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教学标准

1-1牵头制订高等职业学校眼视光技术专业教学标准（2018年）





1-2.牵头制订职业教育专业简介和专业教学标准修订（2021年）











1-3.牵头制定高职眼视光技术专业国际化专业标准















2. 技能标准

2-1.参与制订“眼镜验光员”与“眼镜定配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

团队成员积极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天津市教育教学委员会组织的职

业技能等级标准、专业标准、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及人才培养方案等教学文件制订和修改。





2-2.引进领军企业标准，开展企业认证考核

2-2-1 强生眼视光学院 CAC软镜验配认证课程

2-2-2 强生眼视光学院 CAC软镜验配认证规范指南



2-2-3 强生眼视光学院 CAC软镜验配认证考核标准



2-2-4 位专业教师为 CAC软镜临床验配师认证考评员

2-2-5 强 生 眼 视 光 学 院 CAC 认 证 软 镜 临 床 验 配 师 考 核 信 息 报 道

2-2-6 CAC考试考核人员名单（129人）



CAC取证名单

学生获得《CAC接触镜临床验配师》证书



2019天津职业大学 CAC认证成绩汇总表

姓名 学校名称 笔试成绩 操作成绩 总分/电话 证书编号

安瑞 天津职业大学 86 96 13571768981 2019103001
徐妍 天津职业大学 98 95 15064567938 2019103002
任晓翠 天津职业大学 90 95 17302236400 2019103003
白冰冰 天津职业大学 88 92 17822150523 2019103004
宋效琴 天津职业大学 90 89.5 17320093716 2019103005
李峥 天津职业大学 84 86.5 15222692668 2019103006
孙西东 天津职业大学 82 86.5 18142236520 2019103007
董心慧 天津职业大学 88 86 18322272508 2019103008
杨雪 天津职业大学 74 86 15522960149 2019103009
张星 天津职业大学 94 86 18102139373 2019103010
王蕊玲 天津职业大学 84 85.5 17320093195 2019103011
陈艳慧 天津职业大学 82 80 15502200313 2019103012
周珊珊 天津职业大学 88 82.75 13752647941 2019103013
张宇琼 天津职业大学 92 80.5 13752259466 2019103014
王彩晶 天津职业大学 92 79 13752275383 2019103015
张欣悦 天津职业大学 90 76.5 17320092932 2019103016
李小娜 天津职业大学 88 75 17302277332 2019103017
靳媛婧 天津职业大学 76 74.5 17320095516 2019103018
申丹萍 天津职业大学 80 74 18222361292 2019103019
庞文静 天津职业大学 76 74 17302295257 2019103020
曲晓艳 天津职业大学 92 73 18947279431 2019103021
张焕景 天津职业大学 92 72.85 18864878124 2019103022
宋蕊 天津职业大学 86 72 13323460552 2019103023
韩淑静 天津职业大学 90 70 18920528455 2019103024
赵文静 天津职业大学 90 70 17320093235 2019103025
张慧新 天津职业大学 76 70 18202597699 2019103026



陈光霞 天津职业大学 90 78 15502219032 2019103027
李金洁 天津职业大学 92 76 15222213452 2019103028
郭文静 天津职业大学 82 81 15602012632 2019103029
裴丹 天津职业大学 82 79.5 17302253262 2019103030
曹志诚 天津职业大学 86 71 18920494007 2019103031
杨丽春 天津职业大学 86 76 15602072511 2019103032
李铁铮 天津职业大学 86 85.85 18404232411 2019103033
陈彩霞 天津职业大学 84 77.2 17320095295 2019103034
李磊 天津职业大学 80 77 18649080120 2019103035
卢子傲 天津职业大学 80 70 18330828168 2019103036
安丽萍 天津职业大学 78 88.5 17320093197 2019103037
李前晶 天津职业大学 78 72.5 17302253250 2019103038
秦艳萍 天津职业大学 80 93 17320095036 2019103039
张舒媛 天津职业大学 72 93.5 17320095315 2019103040
张克秀 天津职业大学 78 78.75 17320093196 2019103041
王会娟 天津职业大学 78 77 17302277939 2019103042
夏春龙 天津职业大学 72 81.5 15602066740 2019103043
张珊珊 天津职业大学 94 79 15222430590 2019103044
冯涛涛 天津职业大学 86 84 17320095293 2019103045
朱琼 天津职业大学 82 72.5 17320095276 2019103046
武艳 天津职业大学 88 74 15602037251 2019103047
高鸿颖 天津职业大学 86 79 17320093816 2019103048
徐越 天津职业大学 88 70.2 18920345517 2019103049
王昭君 天津职业大学 86 88 17302277896 2019103050
宋浩 天津职业大学 84 70 15193360420 2019103051
陈军霞 天津职业大学 80 77 18002149085 2019103052
褚慧敏 天津职业大学 76 71.5 17635026801 2019103053
王雨彤 天津职业大学 90 70 18203564007 2019103054
贺甜 天津职业大学 88 76.75 17302224089 2019103055
兰慧子 天津职业大学 86 71.75 15104965085 2019103056
卢显芳 天津职业大学 86 73 15122883402 2019103057
张云霞 天津职业大学 88 81.5 17302277893 2019103058
王丽萍 天津职业大学 88 70 18202580599 2019103059
李晓芮 天津职业大学 86 79.5 17694979700 2019103060
崔彦强 天津职业大学 84 86 18393171115 2019103061
侯勇 天津职业大学 84 74.5 13920647728 2019103062
薛士杰 天津职业大学 82 76.5 18920454662 2019103063
仇悦 天津职业大学 72 83.5 17302295219 2019103064
李陆军 天津职业大学 82 70,5 18189347495 2019103065
刘泽炎 天津职业大学 76 86 15510936542 2019103066
毕月 天津职业大学 70 83 17320093625 2019103067



