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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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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技术方针政策，规范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的规划、设计，做到

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使用便捷，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与一般工业建筑、园区、公共停车

场（库）中采用整车充电模式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的工程

设计。

1.0.3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的规划、设计应遵循统一规划、分期建设和适度超前

的原则，并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电动汽车发展技术要求。

1.0.4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的规划应与所在城镇的总体规划、城镇配电网规划相

协调，并应符合消防安全、供用电安全及环境保护的要求。

1.0.5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系统的设计除满足本标准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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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与符号

2.1 术 语

2.1.1 充换电设施 charging/battery swap infrastructure

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设施的总称，包括充电站、电池更换站、电池配送中

心、集中或分散布置的交流充电桩和非车载充电机等。

2.1.2 充电设施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充换电设施的一种，采用整车充电方式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相关设施的总

称。

2.1.3 充电设备 charging equipment

与电动汽车或动力蓄电池相连接，并为其提供电能的设备，包括车载充电机、

非车载充电机、交流充电桩等设备。

2.1.4 整车充电模式 vehicle charge mode

将电动汽车直接与充电设备相连接进行充电的方式。

2.1.5 充电系统 charging system

充换电设施内的所有充电设备、电缆及相关辅助设备组成的系统。

2.1.6 供电系统 power-supply system

为充换电设施提供电源的电力设备和配电线路组成的系统。

2.1.7 交流充电桩 AC charging spot

采用传导方式为具备车载充电装置的电动汽车提供交流电源的专用供电装

置。

2.1.8 非车载充电机 off-board charger

安装在电动汽车车体外，将交流电能变换为直流电能，采用传导方式为电动

汽车动力蓄电池充电的专用装置。

2.1.9 交/直流一体充电机 AC & DC charging spot

交流充电桩和非车载充电机的组合。

2.1.10 充电主机系统 charging host system

将电动汽车充电模块集中在一起，通过功率分配单元按电动汽车充电功率的

实际需求对充电模块进行动态分配，并集成站级监控系统，对充电设备、配电设

备及辅助设备进行集中控制，为多辆电动汽车同时充电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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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充电主机 charging host

充电主机系统中实现能量变换和功率分配的核心部分。

2.1.12 充电终端 charging terminate

充电主机系统或分体式非车载充电机与电动汽车进行信息交互和能量传输、

计量计费的部分。

2.1.13 充电站 charging station

采用整车充电模式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场所，主要由三台及以上电动汽车

充电设备，至少有一台非车载充电机，以及相关的供电设备、监控设备等组成。

2.1.14 公共充电站 public charging station

对社会开放，可对各种社会车辆提供充电服务的充电站。

2.1.15 电池更换站 battery-swap station

采用电池更换模式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场所。

2.1.16 预装式换电站 prefabricated battery-swap station

将充电设备、配电设备、监控设备、电池存放架、值班室等安装于封闭箱体

内的电池更换站。

2.1.17 公用充电设备 public charging equipment

对社会开放，可对各种社会车辆提供充电服务的充电设备。

2.1.18 专用充电设备 special charging equipment

专为某个法人单位及其职工的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的充电设备，以及在住

宅小区内为全体业主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的充电设备。

2.1.19 自用充电设备 private charging equipment

专为某个私人用户的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的充电设备。

2.1.20 监控系统 monitoring system

对充电设施的供电设备、充电设备及相关辅助设备的运行状态、环境监测及

报警等信息进行采集，应用计算机及网络通信技术，实现监视、控制和管理的系

统。

2.1.21 计量计费系统 metering and billing system

用于实现充电设施与电网之间及与电动汽车用户之间的电能结算的全套计

量和计费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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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需要系数 demand factor

在规定期间内一个或一组回路最大需求容量与其对应的总安装容量之比，用

数值或百分比表示的。

2.1.23 防火单元 fire unit

在建筑内部采用耐火极限不小于2h的防火隔墙或防火卷帘、防火分隔水幕，

耐火极限不小于2h的楼板及其他防火分隔设施分隔而成，能在一定时间内延缓火

灾向同一建筑的其余部分蔓延的局部空间。

2.2 符 号

RCD——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residual current device

DC——直流 direct current

AC——交流 alternating current

LPD——照明功率密度 lighting power density

IMD——绝缘监测器 insulation monitor device

SPD——电涌保护器 surge protective device

LPZ——防雷区 lightning protection zone

BMS——电池管理系统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SOC——电池的充电状态，又称电池剩余容量 state of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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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设置宜以驻地停车场（库）为电动汽车充电的主要场

所，公共充电站、电池更换站、有人管理的公共停车场（楼）为辅助充电场所。

3.0.2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系统设计应选用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合格产品，严禁

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

3.0.3 充电设备不应设置在汽车库（场）通道出入口两侧，且不应设置在走廊或

疏散通道上，不应影响车辆和人员正常通行。

3.0.4 公共充电站、电池更换站距其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应满足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并应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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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选址

4.1 规划

4.1.1 公共充电站、电池更换站应根据电动汽车用户需要，确定其规模、数量和

服务半径。公用充电设备和专用充电设备宜集中布置、统一管理。

4.1.2 电动汽车充电车位在各类建筑物停车场（库）的配置比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建住宅应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

2 新建的大于20000m2的商场、宾馆、医院、办公楼等大型公共建筑配建停车

场（库）充电停车位配置比例应不少于10%；

3 既有建筑配建停车场（库）的充电车位配置比例应按电动汽车保有量、电

力系统配置情况、使用需求、建筑和场地条件等确定。

4.1.3 充电设施系统规划应预留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供配电装置的位置、空间、进

出线路由，预留消防改造条件，满足未来安装充电设施的需要。

4.1.4 交流充电桩与非车载充电机的配置比例宜按本标准附录 D取值。

4.1.5 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的规划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设

计规范》GB/T 51077的有关规定。有条件时，电池更换站可作为储能站。

4.2 选址

4.2.1 充换电设施的选址应满足电源接入的要求，宜利用就近的供电、消防、通

风及防洪、排水等公用设施。

4.2.2 公共充电站、电池更换站的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应靠近有潜在火灾或爆炸危险的场所；

2 应满足环境保护和消防安全的要求，并应符合本标准第8章的规定；

3 充换电设施不宜设在多尘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当无法远离时，不应设

在污染源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4 不应设在低洼和有可能积水的场所；

5 不应设在有剧烈振动或高温的场所；

6 充换电设施的选址应满足通信要求，宜选在有公用通信网络覆盖的区域；

7 应靠近道路，并考虑对公共交通秩序的影响；

8 不应附设于民用建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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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应在地面上独立设置。



8

5 充换电设施

5.1 一般规定

5.1.1 充换电设施应结合停车位合理布局，便于车辆充电，且不应妨碍车辆和行

人的正常通行。

5.1.2 充换电设施应根据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结合工程特点合理选择充换电设

备。

5.1.3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的标识与标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充换电区域应设置充换电设施标志和标识，表示充换电设施的位置、方向

及功能等；

2 设置的标识、标志包括导向、功能识别、禁止、警告、指令等类别；

3 导向标识宜包括入口指示标识、引导标识和充换电专用车位标识等；

4 充换电设施应在醒目位置特别标识警示牌及安全注意事项；

5 充换电设施的标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图形标志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

标志》GB/T 31525的有关规定。

5.2 设施选择

5.2.1 充换电设施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常驻地的充电设施应以慢充为主；

2 对需要快充的场所，可选择三相交流充电桩、非车载充电机、交/直流一体

充电机、充电主机系统；

3 重量较重、体积较大的充电设备应选择落地式，重量较轻、体积较小的充

电设备宜选择壁挂式或立柱式；

4 室外安装的交流充电设备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65，室内安装的充电设备防

护等级不应低于IP32，沿海等盐碱地区室外安装的充电设备还应具有防盐雾腐蚀

能力，海拔高度在2000m以上地区应选用高原型充电设备；

5 充电终端较多、且有快充需求的场所可采用充电主机系统；

6 对恢复行驶时间要求短的电动汽车可设置电池更换站；

7 自用充电设备的功率宜与电动汽车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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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单相交流充电桩宜用于下列场所：

1 住宅私家车库或车位、住宅小区公共停车场（库）；

2 公共建筑附建的车库、公共停车场（库）、停车楼；

3 园区、校园停车场（库）；

4 小区、园区内路边停车位。

5.2.3 三相交流充电桩宜用于下列场所：

1 出租车企业；

2 公共充电站。

5.2.4 非车载充电机宜用于下列场所和单位：

1 公共充电站、公共建筑的地面停车位、地面公共停车场；

2 出租车、公交等运营单位；

3 公安巡逻等需要快速出警、出车单位；

4 其他需要快充的场所。

5.2.5 同时具有快充、慢充需求的场所或单位可选择交/直流一体充电机。

5.2.6 对于本标准第5.2.4条所规定的场所和单位，当充电终端较多时宜采用充电

主机系统。

5.2.7 电池更换站可用于下列场所：

1 出租车、公交等运营单位或场所；

2 电动汽车公共充/换电场所。

5.2.8 太阳能资源三类及以上地区可采用光伏、储能和充电相结合的充换电设施。

5.3 设施布置

5.3.1 充电设备应根据车位、场地条件等实际情况，按照本标准附录C的要求，

采用侧面布置、后面布置、集中布置等布置方式。

5.3.2 公用充电设备和专用充电设备可“一位一桩”，也可多个车位共用一套充电

设备，但充电设备需配备与车位数量相等的充电枪或充电终端。

5.3.3 停车场（库）宜将低压电源引至充电车位区域，并设置配电箱。当采用充

电主机系统时，充电主机应靠近充电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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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设备安装

