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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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深圳市华悦珠宝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华悦珠宝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甘露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深圳市金质金银

珠宝检验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六福珠宝营销策划（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弘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深

圳市峰汇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华津国检（深圳）金银珠宝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梦金园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深圳宝福珠宝有限公司、深圳市星光达珠宝首饰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

欧祺亚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金玉福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深圳市誉和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深圳市宝联珠

宝标准与信息技术促进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国楷、郑焕坚、高婷、温同庆、杨佩、高超、周鹏、叶向洲、罗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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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可能涉及《一种贵金属弹簧及制造方法》发明专

利的使用，中国专利号为 ZL 2020 1 0848416.4。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承诺，他愿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

就专利授权许可进行谈判。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已在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备案。相关信息可以通过以下联

系方式获得：

专利持有人姓名：深圳市华悦珠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田心社区深盐路 3051 号龙嘉首饰一栋 2 层及 3 层 302 房。

请注意除上述专利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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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首饰零配件技术要求 弹簧扣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珠宝首饰零配件中弹簧扣的分类及名称、要求、检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珠宝首饰行业生产销售的零配件弹簧扣，其他生产工艺和材质的弹簧扣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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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22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公差

GB/T 9288 金合金首饰 金含量的测定 灰吹法（火试金法）

GB 11887 首饰 贵金属纯度的规定及命名方法

GB/T 14459 贵金属饰品计数抽样检验规则

GB/T 18043 首饰 贵金属含量的测定 X射线荧光光谱法

GB/T 23384 产品及零部件可回收利用标识

GB/T 28019 饰品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28020 饰品 有害元素的测定 X 射线荧光光谱法

GB/T 28021 饰品有害元素的测定光谱法

GB 28480—2012 饰品 有害元素限量的规定

GB/T 31912 饰品 标识

GB/T 38145 高含量贵金属合金首饰 金、铂、钯含量的测定 ICP差减法

GB/T 40114 首饰 贵金属含量的测定 ICP差减法

QB/T 2062 贵金属饰品

QB/T 4189 贵金属首饰工艺质量评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珠宝首饰 jewelry ornament

贵金属首饰及珠宝玉石首饰的统称，是以贵金属材料及珠宝玉石制成的供人佩戴的饰物。

3.2

零配件 component

产品中具有一定功能或用途的结构单元。

[来源：GB/T 23384—2009，定义 3.6]

3.3

弹簧扣 spring buckle

结构中含有弹簧的连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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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可有多种形状和款式。

