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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 40+ 正视眼戴镜设计师的经历

笔者是 70 后，有幸作为渐进多焦点镜片软件、模具产品的开发者，将一些从理论和非直接

实践中假想的镜片设计方案，包括至今历次DIY选择、设计、加工、亲身试戴经历整理成文，

分享给业内朋友。

成人渐进镜的验配思考（下篇）

Consideration on the Fitting of  
progressive Lens

文 ◆ 余浩墨 姚飞

笔者在学生时代两只单眼裸眼视力均为 1.5，成年后，

裸眼视力维持在右眼 1.2、左眼 1.0，当我迈入 44 岁时，

出现了老花现象。验光结果显示：远用平光，无散光，

ADD+0.75DS，左右眼无差异，是典型的正视眼。

笔者佩戴的第一副镜片是 A 公司生产的模具制造的抗

疲劳镜片（远用平光，ADD+0.66DS），模具来自 M 公司，

笔者有幸参与了产品开发，这也可能是国内最早的一款模

具制造的无盲区设计抗疲劳镜片（见图 1）。

图 1：A 公司生产的模具制造的无盲区设计抗疲劳镜片 0.12D、

          0.25D 等高线轮廓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镜片的远、近用区域都经过明显的

非球面优化，镜片全表面无一处不良像散（即干扰散光）

高于 0.50D，装配参数见图 2。

图 2： A 公司模具制造的无盲区设计抗疲劳镜片装配图

这个设计中给定的 ADD 较低，0.25D 散光等高线的开

口位于几何中心下方 2mm 左右，因此将几何中心作为装配

点，将远用参考点设计在几何中心上方 4mm，是考虑了极

短通道和远用非球面化设计。实际上，如果按照传统渐进

的做法，把远用参考圈设置为几何中心上方 8mm，反而超

出了设计假想远用光学中心的位置。

该设计在缩短通道和降低周边干扰上效果极佳，唯一

的问题在于，近用区的完全非球面化对远用平光的戴镜者

是否会造成注视干扰和不稳定？

渐进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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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后的实际感受证明，这种担忧完全是多余的。本

设计在装配点下方 12mm 即达到 ADD 峰值，在 14mm 处

出现拐点，非球面设计的均匀变化足以抵消想象中光度的

不稳定和少量像散对注视的影响，这也是本设计即戴即适

应、无需适应期的原因所在。

戴镜约两年后，随着老视光度的增长，这副眼镜已无

法满足我长期视近的需求，看药瓶上的小字变得非常困难。

于是，我开始尝试其他设计类型的镜片。

          

