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 / L F Q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企业标准

Q/LFQ J07.012-2008

2008-09-10发布                                                   2008-09-20实施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发布

汽车用低压电线束技术条件

f1b715a8-b4f8ab1f-1459255b-63bb5ffb



f1b715a8-b4f8ab1f-1459255b-63bb5ffb



Q/LFQ J07.012-2008

目 　　次

前言……………………………………………………………………………………………………………I

1  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和定义…………………………………………………………………………………………………1

4  技术要求…………………………………………………………………………………………………2

5  试验方法……………………………………………………………………………………………………6

6  检验规则……………………………………………………………………………………………………9

7  标志、包装、储存和保管…………………………………………………………………………………10

附录 A（规范性附录）………………………………………………………………………………12

f1b715a8-b4f8ab1f-1459255b-63bb5ffb



                                                                    Q/LFQ J07.012-2008

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 QC/T 29106-2004《汽车用低压电线束技术条件》的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规定

了汽车电器零部件的具体要求和包装、标识的技术规范。

本标准由重庆力帆乘用车公司汽车研究院电气所提出。

本标准由重庆力帆乘用车公司汽车研究院电气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由重庆力帆乘用车公司汽车研究院负责归口。

本标准起草人：陈雨康  王雨

本标准批准人：王忠威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发布情况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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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用低压电线束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用低压电线束(以下简称电线束)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储存

和保管。

本标准适用于标称电压低于 50V的各种汽车用电线束(含单根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

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

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1121 汽油机油

GB 17930 车用无铅汽油

GB/T 2828.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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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3527.2 软聚氯乙烯管(电线绝缘用)

HG/T 2196 机动车辆用橡胶材料

JB/T 6313.1 电工铜编织线 一般规定

JB/T 6313.2 电工铜编织线 斜纹编织线

JB/T 6313.3 电工铜编织线 直纹编织线

JB/T 8139 公路车辆用低压电缆(电线)

JJG 4 钢卷尺

QB/T 2423 聚氯乙烯(PVC)电气绝缘压敏胶粘带

QC/T 238 汽车零部件的储存和保管

QC/T 413-2002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QC/T 414 汽车用低压电线的颜色

QC/T 417.1 车用电线束插接器 第 1部分：定义、试验方法和一般性能要求(汽车部分)

QC/T 417.3 车用电线束插接器 第 3部分：单线片式插接件的尺寸和特殊要求

QC/T 417.4 车用电线束插接器 第 4部分：多线片式插接件的尺寸和特殊要求

QC/T 417.5 车用电线束插接器 第 5部分：用于单线和多线插接器的圆柱式插接件的尺寸和特殊要求 

QCn 29010 汽车用低压电线接头 型式、尺寸和技术要求

QCn 29013 汽车用蓄电池电线接头 型式、尺寸和技术要求

JIS C 3102 电工用软铜线

JIS C 3406 汽车用低压电缆

Q/LFQ C01.005-2008 汽车零部件标记要求

Q/LF J11.004-2007 力帆汽车零部件原包装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及 QC/T 417.1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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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干线 main stem

电线束中两根或两根以上电线包扎在一起的部分(如图 1所示)。

3.2 支线 lateral

电线束中电线的末端没有包扎的部分或单根电线(如图 1所示)。

3.3 分支点 embranchment point

电线束中干线与干线或干线与支线中心线的交点(如图 l所示)。

图

1

3.4 

接

点  

juncture

电线与电线的连接点(如图 1所示)。

3.5 端子 terminal

插接件和接头的统称。

3.6 干区 desiccation bound

安装在驾驶室、乘员室、行李舱内等部位的电线束不需做特殊防水防护处理的区域。

3.7 湿区 damp bound

除干区以外，电线束需做特殊防水防护处理的区域。

3.8  刺破连接 SKT

端子将电线绝缘层刺破与电线导体相接，达到良好的电接触并具有一定抗拉力的连接方式。

4  技术要求

4.1  电线束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4.2  电线束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4.2.1  干线和保护套管长度宜不小于 100mm，并为 10的倍数。如：100mm、110mm、120mm等。

