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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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为全文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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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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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第三章第二条，“逐步将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整合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在标准范围上，将强制性国家标准严格限定在保障人身

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满足社会经济管理基本要求的范围之内”。本文件

作为眼视光标准化体系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是支撑眼镜元件标准化工作的基础性标准。各种类型的眼

镜元件产品的特性指标在各自配套的产品标准中进行规范，并不低于本文件的要求。通过确立以强制

性国家标准为基础，眼视光产品标准和方法标准为主体结构的统一协调、运行高效的眼视光标准化体

系，让各种类型的眼视光产品有标可依，从而满足企业、消费者以及监督管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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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视光产品 元件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眼视光产品元件的安全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眼视光产品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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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26397 眼科光学 术语 

GB/T 17341—1998 光学和光学仪器 焦度计 

JJG 580—2005 焦度计 

ISO 13666:2019 眼科光学 眼镜镜片 术语(Ophthalmic optics—Spectacle lenses—Vocabulary) 

3 术语和定义 

GB/T 26397,ISO 1366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成品眼镜  finished spectacles  

可直接使用具备一定功能的各种类型眼镜，如定配眼镜、老视成镜和太阳镜等。 

 

元件  component 

组成成品眼镜的主要组件，如镜片和镜架等。 

 

焦度  focal power  

通常涵盖镜片的球镜度和柱镜度。 

 

屈光度  dioptric power 

一般指镜片的焦度，有时也包括镜片的棱镜度。 

 

顶焦度  vertex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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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米为单位测得的镜片近轴顶焦距的倒数。 

注： 通常镜片的顶焦度为后顶焦度。单位用m
-1
表示，行业也常用符号D或dpt表示。 

 

棱镜度  prismatic power 

表征基准点处的棱镜效应大小的值。  

注： 棱镜度单位用cm/m，行业也常用符号Δ表示。 

 

屈光度变量  variation power 

镜片主基准点和次基准点，或远用基准点和近用基准点的顶焦度差值。  

注： 渐变焦镜片既有主基准点又有次基准点时才定义屈光度变量。  

[来源：ISO 13666:2019,3.16.4,有修改] 

 

基准点  reference point 

由生产商在镜片毛坯已完成加工的表面上或镜片前表面上，规定的某一个或多个点，其验证屈光

度适用于这些点。  

[来源：ISO 13666:2019,3.2.19,有修改] 

 

远用基准点  distance reference point, major reference point  

镜片前表面上某点，与远用区的验证屈光度相对应。  

[来源：ISO 13666:2019,3.2.20,有修改] 

 

近用基准点  near reference point  

镜片前表面上某点，与近用区的验证屈光度相对应。  

[来源：ISO 13666:2019,3.2.21,有修改] 

 

主基准点  primary reference point  

此点设计为镜片顶焦度的主要使用区域的点，位于渐变焦镜片前表面上。  

注： 所有的渐变焦镜片均有主基准点。  

[来源：ISO 13666:2019,3.2.22,有修改] 

 

次基准点  secondary reference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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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点设计为镜片顶焦度的次要使用区域的点，位于渐变焦镜片前表面上。  

注： 部分渐变焦镜片的次基准点用于确定屈光度变量。  

[来源：ISO 13666:2019,3.2.23,有修改] 

 

单焦镜片  single-vision lens  

设计具有单一屈光度的镜片。  

[来源：ISO 13666:2019,3.7.1] 

 

定点单焦镜片  position-specific single-vision lens  

特定点单焦镜片  

具有复杂表面，有指定位置，标有对准基准标记的单焦镜片。  

注： 可以是考虑到佩戴位置，因此需要在佩戴者眼前精确配装的单焦镜片。 

[来源：ISO 13666:2019,3.7.2,有修改] 

 

对准基准标记  alignment reference marking  

由生产商提供的永久标记，用于确定镜片或镜片毛坯的水平基准线，或复现基准点。  

[来源：ISO 13666:2019,3.15.25] 

 

多焦镜片  multifocal lens  

设计具有两个或多个明显不同区域的镜片，各区域间的焦度不同。  

[来源：ISO 13666:2019,3.7.3] 

 

