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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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重庆瓴海电子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重庆瓴海电子有限公司、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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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设备数据线通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多媒体设备数据线的术语和定义、线材说明、电器特性、环境要求、机械要求、性能

测试、二维码印刷、制作工艺流程、可靠性测试、材质和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进行电能或数据传输的音视频、信息技术、通信技术设备等领域内的电子设备的数据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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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

GB/T 2423.3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7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c：粗率操作造成的冲击（主要用于设备型样

品）

GB/T 2423.1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c：振动（正弦)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线芯 Wire core

在编线或多股复捻线的中央部位，配置的若干根单纱、长丝或线填充物。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CPK：过程能力指数（Process capability index）表示过程能力满足技术标准（例如规格、公差）

的程度。

5 线材说明

特性

5.1.1 导体：（红+黑 19*0.12；白+绿 7*0.12）4C

5.1.2 绝缘：PE ID=0.85mm*4C

5.1.3 外被：PVC，白色(ROHS)，OD＝3.

6 电器特性

工作电压：1V~10V

最大电流：≤2.5A

绝缘阻抗：DC/300V ≥2MΩ

导通阻抗率：≤ 0.16Ω/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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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工作电压：2A

耐压：AC 3000V

7 环境要求

工作温度：0℃--40℃

储藏温度：-40℃--70℃

工作湿度：30%--85%

储藏湿度：5%--95%

8 机械要求

尺寸：L=800mm ±30mm

重量：23g ±2g

插头类型：USB 4Pin plug+ Type-C

9 性能测试

外观测试

9.1.1 判定

MICRO外露尺寸±0.1mm（micro口0.2mm）。

USBA外露尺寸±0.3mm；线长尺寸±30mm。

9.1.2 测试条件

使用卡尺测量。

线阻测试

9.2.1 判定

——0.8A 7*0.09 ≤500mΩ

——1.0A 7*0.12 ≤260mΩ

——1.2A 12*0.12 ≤180mΩ

——2.0A 19*0.12 ≤160mΩ

——3.0A 30*0.12 ≤60mΩ

——0.8A 7*0.09 ≤520mΩ

——1.0A 7*0.12 ≤280mΩ

——1.2A 12*0.12 ≤200mΩ

——2.0A 19*0.12 ≤180mΩ

——3.0A 30*0.12 ≤80mΩ

9.2.2 测试条件

取数据线待测样品，剥除外部胶皮露出线芯，使用LCR在内阻试验模式下试验数据线内阻 ，数据线

线芯并联（线芯揉成一条）取数据线待测样品，插上测试工装 ，使用LCR在内阻试验模式下测量工装总

体内阻，并记录数值，工装内阻值，10-20mΩ。

线阻测试

9.3.1 判定

——0.8A 7*0.09 ≤520mΩ

——1.0A 7*0.12 ≤280mΩ

——1.2A 12*0.12 ≤200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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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A 19*0.12 ≤180mΩ

——3.0A 30*0.12 ≤80mΩ

9.3.2 测试条件

取数据线待测样品，插上测试工装 ，使用LCR在内阻试验模式下测量工装总体内阻，并记录数值，

工装内阻值，10-20mΩ。

线芯规格

9.4.1 判定

——0.8A 7*0.09

——1.0A 7*0.12

——1.2A 12*0.12

——2.0A 19*0.12

——3.0A 30*0.12

——5.0A 58*0.12

9.4.2 测试条件

取数据线待测样品 ，剥开外被，测量线芯线径及根数。

10 二维码印刷

图形

应用15mm×15mm标签，切圆角。材质为38方合成纸覆亚膜，纯白底色。

编码要求

19位编码表示法：
示例：11 01512 05 2915 000001

——11 为客人产品编码。11 表示为数据线(两位)。

——01512 为传音物料编码 25301512 取后五位(五位)。

——05 为我给传音供货代码(两位)。

——2915 日期:年一位，月一位，日两位。年取最后一位，月 19 月取最后一位，10~12 月分别用

A、B、C代替，日用标贴生产日的实际日期。如 2022 年 9 月 15 日取 2915。(四位)