图 3：S 公司 B01 设计的屈光度图和像散轮廓图（从左到右；远用  

          平光、ADD+2.00DS）

图 4：S 公司 BP01 设计的标准镜片 0.50D 等高线轮廓图

图 5：S 公司 B01 设计（11mm 通道）装配图

第二副是 S 公司 B01 设计的 11mm 通道自由曲面车

房镜片，远用平光、ADD+1.00DS，参考图 3、4、5。

可以看出图 4 设计偏重拓宽近读区的横向开阔度，更

适合远视转老花人群，但通道相对狭窄，中距离像散位置

明显较高。

S 公司的产品是市面上少有的把几何中心作为装配点

的中老年渐进设计，因其装配点过于靠近通道开口，此处

像散会造成中距离（≤ 5M）的视觉压迫感，除非已经适应

渐进的人，一般我们会将几何中心上 1-2mm 作为装配点。

笔者佩戴的这副是将几何中心上 1mm 作为装配点进行装

配，近读效果令人满意，但上下楼梯时的晃动感和时不时

的眩晕感依然很难接受。

当换成 S 公司的 B9012（见图 6，标称通道 12mm，

实际装配点上移且通道较长，相当于 2+13；在此沿用国内

的通道概念，2+13 即以几何中心为起点，向上 2mm 为装

配十字、向下 13mm 为 ADD 测度点）及 M 公司的 4+9 通

道 W 型设计后（见图 7、8）。中距离的晃动感明显降低到

可以忍受，但依然无法摆脱眼球的紧绷、压迫感。

事实上对于低 ADD，通道的长短并不会造成佩戴舒适

度上的明显差异。以在 33cm 处看药瓶小字为例，4+9 的

设计相比 2+13 的设计显然能更快抵达阅读区，后者必须上

抬镜架才能满足阅读要求，这再次验证了多数人读近时，

眼球下旋不超过 12mm 的判断。

图 6：S 公司 B9012 设计标准镜片 0.50D 等高线轮廓图

如图所示，该设计的特点是把像散集中到了阅读区两

侧，明显降低远中区域干扰，适用于初戴和近视人群。

图 7：M 公司 4+9 通道 W 型设计标准镜片 0.50D 等高线轮廓图

M 公司 4+9W 型是一款均衡型设计，虽然通道短，但

横向最窄处明显拓宽，像散分布非常均匀，阅读区开阔且

光度稳定，属于同类中性能突出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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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M 公司 4+9W 型设计装配图

要想让一个 40 多年没有任何视力问题干扰，也没有戴

镜经历的人接受长期戴镜，即便没有眩晕的压迫感，依然

很有难度。于是笔者尝试了另外三种设计，以求缓解和消

除压迫感。

图 9：O 公司 OFFICE14 设计，0.50D 等高线轮廓图

第一副是 O 公司的 OFFICE 14，一款加强型室内渐进

设计（12+12）（见图 9）。

这是一款硬性设计的室内渐进。笔者按红色线条位置

装配，戴镜后晃动感完全消失，压迫感缓解到可接受的程度。

按蓝色箭头位置装配时，阅读小字清晰并且非常稳定，案

头工作的压迫感变小，但驾驶时两侧车窗的视野明显模糊，

而 M 公司的 4+9W 型设计至少在短期内开车没有问题。

图 10：C 公司 ID-12 设计，0.25D 等高线扫描图

第二副是 C 公司的 ID-12 设计，自由曲面车房制造镜

片（见图 10）。

如上图，ID-12 设计比 OFFICE-14 的三段更为均衡，

远近区域趋向变软，中距离横向视野更加宽阔，且变形感

继续下降，佩戴后压迫感基本消失，这是笔者可以接受长

期佩戴的第一副渐进镜片。

图 11：M 公司 DP 设计，0.25D 等高线轮廓图

笔者尝试的第三副是 M 公司的 DP 设计，模具制造（见

图 11）。

对照图 10 和图 11，DP 设计远用区的收缩对远用视

野没有明显干扰（天蓝色部份像散值 0.25D），骑车时佩

戴也毫无问题，但在驾驶、大型会场前排、医院收费柜台

等场景时，可以明显感觉到水平两侧视野干扰的存在，而

ID-12 设计则不明显；DP 设计的中近用区域比 ID-12 更加

开阔，将盲区像散驱赶到了远用区边缘，阅读区非常稳定，

看细小文字没有任何障碍，这是笔者佩戴的第二副完全没

有压迫感的渐进镜片。

笔者将 DP 设计的镜片按图 11 中黄色线条所指位置装

配，其上方保留有 0.25DS( 约占总 ADD 的 20%) 的下加光；

ID-12 设计的室内渐进以上瞳高预留 12mm 的方式装配（装

配点相当于图 10 中绿色箭头所指位置），发现佩戴位置对

应室内远中近不同视物距离的舒适度，与基于 ID-12 设计

轮廓图的预测是基本一致的，室外的佩戴感受比预期的更好。

其间，笔者也试戴了 +1.00DS 的成品单焦点老花镜，

如果只是坐在室内而不戴镜行走，在 2 米以内并不存在明

显的头晕现象。

图 12：M 公司的 DP 设计，0.50D 等高线轮廓图

约两年后验光，双眼远用 +0.50DS，ADD+1.25DS，

第一副仍使用M公司的DP设计，自由曲面车房制造的镜片，

阅读光度 +1.75DS（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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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可知，ADD+1.25D 和 +1.00D 有所不同，应是加