渐变焦镜片  power-variation lens  

为提供多于一个焦度而设计，部分或全部区域焦度连续变化的镜片。  

注1：通常设计为增加或减少球镜度数，特别是在垂直子午面上，用于提供不同视距的矫正。  

注2：渐变焦镜片包括但不限于渐进焦镜片和渐退焦镜片。  

[来源：ISO 13666:2019,3.7.7] 

 

渐进焦镜片  progressive-power lens, progressive-addition lens, varifocal lens  

渐进镜片 

含有两个焦度基准点的渐变焦镜片，一般设计为提供从远及近形成明视矫正。  

注： 渐进焦镜片的远用基准点为主基准点，近用基准点为次基准点。  

[来源：ISO 13666:2019,3.7.8,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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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退焦镜片  degressive-power lens  

渐退镜片 

含有一个针对视近的主基准点的渐变焦镜片，一般设计为提供从近及远形成明视矫正。  

注： 渐退焦镜片的近用基准点为主基准点，远用基准点为次基准点。  

[来源：ISO 13666:2019,3.7.9,有修改] 

 

成品镜片  finished lens 

两表面已完成光学加工的镜片。 

注： 该镜片可能已割(磨)边或未割(磨)边。 

[来源：GB/T 26397—2011,3.5.4.6] 

 

未割(磨)边镜片  uncut lens 

未割(磨)边成品镜片  uncut finished lens 

两表面已完成光学加工，但未割（磨）边的镜片。 

[来源：ISO 13666:2019,3.8.8,有修改] 

 

已割(磨)边镜片  edged lens 

已切割成最终尺寸和形状的成品镜片。 

[来源：GB/T 26397—2011,3.5.4.8] 

 

太阳镜片  sunglare filter, sunglass filter 

主要用于减少太阳光辐射，同时减少太阳紫外辐射至安全水平的平光镜片。 

4 要求 

通则 

4.1.1 镜片屈光性能应使用符合 GB/T 17341 或 JJG 580 的焦度计或等效方法进行测量。镜片光学参

数应在基准点上进行测量。如果制造商声称已对配戴位置的顶焦度值进行修正，则应对照修正值进行

检测，其对应的修正值的允差应符合表 1 至表 5 的要求。制造商声称的佩戴位置修正值应在包装或附

件上标明。 

镜片光学要求 

4.2.1 顶焦度 

4.2.1.1 镜片每子午面顶焦度偏差和柱镜顶焦度偏差应符合表 1或表 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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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单焦和多焦镜片顶焦度允差 

单位为负一次方米 

顶焦度绝对值最大的子午

面上的顶焦度值 

各主子午面顶焦度

允差 

柱镜顶焦度允差 

0.00～0.75 ＞0.75～4.00 ＞4.00～6.00 ＞6.00 
≥0.00～3.00 ±0.12 ±0.09 ±0.12 ±0.18 — 
＞3.00～6.00 ±0.12 ±0.12 ±0.12 ±0.18 ±0.25 
＞6.00～9.00 ±0.12 ±0.12 ±0.18 ±0.18 ±0.25 
＞9.00～12.00 ±0.18 ±0.12 ±0.18 ±0.25 ±0.25 
＞12.00～20.00 ±0.25 ±0.18 ±0.25 ±0.25 ±0.25 

＞20.00 ±0.37 ±0.25 ±0.25 ±0.37 ±0.37 

表2 渐变焦镜片顶焦度允差 

单位为负一次方米 

顶焦度绝对值最大的子午

面上的顶焦度值 

各主子午面顶焦度

允差 

柱镜顶焦度允差 

0.00～0.75 ＞0.75～4.00 ＞4.00～6.00 ＞6.00 
≥0.00～6.00 ±0.12 ±0.12 ±0.18 ±0.18 ±0.25 
＞6.00～9.00 ±0.18 ±0.18 ±0.18 ±0.18 ±0.25 
＞9.00～12.00 ±0.18 ±0.18 ±0.18 ±0.25 ±0.25 
＞12.00～20.00 ±0.25 ±0.18 ±0.25 ±0.25 ±0.25 

＞20.00 ±0.37 ±0.25 ±0.25 ±0.37 ±0.37 

 

