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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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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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目系统； 

——第 3 部分：瞄准望远镜。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 14490-3：2021《光学和光子学 望远镜系统试验方法 第3部分：瞄准望远镜试

验方法》。 

本文件与ISO 14490-3：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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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以下简称试样）”（见4.1），并在以下正文中将“瞄准望远镜”更改为“试样”，

以符合我国标准使用习惯； 

——更改了公式（1），以符合我国技术使用要求； 

——更改了试验程序的描述（见5.3、6.3、7.3和8.3），以符合我国标准使用习惯； 

——更改了“平行光管”的描述（见7.2.2），以符合我国标准使用习惯； 

——删除了“圆的直径和刻度间隔应根据ISO 14135-1和 ISO 14135-2中规定的规格进行选择。”

（见8.2.1），以符合我国标准使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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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XXXXX.3—XXXX 

1 

  

光学和光子学 望远镜系统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瞄准望远镜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瞄准望远镜轴向视差、视差、眼睛间隙范围、眼睛间隙和临界眼睛间隙、十字线跟踪、

变焦引起的瞄准点偏移及调焦引起的瞄准点偏移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瞄准望远镜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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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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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瞄准望远镜规范 第1部分：通用仪器（ISO 14135-1:2021，MOD） 

GB/T XXXXX.2—2024 光学和光子学 瞄准望远镜规范 第2部分：高性能仪器（ISO 14135-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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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向视差的试验方法  

4.1 通则 

本试验方法描述了测量瞄准望远镜（以下简称试样）的瞄准十字线和平行光管十字线像平面之间的

轴向距离，该像由试样的物镜（十字线位于第一像平面）或物镜和正像系统（十字线位于第二像平面）

形成。试样的瞄准十字线和平行光管十字线沿光轴的像面之间的距离p′ax，为轴向视差，用屈光度（m−1）

表示， 并用视度计测量。 

4.2 试验装置 

4.2.1 总则 

测量轴向视差的试验装置如图1所示。 

平行光管与试样相互进行调整来实现其位置和方向的对准，以便能使试样瞄准平行光管中的十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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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平行光管；                   6——滤光片；      

2——试样；                       7——平行光管十字线；      

3——视度计；                     8——试样瞄准十字线；        

4——观察者的眼睛；               9——平行光管十字线的像面； 

5——照明装置；                   10——视度计十字线。 

图1 测量轴向视差的试验装置 

4.2.2 平行光管 

平行光管的有效孔径应大于被测试样的物镜口径，焦距至少为平行光管透镜直径的十倍。 

平行光管的分划板应具有适合于评估偏移量的几何特征，例如十字线。应正确调整十字线的轴向位

置，以便在被测试样规定的无视差距离处成清晰的像。 

照明装置应在平行光管全部孔径上产生均匀的亮度。 

平行光管应配备一块透过率峰值应在约0.55µm波长处的绿色滤光片，以避免成像出现任何色差。 

4.2.3 试样 

应对试样和平行光管的相互位置和方向进行调整，使二者光轴平行，并使试样的物镜完全被照明覆

盖。 

试样的十字线中心应调整至光轴附近。  

4.2.4 视度计 

视度计的孔径应大于试样的出瞳，且放大倍率应足以确保精确测量（建议为3×~6×）。 

4.3 试验程序 

将视度计标尺设置为零，并调整其目镜视度，以获得自身十字线的清晰图像； 

调整试样的目镜视度，使之聚焦在自身的十字线上，以便在通过视度计观察时获得清晰的图像； 

若试样目镜视度是固定的，将视度计置于试样目镜端，调焦使之聚焦于试样的瞄准十字线上，同时

读取视度计标尺的读数； 

视度计重新调焦，使之聚焦于平行光管十字线像上，同时读取视度计标尺的读数；。 

视度计上两次读数的差值，就是像方的轴向视差 p′ax； 

p′ax的测量不确定度应不超过公式（1）的计算结果： 

 不确定度𝑝′
ax
≤

2.7

106∙𝐷′2
 ································································ (1) 

