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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325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50966 2014 ，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真巾，第 3. 2. 4 、

3. 2. 5 、 l 1. 0. 1 、 11.0."l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 Lil 版社 Ill 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1 月 29 日



前言

牛L规但是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飞关于印发（ zu l 0 年 T 程建设
标准规范刷 i J 、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 c2010; 13 号）的~求．山
国家电网公口j 有1 巾国电力企业联合金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完
成的。

在规范编制过程巾．编制主H进行 f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
了我国电动汽车充电站的建设约1拎．借鉴 r 国内已有的相关企业
标准归国外发达王业国家的杭1天标准．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多次 i-t
i仑修改．最后纪审查定稿 3

牛斗见也共分 12 章和 l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
和符号、规模lfcll1占址选择、总平面布置、充电系统、供配电系统、电
能质量、 i十量、监控反通信系统、土建、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节能
与环保等。

本规范 111 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恪执行。
本规范巾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贞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由巾国电力企、IV.联合会负责 H 常管理．由国家电网公叶负责具体
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范在执行过程 r/ l 如有百斐修改和补充之
处，请将意见和建议主f 予同家电网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以西长
安街 86 号．邮政编码： 1000~11 ），以快今后修订时参二号。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国家电网公司

r/ l 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参编单位：北京电力经济技术研究院

小国电）J科学研究院

深圳供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 l . 



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胡江溢

吴江

贾｛交国武横亘泉吴尚i肯

特？告何｛中余南华黄伟

徐 ij I业部 i皮陈良亮胡影娥

主要审查人：于文赋方晓松 nt- 半 工；其彪程伟翔

杨永斌秦建新孟样儿盛学庆陈水忠

孙靖宇胡泽春姜久春回｛之收王可峰

李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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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I 为使电动汽车充电站的设 i 1－工作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方针

政策，统一技术安求．做到安今可靠、技术先进、纯济合理．市1J ｝£本

规范。

1. 0. 2 本规范适用于采用整车充电模式的电动汽车充电站的

设计。

1. 0. 3 电动汽年充电站的设计！但符合下列原则：

I 贯彻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地 l丘国民纤济和社会发展规圳

的要求。

2 tj －~吁地的 l豆域总体规划和城镇规划l相协调。

3 符合防火安全、用电安全、环境保护的要求。

"' F只阳节、妥地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促进技术创新乙

1. o. "' 电功汽 1，.；充电站的设 ~1－除应符合牛．规范外．尚应符合同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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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语

2. 1. 1 整车充电模式 vehicle charging mode 

将电动汽车通过充电连接装置直接与充电设备相连接进行充

电的方式。

2. 1. 2 电动汽车充电站 EV chargrng stat10日

采用整车充电模式为电动汽午提供电能的场所，应包括 3 台

及以上电动汽车充电设备（至少有 1 台非午载充电机）．以及相关

供电设备、监控设备等配套设备。以下简称充电站。

2. 1. 3 充电系统 charging system 

由充电站内的所有充电设备、电缆及相关辅助设备组成的

系统。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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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年载充电机、非车载充电机、交流充电桩等设备。

2. 1. 5 非车载充电机 。ff-board charger 

固定安装在地面．将电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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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交流充电桩 AC charging piles 

采用传导方式为具备车载充电机的电功汽车提供交流电能的

专用装置。

2. 1. 7 蓄电池管理系统

B肌1S)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简称

可以控制动力蓄电池的输入和输 tl\ 功率，监视蓄电池的状态

（温度、电庄、荷电状态）．为蓄电地提供通信接口的系统。
• 2 • 



2.1. 8 充电站监控系统 monitoring system of charging station 

对充电站的供电设备、充电设备运行状态、环境监视及报警等

信息进行采集，应用计算机及网络通信技术实现对站内设备的监

视、控制和管理的系统。

2.2 符 口
可

2. 2. 1 充电机输出电压：

n 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的串联电池单体数量；

Ku • 充电机输出电压裕度系数；

U,,m 单体电池最高电ffi ( V ）。

2. 2. 2 充电机输出直流额定电流：

K, 充电机输 If\ 电流裕度系数；

Im 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最大允许持续充电电流CA ）。

• 3 • 



3 规模及站址选择

3.1 规模

3. I. I 充电站的布局宜结合电动汽车类型和保有国：综合确定，并

充分利用供电、交通、消防、排水等公用设施。

3. 1. 2 充电站的规模宜结合电动汽车充电需求、车辆的日均行驶

电程和单位里程能耗水平综合确定。

3.2 站址选择

3. 2. I 充电站的总体规划应符合城镇规划、环境保护的要求，并

应选在交通便利的地方。

3.2.2 充电站站址宜靠近城巾’道路．不宜选在城市干道的交叉路

口和交通繁忙路段附近。

3.2.3 充电站站址的选择应与城市 1t1 fB.:: r五配电网的规划和建设

密切结合－以满足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和自动化的妻求。

3.2.4 充电站应满足环境保护和消防安全的要求。充电站的建

（构）筑物火灾危险性分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力发电厂与变电

站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9 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

