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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Q/JD 1920-2008《汽车插接器技术条件》。 

本标准与 Q/JD 1920-2008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企业标准名称。 

——修订和完善了第3章“术语和定义”。 

——删除了5.3.16和5.3.17的试验方法。 

——修订和完善了5.3.15、5.3.6、5.5.2、5.5.3、5.5.4、5.5.5、5.6.1、5.6.2、5.6.3、5.6.8、

5.6.9等的试验方法。 

——增加了附录C“不同区域的防水等级及相应试验方法”。 

——对一些图片、字体、文字描述进行局部整理和勘误。 

本标准由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总院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总院电装开发中心部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安玉丹、毛国军 

 

本标准批准人：何举刚  

 

 

本标准于2008年10月10日首次发布。 

本标准于2012年4月24日第二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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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连接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连接器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车用电线束中的单线和多线连接器及车辆上用于维修的分离连接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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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QC/T 413—2002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QC/T 417.1—2001  车用电线束连接器第 1 部分 定义，试验方法和一般性能要求 

JIS K 6259-2004  硫化橡胶和热塑性橡胶  耐臭氧性能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端子 

一种用于信号传递、能量导通的金属介质，可分为公端子和母端子。 

3.2   

电线附件 

端子与导线压接后的组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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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端子及电线附件公端子及电线附件

 

 

 

 

图 1 

3.3   

护套 

保护和固定端子，使之与外界绝缘的塑胶件。 

3.4 

连接器 

电线附件与护套配合，实现电路接通和断开的组合体。 

3.5 

卡扣 

装配在护套上，用于和外界紧固连接的连接件。 

3.6 

自锁 

防止端子从护套中退出的限制结构，可分为一次自锁和二次自锁。 

 

自锁  
 

 
护套  

 

 

3.7 

防水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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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线附件中压接在导线绝缘皮外阻止液体从连接器孔位渗入的橡胶结构。仅限于防水连

接器。 

3.8 

盲堵 

对连接器中未使用的孔位进行堵塞用以防水的橡胶结构。仅限于防水连接器。 

3.9 

密封圈 

护套中用于阻止液体渗入的橡胶结构。仅限于防水连接器。 

4  要求 

4.1  连接器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4.2  连接器的要求和质量分级应符合表 1 的规定。质量等级以 A，B，C 来表示，A 表示质量

等级为最重要，B 表示质量等级为次重要，C 表示质量等级为一般。 

表 1  要求及分级 

项目 要求 
质量 

等级 

试验

方法

端子外观 
没有明显的变形，刮擦，毛边，生锈或诸如此类问题，镀层

符合图纸要求 
A 5.2.1

端子尺寸 符合图纸中规定的尺寸公差 A 5.2.2

护套外观 
无任何形式的明显变形，刮擦，凹陷，收缩，毛边，焊缝，

流痕或诸如此类的问题 
B 5.2.1

护套尺寸 符合图纸中规定的尺寸公差 A 5.2.2

基

本

特

性 

外

观

及

尺

寸 

连接器 

端子、防水栓排列整齐、压接良好；相同型号种类端子间高

度差≤0.4mm；相同型号种类端子排列为一条直线，偏差≤0.3 

mm 

A 
5.2.1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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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项目 要求 
质量 

等级 

试验

方法

端子接合力
1） 

类型(W×T)       [系列代号] 接合力/N 

0.64×0.64         [025] 0.5～2.5 

1.0×0.64          [040] 1.5～5.5 

1.50×0.80         [060] 1.5～5.5 

1.8×0.64          [070] 1.5～5.5 

2.3×0.64          [090] 2.5～10 

2.8×0.80          [110] 2.5～10 

4.8×0.80          [187] 5～15 

8.0×0.80          [312] 7～20 

9.5×1.2           [375] 20～40  

B 5.3.1

端子离脱力
2） 

类型(W×T)       [系列代号] 接合力/N 

0.64×0.64         [025] 0.5～2.5 

1.0×0.64          [040] 1.5～5.5 

1.50×0.80         [060] 1.5～5.5 

1.8×0.64          [070] 1.5～5.5 

2.3×0.64          [090] 2.5～10 

2.8×0.80          [110] 2.5～10 

4.8×0.80          [187] 5～15 

8.0×0.80          [312] 7～20 

9.5×1.2           [375] 20～40  

B 5.3.2

电线附件抗拉

强度
3） 

线径/mm
2
 抗拉强度/N 

0.3 ≥50 

0.5 ≥90 

0.85 ≥130 

1.25 ≥180 

2.0 ≥270 

3.0 ≥300 

5.0 ≥400 

8.0 ≥500 

10.0 ≥600 

12.0 ≥700 

15.0 ≥850  

A 5.3.3

端子弯曲强度 

15s 后，端子不能撕裂。 

如果在测试过程中端子产生弯曲，要求将其弯至原来位置时端

子不能撕裂或破裂。  

A 5.3.4

基

本

特

性 

机

械

强

度 

端子蠕变强度 剩余接触负载大于初始值的 70%。 A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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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项目 要求 
质量 

等级 

试验

方法

端子保持力 

 

类型(W×T)  [代号]  初次锁止 完全锁止状态（N） 

0.64*0.64   [025]

1.0*0.64    [040]
≥40 

1.5*0.80    [060] ≥50 

1.8*0.64    [070]

2.3*0.64    [090]

2.8*0.80    [110]