——流水码:每批标贴顺序排列，直至排到 999999。(六位)

扫描结果

实际扫描二维码得出为一组19位的数字或字母数字组合(仅限第十一位月份位置允许出现字母)，其

它位置不得出现字母，不得包含任何空格或符号。
示例：11015120523000002。

11 制作工艺流程

AB端剥外皮→AB端剥线芯→AB端镀锡→USB 4pin端焊锡→TypeC端焊锡→TypeC外壳组装→TypeC外

壳点焊→测试，综合测试仪→USB 4pin成型内外模→TypeC内外模成型→外观检查→测试（综合测试仪）

→扎线膜→贴二维码标识→装PE袋，贴商标，装箱→QA终检

12 可靠性测试

试验设备和程序按照 GB/T 2423.1、GB/T 2423.2、GB/T 2423.3、GB/T 2423.7、GB/T 2423.10 的

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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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检测

插头/接口：无缩水、划伤，不能松动、开裂，不允许有锈蚀，PIN针无变形、翘起，标识正确

线体：无脏污、起泡、缩水、划伤、变形等。

12.1.1 试验方法

距离:肉眼与被测物距离30cm

角度:被测面与桌面成45度；被测物上下左右转动15度范围内

照明:相当于40W的日光灯

功能测试

联机充电：手机可以正常充电

数据传输：传输正常

12.2.1 试验方法

联机充电：一端接充电器，另一端接适配手机

数据传输：一端接计算机，另一端接适配手机

绝缘阻抗

USB A型、Mico-USB B/AB型、Type-CMini USB B型及Mini 10Pin的连接口应不小于100MΩ。

12.3.1 试验方法

a) 测试方法：在所有接触脚之间及接触脚与塑料基座之间测量。

b) 测试条件：电压 500V DC/1mA/1min

耐高压测试

不可有击穿短路现象：不可有击穿短路现象。

12.4.1 试验方法

引针两两之间的耐压：AC500V；引针与胶体的耐压：AC3KV，60S，漏电流小于5mA。

跌落试验

外观：插头无破损，接线端无松动

功能：联机充电、数据传输功能正常

12.5.1 试验方法

将样品从1m高度跌落在硬质大理石上，共10次。

弯折摇摆试验

外观：与实验前对比无异常

功能：联机充电、数据传输功能正常

12.6.1 试验方法

将IO接口末端固定在摇摆仪的夹具上，另一端吊重200g砝码，以

±90度的角度来回摆动3000次，45次/分钟

线体吊重试验

外观：与实验前对比无异常

功能：联机充电、数据传输功能正常

12.7.1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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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测数据线一端固定，线体垂直朝下，另一端施加2Kg的砝码，静止受力1min。试验3轮

接口吊重试验

5分钟后，检查数据线，外观无不可恢复不良；数据传输正常。

12.8.1 试验方法

样品：2pcs，其中1pcs正面，1pcs反面。数据线插入手机，将手机固定在工作台上，一端用重物压

住，将数据线另一端加上1Kg砝码，并自然垂下进行吊重，保持5分钟。

USB 插拔力试验

Standard A（寿命3K次）：

插入力：寿命前5-35N，寿命后5-35N；拔出力：寿命前12-25N，寿命后10-25N；

Micro USB（寿命3K次）：

插入力：寿命前5-15N，寿命后5-18N；拔出力：寿命前10-25N，寿命后8-25N；

Type C（寿命10K次：正2.5K反2.5K两轮）：

插入力：寿命前后5-20N；拔出力：拔出力：寿命前8-25N，寿命后6-25N；

12.9.1 试验方法

充电器单体+数据线/整机连接器端口：

数据线Mircro USB端口或整机连接器端口和充电器单体分别固定到USB插拔试验机支架上,测试USB

接口与数据线或者整机USB连接器插入与拔出的力往复次数：5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与标准力做对比。