4.2.2  支线长度宜不小于 30mm。

4.2.3  接点之间，接点与分支点之间距离宜不小于 20mm。

4.2.4  电线与端子连接处需装绝缘套管时，绝缘套管长度不得小于 20mm。

4.2.5  护套与线束间的绝缘胶带裸露尺寸应在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中表述，不宜超过

100mm。

4.2.6  电线束基本尺寸极限偏差应符合表 1规定。

                          表 1  基本尺寸极限偏差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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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偏差
电线束基本尺寸

干线 支线 保护套管

≤200
＋20

－10

＋20

－10

＞200～500
＋25

－10

＋30

－10

＋10

－5

＞500～1000
＋25

－10

＋40

－10

＞1000～2000
＋30

－10

＋45

－10

＋20

－10

＞2000～5000
＋40

－10

＋55

－20

＞5000
＋50

－20

＋75

－20

±30

4.3  电线束中所用材料和零部件在无特殊规定时应分别符合下列要求。

4.3.1  电线的颜色应优先采用 QC/T 414的规定。

4.3.2  接头应符合 QCn 29010和 QCn 29013的规定。

4.3.3  插接器应分别符合 QC/T 417.1、QC/T 417.3、QC/T 417.4、QC/T 417.5的规定。

4.3.4  电线应符合 JB/T 8139或 JIS C 3102、JIS C 3406的规定。铜编织线应分别符合 JB/T 6313.1、JB/T 

6313.2、JB/T 6313.3的规定。若采用的是非本要求规定的电线，应在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

中表述。

4.3.5  软聚氯乙烯管应符合 GB/T 13527.2的规定。

4.3.6  橡胶制品材料应符合 HG/T 2196的规定。

4.3.7  聚氯乙烯压敏胶粘带应符合 QB/T 2423的规定。

4.4  端子与电线连接应优先采用压接方法，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4.4.1  端子应分别压紧在导体和绝缘层上，导体不应压断，绝缘层不应压人导体压接部位，在图 2所示

的 a区中可见电线导体，但不能妨碍插接。

4.4.2  绝缘层压接部位经不少于 3个循环的弯折试验后，在图 2所示的 b区中仍可见绝缘层。

4.4.3  采用压接方法的端子与电线压接处的横断面应符合附录 A的要求。

4.4.4  采用钎焊的方法时，不允许使用腐蚀性焊剂。焊点应光滑，不允许存在漏焊、未焊透、焊剂夹杂

等缺陷。

       

图 2

4.4.5  端子在护套中的保持力和端子与电线连接的拉脱力应分别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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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1  每个插接件插入壳体型腔中，并插接到位后，在插接件与电线压接连接的轴向方向加不小于 70N

的恒定拉力，保持 100s,插接件不得从壳体中卸出或损坏。

4.4.5.2  端子与电线连接应牢固，在规定的拉力下不应损伤和脱开，其拉力值应不小于表 2的规定。

表 2  拉力值

导体公称截面积，㎜2 拉力 1) ，N 导体公称截面积，㎜2 拉力，N

0.30 50 4.00 405

0.50 75 6.00 675

0.75（0.85） 120 8.00 720

1.00 150 10.00 750

1.25 188 13.00 1200

1.50 225 16.00 2250

2.0 270 23.00 2850

2.50 300 35.00 3300

3.0 360 ≥50.00～120.00 4050

1）接点或一个端子同时连接两根及两根以上电线时，选择截面较大的电线测量拉力。

4.4.6  采用刺破连接方法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4.4.6.1  电线端面应平整，并与电线的轴线相垂直。端面处导体与绝缘层应在同一平面上。在连接处电