式中： 

p′ax——像方的轴向视差，单位为屈光度（m
-1
）； 

D′——为试样的出瞳孔直径，单位为米（m）。 

对于出瞳直径大于7mm，公式中的值应为D′=0.007m。 

物方的轴向视差pax，按公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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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𝑝ax =
𝑝′ax
𝛤2

 ············································································· (2) 

式中： 

Γ——为被测试样的角放大倍率； 

pax——物方的轴向视差，单位为屈光度（m
-1
）； 

p′ax——像方的轴向视差，单位为屈光度（m
-1
）。 

注： 试验装置（包括被测试样）的图像质量会影响测量精度。 

4.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第10章规定的一般信息和.4.3给定的试验结果。 

5 视差的试验方法 

5.1 通则 

该方法描述了测量望远镜轴上和轴外物点所成像与试样瞄准十字线之间的角度差。 

注： 对于大约2毫米或以下出瞳直径的试样，只采用轴向视差的试验方法。 

5.2 试验装置 

5.2.1 总则 

测量视差的试验装置如图2所示。 

平行光管与试样相互进行调整来实现其位置和方向的对准，使试样瞄准平行光管十字线。 

 

 

 

 

 

 

标引序号说明： 

1——平行光管；                     6——滤光片；            

2——试样；                       7——平行光管十字线；      

3——测量望远镜；                 8——轴外光阑；          

4——观察者的眼睛；               9——试样瞄准十字线；  

5——照明装置；                   10——刻度分划板。 

图2 测量视差的试验装置 

5.2.2 平行光管 

平行光管的有效孔径应大于被测试样的物镜口径，焦距至少为平行光管透镜直径的十倍。 

平行光管的分划板应具有适合于评估偏移量的几何特征，例如十字线。应正确调整十字线的轴向位

置，以便在被测试样规定的无视差距离处成清晰的像。 

照明装置应在平行光管全部孔径上产生均匀的亮度。 

平行光管应配备一块透过率峰值应在约0.55µm波长处的绿色滤光片，以避免成像出现任何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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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试样 

应对试样和平行光管的相互位置和方向进行调整，使二者光轴平行，并使试样的物镜完全被照明覆

盖。 

试样的十字线中心应调整至光轴附近。 

5.2.4 光阑 

光阑的直径d（见图2），d=（1.2±0.1）Γ，单位为毫米（mm），其中Γ是被测试样的角放大倍率。 

光阑位置应在试样的入瞳平面上，沿水平方向进行调整，调节范围大于入瞳直径。 

5.2.5 测量望远镜 

有效口径应大于试样的出瞳，放大倍率应确保精确测量。 

分划板的水平方向应具有刻度，其分度值为2′。 

测量望远镜应聚焦到无限远。 

5.3 试验程序 

将试样的目镜聚焦在自身的瞄准十字线上，以便在通过测量望远镜观测时获得清晰的图像； 

将光阑先后移动到两个相反的位置，在每个位置上，使光阑的外边缘与试样的入瞳的边缘相切，然

后，通过测量望远镜读取平行光管十字线的像所截取的分划板刻度数； 

以光阑的两个位置上所读取的刻度数之差乘以刻度尺的分度值，所获得的角度差α，就是试样当前

视差的两倍（见图3）。 

 

 

 

 

 

 

标引序号说明： 

1——试样；               

2——试样瞄准十字线；         

3——平行光管分划板图像；   

4——轴外光阑； 

α——平行光管分划板和试样瞄准十字线在两个光阑位置之间的角度偏差变化，单位为分（′）。 

图3 角度差 α的测量说明 

按公式（3）计算像方视差 p′： 

 p′ =
𝛼

2
 ················································································ (3) 

按公式（4）计算物方最大视差 p： 

 𝑝 =
𝑝′

𝛤
 ················································································ (4) 

Γ是被测试样的角放大倍率。 

p′的测量不确定度，不应超过1.0 MOA（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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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出于实用目的，视差和轴向视差之间的关系由公式（5）和公式（6）表示： 

