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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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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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南京同仁医院、金陵科技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同仁医院、金陵科技学院材料工程学院、维视眼科医院集团有限公司、福州

东南视觉眼科研究所、苏州明世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新天鸿光学有限公司、厦门雅瑞光学有限公司、南

京维视睛陵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福州星辰光学有限公司、苏州市禾爱视觉科技

有限公司、扬中明辰眼科医院、福州雨森文化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青、王玲、李岩、刘陇黔、保金华、郭健、张春南、余浩墨、姚飞、高修强、

朱春晖、程凯霖、何明明、刘全保、刘宜群、黄君、杨兴通、陈玉婷、周婷婷、肖立韦、井云、池云、

王锦城、金婉卿、于翠、邢潇英、许根贵、汤双琪、刘飞 、刘波、姜俭、张聪、周超、周磊、冯月兰、

黄礼彬、邵毅、董贺、石磊、杨阳、丁磊、杨媛、陈誉、陈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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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中老年人口数量在快速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及民政部等官方数据，截至2024年末，中国中老

年人口数量及占比情况如下：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31,031万人（即3.1亿人），占总人口比例：

22.0%；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22,023万人（即2.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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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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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年的视光学教育和专业培训，行业内从业者的专业技能普遍得到了显著提高。然而，在老视

管理的框架眼镜验配方案方面，尚未形成广泛认可的规范流程和统一标准。目前，大多数从业者和机构

在这一领域的工作仍然缺乏统一的指导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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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提升老视框架眼镜验配服务能力与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视觉需求，在系

统总结现有的经验基础上，采用专家咨询、实地调研等多种研究方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文件。本规范旨在对老视相关框架眼镜验配技术服务

进行标准化，确保单光、双光、渐进多焦镜等不同种类框架眼镜的验配服务达到统一标准。同时为行业

主管部门科学评价老视框架眼镜验配技术的专业建设能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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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视框架眼镜验配服务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老视框架眼镜验配的术语和定义、服务技术内容以及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对验光配镜机构开展老视框架眼镜验配服务评价，也可指导验光配镜机构规范服务及

进行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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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1 眼镜镜片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镜片

GB 10810.2 眼镜镜片 第2部分：渐变焦镜片

GB 13511.1 配装眼镜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

GB 13511.2 配装眼镜 第2部分：渐变焦

GB/T 13511.3配装眼镜 第3部分：单光老视成镜

GB/T 14214-2019 眼镜架通用要求和实验方法

GB/T 26397 眼科光学 术语

QB/T 2506 眼镜镜片光学树脂镜片

QB/T 5448-2019眼科光学验光配镜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6397 和 QB/T 544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老视 Presbyopia

一种生理现象，指随着年龄增长，人眼晶状体弹性减弱，睫状肌肌力减弱，眼调节能力下降，

导致人眼视近出现模糊，达到需要利用光学透镜进行矫正的程度。

3.2 老视管理 Presbyopia management

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老视矫正和相关视觉健康管理。

3.3 眼镜定配 eyeglasses prescribing and fitting

经过专业验光、加工、检测、校配、分发等系列流程的眼镜定配完整过程。主要含眼镜验配（眼镜

处方确定），眼镜装配（不同类型眼镜装配）和眼镜校配（根据人脸校配以及检测与分发）等三大内容。

3.4 售后服务 after-sales service

向配戴者售出框架眼镜或从配戴者接受无形产品开始，所提供的有偿或无偿的服务。 注：售后服

务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方面：

随合同签订而提供的活动，例如售前售后咨询、验配数据检测、配戴矫正过程规划，眼镜售后校配

等；

1) 在框架眼镜售出到投入正常使用期间所涉及的活动，例如送货、眼镜验配、装配、校配、

技术咨询与培训等；

2) 框架眼镜质量涉及的活动，例如退换、召回、维修、保养、检测、配件供应等；

3) 以获得配戴者反馈或维系配戴者关系而开展的活动，例如满意度调查、配戴者联谊、框

架眼镜使用情况跟踪等；

4) 以框架眼镜为基础，为配戴者提供相关信息的活动，例如使用知识宣传、框架眼镜或服

务文化宣传、网站或短信传递服务、新品推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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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务要求

4.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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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场所要求