线应不弯曲，并在图 3所示 a区内可见电线端部。

4.4.6.2  端子与电线连接应牢固，在规定的拉力下不应损伤和脱开。

图 3

4.4.7  端子与电线连接处的电压降应不大于表 3的规定。

表 3  电压降

导体公称截面积

㎜2

试验电流

A

电压降

mV

导体公称截面积

㎜2

试验电流

A

电压降

mV

0.30 3 2 6.00 40 20

0.50 5 3 8.00 45 23

0.75（0.85） 10 5 10.00 50 25

1.00 15 8 13.00 55 22

1.25 18 9 16.00 60 15

1.50 20 11 25.00 70 18

2.50 30 16 35.00 80 20

3.00 32 17 50.00 90 23

4.00 35 18 70.00 100 25

4.5  接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4.5.1  采用压接方法时，导体不应压断，接点横断面应符合附录 A的要求。

f1b715a8-b4f8ab1f-1459255b-63bb5f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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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采用钎焊的方法时，不允许使用腐蚀性焊剂。焊点应光滑，不允许存在漏焊、未焊透、焊剂夹杂

等缺陷。

4.5.3  采用无焊料焊接方法时焊接处表面不允许出现氧化、断丝、缺损和绝缘层熔化现象。如图 4所示，

焊接与未焊接的过渡部位 a应呈圆弧状，且在 b区可见未焊接的导体端部。

 

图 4

4.5.4  接点应牢固，在规定的拉力下不应损伤和脱开，其拉力值应不小于表 2规定。采用无焊料焊接方

法时撕裂力应不小于表 4的规定。

表 4  撕裂力

导体公称截面积,㎜2 撕裂力 1),N

0.30 10

0.50 15

0.75（0.85） 23

1.00 35

1.25 40

1.50 45

2.50 70

4.00 100

6.00 130

1)不同截面焊接后选择截面较小的电线测量撕裂力。

4.5.5  干区和湿区接点表面绝缘应良好，绝缘材料应靠紧在接点部位上，无位移、脱开现象。

4.5.6  湿区接点的绝缘处理部位应采用带密封胶的绝缘材料进行处理，经防水试验后绝缘电阻不低于

100MΩ。

4.6  密封塞在压接时不应损伤。电线与密封塞之间、密封塞与护套之间不应有目视可见的间隙。

电线和密封塞与端子压接后，在图 5所示的 a区内应可见密封塞和电线绝缘层的端部。

4.7  电线束包扎时，应紧密、均匀，不应松散。采用保护套管时，无位移和影响电线束弯曲现象。

4.8  电线束中电线与端子连接处的绝缘套管应紧密套在连接部位上，无位移、脱开现象。

4.9  电线束中电线及零部件应正确装配，不应有错位现象，端子在护套中不应脱出。

4.10 电线束中线路导通率为 100%，无短路、错路现象。

f1b715a8-b4f8ab1f-1459255b-63bb5f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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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4.11  线束中互不相连的导线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5MΩ。电线束经按本标准中 5.10规定的方法试验，

试验后绝缘不会被击穿，且符合本标准中 4.10的规定。

4.12  电线束的耐温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4.12.1  电线束应分别按表 5安装位置经耐低温性能试验后，应符合本标准中 4.5.5、4.7、4.8、4.10的

规定。

4.12.2  电线束应分别按表 5安装位置经耐高温性能试验后，应符合本标准中 4.4.7、4.5.5、4.7、4.8、4.10

的规定。

4.12.3  电线束应分别按表 5安装位置经 QC/T 413中 3.10.3规定的耐温度变化性能试验后，应符合本标

准中 4.4.7、4.5.5、4.7、4.8、4.10的规定。

4.13  电线束经 QC/T 413中 3.11规定的耐温度、湿度循环变化性能试验后，应符合本标准中 4.5.5、

4.7、4.8、4.10的规定。

                                表 5  工作温度及贮存温度                                ℃

安装位置
项目

装在发动机上的电线束 装在发动机罩下的电线束 装在其他部位的电线束

下限工作温度 -40

下限贮存温度 -40

上限工作温度 125 95 75

上限贮存温度 135 105 85

4.14  电线束经受 QC/T 413-2002中 3.12规定的耐振动性能试验后，应符合本标准中 4.5.5 、4.7、4.8、

4.9、4.10的规定。

4.15  电线束经 QC/T 413-2002中 3.13规定的持续时间为 48h的耐盐雾性能试验后，应符合本标准中 4.10

的规定。

4.16  电线束宜进行耐工业溶剂性能试验，其溶剂种类推荐采用玻璃清洗剂、车用无铅汽油、汽油机油。

试验后应符合本标准中 4.5.5 、4.7、4.8、4.10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在具体试验方法中如无其他规定，试验应在下述条件下稳定 2h后进行：

