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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T14960—1994《电视广播接收机用红外遥控发射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与

GB/T14960—1994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取消了“命名方式”“表面硬度”(1994年版5.3,6.1)的要求;
———增加了“载波频率”(见4.14)的要求和测试方法;
———调整了“按键负荷力”(见4.16,1994年版8.2)的范围;
———对“跌落试验”(见4.22.6,1994年版9.6)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
———对“耐溶剂性试验方法”(见5.2.7,1994年版6.4.2)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音频、视频及多媒体系统与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2)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长虹器件科技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京东方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夏普电子有限公司、山东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北京三星通信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邓剑、李欣欣、邓先富、孙齐峰、王周宏、卢刚、孟栋、胡海宁、吴萍萍。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4960—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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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广播接收机用红外遥控发射器技术
要求和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视广播接收机(以下简称电视机)配套用红外遥控发射器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电视机配套用红外遥控发射器(以下简称遥控器),对具有红外遥控功能的同类产品

配套用红外遥控发射器也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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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A:低温试验方法

GB/T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B:高温试验方法

GB/T2423.10—2008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Fc:振动(正弦)试验方法

GB/T5465.2—2008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GB/T9384—2011 广播收音机、广播电视接收机、磁带录音机、声频功率放大器(扩音机)的环境

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红外遥控发射器 infraredremotecontrolradiationunit
通过红外发射器件,发射被编码脉冲信号调制的红外光,在一定距离控制相应设备的有关功能的

装置。

3.2
红外遥控电视广播接收机 televisionbroadcastreceiverwithinfraredremotecontrolsystem
在一定距离,能接收红外遥控发射器发出的指令,控制有关功能的电视机。

3.3
待机状态 stand-by
红外遥控电视广播接收机工作的电源被切断,遥控接收部分的电源没有被切断的状态。

3.4
静音 muting
红外遥控发射器发出指令,使电视广播接收机无声音时的状态。

3.5
辐照度 irradiance
投射在单位面积上的,以辐射形式发射、传输或接收的功率。
注: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W/m2)或微瓦每平方厘米(μW/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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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要求

4.1 外观

遥控器外观不能有划伤、污损、开裂、变形、变色、凹陷、毛刺、霉斑、镀涂层脱落及结构松动等现象。

4.2 标志

遥控器标志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标志、图形符号应符合GB/T5465.2—2008的规定,遥控器常用图形符号可参考附录A;
b) 在使用时,应清晰可见,且不致误解。

4.3 铭牌

遥控器铭牌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具有厂名和注册商标;
b) 应具有型号;
c) 铭牌不应翘起、脱落。
如果和电视机配套使用,也可和电视机具有相同的型号、厂名和注册商标。

4.4 使用说明

应具有使用说明书,并包括以下内容:
a) 遥控器的使用方法;
b) 各按键的用途;
c) 电源电压及使用范围;
d) 使用条件及注意事项等。
如和电视机配套使用也可以在电视机的使用说明书中说明。

4.5 耐温水

能耐不小于60℃温水,遥控器的色调不应起变化,字符、标志不应被擦掉。

4.6 字符、标志及涂饰部分的附着力

用透明胶带粘遥控器的字符、标志及涂饰部分后,不应有脱落现象。

4.7 耐溶剂性

遥控器表面能耐20%的食盐水、无水乙醇、食用油溶剂,表面硬度和外观应不出现异常,字符、标志

应清晰。

4.8 遥控器的红外光峰值辐照度

遥控器的红外光峰值辐照度应不小于40μW/cm2。

4.9 指向性

遥控器发射的红外光峰值辐照度为20μW/cm2 时,以遥控器发射点为顶点的圆锥角应不小于30°。

4.10 遥控器在欠压条件下的红外光峰值辐照度

遥控器所用电源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的75%时,遥控器的红外光峰值辐照度应不小于20μW/cm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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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遥控器在欠压条件下的指向性

遥控器的红外光峰值辐照度为10μW/cm2 时,以遥控器发射点为顶点的圆锥角应不小于30°。

4.12 功能检查

遥控器的各按键功能应正常。

4.13 静态工作电流

静态工作电流应不大于3μA。

4.14 载波频率

遥控器在额定电压及欠压条件下,载波频率偏差为基准值的±2%。

4.15 按键高度

遥控器各按键未按前的高度应不大于3mm。
遥控器的按键按入,并起作用时,其按键不低于上盖面。

4.16 按压按键工作时的负荷力

当按压遥控器按键起作用时,应有手感,各按键的负荷力应在0.8N~3.0N的范围内。同一遥控

器各相同形状按键的负荷力的离散性不大于0.4N。

4.17 按压强度

在遥控器按键操作平面中央,垂直加30N的负荷力,按压3min,各按键应无损坏,各按键的功能

正常,并仍能符合4.15和4.16中所规定的技术指标要求。

4.18 按键的复位

分别在遥控器按键约1/4位置的左端、右端和按键的左、右、前、后侧面施加10N的力,按压2min
后各按键的位置应完全复位,且符合4.15和4.16中所规定,各按键功能正常。