单位为毫米（mm）表示： 

 𝑝′ = 𝑝ax
′ 𝐷′

2
 ··························································································· (5) 

单位为分（′）表示； 

 𝑝′ = 𝑝ax
′ 𝐷′

2
∙ 3.438 ····················································································· (6) 

D′是出瞳直径，单位为毫米（mm）。 

5.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第10章规定的一般信息和5.3测定的试验结果。 

6 眼睛间隙范围、眼睛间隙和临界眼睛间隙的试验方法 

6.1 通则 

描述了沿试样光轴确定眼睛位置范围的方法，该方法仍然保证能观察到整个视场。 

在平均日照条件下，眼睛瞳孔直径为3mm状态下进行。 

关于眼睛间隙范围、眼睛间隙和临界眼睛间隙的标引序号说明，见图4。为了便于记录，眼睛间隙

范围表示为“dmin～dmax”。 眼睛间隙是dmax，临界眼睛间隙是drim。 

6.2 试验装置 

6.2.1 总则 

测量眼睛间隙范围、眼睛间隙和临界眼睛间隙的试验装置，如图4所示。 

平行光管与试样应相互进行调整，实现位置和方向的对准，使试样瞄准平行光管十字线。 

6.2.2 平行光管 

平行光管的有效孔径应大于被测试样的物镜口径，焦距至少为平行光管透镜直径的十倍。 

平行光管的分划板应具有适合于评估偏移量的几何特征，例如十字线。应正确调整十字线的轴向位

置，以便在被测试样规定的无视差距离处成清晰的像。 

照明装置应在平行光管全部孔径上产生均匀的亮度。 

平行光管应配备一块透过率峰值应在约0.55µm波长处的绿色滤光片，以避免成像出现任何色差。 

6.2.3 试样 

应对试样和平行光管的相互位置和方向进行调整，使二者光轴平行，并使试样的物镜完全被照明覆

盖。 

试样的十字线中心应调整至光轴附近。 

6.2.4 测量放大镜 

测量放大镜的放大率约为10×，刻度玻璃的刻度为0.1mm的十字线。十字刻线的刻度面应靠近承影

屏表面。 

测量放大镜的光轴与试样的光轴平行，测量放大镜可进行轴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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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平行光管；            dmin——眼睛间隙范围下限，对应光束剖面A-A； 

2——试样；                dmed——眼睛间隙，对应光束剖面B-B； 

3——承影屏；              dmax——眼睛间隙范围上限，对应光束剖面C-C； 

4——刻度玻璃板；          drim——临界眼睛间隙； 

5——测量放大镜。         

注： 剖面图A-A、B-B和C-C分别显示了距离为dmin、dmed和dmax的射线束的外观。 

图4 测量眼睛间隙范围、眼睛间隙和临界眼睛间隙的试验装置 

6.3 试验程序 

a) 调整平行光管的两个光源之间的距离，使其与试样的视场相适应。 

b) 调整试样位置，同时通过试样观察，使其视场边缘与两个照明光斑位置相适应。 

c) 将测量放大镜置于离试样目镜最近处，然后开始沿光轴向远离方向移动，同时通过测量放大镜 

观察，直到带刻度的承影屏上显示的两个照明光斑的内边缘距离为2mm（见图4的A-A剖视图）。 

d) 在这个位置，两个射照明光束的子午方向各自延伸0.5mm，被直径为3mm的观察者瞳孔覆盖, 

此时测量试样的最后一个光学表面顶点到承影屏表面的距离，以此作为眼睛间隙范围下限dmin 。 

e) 继续沿光轴移动测量放大镜，直到漫射屏上显示的两个照明光斑重合（见图4的B-B剖视图）， 

此时测量试样的最后一个光学表面顶点到漫射屏表面的距离，以此作为眼睛间隙dmed 。 

f) 继续沿光轴移动测量放大镜，直到刻度玻璃板上显示的两个照明光斑的内边缘再次处于2mm 

的距离（见图4的C-C剖视图）。此时测量试样的最后一个光学表面顶点到漫射屏表面的距离，以 

此作为眼睛间隙范围上限dmax。 

g) 临界眼睛间隙drim是dmin减去眼罩的高度。 

h) 每个距离的测量不确定度应小于0.4mm，而眼睛间隙范围的测量不确定度应小于0.8mm。   

6.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第10章规定的一般信息和6.3测定的试验结果。 

7 十字线跟踪的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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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通则 