4.8*0.80    [187]

8.0*0.80    [312]

9.5*1.2     [375]

≥60 

 

≥100 

（如果电线附件的 

抗拉强度小于 

100N，则以电线附 

件 的 抗 拉 强 度 为

准） 

A 5.3.6

接合/离脱触感  没有明显的挡住或诸如此类的触感 C 5.3.7

端子与护套的

接合力 

线径/mm
2
 接合力/N 

≤1.0 ≤15 

＞1.0 ≤30 
 

C 5.3.8

护套离脱力 离脱力 ≤5 N B 5.3.9

连接器接合力 结合力 ≤70 N A 5.3.10

连接器离脱力  离脱力 ≤70 N B 5.3.11

锁合力  锁合力 ≥100 N A 5.3.12

解锁力  解锁力 ≤20 N B 5.3.13

连接器卡扣接

合/离脱力 

 接合力 ≤50 N  

  离脱力 ≥150 N  
A 5.3.14

机

械

强

度 

密封性 正压为 49kPa 和负压为 49kPa 时，不应发生水侵和泄气。 A 5.3.15

接触电阻 
 初始：≤5 mΩ 

  耐环境性试验期间/之后：≤10 mΩ 
A 5.4.1

耐低压电流性 
 正常环境：≤5 mΩ 

  耐环境性试验期间/之后：≤10 mΩ 
A 5.4.2

通电后温度 

上升 
  温度上升值＜安全温度（见表 11）-环境温度 A 5.4.3

绝缘电阻  ≥100 MΩ A 5.4.4

耐高压性  无明显的断裂或击穿 A 5.4.5

基

本

特

性 

电

气

强

度 

泄漏电流 
 非防水型：≤3 mA 

防水型：≤50μA 
A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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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项目 要求 
质量 

等级 

试验

方法

过量电流承载 
  外观符合要求，允许护套发生轻微变色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5.1

电

气

环

境 
耐浪涌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5.2

耐慢速滑动摩

擦力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6.1

重复插拔耐久

性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6.2

耐振动性 
试验期间：瞬断时间≤1ms；连接器阻抗变动率≤7Ω/μs。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6.3

耐机械冲击力 
试验期间：瞬断时间≤1ms；连接器阻抗变动率≤7Ω/μs。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6.4

机

械

环

境 

耐跌落冲击力 
  试验后，连接器无破裂及任何影响使用的损坏。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6.5

耐热性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7.1

耐寒性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7.2

冷热冲击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7.3

复合环境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7.4

高温操作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7.5

温度/湿度循环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7.6

防潮性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7.7

防水性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7.8

结露试验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7.9

抗冻能力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7.10

气

候

环

境 

防尘性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7.11

耐盐雾性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8.1

耐化学试剂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8.2

耐二氧化硫性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8.3

抗应力腐蚀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8.4

耐

环

境

特

性 

化

学

环

境 
耐臭氧性 试验后，结合基本特性评估项目和附录 B 进行评估。 C 5.8.5

注： 

1）未规定端子的接合力应该以插值法确认。端子结合力的最大值只作为参考值，不作为验收标准。

2）单线连接器的端子离脱力范围为 15N～45N。未规定端子的离脱力应该以插值法确认。端子离脱力

的最大值只作为参考值，不作为验收标准。 

3）未规定的截面积电线的抗张强度应该以插值法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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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方法 

5.1  试验前提 

5.1.1  试验条件 

试验前，应将样品放置到室温（23±5）℃，湿度为 45%～75%的环境下保持 24h。除非另

有限定，试验环境温度为（23±5）℃，湿度为 45%～75%。试验过程中，缺省试验公差如下： 

表 2  缺省试验公差 

 

 

 

 

 

 

 

 

 

 

试验参数 公差

温度 ±3℃

电压 ±2%

电流 ±1%

电阻 ±5%

长度 ±2%

时间 ±5%

力 ±5%

频率 ±5%

流速 ±5%

相对湿度 ±5%

速度 ±5%

压力 ±5%

5.1.2 试验顺序 

表 3  试验顺序 

 

 

a b c d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7 3 6 10 13 7 5 3 3 14 8 6 12 10 4 6 4 4 10 6

端子接合力 2

端子离脱力 3

电线附件抗

拉强度
12 13 5 3

端子弯曲强

度
13

端子蠕变强

度
2

端子保持力 11 12 12 7 11 9 9

接合/离脱触

感
6 10 11 11 6 8

端子与护套

间的接合力
5

项目
初始特性 耐环境特性

基

本

特

性

外
观

端子和护套
外观/尺寸

1 1 1

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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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 3 续 

 

 

 

 

 

 

 

 

 

 

 

 

 

 

 

 

 

a b c d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护套离脱力 4

连接器接合

力
2 2

连接器离脱

力
9

锁合力 3

解锁力 2

连接器卡扣

接合/离脱力
4

密封性 8 10 6 5 3 3 7

5 5, 6, 6 4 4 4 5 6 4

9 9

2, 2, 3 3, 2, 2 3 3 4 5 3 3

4 4, 5, 5

8 8

通电后温度

上升
5 6 5

9 5 6, 7 5

10

耐高压性 7 10 7 8 6

8 3 3, 4

9

过量电流承
载

3

耐浪涌 3

耐慢速滑动

摩擦力
2

重复插拔耐

久性
4

耐振动性 4

耐冲击力 4

耐跌落冲击

力
2

4

电
气

特

性

4接触电阻 4

项目
初始特性 耐环境特性

3
耐低压电流

性
3

机

械

强
度

基

本

特

性

绝缘电阻 6

机

械

环

境

耐

环

境
特

性

泄漏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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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续 