　　环境温度：18℃～28℃；

　　空气相对湿度：45%～75%；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工作状态的试验电压和负载电流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要求进行。

f1b715a8-b4f8ab1f-1459255b-63bb5f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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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电线束尺寸用钢卷尺检测，应符合本标准中 4.2的规定。

5.3  电线束外观用目视法检查，应符合本标准中 4.4.1、4.4.3、4.4.6.1、4.5.2、4.5.3、4.5.5、4.6、

4.7、4.8、4.9的规定。

5.4  绝缘层压接部位弯折试验按图 2所示进行。以轴线为基准弯折 30°，再向相反方向弯折 60°，然后

回到轴线这一过程为一个循环。

5.5  电线与端子连接、刺破连接、接点的拉力和撕裂力试验应用示值相对误差不大于 1%的拉力试验机检

测，拉力试验机夹头的位移应匀速运动，其速度为 25mm/min～l00mm/min。

5.5.1  电线与端子连接、刺破连接、接点的拉力试验沿电线轴线方向施加拉力。 

5.5.2  无焊料焊接接点撕裂力试验如图 6所示。

图 6

5.5.3  采用合适的试验装置，进行插接件保持力的试验。试验需符合 4.4.5.1要求。

5.6  端子与导体压接和压接接点横断面检验应按下述方法进行。

5.6.1  试样的制作：将受检试样按图 7所示位置(应避开端子的加强筋)截断后，取其中一侧作为试样，

其断面应磨平，并做化学腐蚀处理，直至能够完全显示截面状态。

5.6.2  试样检验：将做好的试样断面用显微镜观察，按附录 A要求对照检验。

图 7

5.7  端子与电线压接处的电压降试验按图 8所示，在端子与电线压接处中间位置至电线 75mm长的电线处

(剥去绝缘层钎焊牢固)的两点间测量，扣除 75mm长的电线电压降后既为端子与电线压接处的电压降。当

一个端子同时连接两根或两根以上电线时对各根电线分别施加电流以测量电压降。 

图 8

5.8  用图 9所 示装置进行接点防水试

验。将经过防水处理的接点 浸泡在不低于 100mm深的

f1b715a8-b4f8ab1f-1459255b-63bb5f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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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液中1h后，用直流电压100V±10%，量程 0～200MΩ(示值误差为±3%)的绝缘电阻测试装置或精度为 1.5级的兆欧