关规定。充电站内的充电区和配电室的建（构）筑物与站内外建筑

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45 的有关规定，充电

站建（构）筑物相应厂房类别划分应符合表 3.2.4 的规定。

表 3.2.4 充电站建（构）筑物相应厂房类别划分

充电站建设条件 建（构）筑物厂房类别

当采用油浸变压器时 丙类

当采用干式变压器时 丁类

• 4 • 



充电站建设条件

当采用低压供电时

续表 3.2.4

建｛构｝筑物厂房类别

戊类

注：干式变压器包括 SF6 气体变压器和环氧树脂浇铸变压器等。

3.2.5 充电站不应靠近有潜在火灾或爆炸危险的地方，当与有爆

炸危险的建筑物毗邻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

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 的有关规定。

3.2.6 充电站不宜设在多尘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当无法远离

时，不应设在污染源盛行风向的下风侧。

3.2. 7 充电站不应设在有剧烈振动的场所。

3.2.8 充电站的环境温度应满足为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正常充

电的要求。

. " . 



4 总平面布置

4. 1 一般规定

4. 1. I 充电站包括站内建筑、站内外行车道、充电匠、临时停军区

及供配电设施等。站K总布置应满足总体规划要求，并应符合站

内工艺布置合理、功能分区明确、交通便利和节约用地的原则。

4. 1. 2 总平面布置宜按最终规模进行规划设计。

4. 1. 3 在保证交通组织顺畅、下艺布置合理的前提下，应根据自

然地形布置充电站，尽量减少土石方量。

4. 1. 4 充电站宜单独设置车辆 ： I\ 入口。

4.2 充电设备及建筑布置

4. 2. I 充电设备应靠近充电位布置．以便于充电．设备外廓距充

电位边缘的净距不宜小于 0. 4m。充电设备的布置不应妨碍其他

车辆的充电和通行，同时应采取保护充电设备及操作人员安全的

措施。

4.2.2 在用地紧张的弘一域，充电站内的停车位可采用立体布置。

4.2.3 充电设备的布置宜靠近上级供自己电设备．以缩短供电电缆

的路径。

4. 2. 4 充电站内建筑的布置应方便观察充电以域。

4.2.5 充电站宜设置临时停车位置 c

4.3 道路

4. 3. I 充电站内道路的设置应满足消防及服务车辆通行的要求。

充电站的 ti ＼ 入口不宜少于 2 个，当充电站的车位不超过 50 个时，

可设置 l 个 If\ 入口。人口和山口宜分开设置，并应明确指示标识。

• 6 • 



4.3.2 充电站内双列布置充电位时，巾间行车迫宜按行驶车型双
车道设置；单列布置充电位时，行车道宜按行驶 11=: 型双车道设置。
充电站内的单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3. om，双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6m 。
充电站内道路的转弯半径 f1~i按行驶车型确定，且不宜小于 9m ，道
路坡度不同大于 6% ，且宜坡向站外。充电站内道路不宜采用沥
青路面。

4. 3. 3 充电站的道路设计宜采用城市型道路公
4.3.4 充电站的进 th YI占道路应与站外市政道路顺畅衔接 P

·/· 



5 充电系统

5. 1 非车载充电机

5. 1. 1 非车载充电机输出电！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充电机的最高充电电压应根据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的特

性及电池单体串联数量确定。

2 充电机输 Ill 的直流电斥范围宜优先从以下三个等级中选

择： 150V～350V 、 300V～ 500V 和 450V～700V 。

3 充电机的输出电斥CU，）可按下式计算：

U, = nK "U"" 

式中：n 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的串联电池单体数量；

K＂ 一二充电机输出电斥裕度系数，宜取 1. 0~ 1. 1 ; 

[Jun 单体电池最高电压CV ）。

(5. 1. 1) 

