参数

光轴数 10mm—32~192， 20mm—16~96

40mm—08~48， 80mm—08~24

分辨率 15mm /26mm/46mm/86mm（根据产品型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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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检测距离

10mm

20mm/40mm/80mm

0.5~6m

0.5~8m

有效孔径角 ±2.5º @3m

外形尺寸 参见机械图

外壳材料 铝合金黄色外壳；白色亚克力视窗

防护等级 IP65（IEC ）

工作电压、电流 24v DC ± 20%、 ≤ 300mA

功耗 ≤ 5W

同步方式 光同步

通电延迟 2s

发射器

分项内容 性能参数

发射光源 850nm红外光

指示灯 电源指示灯（绿色）

故障指示灯（黄色）；

发射器报警输出

（非安全）

晶体管 PNP/NPN（客户指定）。输出电

流小于 150mA（30v DC）

TEST（测试）输入 TEST 输入有效：发射器 TEST 输入端

接高电平，发射管禁止发射来模拟遮光

状态，并且绿色电源指示灯闪烁；

TEST 输入无效：发射器 TEST 输入端

悬空或接低电平，光幕正常工作；

高电平：10 ~ 30v DC，电流小于 1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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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低电平：0 ~ 2v DC；

注：TEST 输入有效时，发射器报警输

出 ON。

接收器

分项内容 性能参数

响应时间 3ms~52ms（由光轴数量决定）

恢复时间 选择自动复位，光幕从遮光变为通光，

OSSD 输出从截止变为导通的时间：

50ms ~ 100ms（与光轴数有关）

指示灯 电源指示（绿色）、故障指示（黄色）、

遮光指示（红色）、对准指示（蓝色 3只）。

OSSD 输出 双路 NPN/PNP常闭；

带短路保护，交叉电路监测；

输出电流小于 200mA（30v DC）；

开关导通电压降：≤1.5v；

开关截止电压：≤ 1.2V；

负载电容：30nF；

负载电感：2.2H；

供电电缆电阻：≤ 10Ω；

OSSD测试脉冲宽度：200 ~ 300us；

OSSD测试脉冲周期：50 ~ 100ms；

EDM 选择输入 该输入端悬空或接低电平，EDM输入无

效。接高电平，EDM输入有效；

高电平：10 ~ 30v DC，电流小于 1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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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低电平：0 ~ 2v DC；

EDM（外部设备监

控）输入

通过 EDM 输入端，可以对来自外部设

备接触器的 24v直流信号进行监测。

高电平：10 ~ 30v DC，电流小于 10mA；

输入低电平：0 ~ 2v DC；

RESET（复位）输

入

手动复位：RESET输入端通过手动开关

接高电平。

自动复位：RESET输入端接高电平。

高电平：10 ~ 30v DC，电流小于 10mA；

输入低电平：0 ~ 2v DC；

运行数据

分项内容 性能参数

连接插件 M12，6针（发射器），8针（接收器）

适用温度 -25~50℃

存储温度 -40~75℃

环境湿度 15~95%

绝缘电阻 ＞100MΩ

抗光干扰 10000Lux

三、 指示灯说明

LED指示灯用于指示产品的工作状态和故障状态，发射器配置

有两个指示灯，接收器配置有六个指示灯。LED指示灯置于发射器

和接收器的上端，其布置图见图 3.1，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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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发射器指示灯（左侧为 10mm，右侧为 20/40mm）

图 3.2 接收器指示灯

表 3.1 发射器指示灯说明

序号 发射器指示灯显示状态 显示说明

1 绿灯亮，黄灯（故障指示灯）灭。 发射器正常

2 绿灯闪烁（间隔时间约 880ms），黄灯灭。 测试状态（TEST

输入端接 24V）

3 绿灯亮，黄灯亮。 发射器发射管异常

电源指示灯（绿色）

故障指示灯（黄色）

电源指示灯（绿色）

故障指示灯（黄色）

遮光指示灯（红色）

强弱指示灯 3（蓝色）

强弱指示灯 2（蓝色）

强弱指示灯 1（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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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绿、黄灯交替闪烁（间隔时间约 880ms）。 发射器电路异常