2020天津职业大学 CAC理论考试成绩单

姓名 班级 手机号码 总分

刘秋芳 18眼镜 2班 18034367035 96
胡雅明 18眼镜 4班 17320288601 94
王良 18眼镜 1班 18622358771 90
白龙云 18眼镜 1班 17614868979 90
陈悦莹 18眼镜 6班 17320288985 88
温雨萍 18眼镜 3班 17320281863 88
任小雪 18眼镜 3班 15193646155 86
郑肖 18眼镜 4班 17320092379 86
吴潇 18眼镜 4班 17320285218 86
侯晓雨 18眼镜 3班 18348720527 86
刘洋 18眼镜 2班 14747416847 86
吕雪娇 18眼镜 1班 17320093005 86
王佳佳 18眼镜 1班 15822082244 86
杨振腾 18眼镜 4班 17079610795 84
马丽芳 18眼镜 3班 18526049027 84
李欣茹 18眼镜 1班 15122161748 84
高志敏 18眼镜 7班 18234949754 84
陈洁 18眼镜 2班 17320287309 84
王佳璇 18眼镜 3班 18734890500 82
童妙妍 18眼镜 6班 19922575527 82
李文者 18眼镜 5班 17717195372 82
熊晓雯 18眼镜 3班 17320282973 82
张少梅 18眼镜 1班 17695491690 82
丁俊华 18眼镜 3班 13453023887 82
唐雪艳 18眼镜 1班 17320028152 82
李红 18眼镜 6班 17748892251 80
赵江丽 18眼镜 7班 17320282753 80
牛娟芳 18眼镜 6班 17302204891 80
魏梦珍 18眼镜 1班 15332159786 80
郭艳萍 18眼镜 3班 17320284099 80
王胜兰 18眼镜 2班 13994330346 80
汪昊 18眼镜 1班 13001312952 80
杜晓凡 18眼镜 5班 15296769735 78
张玉佩 18眼镜 3班 18700368554 78
徐宏静 18眼镜 1班 15022409595 78
王童 18眼镜 1班 19922576089 78
李东晓 18眼镜 7班 19831859907 78
张津瑀 18眼镜 1班 13821133157 78
李文婷 18眼镜 1班 15822953985 76
文雨洁 18眼镜 4班 19834343226 76
颉卓利 18眼镜 5班 17302254177 76



李西婷 18眼镜 4班 15090560786 76
光雪良 18眼镜 3班 17320298319 76
张传扬 18眼镜 2班 15620964606 76
熊涛 18眼镜 6班 17320299738 76
李森 18眼镜 6班 15256807609 76
白明月 18眼镜 2班 18463651523 76
姚亚斌 18眼镜 5班 17320286891 74
丁佳丽 18眼镜 5班 15602001182 74
关宇东 18眼镜 4班 18822100345 72
贺荣茹 18眼镜 6班 15035783284 72
焉娜 18眼镜 1班 15822904558 72
赵宇哲 18眼镜 2班 13163139740 72
白晶晶 18眼镜 6班 13389693389 70
赵云芳 18眼镜 7班 17320293568 70
魏翔 18眼镜 4班 17302248848 70
麻红红 18眼镜 1班 17320290806 70
牛珍珍 18眼镜 1班 15332102610 70
周娉婷 18眼镜 5班 15523523176 70
郭明亮 18眼镜 1班 18295896657 70
马艳兵 18眼镜 7班 19922575836 70



2-2-7欧几里德角膜塑形镜培训



2-2-8欧几里德角膜塑形用硬性透气接触镜技能证书



2-2-9欧几里德角膜塑形用硬性透气接触镜技能证书考核人员名单



2-2-10 IACLE 接触镜专项考核证书考核人员名单（194人）



3. 竞赛标准

第二届“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

眼视光与配镜项目技术工作文件

第二届“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组委会技术工作组

2021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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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描述

（一）项目概要

眼视光与定配项目主要是通过对人眼的屈光状态检查

和双眼视功能检查，开具矫正视力处方，并对双眼视功能检

查结果进行分析评估；根据处方要求制作装配眼镜，为顾客

提供清晰、持久、舒适的视觉。

该项目分为两个工种，眼镜验光员和眼镜定配工。

（二）基本知识与能力要求

1.眼镜验光员

相关要求
权重比例

(%)

模块 A 检影验光

30

理论

参赛选手需要知道并理解：

 散光眼的屈光光路图

 检影镜的结构和光路原理

 混合散光的检影影动特点

 影动中和原理

 散光的视觉表现

 规则散光的视觉矫正原理

实操

参赛选手应能够做到：

 根据各方向检影影动的不同，能判断是否存在散光

 能根据各方向检影影动的差异，确定散光轴位

 能够对复性散光进行检影验光

 能够的斜轴散光进行检影验光

模块 B 综合验光仪主觉验光

理论

参赛选手需要知道并理解：

 综合验光仪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眼的调节机理

 雾视法的原理

 MPMVA 的结果和意义

 红绿视标的应用原理

 知道散光表的构成，理解散光表来确定散光的原理。

 知道蜂窝视标的使用方法



相关要求
权重比例

(%)

30

 交叉圆柱镜的结构和散光校正原理

 双眼平衡的检查方法类型。

实操

参赛选手应能够做到：

 获得初步矫正的视力

 能对被检者进行雾视处理

 能对被检者进行去雾视处理

 能用散光表初步确认散光的方向和屈光度

 能用红绿视标确定屈光的欠矫与过矫

 能用交叉柱镜精确确定散光的轴位和屈光度

 能用棱镜分离法进行双眼的雾视，进行双眼平衡确

定。

 能用棱镜分离法确定

模块 C 双眼视功能检查

40

理论

参赛选手需要知道并理解：

 综合验光仪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知道眼位测定的方法与原理

 梯度法进行 AC/A 的测定

 正负相对集合的测定方法

 不同聚散异常的临床表现

 判定用眼舒适度的三个法则

 能理解正负相对集合和正负相对调节的关系

实操

参赛选手应能够做到：

 能进行检查前的综合验光仪的调整

 能正确置入验光处方，并调整集合掣

 能使用棱镜分离法确定眼位片写的大小和类型

 能使用梯度法确定 AC/A 的大小

 能正确使用棱镜测定正负相对集合的大小

 能依据检查结果确定聚散异常的类型

 能依据三个法则的应用范围评估用眼的舒适度

 能预测被检者正负相对调节的大小

合计 100

2.眼镜定配工

相关要求 权重比例(%)

