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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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和国家新型显示技术创新中心共同提出并归口，由新型显示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组织起草。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新型显示技术创新中心、深圳市华星光电半导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光启图像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精恩光学有限公司、季华实验

室、广东聚华新型显示研究院、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起草人：熊志勇、李鑫、娄亚琴、黄卫东、刘海坤、夏蓉、王晓玲、董磊、张万路、刘荣华、

彭晖、杨长、杨或彧、常烨、王志恒、毕海、刘佳、刘露、孟令琦、周继华。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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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混合结构 OLED 显示屏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屏的定义、类型、结构要求、基本性能与特殊性能的要求及

其测试方法、检验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屏的设计、生产和验收，以及使用该显示屏的智能穿戴

产品、平板类产品、笔记本电脑、车载显示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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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日期的引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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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71.61-2013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 第6-1部分：光学和光电参数测试方法 

GB/T 20871.63-2021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 第6-3部分：图像质量测试方法 

GB/T 36919-2019    有机发光二极管照明 术语和文字符号 

GB/T 38001.61-2019  柔性显示器件 第6-1部分：机械应力试验方法 

GB/T 38001.62-2020  柔性显示器件 第6-2部分：环境试验方法 

SJ/T 11461.6.2-2016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 第6-2部分：测试方法-视觉质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薄膜封装 thin film encapsulation 

通过真空或非真空方式，在OLED器件外表面制备无机或有机/无机复合薄膜，形成水氧阻隔层的封

装过程。 

3.2 

平面形态 plane modality 

平面形态显示屏指显示屏保持平整、没有任何曲率的形态。该类型显示屏通常拥有一个固定的形状，

并不具备弯曲或者折叠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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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曲面形态 curved modality 

曲面形态显示屏指显示屏的部分或全部有明显的曲率，使得屏幕能够沿一定的曲率弯曲。该类型显

示屏通常拥有一定的曲率，形成固定曲率的曲面形态。 

3.4 

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屏 hybrid structured OLED coupled rigidity and flexibility display 

刚柔混合结构 OLED 显示屏是指在设计和构造上结合了刚性和柔性部件的 OLED 显示屏。通常是

由刚性玻璃衬底结合柔性薄膜封装构成，即玻璃基驱动面板搭配薄膜封装结构的 OLED 显示屏。 

4 刚柔混合结构 OLED 显示屏的类型 

根据玻璃基基底类型，刚柔混合结构类型目前可分为玻璃基 LTPS TFT+TFE 显示屏、玻璃基氧化

物 TFT+TFE 显示屏、玻璃基 LTPO TFT+TFE 显示屏等（见表 1）。 

表 1 刚柔混合 OLED显示屏分类 

名称 玻璃基底类型 特点 

玻璃基 LTPS TFT+TFE 

OLED显示屏 
LTPS TFT 

载流子迁移率大，其缺点是漏电流较大。一

般平板类产品、笔记本电脑、车载显示产品，

以及中端及以下的OLED智能穿戴产品使用 

玻璃基氧化物TFT+TFE 

OLED显示屏 
氧化物TFT 

氧化物TFT指沟道层采用InGaZnO (IGZO)等

材料的TFT，其载流子迁移率要低于LTPS，

但其漏电流却比LTPS TFT要低。部分平板类

产品、笔记本电脑、车载显示产品等中尺寸

OLED产品使用 

玻璃基LTPO TFT+TFE 

OLED显示屏 
LTPO TFT 

驱动电路中采用 LTPS TFT 与氧化物 TFT 混

合使用，利用氧化物 TFT 作为关键 TFT 降低

漏电流，实现低频显示和极低功耗。一般高

端 OLED 智能穿戴产品使用 

5 刚柔混合结构 OLED 显示屏的技术要求 

5.1  刚柔混合结构 OLED 显示屏的结构要求 

5.1.1 刚柔混合结构 OLED 显示屏的模组结构 

刚柔混合结构 OLED 显示屏主要是由刚性玻璃基底结合柔性薄膜封装构成。刚性基底是在 O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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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下，使用刚性材料如玻璃作为支撑，提供结构的稳定性和对屏幕的可支撑性；柔性薄膜封装是在

