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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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光学和光子学 望远镜系统试验方法》的第2部分。GB/T XXXX分为以下三个部

分： 

——第 1 部分: 基本特性； 

——第 2 部分: 双目望远镜； 

——第 3 部分：瞄准望远镜。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 14490-2：2005《光学和光学仪器 望远镜系统试验方法 第2部分：双目系统试

验方法》。 

本文件与ISO 14490-2：2005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更改了范围内容（见第1章），以符合我国标准使用习惯； 

——更改了引用文件（见第2章），并将正文中相应的国际标准用国家标准代替，以符合我国标准

使用习惯； 

——更改了术语（见第3章），以符合我国标准使用习惯； 

——在试验装置中增加了“注”的内容（见4.2.1），以符合我国标准使用习惯； 

——增加了试验结果计算方法（见4.4.1），以方便标准的使用； 

——增加了图2（见7.2），以方便标准的使用。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将国际标准名称中“光学和光学仪器”改为“光学和光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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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光学和光子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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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和光子学 望远镜系统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双目望远镜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双目望远镜的双光轴不平行度、出瞳中心距、倍率差和聚焦差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望远系统的双目望远镜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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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X 光学和光子学 望远镜系统 通用术语和双筒望远镜、单筒望远镜、观测镜及瞄准望远

镜术语（GB/T XXXXX—2024，ISO 14132-1：2015、ISO 14132-2：2015、ISO 14132-3：2021，MOD） 

GB/T XXXXX.1—2024 光学和光子学仪器 望远镜系统试验方法 第1部分：基本特性（GB/T XXXXX.1

—2024，ISO 14490-1：2005，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 XXXXX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双光轴平行度的试验方法 

总则 

双目望远镜的两光轴应平行，通过其观察时确保正常双眼视觉。望远镜光轴平行度的可接受程度，

取决于人眼的生理特性。 

双光轴平行度的测量，应在以下瞳距处进行： 

——60 mm； 

——65 mm； 

——70 mm。 

试验装置 

4.2.1 测量双光轴平行度的试验装置如图 1所示。 

注： 图1中序号1～序号6构成平行光管。 

4.2.2 平行光管和测量望远镜的光轴应平行，其偏差应不大于 20″。 

如果平行光管透镜口径大于 160mm，则允许双目望远镜共用一台平行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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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光源；                      6——准直物镜； 

2——聚光镜；                    7——偏差为“发散”的试样； 

3——滤光片；                    8——测量望远镜 

4——漫射板；                    9——十字刻度尺 

5——十字刻线；                   

图1 测量双光轴平行度的试验装置 

4.2.3 测量目标的十字刻线，应放置在准直物镜的焦平面上。 

4.2.4 测量望远镜的焦平面应配置十字刻度尺（图 1 中的 9）。 

试验程序 

4.3.1 调整每台测量望远镜的目镜，以获得其自身十字刻度尺的清晰图像。 

4.3.2 在试验装置上未安装试样时，调整并观察每台测量望远镜与其对应的平行光管的相对位置和方

向，使其十字型刻度尺中心与对面平行光管中的十字刻线中心重合，其偏差应不大于 20〞。 

4.3.3 参照图 1，将试样安装在试验装置上，在一台测量望远镜中观察，同时调整试样的光轴方向和

位置，使测量望远镜中十字刻度尺中心与对面平行光管中的十字刻线中心重合；再从另一台测量望远镜

中，读取十字线所截取的水平和垂直刻度尺上的刻度数。 

4.3.4 除了具有两个相互平行排列的测量望远镜的试验装置外，容许只使用一个测量望远镜，轮流测

量试样的左右镜筒，测量望远镜的设计应保证轮流测量左右镜筒移动时其没有光轴方向的变化。 

试验结果 

4.4.1 将读取的十字刻线所截取的水平和垂直方向十字刻度尺上的刻度数乘以分度值，单位为分（′），

即为水平和垂直面内双光轴平行度的试验结果。 

4.4.2 根据第 8章规定，纳入试验报告的试验结果应说明试验所采用的瞳距。 

4.4.3 双轴平行度的测量不确定度应在±3′内。 

5 出瞳中心距的试验方法 

用卡尺或专用量规、或由两个平行低倍显微镜与目镜分划板组成的专用试验装置，测量试样的两

出瞳中心间的距离。 

应调整低倍显微镜轴线之间的距离，并应通过试验装置配备的刻度盘读取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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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精度应在 1mm以内。 

6 倍率差的试验方法 

按照 GB/T XXXXX.1—2024第 4章描述的方法，对试样的两镜筒的角放大率分别进行测量，以二者

角放大率之差作为试样的放大率差的试验结果。 

放大率差测量的相对误差应在±0.5%以内。 

7 聚焦差的试验方法 

总则 

在调焦过程中，双目望远镜的左右镜筒的聚焦差应在一定范围内，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时确保正常

双眼视觉。 

只有配备同步调焦机构的双筒望远镜才能进行该项试验。 

试验装置 

用具有物镜、十字线分划板和目镜组成的视度计（见图2）测量聚焦差。视度计的物镜或目镜可以

沿轴向移动，同时读出移动量，该移动量为进入视度计光束的会聚度或发散度，以屈光度表示。 

 

 

 

 

图2 视度计 

试验程序 

7.3.1 总则 

聚焦差应在以下两个位置测量： 

a) 测量目标在无限远处； 

b) 测量目标在近距离范围内的测量点，应选择与 2m
-1
对应的物距处。 

7.3.2 测量 

对于设定的两个测量位置，应根据同步聚焦机构的两个运动方向（从负无限远到近距离范围，

反之亦然）确定聚焦差。重要的是在测量过程中，聚焦方向不应反转。 

将试样设置到测量的初始位置，即将同步调焦机构和视度调整机构设置到大约-2m-1
。借助视度

计调整同步调焦机构和目镜视度调整机构，将试样两镜筒均设置为观测距离无限远[见 7.3.1 a）]。

在此过程中，不应反转调焦方向。 

使用同步调焦机构，对两镜筒同步调焦，直到到达近距离范围内的测量点[见 7.3.1 b）]，同

样不可以反转聚焦方向。将视度计置于试样目镜端，调焦后，在其标尺上读取屈光度值，记录左右

镜筒的屈光度差。 

使用同步调焦机构进一步对两镜筒同步调焦，直到到达到机械限位。在这个位置（而且仅在这

个位置），可以反方向调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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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左右镜筒调焦至近距离范围内的测量点。如本条第 3段所述，测量并记录视度计标尺上左右

镜筒的屈光度读数差。 

使用同步调焦机构，在不改变调焦方向的情况下，将望远镜聚焦调回到无限远。再次测量并记

录视度计标尺上左右镜筒的屈光度读数差。 

试验结果 

7.4.1 从测量的三次读数中，取其中屈光度读数差的最大值作为聚焦差的试验结果。 

注： 当使用屈光度标尺进行屈光度调整，而不是光学调整时，屈光度标尺的误差将带入测量结果。 

7.4.2 聚焦差的测量精度应在±0.25m
-1
范围内。 

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试验结果和以下信息： 

a) 试验方法； 

b) 试验日期； 

c) 试样的识别； 

d) 如果要求和/或与 GB/T XXXXX 本部分规定的内容不同，有关试验装置和/或程序的详细信息； 

e) 参考 GB/T XXXXX 的本部分，即 GB/T XXXXX.2—2024； 

f) 试验实验室的名称； 

g) 审查员的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