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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光镜片箱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各类全孔径和缩小孔径验光镜 片箱 的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和使用 中

检验 。

2 引用文献

ISO9801:1997《 眼科仪器 验光镜片》(Ophthalmic instruments—Trial case knses)

GB173羽一⒛09《 眼科仪器 验光镜片》

JJG580—⒛05《 焦度计检定规程》

JJF1002— 1998《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 》

JJF1059— 1999《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F1001— 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使用本规程时 ,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

3 术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程 。

3.1 顶焦度

以米 (m)为单位测得的镜片近轴顶焦距 的倒数 。一个镜片含两个顶焦度 。

3.2 后顶焦度

以米为单位测得的镜片近轴后顶焦距的倒数 。如图 1所示 ,镜片后顶点到近轴后焦

点的距离称为近轴后顶焦距 ,以符号 J· 表示 ,它的倒数称为后顶焦度 ,即 1/J· 。后顶

焦度的单位是米的倒数 (m1),单位名称为屈光度 。

注:一个镜片含有前、后两个顶焦度。如不做特别说明,镜 片的顶焦度均指其后顶焦度。

3.3 棱镜度

光线通过镜片上的规定点 (通常是镜片中心)后所产生偏离的度量 。见 图 2,棱镜

度的单位是厘米每米 (cm/m),单位名称为棱镜屈光度 。

前表面   后表面

图 1 镜片后顶焦距示意图

F一物方焦点;/一像方焦点;H一物方主点 ;H′一像方主点 ;

r一物方焦距;/一像方焦距;J歹一前顶焦距;J9—后顶焦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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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棱镜度示意图

3.4 全孔径验光镜片

全孔径验光镜片为带有约 1mm壁 厚的保护框 ,具有最大极限通光孔径的镜片。

3.5 缩小孔径验光镜片

这种验光镜片是指其通光孔径明显小于镜框外径 ,厚度明显减薄的镜片。

3,6 叠加使用的验光镜片链

球镜片、柱镜片或球一柱联合的验光镜片链 。在其最后一面所测得的后顶焦度等于

放在镜架 中的所有验光镜片在子午线上的标称值的联合 。

3.7 球镜验光镜片

使近轴的平行光束会聚于一个点的验光镜片。

3.8 柱镜验光镜片

使近轴的平行光束会聚于两条分离的、相互正交的焦线上 ,含有两个主顶焦度的验

光镜片。

柱镜验光镜片其中一主子午面的顶焦度为零 。柱镜度是指其顶焦度不为零的那一个

主子午面的顶焦度 。

4 概述

4.1 分类

验光镜片 ,即是镶嵌在框 中用于测定人眼屈光不正所用的镜片。在实际应用中 ,各

类验光镜片的组合称为验光镜片箱 。验光镜片箱是医院眼科 、眼镜商店等用来检查人眼

的屈光状态和斜视 、弱视及眼其他视觉功能的一种眼科计量器具 。

验光镜片箱主要 由正 、负球镜验光镜片 ,正 、负柱镜验光镜片 ,棱镜验光镜片 ,辅

助验光镜片等组成 。

4.2 用途

4.2.1 球镜验光镜片

由正 、负球镜验光镜片组成 。正球镜验光镜片用于人眼远视和老花的检查 ;负 球镜

验光镜片用于人眼近视的检查 。

4.2.2 柱镜验光镜片

由正 、负柱镜验光镜片组成 。正柱镜验光镜片用于人眼远视和老花散光的检查 :负

柱镜验光镜片用于人眼近视散光的检查 。

4.2,3 棱镜验光镜片

用于人眼斜视和隐斜视的检查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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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参考波长

各类验光镜片的顶焦度计算均与波长有关。本规程规定采用波长为绿色汞线 :^c=
546.07nm。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错片