4.2.1.2 太阳镜片的球镜度和散光度偏差应符合表 3要求。 

表3 球镜度和散光度允差 

单位为负一次方米 

球镜度 
两主子午面顶焦度的平均值 

(D1+D2)/2 

散光度 
两主子午面顶焦度差值的绝对值 

|D1-D2| 

±0.12 ≤0.12  

4.2.2 柱镜轴位方向 

柱镜轴位方向偏差应符合表4规定。 

表4 柱镜轴位方向允差 

柱镜顶焦度值 m-1 ＜0.12 ≥0.12～≤0.25 ＞0.25～≤0.50 ＞0.50～≤0.75 ＞0.75～≤1.50 ＞1.50 

轴位允差 ° / ±14 ±7 ±5 ±3 ±2 

4.2.3 屈光度变量 

镜片中的多焦镜片和渐变焦镜片，屈光度变量偏差应符合表5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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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屈光度变量允差 

单位为负一次方米 

屈光度变量标称 ≤4.00 ＞4.00 

允差 ±0.12 ±0.18 

4.2.4 棱镜度 

4.2.4.1 镜片的标称棱镜度（处方棱镜度和减薄棱镜）偏差应符合表 6的规定。 

表6 棱镜度的允差 

单位为厘米每米 

标称棱镜度 单焦镜片 
多焦镜片，定点单焦镜片，渐变焦镜片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 

0.00～2.00 ±(0.25＋0.1×Smax) ±(0.25＋0.1×Smax) ±(0.25＋0.05×Smax) 
＞2.00～10.00 ±(0.37＋0.1×Smax) ±(0.37＋0.1×Smax) ±(0.37＋0.05×Smax) 

＞10.00 ±(0.50＋0.1×Smax) ±(0.50＋0.1×Smax) ±(0.50＋0.05×Smax) 

注1：Smax表示绝对值最大的子午面上的顶焦度值。 

注2：0.1×Smax表示对应于0.1 cm偏移量的棱镜效应，0.05×Smax对应于0.05 cm偏移量的棱镜效应。 

 

4.2.4.2 单太阳镜片的棱镜度不应大于 0.25 cm/m。 

镜片透射比性能 

4.3.1 透射比分类及紫外性能的要求 

4.3.1.1 镜片（未明示具有紫外性能的无色玻璃镜片除外）和太阳镜片应符合表 7规定。 

4.3.1.2 镜片，应符合： 

——均匀着色类：标称0类～3类，可见光透射比应在分类上下限绝对偏差的±2%的范围内；对

于 4类，可见光透射比应在分类上下限相对偏差±20%的范围内。 

——梯度着色类：标称0类～3类，可见光透射比应在分类上下限绝对偏差的±4%的范围内；对

于 4类，可见光透射比应在分类上下限相对偏差±40%的范围内。 

——若供应商明示可见光透射比，其可见光透射比的绝对偏差不应超出±8%。 

4.3.1.3 太阳镜片，应符合： 

——均匀着色类：标称0类～3类，可见光透射比应在分类上下限绝对偏差的±2%的范围内（限

值 8%除外）。 

——梯度着色类：标称0类～3类，可见光透射比应在分类上下限绝对偏差的±4%的范围内（限

值 8%除外）。 

——若供应商明示可见光透射比，对于0类～3类，其可见光透射比的绝对偏差不应超出±3%；

对于 4类，其可见光透射比的相对偏差不应超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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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透射比的要求 

