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准与时追踪||
Tracks for Standard & Technology
系列报道

栏目编辑:李秋花

E-mail: liqh@cesi.ac.cn

射频连接器和射频电缆国际标准提案系列报道(五)

IEC61169-39 CQM 塑快速锁紧
射频连接器国际标准介绍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troduction of IEC 61169-39 CQM Quick Lock RF Coni、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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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 IEC 61169-39 标准的制定情况、

COM型射频连接器产品的研制背景、产品特点、主要技

术性能、用途和市场情况及该标准产生的积极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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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ext introduces the preparation ofIEC

61169-39, the background ofCQM RF connectors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mainpe矿ormances， uses and markets. It also

analyzes the active if庐uence ofthis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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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IEC 61169-39 «射频连接器第39部分: COM型快

速锁紧射频连接器分规范》是我国在IEC SC46F(射频和

微波无源文件)申提交的第4 顶IEC提案，也是我国提交的

第1 顶快速锁紧型射频连接器国际提案o该提案自2007 年

8 月向 IEC提出到2009 牢 4 月 CDV投票通边，进入国际

标准出版阶段，历时不到两军，是目前我国提交的射频连

接器国际提案中进程最快的一顶国际标准。该标准在宣传

过程中受到国外专家的广泛称赞，在新工作顶目提案阶段

(NP)就育国家将真转化为本国标准，可以说该标准在国际

上也是最受欢迎的一顶国际提案o

COM型快速锁紧射频连接器(见图1 )是申国电子科技

集团公司第四十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大切率、快速锁紧连接

器。该IEC 61169-39标准是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四十研究所和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所共同提出的，它填补

了国内外大功率快速锁紧射频连接器标准的空白。



图 1 COM 型快速锁紧射频连接器

1 产品研发背景及特点

随着整机设备的小型化、集成化、模诀化、以及人刀

资源成本的增加，对射频连接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该产面

不仅需要育良好的电气、机械和耐环贯性能，同时也要求连

接器能实现快速锁紧、密集安装。为满足整机设备的这些要

求，快速锁紧连接器新产面不断出现。最典型旦成功的快速

锁紧连接器是由 RADIAll 公司和 HUBER+SUHNER 公

司联合开发出的。|\I1A和 ON 型快速锁紧射频连接器。 ON

不OOMA的王要结何尺寸分到与标准N型和 SI\J队型螺级式

射频连接器墓本相同，但与N型和SMA型射频连接器相比，

真青: (1)能快速锁紧，更窑易装配; (2) 安装更万便、更可

靠，特剧是安装速度能提高 10 倍; (3) 插台后可360
0

旋转，

使电缆组件窑易布线，不会产生机械应刀或造成电气 l性能

的降低等优点，使得这些产自受到国际上许多用户的青睐，

在许多应用场合已用来分别代琶传统的螺绞连接机何的 N

型和 SMA 型连接器。

这些快速锁紧连接器在研制后不仅在欧洲、美国等众

多国家和地区申请了专利，还联合成立了快速锁紧组织

(OlF) ，并制定了组织内部专用的 OMA和ON产目标准(~O

OlF标准)及具加盟办法，只青刀口盟该组织的企illL才能使用

真专利、标准和商标 (OlF@) 。目前，已青 Rosenberger

和 Arnphenol 等国际信国公司加盟该组织。

为应对国外多家踏国公司联盟的专利到锁，我国射频

连接器企业坚持走自主创新走路，相继开发出了大、中、

小、超小型的快速锁紧型射频连接器，不仅可以代琶国外

拥青众多专利的 OMA和ON型快速锁紧射频连接器，同时

也扩充了国内外快速锁紧连接器的自科系列，大大提高了

我国快速锁紧射频连接器的国际竞争力。

COM型快速分离、大功率射频连接器就是为应对国外

专利到锁，满足整机拆装快速、高效的要求，由申国电子

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研究所自主研发的产面。该产自除真

奇坚固稳定、连接可靠、低损耗、工作电压高、耐环境 l性

叫川叫ard & Technol

能优异等特点外，还真奇以下特点:

( 1)真奇快速锁紧机何 o 插头与插座连接器插台时，

插头连接器中的弹簧推词插座连接器上的锁紧机何，将插

座连接器中的钢珠推入插头连接器的锁紧槽内并压佳，将

插头连接器与插座连接器锁紧。需要分离插头与插座时，

只需扭前插座连接器上的解锁室，解除对钢珠的压力，则

可轻松将插头连接器与插座连接器分离。该产国可以大大

缩短系统的拆装时间、提高拆装效率。

(2) 承载功率容量大、工作电压高，适用于较大射频

功率传输应用场合o

(3) 踹接形式灵活，可配接多和射频电缆、微帘，也

可制成各科系列内、系列闰转接器 o

(4) 该产63可实现密集安装。

(5) 使用万便，不需要专用工具。

该产面的研制填补了国内外无大功率快速锁紧射频连

接器的空白。

2 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

IEC 61169-39国际标准规定的COM型快速锁紧射频

连接器的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特l性阻抗: 50 0;

频率范围: 0-4 GHz , ~配摄电缆的上限频率 s

工作温度范围: -55-+155 °C;

内导体接触电阻:正常条件下ζ3 mO ，坏镜试验后

~5 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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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导体接触电阻:正常条件下~3 mO ，环魔试验后

~ 5 m 0:

绝缘电阻:正常条件和高温下~5000MO，潮湿》

500 M 0:

耐电压:海平面注27，∞ V ， 4.4 kPa时的耐电压注350 V;

屏敲效率:在频率为1 GHz测试时，优于-90 dB;

放电试验(电晕试验):注 1000 V;

电压驻波比: ~ 1.15;

插入损耗: ~0.3dB;

脑台力和分离刀:均ζ150 N;

连接机何强度: 150 N;

接电缆 各种连接器 接微缆

图 2 COM型快速锁紧射频连接器晶种

经过几年的使用证明，该连接器具青稳定的性能不口很

好的推广应用价值，市场前景广阔o 随着 IEC 61169-39

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发布，该系列产届会逐步成为国际通用

的产面，应用领域会越来越广泛，市场前景会越来越广阔，

可在民用通信等系统中得到广泛的使用o

盐雾: 48 人

振词: 98 m/s2 , 10- 500 Hz;

高温耐久性: 125 °C , 1 000 h;

3 产品主要用途和市场情况

冲击: 490 m/s2，半正弦波形z

机械耐久性: 500 次 z

4 标准产生的积极影晌

(1 )促进了 COM 型快速锁紧射频连接器的国际化

IEC 61169-39国际标准的制定使我国自主研制的

COM型快速锁紧连接器产自成为国际标准化的通用产白，

促进了该产面的国际化和国际通用、豆配、亘换，同时也

促进了该产面的出口o

(2) 为我国制定其他快速锁紧射频连接器奠定了
COM型快速锁紧射频连接器填补了国内外大功率快速

基础

锁紧连接器的空白，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相关设备中，满足
61169-39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国际展示了我国企

了整机系统对密集安装，拆卸I快速、连接可靠等要求。12:
lUL自主研制开发快速锁紧射频连接器的技术实力和水平，

解决了传统连接器在狭小空间难于安装、无法高密度安装、
为我国制定真他快速锁紧射频连接器国际标准，特剧是与

集成化的问题，不仅大大缩短了整机设备的拆装时间，满
国外拥青众多专利的ON末日OMA型l快速锁紧射频连接产吕

定快速作战、转战末日更换的需要，同时也缩小了整机系统
相竞争，并用于代苔该两料产面的我国CON末日 COMA型

的体积，降低了整机设备的生产成本。目前该产面巴成系
快速锁紧连接器产面的国际标准奠定了墓础。困

列，并青多神系列内、系列间转接器(见图2)0
( l仅稿曰期: 2009一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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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 WSN 末日 WSE 最终将发展成统一的

规范 o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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