5.4.1 充电设备与充电车位、建（构）筑物的最小间距应满足操作及维修的要求，

充电设备宜设置在两个车位之间的后方。当充电设备安装在车位正后方时，设备

外廓距充电车位边缘的净距不宜小于0.4m。

5.4.2 交流充电桩可采用壁挂式、立柱式或落地式安装；大、中容量的非车载充

电机应采用落地式安装，小容量的非车载充电机也可采用壁挂式安装；充电主机

系统的充电主机宜布置在单独房间里，或采用箱式安装。

5.4.3 壁挂式安装的充电设备，设备操作界面中心线距地面宜为1.5m；落地式充

电设备应设有基础，基础高出地面不应小于0.2m；充电主机宜下设电缆沟。

5.4.4 充电设施应设置在避免撞击的位置，或安装防撞设施，保护充电设备及操

作人员安全。

5.4.5 电池更换站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池更换站的站区场地设计标高应高于重现期频率为 2%的历史最高内涝

水位和洪水水位，或与地区防洪、防涝标准一致；

2 站内单行车道宽度应不小于 3.5m，双行车道宽度应不小于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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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供配电系统

6.1 一般规定

6.1.1 充换电设施供配电系统应统一规划设计、分期实施，并应根据充换电设施

的规模、容量选择电源电压等级和供电方式。

6.1.2 充换电设施的供配电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和《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的有关规定。

6.2 负荷分级与计算

6.2.1 充换电设施的负荷分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断供电在公共安全方面造成较大损失，或对公共交通、社会秩序造成较

大影响的快充充电设施及电池更换站，不宜低于二级负荷；

2 本条第1款之外的充换电设施，其负荷等级应为三级负荷。

6.2.2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的负荷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按非车载充电机、三相交流充电桩和单相交流充电桩进行负荷分组，分

别进行负荷计算；

2 计算方法宜采用需要系数法；

3 充电设备的设备功率应为设备的额定交流输入功率；

4 充电设备功率因数取值不应小于0.9，效率不应低于90%。

6.2.3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的需要系数宜按表6.2.3取值。在变压器选择时，同时系

数可根据充电设备的数量取0.7~1.0。

表6.2.3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的需要系数

充电设施类型及使用情况 需要系数 说明

交流充

电桩

单台交流充电桩 1 包括家用、公共场所使用的单台交流充电桩

非运营场所 2台及以上

单相交流充电桩
0.28~1

见本标准附录 B。考虑车型、电池状态等的

不确定性

非车载

充电机

1台 1 考虑设备的充电特性曲线及车端容量需求

确定取值。另外，台数越多、单台设备功率

越大，取值越小

2~4台 0.8~0.95
5台及以上 0.3~0.8

运营单位专用 ≥0.9 包括电动出租车、电动公共汽车

充电站 0.4~0.8
适用于城区，非车载充电机的容量、数量对

需要系数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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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主

机系统

社会公共停车场（库） 0.45~0.65 充电终端数量越多，取值越小

运营单位专用 ≥0.9 包括电动公共汽车、电动出租车企业

6.2.4 新建建筑物配建停车位、公共停车场（库）应结合预留充电设施建设比例

进行负荷计算，并预留供配电设备的安装条件。

6.3 供电电源

6.3.1 充换电设备的供电电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的相关规定。

6.3.2 既有建筑的停车位配建充电设施应综合考虑现有配电容量、配电设施、消

防要求等因素。

6.3.3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宜设置专用变压器：

1 对于新建建筑，当充电设备总安装容量较大，且充电设备布置相对集中时；

2 大容量的充电主机系统，或大容量的非车载充电机；

3 电池更换站；

4 既有建筑停车位增设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时，如果计入充电设备后的预期变

压器最大负载率超过85%时。

6.3.4 除本标准6.3.3条规定的情况外，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宜与建筑物中其他用电

负荷共用变压器，但应设置充电设备专用配电回路。

6.4 配电系统

6.4.1 充电设施低压配电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和《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的有关规定。

6.4.2 当充电设施设有多台专用变压器，且充电设备为三级负荷时，其低压配电

系统可不设联络开关。

6.4.3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的配电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非车载充电机、三相交流充电桩宜设置单独回路供电；

2 住宅家用充电设备应设单独回路供电；

3 单相交流充电桩可采用放射式、树干式或其组合的供电方式；三相树干式

供电的单相充电桩数量不宜超过6个，并均匀分接到三相上，中性线截面积应符



13

合本标准第6.4.6条第4款规定；

4 电池更换站的充电设备和电池箱更换设备宜采用单独回路供电。

6.4.4 充电设备供电回路的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末端配电回路应设过载、短路和故障保护；

2 末端配电回路每个充电设备应单独设置A型或B型的RCD保护，其额定剩余

动作电流不超过30mA，且RCD应切断包括中性导体在内的所有带电导体；

3 多台充电设备不应共用一个RCD保护；

4 不应采用一个三相保护电器对单相分支回路进行保护。

6.4.5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低压线路供电半径应满足末端充电设备的电压质量要

求,低压供电距离不宜超过250m。

6.4.6 供电线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备配电线路宜采用铜芯线缆；

2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备配电系统主干线截面应根据充换电设备负荷容量、线

路长度、供电系统容量等因素计算确定，其载流量与保护电器的整定值相匹配；

3 户内电缆线路宜采用桥架或穿管方式敷设；户外既有停车位的电缆线路宜

采用穿保护管埋地、架设槽盒等方式敷设；户外新建停车位的电缆线路应充分考

虑经济性，采用电缆桥架、电缆沟、或排管敷设，局部可穿保护管敷设；充电设

施通讯线缆应单独穿金属管或金属槽盒敷设；

4 低压供配电回路的电缆中性线截面积不应小于相线截面积；

5 线缆防火应符合本标准第8.2.2条第6款的规定。

6.4.7 室内安装的电动汽车充电设备配电系统的干线或分支干线总开关处宜装设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其报警阈值宜为 300mA～500mA。

6.5 电能质量

6.5.1 充换电设施系统的功率因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的规定。充换电设施接入点的功率因数不宜小于0.9，当不满足要求时

应采取无功补偿措施。

6.5.2 充电设备供配电系统的供电电压偏差限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10（20）kV及以下三相供电的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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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20V单相供电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7%，-10%。

6.5.3 充电设备所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变在电网公共连接点的限值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GB/T 12326的有关规定。

6.5.4 充电设备接入电网所注入的谐波电流和引起公共连接点电压畸变率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的有关规定，当不满足要

求时应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6.5.5 充电设备在公共连接点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允许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GB/T 15543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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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控系统与计量计费系统

7.1 监测与控制

7.1.1 按充电设备数量，监控系统可分为三类：

1 A类为充电设备数量大于30个的监控系统；

2 B类为充电设备数量大于3个，且不大于30个的监控系统；

3 C类为充电设备数量不大于3个的监控系统。

7.1.2 监控系统的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监控系统应由控制层、网络设备及间隔层构成；

2 控制层应能提供充换电设施内各运行系统的人机交互界面，实现相关信息

的收集和实时显示、设备的远方控制以及数据的存储、查询和统计等，并可与相

关系统通信；

3 间隔层应能采集设备运行状态及运行数据，通过网络设备上传至控制层，

并接收和执行控制层的控制命令。

7.1.3 监控系统的通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间隔层网络通信可采用4G/5G、WIFI等无线通信，也可采用以太网、CAN

总线、RS485等网络结构连接；

2 控制层和间隔层之间及控制层各主机之间网络通信结构应采用以太网连

接，也可采用4G/5G等无线传输；

3 网络设备包括网络交换设备、通信网关、光电转换设备、网络连线、电缆

和光缆等；

4 监控系统应预留以太网或无线公网接口，实现与各类上级监控系统交换数

据。

7.1.4 监控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控系统应包括充电监控、供电监控及安防监控等功能，室外场所宜设置

环境监测系统；

2 电池更换站监控系统尚应设置电池箱更换监控系统；

3 充电监控系统应符合本标准附录E.0.2的规定；

4 供电监控系统应符合本标准附录E.0.3的规定，并应留有开放的通信接口；

5 建筑物内的充电设施宜利用建筑物的安防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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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电池箱更换监控系统应具备对电池箱充电状态、电池箱更换设备运行状态、

电池箱更换过程进行监测和控制的功能。

7.1.6 重要的A类和B类监控系统宜设置双网结构，其它系统可采用单网结构。

7.1.7 专用充电设备、公用充电设备宜设监控系统，居住小区自用充电设备可不

设监控系统。

7.1.8 充电主机系统、充电站、电池更换站应设置监控系统。

7.1.9 监控系统宜设监控室，并宜靠近充电区域布置。监控室可独立设置，也可

与其它控制室、值班室合用。

7.1.10 监控系统应预留与建筑设备管理系统、智能化集成系统的接口。

7.2 计量计费

7.2.1 充电系统的电能计量应包括充电设施系统和电力部门之间的电能结算计量、

充电设备和电动汽车之间的电能和服务费用结算计量。

7.2.2 充电设施业主与电力部门之间的电能计量由供电单位按照国家标准实施；

充电设备和电动汽车之间的计量应选用符合国家计量标准的电能计量装置，安装

在充电设备和电动汽车之间；末端充电设备应具有多种结算方式的功能。

7.2.3 新建住宅自用的交流充电桩计量应符合当地供电部门的规定，可与住户其

它用电负荷共用电能计量装置，也可单独设置计量装置。

7.2.4 非车载充电机电能计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电能

计量》GB/T 29318的有关规定，并宜采用直流计量。具有多个可同时充电接口的

充电设备，其每个接口应单独配置直流电能表。

7.2.5 交流充电桩电能计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电能计量》

GB/T 28569 的有关规定。交流充电桩具备多个可同时充电接口时，每个接口应

单独配备交流电能表。

7.2.6 充电主机系统电能计量除应符合本标准第7.2.4条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供用电设施产权分界处设置交流电能计量装置；