4.19 按键的负荷寿命

按压遥控器按键工作时,按键负荷寿命应不小于20万次,其中按键不到位的次数应不大于0.5%。

4.20 遥控器整体的耐压强度

在遥控器装电池的条件下,对遥控器的正面和底面分别施加100N的垂直力,遥控器不应有损坏,
且遥控功能正常。

4.21 电源盖板(包括滑动或平开盖板)的插拔寿命

连续插入拔出遥控器电源盖板不少于100次,应无异常。

4.22 环境试验

4.22.1 高温贮存试验

遥控器在温度为55℃的环境下,搁置2h后,恢复2h,应符合4.1、4.3c)、4.6、4.8、4.12、4.16、4.17
和4.18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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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恒定湿热试验

遥控器在温度为40℃,相对湿度为93%的环境条件下,搁置96h后,经4h恢复,应符合4.1、

4.3c)、4.6、4.8、4.12、4.16、4.17和4.18规定。

4.22.3 低温贮存试验

遥控器在温度为-25℃环境时,搁置2h后,恢复2h,应符合4.1、4.3c)、4.6、4.8、4.12、4.16、4.17
和4.18规定。

4.22.4 温度变化试验

遥控器应能承受图1中所示的温度循环变化试验,共5个循环试验后,应符合4.1、4.3c)、4.6、4.8、

4.12、4.16、4.17和4.18规定。

图1 温度变化试验温度循环变化示意图

4.22.5 扫描振动(正弦)试验

遥控器应能承受表1中所规定的振动试验,试验后,遥控器应符合4.1、4.3c)、4.8、4.9和4.12规定。

表1 正弦振动要求

频率范围

Hz

位移幅值

mm
扫描循环次数 要求

10~30~10 0.75 5

30~55~30 0.15 5
在工作面的垂直轴线上依次振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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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6 自由跌落试验

遥控器在装电池的条件下,不带包装,从80cm 的高度,按图2所示的规定,自由跌落在不小于

3cm 厚的木质地板上。试验后的遥控器应符合4.1、4.3c)、4.8、4.9和4.12规定,结构应无断裂。试验

过程中允许电池门脱落,但要求重新装配可恢复原状。

说明:

1  ———发射面;

2 ———正面;

3 ———底面;

4、5、6———三个侧面。

图2 自由跌落顺序示意图

5 测试条件及测试方法

5.1 测试的气候条件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的测试应在下列范围内的温度、湿度和气压的任意组合条件下稳定后进行测

试,测试用标准气候条件如下:
环境温度:15℃~35℃,优选20℃;
相对湿度:25%~75%;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5.2 测试方法

5.2.1 外观检查

在自然光或荧光灯(200±50)lx的环境照度下,用视查法进行检查。

5.2.2 标志检查

用视查法进行检查。

5.2.3 铭牌检查

用视查法进行检查。

5.2.4 使用说明检查

用视查法进行检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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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耐温水

用滴管将不小于60℃的温水,滴在遥控器的表面三个不同部位(包括字符、图形符号部位),每部位

滴0.1mL,面积约1cm2,然后用软布擦干,检查遥控器的表面色调有无变化,字符、标志是否被擦掉。

5.2.6 字符、标志及涂饰部分的附着力

用粘附力为2N/cm~3.5N/cm的透明胶带,平压在遥控器的字符标志部分及涂饰部分,其面积至

少为1cm2,用手加一个与遥控器表面(粘有透明胶带的部分)垂直的力,然后迅速把胶带拉下,在同部

位重复以上步骤三次,检查字符标志及涂饰部分是否有脱落。

5.2.7 耐溶剂性

耐溶剂性检查步骤如下:

a) 用浸过20%食盐水的棉球或软布,加5N与遥控器表面垂直力,擦拭遥控器表面(包括按键字

符部位)30次来回,用视查法检查遥控器的外观是否异常,字符、标志是否清晰;

b) 用不小于96%无水乙醇重复a)项的试验;

c) 将食用油(花生油、豆油或菜籽油)用滴管滴在遥控器表面三个不同部位(包括字符、图形符号

部位),每部位滴0.1mL,面积约1cm2,1h后用软布擦干。用视查法检查遥控器的外观是否

异常,字符、标志是否清晰。

5.2.8 遥控器的红外光峰值辐照度

在自然光或荧光灯(200±50)lx的环境照度下,遥控器所用电源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条件下,用红