以下情况视为错片 ,如果验光镜片箱中出现一片及一片以上错片,则 视为整箱不

合格。

5.1.1 球镜验光镜片、柱镜验光镜片、棱镜验光镜片三者之间互相装配错误。

5.1.2 球镜验光镜片、柱镜验光镜片中正、负镜片之间装配错误。

5,l.3 各类验光镜片断挡、缺片。

5.l。 4 球镜验光镜片球镜度、柱镜验光镜片柱镜度、棱镜验光镜片棱镜度的计量性能

指标超过各 自相应允差的 2倍 。

5.2 顶焦度允差

5.2.1 球镜验光镜片的顶焦度允差应符合表 1的 规定。

表 1 球镜验光镜片的顶焦度允差           m l

5.2.2 柱镜验光镜片的柱镜顶焦度允差应符合表 2的 规定 ,其球镜度允差一律不得超

过±0.06m^l,其 固有棱镜度不得大于 0.12cm/m。

表2 柱镜验光镜片的柱镜顶焦度允差          m l

顶焦度标称值 (绝对值 )

允 差 (MPE)

球镜度 柱镜度

0.12 +0.03 +0,03

(0.12,6。 00] +0.06 +0.03

(6.00,12.00] +0.09 +0.03

(12.00, o。 ) +o.12 △0.05

柱镜度标称值 (绝对值 ) 允 差 (MPE)

0.12 |0.03

(0.12,1.00彐 「0。 06

(1。 00,4。 00彐 |0。 09

(4,00,6.00彐 |0.12

(6.00, °。) +0.18

5.2.3 棱镜验光镜片的棱镜度允差应符合表 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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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棱镜验光镜片的棱镜度允差

棱镜度标称值

/ (cm/m)

允 差 (MPE)

棱镜度/(cm/m) 球镜度/m l 柱镜度/m]

(0, +0, 10 △0.05 △0.05

(3,6] +0.12 |0,05 △0.05

(6,∞ ) |0.25 +0.05 +0.05

5.3 光学 中心位移允差

球镜验光镜片、柱镜验光镜片的光学中心位移由镜圈几何 中心处的棱镜度表示 ,其

光学中心位移允差应符合表 4的规定 。

表4 光学中心位移允差

5.4 柱镜验光镜片轴位允差

柱镜验光镜片轴位线规定为 0° ~180°方 向,其与镜片直径两端的轴位标记之间的偏

差用角度值表示 ,其值应符合表 5的规定 。

表 5 柱镜验光镜片轴位允差

5.5 棱镜验光镜片基线允差

棱镜验光镜片基底的轴向定位由棱镜基线表示 ,其与镜片两端的基线标记之间的偏

差应符合表 6的 规定 。

表6 棱镜验光镜片基线允差

顶焦度标称值/m1
(绝对值 )

棱镜度允差 (MPE)

/(cm/m)

E0.12, 1.00彐 +0.12

(1.00,4。 00] ±0.25

(4.00, 7。 00] ±0.35

(7。 00,10。 00彐 +0.50

(10。 00,12.00] +0.60

(12.00, oO) +0.80

顶焦度标称值/m1
(绝对值 )

轴 位 允 差 (MPE)

E0.12, 0.50彐 +
~

(0.50, cc) +
~

棱镜度标称值

/(cm/m)
基 线 允 差 (MPE)

(0,0.50] ± 5°

(0.5,1.0彐 ± 4°

4



JJG579-ˉ2010

表 6(续 )

棱镜度标称值

/(cm/m)
基 线 允 差 (MPE)

(1,0,2.0] ± 3°

(2,0,10,0] +2°

(10.0, °°) +
~

f其基本配置应满足如

'        
∶

0.12m1∶和

~+4.00m

m l~+12,

4.00m1和 )+3.00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整箱配置要求

验光镜片箱整

6.1.1 球镜验

相同规格

a)必须 少到 -12.O0m l~

+12.00m_
b)在 内的镜片量值间隔

不得大于

c)在 围内的镜片量值

间隔不得

d)
1范

围内的镜片量

值间隔不

6,1.2柱

相 同

a) 丿0孓 少 到 一4.0Om1~

+4.00m^1;

b)在 —0.

不得大于 0.25

围内的镜片量值间隔

c)在(-3. ∶O0m1范围内的镜片量值

间隔不得大于 0.50m

6.1.3 棱镜验光镜片

a)棱镜验光镜 片测量范 围 m,其 中 0.5, 2.0cm/m应 各有 .

