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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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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深圳市儿童智能产品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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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学生证通用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子学生证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具有北斗/GPS/WiFi/LBS/G-Sensor定位、4G LTE 蜂窝通话、Cat1数据通讯、蓝牙短

距离通讯和RFID识别等功能的电子学生证产品的研究开发和测试验收，为技术的普及推广和应用实施提

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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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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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3.1 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1部分：安全要求

GB 31241 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技术规范

GB/T 2423.7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c:粗率操作造成的冲击(主要用于设备型样品)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

GB/T 5169.16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6部分:试验火焰 50W水平与垂直火焰试验方法

GB/T 18287-2013 移动电话用锂离子蓄电池及蓄电池组总规

GB/T 18336.1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评估准则 第1部分:简介和一般模型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

GB/T 36342-2018 智慧校园总体框架

GB/T 37092 信息安全技术 密码模块安全要求

YD/T 1539-2019 移动通信手持机可靠性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YD/T 2407-2021 移动智能终端安全能力技术要求

YD/T 2408-2021 移动智能终端安全能力测试方法

https://www.so.com/link?m=b5mk9AtcRkODXToFYhD7aGzCcnoPodWAMvvjCZh5z7tEnQDsrNNhIaS%2B6dtkXPZgtbvnHOvPeDSWCnGkUjhbeQ4FDiwqScqA6J1L31akwylLhyCFJbreWcgcuwn3WqEKfdXP9WkrIWuCD9Z7F2H%2FRk0Vdj0gz4fow82q3579R8G89bUgtwkWFgWaX2gMtQHOM%2BTlzN1bOEXnqk8KwCkQl3ZK323U3yskKzK0Gzy%2BVdo%2Bf3B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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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T 2583.14-2013 蜂窝式移动通信设备电磁兼容性能要求好测量方法 第14部分：LTE用户设备及

其辅助设备

YD/T 3179.1-2016 移动终端支持基于LTE的语音解决方案（VoLTE）的测试方法 第1部分：功能和

性能测试

YD/T 3670-2020 移动通信终端支付软件安全测试方法

GM/T 0008-2012 安全芯片密码检测准则

T/CIS 11003-2021 红外额温计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子学生证 electronic student ID

一种主要针对学生群体的终端设备，具备无线通话、定位、信息通信等基本应用。可入校，可支持

校园一卡通、互动课堂、自主学习、移动支付、无感考勤的学生智能终端。

3.2 Cat.1 数据通讯 Cat.1 data communication

Cat.1 是 4G 通信 LTE网络下用户终端类别的一个标准。具有低延时、低成本、移动性好的特征，可

支持高达 10Mbps 的终端下行链路速率。

3.3 射频识别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射频识别(RFID)，通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而无需识别系统与特定目标之间

建立机械或光学接触。

4 要求

4.1 外观特性

1) 表面整洁，没有明显的划痕、破损和变形；

2) 表面的文字和标志清晰准确；

3) 控制和调节灵活可靠，结构紧固无松动；

4) 功能键有明确的标记、指示。

4.2 硬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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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显示

电子学生证可以采用无屏和有屏两种形态（为了信息交互的便利,功能扩充，建议搭配显示屏）。

显示屏的规格:

1) 电子学生证如使用TFT液晶屏，分辨率不低于128×128，屏幕尺寸建议不低于1.44英寸；

2) 电子学生证如使用墨水屏，分为小屏与大屏两种规格，小屏建议不低于1.54英寸,分辨率不低

于152×152；大屏建议不低于3.5英寸不大于4英寸，分辨率不低于240×320，其中大屏建议使用触摸屏

替代传统按键。

备注：墨水屏具有断电可显示，无需背光的超低功耗特性，可延长电子学生证的续航时间，同时无

蓝光污染，具备护眼的特点，对学生友好，有利于健康，建议屏幕规格大于3.5英寸时选用墨水屏。

4.2.2 按键

支持控制键、功能键，按键不少于5个，包括独立的开关机键、确认键、SOS键。

正常按压按键或倾斜按压按键应顺畅不卡键，按压按键放手后按键应及时回弹到原位不被卡住。

4.2.3 接口

电子学生证配备有SIM卡接口，充电接口，其接口应端正、牢固。

1) SIM卡接口至少支持NANO SIM卡，可选择支持物联网卡；

2) 充电接口可支持Type-C或USB。

4.2.4 供电

电子学生证应配置电池供电，建议采用锂电池，并支持可充电。

电池在满电状态下，应满足4.4.1及4.4.2的使用要求。

推荐参考GB/T 18287-2013标准要求。

4.2.5 RFID 特性

1) 13.56MHz

a) 基本要求

——工作频率：除特别要求外，RF 工作场频率（fc）应为 13.56MHz±7kHz；

——寿命：数据保存期可达10 年以上，读写次数可达100 000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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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识别要求（配套识别装置）

——读卡功能

将卡放置在规定读卡区域范围内应正确读取卡数据信息（如读取卡号与卡上所印刷的卡号一致）。

——读卡距离

将卡放置在距离读卡器正前方读卡区域内（读卡距离应优于2cm）六个面进行读卡应能被正确读取

卡数据信息。

——读卡交易时间

将卡放置在规定的读卡距离范围内，读卡器正确读取一张卡的时间应小于100ms。

支持NFC识别，内置NFC射频模块实现近距离识别功能。

2) 2.4GHz

a) 基本要求

——工作频率：除特别要求外，工作场频率应为 2.4GHz ～2.5GHz ；

——无线传输速率 ：250kbps/500kbps/1Mbps；

——接收灵敏度：-90dbm

b) 识别要求（配套识别装置）

——识别距离

运用于空旷地带识别距离应大于50M。

——识别速度

在要求识别距离内以20公里/小时速度移动卡，读卡器应能正确读取识别。

——误码率

读卡器识别卡的误码率优于千万分之一。

4.2.6 定位

电子学生证支持GPS、北斗、WiFi、LBS、蓝牙信标等一种或多种定位方式，必须支持GPS和北斗保

证户外精确定位。

4.2.7 外壳

外壳应符合环保、阻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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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壳应当满足中国RoSH指标要求，符合GB/T 26125标准。

2) 外壳应当满足燃烧等级：V-0，符合GB/T 5169.16标准。

4.3 功能要求

4.3.1 电子学生证功能

1) 电子学生证至少应显示当前网络连接状态、电量、时间、消息（无屏电子学生证应当至少采用

LED指示灯当前充电状态，网络状态，连接状态）；

2) 电子学生证支持亲情通话，数字键对应亲情号码，长按数字键拨打对应亲情号码，需要通过家

长端绑定设备后进行设置，没有设置的号码无法拨通电子学生证；

3) 电子学生证支持SOS号码，设备SOS键对应不少于1个紧急电话，长按SOS键依次拨打紧急电话，

若电话1无法接通，则自动拨打电话2；

4) 电子学生证支持实时定位；

5) 电子学生证支持电子围栏，通过设置电子围栏，当进入、离开此区域时，第一时间上传警报信

息；

6) 电子学生证支持远程在线升级；

7) 电子学生证可选择支持快捷支付功能，包括展示支付码被扫支付或可选择支持主动扫码支付；

8) 电子学生证可选择支持自主学习功能；

9) 电子学生证可选择支持红外测温功能；

10) 电子学生证可选择支持锁机、锁卡、机卡互锁，支持远程进行锁机、锁卡，避免设备被盗用或

者电话卡被拔出。

4.3.2 平台功能

1) 权限管理：包含创建组织、组织账号、以及账号角色。需先创建组织后，再创建账号角色，最

后在账号管理内创建新账号选择组织以及对应的账号角色；

2) 组织管理：当前组织下可新增多个下级组织；

3) 角色管理：角色创建主要区别于账号权限，根据每个角色的不同赋予后台权限；

4) 账号管理：为组织添加管理员或普通账号，用于下级组织登录查看组织信息。每个组织仅能有

一个管理员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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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管理：用于管理查看各组织机构下所有学生卡信息；

