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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眼贴缓解视疲劳评价方法》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来源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3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

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2023〕18 号），《护眼贴缓

解视疲劳评价方法》行业标准为此次制定的计划项目之一，项目计划编号为

2023-0442T-QB。主要起草单位：郑州市新视明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好视

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陕西新视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麦斯达夫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周期为 24 个月。 

2、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任务下达后，标准牵头单位广泛查阅了相关的标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调研走访了多家单位，了解国内各大护眼贴厂家的缓解视疲劳评价方法。同

时邀请了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检测机构等单位参与该标准的制定工作，

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共同研究确定了标准初稿。 

2023年 6 月 29日，《护眼贴缓解视疲劳评价方法》行业标准工作会议在

河南省郑州市召开。会议确定了标准制定原则、标准适用范围及技术内容，

明确了标准制定计划。起草小组成员代表在标准框架基础上逐条进行讨论，

重点对试验流程、指标设计、结果判定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商定了标

准的下一步工作方向、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 

2023 年 7-12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制定缓解视疲劳评价方法验证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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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评价方法验证项目进行了大量试验，统计试验结果后进行反馈。标准起草

工作组根据验证结果，修改完善了标准中的对应内容，并确保各单位按照标

准测定结果一致。 

2024 年 1-2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前期的工作情况，组织相关技术人

员进一步讨论完善，最终形成了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征求意见稿。 

3、主要参加单位 

参加本标准制定的单位有：郑州市新视明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好视

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郑州好视力商贸有限公司、陕西新视明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炯炯有神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化妆品功效评价

检验检测中心、河南省辐射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院、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中国民族

贸易促进会、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包括：张秋霞、曹萌雅、秦艳荣、董贝贝、张立志、

段联珠、蔡丛洁、徐亚辉、彭桢。 

所做的工作：张秋霞任标准总负责人，负责对各阶段标准的审核；曹萌

雅任标准起草工作组组长，主持全面协调工作；秦艳荣负责评价方法验证工

作；董贝贝负责样品搜集；张立志负责标准起草；段联珠、蔡丛洁、徐亚辉、

彭桢负责对标准进行验证审查。 

二、标准编写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写原则 

1）标准的制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一致。 

2）标准格式、结构和内容的编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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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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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中规定的要素立足当前护眼贴缓解视疲劳效果是否满足人们的实

际要求和需求，所规定的技术内容既符合国家政策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又满

足实际，便于发挥标准实效。 

4）在总结评价护眼贴缓解视疲劳效果所取得的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

上，进行充分的研究、调研和论证，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确保标准的科学

性、先进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推动行业发展和技术创新。 

2、主要内容的说明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护眼贴缓解视疲劳评价方法的基本原则、总体要求、试验

流程、评价、数据分析和结果判定。 

本文件适用于具有缓解视疲劳效果的护眼贴的研发、测试和效果评价。

护眼罩等护眼产品可参照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引用了国家标准《视疲劳测试与评价方法 第 1 部分：眼视光学》（GB/T 

40230.1-2021）和新发布的行业标准《护眼贴》（QB/T 5914-2023）。 

3）术语和定义 

为明确概念，便于对标准的理解，本标准对“视疲劳”、“受试者”、

“主试者”、“护眼贴”和“明视持久度”给出了明确的定义。 

其中，“明视持久度”定义的来源为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名词（2014）。 

4）基本原则 

明确了评价方法应符合国际赫尔辛基宣言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进行人

体试验前，应确认护眼贴理化及微生物指标检验合格，并确认毒理学检验、

人体皮肤斑贴试验二者其一指标检测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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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体要求 