分类 

可见光谱范围 紫外光谱范围 

光透射比τV 
UV-A波段透射比最大值 

τSUVA 
UV-B波段透射比最大值 

τSUVB 
＞ ≤ 315 nm～380 nm 280 nm～315 nm 

0 80.0% 100.0% τV 0.05τV 
1 43.0% 80.0% τV 0.05τV 

2 18.0% 43.0% 0.5τV 
1.0％绝对值或0.05τV 
（以较大值为准） 

3 8.0% 18.0% 0.5τV 1.0％绝对值 

4 3.0% 8.0% 
1.0％绝对值或0.25τV 
（以较大值为准） 

1.0％绝对值 

4.3.2 透射比的均匀性（不包括因镜片设计产生厚度变化而导致光透射比发生的变化） 

单太阳镜片的光透射比均匀性（ΔF）应符合： 

a) 0 类～3 类镜片：△F≤10%； 

b) 4 类镜片：△F≤20%。 

未装架双目一体太阳镜片的光透射比均匀性（△p）不应大于15%。 

4.3.3 散射光 

太阳镜片的雾度值不应大于3%。 

4.3.4 行路及驾驶适用要求 

4.3.4.1 日间驾驶 

镜片可见光透射比 τv应≥8%。 

4.3.4.2 黎明、黄昏和夜间驾驶 

镜片可见光透射比 τv应≥75%。 

4.3.4.3 光谱透射比  

在475 nm～650 nm范围内，光谱透射比不应小于0.2τv。 

4.3.4.4 交通信号灯识别 

镜片的相对视觉衰减因子（Q）应符合：红色≥0.80；黄色≥0.60；绿色≥0.60；蓝色≥0.40。 

太阳镜片的相对视觉衰减因子（Q）应符合：红色≥0.80；黄色≥0.60；绿色≥0.60；蓝色≥0.60。 

镜片强度 

镜片按 5.7 试验镜片，承受直径 22 mm 钢球的 100 N±2 N 的压力后，不应出现下列现象： 
a) 镜片碎裂：镜片贯穿其厚度而断裂成两块或两块以上，或从其表面崩掉 5 mg 或以上的碎片。 

b) 镜片变形：镜片下方白纸上出现印痕，则视为镜片存在变形。 

镜架抗汗腐蚀 

4.5.1 按 5.8 试验，在试验至 8 h 和 24 h 时分别目测检查规定部位，样品应： 

a) 经 8 h 试验，眼镜架任何部位（不包括铰链和螺丝），不出现斑点或变色（不包括表面失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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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经 24 h 试验，在磨损过程中易于与皮肤长时间接触部件，即镜腿内侧、镜框的底部和下部、

鼻梁内侧的包覆层不出现腐蚀、表面退化或脱落。 

4.5.2 如果眼镜架采用天然有机材料制作，且制造商在使用说明中建议用油脂或蜡进行维护的，应在

试验前对镜架按制造商说明书要求进行预处理。如果试验结束，镜架表面变色或表面退化不符合要求

时，对进行过表面预处理的镜架，应放置一天后再次检查表面变色或表面退化，如果镜架复原至原始

状态，则判定镜架通过试验，如果仍残留变色或退化，则判定镜架不通过试验。 

镜架机械稳定性 

4.6.1 鼻梁变形 

装上试片的镜架，按5.9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任何部位不出现断裂或开裂； 

b) 永久变形量 x≤0.02c，见图 1。 

 

标引序号说明： 

1 ——环状夹具； 

2 ——加压杆； 

3 ——原始位置； 

4 ——试验后位置； 

x ——永久变形量； 

c ——镜架方框法几何中心距。 

图1 鼻梁变形示意图 

4.6.2 镜片夹持力 

装上试片的镜架，按5.9试验，两试片不应从镜圈槽或吊丝中全部或部分脱出。 

镍析出 

金属架及混合架金属件中直接、长期接触佩戴者皮肤的部分，按GB/T 38009-2019试验，其镍析出

量不应大于0.5 μg/(cm2
·周)。 

被测试部分应包括： 

a) 前框（圈、鼻梁，如果适用，包括托叶和金属表面的鼻垫），不包括托叶杆和桩头； 

b) 镜腿，包括金属夹头，但不包括铰链、铰链周围和塑料套保护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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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装在塑料镜腿内侧和塑料护套外的金属装饰件。 

5 试验方法 

通则 

本文件给出的各项参数应在环境温度23℃±5℃范围内应用。 

顶焦度测量方法 

5.2.1 镜片 

把镜片的后表面放在焦度计支座上对中，在镜片的基准点进行测量。 

5.2.2 太阳镜片 

把镜片的后表面放在焦度计支座上，在镜片基准点进行测量，也可使用望远镜法进行测量。当望

远镜法测量结果与焦度计法等测量结果出现差异时，应以望远镜法为准。 

5.2.2.1 有限远望远镜法 

5.2.2.1.1 试验装置 

有限远望远镜法试验装置原理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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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 ——灯泡； 

