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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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0810《眼镜镜片》的第2部分。GB/T 10810已经发布以下部分： 

GB/T 10810《眼镜镜片》分为5个部分： 

—— 第 1 部分：单焦和多焦； 

—— 第 2 部分：渐变焦； 

—— 第 3 部分：透射比试验方法； 

—— 第 4 部分：减反射膜试验方法； 

—— 第 5 部分：表面耐磨试验方法。 

本文件代替GB 10810.2—2006《眼镜镜片 第2部分：渐变焦镜片》，与GB 10810.2—2006相比结构

变化如下： 

—— 按照编写要求，调整了第四章“要求”和第五章“试验方法”的结构顺序； 

—— 删除 4.1“测试条件”，相应序号顺延。 

本文件代替GB 10810.2—2006，与GB 10810.2—2006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调整了第 3章全部的术语定义内容； 

—— 删除 4.2.1“总则”，（见 2006 版的 4.2.1） 

—— 增加了柱镜轴位方向允差中当柱镜顶焦度＜0.12 m
-1
和≥0.12 m

-1
～≤0.25 m

-1
的技术要求

（见 4.1.3，2006 版的 4.2.2.2）； 

—— 将“附加顶焦度”修改为“顶焦度变化量”（见 4.1.4 和 6.5,2006 版的 4.2.3 和 5.4）； 

—— 增加了几何尺寸测量方法（见 5.3）； 

—— 修改了顶焦度变化量的测量方法（见 5.2.3，2006 版的 5.4）； 

—— 将“标识”修改为“标志”（见第七章，2006 版的第七章）。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 8980-2:2017 《眼科光学—未割边眼镜镜片—第2部分：渐变焦镜片技术规范》。 

本文件与ISO 8980-1:2017相比存在较多结构性差异，详见附录B。： 

本文件与ISO 8980-2:2017的主要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文件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 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 GB/T 26397 代替 ISO 13666； 

—— 增加引用 ISO 13666 的术语定义（见 3.1）； 

—— 删除引用的国际标准 ISO 8598-1； 

—— 删除第四章； 

—— 删除 ISO 8980-2 中的 5.4，偏振镜片的轴位偏差； 

—— 增加 5.2.4“棱镜基底取向”； 

—— 增加附录 A“渐变焦眼镜镜片各基准点位置示意图”； 

—— 增加“几何尺寸”试验方法（见 5.3）； 

—— 调整附录 A为“材料和表面质量”试验方法（见 5.4）。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 B一致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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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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眼视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于2006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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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眼镜镜片的主要功能是用于矫正视力和保护眼睛，是配装眼镜的重要元件。通过配戴适合个人需求

的眼镜镜片，人们可以看清楚远近处的物体、减轻视疲劳和眼睛干涩等不适症状、保护眼睛不受有害光

线的伤害，满足在不同场合的使用需求，故眼镜镜片产品对于个人视力和健康具有重要意义。GB/T 10810

系列标准旨在规范眼镜镜片的生产和使用，提高镜片的质量和安全性。对于保护消费者的视力健康、减

少眼部疲劳和不适感、提高视觉效果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眼镜镜片相关标准将形成以强制性标准为主、推荐性产品标准为辅的标准体系，满足生产商、消费

者及监督管理的需求，并满足国务院相关部门对强标精简整合工作的要求。 

GB/T 10810 系列作为与强制性国家标准配套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

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健全统一协调、运行高效、政府与市场共治的标准化管理体制，形成政府引

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协同推进的标准化工作格局，有效支撑统一市场体系建设，让标准成为对眼

镜镜片质量的硬约束，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 

GB/T 10810由五部分构成。 

—— 第 1部分：单焦和多焦。规定了单焦和多焦镜片产品光学参数和几何尺寸等质量要求和相关

试验方法，旨在确立单焦和多焦眼镜镜片产品的质量评价准则，形成有效的标准检测体系，

从而提升产品质量。 

—— 第 2部分：渐变焦。规定了渐变焦镜片产品光学参数和几何尺寸等质量要求和相关试验方

法，旨在确立渐变焦镜片产品的质量评价准则，形成有效的标准检测体系，从而提升产品质

量。 

—— 第 3部分：透射比试验方法。描述了镜片透射比性能的试验方法，旨在对镜片处于不同波长

和入射角度等条件及状态下的光透射比性能进行测量和表征，形成有效的标准检测体系。 

—— 第 4部分：减反射膜试验方法。描述了镜片减反射膜膜层性能的试验方法，旨在于对减反射

膜的各种膜层性能进行测量和表征，形成有效的标准检测体系。 

—— 第 5部分：表面耐磨试验方法。描述了镜片各类耐磨试验方法，根据国情增加了部分耐磨试

验方法，旨在提供多个镜片产品耐磨试验方法，形成有效的标准检测体系。 

渐变焦镜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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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渐变焦镜片仅

