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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触控性能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移动终端触控性能的测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各种具有触控功能的移动终端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UI：用户界面(User Interface)  

IC：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  

5 测试仪表与设备 

测试中使用的仪表和设备功能及要求如表 1所示，关系如图 1所示。 

表 1  仪表和设备 

序号 名称 功能 要求 

1 摄像头 
获取被测终端屏幕像素点位

置，并传递给测试电脑 
可清晰获取屏幕像素点位置并传递给测试电脑 

2 测试电脑 
控制测试机器人；处理采集的

数据 
可控制测试机器人；可处理采集的数据 

3 测试机器人 
模仿人手在规定位置执行触

摸操作 

支持至少两支铜柱分别移动，铜柱直径为 4毫米-12毫米；

可在水平平面横竖移动、垂直手机表面上下移动，移动步

长精度小于等于 0.01 毫米 

4 测试应用 报点采集 可安装在被测设备中，采集报点并传递给测试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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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仪表和设备 

6 测试方法 

6.1 测试前准备 

被测设备测试前应进行如下准备： 

a) 确定被测设备安装测试应用，且应用可以正常采集报点； 

b) 确定被测设备能正常连接Wi-Fi； 

c) 确定后台应用关闭，以免测试过程中弹框影响测试； 

d) 确定被测设备开启虚拟按键导航模式及常亮功能，确保手机电量不低于80%； 

e) 关联坐标系，操作步骤如图 2所示： 

1）  测试机器人坐标：测试机器人坐标是测试机器人所能移动到的空间的立体坐标位置； 

2）  屏幕物理坐标：指被测设备每个像素点以屏幕真实尺寸的长和宽为坐标系的坐标位置； 

3）  触屏报点坐标：指触屏 IC上报给被测设备的报点位置。 

f) 按照测试机器人操作要求进行校准。 

 

图 2  测试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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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测试场景 

6.2.1 中心五点 

 

图 3  中心五点 

该场景下测试点为5个，如图3所示。 

具体测试点坐标如下： 

a) P0：（w/2,h/2）； 

b) P1：（w/4,h/4）； 

c) P2：（w*3/4,h/4）； 

d) P3：（w/4,h*3/4）； 

e) P4：（w*3/4,h*3/4）。 

注：手机平面可触摸区域为w*h，铜柱直径为d。 

6.2.2 边缘八点 

 

图 4  边缘八点 

该场景下测试点为8个，如图4所示。 

具体测试点坐标如下： 

a) P1：（d/2,d/2）； 

b) P2：（w/2,d/2）； 

c) P3：（w-d/2, d/2）； 

d) P4：（w-d/2,h/2）； 

e) P5：（w-d/2,h-d/2）； 

f) P6：（w/2,h-d/2）； 

g) P7：（d/2,h-d/2）； 

h) P8：（d/2,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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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手机平面可触摸区域为w*h，铜柱直径为d。 

6.2.3 遍历点 

该场景将屏幕等分为n*m，对等分点进行遍历。 

该场景下测试点为(n+1)*(m+1)个。 

其中主要测试点如下： 

a) P1：（d/2,d/2）； 

b) P2：（d/2+(w-d)/n,d/2） 

c) Pn+1：（w-d/2,d/2）； 

d) Pn+2：（d/2, d/2+(h-d)/n）； 

e) P2(n+1)：（w-d/2, d/2+(h-d)/n）； 

f) P(n+1)*m+1：（d/2, h-d/2）； 

g) P(n+1)*(m+1)：（w-d/2,h-d/2）。 

注：手机平面可触摸区域为w*h，铜柱直径为d。 

6.2.4 任意点 

该场景对任意给出的点P（x，y）进行测试，其中0≤x≤w, 0≤y≤h。 

注：手机平面可触摸区域为w*h。 

6.2.5 边缘线 

 

图 5  边缘线 

该场景下测试线为4条单独直线，如图5所示。 

具体测试线坐标如下： 

a) L1：（d/2,d/2）-（w-d/2, d/2）； 

b) L2：（w-d/2, d/2）-（w-d/2,h-d/2）； 

c) L3：（w-d/2,h-d/2）-（d/2,h-d/2）； 

d) L4：（d/2,h-d/2）-（d/2,d/2）。 

注：手机平面可触摸区域为w*h，铜柱直径为d。 

6.2.6 米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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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米字线 

