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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传导充电  充电连接装置    第 2 部分 编制说明 

一、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共同研究决定，

要求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制定电动汽车充电接口国家

标准。 

GB/TXXXX.2 的制订计划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项目计划号：

XXXXX，项目名称：电动汽车传导充电  充电连接装置    第 2 部分 交流充

电连接装置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

国电器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 

二、 制定目的和意义 

目前中国电动汽车的技术已经逐渐成熟，并正在向产业化推广。电动汽车充

电接口对于充电站的建设和电动汽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充电接口的标准是保

证电动汽车充电的安全性、互换性的最基础标准，在充电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和

电动汽车大规模应用之前，统一充电接口标准意义重大。GB/TXXXX.2 的目的

就是规定交流充电接口的结构尺寸，包括供电设备端和车辆端，为保证充电过程

的安全性和互换性。 

三、 制定原则和主要参考文件 

在充电接口系列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总的原则是： 

 立足国内电动汽车和充电设施的研发和示范基础，同时参考国外先进经

验和国际标准或国际标准的阶段性草案； 

 汽车行业、能源行业、电工行业共同参与方案和框架讨论，三个行业的

典型企业共同参与标准的起草和讨论； 

 起草过程，充分考虑和现有标准的统一和协调。 

GB/TXXXX.2 的起草过程中，主要的参考文件有： 

GB/TXXXX.1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  充电连接装置 第一部分  通用要求 

四、 标准起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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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组织下，成立了电动汽车充电技术与设施标

准化专家组，并于 2010年8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专家组第一次会议，会议

对充电标准体系框架进行了讨论。 

2． 2010 年 9 月 13 日，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召开了“电动汽车充电技

术及设施标准化工作部门推进会”，会议同意将电动汽车充电接口系列

标准作为近期急需开展的标准项目之一，并请牵头部门负责标准制定工

作的组织推进。 

3． 2010 年 10 月 11 日，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充电接口国际标准起草总

体方案讨论会。工信部、能源局、国标委、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

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等参加会议。会议讨论确定了

充电接口标准的提出单位、归口单位和牵头起草单位，并要求中国汽车

技术研究中心尽快制定具体起草方案并启动标准起草工作。 

4． 本次会议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立即组织相关单位，制订了起草方

案，启动了起草工作，并于 10 月底形成了标准草稿。 

5． 2010 年 10 月 31 日，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召开了标准起草组第一

次会议，标准起草小组及相关的 12 家单位 20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

对标准体系、名称、术语、结构及具体条款提出了修改意见。2010 年

11 月 1 日至 7 日，牵头起草单位根据会议意见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形

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五、 标准体系和主要内容 

5.1 标准的范围 

GB/T XXXX 的本部分规定了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接口的功能定义、结构尺寸。 

GB/T XXXX 的本部分适用于符合 GB/T XXXX.1 要求的电动汽车传导式充

电用的交流接口。其额定工作值满足如下要求：交流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V AC，

频率 50Hz，额定电流不超过 32A AC。 

GB/T XXXX 的本部分规定的交流充电接口适用于车辆侧的充电连接；对于

充电模式 3 的连接方式 A 和 B，本部分也适用于供电设备侧的充电连接。 

GB/T XXXX 的本部分主要规定了交流充电接口的结构尺寸和控制导引电

路，而接口的一般结构、电气安全以及耐环境应满足 GB/TXXXX.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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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交流充电接口概述 

交流充电接口共包含 7 对触头，这样既可以满足目前的单相电压充电，对以

后的发展也可以扩展为三相电压充电。并且电动汽车的车载充电机可根据附录 A

的控制导引电路来判断供电设备的额定电流进行工作。控制导引电路的功能是本

标准中的一个创新点，该控制导引电路可以满足供电设备侧和车辆侧的连接确

认，通过相关电路的检测保证充电电流和车载充电机、电源侧供电设备、充电连

接装置的允许值相匹配。充电过程中通过不断检测供电设备的 PWM 占空比实时

调整充电电流，满足电网侧智能调度的需要。 

具体内容参见附录 A。 

5.3 结构尺寸 

充电接口的结构尺寸分为两部分：供电设备端接口和车辆端接口。供电设

备端参考了 IEC62196-2 中充电桩侧的结构，预留了电子锁的空间和位置。但是

考虑到电子锁的实现较为复杂，为提高锁紧的方便性和可操作性，增加了机械锁。

车辆端的结构尺寸，为保证中国国内相关标准的协调性和延续性，保留了

QC/T841 的结构。 

另外为了防止用户将供电插头错误的插到车辆插座或者将车辆插头错误的

插到供电插座，在供电设备侧的结构设计方面进行了特殊设计（供电接口的接地

端子和车辆接口的接地端子有所区别），防止用户连接时的误操作。 

供电接口和车辆接口在结构设计方面考虑了防触电保护，保证在供电设备端

连接后，车辆端的插头带电情况下，操作人员不会轻易触及到车辆插头的带电部

件。 

具体结构尺寸参见附录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