OLED 器件之上，目的是防止水分和氧气侵入。具体见图 1： 

 

图 1 刚柔混合结构 OLED 显示屏模组结构示意图 

5.1.2 刚柔混合结构 OLED 显示屏的模组形态                                                          

刚柔混合结构 OLED 显示屏的模组形态有两种，平面形态和曲面形态（见表 2）。 

平面形态 OLED 显示屏通常由平整的刚性材料构成显示区，其结构通常涉及一个平整的玻璃基板

作为 OLED 显示屏的支持层，以保持显示器的稳定性和对屏幕的可支撑性。 

曲面形态 OLED 显示屏通常由可弯折的柔性材料构成显示区，其结构通常涉及一个可弯折的玻璃

基板作为 OLED 显示屏的支持层。在技术应用方面，曲面屏幕可能用于创新型手机、汽车仪表盘、特

殊监控设备等。 

刚柔混合结构 OLED 显示屏在形态上提供了多样化方案，可以在有曲面需求的场景使用曲面形态

的 OLED 显示屏，在仅需要显示功能或是薄型化显示功能的场景使用平面形态。 

表 2 平面和曲面形态刚柔混合 OLED 显示屏 

名称 特征 模组形态 应用类型 图示 

平面形态

OLED显示

屏 

不能弯曲或折

叠，结构相对简

单 

平面形态 

一 般 智 能 穿 戴

OLED产品、平板

类产品、笔记本电

脑、车载显示产品

等  

曲面形态

OLED显示

屏 

可按照一定曲率

弯曲，能够适应

不同的外部形

态，一般为弧形 

曲面形态 

高端汽车仪表盘、

智能手环（手腕佩

戴）、大尺寸显示

器或电视等 
 

5.2 刚柔混合结构 OLED 显示屏的基本性能要求 

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屏应符合表3的基本性能要求。 

表 3 刚柔混合结构 OLED显示屏的基本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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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项目 要求 测试方法 

亮度 ≥500 见6.2 

亮度均一性 
≥80%（8寸以上） 

≥90%（8寸以下） 
见6.2 

对比度 ≥1000000:1 见6.3 

色域覆盖率 ≥95% 见6.4 

反射率 ≤6% 见6.5 

5.3 刚柔混合结构 OLED 显示屏的特殊性能要求 

刚柔混合结构的OLED显示屏应符合表4的特殊性能要求。 

表 4 刚柔混合结构的 OLED显示屏特殊性能要求 

性能项目 要求 测试方法 

透过率 550 nm≥2% 见6.6 

静电能力 
  枪击静电能力：≥8kV； 

摩擦静电能力：≥24h 
见6.7 

平整度 
出货检验前或高温(85°C 240h)下无可

视褶皱 
见6.8 

高温高湿可靠性 
高温高温(85°C,85%RH)条件下，点亮工

作240h后无功能失效和外观不良 
见6.9 

机械可靠性 
盖板玻璃及屏幕无破损（碎亮点），无

功能不良 
见6.10 

6 测试方法 

6.1 测量环境要求及准备 

所有测试项目需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环境条件：温度25 °C±2°C，压强86kPa～106kPa，相对湿度25%～85%RH；对于有特殊环境条件要

求的，按要求环境测试。 

预热时间：所有测试样品需要调整到测试亮度下等待5min后再开始测试。   

暗室条件：要求光学测试需在暗室环境，照度小于0.1lux，保持测试过程中测试环境不能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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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向：采用垂直被测样品表面的（或者其他指定的）视角方向，并保证其偏差在±0.3°，对于