 

 

 

 

 

 

 

 

 

 

a b c d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耐热性 3 3 2 2

耐寒性 2

冷热冲击 7

复合环境 2

高温操作 2

温度/湿度循
环测试

2

防潮性 2

防水性 7

结露试验 8

抗冻能力 2

防尘性 7

耐盐雾性 3

耐化学试剂 2

耐二氧化硫

性
2

抗应力腐蚀 2

耐臭氧性 2

耐

环
境

特

性

项目
初始特性 耐环境特性

化

学
环

境

气
候

环

境

 

5.2  外观与尺寸 

5.2.1  外观 

目视检查端子、护套、连接器的变形、破损或类似外观及制造特性。 

5.2.2 尺寸 

使用游标卡尺、测微计、投影测量仪或类似量具按照产品图纸进行尺寸检查。 

5.3  机械强度 

5.3.1  端子接合力 

固定端子的一端，沿轴方向以 50mm/min 的速度插入其对插端子，并测量插入过程中的负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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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端子离脱力 

固定端子的一端，将其对插端子插入至自锁位置，再将其沿轴方向以 50mm/min 的速度拉

出，并测量拉出过程中的负载。 

5.3.3  电线附件抗拉强度 

将端子与对应导线合格压接并固定在拉力机的夹具上，在距离端子压接铜丝部位 100mm

的位置，沿轴方向以 50mm/min 的速度拉拔电线，测量当电线断裂或从压接部位拉出时所获得

的负载。对于电线尺寸小于 0.5mm
2
的情形，足部绝缘部分不可卷曲。 

5.3.4  端子弯曲强度 

此项试验仅适用于公端子。将压接后的端子固定，压着部位朝上，如图 2。沿图示方向

施加力（施力值如表 4）并保持 15s 后释放。然后分别将端子旋转 180°和 90°进行测试。  

  

 

 

 

 

 

 

图 2  端子弯曲强度测试 

表 4  端子弯曲强度施加力 

 

 

 

 

 

端子材料厚度/mm 施力值/N

≤ 0.20 4
≤ 0.30 10
≤ 0.40 15
> 0.40 20

5.3.5  端子蠕变强度 

此项试验仅适于母端子。试验前先测量端子最佳置换位置时的初始接触负载。然后按照

表 5 所示步骤，依次对端子的弹簧部位应用 15N，20N 和 30N 的负载，最后测量间隙达到最佳

置换位置时的剩余接触负载。 

（最佳置换位置指当公端子插入时，母端子弹簧部位处于压缩状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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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试验要求 

步骤 1 2 3 4 

用厚度仪测量端子间的间

隙 

在端子弹簧的接触部位应

用负载 60s 

释放端子弹簧部位的负

载 

试验后，测量端子最佳置换

位置的剩余接触负载 

方法 

 
  

 

5.3.6  端子保持力 

将一个与导线压接好的端子嵌合在护套内，然后在轴方向上以 50mm/min 的速度拉拔该

电线，施力点距离端子压着部位 100mm，测量端子从护套中拉脱时的负载。 

5.3.7  接合/离脱触感 

用手对端子、护套和连接器进行插入和拉脱，并检查触感。  

5.3.8  端子与护套的接合力 

将护套固定，在轴方向上以 50mm/min 的速度将端子嵌合在护套内实现定位，并测量嵌合

过程的负载。测试过程中电线不能弯曲。 

对于防水件，应配合对应防水栓测量。 

5.3.9  护套离脱力 

取一对对插护套，将公端护套固定，在轴方向上以 50mm/min 的速度使母端护套离脱，测

量离脱所必需的负载。 

对于有锁合装置的防水连接器，在不激活该装置并移除连接器密封圈的情况下，再对其

进行评估。 

5.3.10  连接器接合力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将一端固定，在激活锁合装置的情况下，将另一端沿轴方

向以 50mm/min 的速度插入固定端，测量结合过程中的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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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  连接器离脱力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后将一端固定，在不激活锁合装置的情况下，将另一

端沿轴方向以 50mm/min 的速度拔出固定端，测量离脱过程中的负载。 

5.3.12  连接器锁合力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后将一端固定，在激活锁合装置的情况下，将另

一端以 50mm/min 的速度拔出固定端，测量离脱时所必需的负载。 

根据连接器锁合构造，在轴方向及相对各面倾斜 45°的 5 个方向中选择最容易使解锁装

置解锁的方向进行测量。如图 3。 

 

 

 

 

 

 

图 3 锁合力测试 

5.3.13  解锁力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后根据连接器锁合构造，在最容易使锁合构造解锁处

对连接器施加负载，测量锁合部位解锁瞬间所需的负载。如图 4。  

 

 

 

 

 

 

 

 

负载方向

图 4 解锁力测试 

5.3.14   连接器卡扣接合/离脱力 

此项试验仅适用于适配卡扣的连接器。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带卡扣的连接器，将卡扣插入护套的卡槽中，并测量此时的负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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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连接器固定在适配的钣金卡孔内，分别在轴方向和 90°的垂直方向上（如图 5 中 F1、

F2、F3）以 50mm/min 的速度拉拔电线，并测量连接器断开或破损时的负载值。 

 