6) 校园卡分配：可为所有下属的组织机构根据设备 IMEI 号分配学生卡；

7) 批量导出：导出选中组织下所有学生卡的状态信息；

8) 导入设备批量禁用/解锁：可下载模板根据格式填写需要禁用或解锁的设备手机号，点击上传

即可执行；

9) 考勤管理：学生进出校园自动考勤管理,对早到、正常、迟到、缺勤的学生可随时进行查看和

历史记录查询；

10) 班级通知：点对点一键通知所有家长实时接收查看、反馈、互动,不用再担心群内信息刷屏导

致家长不能及时查看（可选支持）；

11) 班级动态：家长或老师对学生的学习、生活、活动如朋友圈信息般分享,只限本班级所有家长

和老师查看、评论,方便为班级生活记录下所有的动态,实现家校一体生活化（可选支持）；

12) 批量设置上课免打扰可根据设备机型、设备 IMEI，下发上课免打扰指令。在上课期间，学生

卡设备将不会接收到任何来电批量导入 SOS 和亲情号码可下载模板根据格式填写设备 IMEI 号以及对应

的亲情号、SOS 联系电话，点击上传即可执行，若号码为空则不发送设置号码指令；

13) 学校管理：在选择的组织下新建学校，包含输入学校名称、所属区域及教育阶段；

14) 年级管理：可查看及新增所有下属组织学校内的年级；

15) 班级管理：可新增或修改年级内的班级信息（支持批量导入），以及发布班级课程表；

16) 学生管理：可新增或修改各级组织架构下学院信息，支持批量导入以及批量更新年级；

17) 教师管理：支持新增或修改教师信息，开通的教师端账号可用于登录教师端 APP；

18) 统计管理：用于查看学校内所有的设备信息状态以及告警情况；

19) 状态统计：用于查看学校内所以学生卡设备是否在线；

20) 告警统计：用于查看终端设备所检测到的相关异常告警数据。

4.3.3 家长端 APP 功能

1) 通讯录：为学生卡添加联系人，只有在通讯录的成员可以给绑定的学生卡打电话；

2) 亲情号码：亲情号码页面列表内，添加手机号及关系名称，对应学生卡数字按键；

3) SOS 页面列表内，可添加手机号作为紧急联系电话。当学生卡长按 SOS 按键时，列表内的手机

将会接收报警短信以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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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子围栏：随时随地自定义安全围栏范围，当佩戴学生卡设备进出围栏范围，将会接收消息提

示；

5) 定位信息：点击即可查看当前学生卡设备所在位置，可进行位置更新以及足迹查看；

6) 上课免打扰：可为学生卡设定免打扰时间，时间周期内学生卡设备将不会接收到来电信息，直

至超出规定时间，自动失效；

7) 课程表功能，当学校发布班级课程表时，点击即可查看（可选支持）；

8) 远程重启/关机：当学生卡处于开机联网状态下，可在家长端远程控制学生卡重启或关机；

9) 成员：可邀请多个家庭成员进行学生卡管理；

10) 我的：支持查看及修改学生部分信息，以及添加或解绑设备。

4.3.4 教师端 APP 功能

1） 我的班级：可查看当前教师管理及授课的所有班级信息，包含班级学员名字、定位及家长电话；

2） 家庭作业：可选择在线对所有授课班级的全部成员或部分成员发布家庭作业，跟进家庭作业接

收情况（可选支持）；

3） 班级通知：可选择在线对所有授课班级的全部成员或部分成员发布班级通知，跟进班级通知接

收情况（可选支持）；

4） 课程表：教师可在线查看所授课班级的所有课程安排（可选支持）；

5） 我的：查看及修改当前账号信息。

4.4 性能要求

4.4.1 工作时长

电子学生证在满电状态下，待机时长不少于120小时，日常可使用时长不少于72小时。

4.4.2 语音通话

电子学生证应支持VOLTE通话，在满电状态下，通话时长不低于180分钟。

4.4.3 定位精度

1） 设备需支持GNSS定位。如GPS及北斗定位，同时可以支持GPS和北斗并行接收及联合定位。TTFF

（Cold Star）不超过40秒，卫星芯片定位精度<2m（1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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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需支持基站定位技术（LBS定位），且平台具备LBS解析能力；