所有的测量方向，测量设备到被测样品测量点的距离应该保持不变。  

测试位置：通过十字交叉线，确认屏幕中心位置，将探头放置在屏幕中心。在测试屏幕中心点的时

候，要求测试位置与十字交叉线定义出来的位置误差在5%以内。 

测试视角要求：非广视角测试，要求测试镜头与屏幕垂直。0.5°以内的视角偏差是允许的，尽量做

到垂直。 

为了测试数据的准确性，可进行多次测量取平均值。 

6.2 亮度及均一性 

按照如下要求和步骤，进行测量和计算。 

测量设备：光谱仪。 

测量图形：白画面。 

测量位置：被测OLED显示屏正面均匀分布的1~9点位置，建议抓取光斑直径小于2mm。 

测量步骤： 

(a) 参照GB/T 2087.61-2013安装放置测试系统，OLED显示屏与LMD的距离推荐为50cm； 

(b) 将被测品通上电源，调整到测量255灰阶白画面；  

(e) 使用光谱仪在测试图形和测试位置上进行测量； 

(f) 分别记录255灰阶白画面1~9点的亮度和色度值，取最大值Lmax，及最小值Lmin； 

(g) 计算亮度均匀性公式如下。 

Lu=(Lmin/Lmax)    …………………………………….. (1) 

6.3 对比度 

由于OLED显示屏高对比度的特性，本标准推荐满足1000000:1动态范围的测光仪器。 

测试角度范围：1°（若屏幕尺寸小于光斑，可将测试角度调整为0.2°）； 

距离：测试仪器位置和待测终端位置的水平距离为50cm； 

测量图形：全屏100%白画面及通电状态下全黑画面； 

测量位置：被测品正面中心点位置。 

在标准测量环境、标准测量暗室条件下，暗室对比度测试按如下步骤执行： 

(a) 将被测品通上电源，调整到测量画面； 



T/CVIA XXX-2024                                                                      T/DTIA XXX-2024 

                                                                                                            6 

(b) 使用光谱仪在测试图形和测试位置上进行测量； 

(c) 分别记录正面白色和黑色画面下的亮度值Lw和Lbk； 

(d) 计算正面对比度公式如下。 

CR=Lw/Lbk      ……………………………………. (2) 

6.4 色域覆盖率 

按照如下要求和步骤，进行测量和计算。 

测量设备：光谱仪。 

测量图形：全屏红画面、全屏绿画面、全屏蓝画面。 

测试距离：测试镜头距离屏幕50cm。 

测量位置：被测品正面中心点位置。 

测量步骤： 

(a) 检查测试仪器，并进行校准。 

(b) 设置屏幕尺寸参数，并测量中心点。 

(c) 测量和记录红画面、绿画面、蓝画面的色度数据。 

(d) 计算NTSC数据。 

6.5 反射率 

OLED显示屏在环境光下会反射外界景物光线，影响可读性，因此反射率是衡量OLED显示屏可读

性的重要指标。如图1，在标准测量环境、标准测量暗室条件下，参考SJ/T 11461.6.2-2016中关于反射率

的测试： 

测量设备：测光仪器LMD、光谱辐射计、积分球、标准漫反射白板、漫射照明光源（卤素灯）/D65

光源、双轴定位装置组成。  

测量位置：使光源与亮度计的轴线在被测品的某个法向平面内，且与被测品法线成相同的夹角。  

测量画面：不通电 

测试步骤： 

(a) 将显示屏放入积分球内，打开积分球内的光源，使光源达到稳定（球内照度的变化可通过色温

等参数进行监测）； 

(b) 对设备进行量测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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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将测试仪器穿过测试口，对准标准白板的中心，在 0°和 8°位置，在漫射照明开启状态下，

测得白板的光谱辐亮度或亮度； 

(d) 将测试仪器对准显示屏中心，在0°和偏离显示屏法线方向8°~10°的位置，在漫射照明开启状态

下测得屏幕中心的光谱辐亮度或亮度； 

(e) 读取4个方位下（0°/90°/180°/270°）视角下0°和8°的反射率结果。 

 

图1 反射率测试示意图 

6.6 透过率 

测量设备：光源，亮度计，定位装置。 

测量位置：使光源与亮度计的轴线在屏下部分中心，且与被测品法线成相同的夹角。 

测量画面：不通电情况的OLED显示屏。 

测量步骤： 

(a) 分别测量入射光和出射光的亮度Li和Lt 

(b) 计算穿透率公式如下。 

Rt=Lt/Li     …………………………………….. (3) 