模块 A 拉丝带棱镜眼镜制作
50

理论 参赛选手需要知道并理解：



 半自动磨边机的使用方法及维护保养；

 手动磨边机的使用方法及维护保养；

 开槽机的使用方法及维护保养；

 棱镜眼镜的加工方法。

实操

参赛选手应能够做到：

 能熟练使用半自动磨边机，并能对半自动磨边机

进行简单的调试、维护和保养；

 能熟练使用手动磨边机，并能对手动磨边机进行

简单的调试、维护和保养；

 能熟练使用开槽机，并能对开槽机进行简单的调

试、维护和保养；

 能熟练使用眼镜加工设备，并根据处方做出符合

国家标准的拉丝眼镜；

 能做渐变焦、棱镜等有技术难度眼镜。

模块 B 打孔眼镜制作

50

理论
 打孔眼镜的孔位、角度要求；

 打孔眼镜加工制作方法；

实操

参赛选手应能够做到：

 能熟练使用半自动磨边机，按照处方进行打孔眼

镜磨边加工；

 能熟练使用打孔机，并能对打孔机进行简单的调

试、维护和保养；

 能熟练使用手动磨边机，并能对手动磨边机进行

简单的调试、维护和保养；

 会进行打孔眼镜的整形。

合计 100

二、试题与评判标准

（一）试题

试题包括眼镜验光员和眼镜定配工两个工种的考核

1.眼镜验光员

眼镜验光员考核分为三个模块，分别是检影验光、综合

验光仪主觉验光和双眼视功能检查。检影验光是对模拟眼进

行客观验光；综合验光仪主觉验光是对双眼进行标准流程的



主觉验光；双眼视功能检查是通过对远近距离眼位和远近距

离聚散功能以及 AC/A 的测定，分析评估双眼视功能。

2.眼镜定配工

眼镜定配工分为两个模块，分别是拉丝带棱镜眼镜制作

和打孔眼镜制作。拉丝带棱镜眼镜制作是根据有棱镜的眼镜处

方，加工出产品；打孔眼镜制作是按照给出的打孔镜架、镜片

和处方，进行现场镜片磨边和打孔加工，装成眼镜。

3.命题及公布方式

比赛前进行公布，赛前 1 天，由裁判长结合实际参赛选

手人数、赛场设施设备台套数、耗材数量、本项目发展趋势等

情况，对已公布的试题进行不超过 30%修改，并在裁判工作会

议上对全体裁判进行公开，最终竞赛试题由裁判长签字确认后

实施。

（二）比赛时间及试题具体内容

1.比赛时间安排

（1）眼镜验光员

模块

编号
竞赛模块 竞赛时间

分数

过程分 结果分 总分

A 检影验光 10 分钟 10 90 100

B
综合验光仪

主觉验光
35 分钟

100 0 100

C
双眼视功能

检查
79 21 100

合计 45 分钟 189 111 300

（2）眼镜定配工

模块 模块名称 竞赛时间 分数



编号 过程分 结果分 合计分

A 拉丝带棱镜眼镜制作
45 分钟

20 30 50

B 打孔眼镜制作 25 25 50

合计 45 分钟 45 55 100

2.试题

（1）眼镜验光员

模块 A：检影验光

散光检影验光：模拟眼设定在 0 刻度，随机发放带编号

的散光试镜片 2 片，通过检影验光，在 10 分钟内完成检影

并写出 2 片散光试镜片的度数。

模块 B：综合验光仪主觉验光

综合验光仪验光：对双眼进行标准流程的主觉验光。

模块 C：双眼视功能检查

双眼视功能检查：进行远近距离眼、聚散功能及 AC/A

测定，记录并分析检查结果，评估双眼视功能结果。

模块 B 和模块 C 在 35 分钟之内完成，二者之间没有时

间限制。

（2）眼镜定配工

模块 A：拉丝带棱镜眼镜制作

给出一副镜片和拉丝镜架，给出轴位、瞳距和棱镜要求，

请先制作模板，再用半自动磨边机进行加工。

模块 B：打孔眼镜制作



对给出的打孔眼镜镜架、镜片和处方，进行半自动磨边机

磨边、打孔和安装。（不得改变镜片形状）

模块 A 和模块 B 在 45 分钟之内完成，二者之间没有时

间限制。

（三）评判标准

1.分数权重

（1）眼镜验光员

三个模块总分 100 分。每个模块单独以百分制计算。根

据不同模块的分数权重计算最终成绩。分数权重：检影验光

单项总分 100 分，占 30%；综合验光仪主觉验光 100 分，占

30%；双眼视功能检查单项总分 100 分，占 40%。每个模块的

成绩分别由过程分和结果分组成。

（2）眼镜定配工

两个模块总分 100分，每个模块 50分，分别由过程分

和结果分组成。

2.评判方法

竞赛评分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每组现场

裁判员 2 名，负责操作过程评分；后台裁判员 2 名，负责对

结果评分，两名裁判员的评分取平均值。总成绩等于过程分

+结果分。

（1）眼镜验光员模块

A：检影验光（6 分钟完成两只散光眼的检影）

序

号

考核

内容
考核要点

配

分 评分标准
扣

分

得

分

备

注



1

1.

操 作

前

准备

打开检影镜检查投射

光斑是否满足使用要

求，电源有无接触不

良。

（2分）

4

分

未检查检影镜

扣 2分

现

场

裁

判

2.如果在0.5m处检影，

应将 模拟 眼调整 至

-2.00DS 刻度（如果在

0.67m 处检影，应将模

拟眼调整至-1.50DS 刻

度），检查并测定中和

点的距离，同时检测模

拟眼瞳孔大小是否正

对，模拟眼是否能正常

使用。（2分）

未检查模拟眼

扣 2分

2.