 

 

 

 

 

 

 

 

图 5  连接器卡扣离脱力测试 

5.3.15  密封性 

此项试验仅适用于防水型连接件。 

在一对插接好的防水型连接器护套上凿一个孔或在护套任一孔位通过塑料管注入压缩空

气。试验前，护套除塑料管外的部位应做好密封措施。然后将护套沉浸在水面 100mm 以下，

并通过塑料管注入 49kPa 的压缩空气，保持 1min，观察是否有气泡冒出。参见图 6。如无气

泡冒出，继续以每次增加 10kPa 的速率加大压强，记录有气泡冒出时的压强。 

然后继续通过塑料管注入负 49kPa 的压缩空气，保持 1min，观察有无气泡冒出。 

 

压缩空气  

常温水  

 

 

 

 

 

 

 

 

 

 

图 6  密封性测试 

5.4  电气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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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最大电流Ⅰmax：端子在实际情况下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值。一般情况下与线径的关

系如表 6 所示。但是实际情况中，如果“温度上升值”+“环境空气温度”（表 11）超过“安

全温度”（表 12），则产生安全温度的电流值视为Ⅰmax。  

表 6 线径与电流大小 

 

 

 

 

 

线径/mm2 Ⅰmax/A

0.3 8

0.5 11

0.85 15

1.25 18

2 25

3 33

5 45

8 57

15 78

5.4.1 接触电阻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根据端子实际使用情

况，选择 a 或 b 或 c 三种条件通过对定的开路电压及传导电流，并测量温度上升至饱和状态

（1min 内温度上下偏差不超过±2℃）时，距离压接尾部 100mm 处获得的电压值。减去 200mm

长导线的电压降，得出连接器接触电阻。见图 7。 

a）微小电流：开路电压 20mV 以下/ 传导电流 10mA 

b）正常电流：开路电压 12V /传导电流 1±0.05A 

c）最大电流：开路电压 12V /传导电流Ⅰmax（见表 3） 

 

 

 

 

 

100mm 100mm 线-线连接

 

 

 

 

 

 

 

100mm
线-板连接

图 7  接触电阻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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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耐低压电流特性 

将连接器对插好，在最大 20mV 的开路状态下输入 10mA 的电流，计算接触电阻。 

5.4.3 通电状态下的温度上升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并使其保持水平位置，

分别按照 a、b 两种情况通过表 6 和表 7 中计算得出的电流值，并测量温度上升至饱和状态（1

分钟内温度上下偏差不超过±2℃）时端子压着部位的温度，然后减去环境温度得出温度上升

值。测试期间，测试环境为“无风”条件。 

a）将Ⅰmax 通过连接器中任一孔位； 

b）将Ⅰmax*Kd 通过连接器的所有孔位。 

表 7 多孔位连接器的折减系数/Kd 

 

 

孔位数 折减系数

1 1

2到3 0.75

4到5 0.6

6到8 0.55

9到12 0.5

13到20 0.4

21到30 0.3

>30 0.2

 

 

 

 

 

 

 

图 8  温升测试  

5.4.4  绝缘电阻 

取一个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通过绝缘电阻仪分别在相

邻端子间、端子和护套表面施加 500V 的直流电压 15s，测量绝缘电阻。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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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绝缘电阻测试 

5.4.5  耐高压性 

取一个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分别在相邻端子间、端子

和护套表面（方法同 5.4.4）应用 1000V 的交流电 60s。 

5.4.6  泄漏电流 

取一个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在相邻端子间施加 14V 的

电压，并测量泄漏电流峰值。 

如使用另一电源电压，则施加的电压值的计算方法为 14V ×（另一电源电压/12V）的倍

数。 

5.5  电气强度 

5.5.1  过量电流承载 

取一个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将连接器水平放置在无风

条件下，对给定电路输入表 8 中规定的电流。 

一般情况下，连接器的每个回路都要测试，孔数超过 10 的可抽取进行测试，抽取的孔位

应包括该连接器的所有线径种类，并尽量选择连接器中间的孔位。 

5.5.2   耐浪涌性 

取一个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将连接器水平放置，对连

接器一半的插孔应用Ⅰmax×5 的电流 10s，然后在室温下调节至正常温度。持续 1,000 个循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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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过量电流承载要求 

 

 

线径/mm2 电流/A 时间 线径/mm2 电流/A 时间

11 60min 54 60min

13.5 10s 60 500s

15 5s 80 80s

20 1s 120 10s

- - 200 1s

16.5 60min 67.5 60min

20.5 200s 75 1000s

22.5 10s 100 70s

30 1s 150 10s

- - 250 1s

22 60min 108 400s

27 100s 120 200s

30 10s 180 20s

40 1s 240 7s

- - 400 1s

33 60min 162 400s

40.5 100s 180 150s

45 10s 240 30s

60 2s 360 5s

- - 600 1s

40.5 60min 202.5 2000s

45 500s 225 300s

60 70s 300 15s

90 7s 450 2s

150 1s - -

0.3 3

0.5 5

2 15

0.85 8

1.25 10

 

 

 

 

 

 

 

 

 

 

 

 

5.6  机械环境 

5.6.1  耐慢速滑动摩擦力 

在常温下，将公端子与母端子按照表 9 条件进行对插。 

表 9  测试条件 

 

