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视框架眼镜验配服务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书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本标准是由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眼视光学分会提出，由中国民族

医药协会归口， 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眼视光学分会负责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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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按照《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经协会团体标准工

作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审核及研究，批准立项编制团体标准《老视管理相关框架眼

镜验配技术服务规范》，后经过多次编委会与专家组的多次审核与修订，最终完

成团体标准《老视框架眼镜验配技术服务规范》。

（二）标准背景：

1.目的：建立老视框架眼镜验配服务技术规范。

2.意义：

中国中、老年人口数量在快速增加，截至 2023 年末，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 29697 万人，占总人口的 21.1%；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167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4%；据《中国发展报告 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

势和政策》预测，到 2035 年，65 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 3 亿人，到 2050 年攀升

至 3.8 亿人左右，占总人口的 27.9%。对眼健康而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重要改

变是年龄相关性视功能减退问题的激增。视功能的减退对中老年人的工作、生活、

安全以及情绪都有很大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包含 45-60 周岁以内的中年人与老

年人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许多人仍在持续为社会做贡献，加之近 20 年

来数码设备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急速普及，近距视觉需求增多，40 岁左右验配用

于初期老视相关防疲劳矫正用框架眼镜的人群也日益增多。总之，老视作为年龄

相关性视功能减退的重要表现形式，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主动实施对老视相关

视觉健康问题的科学管理，是健康中国战略中眼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中老

年人群，老视已经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它已经对人民群众的视觉健康、生活幸

福指数和社会生产力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如何安全有效解决老视等中老年视觉

健康问题是我国医药卫生界面临的重要挑战。

老视目前的矫正方案包括框架眼镜（单光镜、双光镜、三光镜、渐进多焦镜）、

角膜接触镜、老视相关屈光手术、药物治疗等。框架眼镜作为非侵入性的矫正方



案容易获得，眼部全身不良反应事件发生率极低，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框架眼镜

可以结合多种功能和设计，以提高舒适性和适应性，是目前老视矫正领域较为广

泛的治疗措施。

多年来眼视光技术学历教育和各种培训的开展，业内从业者的整体技术水平

有了明显提升，但针对老视管理相关框架眼镜验配方案的规范流程还未形成共识

与标准，多数从业人员和机构尚处在“随性而为”、“各自为政”的状态。基于

老视人群中个体视觉生活与工作的差异化需求大量、普遍存在的事实，眼视光从

业者和相关专业机构应对此高度重视，制定并推广相关框架眼镜解决老视相关视

觉健康问题的有效方案。

建立老视框架眼镜定配服务技术规范， 这一文件可以规定老视框架眼镜定

配服务的规范性要求，包括服务要求，管理要求以及评价要求等。文件适用于提

供老视定配服务的组织规范其技术服务活动和自我评价，也适用于认证机构及相

关方开展第三方认证及符合性评价活动。

3. 必要性：

目前从老视管理角度，缺乏老视矫正用框架眼镜这一定配眼镜类服务工具的

具体应用规范与具体标准。标准化是老视管理相关框架眼镜定配服务认证技术规

范发展的迫切要求。

二、主要工作过程：

南京同仁医院和金陵科技学院等主要参编单位和团体标准编制组成员完成

了现有老视框架眼镜相关行业、机构、医院各类走访调研，参考相关国内外眼视

光教学方面相关老视内容的书籍和文献，结合眼视光相关老视最新各类进展文献

与行业现状进展等进行编制工作。

（一）编制原则

1. 参考现有国内外眼视光书籍

2. 参考现有行业知名相关企业、相关机构特色方法

3. 以规范标准建设为引领，为后续标准进一步扩大规范应用并进一步引领示范，

开展老视框架眼镜验配服务技术规范的标准认证服务提供基础。

（二）主要内容

包括服务要求（总则，场所要求，服务流程，配镜顾问接待与问诊，眼前

节检查、屈光检查与双眼视功能、需求确认与定配眼镜处方初步出具、老视验配

眼镜使用场景体验、定配眼镜处方最终确定、配镜加工及检测，取镜接待与交付、

试戴、老视视觉健康管理指导、配后及跟踪随访）等内容。

包括 1.眼镜验配场所区域划分及要求；2相关眼前节检查、屈光、双眼视

检查流程和要求；3.眼镜定配处方单参考格式；4.定配眼镜质量检验记录参考格



式等附录内容。

（二）与现有标准的差异，或者特色亮点。

1.目前无老视框架眼镜技术服务规范这一标准，本标准首次完整展示老视框架眼

镜验配技术服务规范。

2.鼓励建立不同类型的老视框架眼镜试戴体验区，鼓励以标准内容引领示范。

（三）主要试验与验证情况分析：

国内知名老视框架眼镜验配机构已经开展相应的服务。本标准制定过程中，

根据研究的深入先后完成了标准草案稿、标准讨论稿(一稿)、标准讨论稿(二稿)、

标准讨论稿(三稿)、标准讨论稿(四稿)、征求意见稿，标准内容在不断完善，不

断趋于科学合理。根据需要，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为：

1.范围部分。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部分。规定了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给出了本标准中用到的术语和定义。

4.服务要求。本部分规定了老视框架眼镜验配机构应以配戴者需求为导向，明确

服务规范和场所要求，包括实施具体服务的规章、程序、方法、标准和要求，为

配戴者提供规范的验配服务。

5.服务管理要求。本部分给出了老视框架眼镜验配服务机构的基本要求，应满足

的法规要求、技术要求、管理要求及责任要求。

四、不涉及专利：本标准无知识产权问题，属于国内首创。

五、产业化：本标准目前不涉及产业化问题。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情况

项目不采用国外标准：本标准项目仅引用涉及的部分国内标准：设立时仅引

用国内相关产品标准，仅为技术服务中用到的产品标准，这些引用标准属于从属

范畴。截止 2025 年 1 月，通过全国标准服务信息公共服务平台（首页 - 全国标

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s://std.samr.gov.cn/gb)中国标准网）查询无相关

老视管理与老视框架眼镜验配技术服务规范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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