两片 ;

b)在 3.0cm/m~8.0cm/m范 围内的镜片量值间隔不得大于 1.0cm/m。

上述 6.1条要求只适用于普通验光镜片箱 ,对于配合其他眼科检查仪器如视野计等

使用的验光镜片箱可另行配置。

6.2 外观

6.2.1 验光镜片箱内球镜验光镜片、柱镜验光镜片、棱镜验光镜片、辅助验光镜片等

主要部件应齐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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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验光镜片箱外箱和内盘应有永久性 的标识 ,外箱上应注明生产厂家 、地址 、品

牌 、型号 ,内 盘上应标明生产厂家、地址 、品牌 、型号 、编号 、出厂 日期等 。应当配有

验光镜片箱使用说明书。

6.2.3 验光镜片在有效通光孔径 内不得有气泡 、疵点 、杂质 、划痕 、螺旋形及任何 肉

眼可观察 出的不规则的缺陷 ;验光镜片应透光 良好 ,不得有霉斑 。

6.2。 4 验光镜片的镜圈表面应光滑 ,不得带有任何能对患者或验光师造成伤害的尖边 、

尖角或粗糙面 ,且无裂缝及 明显的变形 。验光镜片与镜圈的固定应牢固,无松动 ,镶嵌

整齐 。

6.3 验光镜片标志

6.3.1 各类验光镜片的顶焦度或棱镜度标称值均应标注在与眼睛相反那一侧的镜框上 ,

如果标称值标注在镜框的双面上 ,应保证镜片双面的各类技术指标均满足允差要求 。

6.3.2 柱镜验光镜片和棱镜验光镜片应分别在镜框或镜片上标注轴位或基线 。如果没

有防止镜片在框 内转动的措施 ,则应直接在镜片上标注柱镜轴位或棱镜基线 。

6.3.3 标志颜色与特定的镜框有助于识别镜片的型式与类别 ;而球镜度 、柱镜度和棱

镜度则可直接从示值标记上读出。

6.3。 4 棱镜验光镜片的安装基面应与棱镜验光镜片与眼睛相邻一侧 的表面平行 。标在

镜框上的名义值通常是指人射光线垂直于棱镜验光镜片的安装基面时的棱镜度 。

6.3.5 各类镜片均应按照表 7的规定 以不 同颜色、不 同形状 的镜框 ,或不 同颜色 、不

同形状的标记加以区分 。

表 7 镜片识别标记

镜片类别 字母或符号 镜框颜色或识别标记

球、柱验光镜片 顶焦度标称值

正 片 + 里
灬

负片 红

棱镜验光镜片 △ 白/灰

马氏杆片 MR

裂隙片 I或 SS

针孔片 ◎或 PH 白/黑 /灰

黑片 ●或 BL

磨砂片 FL

十字片 ①或 CI'

红色滤光片 RF

绿色滤光片 GF

注 :交 叉柱镜片负柱镜的轴位应用红色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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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和使用 中检验 。

7.1 检定设备

7.1.1 一级标准焦度计 :其技术指标应符合 ⅡG580— 2005《 焦度计检定规程 》中对

一级标准焦度计的要求 。一级标准焦度计在检定室内恒温时间至少 2h以 上 。

7.1.2 放大镜 :放大倍数为 4~10倍。

7.2 检定条件

温度 :(20± 5)℃ ;