4 充电机直流输出电压范围宜从电压优选范围中选择一组

最高电庄大于或等于 U， 的等级确定。

5. 1. 2 非车载充电机输出额JE 电流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根据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的容量和充电速度以及供电能

力和设备性价比，在确保安全、可靠充电的情况下确定最大充电

电流。

2 充电机输出的直流额定电流应优先采用以下值： lOA 、

20A 、 50A 、 l OOA 、 160A 、 200A 、 315A 和 400A 。

3 充电机的输出直流额定电流（ I, ）可按下式计算：

I ， 二 K, Im (5. 1. 2) 

式巾： K, 充电机输出电流裕度系数，宜取 1. 00 ~ 1. 25; 

rm 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最大允许持续充电电流CA）。

4 应从电流优选值中选择一个大于或等于 I ， 的数值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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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机直流输 ll\ 额定电流 c

s. 1. 3 非车载充电机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I 具有根据电油管理系统提供的数据动态调整充电参数、自
动完成充电过程的功能＝

2 具有判断充电机与电动汽车是否正确连接的功能，吁检测
到充电接 I I 连接异常时－应立即停止充屯。

3 具有待机、充电、充满等状态的指爪，能够跟币输的电斥、
输 IL\ 电流、电能量等信息．故障时应有相山的告警信息。

4 具有实现子动输入的设备。

s 具备交流输入过压保护、交流输入过流保护、直流输出过
斥保护、直流输出过流保护、内部过温保护等保护功能。

6 具备本地和远程紧急停机功能，紧急、停机后系统不应白功
复位。

s. 1. 4 1卡车载充电接口应在结构上防止于轻易触反裸露fii 电导
体。充电连摆器在不充电时应放置在人不轻易触皮的位置。对于
安装在室外的非车载充电机．充电接口处fi\l采取必雯的防雨、防／l~
黠施。

s. I. s 非车载充电机I ，~i_ 具备与电池管理系统通信的接口， HJ f判
断充电连接状态、、获得动力蓄电池充电参数反充电实时数据。
5. I. 6 ~~车载充电机应具备与充电站监控系统通 fH的功能．用于
将非车载充电机状态及充电参数上传到充电站监拧系统，并接收
来自监控系统的指令。

s. I. 7 非车载充电机的布置与安装应符合 F列安求：
I 充电机的布置应便于车辆充电. Ji 应缩 ·);9. 充电机输出电缆

的长度。

2 应采用接线端子与配电系统连接，在电 i原侧！在安装空气
开关。

3 充电机保护接地端子应可靠接地。

4 充电机应垂直安装于与地平面垂直的立面．偏离垂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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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方向的误差不应大于 50 。

5 室外安装的非军载充电机基础应高出充电站地坪 0. Zm 

及以上。必要时可在非车载充电机附近设置防撞栏，其高度不应

小于 0. 8m 。

5.2 交流充电桩

5. 2. 1 交流充电桩供电电源应采用 220V 交流电斥，额定电流不

应大于 32A 。

5.2.2 交流充电桩应具有为电动汽车车载充电机提供安全、可靠

的交流电源的能力，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具有外部子动设置参数和实现于动控制的功能和界面。

2 能显刁t各状态下的相关信息，包括运行状态、充电电量和

计费信息。

3 具备急停开关，在充电过程中可使用该装置紧急切断输 Ill

电源。

4 具备过负荷保护、短路保护和漏电保护功能，具备自检及

故障报警功能。

5 在充电过程巾，当充电连接异常时，交流充电桩应立即自

动切断电源。

5.2.3 交流充电桩应具备与上级监控管理系统的通信接口。

5.2.4 交流充电桩的安装和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电源进线宜采用阻燃电缆及电缆护管，并应安装具有漏电

保护功能的空气开关。

2 多台交流充电桩的电源接线应考虑供电电源的气相平衡。

3 可采用落地式或壁挂式等安装方式。落地式充电桩安装

基础应高山地面 0. Zm 及以上，必要时可安装防撞栏。

4 保护接地端子应可靠接地。

5 室外的充电桩宜采取必要的防雨和防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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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供配电系统

6. 1 供电要求

6. 1. 1 充电站供配电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

规范》GB 50052 的有关规定。

6. 1. 2 充电站宜由中压线路供电；用电设备容量在 lOOkW 及以

下或需用的变压器容量在 50kVA 以下的，可采用低压供电。

6.2 供配电

6. 2. 1 供配电装置的布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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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安全、可靠、适用的原