  描述了平行光管十字线相对于试样瞄准十字线中心在整个调节范围内变动的试验方法。 

7.2 试验装置 

7.2.1 总则 

试验装置由平行光管和其后的试样及固定装置组成，试样相对于平行光管，围绕垂直于光轴平面内

的两个相互正交的轴进行调节。 

为了避免在操作试样时平行光管和试样之间发生错位，将试样安装在一个坚固的固定装置中，同时

通过移动平行光管从而完成正确的对准。 

7.2.2 平行光管 

平行光管的有效孔径应大于被测试样的物镜口径，焦距至少为平行光管透镜直径的十倍。 

平行光管的分划板如图5所示，分划板上夹角为2α的两组十字线，构成了检测十字线跟踪的4个扇

形公差带。调整该分划板的轴向位置，以便在试样规定的无视差距离处形成实像。 

平行光管的视场应大于或等于试样的瞄准线直径范围加上可调节范围。 

 

 

 

 

 

 

 

标引序号说明： 

α——角度偏差，单位为度（°）。 

图5 平行光管分划板上的公差带 

7.3 试验程序 

调整试样的位置和绕自身轴线旋转，同时在试样中观察，使试样的瞄准十字线到达平行光管分划板

像的2α角平分线位置，且使二者中心重合。 

在垂直调整的全行程范围内，对试样瞄准十字线进行调节，同时在试样中观察，瞄准十字线中心的

行踪应始终不超出2α角的上下公差带范围。 

在水平调整方向，重复上述程序。 

角度偏差（α）测量不确定度应不大于0.5°。 

7.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第10章规定的一般信息和7.3测定的试验结果。 

8 变焦引起的瞄准点偏移的试验方法 

8.1 通则 

该方法仅适用于在第二像平面上具有瞄准十字线的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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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试样机械部件的制造误差，变焦时视轴方向可能会发生偏移。为了测量变焦引起的瞄准点偏移，

应采用以下试验方法。 

8.2 试验装置 

8.2.1 总则 

测量变焦引起的瞄准点偏移的试验装置，如图6所示。 

装置由光源和带有测试目标的可调平行光管、试样夹具和测量望远镜组成。 

可调平行光管和试样相互进行调整来实现对准。 

为了避免在试验过程中，因调整变焦装置，使试样与平行光管发生错位，建议将试样安装在一个坚

固的夹具中，同时通过移动平行光管来完成正确的对准 

 

 

 

 

 

 

标引序号说明： 

1——照明装置；                    5——测试目标；      

2——隔热透镜；                    6——可调平行光管透镜；  

3——漫射板；                      7——试样；    

4——滤光片；                      8——测量望远镜。 

注： 可调平行光管由序号1至序号6组成。 

图6 测量变焦引起瞄准点偏移的试验装置 

光源由白炽灯、隔热透镜、漫射板（也称扩散板）和滤光片组成。可调平行光管应配备一块透过率

峰值应在约0.55µm波长处的绿色滤光片，以避免成像出现任何色差。 

可调平行光管由光源、物镜和测试目标组成。当其工作状态调整至无限远时，测试目标应位于平行

光管透镜的焦平面上。为了模拟不同的物体距离，平行光管物镜和测试目标之间的距离应可以进行调整。 

物镜的有效口径应大于被测试样物镜的直径，焦距至少为平行光管透镜直径的十倍。测试目标由圆

和带有刻度线的十字线组成，见图7。 

示例1：圆的直径小于 0.4 mrad（1.4′）的角度，相当于在 100m 处的 4cm 的直径。刻度线相当于在 100m 处的 10cm

的距离。 

示例2：对于瞄准标记上的刻度以角度分为单位的试样，圆的直径与试样的 2′角度相对应。每一刻度间隔对应于 5′

的角度。刻度线对于这种测量方法并不重要，但可以方便地用于相关检测值的尺度参照，例如距离等。 

 