明确了试验环境要求、受试者选择要求和主试者资质要求。 

其中，“试验环境要求”的来源出处为国家标准《视疲劳测试与评价方

法 第1部分：眼视光学》（GB/T 40230.1-2021）；“主试者资质要求”参考

借鉴了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团体标准《视觉疲劳测试与评价方法 第2部分：

量表评价方法》（T/CVIA 73-2019）。 

6）试验流程 

主要描述了试验设计、试验项目及时间、试验操作的内容。 

7）评价 

本标准的核心内容，以《视疲劳诊疗专家共识(2014年)》为参考，综合

考虑了医学类评价指标的基础上，确定两项评价指标：视疲劳症状总积分评

价、明视持久度评价。 

“表2 视疲劳症状积分表”的来源出处为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团体标

准《视觉疲劳测试与评价方法 第2部分：量表评价方法》（T/CVIA 73-2019）

中4.1.2视疲劳量表的答题评价标准，李科特量表五点；以及温州医科大学研

制的视疲劳调查量表。 

明视持久度是综合反映视功能和心理功能的一种指标，通过三分钟注视

明视图，计算明视时间和注视时间的百分比得到，从科学方法层面上体现视

疲劳评价。 

8）数据分析和结果判定 

给出数据分析方法，结果判定以视疲劳症状总积分和明视持久度两项评

价指标为判断依据。 

3、解决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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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面上的护眼贴产品良莠不齐，很多产品宣称具有缓解视疲劳效果，

但目前护眼贴缓解视疲劳评价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方法，影响了护眼贴行

业健康的发展，本文件的制定为相关企业及单位提供了护眼贴缓解视疲劳的

评价方法，以期起到规范产品效果宣传以及验证的作用，从而达到促进行业

有序健康发展的目的。 

三、验证情况 

本标准所规定的指标，已分别对样品 1、样品 2、样品 3、样品 4、样品 5、

样品 6 等市面上的眼贴进行了指标检测。 

不同护眼贴样品的视疲劳症状总积分和明视持久度评价数据结果，见表

2。 

表 2 护眼贴缓解视疲劳试验数据汇总表 

等级 

短期效果评价（即时使用） 长期效果评价（使用14天） 

来源 
视疲劳症

状总积分 

明视持久

度 
评价结果 

视疲劳症

状总积分 
明视持久度 评价结果 

样品1 p＜0.001 p＜0.001 显著有效 p＜0.001 p＜0.001 显著有效 第三方机构 

样品2 p＜0.001 p<0.05 有效 p＜0.001 p＜0.001 显著有效 第三方机构 

样品3 p＜0.001 p＜0.001 显著有效 p＜0.001 p＜0.001 显著有效 第三方机构 

样品4 p＜0.001 p<0.05 有效 p＜0.001 p＜0.001 显著有效 实验室 

样品5 p＜0.001 p<0.05 有效 p＜0.001 p<0.05 有效 实验室 

样品6 p＜0.001 p＞0.05 

改善视疲

劳症状 

无法改善

明视持久

度 

p＜0.001 p<0.05 有效 实验室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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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现代社会由于人们工作、学习压力大，近距离工作学习易引起视疲劳；

同时由于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用眼时间越来越长，过度用眼而引起的眼干、

眼涩、眼胀、流泪、畏光、视力模糊等眼部症状频频出现。随着护眼需求的

不断增加，护眼贴应运而生，且产品需求日益增长。目前市场上护眼贴生产

企业日益增多，产品质量不稳定，特别是有些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投机取

巧、以次充好，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目前暂无外部使用护眼贴缓解视疲

劳效果的评价方法，护眼贴的使用效果无法判定，为检验护眼贴是否具有缓

解视疲劳的效果，制定《护眼贴缓解视疲劳评价方法》，采用对比实验法，

通过评价受试者的症状改善和明视持久度，进行汇总分析，得出护眼贴是否

具有缓解视疲劳效果的结论。 

《护眼贴缓解视疲劳评价方法》行业标准的制定，有利于填补护眼贴评

价方法标准的空白，对护眼贴缓解视疲劳评价方法的基本原则、总体要求、

试验流程、评价、数据分析和结果判定等内容进行规定，使护眼贴的评价方

法更加科学规范，同时依据本标准对护眼贴进行效果评价，促进护眼贴行业

有序健康发展，更好规范企业生产，推动提高产品质量，从而科学保障消费

者的人身安全及健康，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六、与国际、国内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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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在标准体系中的编号为“210000003000000001FF”。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考虑到护眼贴企业产品应用发展需求，凡在国内生产和销售护眼贴的企

业应执行本标准规定，标准发布实施后应加大对本标准的宣贯工作。 

十一、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原第四起草单位北京麦斯达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愿退出标准起草工作

组。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4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