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B/T《电动汽车用传导式车载充电机》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

所做的工作等 

随着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充电技术越发重要， GB/T 18487.1 和 GB/T 18384 等相关整车充电及

安全标准完成更新。车载充电机作为交流充电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是车辆与电网连接的核心部件，

QC/T 895-2011 自发布以来对车载充电机的产品有了一定的规范，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该标准已不能

完全适用于当前充电机技术规范。并且车载充电机标准涉及到车辆与电网端的连接、交互，为保证车

辆与基础设施的相互协调，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动车辆分标委提出制定 GB/T《电动汽车用传

导式车载充电机》项目，以适应新的产业发展现状。本标准制定计划由国家标准委下达，计划号

20162460-T-339。 

项目下达后分标委对该项目进行了充分调研，随后成立了电动汽车用传导式车载充电机标准研究

工作组，对该标准项目进行研究，工作组包括了国内外主要整车、零部件企业以及检测中心，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工作组全体成员在 2018 年内组织召开多次会议，研究技术内容，起草标准文本。 

2018 年 4 月 23 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动车辆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在北京组织召开了

电动汽车用传导式车载充电机标准研究工作组启动会议，电动汽车整车、车载充电机生产企业及相关

方 46 人出席此次会议。会议听取了标准项目及起草组的基本情况介绍，讨论了 GB/T《电动汽车用传

导式车载充电机》标准编制原则、编制方案及标准草案，并就上述内容及后续工作计划达成基本一致。 

2018 年 8 月 23 日，在天津召开了电动汽车用车载充电机标准工作组小范围讨论会议，十余位工

作组专家出席了此次会议。在启动会基础上起草组按照启动会议纪要对 GB/T《电动汽车用车载充电

机》草案进行更新，本次会议起草组介绍了最新草案的主要变动情况，并针对上一轮收集到的意见进

行逐一讨论，形成多项结论。 

2018 年 9 月 19 日在杭州召开了第二次工作组讨论会，50 余位专家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上，项

目组重新贯彻了启动会上的标准编制原则：“精简标准内容、突出规定重点、减少非必须要求”，介绍

了近期的工作动态，下一步工作计划，并对启动会草案与本次会议讨论草案进行了对比。会议对最新

版标准草案进行了充分讨论，与会专家共形成了 20 条修改意见，以及 8 条企业反馈问题点。 

2018 年 12 月 13 日在深圳召开了第三次工作组讨论会，60 余位专家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上项目

组介绍了标准的研究进度和下一步工作计划。并对修改后的标准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经过讨论，与

会专家形成了 30 余条修改意见，4 条企业待反馈意见。 

经过多次会议讨论，目前标准草案已经基本成熟，深圳会议之后按照会上结论及后续反馈意见情

况形成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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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修订标准时应列出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

对比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指定原则为：应充分体现当前技术阶段整车充电需求，作为基础标准的定位，用于指导

其他相关标准的编制；标准应充分考虑充电基础设施及电网环境，与其他标准保持协调；标准不规定

车载充电机内部物理结构、功能设计等自身实际方案，仅关注外部特性；标准应体现车载充电机最新

技术和产品趋势，重视标准对产品多样性的适应性。 

2、主要内容 

本标准通过对车载充电机的电气性能、使用环境等方面进行充分研究，规定了车载充电机产品的

外观要求、充电特性要求、保护功能、电气安全、电磁兼容、环境适应性、耐久性等内容，并针对每

项要求形成了相应的试验方法，保证标准的可实施性。 

与现行 QC/T 895电动汽车用传导式车载充电机相比，该标准删除了一般规定的部分内容以及基本

构成、参数、电位均衡和接地保护、断电保护、低压供电功能、爬电间隙和爬电距离、耐工业溶剂性

能、IP防护等级要求、噪声等内容，相对于现阶段产品发展的技术水平和测试能力，以上条款规定的

内容存在不合理、规定模糊、不适用等问题，因此本标准起草过程中删除了以上内容。 

保留了 QC/T 895中对于充电特性、保护功能、电气安全、电磁兼容性、环境适应性、耐久性等要

求，根据产品技术水平对相应要求及指标等内容进行了调整。增加了输出电压响应、缺相保护、接触

电流等方面的要求，保证标准的完整性、合理性。 

1） 充电特性要求 

标准根据车载充电机的使用性能对充电机的充电特性进行了规定，从车辆的充电需求出发，考虑

充电机交流输入端与直流输出端的因素，以及整车对效率的要求等方面，保证车载充电机充电特性能

够满足行业发展需求。 

2） 保护功能 

根据车载充电机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受到的电气冲击，标准提出了车载充电机在受到交流输入过压、

欠压，缺相，直流输出过压、欠压，输出短路，过温，输出反接等情况时，应具有保护功能，在以上

情况出现条件下，车载充电机应能停止输出或者通电后应不启动工作，从而保证电路安全性。 

3） 电气安全 

车载充电机长期工作于高压系统中，电气安全性直接影响到人身安全，标准对高压安全进行了明

确的规定，对绝缘电阻、耐电压性、接触电流等三项条件进行了充分要求，标准制定过程中参考了 Q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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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2011、NB/T33001-2018、GB/T 18487-2015等标准的要求，试验方法参考了 GB/T18384.3-2015的