相对湿度 :<85%。
7.3 检定项 目

检定项 目见表 8。

表8检 定 项 目

7.4 检定方法

对验光镜片箱进行检定时 ,应首先将一级标准焦度计分度选择设置在 0.01m1分

度 ,阿贝数在 58附近 ,标准波长选择 e谱线 ,同 时对测量底座进行检查 ,去除灰尘后

方可进行检定 。

对于验光镜片的所有技术指标进行的测量均应将被测镜片标识面朝上放在焦度计的

镜片支撑座上 ,如果镜片双面刻字 ,则 需分别对两个标识面都进行检验 。

7.4.1 通用技术要求

7.4.1.1外观

在 2001x明 视场照明下 ,目 测或借助于放大镜对第 6.2条所规定 的内容进行检查 ,

如出现不符合上述要求之一时 ,不予检定 。

7.4.1.2 验光镜片箱标志

参照第 6.3条的方法 目测进行 。

7.4.2 计量性能要求

7.4.2.1 球镜验光镜片

a)顶焦度

7

检定项 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验

通用技术要求 + + +

顶焦度允差 } + +

棱镜度允差 + + +

光学中心允差 + + +

柱镜轴位允差 + + +

棱镜基线允差 + + +

注 :凡 需检定的项 目用
“
+” 表示 ,不 需检定的项 目用

“—”
表示。



JJG579-ˉ 2010

将被测镜片刻字面朝上放在焦度计的镜片支座上 ,移动被检镜片 ,使被检镜片的成

像中心与分划板的十字线重合 ,并使棱镜度示值最小或为零 ,此时的读数即为被检镜片

的顶焦度 ,其偏差应符合表 l的 规定。

b)光学中心位移

重复 0的 步骤 ,使镜片的几何中心位于镜片支座的几何中心处。为减少测量误

差 ,应细微转动镜片 ,使垂直方 向的棱镜度为零。此时 ,在水平方向得到的棱镜度示

值 ,即 为被检镜片的光学中心位移 ,其值应符合表 4的规定。

7.4,2.2 柱镜验光镜片

a)顶焦度

将被测镜片刻字面朝 时转动被检镜片 ,使其

轴位落在 0° ~180°方向 , 读出被检镜片的球镜

度、柱镜度和固有携 定 。

b)轴位

继 0的 步骤 焦度计打印机

5的 规定 。构的三点连线重

c)光学中
`‘

将被测镜 于镜片支座

光学中心位的几何中心处 ,

移 ,其值应符

7.4,2,3棱

o棱 镜度

将被测镜

轴与分划板十

成像的水平

度和柱镜度读

数 ,其值应符合

b)棱镜验光

继 0的 步骤 焦度计打印机构

的三点连线重合 。此 6的 规定 。

7.5 检定结果的处理

7.5.1 对各类镜片按照 7, 定其是否合格 ,将检定中

所测得的不合格镜片的数据参熙 ,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

参见附录 D。

7.5,2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的验光镜片箱 ,要求其箱中球镜验光镜片、

柱镜验光镜片、棱镜验光镜片的单项合格率均不得低于 90%;整箱合格率不得低于

90%;如 出现一片及一片以上的错片,则判定整箱不合格。

7.5.3 经检定合格的验光镜片箱发给检定证书,不合格的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建议

在证书中列出不合格镜片。

7.6 检定周期

验光镜片箱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 2年 。

8

与分划板中心重合 。

精细转动被

时 ,即可读出

朝上放在焦度计 的 使镜片的几

~180° 方向

的规定。

即为柱镜验光

镜片支略 移动被检镜片

检镜片的棱镜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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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辅助验光镜片

A。 1 概述

辅助验光镜片一般由平光片、交叉柱镜片、马氏杆片、黑片、针孔片、裂隙片、磨

砂片、半磨砂片、十字片、各类

A。 1.1 平光片 :为透光 情况 。

A.1.2 交叉柱镜片 : 垂直的方位上 ,分别具有数

值相同但符号相反 度的检查 。

A.1.3 马氏杆 于检查斜视和隐斜视 。

A.1.4 黑片 : 被检查的单眼。

A.1.5针 为 0.5mm~2mm,
主要用于鉴 孔应 圆整 、光滑 ,

0.5mm~2mm,

其余部分

用于散光

A。 1.6

A.1.7

A.1.8

A。 1.9

偏盲 。

的中心和在检查

斜视时测

A。 1.10 蓝等颜色的镜片 ,

用于色觉检

红片和 视功能检查 ;红片还

可用于对弱视

A。 2 计量性能要

A.2.1 平光镜片顶焦

A。 2.2 交叉柱镜片的顶焦度偏差应符合表 2的规定 ;柱镜度偏差应符合表 2的规定 ;

光学中心位移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轴位偏差应符合表 5的 规定。

A。 2.3 马氏杆片半圆柱的轴线方向与平面的平行差不应超过 0.08mm。

A。 2.4 半磨砂片的光面与磨砂面的大小应相等 ,两半圆之差不超过 0.5mm,其界线

9

镜顶焦度 。用于柱镜

遮盖片,浸

在黑片的中

下降是由屈I 的病变引

狭缝 的宽度

:呈半透明 ,

片 :半边是光

:在平光片上

于检查散光

主要是用来

色觉

有 红

允 差 (MPE)

球镜度/m l 柱镜度/m l 棱镜度/(c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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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平直。

