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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电动汽车传导式车载充电机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输出电压误差output voltage tolerance
	车载充电机实际输出电压值和输出电压设定值之间的偏差与输出电压设定值比值的百分数。
	输出电流误差output current tolerance
	车载充电机实际输出电流值和输出电流设定值之间的偏差与输出电流设定值比值的百分数。
	充电接口charging coupler
	充电连接装置中，除电缆、电缆控制盒(如果有)之外的部件，包括供电接口和车辆接口。


	4　基本构成
	5　基本要求
	5.1　产品设计
	5.1.1　应建立专门设置产品研发机构，负责产品的设计开发与改进活动。
	5.1.2　应建立完整的产品开发流程，规范设计输入和输出，并形成完整的与开发流程相对应的设计记录文件。
	5.1.3　设计应先进合理，性能优良，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及较好的经济性，使用及维修方便。产品基本性能优于国内一流水
	5.1.4　对产品开发的全过程进行产品品质培育，从开发源头控制整车质量和成本。

	5.2　原材料
	5.2.1　生产产品的原材料：PP、橡胶材料、压铸铝材料、铜、不锈钢等
	5.2.2　制造工艺
	5.2.3　应具备采用先进的生产管理系统，用于生产设备、生产工位实时监控，以声光信号、LED 显示及监控计算机等

	5.3　检测能力
	5.3.1　能进行原材料安全性能指标和产品主要性能指标检测。


	6　参数
	6.1　额定输入电压、额定输入电流
	6.2　输出电压推荐值

	7　要求
	7.1　一般规定
	7.1.1　车载充电机外表面应平整，应无明显的划伤、变形等缺陷；表面涂镀层应均匀。
	7.1.2　铭牌、标志安装端正牢固，字迹清晰。
	7.1.3　零部件应紧固可靠，应无锈蚀、毛刺、裂纹等缺陷和损伤。
	7.1.4　车载充电机结构的强度与刚度应符合GB/T 15139-1994中6.5的要求。
	7.1.5　车载充电机宜参照GB/T 20234.2-2011附录A设计控制导引电路。
	7.1.6　车载充电机宜具有与电池管理系统等进行信息交互的CAN通信功能，波特率可为125kbps或250kbp

	7.2　环境要求
	7.2.1　湿度:
	7.2.2　温度:

	7.3　输入电压和频率
	7.3.1　输入电压范围:
	7.3.2　输入频率范围:

	7.4　功能要求
	7.4.1　充电功能:
	7.4.1.1在7.2以及7.3规定的条件下，车载充电机应能够为车载储能装置充电。
	7.4.1.2车载充电机充电过程不应对车载储能装置及人员造成伤害。

	7.4.2　限压特性和限流特性:
	7.4.2.1限压特性:
	7.4.2.2限流特性

	7.4.3　保护功能:
	7.4.3.1 过压保护
	7.4.3.2欠压保护: 
	7 .4.3.3短路保护: 
	7.4.3.4过温保护: 
	7.4.3.5反接保护:
	7.4.3.6电位均衡和接地保护:
	7.4.3.7断电保护:

	7.4.4　低压供电功能:

	7.5　高压电气性能要求
	7.5.1　启动冲击电流:
	7.5.2　输出电压误差:
	7.5.3　输出电流误差
	7.5.4　电压纹波系数
	7.5.5　功率因数和充电效率:
	7.5.6　输出响应时间:

	7.6　电气安全要求
	7.6.1　绝缘性能:
	7.6.2　介电强度
	7.6.3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7.7　电磁兼容
	7.7.1　电磁抗扰性:
	7.7.2　电磁骚扰性:
	7.7.3　谐波电流:

	7.8　环境性能要求
	7.8.1　耐振动性能:
	7.8.2　耐冲击性能:
	7.8.3　耐工业溶剂性能:
	7.8.4　IP防护等级:
	7.8.5　防盐雾性能:

	7.9　噪声
	7.10　耐久性

	8　试验方法
	8.1　试验条件
	8.1.1　环境条件:
	8.1.2　测量仪器、仪表
	8.1.3　车载充电机的基本状态:

	8.2　环境试验
	8.2.1　湿度试验:
	8.2.2　温度试验:

	8.3　输入电压和频率试验
	8.3.1　电压波动范围试验:
	8.3.2　2频率波动范围试验:

	8.4　功能要求试验
	8.4.1　充电功能试验:
	8.4.2　限压特性和限流特性试验:
	8.4.3　保护功能试验:
	8.4.3.1过压保护试验:
	8.4.3.1.1　输入过压保护:
	8.4.3.1.2　输出过压保护:

	8.4.3.2欠压保护试验:
	8.4.3.2.1 输入欠压保护:
	8.4.3.2.2 输出欠压保护:

	8.4.3.3短路保护试验:
	8.4.3.3.1启动前的短路保护试验:
	8.4.3.3.2工作过程中的短路保护试验:

	8.4.3.4过温保护试验:
	8.4.3.5反接保护试验:
	8.4.3.6电位均衡和接地保护:
	8.4.3.7断电保护:

	8.4.4　低压供电功能试验:

	8.5　高压电气性能要求试验
	8.5.1　启动冲击电流试验:
	8.5.2　输出电压误差试验:
	8.5.3　输出电流误差试验:
	8.5.4　纹波系数试验:
	8.5.5　功率因数和充电效率试验:
	8.5.6　输出响应时间试验:

	8.6　电气安全试验
	8.6.1　绝缘性能试验:
	8.6.2　介电强度性能试验
	8.6.2.1将通过固定电阻或参考点接地的电路断开(如果有)。
	8.6.2.2在车载充电机未工作的状态下，在各独立电路与其壳体之间施加频率为50Hz土5Hz的正弦波
	8.6.2.3在车载充电机未工作的状态下，在无电气联系的各电路之间施加频率为50Hz±5Hz的正弦波

	8.6.3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试验
	8.6.3.1电气间隙试验
	8.6.3.2爬电距离试验


	8.7　电磁兼容试验
	8.7.1　电磁抗扰性试验:
	8.7.2　电磁骚扰性试验：
	8.7.3　谐波电流试验:
	8.7.3.1输入单相电流小于或等于16A时，车载充电机产生的谐波电流含量应按GB 17625.1—
	8.7.3.2输入单相电流大于16A时，车载充电机产生的谐波电流含量和总谐波畸变率试验应按GB/Z 


	8.8　环境性能试验
	8.8.1　振动试验:
	8.8.2　冲击试验:
	8.8.3　耐工业溶剂性能试验:
	8.8.4　IP防护等级试验:
	8.8.4.1防尘试验:
	8.8.4.2防水试验:

	8.8.5　盐雾试验：

	8.9　噪声试验
	8.10　耐久性试验

	9　检验规则
	9.1　总则
	9.2　检验型式
	9.2.1　出厂检验:
	9.2.2　型式检验
	9.2.2.1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制造厂应进行型式检验:
	9.2.2.2进行型式检验的产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能够覆盖整个加工工艺的产品中随机抽取，共抽取12



	10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10.1　标志
	10.1.1　产品标志:
	10.1.1.1每件产品应在其明显的部位标有产品标识，其基本内容包括:产品商标、产品型号、生产日期（
	10.1.1.2每个配套产品上应有如下永久性标志:制造厂标志和产品生产批次。
	10.1.1.3产品上应标有高压警示标示(见图2)。

	10.1.2　包装标志:

	10.2　包装
	10.2.1　产品包装应开考虑事项：
	10.2.2　包装箱应牢固，产品在箱内不应窜动，在运输、装卸和堆放过程中不受机械损伤，能防潮、防潮、防振、防尘。包

	10.3　储存和保管
	10.4　装卸、运输

	11　质量承诺
	11.1　在使用寿命期限内，如因制造质量不良或材料缺陷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商应负责包修及免费更换零
	11.2　如因操作不当等其他非质量问题导致故障，制造商应根据用户的需求组织或协助维修。
	11.3　使用寿命期满后，应根据用户的需求继续提供服务，并保证备品备件的充足供应。
	11.4　对于用户发现并反馈的不合格产品或信息，制造者都应对这些不合格产品或信息进行分析，以便改进生产工艺。
	11.5　制造者应可协助用户进行装配工艺参数合理性分析，可实现质量异常的专业分析；同时配备专业的技术和质量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