5 绿、黄灯同时闪烁（间隔时间约 880ms）。

6 绿灯亮，黄灯闪烁（间隔时间约 880ms）。

表 3.2 接收器指示灯说明

序号 接收器指示灯显示状态 显示说明

1 红灯（遮光指示灯）灭，绿灯（电源指示灯）亮，

黄灯（故障指示灯）灭。

光幕对准，已复位

（OSSD导通）

2 红灯灭，绿灯闪烁（间隔时间约 880ms），黄灯灭。 光幕对准，未复位

（OSSD截止）

3 红灯亮，绿灯亮，黄灯灭。 光幕未对准

4 红灯、绿灯、黄灯同时闪烁（间隔时间约 880ms）。 OSSD异常

5 红灯亮，绿灯、黄灯交替闪烁（间隔时间约 880ms）。 接收器电路异常

6 红灯亮，绿灯、黄灯同时闪烁（间隔时间约 880ms）。

7 红灯、绿灯亮，黄灯闪烁（间隔时间约 880ms）。

8 蓝灯（强弱指示灯）1亮、蓝灯 2亮、蓝灯 3亮 接收光束强

9 蓝灯（强弱指示灯）1亮、蓝灯 2亮、蓝灯 3灭 接收光束较强

10 蓝灯（强弱指示灯）1亮、蓝灯 2灭、蓝灯 3灭 接收光束较弱

11 蓝灯（强弱指示灯）1灭、蓝灯 2灭、蓝灯 3灭 接收光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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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形尺寸和接线图

4.1、LSA 系列光幕外形尺寸如图 4.1 ~ 4.4（单位：mm）。

图 4.1 LSA10 系列光幕外形图

图 4.2 LSA20 系列光幕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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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LSA40 系列光幕外形图

图 4.4 LSA80 系列光幕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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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产品接线图如图 4.5 ~ 4.10，接插件线序如图 4.11；

图 4.5 LSA 系列 PNP 接线图

（发射端测试输入无效，接收端自动复位、EDM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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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LSA 系列 PNP 接线图

（发射端测试输入无效，接收端手动复位、EDM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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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LSA 系列 PNP 接线图

（发射端测试输入无效，接收端手动复位、EDM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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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LSA 系列 NPN 接线图

（发射端测试输入无效，接收端自动复位、EDM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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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LSA 系列 NPN 接线图

（发射端测试输入无效，接收端手动复位、EDM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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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LSA 系列 NPN 接线图

（发射端测试输入无效，接收端手动复位、EDM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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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接插件 Pin 针序

图 4.12 OSSD1 和 OSSD2 不能接在一起

类别 1 2 3 4 5 6 7 8 线缆、接插件

发射 棕 红 灰 黄 绿 蓝 - - 六芯线、六芯

接收 棕 红 灰 黄 绿 蓝 白 黑 八芯线、八芯

防护设备失效的危险

 分开连接 OSSD1 和 OSSD2。不得将 OSSD1 和 OSSD2 连接在一起。否

则就无法保证信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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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防止在负载和防护设备之间形成电位差

五、 测试说明

5.1、接线

将光幕发射器和接收器按照图 4.5~图 4.10 之一接线（注意 OSSD

输出是 NPN 或 PNP），并检查接线是否正确（接线时必须断开电源）。

防止在负载和防护设备之间形成电位差。

 如果连接负载到当受负电压控制时也会跟着切换的 OSSD （安全输出端）

（如，机电接触器没有极性反应保护二极管）上，则必须将这些负载和相应

防护设备的 0 V 接头分别直接地连接到相同的 0 V 端子板上。发生故障时，

这是确保负载和相应防护设备 0 V 接头之间没有电位差的唯一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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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光幕对准