4.2.1 场所整体设计应合理、便捷，划分为销售区、验光区、配镜区、老视框架眼镜使用场景体验区、

检测区等，眼镜验配无关的其他经营业务要相对独立。鼓励有老视框架眼镜业务的验配机构拥有专用老

视框架眼镜使用场景体验区。各功能区域及要求见附录 A。

4.2.2 店容店貌应整洁，无杂物，店堂灯光明亮，框架眼镜陈列有序，明码标价。

4.2.3 信息公示明确。眼镜验配机构至少向配戴者传递下列信息：

1) 机构的服务营业时间；

2) 服务目标、方针；

3) 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服务流程和服务电话；

4) 产品信息介绍和价格；

5) 相关的服务规范或执行标准。

4.3 服务流程

老视框架眼镜验配服务及服务流程包括但不限于：

1) 配镜顾问接待与问诊：

2) 眼前节检查、屈光与双眼视功能检查：

3) 需求确认与定配眼镜处方初步出具：

4) 老视框架眼镜使用场景体验：

5) 定配眼镜处方最终确定：

6) 配镜加工及检测：

7) 取镜接待与交付：

8) 试戴：

9) 老视视觉健康管理指导：

10) 配后及跟踪随访。

4.4 配镜顾问接待与问诊

4.4.1 配镜顾问应主动热情、行为规范，能耐心解答配戴者疑问。配镜顾问应符合 5.2.1.1 的相关要

求。

4.4.2 配镜顾问应了解产品的执行标准，熟悉产品的基本情况（如：产地、材质、性能、价格等），

能够根据佩戴者的需求，给予后续合理的选择建议。

4.4.3 配镜顾问应主动询问配戴者年龄、戴镜史、视觉需求和日常用眼情况。

4.5 眼前节、屈光检查与双眼视功能

4.5.1 眼镜验配机构应制定眼前节检查、屈光检查与双眼视功能检查工作流程和要求，具体见附录 B。

4.5.2 眼镜验配机构应至少配备一名验光人员或眼视光师，应符合 5.2.1.2 的相关要求。

4.5.3 眼前节检查、屈光与双眼视功能检查完毕应出具验配处方单，验配处方单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内容：

1) 配戴者信息：姓名、性别、年龄、联系电话，

2) 远裸眼视力、近裸眼视力；远矫正视力，近矫正视力；屈光信息：左右眼、球镜、柱镜、

轴位、瞳距（远、近）；调节幅度等：

3) 验光信息：验光日期、验光人员签名等。

4.6 需求确认与定配眼镜处方初步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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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戴者确认验光结果后，根据其具体配镜需求，验光人员或配镜人员或配镜顾问应引导配戴者选择