2 每个充电终端应装配直流电能表；

3 电能计量表计应具有将数据实时上传至监控系统的通信接口，且通信协议应

符合本标准 7.1.3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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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电池更换站电能计量除应符合本标准第7.2.4、7.2.5条外，尚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电池更换站和电网之间的电能计量点应设置在供用电设施产权分界处；

2 电能计量表计应具有将数据实时上传至监控系统的通信接口，且通信协议应

符合本标准 7.1.3条的要求。

7.2.8 当工程设有建筑能效管理系统时，充换电设施系统的计量宜预留与该系统

接驳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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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消 防

8.1 一般规定

8.1.1 配建充电设施的汽车库、停车场，其分类、耐火等级和消防设施设置要求

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汽车库、修车库、

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等

的规定。

8.1.2 建筑物内的充电设施应与建筑物统一进行消防设计。建筑红线内的室外充

电设施宜与就近建筑物共用消防设施；当无法共用时，应单独设消防设施。电池

更换站应独立设置消防设施。

8.2 充换电设施防火

8.2.1 除充电站、电池更换站及独立建造的停车库外，额定功率大于7kW的电动

汽车充电设备不应设在建筑物内。

8.2.2 额定功率不大于7kW的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可设置在建筑物内部首层和地下

一层及外墙敞开式多层停车库首层，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物地下汽车库应设置防火单元，防火单元宜集中设置，每个防火单元

内充电车位数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防火单元出入口不应正对车辆。

3 防火单元内每个充电车位顶部应至少设置 1只感烟火灾探测器。

4 防火单元内行车通道上的防火卷帘应由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控制，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当火灾发生时，防火单元内任两只独立的感烟火灾探测器或任一只防火卷

帘专用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应联动控制防火卷帘下降至距地面 1.8m

处；任一只防火卷帘专用感温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应联动控制防火卷帘

下降到地面；

2）在防火卷帘两侧应设置手动控制装置控制其升降。

5 末端配电回路应设置限流式电气防火保护器。



19

6 配电线路的线缆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1 级、燃烧滴落物/微粒等级不低于 d1

级、产烟毒性不低于 t1级。

7 防火单元内的行车通道应采用具有停滞功能、耐火极限不低于 2h的防火卷

帘作为防火单元分隔，及采用不低于 2h耐火极限的隔墙和楼板，持续喷淋时间

和消防水枪持续出水时间均不小于 2h。

8 防火单元应设置水喷淋自动灭火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个车位上部应至少设置 2个喷头；

2) 每个防火单元内应设置覆盖到每个车位的 2只消防水枪；

3) 应设置事故后清洗与污水排放系统。

9 防火单元应设置独立的排烟系统，相邻的防火单元可共用一套排烟系统，但

不应与建筑物其他排烟系统共用和混用。

8.2.3 额定功率不大于 7kW的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可设置在别墅车库内，但应在车

库内设置感烟火灾探测器，并应连接火灾声警报器；车库进入居室的门应采用丙

级防火门。

8.2.4 电动汽车充电车位所在区域严禁通过燃油、燃气、蒸汽压力管道。

8.2.5 电动汽车充电车位所在区域应便于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消防救援工作。

8.2.6 建筑物内的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其末端配电箱内接线端子处应设置测温式

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8.2.7 建筑物内的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其配电保护电器应设置分励脱扣，火灾时

应联动切除电源。

8.3 电池更换站充电间防火

8.3.1 室内地面和电池存放架应做防静电处理。

8.3.2 应设置吸气式高灵敏度感烟火灾探测器，其火灾报警信号应传至有人值班

的值班室或控制室。

8.3.3 室内应具有环境温度监控设施。

8.3.4 室内照明不应使用热辐射光源。

8.3.5 电池组应分组存放，每组电池之间应有防火分隔措施。

8.3.6 充电设备的配电回路宜设置限流式电气防火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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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 充电设备应有充电电流、充电电压、电池温度监控，当参数异常时，应发

出报警信号，且报警信号应传至控制室或值班室，并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E的规

定。

8.3.8 充电间应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及其联动的机械通风系统。

8.3.9 电池更换站应配备消防沙箱或沙坑，其内存储的沙子应能掩埋整块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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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防雷与接地

9.1 防雷

9.1.1 充换电设施的防雷与接地、设备配电装置的电涌保护器设置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的规定。

9.1.2 充电设施的防雷宜利用建筑物的防雷措施。对于安装在室外的充换电设施，

应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确定防雷等级和措施。

9.1.3 当充电设备总配电箱（柜）的供配电线路直接穿过LPZ0区和LPZ1区界面时，

总配电箱（柜）处应装设Ⅰ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SPD；直接穿过LPZ1区和LPZ2区

界面时应装设Ⅱ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SPD。

9.2 接地

9.2.1 低压系统宜采用TN-S、TN-C-S接地型式，室外也可采用TT接地型式。当

采用光伏充电时，可采用IT接地型式，并宜设置绝缘监测器IMD。

9.2.2 充换电设施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防雷接地应共用接地装置。户内安装

的充电设备应利用建筑物的接地装置接地；靠近建筑物户外安装的充电设施宜与

就近的建筑共用接地装置；距离建筑物较远的室外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宜单独接

地。共用接地的接地电阻值应取建筑物各系统接地电阻的最小值。

9.2.3 室外的电动汽车充电车位应设辅助等电位联结，并应接地。

9.2.4 预装式换电站的金属构架、电池存放架、金属外壳等应可靠连接并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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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节能与环保

10.1 一般规定

10.1.1 充换电设施系统设计应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选址、系统

设计和设备配置，减少能源浪费和资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率。

10.1.2 除别墅外，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应与其他用电负荷分开计量。

10.1.3 电气设备宜选用符合国家现行能效标准规定的节能型电气产品。

10.2 节能

10.2.1 充电设施专用变电所宜设在充电设施的负荷中心，充电站、电池更换站、

充电主机系统的专用变压器应就近安装。

10.2.2 充换电设施系统设计应使变压器工作在经济运行范围内，并为未来发展预

留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安装条件。预留安装条件的充电设施不宜提前安装变压器、

高低压配电装置。

10.2.3 自用交流充电桩、电池更换站宜利用夜间低谷电预约充电或定时充电。

10.2.4 单相交流充电桩应均匀分布到三相系统上，三相负荷的不平衡度宜小于

15%。

10.2.5 单相交流充电桩数量较多时，其变电所集中设置的无功补偿装置宜采用部

分分相无功自动补偿装置。

10.2.6 电缆的选择除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外，尚宜根据电缆寿命周期内的损耗成

本和电缆的初投资成本综合确定电缆的规格。预留安装条件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系统不宜提前安装电缆。

10.2.7 布置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区域宜采用LED灯、三基色直管荧光灯等节能

型光源，选用高效灯具和节能型的附件，照明功率密度值（LPD）应满足本标准

表11.5.1的要求。

10.3 环保

10.3.1 充换电设施的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

准》GB 3096的有关规定。

10.3.2电池更换站宜采用预装式换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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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充换电设施的电磁兼容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电磁兼容技术

规范》GB 51204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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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土建与配套设施

11.1 建筑

11.1.1 充电设施系统应根据其规模设置充电区、监控室、供配电用房、行车道、

停车位等。

11.1.2 电池更换站宜设有供配电用房、充电间、换电间、换电区、电池检测与维

护室、监控室、值班室、行车道、停车位等。根据实际情况，功能相近的用房可

合并使用。

11.1.3 变压器室、配电室等的建筑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20kV及以下变电

所设计规范》GB 50053的有关规定。

11.1.4 监控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控室不宜与高压配电室和变压器室毗邻布置；

2 监控室的面积应根据设备布置、操作、维护等因素确定，监控室净高不小

于2.5m；

3 监控室地面宜采用不产生静电或尘埃的材料，也可采用抗静电阻燃材料活

动地板或水磨石地面；

4 监控室的顶棚、墙面宜采用不反光、不起灰的浅色装饰材料。

11.1.5 电池更换站的建筑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设计规

范》GB/T 51077的有关规定。

11.1.6 室外充电区域宜采取防雨雪措施。

11.1.7电池更换站宜设置公共卫生间。

11.2 结构

11.2.1 充电设备基础应根据其土建要求进行设计，并满足结构相关标准的要求。

11.2.2 充电设备与支撑构件之间应可靠连接、安装牢固。

11.2.3 当充电设备采用立柱式或落地式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充电设备基础应抬高，并应符合本标准第 5.4.3条的规定；

2 底座基础宜大于充电设备长宽外廓尺寸各不小于 50mm；

3 可采用钢结构或钢筋混凝土基础，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及变形应满足充电设

备的安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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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充电设备底座应采取封闭措施，防止小动物从底部侵入箱体；

