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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毛细管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光纤毛细管（以下简称毛细管）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测量和试验、质量评定程序、

检验、标志、包装、贮存和运输等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高硼硅毛细管，其他类型毛细管也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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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YD/T 1198.1-2014  光纤活动连接器插芯技术条件 第1部分：陶瓷插芯 

SJ/T 11363-2006   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SJ/T 11364-2006   电子信息产品中污染控制标识要求 

SJ/T 11365-2006   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检测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毛细管  Micro Capillary 

光纤插头中用于实现精密对接的玻璃圆柱体/长方体，由二氧化硅等组成的高硼硅玻璃材料制成，

中间有一个或多个微孔，用作定位光纤。 

3.2  

圆形毛细管  Columniform Micro Capillary 

圆柱体形的光纤毛细管。 

3.3  

方形毛细管 Square Micro Capillary 

外形截面为正方形的光纤毛细管。 

3.4  

间距毛细管  Dual-hole Micro Capillary  

纵向截面有两个可穿光纤孔的毛细管。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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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圆直径 Outer Circle Diameter 

光纤毛细管外圆柱体的直径大小，单位为mm。 

3.6  

内孔直径 Inner Diameter 

毛细管中微孔的直径大小，单位为mm。 

3.7  

同心度 Concentricity 

光纤毛细管微孔中心和外圆柱体中心之间的偏移量的两倍，单位为μm。 

3.8  

偏心距 Ecentricity 

毛细管外圆柱轴线与内孔轴线在前端面上的距离，单位为μm。 

3.9  

外圆圆度 Outer Roundness 

毛细管外圆柱体同一截面上最大直径与最小直径差值的一半，单位为μm。 

3.10  

外圆圆柱度 Outer Cylindricity 

毛细管外圆柱体，不在同一截面上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直径差值的一半，单位为μm。 

3.11  

表面粗糙度  Surface Roughness 

毛细管表面加工后具有较小间距和微小峰谷不平度，单位为μm。 

3.12  

角偏差 Angular Misalignment 

毛细管内孔轴线与毛细管外圆柱体轴线之间的夹角，单位为度。 

4 要求 

4.1 分类 

4.1.1 按光纤的使用数量分类 

可分为： 

——单纤毛细管； 

——双纤毛细管； 

——多纤毛细管。 

4.1.2 按毛细管同心度精度/公差等级分类 

可分为： 

——A级标准毛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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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级标准毛细管； 

——C级标准毛细管； 

——D级标准毛细管。 

4.1.3 按毛细管外形分类 

可分为： 

——圆形毛细管； 

——方形毛细管； 

——异形毛细管。 

4.1.4 按毛细管端面类型分类 

可分为： 

——圆形单纤毛细管； 

——圆形双纤毛细管； 

——圆形间距毛细管； 

——方形正芯毛细管； 

——方形偏芯毛细管。 

4.2 图形与尺寸 

4.2.1 圆形单纤毛细管 

圆形单纤毛细管图形和几何尺寸如图1所示，相关数值见表1和表2： 

 

图1 圆形单纤毛细管图形和几何尺寸 

 

表1 1.8mm圆形单纤毛细管几何尺寸 

参数 单位 
A级 B级 C级 D级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A mm 1.800 1.795 1.805 1.795 1.805 1.795 1.805 1.790 

B μm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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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μm 1  2  3  4  

D μm 3  8  15  20  

E μm 0.2  0.3  0.5  0.5  

F μm 0.4  0.6  1.0  1.0  

G mm G+0.1 G-0.1 G+0.2 G-0.1 G+0.2 G-0.2 G+0.2 G-0.2 

H mm 1.0 0.5 1.0 0.5 1.2 0.5 1.2 0.5 

I ° 60 30 60 30 60 30 60 30 

K μm 0.02Ra  0.02Ra  0.02Ra  0.02Ra  

L mm 2.0 1.0 2.0 1.0 2.5 1.0 3.0 1.0 

M ° 0.3  0.3  0.6  0.6  

R mm 0.05  0.05  0.05  0.05  

注1：尺寸G，毛细管长度为5.0～7.0mm 

注2：尺寸R，即加工成圆角 

 