3） 设备需支持WiFi定位技术(WIFI Scan)，且平台具备WiFi解析能力；

4） 融合定位精度需要实现室内≤100米，室外≤10m；

5） 需具备基本算法实现定位方式自动切换，以保证定位精度及功耗。

4.5 安全和可靠性

4.5.1 按键寿命

电子学生证上独立的开关机键寿命应达到5万次，其余按键的寿命应达到使用10万次，功能、外观

及装配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4.5.2 按键耐压力强度

电子学生证所有按键承受3000g力15s后应不损坏，功能应正常。

4.5.3 电话卡插拔寿命

电子学生证手机卡进行100次的插拔试验后，功能、外观及装配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4.5.4 充电接口插拔寿命

电子学生证充电接口进行1000次的插拔试验后，功能、外观及装配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4.5.5 电池使用寿命

电子学生证在环境温度为23℃±2℃的条件下，重复进行1次至50次循环，充放电之间搁置0.5～1h，

直至任一个第50次循环放电时间低于3h时，按照第50次循环的规定再进行一次循环，如果放电时间仍然

低于3h时，则认为寿命终止。电池循环寿命应不低于300次。

4.5.6 自由跌落

电子学生证未带包装，在关机状态下以1M高度自由跌落测试，测试过程不可有冒烟、起火、漏电；

测试后外壳和零件松脱移位时，用手组装回去可恢复原始状态，可视为正常，但不可出现造成用户伤害

的锋利锐角或毛边出现；测试后开机显示屏显示正常、各项功能应正常。

4.5.7 电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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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学生证使用的锂电池性能应符合GB 31241的规定。

4.5.8 电器安全

电子学生证应设计符合GB 4943.1的相关规定。

4.6 环境适应性

4.6.1 低温工作

电子学生证在开机状态下经过-5℃±3℃低温存储8h后，外观及装配、功能应正常，符合相关要求。

4.6.2 高温工作

电子学生证在开机状态下经过45℃±3℃高温工作8h后，外观及装配、功能应正常，符合相关要求。

4.6.3 高温高湿工作

电子学生证在开机状态下经环境温度45℃±3℃、环境湿度85%～95%下，高温高湿工作8h, 在正常

测试环境下恢复后，功能、外观及装配应正常，符合相关要求。

4.6.4 防静电

电子学生证应满足±4KV的接触放电测试，及±8KV的空气放电测试。

4.6.5 防尘、防水

电子学生证应有IP66防尘防水性能，即按照测试方法要求进行防尘测试后无灰尘进入；按照测试方

法要求进行防水测试后无有害影响，功能正常。

4.7 电磁兼容性

电子学生证需满足《YD/T 2583.14-2013蜂窝式移动通信设备电磁兼容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 第14

部分 LTE用户设备及其辅助设备》。

4.8 安全要求

可提供“移动+物联信息安全服务保障”包括自主可控的安全芯片和算法、智能终端安全云服务平

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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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设备接入认证

终端应采用证书安全认证管理的方式来实现和运营平台的内容下发安全接入的方式。

1) 应采用证书支持与运营平台的双向身份认证机制以保证互通的合法性。

2) 应采用安全的传输协议保证通信数据的保密性和完整性，如采用TLS1.2或以上版本的协议，

TLCP1.1或以上安全版本的协议。

4.8.2 系统安全要求

系统安全应至少符合标准 YD/T 2407-2021 条款 5.3 一级要求。

应具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密钥安全管理能力，包括密钥的生成、使用、分发、撤销、更新、销毁阶