A。 2.5 十字片两条直线 (或光缝)应互相垂直 ,不垂直度误差应小于 2° 。

A.2.6 各类滤光片均为平光镜片 ,其顶焦度应符合表 A。 1的规定。

A。 2.7 双棱镜的界线应平直 ,其棱镜度应符合表 3的 规定 ,两棱镜度之差不应大于

0.2cm/m。

A。 3 检定设备

A.3.1 数显卡尺 :最小分度为 0.01mm。

A。 3.2 量角器 :1°分度值。

A,3.3 干分尺 :最小分度为 0.01mm。

A.4 检定方法

A.4.1 辅助镜片

辅助镜片的表面质量参照第 6.2条的方法 目测进行。

A.4.2 平光镜片的检定

将被测镜片刻字面朝上放在焦度计的镜片支座上 ,移动被检镜片 ,尽量使镜片的成

像中心与分划板的十字线重合 ,或使棱镜度示值最小。此时的读数即为被检镜片的球镜

度、柱镜度和棱镜度 ,其偏差应符合表 A。 1的规定。

A.4.3 交叉柱镜的检定应在焦度计上进行 ,其柱镜度偏差应符合表 2的规定 ,其光学

中心位移符合表 4的规定 ,其轴位偏差应符合表 5的规定。

A.4.4 用最小分度不大于 0.01mm的 千分尺测量马氏杆片半圆柱沿轴线方向的两端

与平面之间的厚度差 ,其差值应符合 A。 2.3条的规定。

A。 4.5 裂隙片、针孔片检定应使用最小分度为 0.01mm的 数显卡尺进行。

A。 4.6 半磨砂片的检定除目测外 ,还应用游标卡尺测量出半磨砂片两半圆分界线到边

缘最大距离之差 ,其值应符合 A.2.4条 的规定。

A。 4.7 十字片的检定 ,用量角器测量相互垂直的两直线 (或 光缝)的垂直度 ,其偏差

应符合 A.2.5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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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验光镜片箱原始记录格式

送检单位

生 产 厂

规格型号

检定依据

温  度

证书编号

出厂编号

使用的标准装置

相对湿度

表 1 不合格球镜验光镜片

序号 标称值
方位

(左/右 )

不 合 格 项

球镜度 柱镜度 光学中心位移 外观

1

受检数 A=    ,合 格数 B=    ,不 合格数 C=    ,合 格率=   %

错片记录 :

表 2 不合格柱镜验光镜片

序 号 标称值
方位

(左/右 )

不 合 格 项

柱镜度 球镜度 轴 位
光学中心

位移

固有的

棱镜度
外观

1

2

3

受检数 A=    ,合 格数 B=    ,不 合格数 C=    ,合 格率=   %

错片记录 :

表 3 不合格棱镜验光镜片

序 号 标称值
不 合 格 项

棱 镜 度 基  线 球 镜 度 柱 镜 度

1

2

3

受检数 A=    ,合 格数 B=    ,不 合格数 C=    ,合 格率=   %

错片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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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合格平光镜片

序号 标称值
不 合 格 项

球 镜 度 柱 镜 度 棱 镜 度

1

2

表 5 不合格辅助镜片

序号 镜片名称   ~ 检查记录

l 刷 屮 叭
2 /冫 K丬

`膨 冖 谳
J丿:∶∮∶0;冫

/

匚 `■  Ⅺ纵
受检数A=   '  数B= 不  c司   X盛
整箱合格率 :

整箱 A=
整箱 B

整箱 C

辅助镜片情况 :

检定员

臼

`

棱镜验光镜

镜片 B+棱镜验光镜片

+棱镜验光镜片

i箱 A 臼
∞

0
日期 有

十 枉

⒆ MⅠ

+柱镜验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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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验 光镜 片箱 检 定 证 书 内页格 式

1 球镜验光镜片

受检数 A=      ,合 格数 B=     ,不 合格数 C=
· 合格率 B/A=   %。
2 柱镜验光镜片

受检数 A=      ,合 格数 B=     ,不 合格数 C=
合格率 B/A=   %。

3 棱镜验光镜片

受检数 A=      ,合 格数 B=     ,不 合格数 C=
合格率 B/A=   %。

4 错片:(歹刂出错片)