表2 1.0mm圆形单纤毛细管几何尺寸 

参数 单位 
A级 B级 C级 D级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A mm 1.0 0.995 1.005 0.995 1.005 0.985 1.005 0.980 

B μm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C μm 1  2  3  4  

D μm 3  8  15  20  

E μm 0.2  0.3  0.5  0.5  

F μm 0.4  0.6  1.0  1.0  

G mm G+0.1 G-0.1 G+0.2 G-0.1 G+0.2 G-0.2 G+0.2 G-0.2 

H mm 0.6 0.4 0.6 0.4 0.7 0.4 0.7 0.4 

I ° 60 30 60 30 60 30 60 30 

K μm 0.02Ra  0.02Ra  0.02Ra  0.02Ra  

L mm 2.0 1.0 2.0 1.0 2.5 1.0 3.0 1.0 

M ° 0.3  0.3  0.6  0.6  

R mm 0.05  0.05  0.05  0.05  

注1：尺寸G，毛细管长度为3.5～7.0mm； 

注2：尺寸R，即加工成圆角； 

4.2.2 圆形双纤毛细管 

圆形双纤毛细管图形和几何尺寸如图2所示，相关数值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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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圆形双纤毛细管图形和几何尺寸 

 

表3 圆形双纤毛细管几何尺寸 

参数 单位 
A级 B级 C级 D级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A mm 1.800 1.795 1.805 1.795 1.805 1.795 1.805 1.790 

B μm 254 252 256 252 258 252 260 251 

C μm 127 126 127 126 129 126 130 126 

E μm 63.5  63.5  64.5  65  

F μm 2  3  5  5  

G mm G+0.1 G-0.1 G+0.2 G-0.1 G+0.2 G-0.2 G+0.2 G-0.2 

H mm 1.2 0.6 1.2 0.6 1.2 0.6 1.2 0.6 

I ° 60 30 60 30 60 30 60 30 

K μm 0.02Ra  0.02Ra  0.02Ra  0.02Ra  

L mm 2.0 1.0 2.0 1.0 2.5 1.0 3.0 1.0 

          

注1：尺寸E，为外圆柱体中心与跑道形内最大圆圆心的距离； 

注2：尺寸F，为外圆柱体中心与跑道形内长轴的距离； 

注3：尺寸G，毛细管长度为5.0～7.0mm。 

4.2.3 圆形双纤间距毛细管 

圆形间距双纤毛细管图形和几何尺寸如图3所示，相关数值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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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圆形双纤间距毛细管图形和几何尺寸 

 

表4 圆形双纤间距毛细管几何尺寸 

参数 单位 
A级 B级 C级 D级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A mm 1.800 1.795 1.805 1.795 1.805 1.795 1.805 1.790 

B μm 126 126 127 126 127 126 128 126 

C μm 126 126 127 126 127 126 128 126 

E μm 2  3  5  5  

F μm F/2+1  F/2+1  F/2+1  F/2+2  

G mm G+0.1 G-0.1 G+0.2 G-0.1 G+0.2 G-0.2 G+0.2 G-0.2 

H mm 1.2 0.6 1.2 0.6 1.2 0.6 1.2 0.6 

I ° 60 30 60 30 60 30 60 30 

K μm 0.02Ra  0.02Ra  0.02Ra  0.02Ra  

L mm 2.0 1.0 2.0 1.0 2.5 0.5 2.5 0.5 

注1：尺寸E，为外圆柱体中心与两内圆圆心连线的距离； 

注2：尺寸F，为外圆柱体中心与内圆圆心的距离； 

注3：尺寸G，毛细管长度为5.0～7.0mm。 

 

4.2.4 方形正芯毛细管 

方形正芯毛细管图形和几何尺寸如图4所示，相关数值见表5和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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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方形正芯毛细管图形和几何尺寸 

 

表5 1.5mm方形正芯毛细管几何尺寸 

参数 单位 
A级 B级 C级 D级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A mm 1.52 1.48 1.53 1.46 1.55 1.45 1.55 1.45 