则，便于安装、操作、搬运、检修和调试。当建设场地受限时，巾、低

压开关拒可与变压器设置在同一房间内，且变压器应选用难燃型

或不燃型．其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2Xo

6.2.2 配电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叫 1 低压配电系统宜采用单母线或单母线分段接线，低压接

地系统宜采用 TN S 系统。

2 1民｝长进 HI线开关、分段开关宜采用断路器。来自不同电源

的低压进线断路器和低压分段断路器之f8j应设机械闭锁和电气联

锁装置．防止不同电源并联运行。

3 低压进线断路器宜具有短路瞬时、短路短延时、短路长延

时和撞地保护功能．宜设置分励脱扣装置，不宜设置失斥脱扣装置

或低压脱扣装置。

4 非车载充电机、监控装置以及重要的用电设备宜采用放射

式供电。

6. 2.3 开关柜宜选用小型化、无油化、免维修或少维护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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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4 无功功率补偿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无功功率补偿装置宜设置在变斥器低压侧．补偿容量宜按

最大负荷时变斥器高压侧功率国数不低于 0. 95 确定。

2 吁用电设备的自然功率因数满足变压器高压侧功率因数

不低于 0. 95 的要求时．可不加装低！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6.2.5 配电线路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巾斥电力电缆宜选用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类型，低j王电力

电缆宜选用制，ι交联聚乙烯绝缘类型．也可选用铜芯聚氯乙崎绝

缘类型。

2 1民！长气相回跻宜选用五，E,；电缆，单和！回路宜选用兰，巳；电

缆，且电缆巾’问：线截面应与相线截面相同。

3 气相川电设备的电力电缆的外护套宜采HJ钢带铠装。单

，ι电缆的外J户套不应采用导磁性材料铠装。

4 交流单芯电缆不宜单根穿钢管敷设，当需要单根穿管时－

f(;j_ 采用非寻髓管材－也可采用经过磁路分隔处理的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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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能质量

7. 0. 1 充电站供配电系统的供电电压允许偏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lOkVC20kV）及以下牛二相供电的电压偏差应为标称电压

的士7% 。

2 220V 单相供电电斥：偏差应为标称电压的；二

7.0.2 充电站设计应采取选择合理的变压器变斥比和电ff分接

头、降低系统阻抗、补偿无功功率、调整气相负荷平衡等减小供电

电斥偏差的措施。

7. o. 3 充电站所产生的电压搅动和闪变在电网公共连接点的限

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飞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租闪变》GB/T 12326 

的有关规定。

7. 0. 4 当充电站的波动负荷引起电网电！王波动和闪变时，宜采用

动态无功补偿装置或动态电压调节装置等措施进行改善．对于具

有大功率充电机的充电站，可由短路容量较大的电网供电。

7.0.5 充电站中的充电机等非线性用电设备接入电网产生的谐

波分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

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ζ16A ）》GB 17625. 1 和《电碰兼容 限值

x>J额定电流大于 16人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谐i皮电

流的限制》GB/Z 17625. 6 的有关规定。

7. o. 6 充电站接入电网所注入的谐i皮电流和引起公共连接点电

斥的正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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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需要降低或控制接入公用电网的谐

波和公共连接点电斥正弦畸变率时．宜采取装设 j虑波器等措施进

行改善。

7. 0. 7 充电站供配电系统中，公共连接点的气相电压不平衡允许



限值 f屯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兰相电！长不平衡》

GB/T 15543的有关规定。.~充电站低！王配电系统的：相不平衡

度不满足要求时，宜调整接入充电站二二：相系统的低 ffi单相充电设

备使三相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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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汁 量

8. 0. 1 电动汽车1七年载充电计量宜采用自流 i i量。在流 i十量应

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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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直流端和l电动汽车之间，直流电能表

的准确度等级应为 1. （）级．分流器的准确度等级应为 0. 2 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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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i j－量装置的规格配置应符合表 8. 0. 1 

的要求。

表 8. 0. I 电能计量装置的规格配置

额；立电「f'<Vl I c 100 ＞、 3'i0 、 :ioo 、 700

额定电流（气） I I （）、 2U 、；） 0 、 1 ()(i 、 150 、 200 、 300 、 ;JOO

注·括号中的 1 ()(J v 为经电阻分 II、得到的电 11c 规格，为减少电能表规格. J :J (I 飞、

soo飞’和 700V 可经分｝！二器转换为 100 v 进行 i十一量．分Ff器的准确度等级为 0 1 

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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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分流器接入式直流电能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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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充电机具备多个可同时充电接口时，每个接口应单独配置