5 基础应预埋满足电缆直径要求的套管。

11.2.4 充电设备采用壁挂式安装时，宜安装在钢筋混凝土或实心砖墙体，墙厚不

宜小于200mm。

11.2.5 充电主机系统的充电主机应采用钢筋混凝土基础，并根据主机容量及通风

方式确定基础高度，且应符合本标准第5.4.3条的规定。

11.2.6 监控室的地面等效均布活荷载应满足最终设备的承载要求。当没有具体设

备荷载数据时，监控室的地面等效均布活荷载可取4.5kN/m2。

11.2.7 电池更换站的结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设计规

范》》GB/T 51077的有关规定。预装式换电站构造材料的耐久性应满足其设计使

用年限的要求，其充电间、换电间、换电区、电池检测与维护室、监控室、值班

室、供配电用房等的室内地面应至少高出电池更换站周围地坪0.2m。

11.3 暖通

11.3.1 充换电设施系统各区域室内温度设计参数宜符合表11.3.1的规定。

表11.3.1 充换电设施系统各区域室内温度设计参数

场所名称 夏季室内温度（℃） 冬季室内温度（℃）

充电设备室 ≤40 ≥5

监控室 18~25 18~25

注：电池更换站的监控室夏季室内温度宜为 26℃～28℃，相对湿度不宜高于 70％。

11.3.2 监控室温度变化不宜超过±5℃/h；相对湿度宜为45%~75%，且在任何情况

下应无凝露产生。

11.3.3 充电终端区域、充电主机系统的主机室等宜采用自然通风。夏季的排风温

度不宜高于40℃，进风和排风的温度差不宜大于15℃。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

时，应采用机械通风，或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相结合的通风方式。

11.3.4 当通风无法满足设备工作环境要求时，宜设置空调系统。

11.3.5 电池更换站的充电间、电池检测与维护室宜设专用空调机，室内温度应满

足电池工作环境温度的要求，并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11.3.6 变压器室、配电室、控制室等应根据设备要求和环境要求设置必要的采暖

和进排风装置，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 5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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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

11.4 给排水

11.4.1 充换电设施区域生活给水和排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排水设计规

范》GB 50015、《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和《电动汽车电池更换

站设计规范》GB/T 51077的有关规定。

11.4.2 电池充换电场所的公共卫生间应设给水排水设施。

11.5 照明

11.5.1 电动汽车充电区域照明标准值宜符合表11.5.1的规定，其它区域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的相关规定。

表11.5.1 电动汽车充电区域照明标准值

场所名称
参考平面及

其高度（m）

照度标准值

（lx）

统一眩光值

（UGR）

显色指数

（Ra）

照明功率密

度限值

（W/m2）

配电室
0.75m水平

面
200 -- ≥80 6

监控室
0.75m水平

面
300 ≤22 ≥80 8

充电间
0.75m水平

面
300 ≤22 ≥80 8

公建室内充

电区
地面 50 -- ≥60 2

住宅室内充

电区
地面 30 -- ≥60 1.8

注：交流充电桩、非车载充电机等充电设备的操作面宜增加局部照明，使用照度不低于

150lx，若充电设备自带背景灯（如自带背景灯的触摸显示屏）可不增加局部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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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 配电室、监控室、室内充电区应设置备用照明；室内充换电区和疏散通道

应设置疏散照明，照度值及应急供电时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50016 和《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的相关规

定。

11.5.3 公共充电设备的充电区域，其照明应采用集中控制或自动控制方式；专用

充电设备、住宅小区自用充电设备区域的照明宜采用集中控制或自动控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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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常用图形符号

表A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常用图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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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需要系数

图 B 单相交流 7kW充电桩需要系数曲线

（注：图中中间实线为平均值，上下虚线分别为上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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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充电设备的布置

C.0.1 后面布置为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布置在停车位后面的布置方式。

图C.0.1 后面布置

C.0.2 侧面布置为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布置在停车位侧面的布置方式。侧面布置宜利用结构柱、

侧墙等设置充电设备。

图C.0.2 侧面布置

C.0.3 集中布置为电动汽车充电设备集中布置在停车位附近某区域内的布置方式。

图C.0.3 集中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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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交流充电桩与非车载充电机的配置比例

在没有地方标准的地区，同一项目中的交流充电桩与非车载充电机的配置比例宜按表 D

取值。

表D 交流充电桩与非车载充电机的配置比例

建筑类型 交流充电桩与非车载充电机的配置比例

别墅
每户只配置交流充电桩或预留交流充电桩安装

条件

别墅小区、普通住宅小区 设置一定数量的非车载充电机

办公楼（含政府办公楼、商业写字楼

等）
10:1~4:1

大型商业及商业综合体、酒店 8:1~4:1

医院 10:1~4:1

学校 10:1~6:1

体育场馆 15:1~6:1

航站楼、火车站、候船楼、长途汽车

站等
12:1~4:1

美术馆、展览馆、会展中心等 8:1~4:1

园区、其他大型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 非车载充电机不小于 10%

社会公共停车场 非车载充电机大于 25%

公安电动巡逻车停车场 非车载充电机大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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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监控系统

E.0.1监控系统应由控制层、间隔层和网络设备构成，其系统结构的选择应符合本标准 7.1.2

的规定。按网络结构划分，监控系统可分为单网结构和双网结构。

图 E.0.1-1 单网结构的监控系统

图 E.0.1-2 双网结构的监控系统

E.0.2 充电监控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具备对充电设备运行状态和充电过程进行监测、控制、保护，以及数据处理与存储、

事故状态下的紧急处理等功能；

2 具备对车载充电机运行的监视和对电动汽车储能单元储能状态的监视等功能；

3 具有兼容性和扩展性，满足不同类型充电设备的接入，以及充电设施规模的扩容等

要求；

4 数据采集频率宜不大于30s；

5 可接受时钟同步系统校时，保证系统时间的一致性；

6 充电监控系统的监测内容宜符合表E.0.2的规定。

表 E.0.2 充电监控系统的监测内容

分类 监测类别

监测内容

共有内容必选项
交流充电桩专有 非车载充电机专有

必选项 可选项 必选项 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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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设备

充电机运行状

态
- -

车载充

电机的

充电、空

闲、离

线、故

障、可选

预约

充电、空

闲、离

线、故障

柜体内

部温度

充电枪状态
已与车辆连接、未

与车辆连接
- - - -

充电状态
正在充电、停止充

电
- - 已充满

待机，

充电百

分比

充电启动模式
手动、顺序启动、

定时启动等
-

预约启

动-
预约启

动-

多枪智

能分

配、 负

荷管理

输入输出参数 电能量
电压、电

流、功率

相数、频

率

输出电

压、输出

电流、输

出功率

输入电

源相

数、

储能单元

BMS请求

- -
请求电

压、请求

电流

-

BMS监测

- -
监测电

压、监测

电流

-

电池组 - -
最高温

度、最低

温度

-

单个电池 - -

最高电

池电压、

电池

SOC

-

其他

车辆信息 - - - - VIN码

故障信息
急停、漏电超限、

短路、过载
-

三相

交流充

电桩枪

头温度

过高

过压、充

电枪头

和电池

温度过

高、连接

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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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

E.0.3 供电监控系统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可采集充电设施供配电系统的电能质量、开关状态、保护信号、电压、电流、有功

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谐波、电能计量信息等；

2 具备供电系统的超限报警、事件记录、故障统计等功能；

3 供电监控系统的监测内容宜符合表E.0.3的规定。

表 E.0.3 供电监控系统的监测内容

类别 监测内容

电能质量 电压、频率、功率因数、谐波、三相不平衡度

开关状态 开、关

保护信号 短路、过载、剩余电流

监测参数 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谐波、电能计量信息

超限报警 火灾剩余电流报警

事件记录 上述信息分类记录

故障统计 短路、过载、剩余电流等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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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

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

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

“应符合……的要求（或规定）”。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

的写法为“可参照……的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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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

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3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4 《供配电设计规范设计》GB 50052

5 《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 50053

6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

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8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

9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10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 50348

11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

12 《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设计规范》GB/T 51077

13 《建筑电气工程电磁兼容技术规范》GB 51204

14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

15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

16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GB/T 12326

17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

18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GB/T 15543

19 《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电能计量》GB/T 28569

20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电能计量》GB/T 29318

21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22 《图形标志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标志》GB/T 3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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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说明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系统设计标准》（T/ASC 17—2021），经中国建筑学会

2021年 2月 1日以建会标{2021}4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需要系数、电动汽车防

火要求、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测试、电动汽车及其充电设备调研等专题研究，总结

了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系统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关

于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相关标准，取得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系统重要的科技成果和

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

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系统设计标准》编制组按章、节、

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

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和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

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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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2 本条中园区是指集中统一规划的指定区域，区域内专门设置某类特定行业、形态的企

业、公司等进行统一管理，本条款中的园区主要指不含有爆炸等危险品及特殊工艺的一般性

工业园区、农业园区、科技园区、物流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类型。

我国发展电动汽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环保、产业发展意义，其充换电设施有两条技

术路线，其一是目前常用的充电模式；另一为换电模式，即电池更换模式。2019年6月，国

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在《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

（2019-2020年）》中指出，要推广新能源汽车电池租赁等车电分离消费方式，降低购车成

本；借鉴公共服务领域换电模式和应用经验，鼓励企业研制充换电结合、电池配置灵活、续

驶里程长短兼顾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因此，这两条技术路线都有发展的空间。

感应式充电技术目前暂不成熟，故没有列入本标准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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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与符号

2.1 术 语

2.1.1~2.1.2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GB/T 29317-2012编制而成。结

合使用者驻地停车位（基本车位）、城市公共停车位、路内临时停车位等配建,为电动汽车

提供电能的设施，包括充电设备、供电设备、相关辅助设备等，也包括充电智能服务平台、

集中式充电站、分散式充电桩等。

充电设施是充换电设施的一种，由充电设备、供电设备、线缆、相关辅助设备等组成。

2.1.3~2.1.6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GB/T 29317-2012编制而成。

