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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３４６５７《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分为两个部分：

———第１部分：供电设备；

———第２部分：车辆。

本部分为ＧＢ／Ｔ３４６５７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汽车技术研

究中心。

本部分参与起草单位：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许继电源有限公司、许昌开普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广东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普天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国网北京市

电力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南京能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群菱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沈建新、刘永东、张萱、武斌、施玉祥、倪峰、桑林、赵翔、彭建国、黄?、徐枭、

董晨、韦浩睿、吕国伟、彭博、李志刚、马建伟、李晓强、李涛永、李新强、罗敏、贺春、黄伟、李香龙、黄德旭、

孙远、叶建德、钟益林、刘国鹏、张进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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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１部分：供电设备

１　范围

ＧＢ／Ｔ３４６５７的本部分规定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对供电设备的检验规则、测试条件、

测试项目、测试方法及合格评判。

本部分适用于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规定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包括缆上控制与保护装置、交

流充电桩、非车载充电机等。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１８４—１９９６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１—２０１５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２—２０１５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２部分：交流充电接口

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３—２０１５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３部分：直流充电接口

ＧＢ／Ｔ２７９３０—２０１５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

ＧＢ／Ｔ２９３１７—２０１２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

ＧＢ／Ｔ３４６５８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

ＮＢ／Ｔ３３００１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１—２０１５和ＧＢ／Ｔ２９３１７—２０１２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

用于本文件。

３．１　

充电互操作性　犮犺犪狉犵犻狀犵犻狀狋犲狉狅狆犲狉犪犫犻犾犻狋狔

相同或不同型号、版本的供电设备与电动汽车通过信息交换和过程控制，实现充电互联互通的

能力。

３．２　

充电互操作性测试　犮犺犪狉犵犻狀犵犻狀狋犲狉狅狆犲狉犪犫犻犾犻狋狔狋犲狊狋

为检查充电互操作性开展的检验检测。

４　检验规则

４．１　测试项目编码规则

充电互操作性测试项目编码规则见图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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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测试项目编码规则

４．２　评判准则

按照附录Ａ的规定，被测供电设备对应所有测试项目都符合要求，评判为合格，否则评判为不

合格。

４．３　测试顺序

充电互操作性测试顺序（见图２）：

ａ）　送检单位应提供被测供电设备所配置的充电用连接装置符合５．５．１规定的证明材料，或者由

检测机构按照６．２的规定进行复核；

ｂ）　被测供电设备为非车载充电机时（以下简称充电机），按照ＧＢ／Ｔ３４６５８的规定进行通信协议

一致性测试；

ｃ）　被测供电设备为非车载充电机时，按照６．３的规定进行直流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被测供电设备

为交流充电桩或缆上控制与保护装置时（以下简称充电桩），按照６．４的规定进行交流充电互

操作性测试。

图２　测试顺序

５　测试条件

５．１　环境条件

正常测试环境条件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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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环境温度：＋１５℃～＋３５℃；

ｂ）　相对湿度：４５％～７５％；

ｃ）　大气压力：８６ｋＰａ～１０６ｋＰａ。

５．２　电源条件

测试时供电电源条件为：

ａ）　频率：５０Ｈｚ±０．５Ｈｚ；

ｂ）　交流电源电压：２２０Ｖ／３８０Ｖ，允许偏差±５％。

５．３　使用仪器仪表要求

除另有规定外，测试中所使用的仪器仪表准确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一般使用的（数字）仪表准确度应根据被测量的误差按表１进行选择；

ｂ）　测量时间用仪表：当测量时间大于１ｓ，相对误差不大于０．５％；测量时间不大于１ｓ，相对误差

不大于０．１％；

ｃ）　所用仪器仪表的量程和准确度应根据测量的实际情况选择；所用仪器仪表应通过计量检定或

校准，证书在有效期内。

表１　测试仪表准确度的选择

误差 （０％，０．５％］ （０．５％，１．５％］ （１．５％，５％］ （５％，７．５％］

仪表准确度 ０．１级 ０．２级 ０．５级 １．０级

数字仪表准确度 ６位半 ５位半 ４位半 ４位半

５．４　负载要求

推荐使用电阻负载，或者具备模拟电池电压和负载功能的电池模拟装置（如在进行 Ｄ０．４１０３、

Ｄ０．３１０１测试时使用）。

５．５　供电设备要求

５．５．１　测试使用的充电用连接装置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１—２０１５、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２—２０１５或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３—