直流电能表。直流电能表应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8.0.2 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的电能计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交流充电桩的充电 ir量装置应选用静止式交流多费率有

功电能表（以下简称交流电能表h交流电能表应采用直接接入式．

其电气和1技术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参比电压cu口）应为 2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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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电 jiff Cl h ）应为 l OA; 

3）最大电流 C Im.＂）应大于 !-l戈等于 4 倍的基本电流；
中参比频率问为；）0 Hz; 

5 ）准确度等级应为 2.0 级。

2 交流充电桩具备多个可同时充电接口 HJ ，句个接口！但单独

配备交流电能表。

3 交流也能表宜安装在交流充电桩内部．位于交流输 ！ H 端与

车载充电机之间，电能表与东载充屯村l之间不应接入其他与计量

无关的设备。

... 交流充电机应能采集交流电能在数据，计算充电电量，目

不充电时间、充电电量及充电费用等信息。

5 交流充电桩应思／］~本次充电电量，并可将该项洁军。

6 交流充电桩可毛少记录 100 次充电行为．记录内容包括充

电起始时刻、起始时刻电量值、结束时刻、结束时刻电址值和充电

电量。

7 交流充电桩从交流电能表采集的数据山与其对用户的显

爪内容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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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监控及通信系统

9. 1 系统构成

9. 1. 1 系统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充电站监控系统 r;iJ 由站控层、间隔层皮网络设备构成．监

控系统可按照本规也附录 A 进行结构设计，规模较小的充电站可

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简化。

2 站控层应实现充电站内运行各系统的人机交瓦，实现相关

信息的收集和实时思币、设备的远方控制以及数据的存储、查询和

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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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上传至站

控层、接收和l执行站控层控制命令的功能。

9. 1. 2 根据充电站的规模租硬件构成可选择配置以下设备：

1 站控层设备：服务器、工作站和打印机。

2 间隔层设备：充电设备测控单元、供配电设备测控单元和

安防终端。

3 网络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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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 3 系统配置应遵循下列原则：

1 站控层配置应能满足整个系统的功能要求及性能指标要

求，主机容量应与监控系统所控制采集的设计容量相适应，并留有

扩充裕度。

2 主机系统宜采用单机配置，规模较大的充电站可采用双机

冗余配置．热备用运行。

3 应设置时钟同步系统，其同步脉冲输山接口及数字接口应

满足系统配置要求。



9. 2 充电监控系统

9. 2. I 充电监控系统宜具备数据采集、控制调节、数据处理与存

储、事件 i~录、报警处理、设备运行管理、用户管理与权限管理、报

表管理与打印、可打艇、刘时等功能。

9.2.2 充电监控系统向具备 F步rj 数据采集功能：

I 采集－ j~ ：车载充电机T：作状态、温度、故障仨号、功率、电庄、

电流和电能量 ο

2 采集交流充电样的工作状态、故障信号、电斥、电流和电

能量。

9.2.3 充电监控系统 Jt>J. 实现向充电设备下发拉制命令、遥控起

停、校时、紧急！辛机、远方设定充电参数等控制调节功能。

9. 2 . ..J 充电监控系统应具备 F列数据处理与ff储功能：

I 充电设备的越限报警、故障统计等数据处理功能。

2 充电过程数据统 lt-等数据处理功能。

3 对充电设备的遥；wrJ 、遥信、遥控、报警事件等实时数据和历

史数据一的集中存储和查询功能。

9.2.5 充电监控系统应具备操作、系统故障、充电运行参数异常、

动力蓄电地参数异常等事件记录功能。

9.2.6 充电监控系统应提｛共图形、文宁、语音等一种或几种报警

方式，并具备相应的报警处理功能。

9.2. 7 充电监控系统应具备对设备运行的各类参数、运行状况等

进行记录、统计和查询的设备运行管理功能。

9.2.8 充电监控系统可根据需要规定操作员对各种业务活动的

使用范围和操作权限．实现用户管理和权限管理功能。

9. 2. 9 充电监控系统可根据用户需要定义各类口报、月报及年

报，实现报表管理功能，并实现定时或召唤打印功能。

9.2. 10 充电监控系统应具备下列可扩展性：

I 系统应具有较强的兼容性，以完成不同类型充电设备的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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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r0!. 具有扩展’件．以满足充电站规模不断扩容的要求 c
9. 2. 11 充电监控系统可以接受时钟同步系统对时．以保证系统
时间的→致性。