5 整箱合格率

整箱 A=(球 镜验光镜片 A+柱镜验光镜片 A+棱镜验光镜片 A)

整箱 B=(球镜验光镜片 B+柱镜验光镜片 B+棱镜验光镜片 B)

整箱 C=(球镜验光镜片 C+柱镜验光镜片 C+棱镜验光镜片 C)

整箱合格率=豁 ×100%

6 不合格镜片:(歹刂出不合格镜片 )

7 辅助镜片情况 :

8 通用技术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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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验 光镜 片 测 量 结 果 的不 确 定 度 评 定 实例

依照 JJG2090-1994《 顶焦度计量器具检定系统》规定 ,测 量验光镜片箱的计量

性能必须使用—级以上标准焦度计进行检定。眼镜片顶焦度一级标准由一套扩展不确定

度为 0.02m1~0.03m1(屁 =3)的标准镜片和一台 0.01m1分度的
一

级标准焦度计

组成。一级标准焦度计的量值 由顶焦度 国家计量基准传递 ,测 量范围为 -25m l~
+25m1,总 不确定度为 0.02m1~0。 03m1(屁 =3)。

根据本规程规定 ,使用一级以上标准焦度计对验光镜片箱各类镜片的计量性能进行

检测。测量前 ,一级标准焦度计应放置在测试环境 中恒温 24h,使用前预热 20min;

精度选择设置在 0.01m1分度 ,阿贝数在 58附近 ,标准波长选择 e谱线。

以测量名义值是-6.25m1的 球镜验光镜片为例 ,进行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

如下∷

D.1 测量过程 :

将被测镜片刻字面朝上放在焦度计的镜片支撑座上 ,移动被检镜片 ,尽量使镜片的

成像中心与分划板的十字线重合 ,并使棱镜度示值为零或最小 ,此时的读数即为被检镜

片的顶焦度值。

D。 2 建立测量结果的数学模型 :

c=￠ +d
式中:c——被测镜片顶焦度的实际值 ;

￠——被坝步镜片顶焦度的测董值 ;

d———级标准焦度计的修正值。

由此可得灵敏系数 :

舀=鼍 =1

各分量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

妫 =zr(￠ )

仍2==r/(J)

由于 仍1与 饧 相互独立 ,则 :

笏c=(吻 2-+t/22)1/2

D.3 各分量标准不确定度分析

D。 3.1 顶焦度测量值 ￠的测量不确定度

D。 3.1.1 随机效应导致的分量

(1)操作人员测量过程 中对镜片进行光学对中时的位置差异造成仪器的探测光束落

点变化而引起 的不确定度 。

(2)由 于环境温度和湿度变化造成仪器的示值发生变化而引起的不确定度。焦度计

在高屈光度区域对温度和湿度 的影响较为敏感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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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 于供电电源电压不稳而引起的不确定度 。

(4)由 于外界杂光对仪器造成干扰而引起 的不确定度。

(5)由镜片支座 内的灰尘对仪器的光学系统产生影响而引起的不确定度 。

上述诸多原因均能引起顶焦度测量的误差 。

重复性条件下对被测验光镜片进行 10次重复测量 ,测量结果见表 D。 1。 计算样本

的单次测量的实验标准差 :

表 D。 1测 量 结 果          m1

将上述测量值按照贝塞尔公式计算 :

s=0,0074m~l

如果实际测量验光镜片的顶焦度数值时是测量三次的平均值 ,则 平均值的实验标准

差是 :

s民ξ=0.0043m1
则                “11=0.0043m1
D。 3.1.2 系统效应导致的分量

主要分量如下 :

(1)由数显式仪器的分辨力引起的不确定度

当数显焦度计的分辨力为 a=o.o1m1时 ,其均匀分布的区间为 :E—γ2,+γ冽 ,

由此可得到由自动数显焦度计的分辨力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

(a/2)/√t=O.oo29m l

贝刂                 伤12=0.0029m1
(2)由 仪器 自身的设计原理引起的不确定度

各类 自动对焦原理的焦度计均有不同的计算软件 ,对其测量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镜

片的后顶焦度值。实验数据表明,由 此引起的顶焦度示值的变化约为±0.01m1,按

照均匀分布计算 ,估计由计算软件程序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

0.01m1/√t=0.0058m l

贝刂                 “13=0.0058m1
(3)由 “+/— ”