表测量绝缘电阻。

1—绝缘电阻测试装置或兆欧表；2—经防水处理后的接点；3—电极；4—玻璃容器；5—水溶液

图 9

5.9  线路导通、短路、错路的检验，在专用检验装置上进行。

5.10  在本标准中 5.1规定的条件下用 500V兆欧表对线束中互不相连的导线间的绝缘电阻进行试验，试

验后应符合本标准中 4.11的规定。

5.11  电线束耐低温试验

5.11.1  将试样放在表 5中下限工作温度值的低温箱内，温度偏差为±2℃，给试样通以设计图样规定的

试验电压和负载电流，时间为 8h，再在常温下放置 24h后，检验电线束应符合本标准中 4.12.1的规定。

当试验设备不能满足时允许用本标准中 5.11.2代替。

5.11.2  将试样放在表 5中下限贮存温度值的低温箱内，温度偏差为±2℃，时间为 8h，再在常温下放置 24h

后，检验电线束应符合本标准中 4.11.1的规定。

5.12  电线束耐高温试验

5.12.1  将试样放在表 5中安装位置所对应的上限工作温度值的高温箱内，温度偏差为±2℃，给试样通

以设计图样规定的试验电压负载电流，时间为 8h，再在常温下放置 24h后，检验电线束的相应部位应符合

本标准中 4.12.2的规定。当试验设备不能满足时允许用本标准中 5.12.3代替。

5.12.2  将试样放在表 5中安装位置所对应的上限储存温度值的高温箱内，温度偏差为±2℃，时间为 8h，

再在常温下放置 24h后，检验电线束的相应部位应符合本标准中 4.12.2的规定。 

5.13  电线束耐温度变化试验，在不工作状态下进行。根据试样的安装位置将表 5中下限工作温度值和上

限工作温度值作为试验温度，在每一种温度中的暴露时间为 2h，温度转换时间不大于 12min，循环次数为

5次。再在常温下放置 24h后，检验电线束的相应部位应符合本标准中 4.12.3的规定。

5.14  电线束耐温度、湿度循环变化试验，按 QC/T 413-2002中 4.11在不工作状态下进行，再在常温下

放置 24h后检验电线束应符合本标准中 4.12的规定。

5.15  电线束耐振动试验，在不工作状态下，按 QC/T 413-2002中 4.12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后检

验电线束应符合 QC/T413-2002中 4.13的规定。

5.16  电线束耐盐雾试验按 QC/T 413-2002中 4.13规定进行，试验后检验电线束应符合 QC/T413-2002中

4.14的规定。

5.17  电线束耐工业溶剂试验，在不工作状态下进行。按表 6规定的溶剂顺序，同一试样经每种溶剂 20

个循环后按不同的安装位置分别进行检验。试验后检验电线束应符合本标准中 4.1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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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试验用溶剂和循环条件

1个循环 试验部位

浸入 干燥序号 溶剂

 时间,min 温度,℃ 时间,min 温度,℃

装在发动机上及发

动机罩下的电线束

装在其他部位的

电线束

1 玻璃洗涤剂 √ √

2 车用无铅汽油1)
23±2

√

3 汽油机油 2)

3

80±2

30 23±5

√

注：带“√”符号表示应按规定进行试验。 1）车用无铅汽油应符合 GB 17930的规定   2）汽油机油应符合 GB 

11121的规定。

6  检验规则

6.1  电线束须经检验合格方能出厂，并附有证明产品质量合格的文件或标记。

6.2  电线束的检验分出厂检验、接收检验和型式检验。

6.3  出厂检验应符合表 7的规定。

表 7  出厂检验内容

序号 检验内容 技术要求条号 试验方法条号 检验方式

1 电线束尺寸

4.2.1

4.2.2

4.2.4

4.2.6

5.2

4.4.1 5.3

4.4.2 5.4

2 端子与电线连接 ●
4.4.4

4.4.6.1

4.5.2

4.5.3

4.5.5

3 电线束包扎
4.7

4.8

4 零部件的安装 4.9

5.3

5 接点防水 ● 4.5.6 5.8

6 线路导通、短路、错路 4.10 5.9

全检 1)

7 拉力 ●
4.4.5

4.4.6.2

8 接点拉力和撕裂力 ● 4.5.4

5.5

9 密封塞压接 ● 4.6 5.3

抽检 2)

注：有“●”检验内容在没有特殊要求时宜在生产过程中检验。

     1)检项目必须全部合格。

2)检项目按 GB/T 2828.1规定，特殊检查水平 S-3，合格质量水平 AQL1.5，采用一次正常检查抽样方案。

6.4  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易地生产批量投产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成批或大量生产的产品每 2年不少于一次；

　　d)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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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国家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5  进行型式检验的产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能够覆盖整个加工工艺的产品中随机抽取。共抽取 10个