滑动距离 滑动频率 滑动次数 开路电压 通电电流

0.23mm 1～2 Hz 10,000次 最大20 mV 10 mA

5.6.2  重复插拔耐久性 

在常温下，将一对连接器的一端固定，沿轴向方向将另一端对固定端进行对插及离脱试

验，循环 5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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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耐振动性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将所有孔位串联，并

将其安装在振动试验台上（如图 10）。分别在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振动 6h，振动标

准见表 10，同时对串联导线两端连续通过 12V、1A（镀金端子为电压 20mV 以下，电流 10mA）

的电流。试验过程检查有无瞬断情况及连接器阻抗变动情况。 

表 10  振动标准 

 

 

 

 

 

 

振动类别

5～15 Hz 15～25 Hz 25～100 Hz 100～200 Hz

10 mm (p-p) 44.1 m/s
2

19.6 m/s
2

4.9 m/s
2

5～18.7 Hz 18.7～50 Hz 50～100 Hz 100～200 Hz

10 mm (p-p) 68.6 m/s
2

44.1 m/s
2

29.4 m/s
2

21.5～200 Hz 2

 

 

00～400 Hz

88.2m/s
2

250 m/s
2

振动标准

直接安装在车体上（不限

于引擎部分体或车体内
部）

间接安装在机体上（例

如：散热器，缓冲器），

共振大

安装在发动机上

 

 

 

 

 

 

 

 

 

 

 

图 10  振动测试样品安装 

5.6.4  耐机械冲击力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将所有孔位串联，并

将其安装在冲击试验台上。在上、下、左、右、前、后 6 个方向施加 980m/s
2
的加速度，每

个方向进行 3 次，每次间隔 10ms。 

试验过程检查有无瞬断情况及连接器阻抗变动情况，如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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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振动试验中的阻抗  

5.6.5  耐跌落冲击力 

取一个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将连接器从 1000mm 的高度

垂直下落到混凝土或钢板上，每个面进行 3 次。如图 12。 

 
图 12 跌落冲击测试 

5.7  气候环境 

各测试的温度等级遵照表 11 中规定。 

 

表 11 安全温度等级 

等级 连接器位置 环境温度（正常运行温度）/℃ 

Ⅰ 靠近热源，安装在排气歧管附近 125 

Ⅱ 安装在发动机上 100 

Ⅲ 安装在发动机机舱位置 85 

Ⅳ 安装在车内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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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安装在发热元器件位置（如：保险丝盒）的连接器，应将各种环境温度纳入考虑范

围。  

5.7.1  耐热性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按照表 12 规定的试验

温度在高温箱中试验 120h（也可根据需要增加到 500h）。对于防水型连接器，捆扎所有的电

线，使其以 30°的倾角与防水栓倾斜，并加上 30N 的负载。 

试验完，将连接器取出调节至室温。 

表 12 耐热性操作温度 

等级 连接器位置 耐热试验温度/℃ 

Ⅰ 靠近热源，安装在排气歧管附近 155±3 

Ⅱ 安装在发动机上 140±3 

Ⅲ 安装在发动机机舱位置 120±3 

Ⅳ 安装在车内 100±3 

5.7.2 耐寒性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将连接器在温度为- 

40℃的恒温厢中放置 120h，试验过程中测量低压电流阻抗。 

试验完，迅速将连接器从恒温厢中取出，并重复插入/拔出动作 5 次，再将其静止放置直

到其恢复至常温。 

5.7.3 冷热冲击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按照图 13 所示的冷热

冲击类型对连接器进行试验,试验温度见表 13，重复 300 个循环。 

测试期间，检查电流瞬断情况，连接器阻抗波动超过 7Ω的时间不应多于 1μs。试验完

后，将连接器取出，静置 2h 后，观察外观并进行相关测试。 

表 13 冷热冲击试验温度 

等级 高温/℃ 低温/℃ 

 Ⅰ 125±3 

Ⅱ 100±3 

Ⅲ 85±3 

Ⅳ 70±3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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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循环周期 

5.7.4 复合环境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拔出/插入 5 次后将其

安装在振动试验台上。首先对连接器的所有孔位输入表 14 中的测试电流 45min 后停止，15min

后参照图 14 所示进行冷热冲击试验，持续操作 300h，测试中保持无风状态。测试后在左/右、

前/后、上/下 3 个方向进行振动试验。 

高低温试验过程中的待测项目见表 14，测量结果应符合各相应标准。测试完毕，在 3 个

方向各进行 0.5h 的耐振动性测试，并检查电流瞬断情况。 

 

图 14 复合环境测试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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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类型 端子尺寸 测试电流 测试中的测量项目 

大电流端子（187 端子或更大：公端子嵌

合部宽度≥4mm） 温度上升 
1 Ⅰmax×Kd 

小电流端子（110 端子或更小） 接触电阻 

耐低压电流性 
2 镀金端子 

10mA 

（开路电压为≤20mV） 瞬断情况 

5.7.5  高温操作 

将连接器放置于（80±3）℃的条件下保持 60s，常温条件下调节 60s 后，重复插入/拔

出动作 5 次。 

5.7.6  温度/湿度循环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按照图 15 所示的测试

条件，对连接器应用 10 个循环。 

试验期间，测量低压电流阻抗。 

 

            图 15 温湿度循环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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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  防潮性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将连接器相邻孔位串

联并分别接到 14V 稳压电源的正负两极，如图 16。将连接器悬挂在温度为（80±3）℃，湿

度为 90%～95%的恒温厢中，并保持 96h。 

试验期间，测试连接器正负极间泄露电流。 

 