模式转换的非线性变化引起的不确定度

自动焦度计进行柱镜符号
“+/— ”

模式转换的计算过程中将引起顶焦度测量值的

非线性变化。实验数据表明,由 此引起的顶焦度示值的变化约为±0.0O5m丬 ,按照均

匀分布计算 ,可知由模式转换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

0.005m1/√t=o.oo29m l

则                “1妊 =0.0029m l
(4)被测镜片后顶点和焦度计支座的支撑平面的距离变化引起的不确定度

将被测镜片放置在焦度计的镜片支座上测量镜片的后顶焦度 ,根据 JJG580—⒛O5

《焦度计检定规程》中自动对焦原理的焦度计的测量原理图可以看出,平行光线经被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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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片后发生偏转 ,经过带孔光阑后落在光电位置探测器上 ,镜片的后顶焦度值是根据焦

度计的镜片支座平面到带孔光阑的距离、带孔光阑至光电位置探测器的距离、偏转后的

光线在带孔光阑和光电位置探测器处的高度等参数计算得出的。而实际情况是 ,验光镜

片的后表面不是平面 ,不同镜片的后表面曲率不同,使得镜片的后顶点不能与镜片支座

平面完全重合 ,造成了矢高误差 ,从而引起不确定度。

实验表明,该分量引入的误差约为±0.005m1,服从均匀分布。由此得到由于镜

片放置造成测量位置的不同而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 :

0。 005m丬 戊愿=0.0029m1
贝刂                 仍15=0.0029m1

(5)由 验光镜片样品表面形状加工误差引起的不确定度

镜片加工时表面形状不均匀 ,测 量时由于焦度计的测量光束在镜片上的落点不同造

成顶焦度示值误差。

由此引起的顶焦度示值的变化约为± O。 01m1,按 照均匀分布计算 ,可知引起的

标准不确定度为 :

0.01m1/√t=o.oo58m l

则                仞16=0.0058m1
(6)由 于内插修正值引人的误差

使用顶焦度标准镜片检定焦度计时 ,焦度计只能得到在检定点处的修正值。实际测

量镜片顶焦度时 ,非检定点处的修正值是根据内插法得到的 ,由 此引人不确定度。

由此引起的顶焦度示值的变化约为±0.0O5m1,按 照均匀分布计算 ,可知引起的

标准不确定度为 :

0.005m l/√t=0.0029m l

则                 “17=0.0029m1
综上所述 ,使用 自动对焦式焦度计检测验光镜片顶焦度时所得到的实测值 ￠的测量

不确定度为 :

仍(⑻ =(仍 112+仍 122+幼 32+仞 142+幼 52+仍 162+仍 172)l/2

=(0,00432+0.00292+0.00582+0,00292+0.00292+0.00582+0.00292)1/2rn1

=0.011m^1

则               “1=伤(o=0.011m1

D.3.2 一级标准焦度计 的修正值 d的测量不确定度

根据顶焦度量值传递系统规定 ,一级标准焦度计的修正值 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0.02

~0.03)m1(屁 =3),则修正值带来 的标准不确定度 ,属 B类评定 ,为 :

o。 03m1/3=0.01m l

则               仞2=Ξ(d)=0.01m l

D.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以上各不确定度分量相互独立 ,故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c为 :

“c:= (饬 12-← 仞2z)1/2=0.0151η
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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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5 扩展不确定度

使用基准焦度计测量验光镜片的球镜顶焦度参考值的扩展不确定度 LJ,取包含因子

屁=2,

σ=尼“c   (尼 =2)

则          U=2× 0.015血 1=0.03m1   (尼 =2)

D。 6 结论

根据上述的分析和评定过程 ,可得到使用一级标准焦度计测量 -6.25ml的球镜

验光镜片顶焦度的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为:U=0.03m1(屁 =2)。

由于 JJG579—2010《 验光镜片箱检定规程》中对于—6.25m1的 球镜验光镜片的

顶焦度最大允差是±0.09m1,此时镜片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为顶焦度最大允差

的 1/3,符合 JJF1094— 2002《测量仪器特性评定》的要求。被测镜片符合 JJG579—

⒛10的要求 ,属 于合格镜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