4 分类及名称

4.1 弹簧扣按材料可分为贵金属弹簧扣和非贵金属弹簧扣。

4.2 贵金属弹簧扣主要分为 18K 金弹簧扣、22K 金弹簧扣、铂金弹簧扣、银弹簧扣和足金弹簧扣等。

其常见弹簧扣款式按形状和结构分为：龙虾扣、太极扣、燕尾扣、菱形扣、珍珠扣、圆形扣等。常见弹

簧扣款式的名称和图片见附录 A。

4.3 非贵金属弹簧扣主要为非贵金属合金弹簧扣，用于绳类链饰，其常见款式包括：项绳扣、皮绳扣、

编织绳扣等。

5 要求

5.1 贵金属弹簧扣含量要求

5.1.1 弹簧扣投产前应测试贵金属含量，生产中应保证材料的均匀性。

5.1.2 弹簧扣主体及配对的零件的贵金属含量应符合GB 11887的规定。

5.1.3 弹簧扣中弹簧质量占弹簧扣主体质量的比例宜不大于1.8%，弹簧扣整体纯度应符合GB 11887的

规定。

5.2 弹簧材质要求

5.2.1 弹簧为不锈钢材质的，其化学成分允许公差应符合GB/T 222的规定。

5.2.2 弹簧为贵金属材质的，纯度应符合GB 11887的规定。

5.3 有害元素要求

弹簧扣的有害元素含量及镍释放量应符合GB 28480—2012的规定，其中有害元素铅、铬（六价）、

镉、汞、砷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有害元素总含量的最大限量

元素 铅 铬（六价） 镉 汞 砷

最大限量Wmax/

（mg/kg）
≤300 ≤300 ≤30 ≤300 ≤300

5.4 外观质量要求

5.4.1 弹簧扣形状和大小应与首饰主体和谐，使首饰整体造型美观。

5.4.2 弹簧扣形态应无扭曲、变形、塌陷等现象。

5.4.3 弹簧扣表面应光洁、无划痕、无砂眼、无毛刺，边棱尖角处应光滑、无毛刺，无锋利。

5.4.4 弹簧扣应焊接牢固，无虚焊、漏焊及明显焊疤。

5.5 功能要求

5.5.1 弹簧扣应开关性能良好，手指可轻松拨动开关，指触稳定。开关与链尾的扣接操作简便、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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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弹簧扣的弹簧应灵活有力，弹性好，整体牢固可靠。

5.6 性能要求

5.6.1 耐疲劳性能

采用台式微电脑插拔力试验机-机械按压法，弹簧扣至少经过3000次数的开合试验后应开合自如，

无松脱、卡滞现象。

5.6.2 开合性能

弹簧扣弹性开关应灵活，弹簧扣和弹片回弹速度宜不延迟滞留为弹性正常。

5.7 规格要求

弹簧扣结构中的弹簧规格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弹簧规格要求

单位为毫米（mm）

弹簧材质

弹簧扣大小

（长度）

弹簧直径 弹簧长度

不锈钢

＜10 0.25 ＜13

≥10 0.25 ≤18

K金

＜10 0.25—0.325 ＜13

≥10 ≥0.325 ≤18

5.8 标识要求

按照GB/T 31912的规定执行。

6 检验方法

6.1 贵金属含量

贵金属零配件弹簧扣纯度可根据样品情况和需要采用 GB/T 9288、GB/T 18043、GB/T 40114、GB/T

38145 进行测量。

6.2 有害元素

按照 GB 28480—2012 第 5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6.3 外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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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QB/T 2062、QB/T 4189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有经验的人员，采用目测、手感

方法检测，必要时采用10倍放大镜辅助。

6.4 耐疲劳性能

6.4.1 测试方法

耐疲劳性能测试是采用台式微电脑插拔力试验机-机械按压法进行检测，台式微电脑插拔力试验机

如图1所示。测试原理是通过设定台式微电脑插拔力试验机的按压次数和起始按压速度，通过压力顶片

向弹簧扣扳手开关施力顶压，以压力顶片与弹簧扣扳手开关间相互作用力保持连续不间断的机械顶压，

试验机实时自动记录每次打开弹簧扣扳手的力量，从而得到弹簧扣弹簧的弹力和耐疲劳数据。

说明：

1——机体外壳 4——电源开关 7——固定夹头

2——数据显示屏 5——滑轨 8——顶片

3——调速器 6——力量感应器 9——转盘及推拉杆

图1 台式微电脑插拔力试验机

6.4.2 结果判定

弹簧扣经过不少于 3000 次数的开合试验后，应开合自如，无松脱、卡滞现象，弹簧扣和弹片回弹

速度应不延迟滞留，则弹簧扣的耐疲劳性能合格。当进行抽样检验时，抽样规则依据 GB/T 14459 的规

定执行。

6.5 弹簧规格

6.5.1 测试条件

使用测量器具分度值为 0.02 mm 的游标卡尺进行测量，使用的测量器具应在强制检定周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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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测试方法

使用测量器具分别对弹簧扣大小（长度）、弹簧直径、弹簧长度进行测量，以毫米为单位。测量 3

次，取平均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6.5.3 结果判定

符合表2规定的，则判定该弹簧规格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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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贵金属弹簧扣的常见款式名称及图片

贵金属弹簧扣的常见款式名称及图片见图A.1。

序号 中文名称 图片示例

1 龙虾扣

2 太极扣

3 燕尾扣

4 菱形扣

5 珍珠扣

6 圆形扣

图A.1 贵金属弹簧扣的常见款式名称及图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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