外光峰值辐照度计进行测量。在遥控器发射点与峰值辐照度计受光点的水平垂直轴线距离0.5m处,
按压遥控器各按键,发射红外光信号,记录遥控器的红外光峰值辐照度。

5.2.9 指向性

在自然光或荧光灯(200±50)lx的环境照度下,遥控器所用电源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条件下,用红

外光峰值辐照度计进行测量。在遥控器发射点与峰值辐照度计的受光点的水平垂直轴线距离0.5m
处,以水平轴线为0°基准,旋转遥控器,在满足红外光峰值辐照度为20μW/cm2 时,测量以遥控器的发

射点为顶点的圆锥角,只记录以水平轴线为0°基准,上、下、左、右的角度。

5.2.10 遥控器在欠压条件下的红外光峰值辐照度

用直流稳压电源,在输出电压的正端串接10Ω的电阻,然后接入遥控器,调节电源输出电压使遥控

器所用电源电压为额定值的75%,按5.2.8的测量方法进行测量,并记录遥控器的红外光峰值辐照度。

5.2.11 遥控器在欠压条件下的指向性

用直流稳压电源,在输出电压的正端串接10Ω的电阻,然后接入遥控器,调节电源输出电压使遥控

器所用电源电压为额定值的75%,按5.2.9的测量方法在满足红外光峰值辐照度为10μW/cm2 时进行

测量,只记录以水平轴线为0°基准,上、下、左、右的角度。

5.2.12 功能检查

在自然光或荧光灯为(200±50)lx的环境照度下,用遥控器功能测试仪或相应的遥控电视机设备,
分别在额定电压和额定电压75%的电压时,在距离测试仪或遥控电视机设备3m的地方按压遥控器的

各按键,检查遥控器所具有的各项功能是否正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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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静态工作电流

在自然光或荧光灯照度为(200±50)lx的环境条件下,遥控器的电源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值,不按

压遥控器的按键时,用电流表测量遥控器的静态工作电流。

5.2.14 载波频率

分别在电源额定工作电压值和额定电压75%时,按压遥控器的按键,用示波器测量遥控器红外发

射管引脚的载波频率。

5.2.15 按键高度

以遥控器面板为基准,用游标卡尺或专用工具测量。

5.2.16 按压按键工作时的负荷力

用测力计进行测量各按键的负荷力。

5.2.17 按压强度

用测力计测量。在遥控器按键操作平面中央,垂直加30N的力,按压3min,然后按4.15、5.2.15和

4.16、5.2.16中的有关规定检查各按键,并按5.2.12检查遥控器的遥控功能是否正常。

5.2.18 按键的复位

用测力计按图3和图4所示的位置,分别在各按键约1/4位置的左端[图3a)]、右端[图3b)]和各

按键的左、右、前、后侧面施10N的力,按压3min,然后按4.15和4.16中的有关规定检查各按键,并按

5.2.12检查各按键的功能是否正常。

a) b)

图3 按压位置示意图

图4 按压侧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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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 按键的负荷寿命

用遥控器按键寿命自动测试仪连续按压遥控器按键,并使遥控器正常工作,同时记录按压遥控器按

键的次数,按键次数不小于20万次。其中按键不到位的次数不大于0.5%。

5.2.20 遥控器整体的耐压强度

把遥控器放在不小于3cm厚的木板上,在遥控器的正面和底面上放置约0.5cm厚、大小和形状与

遥控器基本相同的木板,在木板上垂直施加100N的力,按压1min。然后按4.1、5.2.1、4.15、5.2.15和

4.16、5.2.16中的有关规定检查遥控器按键,并按4.12、5.2.12检查遥控器各按键的功能是否正常。

5.2.21 电源盖板(包括滑动或平开盖板)的插拔寿命

以每分钟3次~5次的速度,连续插入、拔出遥控器电源盖板100次后,检查是否有异常。

5.2.22 环境试验方法

5.2.22.1 高温贮存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2423.2—2008中有关规定。
遥控器在不包装、不装电池的状态下,放入具有室温的试验箱内。试验箱内的温度按0.7℃/min~

1℃/min的平均速率上升,逐渐升温至(55±2)℃,当遥控器达到稳定温度后,搁置2h。然后试验箱内

的温度按0.7℃/min~1℃/min的平均速率降至正常试验大气条件范围内,取出遥控器,恢复2h后,
按5.2.1、5.2.2、5.2.6、5.2.8、5.2.12、5.2.16、5.2.17和5.2.18,检查遥控器的各项功能是否正常。如果在