2 ——标准测量板； 

3 ——样品； 

4 ——望远镜； 

5 ——调焦装置； 

6 ——位移传感器； 

7 ——校准系统； 

8 ——零位系统； 

9 ——数字电压表； 

10——计算机。 

图2 有限远望远镜法试验装置原理图 

5.2.2.1.2 望远镜 

望远镜的标称孔径应为20 mm，放大倍率在10倍～30倍，并带有内置十字分划板的可调目镜。望远

镜的调焦装置应带有刻度或者其它方式显示测量结果的装置。 

5.2.2.1.3 标准测试板 

标准测试板是一块黑色的方形板，上面镂空有用于测量的样张（如图3），在标准测试板后面放置

一个光源，光源前应有用于调节亮度用的聚光镜，根据不同的被测样品调节光源的照射位置和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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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测试板上最大环的外径为23 mm±0.1 mm，环孔宽度为0.6 mm±0.1 mm，小环的内径为11 

mm±0.1 mm，环孔宽度为0.6 mm±0.1 mm。中心小孔的直径为0.6 mm±0.1 mm。长条形样张的标称长

度为20 mm，宽度为2 mm，每两个长条形样张之间的间隔为2 mm。 

图3 有限远望远镜法标准测试板 

5.2.2.1.4 滤光片 

滤光片应在绿光波长处具有峰值透射比，用以减小试验装置的色差。 

5.2.2.2 有限远望远镜法试验装置的校准 

可采用标准镜片，例如溯源到顶焦度国家基准的球镜度为±0.06 m
-1
、±0.12 m

-1
和±0.25 m

-1
的标

准镜片和棱镜度为0.12 cm/m，0.25 cm/m标准镜片进行校准。 

5.2.2.3 有限远望远镜法试验步骤 

5.2.2.3.1 试验装置的调整 

将样品和标准测试板垂直放置于望远镜的光轴上，它们之间的距离应为4.60 m±0.02 m。 

对望远镜进行调焦，直到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晰的观测到整个标准测试板，将该位置记为望远镜的调焦

刻度的零位。调整望远镜，使标准测试板的中心成像在望远镜目镜的十字分划板上，将该位置记为棱镜度

的零位。 

5.2.2.3.2 测量位置 

对于已经明示佩戴位置的样品，直接按照样品明示的要求进行摆放。 

对于佩戴位置未知的样品，按照以下要求进行放置：单太阳镜片，镜片表面垂直于系统光轴放置，

在图4规定的测量点处进行测量；双目一体太阳镜片，镜片表面垂直于系统光轴放置，在图5规定的测

量点R处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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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目一体太阳镜片，如果产品未明示瞳距，则确定测量点的瞳距应按，成人太阳镜为64.0 mm±

0.4 mm；儿童太阳镜为54.0 mm±0.4 mm。 

 