插拔寿命试验

外观：与实验前对比无异常

功能：可以给手机正常充电，带电状态下插拔对手机功能无影响

测试前后插拔力要求，参照插拔力测试的定义

12.10.1 测试方法

按照通用插拔力测试方法，以每小时200个周期的速率插入/拔出：microUSB3000次，USBA3000次、

TypeC 10K次：正2.5K反2.5K两轮，正反各5000次；

低温存储试验

外观：与实验前对比无异常

功能：联机充电、数据传输功能正常

12.11.1 测试方法

环境：-40℃±2℃,时长：96h。室内放置2h恢复后检验

高温存储试验

外观：与实验前对比无异常

功能：联机充电、数据传输功能正常

12.12.1 试验方法

环境：70℃±2℃,时长：96h

恢复：室内放置2h

温度冲击试验

外观：与实验前对比无异常

功能：联机充电、数据传输功能

12.13.1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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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40℃,保持30min，然后5min内上升至85℃,保持30min，

再5min内下降至-40℃,此为一个循环，时长：24个循环

恢复：室内放置2h

温度变化试验

外观：与实验前对比无异常

功能：联机充电、数据传输功能正常

12.14.1 试验方法

1）室温25℃开始，20分钟内（2.25℃/min）上升到70℃,RH90%；

2）温度70℃/RH90%，保持60min；

3）20分钟内（2.25℃/min）下降到25℃,保持20min；

4）从25℃开始20分钟内（2.25℃/min）下降到温度-20℃(俄罗斯：-20℃)保持60min；

5）从-20℃开始20分钟内（2.25℃/min）上升到25℃,保持20min；

6）以上为1个循环。

恢复：室内放置2h

恒温恒湿试验

外观：与实验前对比无异常

功能：联机充电、数据传输功能正常

12.15.1 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环境：35℃,RH85%，PH值：6.5~7.2，NaCl溶液浓度：5%，喷雾时长：48h

恢复：将样品用清水冲洗干净，室内放置2h

盐雾试验

外观：无生锈、氧化现象(大接口：24h检查，小接口48h检查）

12.16.1 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环境：35℃,RH85%，PH值：6.5~7.2，NaCl溶液浓度：5%，喷雾时长：48h

恢复：将样品用清水冲洗干净，室内放置2h。

带电盐雾试验

第8个循环之后可正常充电、传输，判定为合格（1u的端子是4个循环标准）（带电盐雾目前处于试

行摸底阶段，结果仅作为参考）。

12.17.1 试验方法

连接充电器使数据线处于带电状态，把数据线micro USB/type C端放入盐雾箱中，时间1h；把数据

线micro USB/type C端从盐雾箱中取出，不要冲洗，继续带电状态放置4h；此为一个循环。每2个循环

之后不带电状态在室温条件下静置14h（即：一天24h=2循环试验时间+14h静置时间）；每次循环结束之

后检查数据线充电、传输功能，如果功能正常则继续下一次循环，如果无法充电或传输则结束试验，并

记录循环次数。

端子镀层厚度测试

Mirco-B pin针镀金层厚度≥1u（微英寸）；

特殊端子产品Mirco-B pin针镀金层厚度≥10u（微英寸）;镀镍层厚度50~150u后续有特殊镀层要求

时，会在产品规格书里具体要求；

12.18.1 试验方法

使用镀层测厚仪测试，端子中间位置和pin针中间位置，单次测试时间不低于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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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材质

数据线成品材料（线材外被+插头内外模）/铁/铜和其他材料，均为环保材料。

14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标志

产品标志应有如下内容:

——产品名称、材质、规格。

——性质及技术参数。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生产日期或批号。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及电话。

——产品合格证标识。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 的规定。

包装

产品包装应牢固，保证产品完整性，应有防尘、防震等措施，便于运输和贮存。可由供需双方协商

确定。

包装箱内应有装箱清单、检验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等随附文件。

运输与贮存

14.3.1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剧烈振动和冲击，应保持包装完好，并应有防潮、严防雨淋等措施。不得

与有毒、有腐蚀性物品混运。

14.3.2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环境中，应远离污染源、热源，不得与有毒、有腐蚀性物品

混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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