对 散

光 模

拟 眼

进 行

检 影

验光

1.监考员将事先将准

备好的镜片放置于模

拟眼前，横线放在水平

方向，模拟眼后调到零

刻度。考生用检影镜对

其进行检影验光，完成

两只眼的检影且没有

误差，并按照检影结果

客观上判断出被检眼

应戴矫正眼镜度数。

（一只眼满分 45 分，

两只眼最多扣 90 分）

90

分

一只眼：

1.球镜误差±0.25D，扣 2分；

2.球镜误差±0.50D，扣 10 分；

3.球镜误差±0.75D，扣 15 分；

4.球镜误差±1.00D，扣 20 分

5.球镜误差≥±1.00D，扣 25

分

后

台

裁

判

一只眼

1.柱镜误差±0.25D，扣 2分；

2.柱镜误差±0.50D，扣 10 分；

3.柱镜误差±0.75D，扣 15 分；

4.柱镜误差±1.00D，扣 20 分：

5.镜误差≥±1.00D，扣 25 分。

一只眼：

1.轴位误差 5°以内，不扣分；

2.轴位误差 5-10°，扣 5分；

3.轴位误差11-15°，扣10分；

4.轴位误差16-20°，扣15分：

5.轴位误差≥20°，扣 25 分

3.

仪 器

整理

1.更换镜片时应该手

持镜柄，用完镜片应放

回原位。（3分） 6

分

如果手触摸镜片者，或者用完

镜片不放过回原位者，扣 3分。

现

场

裁

判2.用完检影镜关闭电

源。（3分）

如果检影完毕不关闭电源者，

扣 3分。

合 计

裁判员： 日期：



模块 B：综合验光仪主觉验光

序

号

考核

内容
考核要点

配

分
评分标准

扣

分

得

分

备

注

1

准备

工作 调暗室内

光线，调

整综合验

光仪，

5

未调暗光线， 1 分

调整综合验光仪水平， 1 分；

调整综合验光仪高度，1分 ；

调整镜眼距为 12mm，1 分；

考官告知瞳距，将瞳距正确置入，1 分。

置入客观

验光结

果，检查

视力，开

始检查右

眼

3

告诉被检者放松、平视、看远，在被检眼前

置入客观验光所测得球、柱镜度数，1分

询问被检者所能看到第几行视标，1分

向被检者说明先检查右眼（右眼调到“O”