6.7 静电能力 

6.7.1 枪击静电能力测试 

测试目的：枪击静电能力测试主要模拟整机在用户使用场景下，OLED 显示屏在工作条件下，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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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静电瞬态激发导致的失效。[1]
 

环境条件：湿度：30%-50%，温度：15-35°C。 

放电模式：空气放电；具体测试点位如图 2 所示。 

测试设备：静电放电枪 NSG 437 或其他符合标准要求的设备。 

放电模组：选择 150pF+330ohm 模块。 

放电电压：空气放电±2kV、±4kV、±6kV（除芯片位置外）。 

放电次数：空气放电每个点正负各 10 次。 

样品数量：10 片。 

枪击静电能力的测试步骤： 

(a) 测试前检查样品的外观和功能，确保样品无异常； 

(b) 玻璃基底朝上放置在 7mm 厚度的绝缘垫上，绝缘垫放于水平耦合板上，参考图 2 选取空气放

电点； 

(c) 每个空气放电点，连续进行正电压 10 次放电测试和负电压 10 次放电测试，每次放电测试前完

成静电释放，放电间隔时间 1s； 

(d) 分别进行±2kV、±4kV、±6kV（除芯片位置外）放电测试； 

(e) 完成测试后，需要检查 OLED 显示屏的电气功能（TP 性能、显示亮度、点检电压、牛顿环、

亮线、黑团等）。 

 

图2 枪击静电能力测试示意图 

6.7.2 摩擦静电能力测试 

测试目的：摩擦静电能力测试主要模拟整机在用户使用场景下，OLED显示屏在工作条件下，由于

人体或衣物与OLED显示屏摩擦静电导致的失效。[2]
 

环境条件：湿度：30%-50%，温度：15-35°C。 

放电模式：接触样品摩擦，长时间生成静电累积电荷。具体测试点位如图 3 所示。 

测试设备：铜棒划线设备或其他符合标准要求的设备，铜棒头或缠绕导电布头的直径 7mm。 

划线方式：沿着 OLED 显示屏盖板面，沿着内测边缘连续划线（与屏距离 0），不分离，不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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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100mm/s，铜棒头压力 100g。 

显示方式：OLED 显示屏始终打开，测试过程中保持为 255 灰阶白画面。 

样品数量：10片。 

铜棒静电能力的测试步骤： 

(a) 测试前检查样品的外观和功能，确保样品无异常； 

(b) 设定好铜棒划线的距离、工作程度和工作时间，然后将玻璃基底朝下放置于测试设备固定位置

上（也可匹配 OLED 显示屏制作固定夹具），之后开启划线设备并观测 1min 左右确保无异常； 

(c) 分别在 2h，4h，8h 和 24h 后，观察 OLED 显示屏点亮状态的显示状况是否有异常，重点观察

显示屏的边缘区域。也可以在测试过程中采用固定摄像设备进行录屏的方式进行记录，以判定屏幕失效

的具体时间点。 

 

图3 摩擦静电能力测试示意图 

6.8 平整度 

OLED 屏幕在柔性弯曲应用环境下容易出现的折痕现象；同时柔性屏在长时间使用或是高温条件下，

由于柔性材料缩胀容易出现褶皱问题，从而使 OLED 屏幕的平整度受到影响。 

测试目的：通过对特定条件下的 OLED 显示屏的检测和褶皱等外观形貌记录，对 OLED 显示屏的

平整度进行评价。 

样品条件：出货检验前确认或高温（85°C，240h）下。 

测试步骤： 

(a) 视觉检测：首先进行外观检查，观察屏幕是否有任何可见缺陷，如划痕、气泡、屏幕不平等。 

(b) 观察褶皱：取 10 片出货检验前样品或高温（85°C，240h）后的样品，在特定次数和角度下肉

眼及显微镜观察折痕区域的可见性和任何潜在的外观现象。 

(c) 数据记录与分析：在每个测试阶段后记录数据和现象的等级（可以按照无、轻度和重度褶皱来

分类记录），评价屏幕的平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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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高温高湿可靠性 