B μm 127 125.5 127 125.5 129 125.5 130 125.5 

C mm 1.52 1.48 1.53 1.46 1.55 1.45 1.55 1.45 

D mm 0.78 0.72 0.78 0.72 0.8 0.7 0.8 0.7 

E mm 0.78 0.72 0.78 0.72 0.8 0.7 0.8 0.7 

F mm 0.9 0.7 1.0 0.7 1.3 0.6 1.5 0.5 

G mm G+0.1 G-0.1 G+0.15 G-0.15 G+0.2 G-0.2 G+0.2 G-0.2 

H mm 0.6 0.4 0.6 0.4 0.7 0.4 0.8 0.4 

I ° 90.3 90 90.3 90 90.3 90 90.3 90 

K μm 0.02Ra  0.02Ra  0.02Ra  0.02Ra  

R mm 0.15  0.15  0.15  0.15  

r mm 0.05  0.05  0.05  0.05  

注1：尺寸r,为喇叭口与内孔连接位置，即圆弧过渡； 

注2：尺寸G,为产品长度，范围为2.8～3.2mm。 

表6 1.25mm 方形正芯毛细管几何尺寸 

参数 单位 
A级 B级 C级 D级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A mm 1.27 1.23 1.27 1.20 1.30 1.20 1.30 1.20 

B μm 127 125.5 127 125.5 129 125.5 130 125.5 

C mm 1.27 1.23 1.27 1.20 1.30 1.20 1.3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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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m 0.65 0.6 0.65 0.6 0.675 0.575 0.675 0.575 

E mm 0.65 0.6 0.65 0.6 0.675 0.575 0.675 0.575 

F mm 1.0 0.7 1.0 0.7 1.3 0.6 1.5 0.5 

G mm G+0.1 G-0.1 G+0.15 G-0.15 G+0.2 G-0.2 G+0.2 G-0.2 

H mm 0.6 0.4 0.6 0.4 0.7 0.4 0.7 0.4 

I ° 90.3 90 90.3 90 90.3 90 90.3 90 

K μm 0.02Ra  0.02Ra  0.02Ra  0.02Ra  

R mm 0.15  0.15  0.15  0.15  

r mm 0.05  0.05  0.05  0.05  

注1：尺寸r,为喇叭口与内孔连接位置，即圆弧过渡； 

注2：尺寸G,为产品长度，范围为2.8～3.2mm。 

4.2.5 方形偏芯毛细管 

方形偏芯毛细管图形和几何尺寸如图5所示，相关数值见表7： 

 

图5 方形偏芯毛细管图形和几何尺寸 

 

表7 1.5mm方形偏芯毛细管几何尺寸 

参数 单位 
A级 B级 C级 D级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A mm 1.52 1.48 1.53 1.46 1.55 1.45 1.55 1.45 

B μm 127 125.5 127 125.5 129 125.5 130 125.5 

C mm 1.52 1.48 1.53 1.46 1.55 1.45 1.55 1.45 

D mm 0.52 0.48 0.53 0.45 0.55 0.45 0.55 0.45 

E mm 0.78 0.72 0.78 0.72 0.8 0.7 0.8 0.7 

F mm 0.9 0.7 1.0 0.7 1.2 0.5 1.5 0.5 

G mm G+0.1 G-0.1 G+0.15 G-0.15 G+0.2 G-0.2 G+0.2 G-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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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mm 0.6 0.4 0.6 0.4 0.7 0.4 0.7 0.4 