状态）同时遮盖左眼（左眼调到“OC”状态）

查完右眼后查左眼，1分

2

右眼

验光

雾视与去

雾视

6

加正球镜片停留 2″~5″逐级雾视，2分

雾视使视力下降到 0.2-0.3 ， 2 分

去掉柱镜，然后逐渐减少所加的雾视镜片，

进行去雾视，去雾视视力到 0.7（先投视标

再变镜片），2分

散光表初

步检测右

眼（OD）

柱镜轴位

和度数

9

投射散光表并询问被检者所观散光表互相

垂直两个方向线条深浅粗细有无差别，2分

无差别则初步判断没有散光/有差别则确认

线条最清晰的钟点，2分

按照小点数×30 初步测得散光轴位，2分

然后在被检者眼前置入柱镜并询问，直到被

检眼所观散光表各方向线条无差别为止2分

所置入柱镜判断为散光的初步矫正屈光度，

1分

继续去雾

视

3 逐渐减少所加的雾视镜片，进行去雾视至最

佳视力，3分

红绿视标

检测

9

对上述测得的球镜度数用红绿视标进行检

测：投射最佳视力上一行的红绿视标，3分

让被检者先看绿再看红再由红到绿的顺序

进行比较，3分

如红视标清在眼前加-0.25DS /绿视标清在

眼前加+0.25DS ，直到红绿视标一样清晰为

止，所测得的球镜为近视或远视初步矫正结

果，3分

用 JCC 精

确散光轴

位确定右

置 JCC 于眼前且镜柄对准初验柱镜轴位，2

分

投射蜂窝视标或最佳视力上一行，2分

翻转 JCC，让被检者比较翻转前、后两面清



眼（OD）

柱镜轴位

12 晰度是否一致，2分

如果翻转前后被检者表达清晰度相同则判

断散光轴位准确；如翻转前后清晰度不同，

则 JCC 应停留在清晰位置，2分

向 JCC 红点的方位旋转散光轴 10°（追红原

则），2分

对新的轴位进行测定，直到 JCC 翻转前后清

晰度相同为止（要求灵活掌握进 10 退 5 或

进 5退 2原则），2分

用 JCC 精

确散光轴

位确定右

眼（OD）

柱镜度数

15

JCC镜柄顺时针旋转45°使JCC的 P点与柱

镜轴位重合，2分

投射蜂窝视标或最佳视力上一行，1分

翻转 JCC，让被检者比较翻转前、后两面清

晰度是否一致，2分

如果翻转前后被检者表达清晰度相同则判

断散光屈光度准确；如翻转前后清晰度不

同，则 JCC 应停留在清晰位置，2分

若红点对准 P点则柱镜联合-0.25DC ，2 分/

若白点对准 P点则柱镜联合+0.25DC ，2 分

柱镜调整 0.50DC，球镜应调整 0.25DS 2 分

直到JCC翻转两面被检眼所观清晰度相同为

止，此时柱镜度数为最佳矫正结果，2分

第二次雾

视

2 雾视使视力下降到 0.5-0.6 ， 1 分

然后逐渐减少所加的雾视镜片，进行去雾

视，去雾视视力到最佳视力（先投视标再变

镜片），1分

第二次红

绿

3 对上述测得的球镜度数用红绿视标进行检

测：投射最佳视力上一行的红绿视标，1分

让被检者先看绿再看红再由红到绿的顺序

进行比较，1分

如红视标清在眼前加-0.25DS /绿视标清在

眼前加+0.25DS ，直到红绿视标一样清晰为

止，所测得的球镜为近视或远视初步矫正结

果，1分

确定右眼

最终球镜

度数

3 将±0.25DS 的镜片分别放在右眼前，根据视

力变化,对右眼进行 MPMVA， 3 分

3 左眼

验光

用同样的

方法测量

左眼

2 左眼的度数考官直接给予考生，置入错误扣

2分

棱镜

双眼雾视

并投射视

标

6 双眼处于打开状态，2分

在双眼前同步等量加+0.75DS， 2 分

投射 0.6 单行视标或蜂窝视标，2分



4 分离

双眼

平衡

置入正确

棱镜度

数，

4 右眼前加 3△BD，左眼前加 3△BU ，4 分

正确进行

双眼平衡

4 如上下两行视力相同则双眼平衡；如上下两

行视力不同则在清晰眼前加+0.25DS，直到

平衡；如双眼难以平衡，测主导眼，让主导

眼保持清晰， 4分

5

最后

给予

处方

确定正确

的双眼屈

光度终点

4

双眼平衡后，去雾视，获取最佳视力，2分

准确地说

明双眼平

衡后，两

眼最终处

方和视力

准确说明右眼和左眼的最终处方情况和视

力情况，2分

6

素质

得分

专业度/

卫生/人

文关怀 10

接待时，是否表现得专业？2分

在检查过程中是否给与明确的指示?2 分

整个检查步骤是否流畅有效？2分

在检查过程中是否做到清洁卫生，仪器使用

有序?2 分

在整个检查过程中有没有导致患者不必要

的不适？2分

合计 100

裁判员： 日期：

模块 C：双眼视功能检查

（远近距隐斜、聚散功能和 AC/A 的测定，并分析双眼视觉功能）

序

号

考

核

内

容

考核要点 配

分

评分标准 扣分 得

分

备

注

1

准

备

1 置入远用屈

光不正度并调

整仪器（包括

瞳距）

2.告知被检者

检查目的和内

容

3.选择一个正

确的远距固视

5

1.未置入屈光不正度或置入错误 扣 1分

2.未调整仪器扣 1分

3.告知被检者检查目的和内容 1分

4.确认最佳远视力 1分

5.选取(单行视标/最佳矫正 VA 上一行单行

或单个远视标）1分

现

场

裁

判



视标

