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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光防护膜的光健康与光安全应用
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应用于光学镜片产品、显示产品、照明产品及皮肤防护产品的蓝光防护膜的分类、要
求、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在光学镜片产品、显示产品、照明产品上使用的具有蓝光防护功能的膜层和材料,附
着在光学镜片产品、显示产品、照明产品上的具有蓝光防护功能的膜层和材料,以及针对皮肤蓝光防护

的生物膜层和材料(包括剂型、原料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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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G178—2007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ISO8995-1 照明和工作场所 第1部分:室内(Lightingofworkplaces—Part1:Indoor)

ITU-RBT.2021-1 立体三维电视系统的主观评价方法(Subjectivemethodsfortheassessmentof
stereoscopic3DTVsystems)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视觉 vision
光刺激作用于视觉器官而产生的主观映像。

3.1.2
屈光状态 refractivestatus
被检眼的屈光情况,也即无穷远处的物体在视网膜上的成像情况。
注:对眼屈光状态的检查称为验光。

3.1.3
调节 accommodation
视觉调节

在变换注视远、近物体时,眼屈光能力改变的现象。

3.1.4
像差 aberration
实际光学系统中,由非近轴光线追迹所得的结果和近轴光线追迹所得的结果不一致,与高斯光学

(一级近似理论或近轴光线)的理想状况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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