9.3 供电监控系统

9. 3. 1 供电监控系统1、：1采集充电站供电系统的开关状态、保护信
号、电斥、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呵！对数和电能计量信息。
9. 3. 2 1共电监拧系统阳能控制 Ut 电系统负荷开关上也断路器的
分合。

9. 3. 3 规模较大的充电站供电监控系统应具备供电系统的越限
报警、事件记录和故障统计功能。

9 .... 安防监控系统

9. 4. 1 充电站安肪监控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
范工程技术规范））CB :10348 的有关规定．宜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

统．并具有入侵报警、 i'/＼人川控制设计 c

9.4.2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视频安防
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ιB 5039:1 的有关规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1 根据安全管理要求．在充电站的充电区和营业窗口宜设置

监控摄像机。

2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宜具有与消防报警系统的联动接口 3
9.4.3 人位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入侵报警系统
下程设计规范》GB :1039』的有关规定。根据充电站的安全管理要

求，宜在充电站内的供电区和l监控室设置入侵探测器。
9.4.4 充电站 ill 人口控制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tf\ 入
口控制系统下程设 11－规 Tri, 注GB 50396 的有关规定。根据充电站的

安全管理要求．宜在充电站 Ill 人口设置山入口控制设备。
9. 4. 5 安防监控系统可以接受时钟同步系统对时．以保证系统时
间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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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通信系统

9. 5. 1 间隔层网络通信结构r.:i采用以大闷戎 CA>J 网结构连接，

部分设备也可采用 RS485 等串行接口方式连接。

9.5.2 站控层和间隔层之间以及站控层各主机之间的网络通信

结构应采用以大网连接。

9.5.3 监控系统应预留以太网或无线公网撞门．以实现与各类上

级监控管理系统的数据交换。

9.5.4 通信协议的版本应易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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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土建

IO. 1 建筑物

I 0. I. I 充电站内的建筑应按工业建筑标准设计．宜统一型式．做
好建筑节能、 Yi地、 ＇1Y1k 、节材工作。

I 0. I. 2 建筑物官单层布置，可由监控室、配电室等功能房间

组成。

10.1.3 充电站内建（构）筑物的耐火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吁罩棚顶棚的承重

构件为钢结构时，其耐火极限可为 0. 2:5h. 顶棚其他部分不得采用

可燃烧体建造。

10. 1. 4 充电站的建筑物宜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体型宜规整，凹凸

面不宜过多。

10. 1. 5 监控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控军宜单独设置。当组成综合建筑物时．监控室宜设置

在地上一层。

2 监控室地面宜采取防静电措施。

10.2 给排水

I 0. 2. I 充电站生活给水和排水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 的有关规定。

10.2.2 站区雨水可通过截水沟或雨水口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系

统。雨水排水系统宜采用有组织排水方式。当不具备集中排水条

件时，站内地面雨水可散流排 ： f\ 站外。

10. 2. 3 充电站的生活污水宜经化粪池排至市政污水管。当站区

污水不满足自然排放要求时．站内宜设置污水处理装置，污水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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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达标后方可排放。

10.3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10. 3. 1 充电站的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际

准《采暖通风气＇？气调节设计规范）JGB 50019 的有关规定。

10.3.2 建筑物的房间宜采用白然通风方式．有特殊通风要求的

自问可采用机械通风。

10.3.3 位于采暖 l泛的充电站宜采用分散电采暖方式。写采用电

采暖时．应满足房间用途和安全防火的要求。

10. 3 ... 空调房间宜采用分体式空调机句专 i肪i设备应符合环保和

国家能效等级标准的规定。

10.4 士建电气

10. 4. 1 充电站的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电气设备的 T_f作接地、

保护接地及信息系统的接地宜共用接地装置，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0 。

10. 4. 2 充电站内的建（构）筑物应设置防直击雷的装置，并宜采

用避雷带（网）作接闪器。当影钢屋面的金属板厚度不小于

0. 5mm、搭接长度不小于 lOOmm 且紧邻金属板的下方无易燃物

品时．影钢犀面可直接作为接闪器。

10.4.3 充电站工作场所一丁作面上的照度标准值不应低于表

10. 4. 3规定的数值。

表 10.4.3 充电站工作场所工作面上的照度标准值（ Ix)

工作场所
照度

参考平面及其高度
一般照明 事故照明

监控室 300 80 。 7:Jm 水平面

室内
配电宝气 200 60 地面

充电区域 100 地面
军外

主干道 J 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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