段，系统应提供对应的密钥托管以及对应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

4.8.3 应用安全要求

应用安全应至少符合标准 YD/T 2407-2021 条款 5.5 一级要求。

应用应支持软件密码模块功能，为应用提供数据加密，数字签名，身份认证等功能。为应用提供防

克隆，防逆向调试等软件攻击的能力，采用的密码模块应符合标准 GB/T 37092 安全等级第二级认证。

4.8.4 数据安全要求

未经用户确认，终端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不应擅自收集、修改用户数据，包括但不限于通讯录数据、

通话记录、短信数据等；未经用户确认不能开启通话录音、本地录音和定位等功能；未经用户确认不能

调用终端通信功能并通过移动通信网络、蓝牙和 NFC 等传送数据。

应采用国家商用密码技术对终端数据进行保密性、完整性和抗抵赖性保护，采用的密码算法应符合

国家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

应采用安全芯片对终端上的敏感个人信息（如定位、支付）、数字版权内容、数字身份信息等敏感

信息进行保密性和完整性保护。采用的安全芯片应具备在内部生成并存储密钥和真随机数的能力，应具

备对抗侧信道、故障注入等主流硬件攻击方式的能力。采用的安全芯片应至少满足标准 GM/T 0008 安

全等级 2 级要求、GB/T 18336.1 的 EAL4+要求。

4.9 管控要求

4.9.1 管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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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发文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电子学生证作为针对学生用户的

智能设备，必须符合教育部相关规定，同时应从学生、学校方面的实际需求考虑，打造真正符合学生使

用的电子学生证终端。

4.9.2 系统管控

电子学生证系统平台应结合学校管理要求，须具备时间段禁用、课堂免打扰、通话白名单及通话时

长等功能，不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4.9.3 功能管控

电子学生证不得具备交友、聊天、游戏等功能或具备这些功能的应用，不得影响学校的正常管理及

学生的学习、生活。

4.10 扩展功能

4.10.1 物联网测温

采用非接触式红外测温技术，可实现对人体的非接触式体温监测。测温数据可通过WiFi、蓝牙 、

ZigBee或蜂窝移动数据等方式将测温数据传输至指定平台或设备。

1) 定义

体温：人体温度的简称，正常人体温度在36-37℃，超过37.3℃属于低烧症状，超过38℃属于高烧

症状。可直接测量人体温度的部位包括腋下、口腔和直肠。

表温：表面温度的简称，在非接触式测温方式中通常先采集人体额头、耳蜗等体表温度（表面温度），

结合临床数据再通过算法从而得到人体温度。在做测试过程中通常用高精度黑体和高精度恒温水槽来模

拟人体表面温度。

2) 技术要求

a) 体温测量范围：34至43℃

b) 该设备使用的环境温度范围：16至35℃

c) 环境湿度：≤95% RH

d) 测温点距离额头范围：1至5cm

e) 体温模式测温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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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准确性 体温段 环境温度

±0.3℃ 34~35.4℃

16~35℃±0.3℃ 35.5~41℃

±0.5℃ 41.1~43℃

f) 表温模式测温精度

温度准确性 黑体/恒温水槽 环境温度

±0.2℃ 33~40℃ 16~35℃

4.10.2 超级 SIM 卡

电子学生证如具备超级 SIM 卡功能，应符合中国移动超级 SIM 卡技术白皮书要求。

4.10.3 移动支付

针对支付码支付及扫码支付应满足一下要求：

1) 需采用国密级商用安全芯片，保障支付安全。

2) 采用支付码实现支付的，显示分辨率应满足 4.2.1 显示要求。

3) 采用扫码实现支付的，摄像头像素建议满足 200 万以上。

4) 必须授权绑定，生成一个 64 位密钥给设备。

5) 设备获取到的支付二维码，携带有时间戳，时效限制 60 秒。

6) 所有传输都必须 https 加密。

4.11 操作系统

可采用RTOS软件开发，支持远程升级。推荐采用国产操作系统以OpenHarmony、中国移动OneOS为代

表的面向全场景、全连接、全智能的终端设备物联网操作系统。

应符合如下要求：

1) 整体遵从分层设计

分内核层、系统服务层、框架层和应用层，支持根据实际需求裁剪某些非必要的组件。

2) 丰富的组件生态

提供丰富的组件功能，如远程升级、室内外定位、低功耗控制等。同时应支持添加各类第三方组件，

以便扩展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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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易开发