图 16 防潮测量装置 

5.7.8 防水性 

可根据连接器不同的防水等级选择不同的试验方法，详见附录 C。 

5.7.8.1 耐高压水洗试验 

使用与 QC/T 417.1-2001 中同一等级的测试设备。在表 12 规定的温度下，将连接器在恒

温厢中加热 1h。5 min 后，从各个方位（4 个方向）以 30°的倾角向其注射自来水，其中水

的温度为常温，速度为（14～16） L/min，压强为（8000～10000）kPa，时间为 2min。测试

样品应水平放置，并以（5±1）r/min 的速度在安装位置旋转。试验期间，测量泄漏电流。 

5.6.8.2 大量飞溅试验 

测试设备及方法同 5.7.8.1,但喷口直径为 1.2mm，水压强为 300kPa，流速为 3.2 L/min，

时间为 1h。试验期间，测量泄漏电流。 

5.7.8.3 轻微飞溅试验 

测试设备及方法同 5.7.8.1,但喷口直径为 0.5mm，水压强为 30kPa，流速为 3.2 L/min，

时间为 10min。试验期间，测量泄漏电流。 

5.7.8.4 滴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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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与 GB 4208-2008 中 14.2.2（滴水试验）相同的测试设备和方法，但测试时间为 1h，

应按最差的情况将样品放置在滴水口下 200mm 处。试验期间，测量泄漏电流。 

5.7.9  结露试验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参照图 16 将连接器相

邻孔位串联并分别接到 14V 稳压电源的正负两极。按照图 17 进行温度及湿度循环试验，重复

应用 48 个循环。 

试验期间，测试连接器正负极间泄露电流。 

 

 

 

 

 

 

 

 

 

 

图 17 结露试验循环 

5.7.10 抗冻性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参照图 16 将连接器相

邻孔位串联并分别接到 14V 稳压电源的正负两极。将连接器在深 100mm，温度为(80±3)℃的

盐水中放置 1h 后迅速取出，并放于温度(-40±3)℃的恒温厢中，以使附着的水结冰。 

结冰过程中测量泄漏电流。 

5.7.11  防尘性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将对接好的连接器放

在一个长、宽、高分别为 1000mm 封闭容器中，容器中不均匀地散放大约 1.5kg 的水泥灰。间

隔 15min 用风扇鼓吹容器中空气，持续时间 10s。将以上操作视为一个循环，并重复操作 8

个循环。每完成 2 个循环，应该有一次插入和拔出连接器的动作。 

5.8  化学环境 

5.8.1  耐盐雾试验 



Q/JD 1920-2012 

25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照图 16 将连接器相邻

孔位串联并分别接到 14V 稳压电源的正负两极。以(68.6～176.5)kPa 的压强将对应规格的盐

水喷射在连接器上 96h，盐水要求温度为（35±5）℃，浓度为（5±1）%，比重为 1.0268～

1.0413，pH 为 6.5～7.2。然后将连接器在温度（80±3）℃，湿度（90～95）%的条件下放置

96h。最后取出调节之常温。 

试验过程中测量泄漏电流。此时，连接器应该水平放置，且连接器和电线之间处于 30°

的倾斜和 30N 的负载条件下。 

5.8.2  耐化学试剂试验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导线选用端子适配的最大线径。将连接器浸入以下任

何一种化学试剂中 1h，然后在常温下放置 24h。 

表 15  耐化学试剂试验条件 

序列 油 类 试验湿度 试验温度/℃ 试验时间/h 

1 汽油/柴油 100% 常温 1  

2 发动机冷却液 50% 50 1  

3 变速器油 100% 50 1  

4 刹车制动液 100% 50 1  

5 液压传动油 50% 50 1  

6 雨刮水 50% 常温 1  

7 洗涤剂 50% 常温 1  

5.8.3  耐二氧化硫性 

取一对未对插的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放置在浓度为（25±5 ）×10
-6
，湿度为 90%～95%，

温度为（40±2）℃的二氧化硫 96h。 

5.8.4  耐应力腐蚀 

除去端子表面的油污，并将其在 10%的 H2SO4 中水洗和干燥。然后，将连接器浸入游离氨

浓度 6N，铜浓度为 10.2g/L 的测试溶液中 3h 后取出。 

5.8.5  耐臭氧性 

取一对内嵌满端子的连接器对插，按照 JIS K 6259-2004 的规定，将其置于浓度为（50

±5）×10
-8
，温度为（23±5）℃的臭氧中 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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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则 

6.1  基本规则 

车用连接器应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产品质量合格证方能出厂。 

6.2  检验分类 

连接器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 

6.2.1  出厂检验 

6.2.1.1 出厂检验项目为： 

表 16  出厂检验项目和顺序 

序  号 检 验 项 目 试验方法条款 

1 护套、端子外观 5.2.1 

2 护套、端子尺寸 5.2.2 

3 电线附件抗拉强度 5.3.3 

4 端子保持力 5.3.6 

5 接触电阻 5.4.1 

6 绝缘电阻 5.4.4 

6.2.1.2 抽样方式：抽样检验的比例为每批交货数的 5％。 

6.2.1.3 出厂检验中如有一项不合格时,允许重新抽取加倍数量的产品,就该不合格项进行

复验,如仍不合格,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6.2.2  型式检验 

6.2.2.1  应进行型式检验的几种情况见 QC/T 413—2002 中 5.5.1 的规定。 

6.2.2.2  进行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同一批产品中抽取，数量不少于 80 件，