2

vo

n

Gr

ae

fe

法

测

量

远

距

隐

斜

1、棱镜放置；

2、确认被检查

者看到的视标

它们的相互位

置关系如何；

3、能在操作过

程中和被检查

者沟通；；

4、棱镜转动方

向正确

5、记录结果

1

5

棱镜放置正确 （分离棱镜 6△BU，测量棱镜

12△BI)， 3 分

与被检者确认两行视标的相互位置关系，2

分

嘱咐注视下方视标，用余光感受上方视标位

置，1分

以 2△/s 速度减小基底向内的棱镜，1分

让被测者确认上方单行视标移动方向，2分

改变棱镜的同时用遮盖板在眼前做 flash，

直至被检者在撤掉遮盖板一瞬间确认两个

视标在垂直位上对齐，2分

嘱咐被检者持续注视下方视标，继续调整棱

镜，使上方的视标处于下方视标的另一侧，

1分

向相反方向调整同一棱镜，直至上下两视标

再次对齐，1分

记录两次视标对齐时棱镜的基底方向和度

数，正确计算隐斜量和隐斜类型，2分

3

测

量

远

距

水

平

聚

散

度

散开功能的测

定

1.棱镜设置

2.视标选择

3.患者沟通

4.正确旋转棱

镜方向

5.正确记录模

糊点、破裂点

和恢复点的检

查结果

1

0

调整双眼前棱镜，初始刻度设置为 0，并位

于垂直位，2分

投射远距离包含最佳视力的单列视标，1分

告知被检者检查目的和内容， 1分

告诉被检者，“现在改变镜片，尽可能保持

视标单一且清楚，当视标变模糊或变成两

个，或移动时立即报告，2分

然后以 1△/秒的速度匀速增加双眼前 BI 棱

镜度数直至被检者报告出现模糊或者破裂

成两个像，1分

再次嘱咐患者，减小 BI 棱镜，当视标合成

一个告知，1分

正确记录散开能力的检查结果：模糊点/破

裂点/恢复点，1分

嘱被检者闭眼，快速将把双眼棱镜刻度调回

0点，1分

聚合功能测定

1.视标确认

3.患者沟通 8

嘱被检者睁眼确认视标是否清晰且单一，2

分

告诉被检者，“现在改变镜片，尽可能保持

视标单一且清楚，当视标变模糊或两个或者

发生移动时立即报告，2分



4.正确旋转棱

镜方向

5.正确记录模

糊点、破裂点

和恢复点的检

查结果

6.棱镜归位

然后以 1△/秒的速度匀速增加双眼前 BO 棱

镜度数直至被检者报告出现模糊或者破裂

成两个像，1分

再次嘱咐患者，减小 BO 棱镜，当视标合成

一个告知，1分

正确记录聚合能力的检查结果：模糊点/破

裂点/恢复点，1分

嘱被检者闭眼，快速将把双眼棱镜刻度调回

0点，1分

4 vo

n

Gr

ae

fe

法

测

量

近

距

隐

斜

瞳距调整

照明

近视力视标选

择

棱镜设置正确

遮盖

与顾客交流

隐斜类型和大

小记录正确

1

9

调整为近用瞳距，1分

拉下近用视力表杆，设置近用视力表，1分

选择单行视标，1分

打开近用照明灯，1分

棱镜放置正确 （分离棱镜 6△BU，检查棱镜

12△BI ），3分

与被检者确认两行视标的相互位置关系，2

分

嘱咐注视下方视标，用余光感受上方视标位

置，1分

以 2△/s 速度减小基底向内的棱镜，1分

让被测者确认上方单行视标移动方向，2分

改变棱镜的同时用遮盖板在眼前做 flash，

直至被检者在撤掉遮盖板一瞬间确认两个

视标在垂直位上对齐，2分

嘱咐被检者持续注视下方视标，继续调整棱

镜，使上方的视标处于下方视标的另一侧，

1分

向相反方向调整同一棱镜，直至上下两视标

再次对齐，1分

记录两次视标对齐时棱镜的基底方向和度

数，正确计算隐斜量和隐斜类型，2分

5

近

距

离

聚

散

度

散开功能的测

定

1.棱镜设置

2.视标选择

3.患者沟通

4.正确旋转棱

镜方向

5.正确记录模

1

0

调整双眼前棱镜，初始刻度设置为 0，并位

于垂直位，2分

设置近距离的单列视标，1分

告知被检者检查目的和内容 ，1分

告诉被检者，“现在改变镜片，尽可能保持

视标单一且清楚，当视标变模糊或变成两

个，或移动时立即报告，2分

然后以 1△/秒的速度匀速增加双眼前 BI 棱

镜度数直至被检者报告出现模糊或者破裂

成两个像，1分

再次嘱咐患者，减小 BI 棱镜，当视标合成



的

测

定

糊点、破裂点

和恢复点的检

查结果

一个告知，1分

正确记录散开能力的检查结果：模糊点/破

裂点/恢复点，1分

嘱被检者闭眼，快速将把双眼棱镜刻度调回

0点，1分

聚合功能测定

1.视标确认

3.患者沟通

4.正确旋转棱

镜方向

5.正确记录模

糊点、破裂点

和恢复点的检

查结果

6.棱镜归位

8

嘱被检者睁眼确认视标是否清晰且单一，2

分

告诉被检者，“现在改变镜片，尽可能保持

视标单一且清楚，当视标变模糊或两个或者

发生移动时立即报告，2分

然后以 1△/秒的速度匀速增加双眼前 BO 棱

镜度数直至被检者报告出现模糊或者破裂

成两个像，1分

再次嘱咐患者，减小 BO 棱镜，当视标合成

一个告知，1分

正确记录聚合能力的检查结果：模糊点/破

裂点/恢复点，1分

嘱被检者闭眼，快速将把双眼棱镜刻度调回

0点，1分

6 计

算

分

析

记录