老视框架眼镜类型，根据所选择老视框架眼镜类型，进行单光镜片、双光镜片、渐进多焦镜片等不同镜

片类型的专用眼镜镜架选择服务。通过镜架、镜片等具体配镜需求的确认，并基于专业选择后的镜架确

认并精确瞳高等数据，初步开具定配眼镜处方。

4.7 老视框架眼镜使用场景体验

鼓励老视眼镜验配业务机构拥有使用场景体验区。鼓励通过不同的具体应用场景，利用试戴镜等帮

助配戴者体验老视使用场景。这些场景应覆盖远距离、中距离、近距离的生活、工作、娱乐场景。根据

常见使用场景，建议在所设置的阅读场景体验区、家庭场景体验区、办公场景体验区、驾驶场景体验区

内进行试戴。或也可根据场景使用距离划分为近距使用为主、中近距使用为主、远中近兼顾使用为主的

验配场景区进行试戴体验。

4.8 定配眼镜处方最终确定

验光人员或配镜人员或配镜顾问等验配人员应结合配戴者老视框架眼镜使用场景体验的结果，确认

定配眼镜最终处方。眼镜定配处方单参考格式见附录 C。
4.9 配镜加工及检测

4.9.1 眼镜验配机构应制定配镜加工及检测工作流程和要求。

4.9.2 眼镜验配机构应至少配备一名配镜人员，配镜人员应符合 5.2.1.2 的相关要求。

4.9.3 配镜人员应按照验光人员、配镜顾问开具的配镜加工单，进行配镜加工作业，配镜加工单应包

含以下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1) 眼镜定配处方信息；

2) 镜架信息：品牌、规格、型号、材质、色号、价格等：

3) 镜片信息：品牌、折射率、材质、颜色、价格等：

4) 加工信息：加工人员、加工完成日期等。

4.9.4 眼镜加工完毕，交付前，需要进行质量检测。眼镜验配机构应至少配备一名检测人员，并不得

由配镜人员兼任。检测人员应符合 5.2.1.3 的相关要求，

4.9.5 应按照 GB 13511 要求对配镜进行检测。产品检测合格，出具产品质量检测合格证明。产品检

测不合格，应返修或重新加工，

4.9.6 检测记录应完整、准确、真实、可追溯，检测记录应至少保留 2 年。定配眼镜质量检测记录参

考格式见附录 D。检测记录应包括但不限于：

1) 配镜人员和眼镜验配机构的相关信息：

2) 镜架、镜片的相关信息：

3) 屈光度标称值以及实际检测屈光度数，包括球镜、柱镜、轴位、瞳距等信息：

4) 检测人员签名和检测日期等。

4.10 取镜接待与交付

4.10.1 定配眼镜附有配镜加工单据和产品质量检测合格证明。

4.10.2 配镜顾问应让配戴者取镜后试戴，试戴注意鼻托是否贴合鼻梁、镜腿脚弯是否挂靠舒适等。过

程中，配镜顾问应加强沟通与辅导，注重对配戴者试戴的指引和体验。

4.10.3 眼镜验配机构应按照约定时间，向配戴者交付老视框架眼镜，主动介绍售后服务、眼镜保养等

相关知识。

4.10.4 配镜顾问应提供老视框架眼镜的包装和相关用品，包括但不限于：

1) 专用眼镜包装布、眼镜盒或眼镜袋；

2) 眼镜定配处方单、合格证（证明）；

3) 质保卡、售后服务、投诉方式等。

4.11 试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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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镜顾问主动让配镜者进行试戴，重复体验眼镜使用场景以确认矫正效果和满意度，有必要时应提

供镜架调校服务。

4.12 老视视觉健康管理指导

在眼镜制作等待过程中或交付前的适宜时间中，进行老视管理相关科普和科学戴镜等知识宣传。

4.13 配后服务及跟踪随访

4.13.1 眼镜验配机构应制定配后服务规范，并做好配后服务记录，并存档备查。

4.13.2 眼镜验配机构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定受理配戴者的投诉，并设有配后服务部门或有专

人负责处理配后事宜。

4.13.3 眼镜验配机构应建立配戴者回访制度，做好产品质量跟踪和老视管理服务。眼镜验配机构应进

行视力保健宣传，鼓励使用公众号、互联网等各种方式与配戴者保持沟通。

4.13.4 鼓励眼镜验配机构发挥眼镜验配和中老年视觉健康管理的社会责任，积极在相应场所开展中老

年用眼护眼宣传和技术支持等公益活动。眼镜验配机构在开展上述公益活动时，建议包含以下内容：

1) 老视相关视觉健康管理内容；

2) 科学验配眼镜，科学使用眼镜；

3) 协调卫生或其他机构为中老年人提供老年视觉健康相关技术服务，提供老视管理相关药

械、药品和手术等技术咨询。

5 服务管理要求

5.1 总则

眼镜验配机构应取得相应资质，建立完整的服务体系并有效实施，确保第4章的服务要求能够得到

满足，使配戴者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5.2 人员和设备

5.2.1 人员

5.2.1.1 配镜顾问应经过专业培训，熟悉验光、配镜流程以及客户服务流程，熟悉所售产品的性能和

标识。

5.2.1.2 验光人员、配镜人员应掌握眼科、眼视光学的基础理论知识，熟悉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满

足符合岗位要求的专业技能。具备 2 年以上老视框架眼镜验配工作经验。

5.2.1.3 检测人员应熟悉所执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检测项目和技术指标，熟练使用检测设备，

满足符合工作要求的专业技能。

5.2.1.4 机构管理人员应熟悉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全面负责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管理、

服务管理、安全管理和异常情况处理。

5.2.1.5 眼镜验配机构应根据服务活动需要和从业人员资格及能力，开展员工培训，并对员工的工作

业绩、能力进行定期考评。

5.2.2 设备

5.2.2.1 验配机构应配备必要的验光、配镜及检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1) 电脑验光仪、验光镜片箱、检影镜、瞳距仪或瞳距尺、标准对数视力表或投影视力表、

近用视力表、试镜架、裂隙灯等验光设备；根据需要鼓励选择综合验光仪；

2) 焦度计、测厚装置、直尺、磨边设备、钻孔机、开槽机、烘热器等配镜加工及检测设备；

5.2.2.2 设备的性能、数量应满足 GB 13511.1、GB 13511.2 等文件及验配机构的验光、配镜、检测

要求。

5.2.2.3 检测设备要经检定或校准，确认合格后方可使用。定期通过计量监督检测单位的统一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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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4 验配机构应编制检测设备清单，并制定检测设备的操作规程。