2.1.7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GB/T 29317-2012编制而成。交

流充电桩包括单相交流充电桩和三相交流充电桩。

2.1.8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GB/T 29317-2012编制而成。非

车载充电机通常安装在地面，容量大，充电时间短。非车载充电机分为一体式和分体式非车

载充电机。

2.1.10 本条参考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设计与安装》18D705-2编

制而成。充电主机系统是分体式非车载充电机的一种形式，也称为柔性充电堆。

2.1.11 本条参考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设计与安装》18D705-2编

制而成。充电主机是实现功率转换和功率分配的核心部分，一般由动力电源输入接口及保护

元件、充电模块、充电功率分配单元、充电监控系统、外壳以及必要的辅助系统(如照明、

排风、环境监控、门禁等)组成。

2.1.12 本条参考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设计与安装》18D705-2编

制而成。与电动汽车之间建立物理和数据连接，以进行能量和信息交互，集成了人机交互界

面和计量计费系统的装置。一般含有充电控制单元、人机交互界面、计量装置、充电接口及

相应的保护元件等。

2.1.13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GB/T 29317-2012编制而成。建

筑物中的充电设施归到分散充电设施，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

GB/T 51313-2018 第 2.0.1条术语，分散充电设施是结合用户居住地停车位、单位停车场、

公共建筑物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路内临时停车位等配建的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设施，

包括充电设备、供电系统、配套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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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GB/T 29317-2012编制而成。电

池更换站内一般包括：充电设备、电池箱更换设备、电池箱存储设备、电池箱转运设备、车

辆导引系统、电池检测与维护设备、监控室、配电室、安全防护设施、行车道、停车位、营

业室以及其他辅助设施，实际应用可根据具体情况合并功能相近的房间。电池更换站也称为

换电站。

2.1.17 ~2.1.19条参考现行广东省标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DBJ/T

15-150-2018。简言之，公用充电设备是社会共用的充电设备；专用充电设备是单位专用的

充电设备，不对外开放；自用充电设备是家用的充电设备，也不对外开放。

2.1.20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电动汽车充

换电设施术语》GB/T 29317-2012等标准编制而成。

2.1.21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GB/T 29317-2012编制而成。

2.1.22 本条根据 “Low-voltage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 Part 7-722:Requirements for special

installations or locations. Supplies for electric vehicles” IEC 60364-7-722:2018编制而成。

现行国家标准《电工术语 电价》GB/T 2900.84-2009第691-10-05有相同的定义，仅名称

不同，该标准名称为“需量因数”，英文名称与IEC相同，都为“demand factor”。

2.2 符 号

符号RCD与《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2011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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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系根据用车习惯调查的结果编制而成。调查表明，下班以后，近六成受访者停车

在专用车位，包括地下车库和地面停车位；平均每天在家停车时间超过8小时的占83%。因

此，应充分利用晚上时间在家充电，起到电力系统夜间削峰填谷的作用，又可利用峰谷电价

差节省电费。另外，夜晚在家充电基本上采用交流慢充，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一举多得！

本条款中的“驻地”包括居住地、工作地等，特点为可长时间停车，有充足的时间为电动汽车

充电。

本条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年)》要求一致，该指南指出，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480

万个充电桩，满足5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要求，其中分散式充电桩50万个，私人充电桩

430万个。

3.0.2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属于民用类大功率电器，具有固定设备和手持式设备双重特性，存

在较明显的电气安全风险，设计选型时建议采购经过第三方机构依据相关标准检测的、满足

安全要求的充电设备。带有认证标志说明经过第三方认证，这也是国外电气行业通行的做法。

目前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可 CQC认证。

3.0.4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电动汽车电池

更换站设计规范》GB 51077-2015相关条款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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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选址

4.1 规 划

4.1.1 公用充电设备、专用充电设备建议集中设置，便于管理、便于防护、便于监控，尤其

对消防安全防护比较有利。

公共充电站、电池更换站提供公共服务，需按服务半径和服务能力设置，以满足电动汽

车充电的需要。公共充电站、电池更换站的服务半径和服务能力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电动

汽车保有量等限制，城市级的公共充换电服务超出了本标准范畴，但园区内的公共服务可以

参考如下：

1 充换电站的布局许多城市有各自的规划方案和算法，目前大多充电站遵循的原则是：

电动汽车发展比较好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充电站城区服务半径约2km以内，郊区5km以内；

2 公共充电站原则为补电、应急充电所用，且每个站的充电设备数量不一，服务能力不

同，建议采用快充补电、半小时应急充电使用，不应长期占用快充设备和资源；

3 电池更换站要看服务车辆类型、车辆的保有量、运营情况等，以北汽新能源电动汽车

为例，目前服务半径城区按5km建设，郊区视运营实际情况布点；

4 电池更换站服务能力较强。一般底盘换电的乘用车约3分钟即可换电完毕，商务车需

约5分钟完成换电，大巴车换电时间约10分钟。以北汽新能源电动汽车为例，满负荷的标准

电池更换站（即1个换电工位、28块电池、3分钟换电），如果24小时运营，从车辆进站到完

成换电出站的平均时间不到5分钟，1小时可以服务12辆车，一天服务12*24=288辆次。

4.1.2 本条是对充电设施设置的总体要求。目前许多地区已有地方标准或政策要求，需按当

地规定执行。没有地方标准或规定的地区可参考表1。本表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3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

加强城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建规〔2015〕199号），国家能源局、

国资委、国管局关于《加快单位内部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国能电力〔2017〕

19号）等文件编制而成。

表1 电动汽车充电车位配置比例

建筑类型
充电车位配置比

例
预留充电车位配置比例

新建建筑物的配建停车场（库） ≥10% ≥10%

改建、扩建建筑物的配建停车场（库）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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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办公楼停车场（库） ≥20% ≥10%

医院、学校等公共事业单位停车场（库） ≥10% ≥10%

注：充电车位配置比例和预留充电车位配置比例需同时满足表中要求。预留充电设施安

装条件见本标准第 4.1.3条。

4.1.3 本条确定了“预留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安装条件”的内涵。设计时，需要统一规划、统一

负荷计算和系统设计，分期实施，减少浪费。

本条与 4.1.2条是相关联的。预留充电设备安装条件的车位需集中在某区域，便于未来

对该区域进行相应的改造，包括消防改造，满足本标准第 8章的相关要求。

4.1.5 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本身就是储能设备，具有柔性负荷特点，兼有用电设备和电源双

重特性。通过调度、控制，可利用夜间用电低谷时为动力电池充电；白天用电高峰时作为电

源为其他用电负荷供电，起到电力系统削峰填谷的作用。在有峰谷电价地区，还具有较好的

经济效益。

4.2 选 址

4.2.1 电源接入需满足电源容量、供电半径及线路路径等要求。

4.2.2 第8款，充换电站需留出停车位、车辆回旋位、车道等，所需场地面积较大，不适合设

在建筑内。另外，其充电电流大、电池储能量大、火灾风险也增大，附设于建筑内安全风险

也增大。

4.2.3 电池更换站不建议与其他建筑物合建，更不可设在地下层、二层及以上楼层，因为电

池更换站中存有大量动力电池，在为电池充电时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距

其他建（构）筑物的间距需符合本标准3.0.4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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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充换电设施

5.1 一般规定

5.1.3 第 1款 充换电设施标志和标识可以采用电动汽车图形符号、文字、箭头及颜色的组合；

第 2款 在停车场（库）、充换电站或充换电区域的主要出入口附近设置充换电标志和入

口指示标识，用于提示电动汽车车主可以进入停车并进行充换电操作；

第 3款 设置引导标识可以方便电动汽车车主顺利找到电动汽车专用停车位，建议引导

标识采用吊牌、附墙柱和地面箭头符号。设有公用和专用充电设备的停车场（库）需设置引

导标识，设置自用充电设备的停车场（库）建议设置引导标识；

第 4款 电动汽车停车位需设置区别于其它停车位的明显标识，建议采用车位上方吊牌、

以及附墙柱和地面标识符号区分。警示牌的内容如“有电危险”、“未成年人禁止操作”等，室

外充电场所还需特别标识“雷雨天气禁止操作”等警示牌；

第 5款 公用及专用充电设备建议设置区分非车载充电机与交流充电桩的标志牌。

5.2 设施选择

5.2.1 充换电设施可以用图1表示其分类。

图1 充换电设施的分类

第1、2款，常驻地是指长时间停留地，如家中、办公场所等。鼓励私家电动汽车车主利

用单相交流充电桩在家夜间用电低谷时充电，此做法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节省充电电费，

还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慢充与快充是相对的，一般来说，单相交流充电桩功率小，充电时间长，充满电的时间

在5h以上，因此称为慢充。而非车载充电机的功率较大，充电时间较短，故称为快充。而三

相交流充电桩充电功率大于单相交流充电桩，缩短了充电时间，大功率的三相交流充电桩（例

如42kW）充满电的时间达到或接近小功率非车载充电机的水平。

第3款，重量较重、体积较大的充电设备主要有非车载充电机、交/直流一体充电机；而

重量轻、体积小的充电设备主要有单相交流充电桩和三相交流充电桩，现在也出现壁挂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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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非车载充电机。立柱式和壁挂式是不同的安装方式，现在许多交流充电桩都可支持这两

种安装方式。

第4款，建议沿海等盐碱地区室外安装的充电设备选用TH系列产品，具有防潮、防霉、

防盐雾能力。与普通充电设备相比，这类充电设备还需满足“三防”标准的考核，如现行国家

标准《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GB/T 2423.17-2008/IEC

60068-2-11:1981、《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b：盐雾，交变(氯化钠溶液)》GB/T