分析正确

2

1

正确计算被检者的计算型 AC/A， 5 分 后

台

裁

判

正确评估被检者的初步检查结果，并写出原

因，6分

正确预测 NRA 的值，写出过程 5分

正确预测 PRA 的值，写出过程 5分

7. 熟

练

与

专

业

度

4 整个检查步骤是否流畅有效？2分 现

场

裁

判

在整个检查过程中是否做到清洁卫生，仪器

有序？2分

三项完成后倒计时剩余时间：

合计

裁判员： 日期：

2.眼镜定配工

模块 A：拉丝带棱镜眼镜制作

序

号

考核

内容
考核要点

配

分
评分标准

扣

分

得

分
备注



1 磨边

正确操作磨

边机、正确选

择砂轮种类、

正确选择镜

片边形

3

出现磨边机操作错误

扣 1分

现场裁

判员评

分

砂轮选错 扣 1分

边形选错扣 1分

2 倒棱

规范使用手

动磨边机倒

棱去锋；倒棱

效果满足实

用和美观要

求

3

用完磨边机没关闭滴水

开关 扣 1分

倒棱不均匀或倒棱面过

大或仍刮手 扣 2分；

未倒棱 扣 3分

开槽

正确使用开

槽机 2
出现开槽机操作错误

扣 2分

3
装配

质量

槽位选择正

确、槽的深度

合适、尼龙丝

嵌入镜片槽

位恰当

7

槽位选择不当 扣 2分

后台裁

判员评

分

槽的深度不合适 扣2分

尼龙丝没有完全嵌入镜

片槽位 扣 3分

4 整形

镜腿外张角

符合国标要

求、两镜面平

整、两鼻托对

称、两镜腿张

开平放或倒

伏不平整、整

洁美观

11

镜腿外张角不符合国标

要求 扣 2分

两镜面不平整 扣 2分

两鼻托不对称 扣 2分

两镜腿张开平放或倒伏

不平整 扣 3分

整洁美观 扣 2分

5

轴位

及棱

镜检

测

镜片轴位、棱

镜
24

单眼镜片轴位每差 2°

扣 3分，双眼累加

单眼棱镜每差 0.1△扣 3

分，双眼累加

配分 50 最终得分

裁判员： 日期：



模块 B：打孔镜眼镜制作

序

号

考 核

内容
考核要点

配

分
评分标准

扣

分

得

分
备注

1 磨边

正确操作磨

边机、正确选

择砂轮种类、

正确选择镜

片边形

2

出现磨边机操作错误 扣 1

分

砂轮选错 扣 1分

边形选错扣 1分

2 倒棱

规范使用手

动磨边机倒

棱去锋；倒角

效果满足实

用和美观要

求

3

手动磨边机排水管未放置在

上水槽里 扣 1分

现场

裁判

员评

分

用完磨边机没关闭滴水开关

扣 1分

倒棱不均匀或倒棱面过大或

仍刮手 扣 1分；

未倒棱 扣 3分

3

拆卸

和安

装

正确拆卸、安

装镜架
3

工具和零件乱放 扣 1分

镜架配件安装不正确或缺少

扣 2分

4
镜片

预钻
镜片预钻 3

先鼻侧后颞侧钻孔顺序错误

扣 1分

预钻后未比对 扣 2分

5

镜片

打孔

锯槽

镜片成型钻 5

未能均匀将镜片上提进行成

型扩孔 扣 2分

未将镜片的另一面进行扩孔

扣 3分

6 整理

加工后对桌

面、工具、眼

镜等用品整

理归位

2
未按照要求完成工作后整理

清洁工作扣 2分

7 定位

钻孔和边槽

位置定位准

确

4

左右眼孔位置对称 扣 2分

后台

裁判

员评

分

左右眼槽位置不对称 扣 2

分

8 装成

轴位正确，镜

片与镜架连

接处安装定

位牢固无松

9

眼镜各部位连接有松动或过

紧扣 3分

镜片表面有划痕或擦伤 扣

2分



动，镜片镜架

完好
镜片边缘有崩边 扣 2分

镜架表面有划痕或擦伤 扣

2分

9
光学

参数

轴位正确 2 轴位每差 2°扣 1分

光学中心准

确
2

光学中心水平距离每差 1mm

扣 1 分

10 整形

镜腿外张角、

镜面角符合

国标，鼻托对

称，镜架没有

扭曲现象，整

体整洁

15

眼镜鼻中梁安装不对称 扣

2分

眼镜两镜腿安装不对称 扣

2分

两镜面不在同一平面 扣 2

分

镜腿外张角不符合国标扣 2

分

鼻托不对称扣 2分

两镜腿张开平放或倒伏不平

整 扣 3分

眼镜不整洁扣 2分

两项完成后倒计时剩余时间

配分 50 最终得分

裁判员： 日期：

3.成绩并列

（1）眼镜验光员

选手总成绩相同时，按照模块 A-C-B 顺序的确定排名；

如果仍然相同，以竞赛时间较短者为先；若仍不能分出先后，

取相同名次。

（2）眼镜定配工

选手总成绩相同时，按照模块 A 优先确定排名顺序；如

果仍然相同，以竞赛时间较短者为先；若仍不能分出先后，



取相同名次。

三、竞赛细则

根据本项目特点和工作要求，具体说明本项目比赛的具

体流程、时间安排。提出对选手、裁判人员及相关技术赛务

支持人员的比赛纪律、道德要求等。例如：裁判员具体分工

安排，出现评判技术争议，违规携带工具材料出、入赛场具

体处理办法（如出现争议由谁反映、向谁反映、以何种形式

反映、在何时反映等），以及其他涉及本项目比赛规则的纪

律、约束性规定。

（一）选手竞赛流程

1.选手可提前一天进场地察看设备等。

2.选手由抽签号决定竞赛工位及竞赛轮转顺序。

3.选手每日按《赛务手册》时间安排准时至“选手室”