测试目的：本试验为激发性测试，用于识别 OLED 显示屏潜在故障和隐性不良，提前发现薄弱项；

同时也识别 OLED 显示屏在特定环境（高温高温）下的可靠性变化，评价 OLED 显示屏的稳定性。 

测试条件：工作状态的OLED显示屏在85°C± 2°C、85%± 3 % RH条件下测试240h，且在测试过程中，

样品不允许凝露。具体工作过程如图4所示。 

样品数量：16片。 

测试步骤： 

(a) 测试前检查 OLED 显示屏的外观和功能，确认显示屏无异常。 

(b) 将样品放入温箱内。避免将样品靠近温箱的门和内壁。 

(c) 测试期间样品上电，即为工作状态。  

(d) 两小时内逐渐升高温度和湿度到达目标值 85°C 和 85%RH。 

(e) 保持 85°C，85%RH 条件 120h。 

(f) 在 120h 湿热测试后，在 7h 内逐渐将温度降至室温，湿度由 90%RH 降低至 25%RH。 

(g) 当温箱温度和湿度达到实验室条件后，打开温箱，取出样品，在实验室室温和湿度下恢复 2h。 

(h) 在实验室室温和湿度下恢复 2h 后，进行中间检查，对 OLED 显示屏外观和功能进行检查。 

(i) 完成中间检查后，重复步骤 d~g。 

(j) 待样品在实验室室温和湿度下恢复 2h 后，进行外观、功能检查。 

  

图4 高温高湿测试温度湿度时间轴示意图 

合格判据：测试后，OLED显示屏无器件失效引起的功能问题（黑屏、白屏、花屏、线缺陷、闪屏

等），无像素区进水汽问题（像素收缩，蓝团，绿团或黑团等），无电子器件问题导致的功能异常（黑

屏，花屏等）、无褶皱等为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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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机械可靠性 

6.10.1 挤压+高温高湿 

测试目的：验证 OLED 贴合模组挤压后的抗高温高湿的能力； 

测试条件： 

(a) 挤压测试条件：挤压测试治具、Φ10的不锈钢球面压头、12kgf 的压力 

(b) 高温高湿条件：60°C，90%RH、样品不上电 

(c) 样品数：5 片 

测试步骤： 

(a) 测试前对样品进行检查，确保样品外观，机械及功能正常；  

(b) 盖板玻璃正面朝上放置在测试治具上，用 Φ10的球面压头（压头材质为不锈钢）以 10mm/min

的速度对模组中心点施加 12kgf 的压力，如图 5 所示，压力持续时间为 10s；连续挤压 10 次。备注：在

挤压测试时，若被测样品会晃动，可以避开测试区域用胶带固定之； 

(c) 测试后进行检查，要求模组无机械及功能异常； 

(d) 将无异常的样品，投入到高温高湿（60°C/90%RH）环境下进行存储，168h 取出样品进行检查

（量产阶段测试至 24h 截止）； 

合格判据：测试后无外观、机械及功能异常； 

   

图5 测试位置示意图 

 

6.10.2 落球+高温高湿 

测试目的：验证 OLED 贴合模组受到撞击后耐高温高湿的能力； 

测试条件： 

(a) 落球测试条件：落球测试治具、Φ32mm，质量 130g 的不锈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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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温高湿条件：60°C，90%RH、样品不上电 

(c) 样品数：5 片 

测试步骤： 

(a) 测试前对样品进行检查，保样品外观，功能正常； 

(b) 盖板玻璃正面朝上放置在测试治具上，用 Φ32mm，质量为 130g 的不锈钢球，由 12cm 高度跌

落（冲击能量为 0.156J），对视窗区中心点进行钢球冲击 3 次。如图 5 所示。备注：在落球测试时，若

被测样品会晃动，可以避开测试区域用胶带固定之； 

(c) 测试后进行检查，要求贴合件无机械及功能异常； 

(d) 将无异常的样品，投入到高温高湿（60°C/90%RH）环境下进行存储，168h 取出样品进行检查

（量产阶段测试至 24h 截止）； 

合格判据：测试后无外观、机械及功能异常； 

 