规定。 

4） 电磁兼容 

车载充电机为高压工作部件，也是电磁兼容性的重要考核点，电磁抗扰性和电磁发射骚扰性是电

磁兼容性考核的两项主要指标，标准中对以上两项指标进行了要求，其中抗扰度主要参考 GB/T 

19951-2005 和 GB/T 17626 系列标准，电磁发射骚扰主要参考 GB 4824-2013、GB/T18655-2018 以及

GB/T17625系列标准。 

5） 环境适应性 

根据车载充电机的使用环境标准中规定了高、低温，湿热，耐盐雾，振动，冲击等环境冲击要求

起草组调研了车载充电机实际安放位置、环境工作组温度、主要城市最好温度等指标，根据以上指标

确定了车载充电机的环境温度（低温、高温限值），并通过该限值对产品的耐高、低温性能进行要求；

标准中参考了 GB/T 28046系列标准中对于湿热、盐雾、耐振动的要求。 

6） 逆变功能要求 

对于具有逆变输出功能的车载充电机标准中以规范性附录的形式提出要求，规定了该类产品的充

电特性要求和环境适应性要求以及相应的试验方法。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１、输入启动冲击电流测试 

1） 测试说明 

检测在输入电压接通瞬间，输入电流达到稳定状态前所通过的最大瞬间时电流。 

2） 测试仪器 

交流输入电源，数字示波器，电流探头，可调负载装置。 

3） 测试接线图 

 

图 1 车载充电机测试接线图 

4） 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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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测试接线图接好，把示波器设置为正常触发模式，时间 1~10ms，输出负载为满载。 

b) 启动冲击电流测试包括冷机测试（充电机不工作 10 分钟以上）和热机测试。 

c) 开启充电机，接入 220Vac 交流电，即可在示波器上捕捉到启动冲击电流波形 

d) 计算方法：由于交流输入端电路的 X、Y 电容造成的尖峰电流，不计为冲击电流，只有电流

开始逐渐上升的过程中出现的电流尖峰，计为冲击电流。 

5） 测试波形及测试结果： 

下图为实测启动冲击电流的波形和图解通过准则。 

 

 

 

 

图 2 启动冲击电流的波形图 

上图冲击电流尖峰没有超过图中红色线的限值，则判定为通过。 

２、输出电压纹波 

1） 测试说明 

充电机直流输出端上叠加的一种与输入频率和开关频率相关的电压波动成分即纹波电压。而出现

在输出端子间纹波以外的一种高频尖刺即噪声，下图为纹波和噪声示意图。 

此处电流为 X、

Y 电容产生，不

计入。 

此处电流为

冲击电流。 

输入

电流

峰值 

冲击

电流

限值 

 

输入

电流

峰值

的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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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纹波和噪声示意图 

2） 测试方法 

a) 按照图3.1接好试验电路，电子负载设置为恒阻负载模式。 

b) 在额定的条件下开启车载充电机，使其工作在恒压输出模式下，额定负载状态。 

c) 用示波器测量车载充电机的输出电压端。将示波器设置为AC电压检测模式，带宽

设置为20MHz，波形扫描速度应不小于0.5s/div，电压探头应尽量靠近输出端口。 

d) 调节车载充电机输入电压分别为额定值的85%、100%、115%时；调节输出电流分别

在额定负载电流的10%、50%、100%时，测量车载充电机直流输出电压平均值Udc，输出电

压的交流分量峰-峰值Upp（示波器所示值）。按公式（3）计算输出电压纹波因数，计算

结果应符合要求。 

3） 测试结果 

 

图 4 纹波和噪声示意图 

上图测试结果，深蓝色波形为输出纹波电压 1.24V。 

纹波电压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纹波

电压

1.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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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电压纹波因数； 

Upp —— 输出电压交流分量峰-峰值； 

Udc —— 直流输出电压平均值。 

根据公式测试结果得：1.24/（2*420）=1.47%，判定为通过。 

３、效率测试 

1） 测试说明 

车载充电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输出电压是由低到高的变化（动力电池 SOC 0~100%的电压值），

充电机在此输出电压范围内都要额定功率输出。输出电压不同效率也会有所区别，需要综合考虑车载

充电机实际效率的要求。 

2） 测试方法 

在输出电压的全范围内，测量不同电压值时对应的效率，再计算各效率平均值。 

3） 测试结果 

输入电压（Vac rms） 输出电压（V） 输出功率（kW） 效率 

220 

340 

6.6 

94.35% 

350 94.40% 

360 94.40% 

370 94.36% 

380 94.32% 

390 94.20% 

400 94.24% 

410 94.33% 

420 94.30% 

430 94.20% 

440 93.97% 

450 93.94% 

460 93.99% 

470 93.93% 

480 93.86% 

220 340~480 6.6 平均效率 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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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输出电压范围内的效率曲线 

(四) 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应提供全部专利所

有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无。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该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车载充电机产品的质量水平，保证车辆充电安全，为电动汽车产业的

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七)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

标准的协调性 

该标准处于电动汽车标准体系中其他系统及部件部分，该标准同时联系车辆及基础设施，将与电

动汽车及充电基础设施相关标准项协调。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标准应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

期等）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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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