 

 

 

 

 

图7 测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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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试样的安装 

试样安装应稳固牢靠，以确保在测量过程中，特别是在调节试样的变焦装置时，视轴方向不应错位。

当操作者触碰试样时，试样视轴方向稳定性应足以满足GB/T XXXXX.1—2024表2和GB/T XXXXX.2—2024

表2的要求。 

8.2.3 测量望远镜 

测量望远镜的孔径应大于试样的出瞳，放大倍率应确保精确测量，测量望远镜应调焦到无限远。 

8.3 试验程序 

8.3.1 试验组件的准备 

将可调平行光管物镜设置在与试样的无视差距离相等的位置，即 100m 处。该设置状态能给出

规定距离内测试目标的实像。 

试样初始设置为最低放大倍率状态，瞄准十字线位置调整装置应设置在整个调整行程的中心附

近。试样的目镜应聚焦在自身的瞄准十字线上，以便在通过测量望远镜观察时获得其清晰的图像。

调整试样方向和位置，使其瞄准十字线中心与测试目标像的中心重合（参见图 8的状态 1）。 

8.3.2 测量值的确定 

由于瞄准十字线中心与测试目标像的中心完全重合，将试样的变焦装置逐渐转向最大放大倍率。

在变焦过程中，试样瞄准十字线和测试目标的位置保持恒定，而测试目标像的位置可能会相对于瞄

准十字线有所位移。图 8 中的灰色填充圆表示在变焦过程中，测试目标的像相对试样的瞄准十字线

沿虚线的运动过程。 

在变焦全部过程中，记录测试目标十字中心走过的轨迹；变焦结束后，假想的能包容该轨迹的

最小圆的直径，就是变焦引起的瞄准点偏移的试验结果。在图 8示例中，该结果约为 8厘米（周围

的虚线圆的直径）。出于演示目的，本例夸大了这个运动轨迹。 

注1：在变焦过程中，实际观察到的现象应该是：测试目标的像被缩放和移动，而试样瞄准十字线，因其位于试样

的第二像面上，所以位置和大小保持恒定。 

注2：图8没有按真实情况展示测试目标像的缩放和移动，而是展示了相反的情况，即瞄准标记（灰色填充圆）的缩

放和移动，其目的是为了提供更清晰的图面。 

 

 

 

 

 

 

 

 

注： 数字1到4表示测量状态的顺序，虚线为像的行动轨迹。 

图8 通过测量望远镜看到的试样瞄准十字线相对于测试目标中心的移动示例 

（以测试目标为基准的状态） 

8.4 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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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量的测量不确定度应符合GB/T XXXXX.1对通用仪器和GB/T XXXXX.2对高性能仪器的要求。 

8.5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第10章规定的一般信息和8.3给定的试验结果。 

9 调焦引起的瞄准点偏移的试验方法 

9.1 通则 

本试验方法仅适用于能将物体成像在位于任何焦平面（第一或第二平面）的十字线上的试样。 

注： 如果瞄准十字线所在平面是第二像平面，那么对于不同的放大率，由于调焦而引起的瞄准点偏移量，可能会有

所不同。 

由于机械和光学部件的制造误差，瞄准望远镜在调焦时，视轴方向可能会发生偏移，确定偏移量，

可采用以下试验方法。 

9.2 试验装置 

9.2.1 总则 

测量调焦引起的瞄准点偏移的试验装置，如图9所示。 

试验装置由可调平行光管、试样夹具和测量望远镜组成。 

可调平行光管和试样相互进行调整来实现对准。 

为了避免在试验过程中，因操作调焦装置，使试样与平行光管发生错位，将试样安装在一个坚固的

夹具中；可调平行光管应能在垂直于光轴的平面内，围绕两个相互正交的轴进行调整。 

 