该场景下测试线为4条单独直线，如图6所示。 

具体测试线坐标如下： 

a) L1：（d/2,d/2）-（w-d/2,h-d/2）； 

b) L2：（w/2,d/2）-（w/2,h-d/2）； 

c) L3：（w-d/2, d/2）-（d/2,h-d/2）； 

d) L4：（d/2,h/2）-（w-d/2,h/2）。 

注：手机平面可触摸区域为w*h，铜柱直径为d。 

6.2.7 回型线 



图 7  回型线 

该场景下测试线为1条连续线，起点为(w/2,h/2)，如图7所示。 

注：手机平面可触摸区域为w*h，铜柱直径为d。 

6.2.8 遍历线 

该场景将屏幕等分为n*m，对等分线进行遍历。 

该场景下测试线为(n+1)+(m+1)条。 

其中主要测试点如下： 

a) L1：（d/2,d/2）-（d/2,h-d/2）； 

b) L2：（d/2+(w-d)/n,d/2）-（d/2+(w-d)/n, h-d/2） 

c) Ln+1：（w-d/2,d/2）-（w-d/2,h-d/2）； 

d) Ln+2：（d/2,d/2）-（w-d/2,d/2）； 

e) Ln+m+2：（d/2, h-d/2）-（w-d/2,h-d/2）。 

注：手机平面可触摸区域为w*h，铜柱直径为d。 

6.2.9 任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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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场景对任意给出的线L（x1，y1）-（x2，y2）进行测试，其中0≤x1，x2≤w, 0≤y1，y2≤h。 

注：手机平面可触摸区域为w*h。 

6.3 屏幕响应测试 

6.3.1 测试目的 

响应时间：从铜柱或者手指触屏幕开始，到屏幕开始有 UI 变化结束，这一时间过程为触屏响应时

间。 

6.3.2 测试条件 

测试场景：手机主菜单界面。 

样机状态：充电和非充电。 

铜柱直径：7mm。 

6.3.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选择测试条件； 

b) 将被测终端重新启动进入手机开发者，打开指针模式； 

c) 打开测试应用； 

d) 高速摄像机开始录制操作过程； 

e) 统计从铜柱接触屏幕开始，到屏幕出现指针为止的过程，高速摄像机记录的帧数； 

f) 计算屏幕响应时间 T为本次测试结果。 

6.4 屏幕点击测试 

6.4.1 点击偏离值 

6.4.1.1 测试目的 

点击偏离值：测量实际点坐标与目标点坐标的两点直线距离。 

6.4.1.2 测试条件 

测试场景：中心五点、边缘八点、遍历点、任意点。 

样机状态：充电和非充电。 

铜柱直径：7mm。 

6.4.1.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选择测试条件； 

b) 将被测设备放入测试系统中,确定的目标点坐标（x1,y1）； 

c) 移动铜柱点击目标点，测试应用上报实际报点坐标（x2,y2）； 

d) 计算目标点坐标与实际报点坐标偏差距离； 

e) 重复步骤 c）至步骤 d）5次，计算 5次的平均值 d； 

f) 遍历测试场景中所有点，统计其中最大值 D为本次测试结果。 

6.4.2 点击抖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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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 测试目的 

点击抖动值：在同一个目标点的多组实际坐标信息中，计算最大的两点直线距离。 

6.4.2.2 测试条件 

测试场景：中心五点、边缘八点、遍历点、任意点。 

样机状态：充电和非充电。 

铜柱直径：7mm。 

6.4.2.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选择测试条件； 

b) 将被测设备放入测试系统中,确定的目标点坐标； 

c) 移动铜柱点击目标点，测试应用上报实际报点坐标（x,y）； 

d) 计算实际报点坐标间的最大距离 d； 

e) 重复步骤 c）至步骤 d）5次，计算 5次的平均值 d； 

f) 遍历测试场景中所有点，统计其中最大值 D为本次测试结果。 

6.4.3 点击灵敏度 

6.4.3.1 测试目的 

点击灵敏度：对测试终端按照预设的目标点进行打点，测试终端否存在不报点。 

6.4.3.2 测试条件 

测试场景：中心五点、边缘八点。 

样机状态：充电和非充电。 

铜柱直径：7mm。 

6.4.3.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选择测试测试条件； 

b) 将被测设备放入测试系统中,确定的目标点坐标； 

c) 移动铜柱点击目标点，重复 10次，统计报点次数 n；  

d) 遍历测试场景中所有点，统计累计报点次数 N为本次测试结果。 

6.5 屏幕线性测试 

6.5.1 线性偏离值 

6.5.1.1 测试目的 

线性偏离：在划线过程中，实际报点线与目标直线的垂直距离。 

6.5.1.2 测试条件 

测试场景：边缘线、米字线、任意线、遍历线。 

样机状态：充电和非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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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柱直径：7mm。 

6.5.1.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选择测试条件； 

b) 将被测设备放入测试系统中,确定的目标线坐标； 

c) 以 30mm/s按照目标线匀速移动铜柱，测试应用上报实际报点坐标；  

d) 重复步骤 c）至步骤 d）3次，计算平均值 d； 

e) 遍历测试场景中所有线，统计其中最大值 D为本次测试结果。 

6.5.2 线性抖动值 

6.5.2.1 测试目的 

线性抖动：在划线过程中实际点集合的波浪形曲线相对于目标直线的垂直最大距离，如图 8所示，

中心直线为目标直线，波浪线为实际报点线，则抖动值为 D1+D2。 

 