标引序号说明： 

C ——测量点； 

a ——样品水平尺寸； 

b ——样品垂直尺寸； 

c ——瞳距（适用于双镜片分离太阳镜）。 

图4 单太阳镜片的测量点 

标引序号说明： 

R ——测量点；  

b ——样品垂直尺寸； 

PD——瞳距。 

图5 双目一体镜片的测量点 

5.2.2.3.3 球镜度与散光度的测量 

旋转被测样品或者标准测试板，使被测样品的主子午线与标准测试板上的长条形样张对齐。 

测量者选择标准测试板上的一组长条形样张，调焦望远镜，直到可以清晰的观察到所选长条形样张，

将此时望远镜的调焦刻度记为D1。 

然后，测量者再选择一组与刚才观测的那组样张方向垂直的样张，重新调焦望远镜，直到可以清晰的

观察到所选的第二组样张，将此时望远镜的调焦刻度记为D2。 

柱镜轴位方向测量方法 

5.3.1 单焦镜片 



GB XXXX—XXXX 

16 

柱镜轴位方向仅适用于定点单焦或附有预定方位的单焦眼镜镜片，如棱镜基底取向设定。若适用，

柱镜轴位应当分别与永久水平配装基准或棱镜基底取向匹配。 

5.3.2 多焦镜片 

选用下列方法确定水平基准线进行测量： 

a) 对于圆形子镜片的多焦镜片，以供应商表述的子镜片位置为准； 

b) 对于非圆形子镜片，以子镜片的定位方向为准。 

5.3.3 渐变焦镜片 

以生产商提供的永久性装配基准标记确定水平基准线，测量柱镜轴位方向。 

屈光度变量测量方法 

5.4.1 多焦镜片测量方法 

建立远用顶焦度测定点D，此点到远用基准点B的距离与近用顶焦度测定点N到B点的距离相等，

且在N点的另一侧（见图6）。 

如果制造商没有说明N点的位置，应选择子镜片的顶端往下5 mm为N点。把镜片的前表面放在焦

度计支座上。聚焦N点并测量近用顶焦度。 

保持镜片的前表面对着焦度计支座。聚焦D点，并测量远用区顶焦度。 

远用顶焦度与近用顶焦度的差值为度数变化。 

使用聚焦式焦度计时，应使标觇上垂直线聚焦最清晰或采用等效球镜法，测量近用顶焦度和远用

顶焦度。 

标引序号说明： 

1 ——远用基准点的 B； 

2 ——远用顶焦度测量点 D； 

3 ——近用顶焦度测量点 N。 

图6 下加光测量 

5.4.2 渐变焦镜片测量方法 

把镜片的后表面放在焦度计支座上，按5.2.1所述，测量镜片主基准点和次基准点的顶焦度，并计

算顶焦度变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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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镜度测量方法 

5.5.1 单焦和多焦镜片 

把镜片的后表面放在焦度计支座上： 

——单焦（非定点）镜片在基准点进行测量； 

——定点单焦镜片根据永久配装基准线作为水平方位，在基准点测量水平和垂直分量。 

——多焦镜片按5.3.2所述确定水平基准线，在远用基准点测量水平和垂直分量。 

5.5.2 渐变焦镜片 

将镜片的棱镜基准点对中，以生产商提供的永久性装配基准标记确定水平基准线，测量水平和垂

直棱镜度。也可使用一相应于所测棱镜度，基底方向相反的棱镜补偿装置进行测量。 

5.5.3 太阳镜片 

把镜片的后表面放在焦度计支座上，在镜片基准点进行测量，也可使用望远镜法进行测量。当望

远镜法测量结果与焦度计法等测量结果出现差异时，应以望远镜法为准。 

将样品按照5.2.2.3.2的规定进行放置，通过望远镜观察，目镜中十字分划线在标准测量板上的相

对位置。如果十字线落在大环的外环边缘，则棱镜度等于0.25 cm/m；如果十字线落在小环的内环边缘，

则棱镜度等于0.12 cm/m。 

透射比性能 

5.6.1 样品 

样品在测量前应仔细清洁。使用分光光度计类透射比测量设备时，被测样品顶焦度绝对值不大于

0.25 m
-1
。 

5.6.2 光透射比 τV和相对视觉衰减因子 Q值 

测量光透射比τV时，应采用标准光源D65的光谱分布函数和日光下光谱光视效率函数计算，光谱透

射比的波长取样间隔不应大于5 nm，小于5 nm的允许进行线性插值。测量设备的透射比示值误差与重

复性应满足眼镜产品透射比测量装置校准规范的要求。 

计算相对视觉衰减因子Q值时，波长取样间隔不应大于5 nm，小于5 nm的允许进行线性插值。测量

设备的相对视觉衰减因子Q值的示值误差应满足眼镜产品透射比测量装置校准规范的要求。 

5.6.3 太阳紫外 A波段透射比 τSUVA和 B波段透射比 τSUVB 

测量太阳紫外A波段透射比τSUVA和B波段透射比τSUVB时，应使用太阳辐射的光谱功率分布函数和紫外

辐射的相对光谱伤害函数计算，光谱透射比的波长取样间隔不应大于5 nm，小于5 nm的允许进行线性

插值。测量设备的透射比示值误差与重复性应满足眼镜产品透射比测量装置校准规范的要求。 

5.6.4 透射比均匀性 

5.6.4.1 单太阳镜片 

分别测量基准点以及通过基准点的水平连线左右方向各15 mm的2个点的光透射比，对这3个测量结

果进行比较，得到最大值和最小值，计算公式（1）如下： 

 

 ∆ = × 10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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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τvmax——光透射比的最大值； 

τvmin——光透射比的最小值； 

ΔF ——光透射比的均匀性。 

5.6.4.2 双目一体太阳镜片 

分别测量样品的两侧区域的光透射比，计算公式（2）如下： 

 𝛥 =
| VR VL|

VMAX
×100%  ·································································· (2) 