报到。

4.管理人员向选手发放当日竞赛试题。

5.选手按《竞赛轮转表》时间至指定工位进行比赛。

6.工作前，选手需在规定时间内对该工作所使用的设备、

工具、仪器、材料等进行查看并确认。

7.裁判与选手同时开始倒计时，选手开始工作。

8.所有工作确认结束后，选手示意裁判工作完成，裁判

和选手同时停止倒计时，裁判记录剩余时间；超过规定时间，

停止操作。选手离开工作区域，回到“休息室”。

9.比赛结束后，选手应跟随引导人员离开赛场。



（二）选手竞赛规则

1.竞赛期间，非本人竞赛时间段，选手需全程待在“选

手室”不得外出，若因上洗手间等原因确需外出，需提前告

知管理人员。

2.选手在比赛开始时间未到达现场，视为弃权。

（三）裁判工作流程

1.裁判员执裁工位由裁判长根据裁判个人特点、实际工

作所需等进行统一安排。

2.裁判员按《赛务手册》时间安排准时至“裁判室”报

到。

3.裁判上交通信、拍摄、记录、存储功能的电子设备统

一保管。

4.裁判长召开裁判员工作会议并向裁判员告知裁判须

知，裁判员应熟知裁判规则。

5.裁判掌握各自执裁工位确认设备、仪器、工具准备情

况，若遇问题第一时间向裁判长进行汇报。

6.裁判按《竞赛轮转表》时间至各自工位进行执裁。

7.每位选手工作完毕后，现场裁判应第一时间对可评判

的成绩进行评判，管理人员将评分表和考件密封后立即交至

裁判长处，再由裁判长分配给后台裁判员继续评分。

8.其他：在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如有不服从裁判判决、

扰乱赛场秩序、舞弊等不文明行为，由裁判长判定扣减相应



分数，情节严重者取消竞赛资格，竞赛成绩记 0 分。未尽事

宜，由裁判长组织相关裁判组长商议解决。

9.当日比赛结束后，裁判员将所有考件交还至裁判长。

10.当日比赛结束后，待裁判长宣布离场后，裁判方可

离开。

11.若执裁过程中发生技术问题，应在本执裁小组内协

商一致解决并将结果汇报裁判长。若执裁小组内各裁判出现

技术争议，需汇同裁判长予以协商解决。

（四）裁判员工作规则

1.现场裁判员在执裁期间应随时观察选手操作，并及时

评分并记录。

2.现场裁判要与选手保持工作距离。

3.比赛期间，裁判不可与他人进行技术交流。

4.裁判不可询问选手姓名、单位等。

5.现场裁判员发现有不利于选手比赛的情况，应立即制

止。

6.裁判长、裁判长助理对所有裁判打分过程公平、公正

性进行监督，裁判长持有对特殊违规行为通报竞赛组委会处

理的权利。

四、竞赛场地、设施设备等安排

（一）赛场规格要求

1.眼镜验光员



赛场环境半暗室，通风良好，有可调节光源。约 225 平方

米的空间内可以设至少 6 个工位，每个工位台不小于 1.8m×

2.5m，每个工位之间需用隔断隔开。考场同时有准备区和物料

区。

2.眼镜定配工

赛场环境明亮，通风良好。100 平方米的空间内可以设 6

个工位，每个工位台不小于 1.2m×1.0m，每个工位之间需用隔

断隔开。

（二）场地布局图

提供规格（长度、宽度）清晰的布局图。例如：

1.眼镜验光员

16m

15m



2.眼镜定配工

最终以场地实际布局为准。

（三）基础设施清单

1.眼镜验光员

所有设施、设备等均由赛场提供，选手无需自带。
模块 A：检影验光（6分钟）

名 称 规 格 数 量 要 求

镜片箱 1套/考位

带状检影镜 1套/考位 220V 电压

模拟眼 1个/考位

检影考试散光镜片 6个/考位
镜片要有编号，镜片屈光度不

可见，但可在后台查阅

台灯 1个/考位

电源接线板 1个/考位

笔 签字笔 2个/考位 黑色

白纸 A4 若干张/考位

计时器 1个/考位

模块 B：综合验光仪主觉验光

名 称 规 格 数 量 要 求

综合验光仪 Topcon 1 套/考位 手动



视力表投影仪 Topcon 1 个/考位

投影视力表遥控器 Topcon 1 个/考位

视力表投影板 1个/考位 偏振投影板

电池 5号 4节/考位

电源接线板 1个/考位

笔 签字笔 2个/考位 黑色

白纸 A4 若干张/考位

医用酒精棉球 75%浓度

纸巾 抽纸

模块 C：双视功能检查

（远近距隐斜、聚散功能和 AC/A 的测定，并分析双眼视觉功能）

名 称 规 格 数 量 要 求

综合验光仪 Topcon 1 套/考位 手动，近用头顶灯正常

视力表投影仪 Topcon 1 个/考位

投影视力表遥控器 Topcon 1 个/考位

视力表投影板 1个/考位 偏振投影板

电池 5号 4节/考位

电源接线板 1个/考位

笔 签字笔 2个/考位 黑色

白纸 A4 若干张/考位

计时器 1个/考位 与模块 A共用

2.眼镜定配工

所有设施、设备、工具等均由赛场提供，选手无需自带。

模块 A：拉丝带棱镜眼镜制作

名 称 规 格 数 量 要 求

半自动磨边机 天乐 1台/考位

中心仪 天乐 1台/考位

手动磨边机 1台/考位

开槽机 1台/考位

焦度计 1台/考位

模板坯料 1个/考生

壁纸刀 1把/考位

剪刀 1把/考位

锉刀 1把/考位

吸盘钳 1把/考位

吸盘 2个/考位

吸盘贴 2个/考位

配镜处方 处方形式 1份/考生
左右眼负散轴位均 180°，

2△ BI，瞳距 62mm

树脂镜片 近散镜片 一副/考生 负球镜在-5.00D 至-6.50D



之间，散光不高于-1.50DC，

直径大小合格

金属拉丝眼镜

架
1副/考生

黑色记号笔 1支/考位

丝带 若干根/工位

整形钳 1套/工位

框弧钳、圆嘴钳、鼻托钳、

鼻梁钳、平圆钳、镜腿钳、

尖嘴钳、无框眼镜装配钳

酒精擦拭纸 5片/考位

特种铅笔（红） 1支/考位

纸巾 抽纸 1包/考位

计时器 1个/考位

模块 B：打孔眼镜制作

名 称 规 格 数 量 要 求

半自动磨边机 天乐 1台/考位 与模块 A共用

中心仪 天乐 1台/考位 与模块 A共用

模板坯料 1个/考生 与模块 A共用

壁纸刀 1把/考位 与模块 A共用

剪刀 1把/考位 与模块 A共用

锉刀 1把/考位 与模块 A共用

电脑焦度计 台 1台/裁判员 与模块 A共用

手动磨边机 台 1台/考位 与模块 A共用

打孔锯槽机 台 1台/考位

烘热器 台 1台/考位

整形钳 套 1套/考位 与模块 A共用

内六角套筒螺

丝刀
个 1个/考位 与镜架螺母大小匹配

吸盘钳 1把/考位 与模块 A共用

吸盘 2个/考位

吸盘贴 2个/考位

配镜处方 处方形式 1份/考生
右眼负散轴位 20°，左眼负

散轴位 160°，瞳距 62mm

树脂镜片 近散镜片 一副/考生

负球镜在-1.50D 至-2.50D

之间，散光不高于-1.50DC，

直径大小合格

金属无框眼镜

架
多边形 1副/考生 孔槽结构

眼镜布 普通 1条/考位

黑色记号笔 普通 1支/考位

直尺 普通 1个/考位

酒精擦拭纸 5片/考位 与模块 A共用

纸巾 抽纸 1包/考位 与模块 A共用



五、安全、健康要求

（一）健康安全

1.比赛场地应具有良好的照明和通风设备，要有安全疏散

通道；配备完备的灭火等应急处理设施。张贴安全操作流程；

2.参赛选手应爱护赛场的设备设施，按规定的操作程序谨

慎使用赛场的设备设施；所有操作应符合安全卫生要求；参赛

者需维护比赛场地卫生，无任何遗留物品影响后续选手的比赛；

在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相关专业的操作规程，安

全、文明参赛。

（二）项目特别规定

1.比赛选手使用的工具应由组委会准备，不得自带。

2.比赛中不得向裁判提问或要求帮助；如遇特殊情况，如

设备故障，或者影响比赛进行的问题，选手可举手提示，可向

裁判组申请暂停比赛；看到红牌，裁判员先暂停比赛时间，然

后听取陈述，共同商量后给予解决方案；如属于选手个人理解

问题，请告知选手按照实际情况尽你所能进行下去，然后比赛

继续。

3.参赛选手如在规定时间未能参加比赛，视为弃权。

4.待参赛选手应在规定地点进行等候，参赛前后不得参观

比赛现场。

（三）防疫要求（根据竞赛组委会要求调整）

计时器 1个/考位 与模块 A共用



根据国家相关法规要求，结合本项目实际，提出安全、

健康要求及职业操作规范要求，并明确违反后的处理规定。

特别是根据本项目具体情况的诸如人身防护，有毒、有害物

品携带、存放，防火、防爆等措施。

1.参赛单位要采用多种形式对选手、教练、裁判进行疫情

防治知识科普宣传，确保充分了解防疫知识、掌握防护要点、

增强防护意识、支持配合防控工作。

2.各参赛单位在赛前、赛中，严格按照防护要求每天进行

相关人员的健康检测与信息填报工作。

3.提前做好参赛选手、裁判的身体检查，每天两次进行体

温检测并做好相应记录。

4.赛场入口处设置洗手池和洗手液。

5.所有人员进入赛场前必须接受体温检测，并做好记录。

6.赛场为选手和裁判配备相应的口罩、免洗洗手液等防护

用品。

7.比赛全程要求所有人员必须佩戴口罩，有违反规定者可

视情节轻重取消比赛资格。

8.竞赛期间以盒饭形式提供午餐，选手和裁判在指定位置

错峰进餐，杜绝集中用餐。

9.在赛场周边设置口罩专用回收箱，加强垃圾箱清洁，定

期进行消毒处理。加强垃圾分类管理，及时收集并清运。

10.设立隔离观察区域，如比赛期间任何人员出现发热、



干咳、乏力等可疑症状，及时进行暂时隔离并报告相关部门，

按规定要求安排到定点医院进一步检查或就医。

11.如比赛期间出现任何人员确诊感染的情况，应立即终

止比赛，按规定进行全区域人员隔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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