5.2.2.5 验配机构应对配戴者使用的验光设备前进行消毒处理并如实记录。

5.3 服务理念和制度

5.3.1 眼镜验配机构应制定服务方针和目标， 以体现明确的服务理念，其中应包含对配戴者权益的尊

重和保护。

5.3.2 眼镜验配机构应让员工熟知本机构的服务理念，并能在服务各个环节中有效执行，并能传达给

配戴者知晓。

5.3.3 眼镜验配机构应建立完整的眼镜验配服务规章制度，能够覆盖服务的各个环节。制度应至少包

括但不限于：

1) 透明化服务手册， 内容应包含工作流程和要求，检测标准等，便于配戴者需要时，能够

了解机构的服务是否符合要求；

2) 内部管理制度，包含验光、配镜、检测、售后、老视管理和投诉反馈等。

5.3.4 应建立配戴者服务信息资料档案，并采取适宜的保密措施，确保配戴者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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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眼镜验配场所区域划分及要求

表 A.1 验配场所区域划分及要求

区域划分

验光区

1. 视 力 表 放 置 距 离 符 合 GB/T
11533-2011 中 5.1 的要求；

2.视 力 表 放 置 高 度 应 符 合 GB/T
11533-2011 中 5.2 的要求；

3.使用投影仪视力表验光，被检者的视

距应与投影仪距离一致，视力表表面照

度或亮度应均匀柔和、恒定；

4.验光宜使用白光，光线应均匀柔和、

无闪烁，光强应适中，避免光线昏暗或

刺眼的强光；鼓励使用照度可调的灯

具；

5.配备独立验光室，面积不少于 5平方

米。（独立验光室是指与其他功能区隔

离，形成独立的、可封闭的验光空间。

鼓励使用防雾换气扇。

配镜区 独立的配镜室，面积不少于 6平方米。

检测区

检测区相对独立，面积不少于3平方米，

室温（23±5）℃ ，相对湿度为 85%
以下，有配套的便于记录检测数据的设

施，并明示配装眼镜国家标准中重要参

数指标的内容。光线应柔和，避免强光。

检测区域光照度不低于 200lx。

使用场景体验区

根据具体眼镜类型，开展相应的场景体

验。可与验光区共用。

鼓励拥有老视框架眼镜专用使用场景

体验区。

根据常见使用目的划分：

1.阅读场景体验区；

2.家庭场景体验区；

3.办公场景体验区；

4.驾驶场景体验区等；

根据场景使用距离划分：

1.近距使用为主；

2.中近距使用为主区；

3.远中近兼顾使用为主区；

销售区

1.验配机构宜设置配戴者休息区 ，环

境温度应控制在室温（23±5） ℃ ，

相对湿度为 85%以下；

2.配备洗手、烘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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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相关眼前节检查与屈光、双眼视检查流程和要求

B.1 眼前节与屈光、双眼视检查流程和要求

B.1.1 眼前节检查

眼前节检查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 眼外观检查；

2) 眼睑检查；

3) 角膜检查；

4) 结膜检查；

5) 晶状体检查。

B.1.2 屈光、双眼视检查

B.1.2.1 基础检查

基础检查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 询问戴镜史；

2) 测试裸眼远视力和近视力；

3) 测试原戴眼镜的矫正视力；

4) 测试原戴眼镜的光学参数；

5) 测试远用瞳距；

6) 判定优势眼。

B.1.2.2 客观验光

电脑验光仪验光或常态视网膜检影验光。

B.1.2.3 主观验光

以下检测流程适用于主观验光：

1) 将客观验光获得的屈光参数、旧镜度数等作为主观验光的测试基础；

2) 双眼进行远雾视法处理；

3) 右眼散光盘测试或裂隙片测试；

4) 右眼红绿视标测试或远交叉视标测试；

5) 右眼交叉柱镜精调散光的轴位与焦度；

6) 右眼再次远雾视法处理，并获得最佳矫正视力最大正镜；

7) 左眼重复上述 3）、4）、5）、6）等步骤；

8) 双眼棱镜平衡测试或偏振平衡测试；

9) 确定双眼最佳矫正视力的最大正镜度数，确定参考屈光处方；

10) 试戴 5min～15min，并根据试戴结果调整处方参数；

11) 开具远用眼镜最终处方。

B.1.2.4 散瞳验光

该条仅针对矫正视力不佳的配戴者，验光人员应在眼科医师指导下，进行散瞳检查并验光，排查矫

正视力不佳的原因，等瞳孔恢复后再进行主觉验光。

B.1.2.5 老视验光与近附加光度测量

以下检测流程适用于老视验光：

1) 进行客、主观验光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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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视眼裸眼或屈光不正眼预置远用矫正眼镜处方；