高温试验后遥控器上有结露或水珠,则应当待其消失后,再做检测。

5.2.22.2 恒定湿热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9384—2011中有关规定。
遥控器在不包装、不装电池的状态下,放入具有室温的试验箱内。然后将箱温调节至(40±2)℃,当

遥控器达到温度稳定后再加湿度,在相对湿度为93%±3%,搁置48h。先把试验箱内的相对湿度在

0.5h内降低到75%±3%,然后在0.5h内,把试验箱内的温度调到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取出遥控器,
恢复4h后,按5.2.1、5.2.2、5.2.6、5.2.8、5.2.12、5.2.16、5.2.17和5.2.18检查遥控器的各项功能是否正

常。如果在恒定湿热试验后遥控器上有结露或水珠,则应当待其消失后,再做检测。

5.2.22.3 低温贮存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2423.1—2008中的规定。
遥控器在不包装、不装电池的状态下,放入具有室温的试验箱内(为了防止凝露现象,允许将遥控器

用塑料薄膜密封后进行试验,必要时还可以在密封套内放入吸湿剂)。试验箱内的温度按0.5℃/min~
1℃/min的平均速度下降至(-25±2)℃,当遥控器达到稳定温度后,搁置2h。然后试验箱内的温度

按0.5℃/min~1℃/min的平均速率上升到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取出遥控器,恢复2h后,按5.2.1、

5.2.2、5.2.6、5.2.8、5.2.12、5.2.16、5.2.17和5.2.18检查遥控器的各项功能是否正常。

5.2.22.4 温度变化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9384—2011相关规定。
遥控器在不包装、不装电池的状态下,放入具有室温的试验箱内。试验箱内的温度以(1±0.5)℃/min

的降温速率(5min内的平均速率)降至(-10±3)℃,试验箱内达到稳定温度后,恒温3h,然后试验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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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温度再以(1±0.2)℃/min的升温速率(5min内的平均速率)升高到(40±2)℃,等试验箱内达到稳

定温度后,持续3h,然后试验箱内的温度再以(1±0.2)℃/min的降温速率(5min内的平均速率)降至

试验室环境温度值。以上构成一个试验循环,依次连续进行五个试验循环。试验结束后,且试验箱内的

温度达到稳定的试验室环境温度后,取出遥控器,按5.2.1、5.2.2、5.2.6、5.2.8、5.2.12、5.2.16、5.2.17和

5.2.18检查遥控器的各项功能是否正常。如果在温度变化试验后遥控器上有结露或水珠,则应当待其

消失后,再做检测。

5.2.22.5 扫描振动(正弦)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2423.10—2008中的规定。
遥控器在不包装、不装电池的状态下,按正常工作位置紧固在振动试验台上,遥控器和夹具的综合

重心垂线应位于振动试验台面的中心附近,应使激振力直接传给遥控器,而不经过减振脚、把手或其他

缓冲装置,并应避免紧固遥控器的装置件(螺栓、压板、压条)在振动试验中产生自身共振。
遥控器应按表1的规定进行(10~30~10)Hz位移幅值0.75mm和(30~55~30)Hz位移幅值

0.15mm 的扫描振动试验各5次。
以每分钟一个倍频程(1oct/min)的扫描频率,在某一频率范围内进行一次循环扫描(f1→f2→

f1)的时间:

T=6.644lg(f1/f2)
式中:

T ———一次循环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f1———扫描的下限频率,单位为赫兹(Hz);

f2———扫描的上限频率,单位为赫兹(Hz)。
振动试验结束后,按5.2.1、5.2.2、5.2.8、5.2.9和5.2.12检测遥控器的性能。

5.2.22.6 自由跌落

在遥控器装有电池的条件下,不带包装,遥控器从80cm的高度自由跌落在不小于3cm厚木质地

板上,遥控器的跌落面应与冲击面平行,冲击面应水平、平坦、结实和坚硬,以致试验时不移动、不变形。
试验时按图2所规定的试验面,按3→2→4→5→6→1顺序进行跌落,循环3次。

跌落试验后,按5.2.1、5.2.2、5.2.8、5.2.9和5.2.12检测遥控器,并记录遥控器损坏的情况和各项功

能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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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红外遥控发射器常用图形符号