I ° 90.3 90 90.3 90 90.3 90 90.3 90 

K μm 0.02Ra  0.02Ra  0.02Ra  0.02Ra  

R mm 0.15  0.15  0.15  0.15  

r mm 0.05  0.05  0.05  0.05  

注1：尺寸r,为喇叭口与内孔连接位置，即圆弧过渡； 

注2：尺寸G,为产品长度，范围为2.8～3.2mm。 

4.3 物理特性 

光纤毛细管物理特性如表8所示。 

表8 光纤毛细管物理特性要求 

序号 参数名称 单位 指标 

1 密度 g/cm
3
 ≥2.23 

2 抗弯强度 MPa ≥167 

3 硬度 HV ≥5.5 

4.4 材料 

光纤毛细管所使用的材料应保证无老化现象。能经受光纤及光纤组件所需的试验及使用条件。其物

理，化学及光学特性应与光纤匹配，不得有损害光纤光学性能的情况发生。 

4.5 环保符合性 

光纤毛细管的组成单元分类应符合SJ/T 11363-2006中表1的规定，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按SJ/T 

11365-2006规定检测，应符合SJ/T 11363-2006中表2的要求。 

5 测量和试验 

5.1 环境要求 

毛细管的测量和试验应在下列规定的标准大气压条件下进行： 

——温度：15℃～35℃； 

——相对湿度：25%～75%；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当不能在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测量和试验时，应在检验和试验报告上表明其大气条件。 

5.2 外观检查 

毛细管外观应平滑，干净，无油污，无异物及毛刺，颜色均匀一致，无肉眼可见的伤痕和裂纹。端

面检查采用20倍及以上放大镜，要求内孔壁和表面无裂痕和崩缺等现象。 

5.3 尺寸测量 

5.3.1 测量装置及精度要求 

毛细管的尺寸测量装置及精度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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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显千分尺，精度为 0.001mm,用来测量长度； 

——外径测量仪，精度为 0.1μm，用来测量外径； 

——针规，精度为 0.2μm，用来测量内径； 

——同心度检测仪，精度为 0.1μm，用来测量同心度和偏心距； 

——圆度测量仪，精度为 0.01μm，用来测量外圆圆度； 

——圆柱度测量仪，精度为 0.01μm，用来测量外圆圆柱度； 

——表面粗糙度测量仪，精度为 0.01μm，用来测量表面粗糙度。 

注： 本部分不排除其他达到测量精度要求的测量装置和方法。 

5.3.2 测量参数及指标 

测量具体的参数及指标应符合4.2中的要求。 

5.3.3 测量程序 

5.3.3.1 外径测量 

光纤毛细管外径测量采用激光外径测量仪进行测量，直接读取数值，测量装置和部位如图6和图7

所示，每个毛细管至少应测量图7所示的3个位置的数值，其差值应符合表1、表2和表3中F值的要求。 

测量步骤如下： 

a) 将光纤毛细管固定在载物台上； 

b) 使用激光外径测量仪分别至少测量毛细管的 3个不同位置，测试仪直接读取数据； 

c) 3个不同测试位置的最大值，即为毛细管的外径值。 

 

图6 毛细管外径测量装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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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毛细管外径测量部位示意 

5.3.3.2 内径测量 

采用针规法测量，针规应采用耐磨的材料制成，如碳化钨，需要具备较高的硬度，针规采用通针规

和止针规配对使用，其中： 

——通针规：直径应大于等于毛细管内径公差的下限值，其差值应≤0.2μm； 

——止针规：直径应大于等于毛细管内径公差的上限值，其差值应≤0.2μm。 

通针规应当可以穿过毛细管内孔，如图8所示，止针规不可穿过毛细管内孔，如图9所示。 

 

图8 毛细管内径通规测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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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毛细管内径止规测量示意 

5.3.3.3 同心度测量 

同心度的测量以下两种方法： 

a) 毛细管外圆柱面参照法； 

将毛细管安装在一个V型槽或定心的装置中并旋转，通过测量毛细管内径的位移量得出同心度值。 

测量步骤如下： 

1) 清洗毛细管的内孔保证其中无灰尘，毛刺或其他的阻碍物； 

2) 将毛细管放入 V型槽或定心装置中，如图 10所示； 

3) 用激光探测内孔边缘，若为探针测试，将探针放入试验前毛细管端内孔，放入深度为 0～

100μm，探针水平夹角小于 15°； 

4) 利用激光测试仪对准探针位置； 

5) 将毛细管旋转 360度以上； 

6) 记录探针的最大位移变化量 C。 

 