提供简单易用的开发工具，方便应用开发和硬件调试。

4) 低功耗设计

支持外围设备的功耗管理，可以根据业务场景选择相应低功耗方案，自动采用相应功耗控制策略，

进行休眠和调频调压，降低设备整体功耗。

4.11.1 如采用 OpenHarmony 需满足

1) 系统功能按照“系统 > 子系统 > 组件”逐级展开，在多设备部署场景下，支持根据实际需求

裁剪某些非必要的组件。通过组件化和组件弹性化等设计方法，做到硬件资源的可大可小，在多种终端

设备间，按需弹性部署，实现统一操作系统，弹性部署；

2) 系统服务按照具体应用或设备的依赖，加载所需系统服务；框架按照具体应用要求只加载应用

所需的框架模块；驱动程序框架采用配置文件的形式，实现驱动程序的动态加载；内核主要通过

Makefile 的配置以及部分配置型头文件的编译宏定义实现；

3) 一次开发，多端部署；面向多终端的 IDE（南向硬件 IDE，北向应用 IDE）；控件标签化，布

局自适配；

4) 通过综合信息感知平台虚拟为本地设备，各平台通过综合信息感知平台注册自己硬件能力，打

破硬件的界限，实现硬件互助，资源共享。

4.11.2 如采用 OneOS，有以下特征可助力应用开发

1) 开箱即用的应用开发框架，可基于类 VUE.JS 前端框架实现类 web 的开发范式，使用标准的 CSS

动画样式，使用高级语言完成嵌入式设备上层应用软件开发；

2) 支持异构组网，解决数据在蓝牙网络、Wi-Fi 网络和以太网络在网络层的互通问题；支持分布

式系统资源和数据管理、分布式程序运行控制，协作跨终端协同；

3) 使用更小更快更安全加密套件和安全传输协议栈，为物联网终端提供全面的数据安全防护手段，

轻量级的国产商用密码算法套件，轻量级的安全传输协议栈。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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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参考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应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23±2）℃；

——相对湿度：（50±20）%。

5.2 外观

在检验作业面维持照度值不低于 250lx 的照明条件下，在距检验者明视距离处通过目视及手动进行

检查，应符合 4.1 要求。

5.3 硬件特性

5.3.1 显示

1) 打开电子学生证桌面上的设置选项，然后在设置界面找到显示选项并点击打开，在显示界面找

到屏幕分辨率并点击打开，查看是否符合4.2.1分辨率要求。

2) 通过精度不小于0.1mm的直尺，测量电子学生证显示屏对角线，应符合4.2.1屏幕尺寸要求。

5.3.2 按键

在检验作业面维持照度值不低于250lx的照明条件下，在距检验者明视距离处通过目视及手动进行

检查，应符合4.2.2要求。

5.3.3 接口

在检验作业面维持照度值不低于250lx的照明条件下，在距检验者明视距离处通过目视及手动进行

检查，应符合4.2.3要求。

5.3.4 供电

1) 取出电子学生证配置电池，在检验作业面维持照度值不低于250lx的照明条件下，在距检验者

明视距离处通过目视及手动进行检查电池信息，应符合4.2.4要求。

2) 将电子学生证配置电池充满电，应符合4.2.4要求。

5.3.5 RFID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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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3.56MHz

基本要求：采用示波器或频谱仪测量13.56MHz工作频率，结果应符合4.2.5中第1.1点要求。

识别要求：采用13.56MHz识别装置，并预设好测试平台，将电子学生证置于识别装置读卡区域不低

于2cm的距离，所测试结果应符合4.2.5中第1.2点要求。

2) 2.4GHz

基本要求：采用示波器或频谱仪测量2.4GHz工作频率，结果应符合4.2.5中第2.1点要求。

识别要求：

a) 采用2.4GHz识别装置，并预设好测试平台，将电子学生证设置于距离识别装置50米以外距离，

识别装置能正确读取识别。

b) 在要求识别距离内以20公里/小时速度移动，识别装置能正确读取识别。

5.3.6 定位

按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检查电子学生证的定位功能。

5.3.7 外壳

电子学生证的外壳材料的阻燃要求应按GB/T 5169.16对应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结果应符合4.2.7