样本，先按出厂检验项目检验，合格后分成三组，第 1组和第 2组各为 2个样本；第 3组为 6个样本。每

组样本的检验项目和检验顺序应符合表 8规定。

   表 8  型式检验项目和顺序

组别 检验顺序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条号 试验方法条号

1 耐振动性能 ● 4.14 5.15

2 耐盐雾性能 ● 4.15 5.16

3 接点间尺寸 4.2.3 5.2

4 压接接点横断面 4.5.1 5.6

1

5 端子与导体横断面 4.4.3 5.6

1 电压降 ● 4.4.7 5.7

2 绝缘电阻 4.11 5.102

3 耐工业溶剂性能 ● 4.16 5.17

1 耐低温性能 4.12.1 5.11

2 耐高温性能 4.12.2 5.12

3 耐温度变化性能 4.12.3 5.13
3

4 耐温度、湿度循环变化性能 ● 4.13 5.15

注：带“●”号的项目，在用户有要求时进行检验（新产品除外） 。

6.6  端子与导体压接横断面检验数量，压接接点横断面检验数量，端子与导体压接的电压降检验数量，

均按每个样本中端子或接点总数的 10%随机抽取，但最少不得少于 6个，如果端子或接点总数不足 6个则

全检。检验宜最大限度地包括各种类型的端子或接点。

6.7  产品的型式检验必须全部合格。如有一项不合格时，允许重新抽取加倍数量的产品，对该不合格项

目进行复检。如仍不合格，则代表的产品判为不合格。

6.8  用户有权按 GB/T 2828.1-2003的规定进行验收，推荐采用：

　  ——检查水平：一般检查水平Ⅱ；

　　——合格质量水平：AQL为 4.0；

　　——抽样方案：一次正常检查抽样方案。

7  标志、包装、储存和保管

7.1  标志

7.1.1  状态标识应符合 Q/LFQ C01.005-2008的规定。

7.1.2  电线束应附有不易脱落的明显标志。

7.1.3  产品标志的内容如下：

　　a) 产品名称；

　　b) 型号或适用车型；

　　c) 制造厂或商标；

　　d) 制造日期或批次号；

　　e) 用户要求的条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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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包装

7.2.1  包装应符合 Q/LF J11.004-2007的规定，每个包装箱的外壁还应有包装箱的长×宽×高尺寸，并

应有“小心轻放”、“防止踩踏”“防湿”、堆码高度等字样或标志。

7.2.2  装箱文件：

　　a) 装箱单；

　　b) 产品出厂合格证； 

　　c) 用户提出需要的使用维护说明书。

7.3  储存和保管

　　产品的储存和保管应符合 QC/T 238 的有关规定。产品的储存期通常为 2年，在储存期满 2年时，产

品仍应符合本标准上述的规定。

8 三包责任

8.1汽车用低压电线束包修期限不低于 3年或者行驶里程 6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汽车用低压电线束

三包有效期限不低于 2年或者行驶里程 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8.2汽车用低压电线束易损耗零部件包修期限不低于 1年或者行驶里程 1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8.3汽车用低压电线束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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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端子与电线导体压接处和压接接点处横断面的要求

A.1  端子与电线导体压接处和压接接点处横断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A.1.1  如图 A.1所示，导体中所有单线的断面应呈不规则多边形，导体与端子相接部位、单线与单线之

间应无明显缝隙，端子压接部位应包住全部导体。端子压接的卷曲部分 a、b必须相接，且对称。

图 A.1

A.1.2  如图 A.2所示，端子压接卷曲部分 a、b端部距底部 c的距离 d不小于单线标称直径的 1/2。

图 A.2

A.1.3  如图 A.3所示，横断面底部两侧的毛刺高 e应不超过端子压接后的厚度 g，毛刺宽度 f应不超过 g

的 1/2。

图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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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端子与电线导体压接处和压接接点处横断面不允许存在下列任何一种缺陷。 

A.2.1  如图 A.4所示，端子卷曲部分 a、b之间有缝隙。

图 A.4

A.2.2  如图 A.5所示，端子卷曲 a或 b的端部与端子其他部位相接。

图 A.5

A.2.3  如图 A.6所示，横断面上端子压接部位出现裂纹 h。

图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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