图10 同心度测量示意 

b) 毛细管内孔参照法 

采用千分尺测量同心度。毛细管的内孔被固定在测量仪器上的轴上，通过旋转毛细管，测量毛细管

外径的位移来测量同心度。 

测量步骤如下： 

1) 清洗毛细管的内孔保证其中无灰尘，毛刺或其他的阻碍物； 

2) 如图 11 所示，将毛细管固定在测试装置的固定顶针上； 

3) 将千分尺的探头搭在毛细管外径表面上，旋转毛细管，测量毛细管外表面的位移量； 

4) 记下千分尺的最大读数 C1和最小读数 C2，则同心度 C=C1-C2，单位为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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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毛细管内孔孔参照法装置 

5.3.3.4 外圆圆度测量 

采用圆度仪测量，测量装置如图12所示，毛细管固定在载物台并转动一周，测得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差值的一半即为圆度。 

 

图12 毛细管外圆圆度/圆柱度测量装置 

5.3.3.5 外圆圆柱度的测量 

采用圆度仪测量，测量装置如图12所示，毛细管固定在载物台并转动一周，探针置于毛细管外圆柱

面沿轴向移动，测量三个点的轨迹，测量轨迹如图12中的轨迹1，轨迹2，轨迹3所示，不同截面上测量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直径差值的一半即为圆柱度。 

5.3.3.6 角偏差 

毛细管角偏差通常采用针规辅助法和投影法测量。 

角偏差针规辅助法测量装置如图13所示。 

测量装置要求如下： 

——针规：长度要求≥30mm；外径与毛细管内孔间隙要求≤0.5μm； 

——V型支撑座：V型槽角度为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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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仪：测量精度为 10μm，测试仪与毛细管外圆柱轴线垂直。 

 

图13 角偏差针规辅助法测量装置 

 a=
L

arctg
2


 ....................................... (1) 

式中： 

a----角偏差，单位为度； 

ΔX----激光测试仪测试的变化量，单位为mm； 

L----毛细管端面与激光测试面的距离，单位为mm。 

5.3.3.7 表面粗燥度的测量 

使用表面粗糙度测量仪进行测量。 

5.3.3.8 偏心距的测量 

同心度的测量方法适用于偏心距的测量。 

5.4 试验条件 

5.4.1 环境性能试验 

5.4.1.1 温湿老化试验 

试验步骤如下： 

a) 毛细管试样在 20倍以上放大镜检查，端面平滑，无划痕、斑点、裂痕、大缺损等现象； 

b) 将试样放置在 85℃，85%RH的恒温恒湿箱内，要求恒温恒湿想的温度精度为±2℃,湿度精度为

±2%，时间持续为 2000h； 

c) 试验结束后，将试样取出在常温下放置 2h,试样在 20倍放大镜中观察，端面应平滑，无划痕、

斑点、裂痕、大缺损等现象。 

5.4.1.2 温度循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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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步骤如下： 