型式检验的项目和分组见表 3。 

6.2.2.3  合格判定：型式检验应全部符合要求。如有一个项目不合格，应重新抽取加倍数量

的样品，就该不合格项目进行复验，如仍有不合格时，则该产品判为不合格，但对耐久性试

验不允许复验，直接判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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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标志 

7.1.1  连接器应在显著位置注明生产企业名称（或商标）、材料、模具号。 

7.1.2  连接器包装箱外应注明： 

a）产品名称、标准编号、型号及出厂日期； 

b）生产企业名称、商标、详细地址及收货单位名称、地址； 

c）装箱数量、总重量及外形尺寸； 

d）收发货标志、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及其它标志。 

7.2  包装 

7.2.1  连接器应用防潮材料包装，再装入包装箱内，备附件应随同装入。包装应牢固，保

证在正常运输中不损坏。 

7.2.2  连接器包装箱内应附有以下文件： 

a）产品合格证； 

b）备、附件清单。 

7.3  贮存 

    连接器应存放在通风、干燥、无有害气体的仓库内，不应与化学药品、酸碱物质等一同

存放。 

7.4  其他 

连接器的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也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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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嵌合部尺寸 

A.1  嵌合部尺寸见表 A.1。 

表 A.1  嵌合部尺寸 

备注：（2）L2≥L3 

     （ 3）斜面应该突出成锥

形。 

     （4）L1 为母端子连接所

需的功能部位长度。

 

b1 c1 L1 L2/L3 c2 A B 系列代

号 

类型(W*T) 

Max Min Max Min Min Max Min Max 直线度 平面度

0.64*0.64 025 0.69 0.59 0.69 0.59 5.5 0.35 0.1 

1.0*0.64 040 1.05 0.95 0.67 0.62 6.2 

0.30 

0.47 

0.1 

0.05 

1.5*0.8 060 1.60 1.40 0.84 0.77 0.85 0.60 0.07 

1.8*0.64 070 1.90 1.70 

2.3*0.64 090 2.40 2.20 

0.67 0.62

1.15

0.30 0.47 0.05 

2.8*0.8 110 2.90 2.70 0.30 

4.8*0.8 187 4.90 4.70 

6.7 

6.3*0.8 250 6.40 6.20 

0.84 0.77

9.9 

0.2 

0.50 

8.0*0.8 312 8.10 7.90 0.86 0.78 7.8 

1.20

0.35 

0.50 0.07 

9.5*1.2 375 9.60 9.40 1.23 1.17 14.3 1.3 0.70 0.7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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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B   耐环境试验后的测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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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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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

性

5.2.1 端子外观 ○ ○ ○ ○ ○ ○ ○ ○ ○ ○ ○ ○ ○ ★ ○ ★ ◆ ○ ○

5.2.2 端子尺寸 ○ ○ ○ ○ ○ ○ ○ ○ ○ ○ ○ ○ ○ ★ ◆ ○ ○

5.2.1 护套外观 ○ ○ ○ ○ ○ ○ ○ ○ ○ ○ ○ ○ ○ ▲ ★ ○ ★ ◆

5.2.2 护套尺寸 ○ ○ ○ ○ ○ ○ ○ ○ ○ ○ ○ ○ ○ ▲ ★ ★ ◆

5.3.1 端子结合力 ○

5.3.2 端子离脱力 ○

5.3.3
电线附件抗

拉强度
○ ○ ○

5.3.4
端子弯曲强

度
○

5.3.5
端子蠕变强

度
○

5.3.6 端子保持力 ○ ○ ○ ○ ○ ▲ ★

5.3.7 结合/离脱感 ○ ○ ○ ○ ○

5.3.8
端子与护套

的接合力
○

5.3.9 护套离脱力 ○

5.3.10
连接器接合

力
○

5.3.11
连接器离脱

力
○

5.3.12 锁合力 ○ ○

5.3.13 解锁力 ○

5.3.14
连接器卡扣

接合/离脱力
○

5.3.15 密封性 ★ ★ ★ ★ ★ ★ ★ ★

5.4.1 接触电阻 ○ ○ ○ ○ ○ ○ ▲ ○ ★

5.4.2
耐低压电流

性
○ ○ ○ ○ ○ ○ ○ ○ ○ ○ ○ ▲ ○ ★ ○

5.4.3
通电后温度

上升
○ ○ ○ ○ ○

5.4.4 绝缘电阻 ○ ○ ▲ ★ ▲ ★ ★

5.4.5 耐高压性 ○ ○ ○ ▲ ★ ★ ★

5.4.6 泄露电流 ○ ○ ▲ ▲ ★ ★

强
度

耐环境性试验项目

电气

环境

机械

环境

气候

环境

化学

环境

初

始

特

性

基

本

特

性

外

观

尺

寸

测试标准

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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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的连接器 

▲：仅对非防水型连接器（所有的） 

◆：外线连接器（防水型和非防水型）[仅限外部使用] 

