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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9552《太阳镜和太阳镜片》分为两个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部分:试验方法。
本部分为GB/T39552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参考ISO12311:2013《个体防护装备 太阳镜及相关产品的试验方法》编

制,与ISO12311:2013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部分由全国光学和光子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3)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广州计量检测技术研究院、国家眼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浙江盈昌眼镜实业有限公司、国家眼镜玻璃搪瓷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厦门全圣实业有限公司、诚益

光学(厦门)有限公司、来明工业(厦门)有限公司、厦门金大合眼镜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黄帅、郭德华、唐玲玲、叶佳意、李育豪、林眉德、郭娅、孙环宝、后东才、林征懋、

吴当益、吴进忠、周博彦、孙开悦、刘红军、王惠平、张洁、郭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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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镜和太阳镜片 第2部分:试验方法

1 范围

GB/T39552的本部分规定了平光太阳镜和太阳镜片的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一般用途太阳镜(包括行路和驾驶用)、太阳镜片、太阳镜夹片和套镜。处方矫正太阳

镜和太阳镜片透射比性能的试验方法可参照本部分。
本部分不适用于防护人造光源(如日光浴室使用的光源)辐射的镜片和用于工业用途的护目镜,也

不适用于可直接观测太阳(如观测日蚀等)的特殊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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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GB/T6682—2008,ISO3696:1987,MOD)

GB10810.1—2005 眼镜镜片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镜片(ISO8980-1:2004,MOD)

GB10810.5—2012 眼镜镜片 第5部分:镜片表面耐磨要求(ISO8980-5:2005,MOD)

GB/T26397 眼科光学 术语(GB/T26397—2011,ISO13666:1998,MOD)

GB39552.1—2020 太阳镜和太阳镜片 第1部分:通用要求(ISO12312-1:2013,MOD)

JJF1106 眼镜产品透射比测量装置校准规范

ISO/TS24348:2007 眼科光学 眼镜架 金属以及合金镜架的模拟佩带和镍析出量的试验方法

(Ophthalmicoptics—Spectacleframes—Methodforthesimulationofwearanddetectionofnickelre-
leasefrommetalandcombinationspectacleframes)

3 术语和定义

GB/T2639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通则

4.1 试验环境

除非特别说明,本部分所有试验均应在温度为(23±5)℃、相对湿度为30%~80%的室内环境中

进行。

4.2 试验位置

除非特别说明,本部分的所有透射比试验、光学特性试验和抗冲击性能试验均应在样品的佩戴位置

处进行,若样品没有标明佩戴位置,应在基准点处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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