要求。

电子学生证的外壳应符合环保，按照GB/T 26125规定的方法进行。

5.4 功能要求

5.4.1 电子学生证功能

按电子学生证使用说明书说明具有的功能进行操作，核查电子学生证所具有的功能，其中至少应具

有显示当前网络连接状态、电量、时间、消息等功能

注：无屏电子学生证应当至少采用LED指示灯当前充电状态，网络状态，连接状态。

5.4.2 平台功能

按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检查平台功能。

5.4.3 家长端 APP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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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检查家长端APP功能。

5.4.4 教师端 APP 功能

按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检查教师端APP功能。

5.5 性能要求

5.5.1 工作时长

电子学生证按照使用说明书，在功能正常使用状态下，保持开机，使用时长应符合4.4.1要求。

5.5.2 语音通话

按照标准YD/T 3179.1试验方法进行语音通话试验，测试结果应符合4.4.2要求。

5.5.3 定位精度

电子学生证的定位精度参照表1列出的方法进行测试。

表1 定位精度测试方法

序号 场景 测试方法

1 室内

测试在移动网络信号接收强度(RSSI)大于一100dBm.卫星信号强度大于一166dBW、

晴天(以气象学上的定义为准)、空旷环境(方圆50m以内无70m以上的高楼)的条件

下,静态定位测试100次,记录定位时间、定位有效次数,并计算定位距离误差。

2 室外

测试在移动网络信号接收强度(RSSI)大于一100dBm、可以搜索到不少于5个WIFI热

点的条件下,静态定位测试100次,记录定位时间、定位有效次数,并计算定位距离误

差。

5.6 安全和可靠性

5.6.1 按键寿命

按照标准YD/T 1539-2019 条款4.2.5.3试验方法进行按键寿命试验，测试结果应符合4.5.1要求。

5.6.2 按键耐压力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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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前确认按键手感、功能正常，对按键施加3000g作用力持续15s进行按压耐力测试，测试后按键

及功能正常。

5.6.3 电话卡卡插拔寿命

试验条件:将试验样品固定在试验设备上，用配套的手机卡进行反复插拔50次，频率每分钟10～20

次，并且进行前后的力值测量。试验结束后，检查电池是否脱落并正常供电，试验样品能正常拨打电话，

测试结果应符合4.5.3要求。

5.6.4 充电接口插拔寿命

将插头与电子学生证插座分别固定在专用设备上，以每小时500个周期的速率反复插拔，插拔顺序:

正面插拔2500次，反面插拔2500次，正面插拔2500次，反面插拔2500次，插拔10000次后，拔出力应在8～

25N内。试验结束后，测试结果应符合4.5.4要求。

5.6.5 电池使用寿命

按照标准GB/T 18287-2013条款5.3.2.8试验方法进行电池使用寿命试验，测试结果应符合4.5.4要

求。

5.6.6 自由跌落

按照标准GB/T 2423.7试验方法进行自由跌落试验，测试结果应符合4.5.5要求。

5.7 环境适应性

5.7.1 低温工作

按照标准YD/T 1539-2019 条款4.1.1.2试验方法进行低温试验，测试结果应符合4.6.1要求。

5.7.2 高温工作

按照标准YD/T 1539-2019 条款4.1.2.2试验方法进行高温试验，测试结果应符合4.6.2要求。

5.7.3 高温高湿工作

按照标准YD∕T 1539-2019 条款4.1.7试验方法进行高温高湿工作试验，测试结果应符合4.6.3要求。

5.7.4 防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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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学生证依次按6个面，一个面50秒，每秒1次；接触放电±4KV，非接触式放电±8kV。静电测试