3) 询问习惯性近工作距离及工作场景；

4) 测试或根据远用瞳距和近工作距离定量近用光心距；

5) 测试调节幅度；根据需要进行调节灵活度测试，集合近点、眼位检查等；

6) 根据调节幅度和近工作距离、FCC（Fusion Cross-Cylinder）值、年龄与近附加关系表

等方法定量近附加参考值；

7) 根据正负相对调节、FCC（Fusion Cross-Cylinder）等方法精调近附加；

8) 试读 5min～15min，并根据试读结果调整近附加；

9) 综合上述各项参数结果，综合开具近用眼镜最终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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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眼镜定配处方单参考格式

表 C.1 眼镜定配处方

编号 姓名 邮 编

联系人 地址 传 真

电话 取货日期 订货人

远用处方

(distance Rx)

球 镜

（SPH）

柱镜

(CYL)

轴 位

(AXIS)

矫正

视力（DV）
镜片设计 偏心内 偏心外

右

（R） 球面□

非球面□

( )mm ( )mm

左

（L） ( )mm ( )mm

近用处方

(near Rx)

球 镜

（SPH）

柱 镜

(CYL)

轴 位

(AXIS)

矫正

视力（DV）
镜片设计 偏心内 偏心外

右

（R） 球面□

非球面□

( )mm ( )mm

左

（L） ( )mm ( )mm

远瞳距

(FPD)
mm

瞳

高

右（R）：

mm 原镜

瞳距

右（R）：

mm 镜片直径

（DIA）
mm 镜片表面

处理近瞳距

(NPD)
mm

左（L）：

mm

左（L）：

mm

眼镜

选择类型
单光眼镜□ 双光眼镜□ 渐进多焦镜□

下加

光度

(ADD)

右

（R） 镜架

型号

规格

镜片

型号

规格
左

（L）

镜眼距 前倾角 面弯角 外张角

加工要求 镀 膜 留 片 钻 孔
美薄

处理
开槽 抛 光 安装 染 色 其 他

镜架价格 元 镜片价格 元 加工费 元 合计 元

眼视光师 配镜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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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定配眼镜质量检测记录参考格式

表 D.1 定配眼镜质量检测记录

定配眼镜处方

眼别 球镜（DS） 柱镜 (DC) 轴位（AX）

右（OD）

左（OS）

近附加ADD

远用瞳距 ( )mm 近用瞳距 ( )mm

配戴者姓名 配镜日期

眼镜类别 处方单号

检测依据

检测项目 标准条款及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

单
光
与
多
焦
点
镜
片
类

球镜顶焦度（m-¹）
右（R）

应符合 GB 10810.1-2005中 5.1.2.1表 1镜片顶
焦度允差规定的要求

左（L）

柱镜顶焦度（m-¹）
右（R）

左（L）

柱镜轴位偏差（°）
右（R） 应符合 GB 13511.1-2011中 5.6.4表 3规定的要

求左（L）

光学中心水平偏差（mm）
应符合 GB 13511.1-2011中 5.6.1表 1规定的要
求

光学中心水平互差（mm） 应符合 GB 13511.1-2011中 5.6.2规定的要求

光学中心垂直互差（mm）
应符合 GB 13511 1-2011中 5.6.3表 2规定的要
求

镜片表面质量 应符合 GB 10810.1-2005中 5.1.6规定的要求

镜片厚度（mm） 应符合 GB 10810.1-2005中 5.9.2规定的要求

装配质量 应符合 GB 13511.1-2011中 5.8表 5规定的要求

标志 应符合 GB 13511.1-2011中 7.1规定的要求

渐
变
焦
镜
片
类

远用屈光度检测

符合《GB 10810.2-2006 眼镜镜片 第 2部分：渐
变焦镜片》和《GB 13511配装眼镜标准第 2部分：

渐变焦》等

柱镜轴位

近用附加度检测

配镜高度和单眼视远瞳距

永久标记连线的水平倾斜度

渐进多焦镜的检测根据国标还包
括以下项目核实棱镜基底取向和
厚度、核实镜片厚度、核实位置
和倾斜度、核实镜架外观、镜片
表面及装配质量等。

镜
架
类

镜架外观质量 应符合 GB/T 14214-2019 中 4.3 外观质量要求

镜片夹持力
应符合 GB/T 14214-2019 中 4.8.2 镜片夹持力要

求

检测结论： 检测日期：

不合格项目及处理： 检测员

注：配镜加工使用的镜架、镜片应有该批次镜架、镜片厂家出具的产品合格证明。当使用进口产品材料时，应当具

备进口报关单、检验合格证、代理商信息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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