有渐进焦，近年来，随着加工工艺的提升和配戴者对视觉要求的提高，已经发展出渐退焦等多种设计。

是未来眼镜镜片产品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应用人群也从老视人群扩大到了中年和青少年。目前国际

上已经将渐变焦的定义和技术要求做了相应的调整，因此当前已有的渐变焦国家标准已经无法满足当

前市场产品的需求。ISO 8980-2也在2017年发布实施新版。本文件在修改采用ISO 8980-2：2017的基础

上，配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了相关定义和试验方法，并根据GB/T 1.1的要求，调整了标准结构，使

GB/T 10810.2更加符合当前的技术和市场状况，能够保障渐变焦眼镜镜片的质量和性能，为消费者提供

更好的选择和配戴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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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镜片 第 2部分：渐变焦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渐变焦眼镜镜片要求、试验方法、标记和标志。 

本文件适用于未割边的渐变焦眼镜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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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97 眼科光学 术语（GB/T 26397-2011，ISO 13666:1998，MOD） 

GB XXXXX  眼视光产品 元件安全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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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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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校验顶焦度 verification power 

生产者特别计算和提供的作为焦度计验证的参考值的镜片顶焦度。 

注1：此值是被期望使用特定方法找到的测量顶焦度，适用于计算允差。 

注2：校验顶焦度可与订单顶焦度不同，例如，由于（视觉的）生理影响，在焦度计上测量时透过镜片的光线可与配

戴位置不同。 

注3：如果未割边或配装镜片的生产者只描述一个顶焦度，该顶焦度即为用于验证的订单顶焦度。 

4 要求 

4.1 光学性能 

4.1.1 通则 

如果生产者声称已对配戴位置的顶焦度进行修正，则应对照校验顶焦度进行检测。其对应的校验顶

焦度偏差应符合GB XXXX。生产者声称的配戴位置校验顶焦度应在包装或附件上标明。 

4.1.2 主基准点顶焦度 

镜片每子午面顶焦度偏差和柱镜顶焦度偏差应符合GB XXXX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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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柱镜轴位 

柱镜轴位方向偏差应符合GB XXXX的要求。 

4.1.4 顶焦度变化量 

顶焦度变化量偏差应符合GB XXXX的要求。 

4.1.5 棱镜度及棱镜度基底取向 

在棱镜基准点所测得的处方棱镜度和减薄棱镜的总和偏差应符合GB XXXX的规定，未明示处方棱镜

的镜片也包含在内。 

将标称棱镜度按其基底取向分解为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分量，各分量实测值的偏差应符合GB XXXX的

规定。 

4.2 几何尺寸 

4.2.1 镜片尺寸 

镜片尺寸分为下列几类： 

a) 标称尺寸（dn）：由制造厂标定的尺寸，单位为 mm； 

b) 有效尺寸（de）：镜片的实际尺寸，单位为 mm； 

c) 使用尺寸（du）：光学使用区的尺寸，单位为 mm。 

标明直径的镜片，尺寸偏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 有效尺寸，de： 

dn－1 mm≤de≤dn＋2 mm 

—— 使用尺寸，du： 

du≥dn－2 mm 

使用尺寸允差不适用于具有过渡曲面的镜片，例如缩径镜片等。 

处方特殊定制镜片不适用上述允差，可以由验光师和供片商协议决定。 

4.2.2 厚度 

镜片厚度的测量值与标称值的允差不应大于±0.3 mm。 

镜片的标称厚度应由生产者加以标定或由使用者和供应商双方协议决定。 

处方特殊定制镜片不适用上述允差，可以由验光师和供片商协议决定。。 

4.3 材料和表面质量 

按照5.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在以棱镜基准点为中心，直径30 mm的区域内，镜片的表面或内部都

不应出现可能有害视觉的各类疵病。在此鉴别区域之外，可允许孤立、微小的内在或表面缺陷。 

5 试验方法 

5.1 通则 

试验环境温度为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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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光学性能 