后不能有不可恢复性的功能异常（重启正常算符合要求）。

5.7.5 防尘、防水

按照标准GB/T 4208-2017的条款13.4和13.6及14.2.6进行试验，测试结果应符合4.6.5要求。

5.8 电磁兼容性

按照标准 YD/T 2583.14 要求进行电磁兼容性相关项目的试验，结果应符合要求。

5.9 安全要求测试方法

5.9.1 设备接入认证

a)检查被测电子学生证的操作系统是否提供设备接入的功能；

b)如果电子学生证操作系统提供设备接入的功能，使用该功能与其他设备进行接入，在设备接入过

程中确认设备是否需要认证后才能接入。

5.9.2 系统安全

按照标准YD/T 2408-2021条款4.3试验方法进行核查，测试结果应符合4.8.2要求。

5.9.3 应用安全

按照标准YD/T 2408-2021条款4.5试验方法进行核查，测试结果应符合4.8.3要求。

5.9.4 数据安全

按照标准YD/T 2408-2021条款4.6试验方法进行核查，测试结果应符合4.8.4要求。

5.10 管控要求测试方法

5.10.1 系统管控

依据产品说明书对电子学生证的各项功能进行核查:

——是否提供访问控制功能;

——是否须具备时间段禁用、课堂免打扰、通话白名单及通话时长等功能

——是否有管理用户负责对其他用户进行账户分配和权限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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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数据包嗅探修改和重放等分析手段测试不同用户操作权限相互之间是否制约。

5.10.2 功能管控

依据产品说明书对电子学生证的各项应用程序进行核查，不得具备交友、聊天、游戏等功能或具备

这些功能的应用。

5.11 扩展功能

5.11.1 物联网测温

按照标准T/CIS 11003-2021试验方法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应符合4.10.1要求。

5.11.2 超级 SIM 卡

依据产品说明书对电子学生证的超级SIM卡功能进行核查，测试结果应符合4.10.2要求。

5.11.3 移动支付

移动支付安全要求测试方法按照标准YD/T 3670-2020试验方法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应符合4.10.3

要求。

依据产品说明书对电子学生证的摄像头像素、显示分辨率进行核查，测试结果应符合4.10.3要求。

5.12 操作系统

5.12.1 OpenHarmony

核查被测电子学生证的操作系统信息，如果操作系统为OpenHarmony，则测试结果应符合4.11.1要

求。

5.12.2 OneOS

核查被测电子学生证的操作系统信息，如果操作系统为OneOS，则测试结果应符合4.11.2要求。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检验

每台终端设备须经制造商的质量检验部门检验，所检验的项目达到本文件要求后方可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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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型式试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设备应进行型式检验：

1) 新产品投产前；

2) 连续生产中，每5年不少于1次；

3) 间隔1年以上再投产时；

4) 在设计、工艺或材料有重大改变时；

5)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对产品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质量问题时。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产品包装上应有下列标识：

1) 产品名称、型号、CCC 标志、出厂编号；

2) 电源电压；

3) 无线电设备型号核准代码；

4) 终端 IMEI 码；

5) 制造单位名称。

7.2 包装

包装应符合标准GB/T 13384的要求，且包装箱应设有防震和防潮的措施。包装箱内应随机附有合格

证、使用说明书及装箱单。

7.3 运输

运输标志应符合标准GB/T 191的规定。包装后产品应方便运输，并应避免雨雪或接触有害化学物质，

搬运中防止机械损伤。运输方法和要求按订货合同规定。

7.4 贮存

产品贮存时应放在原包装箱内，贮存存放产品的包装箱应垫离地面至少15cm，距离墙壁、热源、冷

源、窗口、通气口至少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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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期一般为6个月，若在生产厂存放期已超过6个月，则应在出厂前重新进行出厂检验。产品仓库

的环境温度为-10℃～40℃，相对湿度为30%～80%。库房内不允许有各种有害气体、易燃、易爆物品及

有腐蚀性的化学物品，并应远离强电磁场。

8 随行文件

终端设备所提供的随行文件至少应包括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和装箱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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