打开直流电源（24v），首先进行自检操作。光幕发射器和接收器

指示灯闪烁两次后，若发射器电源指示灯（绿色）亮，故障指示灯（黄

色）灭。接收器电源指示灯（绿色）亮/闪烁，故障指示灯（黄色）

灭，遮光指示灯（红色）灭，表明光幕已对准；

发生以下现象则需要返厂修理：

1、若发射器故障指示灯（黄色）亮/闪烁，表明发射器有故障；

2、若接收器故障指示灯（黄色）亮/闪烁，表明接收器有故障；

3、若发射器电源指示灯（绿色）亮、故障指示灯（黄色）灭。同时

接收器电源指示灯（绿色）亮、故障指示灯（黄色）灭、遮光指示灯

（红色）亮，表明光幕没有对准，慢慢移动或转动发射器或接收器并

进行观察，直到接收器遮光指示灯（红色）熄灭为止（若长时间无法

对准，需要返回工厂修理）。

注意：对光幕时不要有遮光物存在。

5.3、光幕测试

测试应在光幕有效检测距离和检测高度范围内进行。

使用与光幕型号对应的检测体对光幕进行测试，至少应在发射器

端、接收器端以及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距离的中间位置进行测试。

测试时，检测体长边垂直于光束、水平居中、自上而下或自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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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匀速（>2cm/s）反复测试 2 次。测试过程中，接收器遮光指示灯

（红色）应一直点亮，对应检测输出的状态不应有变化。

满足上述要求，说明光幕工作正常。

六、 安装方式

保护装置失效的危险

若不遵循，人员或身体部位的保护是不受认可的。

 只使用产品自带的安装架；

 如果振动和冲击的超出了规定的数值和测试条件，则需采取减振措施；

 务必遵守您的机器计算出的最小距离；

 安装安全光幕后，应当无法从安全光幕下方、上方或后方到达危险点，

并且安全光幕无法调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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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光幕背面安装示意图 图 6.2 光幕侧面安装示意图

6.1、对准调整

1、垂直方向：松开光幕支架与安装面固定的螺丝（M5螺丝），

上下调整光幕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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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平方向：松开光幕与光幕支架固定的螺丝（M3 螺丝），可

以沿水平方向旋转调整光幕角度；

3、观察光幕指示灯的状态，直到光幕对准，拧紧所有固定螺丝。

七、 安全相关功能

7.1、诊断功能

1、自我故障测试功能

电源接通时（2 秒以内）实施自我测试以确认有无故障。另外，

动作过程中还周期性地实施自我测试（响应时间以内）。

2、控制输出（OSSD）的波形

安全光幕处于通光状态时，控制输出 ON。为了测试输出电路，

控制输出会周期性地 OFF（见图 7.1）。该 OFF 信号被反馈后，输出

电路被诊断为正常。输出信号中不含 OFF 脉冲信号时，接收器的输

出电路或布线被诊断为故障，光幕立即进入锁定状态。

图 7.1 控制输出（OSSD1、OSSD2）自检波形示意图



第 21页

3、外部测试功能

是指通过外部信号强行使光幕发射器停止发光，确认在 LSA系

列光幕被遮光时安全系统是否正确停止的功能。

此时 Test输入端按照图 4.5~4.10 接线，当开关闭合时接 24V高

电平，光幕发射器停止发光，接收器处于遮光状态，OSSD输出 OFF。

7.2、EDM（外部设备监控）功能

是指检测控制机器危险部的外部继电器（或接触器）动作不良的

功能。能检测接点熔接等动作不良。

EDM选择输入端接高电平时，EDM功能有效。接低电平时，EDM

功能无效。如图 4.5 ~ 4.10。

当 EDM 功能有效时，接收器连续监控 EDM 输入端是否被外加

了规定的电压。当控制输出（OSSD）动作时，经 300ms延时后，该

输入端的电压应随之变化，并达到指定值，否则即为异常，而进入锁

定状态。

注：请使用具有强制导向机构接点的安全继电器或接触器。

7.3、联锁功能

安全光幕在电源接通时或遮光时使 OSSD控制输出 OFF，并保

持这种状态，直到复位信号输入。这种状态叫做“联锁”。

联锁的复位方法有 2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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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遮光物消失时控制输出自动变为 ON 的自动复位；

2、遮光物消失，在复位信号被输入之前仍然使控制输出保持

OFF 的手动复位；

自动复位

RESET输入端接 24v。如图 4.5、4.8。遮光物消失时控制输出自

动变为 ON。在人的身体无法进入危险区域的设备或已在继电器单元

侧施加联锁时，使用自动复位。

手动复位

RESET输入端通过开关接 24v。如图 4.6、4.7、4.9、4.10。在检

测区域没有遮光物的状态下进行复位输入后，安全输出变为 ON。即：

为了防止机器误起动，在完成安全确认后利用复位开关使机器重起的

方法。

八、 安全信息

8.1、正确使用

LSA系列安全光幕（ESPE），适用于以下应用：

危险点保护

进入保护

危险区域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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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A系列安全光幕必须连接到操纵装置，这样只要有人处于危险