a) 毛细管试样在 20倍以上放大镜检查，端面平滑，无划痕、斑点、裂痕、大缺损等现象； 

b) 将试样放置在-40℃～+85℃温度循环箱内，要求温度精度为±2℃,极限温度下的维持时间大于

等于 15min,500次循环； 

c) 试验结束后，将试样取出在常温下放置 2h,试样在 20倍放大镜中观察，端面应平滑，无划痕、

斑点、裂痕、大缺损等现象。 

5.4.1.3 高温试验 

试验步骤如下： 

a) 毛细管试样在 20倍以上显微镜检查，端面应平滑，无划痕，斑点，裂痕，缺损等现象； 

b) 将试样放置在 85℃的高温箱内，要求高温箱的温度精度为±2℃，持续时间 2000h； 

c) 试验结束后，将试样取出后在常温下放置 2h,试样的端面在 20 倍以上显微镜中观察，端面应

平滑，无划痕，斑点，裂痕，缺损，起层，波浪形和鱼鳞状等现象发生。 

5.4.1.4 低温试验 

试验步骤如下： 

a) 毛细管试样在 20倍以上显微镜检查，端面应平滑，无划痕，斑点，裂痕，缺损等现象； 

b) 将试样放置在-40℃的低温箱内，要求高温箱的温度精度为±2℃，持续时间 2000h； 

c) 试验结束后，将试样取出后在常温下放置 2h,试样的端面在 20 倍以上显微镜中观察，端面应

平滑，无划痕，斑点，裂痕，缺损，起层，波浪形和鱼鳞状等现象发生； 

5.4.2 机械性能试验 

5.4.2.1 密度测量 

采用排水法来测量毛细管密度。 

测量步骤如下： 

a) 测量空瓶重量 W1； 

b) 测量空瓶注满水后的总重量 W2； 

c) 测量空瓶加产品的总重量 W3； 

d) 测量空瓶加产品再注满水后的总重量 W4； 

按照公式（2）计算： 

 
水


/)]()[(

)(

3412

13

wwww

ww




  .............................. (2) 

式中： 

 ----为毛细管密度，单位为 g/cm
3
； 

 水----为测量环境下水密度，单位为 g/cm
3
； 

W1----为空瓶重量，单位为 g； 

W2----为空瓶加注满水的总重量，单位为 g； 

W3----为空瓶加产品的中重量，单位为 g； 

W4----为空瓶加产品再注满水的总重量，单位为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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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 抗弯强度试验 

毛细管的抗弯强度直接影响产品的寿命，若抗弯强度太小，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毛细管断裂情

况。抗弯强度的测试原理如图14所示。 

 

 

图14 抗弯强度测试原理图 

试验步骤如下： 

a) 压头位置处于支撑跨距的中心位置。要求 1.8mm毛细管抗弯支撑跨距 L为 5mm,1.0毛细管抗弯

支撑跨距 L为 3mm,压头宽度小于 1mm； 

b) 在压力位置正上方施加速率为 10N/s的递增压力； 

c) 继续施加压力至毛细管断裂，记录施加压力最大值作为测试值 P； 

d) 通过公式（3）得出抗弯强度 f 。 

 
3

4

πD

)1(8 dPL
f


  .................................... (3) 

式中： 

f ----抗弯强度，单位为 MPa； 

P----施加的最大压力值，单位为 N； 

D----毛细管外径值，单位为 mm； 

E----毛细管内径值，单位为 mm； 

L----支撑点间跨距，单位为 mm。 

5.4.2.3 硬度试验 

使用检测莫氏硬度的测试仪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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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评定程序 

6.1 鉴定批准程序 

6.1.1 初始制造阶段 

初始制造阶段定义为：将毛细管毛坯制作成毛细管成品的制造阶段。 

6.1.2 结构类似元器件 

为鉴定和质量一致性检验，按下列界限对结构类似元器件进行定义： 

a) 具有相同的配合面尺寸； 

b) 用基本相同的材料制造； 

c) 按基本相同的设计制造； 

d) 采用基本相同的工艺和方法制造。 

6.1.3 鉴定批准程序 

采用固定样品质量检验程序进行鉴定批准。按照表7进行并按本部分固定的性能要求检验，检验一

经成功完成，作为结构类似元器件而提交的全部规格产品将获得鉴定批准。 

a) 样品 

被鉴定的样品应是成品毛细管。在完成了“0”组样品检验后，其他各组样品应从“0”组样品

中随机抽取。 

b) 试验 

按照表 9规定的方法和顺序进行试验，这些样品应满足本部分规定的机械和环境性能要求。 

表9 固定样品质量抽检程序 

检验顺序 相应方法 产品数量 

0组检验 

----零部件外观检查 

----尺寸 

 

5.2 

5.3 

 

33 

1组检验 

----湿热老化 

----低温 

 

5.4.1.1 

5.4.1.4 

 

11 

2组检验 

----温度循环 

----高温 

 

5.4.1.2 

5.4.1.3 

 

11 

3组检验 

----密度 

----抗弯强度 

----硬度 

 

5.4.2.1 

5.4.2.2 

5.4.2.3 

 