6.10.3 挤压+温度冲击 

测试目的：验证 OLED 贴合模组静压后的抗温度冲击的能力； 

测试条件： 

(a) 挤压测试条件：挤压测试治具、Φ10的不锈钢球面压头、12kgf 的压力； 

  (b) 温度冲击条件：-40°C ~+80°C，1 个循环为 30min 低温/30min 高温、样品不上电； 

(c) 样品数：5 片 

测试步骤： 

(a) 测试前对样品进行检查，确保样品机械及功能正常； 

(b) 盖板玻璃正面朝上放置在测试治具上，用 Φ10的球面压头（压头材质为不锈钢）以 10mm/min

的速度对模组中心点施加 12kgf 的压力，如图 5 所示，压力持续时间为 10s；连续挤压 10 次。备注：在

挤压测试时，若被测样品会晃动，可以避开测试区域用胶带固定之； 

(c) 测试后进行检查，要求模组无机械及功能异常； 

(d) 将无异常的样品，投入到温度冲击（-40°C ~+80°C）环境存储 100cycle（量产阶段测试至 24h

截止）； 

(e) 在 2h 常温恢复后，进行外观检查和功能检查； 

合格判据：测试后无外观、机械及功能异常； 

6.10.4 落球+温度冲击 

测试目的：验证 OLED 贴合模组受到撞击后的抗温度冲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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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条件： 

(a) 落球测试条件：落球测试治具、Φ32mm，质量 130g 的不锈钢球； 

(b) 温度冲击条件：-40°C ~+80°C，1 个循环为 30min 低温/30min 高温、样品不上电； 

(c) 样品数：5 片 

测试步骤： 

(a) 测试前对样品进行检查，确保样品机械及功能正常； 

(b) 盖板玻璃正面朝上放置在测试治具上，用 Φ32mm，质量为 130g 的不锈钢球，由 12cm 高度跌

落（冲击能量为 0.156J），对视窗区中心点进行钢球冲击 3 次，如图 5 所示。备注：在落球测试时，若

被测样品会晃动，可以避开测试区域用胶带固定之； 

(c) 测试后进行检查，要求模组无机械及功能异常； 

(d) 将无异常的样品，投入到温度冲击（-40°C ~+80°C）环境存储 100cycle（量产阶段测试至 24h

截止）； 

(e) 在 2h 常温恢复后，进行外观检查和功能检查； 

合格判据：测试后无外观、机械及功能异常；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本规范规定了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模组评价、型式检验和交收检验。 

7.2 检验批规则 

除非另有规定，一个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屏检验批可由采用相同工艺过程制造的，生产批不超

过一个月的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屏组成。 

7.3 刚柔混合结构 OLED显示模组评价 

7.3.1 检验时机和检验责任 

下列情况之一，在组装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屏之前，必须对用于组装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

屏的显示模组进行评价： 

(a) 在首次进行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屏的型式检验和交收检验之前； 

(b) 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屏停产六个月后，重启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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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屏的关键元器件、电路设计、工艺、结构和材料有重大改变； 

(d) 合同要求时。 

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模组评价应由被认可的检验单位或检验部门负责进行。 

7.3.2 样品的抽取 

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模组评价的样品从应用于组装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屏的显示模组检验

批中抽取。 

7.3.3 抽样方案 

按照《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一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

样计划》正常检验方案，检验水平为II，AQL=1.5。 

7.3.4 不合格 

在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模组评价检验不合格时，允许经修复或剔除不合格品后重新提交一次，

抽样方案和不合格判定准则不变；如重新提交评价后仍不合格，则不允许采用该批刚柔混合结构OLED

显示模组进行组装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屏。 

7.4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为周期检验，在3.3规定的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模组评价合格后方可进行，在连续生产