★：仅对防水型端子 

附录 C   不同区域的防水等级及相应试验 

C.1  防护等级定义见表 C.1。 

表 C.1  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描述 

Ⅰ 表示不受雨水干扰 

Ⅱ 表示受水滴溅湿 

Ⅲ 表示受轻度雨淋 

Ⅳ 表示受重度雨淋 

Ⅴ 表示受水飞溅且受轻度雨淋 

Ⅵ 表示受水飞溅且受重度雨淋 

Ⅶ 表示直接被水浸泡 

Ⅷ 表示直接被水浸泡且受水飞溅 

C.2  汽车不同部位的防护等级见表 C.2。 

                       表 C.2  汽车不同部位的防护等级 

汽车部位 防护等级 

底盘与发动机下部 Ⅷ 

汽车外部 Ⅵ 

发动机中上部 Ⅴ 

底部 Ⅶ 行李箱、驾驶舱内部 

（具体部位见图 1） 中上部 Ⅰ～Ⅲ 

底部 Ⅶ 
门 

中上部 Ⅰ～Ⅲ 

靠底盘部分 Ⅶ 座椅 

（具体部位见图 2） 中上部 Ⅰ～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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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 车体不同部位的防水等级 

 

 
图 C.2 车门不同部位的防水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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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3 座椅不同部位的防水等级 

C.3  不同防水等级的测试项目见表 C.3。 

表 C.3  不同防水等级的测试项目 

汽车部位 测试项目 
防

水

等

级 

5.3.15

气密试

验 

5.6.8

沉浸试

验 

5.6.9.1

高压水

洗试验

5.6.9.2

大量飞

溅试验

5.6.9.3

轻微飞

溅试验 

5.6.9.4 

滴水试

验 

不需防

水试验
描述 

车体下部和发动机舱较低的位

置（可能浸在水里） 
Ⅷ √ √ √     

直 接 喷 射 或 淋 雨

区域 
Ⅵ  √ √     

汽 车 外

部；发动

机 舱 上

部、中部 

直 接 喷 射 或 雨 淋

区域 
Ⅴ   √  √   

底部区域 Ⅶ √       

轻度喷溅区

域 
Ⅲ     √   

其

他

区

域 

驾驶舱、

行李箱 
直接喷溅区

域以外 
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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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续）  

汽车部位 测试项目 

描述 

防

水

等

级 

5.3.15

气密试

验 

5.6.8

沉浸试

验 

5.6.9.1

高压水

洗试验

5.6.9.2

大量飞

溅试验

5.6.9.3

轻微飞

溅试验 

5.6.9.4 

滴水试

验 

不需防

水试验

驾驶舱、

行李箱 

其

他

区

域 

不受水浸、

喷溅或滴水

影响的区域 

Ⅰ       √ 

底部区域 Ⅶ √       

轻度喷溅区域 Ⅲ     √   

直接喷溅区域

以外 
Ⅱ      √  

驾驶舱、

行李箱 

其

他

区

域 

不受水浸、喷

溅或滴水影响

的区域 

Ⅰ       √ 

较低位置 Ⅶ  √      

重度喷溅或雨

淋区域 
Ⅳ    √    

轻度喷溅或雨

淋区域 
Ⅲ     √   

直接喷射或飞

溅区域以外 
Ⅱ      √  

门 

中

部

和

上

部 不受水浸、喷

溅和滴水影响

的区域 

Ⅰ       √ 

地板 Ⅶ  √      较

低

位

置 

地板之上到座

椅底部 20mm

的区域 

Ⅲ     √   

座椅表面 Ⅲ     √   

靠背和座垫之

间的区域 
Ⅲ     √   

距座椅底部

20mm 以上的

区域 

Ⅰ       √ 

座椅 中

部

和

上

部 

靠背内部 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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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标准 

《汽车连接器技术条件》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为了更好的对长安汽车系列车型使用的连接器进行质量控制，并更好的指导供应商进

行汽车连接器的开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规定和长安公司计划安排，由

长安公司汽车工程研究总院电装开发中心部件所对《汽车用连接器技术条件》企业标准进

行修订。 

2  编制依据 

编制依据和参考资料如下： 

a）GB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b）QC/T 413—2002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c）QC/T 417.1—2001  车用电线束连接器第 1 部分 定义，试验方法和一般性能要求 

d）JIS K 6259-2004  硫化橡胶和热塑性橡胶  耐臭氧性能测定 

3  有关问题的说明 

3.1  对标准中未规定的参数应采用以插值法进行确认。 

3.2  新开发的连接器必须满足本标准要求；老项目涉及连接器性能按照其技术开发要求执

行，新项目涉及连接器（包含老品）性能必须满足本标准要求。 

3.3  本标准与原标准的差异如下： 

a) 修改企业标准名称。 

b) 修订和完善了第3章“术语和定义”。 

c) 删除了5.3.16和5.3.17的试验方法。 

d) 修订和完善了5.3.15、5.3.6、5.5.2、5.5.3、5.5.4、5.5.5、5.6.1、5.6.2、5.6.3、

5.6.8、5.6.9等的试验方法。 

e) 增加了附录C “不同区域的防水等级及相应试验方法”。 



Q/JD 1920-2012 

35 

f) 对一些图片、字体、文字描述进行局部整理和勘误。 

4  本标准水平的评估 

本标准的修订，能满足其产品的制造、试验和检测的需要。本标准主要参数和要求满足

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并主要参考了日本主要的汽车生产企业标准，结合

我公司发展水平和特点进行修订，其指标科学、合理。 

5  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凡与本标准不一致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均应与本标准协调一致，以

便标准的贯彻实施。 

                                    

 

《汽车连接器技术条件》标准编写组 

2012—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