2423.18-2012/IEC 60068-2-52:1996等的要求、《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J及导则：长霉》GB/T2423.16-2008/IEC 60068-2-10:2005等。

第6款，预装式换电站体积小、重量轻、占地省，便于标准化生产，质量可控。详见本

标准11.1.2条条文说明。

第7款，本规定为了避免“大马拉小车”等不合适现象。

5.2.2 现在电动汽车型号繁多，车型各异，所配备的电池、车载充电机差别较大。如车载充

电机有单相AC 220V 3.3kW、6.6kW、10kW等，单相交流充电桩利用小电流给动力电池充电，

对保护电池、延长其使用寿命十分有利。其中，AC 220V 7kW的单相交流充电桩为标准产

品，国家、行业有相关产品标准，普及程度较广。

5.2.3 现在有些电动汽车企业配备大功率车载充电机，三相交流供电，最大功率可达42kW，

实现交流快充。

5.2.5 选择交/直流一体充电机，目的是扩大兼容性，一般在公共场所使用。

5.2.6 对于有快充要求的场所和单位，且充电终端数量较多，为了满足各种车型充电的需要，

充电主机系统是解决方案之一。充电终端数量较大可界定为5台及以上。

5.2.7 电池更换站具有占地面积小、充换电能力强、换电时间短、投资少、建设周期短等优

点，非常适合作为城市电动汽车公共能源供应站点。以北京市为例，全市现有电池更换站100

多座，总换电能力约31500辆/天，由于电动汽车保有量不足，截止到2019年底，只有48座电

池更换站在运营。如果电池更换站类似加油站布置站点，电动汽车充电慢、充电难问题便可

迎刃而解！

出租车企业、公交公司等运营单位需要快速补充电能、快速投入生产，换电模式可以满

足快速能源供给，是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

5.2.8 太阳能光伏系统发出的电为直流电，DC/DC变换可以为电动汽车的电池充电。根据接

受太阳能辐射量的大小，我国可分为5类地区，详见表2。

表2 我国太阳能资源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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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类型

年日照时数

（h/a）

年辐射总量

（MJ/m2.a）
主要地区 备注

一类 3200-3300 6680-8400
宁夏北部、甘肃北部、新疆南部、青

海西部、西藏西部

太阳能资源最

丰富地区

二类 3000-3200 5852-6680

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南部、

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

藏东南部、新疆南部

太阳能资源较

丰富地区

三类 2200-3000 5016-5852

山东、河南、河北东南部、山西南部、

新疆北部、吉林、辽宁、云南、陕西

北部、甘肃东南部、广东南部

太阳能资源中

等地区

四类 1400-2200 4180-5016

湖南、广西、江西、浙江、湖北、福

建北部、广东北部、陕西南部、安徽

南部

太阳能资源较

差地区

五类 1000-1400 3344-4180 四川大部地区、贵州、重庆
太阳能资源最

差地区

图 2 中国太阳能资源分布图

5.3 设施布置

5.3.2 条文中“一位一桩”是指一个车位设置一个充电设备之意。“多个车位共用一套充电设备”

简称“多位共桩”，目前有两种情况：一是多枪的充电设备，即一个充电设备带有2个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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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电枪，可以同时为多台电动汽车充电；另一是多个充电终端，即充电主机系统或分体式

非车载充电机可同时为多个车位提供充电服务。

5.3.3 本条规定是为了缩短充电设备配电线路的长度，减小线路压降，便于操作、控制。充

电主机系统的充电主机与充电终端的线路长度需符合产品要求。

5.4 设备安装

5.4.1 充电设备的安装需结合现场情况确定，满足充电设备操作和检修的要求。图3和图4为

某工程实例，为了实际使用方便、便于操作，该工程将交流充电桩安装在两个充电车位之间

的后方位置。

条文中的后方是指车位中有车档的一侧。

图3 充电设备安装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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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充电设备安装实景

5.4.2 本条根据充电设备实际情况结合实际工程经验总结而成。 现在已有20kW壁挂式非车

载充电机，条文中“大中容量”是相对的，随着技术进步，功率模块性能逐渐提高，“大中容

量”会进一步提高，现阶段一般指30kW及以上容量的非车载充电机。

5.4.3 壁挂式充电设备的操作界面中心线距地面为1.5m，便于用户操作、查看信息，参见图4。

目前，市场上还有悬挂式充电设备、车档式充电桩等产品，本标准没有推荐使用。因为前者

由于高度较高，身材不高者使用不便，身材较高者容易碰头；后者对产品的防撞击、防水、

防尘要求颇高，容易损坏，且使用不便。

充电主机下设电缆沟方便接线、走线，经工程实践验证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

5.4.4 本 条根 据 “:Low-voltage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 Part 7-722:Requirements for special

installations or locations. Supplies for electric vehicles” IEC 60364-7-722:2018编制而成。防撞设

施包括：车挡、防撞栏等。公共场所安装的充电设备，建议采用机械损伤防护等级为AG3，

即猛烈撞击。

5.4.5 重现期是随机变量出现频率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即通常所说的多少年一遇。条文中的

“重现期频率为 2%”为“50年一遇”的意思。

条文中站内车道宽度与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设计规范》GB/T 51077-2015

一致，由于站内是动力电池专用更换场所，车道宽度可以满足乘用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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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供配电系统

6.1 一般规定

6.1.1 充换电设施供配电系统需立足当前，适合未来发展。因此，需统一设计、分期实施。

6.2 负荷分级与计算

6.2.1 考虑到安全因素，公安巡逻车等场所的充换电设施的负荷等级可适当提高，达到快充、

快用的目的，保一方平安。

城市公交系统是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其电动公交车因不能充换电而停运，势必造

成城市交通混乱，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及其他活动均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城市公交充换

电设施的负荷等级也可适当提高。

交流充电桩本来就是慢充设备，充电时间长，较高的负荷等级没有意义，故设为三级负

荷。

6.2.2 第1款，民用建筑中非车载充电机多为30kW~60kW，大容量的非车载充电机适用于大

中型车辆；三相交流充电桩为AC 380V、50Hz，额定功率10~42kW；标准的单相交流充电桩

为AC 220V、7kW。负荷分组是建筑电气负荷计算的基本原则。

第2款，需要系数法是建筑电气应用最广泛的负荷计算方法，并有相关数据支持，可以

推广使用。

第3款，根据相关产品标准，充电设备的额定功率为输出功率，因此在负荷计算时需要

转化为输入功率。

第4款，取自《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NB/T 33001-2010等产品标准，

即充电设备当输出功率为额定功率的50%～100％时，其功率因数不小于0.9，效率不小于90%。

6.2.3 本表是根据实际运行数据经数据分析得出。需要系数取值时，需根据该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电动汽车保有量等情况合理选取。

6.2.4 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的内涵见本标准第4.1.3条，负荷计算需要考虑预留的因素，统

一规划设计、分期实施、减少浪费。

6.3 供电电源

6.3.1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等有关条款，当充换电设备的负荷等级为二级负荷时，采用两回线路电源；三级负

荷时采用单电源或单回线路电源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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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既有建筑增设充电设备时尽可能利用原有变压器供电，提高变压器的负载率和利用率，

同时避免充电设备接入后造成配电变压器过载运行。有关消防要求参见本标准相关条款。

6.3.3 第1款中“总安装容量较大”由设计人把握。

第 2款，额定容量在 500kW及以上者可认为是大容量的充电主机系统。现在市场上已

经有 240kW、350kW、480kW 等大容量非车载充电机，从国内外发展趋势看，大容量快充

是发展方向之一。

第 3款，目前有的电池更换站已实现标准化、模块化设计。例如，北汽新能源电动汽车

配套的电池更换站，依据充换电能力不同，配置 500kVA或 630kVA变压器。

第 4款，现阶段普遍在既有建筑停车位上增设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由于建筑物已有变压

器往年的运行数据，计入充电设备后的预期变压器最大负载率超过 85%，表明在用的变压

器已没有过多可用的容量，需要另设变压器。

6.3.4 共用变压器可以提高变压器的负载率，具有良好的经济性。专用配电回路最好从本建

筑物第一级低压配电处引来，将充电设施系统与其他系统分开。

6.4 配电系统

6.4.3 本 条 根 据 “Low-voltage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 Part 7-722:Requirements for special

installations or locations. Supplies for electric vehicles” IEC 60364-7-722:2018编制而成，其中，

该标准第722.314.3.101条规定，电动车的供电应采用专用回路。

第1款，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及《电动汽车非

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NB/T 33001-2010，非车载充电机额定功率相对较大。而三相

交流充电桩容量可达42kW，容量也较大。因此，非车载充电机、三相交流充电桩建议设置

单独回路供电，可从变电所低压配电系统单独引回路。

第 2款，住宅家用的电动汽车充电设备与空调、照明等分设供电回路，或单独另设电源、

计量、回路。电动汽车是刚走进家庭的用电设备，原有标准尚没有涉及到该类负荷。因此，

家用的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存在单独装电能表的可能。

第3款，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单相交流充电

桩为7kW、32A，树干式供电的单相交流充电桩上限值定为6个，便于三相均匀分配负荷，

每相负荷均为14kW。目前这种系统广泛应用于住宅小区、公共停车场（库）等场所，系统

示意图如图5所示，图中车位配电箱中的计量表计是业主与供电部门计费所用，充电桩上的

计量是车主充电计费所用。具体工程设计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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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树干式供电示意图