的情况下，每隔24个月进行一次。改变关键元器件、电路设计、工艺、结构和材料时也应进行一次。除

非合同另有规定，型式检验可由被认可的检验单位或检验部门负责进行，也可由制造商负责进行。 

7.4.1 检验项目 

包括外观表现、尺寸精度、安全要求、光学特性、电学特性、能耗等级、电磁兼容性、环境适应性

等。 

7.4.2 抽样方案 

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模组随机抽取五套。 

7.4.3 不合格 

    在型式检验过程中，如果出现一次致命缺陷或二次及以上非致命缺陷时，则判本次型式检验为不合

格。 

7.4.4 重新提交 

当型式检验不合格时，允许经修复或剔除不合格品后重新提交一次，抽样方案不变，但不允许出现

一次致命缺陷或二次及以上非致命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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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交收检验 

7.5.1 检验时机和检验责任 

交收检验为逐批检验，在3.3规定的显示模组定型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除非合同另有规定，交收

检验可由被认可的检验单位或检验部门负责进行，也可由制造商负责进行。 

7.5.2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包括外观表现、尺寸精度、安全要求、光学特性、电学特性、能耗等级等。 

7.5.3 抽样方案 

    交收检验的抽样方案为100%。 

7.5.4 不合格 

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在交收检验过程中，如果出现一次致命缺陷或超过两次以上的非致命缺陷时，

则判本次交收检验为不合格。 

7.5.5 重新提交 

当交收检验不合格时，允许经修复后进行第一次重新提交，抽样方案不变，但不允许出现任何缺陷，

否则判第一次重新提交检验为不合格。但是，如果第一次重新提交不合格的原因是只出现一次致命缺陷

或出现二次及以下非致命缺陷，则允许经修复后进行第二次重新提交，不允许出现任何缺陷。如果第二

次重新提交仍不合格则拒收。 

7.6 标记、标签、随行文件 

7.6.1 标记 

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模组的数据和电源接口应该有对应的标记，表示其作用或功能。 

如果需要接地，还应该符合《GB 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的接地标

记。 

对于有超出安全电压的，还应该设置有高压警示标记。 

如果箱体外壳有局部温升较高超过安全范围的，还应该设置高温标记。 

7.6.2 标签 

刚柔混合结构OLED显示模组的适当位置上安装产品标签或者铭牌，须包含下列内容： 

(a) 商标； 

(b) 产品名或型号 

(c) 生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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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制造厂名称； 

(e) 认证标记； 

(f) 电气输入输出参数。 

7.6.3 随行文件 

根据《GB/T 14436-1993 工业产品保证文件 总则》的要求，生产者应向经销商或用户提供产品合

格证明，即产品合格证。 

刚柔混合结构显示屏的包装内，应该有产品合格证明、产品说明书、装箱单、备件附件清单及随机

的文件清单等。 

7.7 包装、运输、储存 

7.7.1 包装 

用符合外包装标志规定的包装箱包装。包装分为内包和外包，内包过程按照标准作业方法对产品进

行点数、扫码、打包集批作业。外包是将最小包装按照正确的操作方式合为整箱，包装要满足客户的数

量要求、标签要求、栈板层数要求。 

包装须符合防潮、防震、防腐蚀、防撞、防挤压等要求，且包装外形美观。 

7.7.2 运输 

包装好的刚柔混合结构显示屏可用任何交通工具（如：汽车、火车、飞机等普通运输工具）运输，

但运输过程应避免淋袭、太阳久晒、接触腐蚀性气体及机械损伤。 

7.7.3 储存 

刚柔混合结构显示屏储存温度范围为-40°C至-55°C，相对湿度不大于90%，周围环境无酸碱及腐蚀

性气体，且无强烈的机械振动、冲击及强磁场作用。如果存储期限超过6个月，应该每6个月进行开箱检

验，并根据要求进行点亮除湿。 

7.8 应用环境 

    刚柔混合结构显示屏推荐在温度-10°C至-40°C，相对湿度10%-90%（无凝露）的范围内工作。 

刚柔混合结构显示屏应安装在无强烈震动并且坚固可靠的安装结构上。 

刚柔混合结构显示屏不应安装在靠近强电磁场、热源安装，同时也要避免使用环境中具有酸碱气体

或者其他具有腐蚀性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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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保证供电系统的稳定性，维持频率、电压、电流谐波的正常水平。供电系统需要有接地设计、防

雷设计和漏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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