工方式不同造成的收缩变形差异，但中近距离视野依旧开阔。

图 13：SH 公司 AG 设计的标准镜片像散分布图，属于软性设计

第二副是 SH 公司的 AG 设计，自由曲面车房制造的镜

片，最低适配瞳高 16mm（见图 13）。

相比而言，M公司的DP设计开阔的中近距离效果更好，

在佩戴 AG 设计以及 S 公司的 B9012 设计时，尽管依然存

在压迫感，但在可接受和适应的范围内。

到目前为止，笔者自配的十来副渐进眼镜中，有三副

是基本满意的。

图 14： M 公司的 DP 设计

第一副是 M 公司偏中近用的 DP 设计（见图 14）。

我们以国际知名的 S 公司的 B90 设计为参照，对照 M

公司的偏中近用的 DP 设计（见图 15 和表 1）。

图 15：S 公司 B90 设计，S+0.00DS ADD+2.00DS, 像散 0.50D

            等高线轮廓图

图 16： M 公司超软易适设计；S+0.50DS, ADD+1.25DS, 像散

             0.50D、0.25D 等高线轮廓图

设计
远用视力、

视野（＞ 5M）
驾驶感受 近注视效率

中距离

视野横宽

中距离横向

视野稳定性

通道

长度

最大

像散 /ADD

割 边 后 装 配 点 到

最大像散点距离

佩戴满意

场景比例

B90
具备稳定远用

视力，横向视野开阔
优良 一般 ≈ 100% 一般 12mm ≈ 98% ≈ 13mm ≈ 80%

DP

上行有加光延展

变化，不具备远用正矫

视力；横向视野狭窄

约 10 分 钟

后疲劳
更快 120%

无变形

无压迫感
12mm ≤ 75% ＞ 15mm ≈ 95%

表 1： M 公司 DP 设计与 S 公司 B90 设计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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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副基本满意的镜片是 M 公司的超软易适设计。

相对于传统远近两用设计，其中距离变形控制得非常优秀

（见图 16）。从远用参考点到近用区 12mm 处的加光为

+1.15DS，最大像散仅 0.88D，装配点到最大像散点直线距

离约 14mm，阅读区的平均屈光度轮廓线有明显的纵向打

开表现。

和普通的远近两用渐进（如目前市面上多数软件能达

到的效果：即最小装配高度为 17-18mm、最大像散略低于

ADD 的镜片）、DP 设计相比，远用部分无论像散轮廓收窄

还是光度变化稳定性、实际驾驶体验均优于两者。在中距

离优化上，M 公司的超软易适设计相较于普通远近两用渐

进的优势非常明显，但仍略逊色于 DP 设计。这是笔者佩戴

的另一副即戴即服贴，完全没有压迫感的渐进。

图 17：M 公司的远近两用渐进（偏远中设计），像散 0.50D、0.25D

           等高线轮廓图

图 18： M 公司的远近两用渐进（偏远中设计）光度曲线图

第三副是 M 公司的一款偏远中设计的远近两用渐进，

（见图 17 和 18）。较大的像散都被推挤到阅读区两侧，

接近镜片边缘的位置，镜片割边范围内像散未超过 ADD 的

90%，距装配点直线距离＞ 16mm；另一个特点是镜片上

半部分像散优化得好，远用参考点垂直上下 2mm 视野范围

内完全无像散干扰、装配点附近像散轮廓有明显分开动作，

且有明显的相对光度稳定区。从轮廓图和实际佩戴后的效

果对比，第三种设计的驾驶效果是最好的。

对于低光度、低远用、低 ADD 的 customerized（客

户需求差异化）处理，笔者尝试了两种光度补偿方式。一

种是输入镜架参数默认值后（使用常规传统款镜架，前倾

角和面弯都相差无几），由某国际品牌以大数据经验结合

理论计算产生一个优化值。另一个是根据前倾角和面弯的

理论计算，再叠加戴镜后平均光焦度差和斜散像差对远近

用光度进行补偿，使用 M 公司设计。

对比两个优化值后发现，该国际品牌的所谓大数据值

相对保守，且保守的方向和笔者预判的合理方向接近，实

际佩戴效果稍有区别。由于设计本身的差异，所以无法以

实际佩戴效果的对比得到明确的优劣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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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本棱镜眼镜的戴镜说明
书， 提 高 视 光 师 和 棱 镜 佩 戴
者 的 沟 通 效 率， 让 患 者 更 了
解 棱 镜， 更 快 适 应 新 眼 镜。

380 元 /100 本，扫码购买

棱镜眼镜佩戴指南
Guide for prism glasses Wear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