6.4.4 第2款，本条根据“Low-voltage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 Part 7-722:Requirements for special

installations or locations. Supplies for electric vehicles” IEC 60364-7-722:2018编制而成。其中，

第722.531.2.101条规定，除非回路采用电气分隔，否则每个连接点应单独装设至少为A型的

RCD保护，且其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不超过30mA。

当电动汽车充电站安装满足IEC 62196-1~3标准的插座或插头时，应采取直流接地故障

防护措施，除非充电站已经提供了保护。每个连接点应采取的适当措施如下：

——B型RCD；或

——A型RCD和能确保切断超过直流6mA故障电流的适当设备。

充电设备金属外壳易于被人触碰，许多电动汽车充电设备还安装在室外，为了保护人身

安全，其供电回路需具有剩余电流保护功能。

第3款，多台充电设备正常泄漏电流大，RCD误动作概率也增大，如果共用一个剩余电

流保护功能的低压电器，一旦发生误动作，影响面增大。因此，需采用“一桩一保护”的设置

原则。

6.4.5 低压供电半径从变压器低压侧出口处算起，至末端用电设备（即充电设备）。

6.4.6 第1款，考虑到充换电设备具有固定、手持设备双重特性，多数情况为车主自助充电，

及许多充换电设备安装在室外，因此，建议其配电系统采用铜芯电缆，以提高线路的可靠性。

第2款中，主干线可考虑采用低压母线槽，以适应未来电动汽车的发展。条文中的桥架

包括槽盒、梯架、托盘等。

负荷计算得出的计算电流Ijs作为选择保护电器（通常采用断路器）的重要依据，以确定

保护电器的整定值，通常整定值可按照1.2~1.3*Ijs选择。确定保护电器的整定值后，按照现

行国家标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2011和《 低压电气装置 第5-52部分: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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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和安装布线系统》GB/T 16895.6-2014中的载流量要求选择线路导体截面。

第4款，由于单相交流充电桩量大面广，设计时比较容易做到三相负荷平衡，但实际使

用时难以做到三相负荷平衡，加之考虑谐波的影响，故此规定。

6.4.7 为减少接地故障引起的电气火灾危险，本条建议充电设备配电系统设有剩余电流监测

功能。现行国家标准《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第 2部分: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GB

14287.2-2005 对产品做出规定和要求，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2013第 9.2.3条规定，选择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时，应计及供电系统自然

漏流的影响，并应选择参数合适的探测器；探测器报警值宜为 300mA～500mA。

6.5 电能质量

6.5.1 条文中的接入点含义如下：

1）当供电部门单独计量时，指与供电企业电源产权分界处；

2）与其他负荷混合的供配电系统，指充换电设备自成系统的始端。

总之，与市政电网收费相关处需设无功补偿。单位内部计量可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不做

强行规定。接入点的功率因数不低于0.9是最低要求，需按当地具体要求确定。

6.5.2 本条是参照《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T 50966-2014编制而成。

6.5.3~6.5.5 条文中电网公共连接点是指与市政电源产权分界处。

现在，谐波治理有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无源滤波装置、有源滤波装置，或两者

的有机组合。

设计时，单相交流充电桩能均匀分接到三相上，但使用时不一定做到三相平衡。本条要

求设计时首先做到三相负荷平衡，这是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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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控系统与计量计费系统

7.1 监测与控制

7.1.1 本条参考了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设计与安装》18D705-2，

并结合实际应用情况编制而成。

条文中充电设备指交流充电桩、非车载充电机（含分体式非车载充电机）。例如，1台交

流充电桩和非车载充电机无论是单枪还是多枪，都按1个充电设备计。充电主机系统不受此

分类限制。

7.1.2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电动汽车电池

更换站设计规范》GB／T51077-2015、并参考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设计与安装》18D705-2编制而成。

7.1.3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电动汽车电池

更换站设计规范》GB／T 51077-2015，并参考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设计与安装》18D705-2编制而成。其中，第4款“各类上级监控系统”包括本地站级监控

系统、云平台监控系统。

7.1.4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电动汽车电池

更换站设计规范》GB／T 51077-2015、并参考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设计与安装》18D705-2编制而成。

因室外场所空气的温度、相对湿度、污染度、酸碱性等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室外场所的

充电设施建议设置环境检测系统，以便及时了解环境情况，采取相应运维及保护措施，保障

充电设施的安全运行，延长充电设施的使用寿命。环境监测系统建议至少能实时监测充电设

施系统所在场所的温度、湿度。

供电监控系统留有开放式的通信接口便于与建筑物供配电监控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等

连接，有利于对充电设施的管理，同时可与建筑物信息共享，便于整个建筑物的运行和管理。

7.1.6 条文中程度用词“重要的”由设计者根据建设单位要求及工程重要程度把握。大多数项

目单网结构即可满足要求，极少数重要项目才考虑采用双网结构。

7.1.7 监控系统可实现多台充电设备的群监群控功能，实现统一管理、调配使用、托管代维

一站式服务。

7.2 计量计费

7.2.2 末端充电设备的结算方式有信用卡、微信、支付宝、预付费IC卡、APP等多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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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编制而成。

条文中“充电接口”即俗称“枪”，如双枪表示该充电设备具有2个充电枪，且可同时为2台

电动汽车充电。

该规范规定了直流计量的相关要求，主要有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1 采用电子式直流电能表（以下简称直流电能表）和分流器时，应安装在非车载充电机

直流端和电动汽车之间；

2 直流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应为1.0级，分流器的准确度等级应为0.2级；

3 根据充电电流的大小，直流电能表的电流线路可采用直接接入方式或经分流器接入方

式。经分流器接入时，分流器额定二次电压为75mV，直流电能表的电流采集回路应接入分

流器电压信号；

4 电能计量装置的规格配置如表3所示。

表3 电能计量装置的规格配置

额定电压（V） (100)、350、500、700

额定电流（A） 10、20、50、100、150、200、300、500

注：括号中的l00V为经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规格，为减少电能表规格，350V、500V和700V 可经分压

器转换为100V进行计量，分压器的准确度等级为0.1级。

7.2.5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编制而成。主要有

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1 交流充电桩的充电计量装置应选用静止式交流多费率有功电能表，并采用直接接入式，

其电气技术参数主要有：

1）参比电压（Un）为220V；

2）基本电流（Ib）为10A；

3）最大电流（lmax）大于或等于4倍的基本电流；

4）参比频率为50Hz；

5）准确度等级为2.0级。

2 交流充电桩从交流电能表采集的数据需与用户显示的内容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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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消 防

8.1 一般规定

8.1.2 建筑物内的充电设施是建筑物内的用电设备，需根据建筑整体情况统一进行消防设计。

8.2 充换电设施防火

8.2.1 基于目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现状，大电流充电时火灾危险性增大，电池着火后又难

以扑灭。为保护建筑物内人员生命安全，减少财产损失，特做此规定。条文中7kW是我国标

准的交流充电桩额定功率，便于与产品标准配合。

8.2.2 根据消防权威部门的研究，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一旦着火会产生爆燃，火灾迅速蔓延，

而且扑救难度很大，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本条从安全角度做此规定。根据现行规范，敞开

式停车楼没有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如果夜间充电发生火情，不能及时处置，火灾也将失

去控制。

第1款，防火单元确定的原则借鉴现行国家标准《 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

GB/T 51313-2018、现行广东省标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DBJ/T

15-150-2018、《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技术标准》DBJ 46－041－2019以及在编的国

家标准《民用建筑防火设计标准》等标准编制而成，目的是一旦发生火灾，将火灾控制在一

定可控的范围内。条文中防火单元内充电车位数量太多，如果发生火灾，控制火情的难度加

大，甚至会出现火灾失控现象，造成更大的损失。根据消防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在现有动

力电池技术的背景下，建议每个防火单元内充电车位数量不大于12个。

手动控制装置是在火灾发生时便于消防救援人员现场控制防火卷帘的升降。

第2款，消防部门试验研究表明，电动汽车的蓄电池在火灾时会在短时间内发生爆燃，

因此，防火单元“出入口不正对车辆”是为了防止车辆爆燃产生的冲击直接冲出防火单元。

第 3款，电池发生火灾，由于其内部化学反应，火灾发展速度非常快，每个充电车位顶

部至少设置 1只感烟火灾探测器，有助于快速、准确报警，及时处置火灾事故。

第 5款，与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一致。

第 6款，考虑到充电桩安装在建筑物内，在为电动汽车充电时存在火灾风险，其配电线

缆燃烧性能不低于 B1级、燃烧滴落物/微粒等级不低于 d1级、产烟毒性不低于 t1级，以避

免或减缓线缆燃烧，减少火灾蔓延机会。

第7款，防火卷帘的耐火极限参见现行国家标准《防火卷帘》GB 1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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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款，水消防是为了给发生火灾的电动汽车降温、降尘，有利于人员疏散和控制火情。

条文中的喷头为 K115喷头，喷水强度不低于 10[�/(�th ∙ �2)]，具体需将要求提给给排水

专业进行计算、选择。

第 9款 建筑物内的电动汽车充电车位相邻防火单元可以统一设置一套排烟系统，但不

能与建筑其他排烟系统共用，也不能混用，避免充电区域与非充电区域间火灾通过排烟系统

互串，扩大火灾范围。电气专业将要求提给通风专业，由通风专业进行计算、设计。

8.2.3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防火门》GB 12955-2015 规定，丙级防火门耐火隔热性、耐火完

整性均不低于 0.5h，代号 A0.50，可以满足规模不大、层数较少的别墅类项目的需要。

8.2.5 本条是消防救援的基本要求。条文中“区域”指消防救援人员抵达该处能实施有效灭火

救援的场所。

8.2.6 本条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编制而成。条文中的配电

箱指直接为充电设备供电的末端配电箱。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在充电时电流大，不充电时没有