区域内，就可禁止机器启动。

LSA系列安全光幕任何时候都只能在规定的限制范围、指定的技

术数据和操作条件下使用。

必须遵循和保持电源、电缆和环境条件等在技术规格中明确规定

的要求，从而使安全光幕能够履行其授权功能。

禁止将产品用于任何其他用途或以任何方式改动。

LSA系列安全光幕不适用于以下应用：

–室外

–水中

–潜在爆炸性环境中

 在安全光幕工作时，禁止改变保护区域的宽度。

 禁止篡改、打开或更换安全光幕的部件。

 保护装置修理不当会导致保护功能的缺失。保护装置必须由制

造商或制造商授权的人员来修理。

 安全光幕只能作为间接保护措施使用，无法防止零件抛出或辐

射。无法检测透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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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合格的安全人员

安全光幕只能由合格的安全人员来安装、连接、试运行和维护。

项目规划：合格的项目规划人员是指他们在安全设备的选择和使

用方面受过专业培训和具有丰富的经验，充分了解相关的技术规格和

国家工作安全规范。

机械安装和试运行：合格的机械安装和试运行操作人员是指他们

在相关领域受过专业培训和具有丰富的经验，并充分了解机器上防护

设备的应用，能够评估其工作安全特性。

电气安装：合格的电气安装和试运行操作人员是指他们在相关领

域受过专业培训和具有丰富的经验，并充分了解机器上防护设备的应

用，能够评估其工作安全特性。

操作和维护：合格的操作和维护人员是指他们在相关领域受过专

业培训和具有丰富的经验，充分了解机器上保护装置的应用，并在机

器操作方面接受过机器操作主管的指导。

操作人员必须负责清理和检查安全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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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项目规划

以下设计要求都能够满足，安全光幕才能履行其保护功能。

 必须正确安装发射器和接收器，保证人员或身体部位进入危险

区域时，能可靠的检测到。

 禁止接触和移动安全光幕的上下方和周围，以免损污安全光幕

或改变有效保护范围。

 若人员可以停留在防护设备和作业危险点之间而不被检测到，

建议增加额外的保护措施（如：带复位按钮的重启联锁）。

9.1、与危险点的最小距离

在安全光幕和作业危险点之间必须保持最小距离。这个距离是用

于防止在完成机器危险状态前人员或身体部位接触到危险区域。

计算最小距离：最小距离的计算要根据机器安装当地适用的国际

标准、国家标准和法定条例。根据 ISO 13855，最小距离取决于：

–机器停止时间（从起动传感器功能到机器达到危险状态之间的

时间间隔）

–保护装置的响应时间

–人员到达或接近的速度

–安全光幕的分辨率（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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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方式：垂直或平行

–特定的应用参数

图 9.1 安装最小距离示意图

根据 ISO 13855 最小距离 S 的计算示例：

该示例表示的是垂直接近保护区域时最小距离的计算。根据应用

情况和环境条件，可能需要进行不同的计算。

–首先，使用以下公式计算 S：

S = 2000 × T + 8 × (d – 14) [mm]

这里

– T = 机器停止时间 + 光路中断后防护设备的响应时间 [s]

– d = 安全光幕的分辨率 [mm]

– S = 最小距离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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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已包括到达/接近速度。

–如果结果 S ≤ 500 mm，则须将计算得到的值用作最小距离。

–如果结果 S > 500 mm，则按照以下重新计算 S：

S = 1600 × T + 8 × (d – 14) [mm]