图 8  线性抖动值 

6.5.2.2 测试条件 

测试场景：边缘线、米字线、任意线、遍历线。 

样机状态：充电和非充电。 

6.5.2.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选择测试测试条件； 

b) 将被测设备放入测试系统中,确定的目标线坐标； 

c) 以 30mm/s按照目标线匀速移动铜柱，测试应用上报实际报点坐标；  

d) 重复步骤 c）3次，统计最大抖动值 d； 

e) 遍历测试场景中所有线，统计其中最大值 D为本次测试结果。 

6.5.3 线性灵敏度 

6.5.3.1 测试目的 

线性灵敏度测试：对测试终端按照预设的目标线进行划线,测试终端否存在划线断点。 

6.5.3.2 测试条件 

测试场景：回型线。 

样机状态：充电和非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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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柱直径：7mm。 

6.5.3.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选择测试测试条件； 

b) 将被测设备放入测试系统中,确定的目标线坐标； 

c) 以 30mm/s按照目标线匀速移动铜柱，统计断线次数 n；  

d) 重复步骤 c）3次，统计累计断线次数 N为本次测试结果。 

6.6 触屏报点率 

报点率是指在持续触摸屏幕过程中，触屏的报点次数；此指标反应了触屏报点的频率，测试指标

分动态报点率和静态报点率。 

6.6.1 静态报点率 

6.6.1.1 测试目的 

静态报点率：铜柱长按屏幕时，单位时间内报点的次数。 

6.6.1.2 测试条件 

测试场景：中心五点、边缘八点、遍历点、任意点。 

样机状态：充电和非充电。 

铜柱直径：7mm。 

6.6.1.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1) 选择测试测试条件； 

2) 将被测设备放入测试系统中,确定的目标点坐标； 

3) 移动铜柱至目标点，铜柱碰触屏幕，并保持 10秒； 

4) 统计报点个数 nr和断点个数 nd；  

5) 遍历测试场景中所有点，记录平均报点个数 Nr和平均断点个数 Nd为本次测试结果。 

6.6.2 动态报点率 

6.6.2.1 测试目的 

动态报点率：铜柱匀速滑动屏幕过程中，单位时间内触屏报点的次数。 

6.6.2.2 测试条件 

测试场景：边缘线、米字线、回型线、遍历线、任意线。 

样机状态：充电和非充电。 

6.6.2.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选择测试测试条件； 

b) 将被测设备放入测试系统中,确定的目标线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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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 30mm/s按照目标线匀速移动铜柱，移动时长持续 10秒； 

d) 统计报点个数 nr；  

e) 遍历测试场景中所有线，记录平均报点个数 Nr 为本次测试结果。 

6.7 悬浮高度 

6.7.1 测试目的 

悬浮高度是指手指在未接触屏幕时，能触发触屏报点的的最大距离。悬浮度对用户的使用体验影响

是：悬浮大用户感知是过于灵敏，会产生误触发现象，悬浮度小用户会感觉不灵敏，如图 9所示，红色

线的垂直高度，为悬浮高度。 



图 9  悬浮高度 

6.7.2 测试条件 

测试场景：中心五点、边缘八点。 

样机状态：充电和非充电。 

铜柱直径：7mm。 

6.7.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选择测试测试条件； 

b) 将被测设备放入测试系统中,确定的目标点坐标； 

c) 移动铜柱至目标点上方,距离屏幕 1mm处； 

d) 铜柱以 0.01mm/s 速度向下移动，当测试应用检测到报点时停止移动； 

e) 测量铜柱笔尖位置距离屏幕的垂直距离 d；  

f) 遍历测试场景中所有点，分别统计每个点的垂直距离 d为本次测试结果。 

6.8 两指分离 

6.8.1 测试目的 

两指分离是指使用两支铜柱在屏幕上滑动相互靠近，当两指报点合并成一个点时，两指的实际物理

距离。 

6.8.2 测试条件 

测试场景：任意点P（x，y），其中d≤x≤w-d, d≤y≤h-d（手机平面可触摸区域为w*h，铜柱直径

为d）。 

样机状态：充电和非充电。 

铜柱直径：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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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选择测试测试条件； 

b) 机械手安装双指铜柱，并确保两个铜柱到屏幕的垂直距离相等；  

c) 移动两个铜柱点击到屏幕任意区域，两笔之间相距约大于 50mm，此时应有两个报点； 

d) 移动铜柱，使两铜柱以 30mm/s均匀靠拢，当两个报点合并为一个报点时，停止移动； 

e) 测量两个铜柱圆心之间的最短物理距离 d； 

f) 重复步骤 d）至步骤 e）3次， 统计最小值 D为本次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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