电流，久而久之因热胀冷缩会造成接线端子处连接松动，接触电阻增大而造成发热，是主要

的火灾隐患处。

8.2.7 配电保护电器设分励脱扣器是为了在火灾时“切非”使用，分励脱扣器可以设在总保护

电器处，也可设在电动汽车充电设备配电保护电器处。

8.3 电池更换站充电间防火

本节所述电池更换站充电间包括电池充电间、换电间、电池检测与维护室、电池储存间

等场所。

8.3.2 吸气式高灵敏度感烟火灾探测器是为了早期发现火情，便于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现行

国家标准《特种火灾探测器》GB 15631-2008给出吸气式高灵敏度感烟探测器的响应阈值，

即 m≤0.8 %obs/m。

8.3.4 热辐射光源发热量较大，且有些电池会释放氢气，有火灾、爆炸风险，热辐射光源如

卤钨灯等。

8.3.6 限流式电气防火保护器可有效防止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发生短路或长时间过流，切断时

间为微秒级。但该产品不能代替断路器使用！本条参考了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

标准》GB 50348-2019相关条款编制而成。

8.3.7 电动汽车充电期间，电池温度控制对电池安全充电极为重要，也是防止锂离子电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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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有效手段，建议对电池正极温度进行监控。

8.3.8 本条为防止电池充电过程中产生的可燃气体达到爆炸浓度。可燃气体达到一定浓度时，

应发出报警信号，并联动机械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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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防雷与接地

9.1 防 雷

9.1.2 对于有雨棚的室外充电设施，其防雷设计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的规定确定防雷等级和所采取的防雷措施；对于距离建筑物较近的充电设施，可

利用建筑物的防雷措施进行保护；对于安装在空旷场地的充电设施，可参考相关标准。

9.2 接 地

9.2.1 当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在建筑物内或建筑物附近时，建议采用TN-S接地型式；当充电设

备离建筑物较远时可采用TN-C-S或TT接地型式。

9.2.2 本条中的距离建筑物“较远”和“较近”可根据建筑物外轮廓或其地下室外墙20m为判据，

超过20m为“较远”，否则为“较近”。

9.2.3 本条根据在编的全文强制性规范《建筑电气及智能化通用规范》编制而成。具体做法

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设计与安装》18D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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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节能与环保

10.1 一般规定

10.1.1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系统设计首先要满足充换电功能要求，在此前提下，提高能源利

用率，如此节能才有意义。

10.1.2 分项计量是节能的基础，故此规定。

10.2 节 能

10.2.2 提前安装变压器、高低压配电装置而没有负荷，系统闲置而不运行，会造成初投资增

加，长时间不使用会造成设备受潮，可能造成浪费，不符合节能理念。

10.2.5 本条中的“数量较多”是相对概念，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单相交流充电桩数量多，即

使设计时满足本标准第10.2.4的规定，但使用时也会出现三相不平衡的现象，因此，设有部

分分相补偿非常有意义。

10.2.6 在电缆寿命周期内，需综合评价其运行时的损耗成本与电缆初投资成本，实现效益最

大化。

预留安装条件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系统如果提前安装电缆，长期不使用，电缆会因受潮

而影响其质量，严重时会引发事故，故作此规定。

10.3 环 保

10.3.1 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的有关规定见表 4。

表4 环境噪声限值单位： dB（A）

类别 昼间（6:00~22:00） 夜间（22:00~6:00）

0类 50 40

1类 55 45

2类 60 50

3类 65 55

4类
4a类 70 55

4b类 70 60

注： 0类环境功能区：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1类环境功能区：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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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

2类环境功能区：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

的区域；

3类环境功能区：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

域；

4类环境功能区：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包括 4a和 4b两种类型。4a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公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

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4b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10.3.2 节约用地是预装式换电站的特点之一。由于其为成套装置，工程建设周期大大缩短，

节省人力、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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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土建与配套设施

11.1 建筑

11.1.1 监控室、供配电用房可以充电设施系统专用，也可以与其他用电负荷共用，需根据工

程实际情况确定。

11.1.2 实际应用中，功能相近的房间经常合并使用，以节省占地面积、节省投资。如充电间、

换电间合并成充换电间，并兼有电池检测与维护室功能；监控室、值班室合并为一个房间。

图6所示为某预装式换电站功能分区示意图，功能分区合理、紧凑，体积较小，投资较低。

充电间 换电间

监控室

换电区

出站坡 进站坡

图6 某预装式换电站功能分区示意图

11.1.4 第1款参考现行南方电网公司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设计规范》Q/CSG

11516.2-2010编制而成。

11.2 结构

11.2.3 预埋套管的规格、数量根据系统构成由设计确定。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由结构专业确

定，一般情况其强度不低于 C25，严寒地区可适当提高混凝土标号，或采用特殊性能混凝

土。所有基础以不被水淹、上表面水平、安装牢固为标准。

11.2.6 本条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编制而成。

11.3 暖通

11.3.1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设计规范》GB/T 51077，并参考《民用

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编制而成。

11.3.2~11.3.5条，当设置空调系统时，要防止空调系统漏水、冷凝水对电气系统的不利影响。

电池最佳充放电温度为25℃左右，所以电池更换站的充电区域、维护检测与维护区域建

议装设空调器。

11.4 给排水

11.4.1 充换电设施区域应有良好的排水系统，保证充电设施的电力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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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其他

11.5.1 本条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室外作业场地照度设计标准》GB 50582、《车库建筑设计

规范》JGJ 100，并参考《民用建筑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配置与设计规范》DB33/T 1121编制而

成。

条文中“其它区域”是指建筑中表11.5.1没列出的区域或场所。

11.5.3 本条参考了现行国家标准《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宁波市《民用建筑电动汽

车充电设施和充电设备配置与设计技术规定（试行）》〔2017〕甬 DX-05、湖南省标准图等

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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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常用图形符号

本表是参考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设计与安装》18D705-2编

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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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需要系数

本条中的需要系数曲线取自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设计与安装》

18D705-2，为便于使用，可简化为表 5。需要说明，本图和表适用于单相交流充电桩，如果

单相交流充电桩均匀分接到三相线路上，则充电桩总台数可为图表中台数的 3倍。

表 5 单相交流 7kW充电桩需要系数选择表

台数（台） 需要系数 台数（台） 需要系数

1 1 25 0.42-0.50

3 0.87-0.94 30 0.38-0.45

5 0.78-0.86 40 0.32-0.38

10 0.66-0.74 50 0.29-0.36

15 0.56-0.64 60 0.29-0.35

20 0.47-0.55 80 0.28-0.35

对于其他类型的充电设备，由于实际运行的数据量不足，无法准确给出相关的需要系数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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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充电设备的布置

C.0.1 停车位后面是指停车位有车档的一侧。后面布置的充电设备通常布置在车档后面的空

间内，不妨碍正常停车，又便于操作、维护，可参考图3、图4。

C.0.2 侧面布置的充电设备通常结合侧面柱子、墙进行布置，不妨碍正常停车，又能有效利

用柱子、侧墙的空间。同时柱子、墙对充电设备起到保护作用。

C.0.3 集中布置的充电设备不能妨碍正常停车。集中布置便于布线、便于管理，多用于多枪

的非车载充电机、充电主机系统，图中所示为4枪和2枪，分别服务4个和2个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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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交流充电桩与非车载充电机的配置比例

本表根据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设计与安装》18D705-2 编制

而成。

需要说明，表中的普通住宅小区需区分住户自用充电设备和小区公共充电设备，前者只

配置交流充电桩，后者小区公共停车位需设置一定数量的非车载充电机。

目前，我国电动汽车刚刚起步，尚以燃油汽车为主，随着电动汽车逐渐普及，该表也需

要不断的修订和完善。

表 6 交流充电桩与非车载充电机的配置比例说明

建筑类型
交流充电桩与非车载充电

机的配置比例
说明

别墅
每户只配置交流充电桩或

预留交流充电桩安装条件

包括独栋别墅、联排别墅等有私家车库

或车位

别墅小区、普通住宅

小区

设置一定数量的非车载充

电机

安装在小区公共停车位，如会所、商业

等场所的停车位

办公楼（含政府办公

楼、商业写字楼等）
10:1~4:1

主要满足公务用车，满足员工、访客电

动汽车快充要求

大型商业及商业综

合体、酒店
8:1~4:1 满足顾客电动汽车快充要求

医院 10:1~4:1
主要满足访客、患者及家属电动汽车充

电需求

学校 10:1~6:1 满足教职员工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体育场馆 15:1~6:1 高等级场馆配置比例相对较高

航站楼、火车站、候

船楼、长途汽车站等
12:1~4:1

与交通建筑的等级、地区经济发展程度

等有关

美术馆、展览馆、会

展中心等
8:1~4:1 主要满足观众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园区、其他大型公共

建筑配建停车场
非车载充电机不小于 10% 园区包括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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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停车场 非车载充电机大于 25% 满足客人电动汽车快充要求

公安电动巡逻车停

车场
非车载充电机大于 50% 满足警务用车快速出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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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监控系统

E.0.2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电动汽车电池

更换站设计规范》GB／T 51077-2015，并参考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设计与安装》18D705-2编制而成。

第6款，非车载充电机充电电流大，监测其充电枪枪头温度有助于防止火灾等安全隐患。

另外，非车载充电机一般只配备直流输出表计，不需配备交流输入表计，而交流输入参数的

监测可在供电监控系统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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