 

 

 

 

 

标引序号说明： 

1——照明装置；           5——测试目标；          9——瞄准十字线；   

2——隔热透镜；           6——可调平行光管透镜；  10——测量望远镜。 

3——漫射板；             7——物镜；                 

4——滤光片；             8——试样；                             

注： 可调平行光管由序号1至序号6组成。 

图9 测量调焦引起的瞄准点偏移的试验装置 

9.2.2 可调平行光管 

可调平行光管由光源、物镜和测试目标组成。当其状态调整至无限远时，测试目标应位于可调平行

光管透镜的焦平面上。为了模拟不同的物体距离，可调平行光管透镜和测试目标之间的距离应可以进行

调整，其范围至少等于试样调焦系统的调整范围。 

可调平行光管应具有良好的视轴稳定性，尤其是调焦操作时，其稳定性应远高于试样。可调平行光

管的有效口径应大于被测试样的物镜直径，其焦距应与分划板刻度相匹配。 

注： 推荐的焦距在1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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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由白炽灯、隔热透镜、漫射板（也称扩散板）和滤光片组成。平行光管应配备一块透过率峰值

应在约0.55µm波长处的绿色滤光片，以避免成像出现任何色差。 

如图10所示，测试目标应包括若干同心圆和由一条垂直线和一条水平线构成的十字线。圆的数量和

直径应根据试样的调焦范围大小和性能要求等级来选择。 

    

图10 测试目标 

9.2.3 试样 

试样安装应稳固牢靠，以确保在测量过程中，特别是在转动试样的调焦环时，确保测量过程中试样

的瞄准线的稳定性。当操作者触碰试样时，试样也不应有任何移动。 

9.2.4 测量望远镜 

    测量望远镜的孔径应不小于 8mm，其放大率应足以确保精确测量。测量望远镜应聚焦到无限远。 

9.3 试验程序 

9.3.1 试样组件的准备 

可调平行光管应始终设置在与被测试样聚焦调整范围内的无视差距离相等的位置，以便提供测

试目标在规定距离内的实像。 

试样的调焦装置应首先设置在距离物平面的最大距离处，通常设置为无穷大。瞄准十字线中心

应设置在整个调整范围的中心附近，以避免因离轴测量而造成的系统误差。这可以通过旋转镜筒

360°，来确定其正确位置。试样的目镜应聚焦在试样的瞄准十字线上，以便在通过测量望远镜观察

时，获得其清晰的图像。调整试样位置，同时通过目镜观察，使其瞄准十字线中心与测试目标像的

中心重合。 

9.3.2 测量值的确定 

然后，应将可调平行光管设置到与试样调整范围内最近的无视差距离相等的位置。 

当两个中心完全重合时，应将试样的聚焦装置转向其最近的无视差距离状态。在聚焦移动过程中，

瞄准十字线的位置应保持稳定。在测量过程中，测试目标图像的位置可能会相对于瞄准十字线移动，聚

焦装置的旋转方向不应反转。 

应在最近的距离处记录两个中心之间的角度差。 

9.4 测量精度 

测量值的不确定度应符合规范要求。 

9.5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第10章规定的一般信息和9.3测定的试验结果 

10 总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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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提供每项试验方法的试验结果外，如果适用，还应在每份试验报告中提供以下信息： 

a)试验实验室名称； 

b)审查员姓名； 

c)试验日期； 

d)瞄准望远镜的标识； 

e)如果试验方法与本文件描述内容有所不同，则给出有关试验装置或试验程序的详细信息; 

f)参考GB/T XXXXX.3以及用于望远镜系统试验方法GB/T XXXXX的任何其他部分的信息。 

如果试验报告旨在提供符合GB/T XXXXX（所有部件）的多个试验结果，则上述a)至f)中规定的一般

信息通常只需提供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