式中： 
τVL  ——左侧的光透射比； 

τVR  ——右侧的光透射比； 

τvMAX ——两光透射比中的最大值； 

ΔP  ——光透射比的均匀性。 

5.6.5 散射光 

5.6.5.1 试验装置 

宜使用带有积分球的雾度计，具体结构见图7。雾度计的光源应近似于CIE标准照明体A光源。 

5.6.5.2 试验步骤 

按照下列步骤进行测量： 

a) 不放入样品和遮光罩，将标准反射板放置在积分球出射口前，测量入射光通量(τ1)；   

b) 放入样品，测量通过样品的总透射光通量(τ2)； 

c) 移走样品和标准反射器，盖上遮光罩测量由试验装置产生的散射光通量(τ3)； 

d) 再放入样品，测量由试验装置和样品共同产生的散射光通量(τ4)； 

e) 重复步骤 b)，转动样品，每转动约 90°时，读一次数，共转动 3 次，每次得到一个读数，共

得到 4个读数（τ2）； 

f) 重复步骤 d)，并在与步骤 e)相同的转动中得到 4个读数（τ4）。 

注： 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雾度计的试验步骤可能会与本部分不同。 

5.6.5.3 结果计算 

应按照下列步骤进行计算： 

a) 计算 τ2和 τ4的平均值，记为𝜏 和𝜏  

b) 总透射比（τt）的计算公式（3）： 

𝜏 = ………………………………………………（3） 

式中： 

τt ——总透射比； 

τ1 ——入射光； 

𝜏 ——τ2的平均值。 

c) 散射光的透射比（τd）的计算公式（4）： 

𝜏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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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τd  ——散射光的透射比； 

τ1  ——入射光； 

𝜏  ——τ2的平均值； 

τ3  ——试验装置产生的散射光； 

𝜏  ——τ4的平均值。 

d) 雾度（W）的计算公式（5）： 

𝑊 = × 100……………………………………………（5） 

式中： 

τd ——散射光的透射比； 

τ1 ——入射光； 

W ——雾度。 

 

 

 

 

 

 

 

 

 
标引序号说明： 

1 ——光源； 

2 ——聚光镜； 

3 ——入射窗； 

4 ——镜片； 

5 ——遮板； 

6 ——光电池； 

7 ——遮光罩； 

8 ——样品； 

9 ——光阑； 

10 ——滤光片。 

图7 雾度计结构图 

镜片强度 

5.7.1 装置 

5.7.1.1 压载器 

将一个标称直径22 mm的钢球，固定在管的下端，管长标称值为70 mm，压载作用力为100 N±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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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2 样品支座 

样品支座由钢结构支撑和压圈组成，钢结构支撑的上表面与压圈的下表面应各配上一圆形橡胶圈。

橡胶圈硬度为40 IRDH±5 IRDH，内径为35 mm±0.1 mm。横截面标称尺寸为3 mm×3 mm。 

压圈的质量应为250 g±5 g。 

5.7.2 样品 

试样的几何中心厚度不应小于1.8 mm。 

5.7.3 步骤 

5.7.3.1 放置样品 

将样品的后表面朝下放在支撑上，并将其对中，将压圈连同硅胶圈对中放在样品上。 

若样品的尺寸不足以使其周边均匀地被支撑，应使用合适的垫套。压圈应确保硅橡胶圈稳定地压

在样品的上表面。 

注： 对于含有柱镜成份的镜片，支撑面与压圈需弯曲成与镜片的表面相适应。 

5.7.3.2 调整 

钢结构支撑内有一柱形凹槽，在凹槽的平底上放一张白纸，并覆盖一张复写纸，调整白纸与复写

纸的位置，至低于硅胶圈与样品后表面接触位置所处的平面1.5 mm，并与此接触面平行(假设该接触面

为平面)。 

若是样品后表面为非旋转对称的，白纸与复写纸的位置应低于硅胶圈与样品后表面接触位置中最

低点1.5 mm。 

也可以使用机械法直接测量镜片后表面几何中心位置处的变形量，并做记录。 

5.7.3.3 施加载荷 

以低于20 mm/min的速率对样品施加载荷，保持100 N±2 N的压力10 s±2 s，然后释放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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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 ——导引夹； 