5.2.1 主基准点顶焦度 

应按照GB XXXX所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量。 

5.2.2 柱镜轴位 

应按照GB XXXX所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量。 

5.2.3 顶焦度变化量 

应按照GB XXXX所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量。 

5.2.4 棱镜度及棱镜度基底取向 

应按照GB XXXX所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量。 

5.3 几何尺寸 

5.3.1 镜片尺寸 

使用最小分度值不大于0.1 mm的测量器具，测量镜片尺寸。 

5.3.2 厚度 

使用最小分度值不大于0.1 mm的测量器具，在镜片前表面的棱镜基准点上，并与该表面垂直进行测

量。 

5.4 材料和表面质量 

不借助光学放大装置，在明视场或暗背景视场中进行镜片的检验。图1为推荐的检验系统。检验室

周围光照约为200 lx。检验灯的光通量至少为400 lm，例如可用15 W的荧光灯或带有灯罩的40 W白炽

灯。可以采用其它等效试验方法。 

注： 检验者应经过培训并需要熟练的操作水平。 

 

标引序号说明： 

1——黑色无反光背景（150 mm×360 mm）； 

2——灯源，光通量≥400 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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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遮光板； 

4——可调节范围； 

5——可移动样品； 

6——观察者眼睛所在面； 

7——无遮挡可视区域。 

注： 遮光板可调节到遮住光源的光直接射到眼睛，但能使样品被光源照明。 

图1 目视法检验镜片疵病的装置图 

6 标记 

6.1 永久性标记 

镜片应至少有以下几个永久性标记（见附录A）： 

a) 配装基准：由两相距为 34 mm 的标记点组成，两标记点分别与一含有配适点或棱镜基准点的

垂面等距离； 

b) 顶焦度变化量，以数值或等效标记形式，标记在配装基准线下； 

注： 没有次基准点的渐变焦镜片不宜参考b）要求，如果存在多个顶焦度变化量，可提供适当的参考标记。 

c) 生产者或供应商标记。 

6.2 非永久性选择性标记 

建议包含以下非永久性选择性标记： 

a) 配装基准线； 

b) 主基准点； 

c) 次基准点； 

d) 配适点； 

e) 棱镜基准点。 

注： 非永久性标记可以用可溶墨水标记、贴花纸等方式。 

7 标志 

镜片的表面或其包装上或附带文件中，应至少标明以下信息： 

a) 产品名称； 

b) 生产者或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c) 执行标准； 

d) 生产日期和/或生产批号； 

e) 主基准点顶焦度和/或校验顶焦度，单位为 m
-1
； 

注： 行业也常用符号D或者dpt表示，1 D=1 m
-1
。 

f) 顶焦度变化量，单位为 m
-1
； 

g) 镜片尺寸，单位为 mm； 

h) 右镜片或左镜片标记； 

i) 厚度，单位为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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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棱镜度，单位为 cm/m； 

注： 行业也常用符号Δ表示，1 Δ=1 cm/m。 

k) 材料折射率（四位有效数字）和基准波长（若未标明，则默认为 e 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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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A  

（资料性） 

渐变焦眼镜镜片各基准点位置示意图 

 

图 A.1 渐变焦眼镜镜片各基准点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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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B  
D  

附 录 B  

（资料性） 

本文件与 ISO 8980-2:2017 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本文件与ISO 8980-2:2017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具体章条编号对照情况见表B.1。 

表 B.1 本文件与 ISO 8980-2:2017 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本文件结构编号 ISO 8980-2：2017结构编号 

1 1 

2 2 

3 3 

3.1 - 

- 4 

4 5 

- 5.1 

4.1 5.2 

4.1.1 5.2.1 

4.1.2 5.2.2 

4.1.3 5.2.3 

4.1.4 5.2.4 

4.1.5 5.2.5、5.2.6 

4.2 5.3 

4.2.1 - 

4.2.2 - 

4.3 - 

- 5.4 

5 6 

5.1 6.1 

5.2 6.2 

5.2.2 6.3 

5.2.3 6.5 

5.2.4 6.4 

5.3 - 

5.4 6.6，附录A 

6 7 

6.1 7.1 

6.2 7.2 

7 8 

- 9 

附录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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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本文件与ISO 8980-2:2017结构编号对照情况（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ISO 8980-2：2017结构编号 

附录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