11 

6.2 质量一致性 

6.2.1 逐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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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正常生产有要求时，可采用逐批检验。逐批检验包括对样品进行表10中规定的A组检验。被检样

品应从近期批量生产中随机抽取，抽取样品数量按GB/T2828.1-2012规定。 

表10 逐批质量检验程序 

检验顺序 相应方法 
设定水平 

检验水平（IL） 合格质量水平（AQL) 

A组 

----外观检验 

----尺寸 

 

5.2 

5.3 

II 0.4 

6.2.2 周期检验 

 当有规定要求时，可采用周期性检验。周期检验包括对样品进行表11中B组检验，应互相维持检验

周期。检验一经成功完成，以结构类似元器件而提交的全部规格产品，将获得周期检验批准。 

表11 周期质量检验程序 

检验顺序 相应方法 
设定水平 

产品数量 月单位周期（P） 

B0 组 

----外观检验 

----尺寸 

 

5.2 

5.3 

33 24 

B1组 

----湿热老化 

----低温 

 

5.4.1.1 

5.4.1.4 

11 24 

B2组 

----温度循环 

----高温 

 

5.4.1.2 

5.4.1.3 

11 24 

B3组 

----密度 

----抗弯强度 

----硬度 

 

5.4.2.1 

5.4.2.2 

5.4.2.3 

11 24 

a) 样品 

被鉴定的样品应是成品毛细管。在完成了“B0”组样品检验后，其他各组样品应从“B0”组样

品中随机抽取。 

b) 试验 

按照表 11规定的方法和顺序进行试验，试验样品应满足本部分规定的机械和环境性能要求。 

7 检验 

7.1 检验分类 

毛细管的检验分两类：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1 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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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日常检验和抽样检验两种。 

7.1.1.1 日常检验 

该检验是生产厂家对全部产品进行的检验，其检验数据应随同产品提交给用户，毛细管需要进行日

常检验的项目：外观，尺寸。 

7.1.1.2 抽样检验 

该检验是质量检验部门从批量生产中或不同时期产品中按一定比例抽取完整的产品或样品进行的

检验。毛细管的抽样检验按6.2.1规定进行。 

7.2 型式检验 

毛细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一般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 

b) 正式生产后，如在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长期停产 12月后，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鉴定时的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别时； 

e) 正常生产 24 个月后；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注：型式检验按质量评定程序中的6.2.2进行。 

8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8.1 标志 

8.1.1 标志内容 

产品应标明产品型号/规格/编号/批次及安全等标志。 

8.1.2 标志要求 

进行全部试验后，标志应保持清晰。标志损伤了的产品必须重新打印标志，以保证发货之前标志的

清晰。 

8.1.3 污染控制标志 

产品的污染控制标志应按SJ/T11364-2006第5章固定，在包装盒或产品上打印带电子信息产品污染

控制标志。 

8.2 包装 

产品应有良好的包装及防护槽，避免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损坏。包装盒上应有产品名称，型号和规格，

生产厂家，产品执行标准号，防护标识，激光防护标志等。 

包装盒内应有产品说明书。说明书内容包括产品名称，型号，主要技术指标，极限工作条件，安装

尺寸，使用注意事项等。 

8.3 运输 

包装好的产品使用常用的交通工具运输，运输中避免雨水，雪的直接淋袭，烈日暴晒和猛烈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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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储存 

产品应储存在环境温度为-10℃～+40℃，相对湿度不大于80%且无腐蚀性气体/液体的仓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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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毛细管加速老化试验方法 

A.1 毛细管加速老化试验方法 

毛细管加速试验方法试验步骤如下： 

a) 毛细管试验的端面抛光后，在 20 倍以上显微镜检查，端面应平滑，无划痕，斑点，裂痕，缺

损等现象； 

b) 将试样放置于 PCT试验箱内，要求温度为 121℃，压强 0.2MPa，并密封保持 72h； 

c) 试验结束后，将试样去除后在常温下放置 4h，试样的端面在 20倍以上显微镜中观察，端面应

平滑，无划痕，斑点，裂痕，缺损等现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