  红外遥控发射器常用图形符号见表A.1。

表 A.1 红外遥控发射器常用图形符号

序号 图形符号 名称 用途
GB5465.2—2008

中编号

1
待机

(stand-by)
标识开关或开关位置,表示设

备部分已接通处于待机状态
5009

2 准备-断
使设备的一部分已断开,而使

设备处于准备使用状态的开

关位置

—

3 可调性
标识量的控制方法,被控量图

形的宽度而增加
5004

4 平衡 标识平衡控制 5072

5
可编程定时器,

一般符号

标识对可编程定时器的控制,

例如有编程功能的操作原件
5440

6 静音 标识抑制声音的控制 5436

7 亮度;辉度

标识诸如亮度调节器、电视接

收机、监视器或者示波器等设

备的亮度控制

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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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号 图形符号 名称 用途
GB5465.2—2008

中编号

8 对比度
标识 诸 如 电 视 接 收 机、监 视

器、示波器等的对比度控制
5057

9 色饱和度 标识色彩饱和度控制 5058

10 增大 增大调节量的标志 —

11 减小 减小调节量的标志 —

12 系统状态显示
标识可显示仪表与接口总线

相连状态的控制
5512

13 常态恢复状态
恢复到生产时已设计并调节

好的标准状态
—

14 多伴音选择 多伴音状态选择的标志 —

15
P

(PROG)
节目号选择

对电视节目通过调整后给予

的节 目 号 连 续 选 择(或 可 跳

变)的标志

—

16 CH 频道 电视频道号选择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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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号 图形符号 名称 用途
GB5465.2—2008

中编号

17 TV/AV 电视/视频
电视/视 频 互 相 切 换 选 择 的

标志
—

18 色调
用于彩色电视接收机和彩色

电视监视器,标识色调控制
5060

19 音响扩展 用于音响扩展的标志 —

20 暂停 使画面暂停切换控制的标志 —

21 调谐 标识对调谐装置的控制 5045

22 自动搜索调谐
标识对自动搜索协调的控制,

例如频道、节目、台站等
5439B

23 循环 反复循环控制的标志 —

24 自动频率控制
标识接通或断开自动频率控

制线路的开关
5046

25 FINEa 微调 微调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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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号 图形符号 名称 用途
GB5465.2—2008

中编号

26 高音控制 标识高音频的控制 5037

27 低音控制 标识低音频的控制 5038

28
一位或者多位数

选择

标识对一位或多位输入的控

制,例如节目频道的选择
5446

29 M 记忆
节目调整和编程后存储记忆

控制的标志
—

30 B 波段 电视波段选择的标志 —

31 SYSa 制式选择 电视制式选择控制的标志 —

32 图文形式
标识对图文(广播电视图像)

方式的控制和一般指示
5463

33 辅助应用
标识辅助应用的控制,例如显

示或不显示附加信息
5289

34 页面暂停
标识在显示屏上页面暂停的

控制,例如电文
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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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号 图形符号 名称 用途
GB5465.2—2008

中编号

35 索引主页面
标识在图文方式中选择索引

主页面的控制
5476

36 页码扩展

标识在显示装置上对页面扩

展的控制,例如一个图文页面

的扩展

5478

37 图文混合
标识对电视画面和文字混合

的控制
5480

38 定时页 用于图文显示时的时间页 —

39 页号加 标识所选页加一的控制 5484

40 页号减 标识所选页减一的控制 5483

41 定时页码取消 标识定时页码模式的取消 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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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号 图形符号 名称 用途
GB5465.2—2008

中编号

42 字幕 标识字幕的模式 5520

43 画中画模式 标识画中画模式的控制 5291

44 画中画,移动
标识可移动画中画(PIP)的控

制。例如:顺时针方向
5513

45 画中画,固定
标识 可 固 定 画 中 画(PIP)的
控制

5514

46 画中画,切换
标识可固定画中画(PIP)与主

画面可交货的控制
5515

47
画中画

信号源来源
适用于画中画子画面的来源 —

48 多画面,显示

标识可接通或断开多个画中

画(PIP)功能或多画面显示功

能的控制

55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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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号 图形符号 名称 用途
GB5465.2—2008

中编号

49 ONTIMEa 定时开机 用于定时开机 —

50 TMODa
时钟

模式调整
用于时钟的模式调整 —

51 CLOCKa
时钟

时间设定
用于设定时钟的时间 —

52 DTIMEa
时钟

设置开关
用于时钟设置开关 —

53 菜单
标识能显示菜单(有效选项)

的控制
5511

54
视频

输入/输出

标识视频设备输入/输出的控

制和连接端子。当伴有音频

信号时,也使用本符号

5521B

55 视频输入

标识视频设备输入的控制和

连接端子。当伴有音频信号

时,也使用本符号

5525A

56 视频输出

标识视频设备输出的控制和

连接端子。当伴有音频信号

时,也使用本符号

5529B

  a 也可用汉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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