2 ——样品； 

3 ——白纸和复写纸； 

4 ——对中环； 

5 ——压载器； 

6 ——钢球； 

7 ——压圈； 

8 ——橡胶圈； 

9 ——钢结构支撑。 

图8 镜片强度试验装置图例 

镜架抗汗腐蚀 

5.8.1 装置和试剂 

5.8.1.1 加热箱：能提供试验温度 55℃±5℃。 

5.8.1.2 容器：玻璃或惰性塑料，至少宽 200 mm 和高 90 mm，能够关闭。 

5.8.1.3 容量瓶：1 L，计量等级 A级。 

5.8.1.4 水：符合 GB/T 6682 三级水要求。  

5.8.1.5 人造汗液成分： 

a) 乳酸：ρ=1.21 g/mL，纯度>85%； 

b) 氯化钠（分析纯≥99%）； 

杂质：Pb：≤0.0010%，Fe：≤0.0010%，Br：≤0.0200%，I：≤0.0100% 

c) 水。 

称取50 g±0.1 g乳酸和100 g±0.1 g氯化钠，溶入900 mL水中，用容量瓶制成1 L溶液。 

5.8.1.6 样品支架：玻璃或惰性塑料，放置在容器内支撑样品，使其保持在人造汗液上方（参见附录

A 中图 A.1），支架可设计成多副样品层叠或并排放置，但应保持样品相互之间不接触。 



GB XXXX—XXXX 

22 

5.8.2 步骤 

5.8.2.1 在容器中加入至少 10 mm 深度的人造汗液，样品最低处（包括有层叠时）离液面的距离不小

于 12 mm。 

5.8.2.2 将样品放在支架上，镜腿保持自然打开（弹簧架打开至不对弹簧装置施加外力的最大状态），

镜腿的下沿放置在支架上，确保样品之间或样品与容器壁不接触。 

5.8.2.3 关闭容器，将其放入加热箱，保持温度 55℃±5℃。 

5.8.2.4 8 h±30 min，移出样品并立即用水清洗，然后用软布无磨擦地吸干水分。在 30 min 内，不

借助放大镜检查各样品，通过与一副未经受本试验的样品进行比较，记录是否有腐蚀点或颜色的变化。 

5.8.2.5 将样品再次放入容器，关闭容器，保持 55℃±5℃的温度 16 h±30 min。在完成第二个试验

阶段后，取出、清洗并干燥样品后，检查每副样品易与佩戴者皮肤长期接触的部位，记录是否有任何

腐蚀、表面褪色或镀层的脱落。 

鼻梁变形和镜片夹持力 

5.9.1 装置 

试验装置主要由环状夹具和加压杆两部分组成，包括一个精度优于0.1 mm的线性测量仪。环状夹

具能固定镜架且不产生扭曲和滑移，夹具的直径为25 mm±2 mm，其两个接触面（E1和E2）由弹性材料

(如尼龙)制成。加压杆直径10 mm±1 mm，能进行向上至少10 mm，向下至少8 mm的移动，接触面近似

半球面（见图9）。夹具与加压杆间的距离应可调，以保证加压杆作用在夹持镜片的中心位置轴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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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 ——测距仪； 

2 ——环状夹具； 

3 ——施压方向及加压点（最大 5N）；  

4 ——限动环；  

5 ——加压杆 D； 

c ——镜架方框法几何中心距。 

图9 鼻梁变形试验装置图例 

5.9.2 步骤 

5.9.2.1 将已安装试片的样品固定在夹具上，镜腿打开，前框朝下，在试片几何中心 2 mm 范围内夹

住样品。下降加压杆，使其正好落在另一试片的后表面上，下落点位于该试片几何中心的 2 mm 范围内，

应确保该试片没有位移，记录此值作为起始点（x0）。缓慢、平滑地下降加压杆，直至下列任一情况

首先出现时： 

a) 最大力值为 5 N； 

b) 位移等于方框法中心距 C的 10%±1%。 

5.9.2.2 当最大力值到 5 N，仍不足以使加压杆达到 5.9.2.1 b)的位移，记下此时所达到的位移量，

并保持该压力 5 s，再进行 5.9.2.4 步骤。 

5.9.2.3 当最大力值不足 5 N，但加压杆已达到 5.9.2.1 b) 的位移时，停止加压，并保持在该位移

处 5 s，再进行 5.9.2.4 步骤。 

5.9.2.4 回复加压杆，使其脱离试片 20 s 后，再下降加压杆直至其恰好触及试片，记录此值作为终

止点（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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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5 计算加压杆终止点与起始点的位移量（x），以 mm计，并检查镜架是否有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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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实验装置的图例 

镜架支撑示意图见图 A.1。 

 

 

 

标引序号说明： 

1 ——人造汗液。  

图 A.1 镜架支撑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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