–如果新值 S > 500 mm，则将新确定值用作最小距离。

–如果新值 S ≤ 500 mm，则将 500 mm 用作最小距离。

例如机器停止时间 = 300 ms

光路中断后的响应时间 = 30 ms

安全光幕的分辨率 = 14 mm

T = 300 ms + 30 ms = 330 ms = 0.33 s

S = 2000 × 0.33 + 8 × (14 – 14) = 660 mm

S > 500 mm, 因此：

S = 1600 × 0,33 + 8 × (14 – 14) = 528 mm

考虑从上方到达若从垂直保护区域上方到达时不可避免要进入

到危险区域，则必须确定保护区域高度和 ESPE 的最小距离。这可

以通过对比基于肢体或身体部位可能检测的计算值和从保护区域上

方到达的结果值来得到。必须使用该对比得出的较大值。根据

ISO13855 第 6.5 部分或国家法规来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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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禁止绕过安全光幕

9.2、与反射面的最小距离

反射面和色散介质可以阻止人员或身体部位受到反射从而保持不被

检测到。

 所有反射面和反射物体的位置保证与保护区域保持最小距离。

 保证与保护区域的计算最小距离范围内没有色散介质。

发射器光束通过反射面和色散介质可能发生偏转。这会导致检测

物体时出现故障。

因此，所有反射面和反射物体（如：料箱、工作台等）必须与保

护区域保持最小距离 (a)。在保护区域的所有方位都必须要保持最小

距离 (a)。这适用于安全光幕的水平方向、垂直方向、对角方向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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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的尾端。

保证与保护区域的计算最小距离范围内没有色散介质。

最小距离 (a) 取决于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的距离 (D) （保护区

域宽度）

图 9.3 与反射面最小距离示意图一

图 9.4 与反射面最小距离示意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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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与反射面最小距离的方法：

 确定发射器-接收器的距离 (D) [m]。

 从图表上读取最小距离 a [mm]或根据表 9.1给出的相应公

式计算：

图 9.5 最小距离 a曲线图

表 9.1 最小距离计算公式

检测距离 D

（m)

发射器

到接收器

计算与反射面最小距离 a（mm）

D≤3m a=131mm

D＞3m a=tan（2.5°）X 1000 X D[m]=43.66 X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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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相互紧挨装配系统间的抗干扰保护

系统 1 的发射器红外光束可能与系统 2 的接收器发生干扰。这

可能会扰乱系统 2 的保护功能。这意味着操作员处于危险之中。应

避免这种的安装情况或采取适当的措施，如：安装挡光隔板或将一个

系统的传播方向反转。

图 9.6 发射器相互背对安装

图 9.7 不同平面上发射器相对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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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 两组系统之间安装挡光隔板

图 19.9 同一垂直方向上，发射器相对安装



第 33页

十、 维护

10.1、定期清洁

安全光幕内部零件无需维护，只需要根据受污情况对其进行定期

清洁

 请勿自行打开设备（发射器、接收器）部件进行修理；

 根据产品使用环境定期检查所有部件的受污程度。

 确认发射器和接收器前玻璃面的光学性质未受到下列影响

而发生变化：

- 水汽形成液滴、起雾、结霜或结冰。如有必要，须将此类

残余物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污染物彻底清理，然后重启接收器。

–刮伤或损坏。当发射器或接收器正面的屏幕被刮伤或损坏

时，须根据需要替换相应的发射器或接收器。

 所有反射面和反射物体的位置与保护区域保持最小距离。

 保证与保护区域的计算最小距离范围内没有色散介质。

如需清理前玻璃面

 使用干净的软刷清除灰尘。

 然后，用干净柔软的湿布擦拭（禁止使用有机溶剂）。

 清洁后要检查发射器和接收器的位置。

 重启安全光幕，检查保护装置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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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定期检查

 检查必须由合格的安全人员执行，测试必须记录成文以确保

测试随时可以重新创建和追溯。

 遵照国家规定的检查周期来检查所作的任何更改或对防护

设备所作的任何操作能在初次试运行后得到检查。

 依照测试方法，再次检查机器

–机器或防护设备是否发生任何变更（如：机械接头、电气接头、

光学接头发生变更）

–发射器或接收器是否已被替换

–外接继电器是否老化需要更换

–遮光测试确认（使用测试棒逐个光轴进行遮光确认）

–有效保护范围的检查确认

–紧固件和接线的检查确认

安全符号，信息标签

 定期检查以下信息标签：

–状态

–可读性

 如果信息标签缺失、损坏或字迹模糊，则需要更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