２０１５的规定。

５．５．２　被测充电机的通信协议应符合ＧＢ／Ｔ２７９３０—２０１５的规定。

５．５．３　进行互操作性测试前，被测供电设备应按规定要求进行内部部件固定和外部正确接线，保护接

地端子应可靠接地。

６　测试项目

６．１　充电模式和连接方式检查

测试编号：Ｄ０．０００１或 Ａ１．０００１或Ｉ１．０００１

测试目的：检查所采用的充电模式和连接方式是否符合要求。

测试方法及步骤：通过目测进行检查。

合格评判：

———供电设备采用的充电模式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５．１规定的对应的电动汽车充电模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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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用条件；

———充电机应为连接方式Ｃ（含连接方式Ｃ下的电缆组件）；

———交流充电桩应为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或连接方式Ｃ（含连接方式Ｃ下的电缆组件）；

———缆上控制与保护装置应为连接方式Ｂ（带有功能盒的电缆组件）。

６．２　充电接口互操作性测试

６．２．１　接口结构尺寸复核

测试编号：Ｃ０．０００１（车辆插头）或Ｃ０．０００２（车辆插座）或Ｃ１．０００１（车辆插头）或Ｃ１．０００２（车辆插座）

或Ｃ１．０００３（供电插头）或Ｃ１．０００４（供电插座）

测试目的：检查充电接口的结构尺寸是否在允许公差范围内。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使用参考附录Ｂ规定的专用量规、分度值为０．０２ｍｍ的游标卡尺或类似度量仪器分别对直流

充电接口（车辆插头、车辆插座）、交流充电接口（车辆插头、车辆插座、供电插头、供电插座）的

关键尺寸进行检查；

ｂ）　如使用参考附录Ｂ规定的专用量规进行测试，其插入力应不大于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１—２０１５中６．４

规定的最大拔出力。所有量规的粗糙度全部为０．８，硬度为 ＨＲＣ５８～６２，量规的平行度、垂直

度和对称度等形位公差按ＧＢ／Ｔ１１８４—１９９６中规定公差 Ｈ级。

合格评判：

———直流充电接口（车辆插头、车辆插座）的结构尺寸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３—２０１５附录Ａ的规定；

———交流充电接口（车辆插头、车辆插座、供电插头、供电插座）的结构尺寸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２—

２０１５附录Ａ的规定。

６．２．２　插头空间尺寸复核

测试编号：Ｃ０．０１０１（车辆插头）或Ｃ１．０１０１（车辆插头）或Ｃ１．０１０３（供电插头）

测试目的：检查车辆插头或供电插头的正常操作空间是否符合要求。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使用三坐标测试仪或类似度量仪器分别对直流充电车辆插头、交流充电车辆插头、交流充电供

电插头的外围轮廓进行检查；

ｂ）　或者使用符合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３—２０１５附录Ｃ规定的最大外围轮廓尺寸的模具对直流充电车辆

插头进行检查；使用符合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２—２０１５附录Ｃ规定的最大外围轮廓尺寸的模具分别

对交流充电车辆插头、交流充电供电插头进行检查。

合格评判：

———直流充电车辆插头的外围轮廓尺寸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３—２０１５附录Ｃ的规定；

———交流充电车辆插头、交流充电供电插头的外围轮廓尺寸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２—２０１５附录Ｃ

的规定。

６．２．３　插座空间尺寸复核

测试编号：Ｃ１．０１０４（供电插座）

测试目的：检查交流充电供电插座的正常操作空间是否符合要求。

测试方法及步骤：使用符合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２—２０１５附录Ｃ规定的最大外围轮廓尺寸的标准插头对

交流充电供电插座进行检查。

合格评判：交流充电供电插座与交流充电供电插头应能正常连接，不产生干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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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直流充电互操作性测试

６．３．１　测试系统

供电设备（直流充电）互操作性测试系统结构见图３。将充电机设置在额定负载状态下运行，测试

条件可包含额定工况和参数正常范围外的失效测试。

———车辆控制器模拟盒用于测试充电机的充电控制状态、充电连接控制时序、充电异常状态等；

———除特别说明的测试项目外，车辆控制器模拟盒内控制导引电路的等效电阻Ｒ４和Ｒ５应符合

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表Ｂ．１的规定；

———车辆控制器模拟盒内控制导引电路的上拉电压 Ｕ２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表Ｂ．１的

规定，推荐为１２Ｖ±０．６Ｖ；

———车辆ＢＭＳ模拟软件的通信协议应符合ＧＢ／Ｔ２７９３０—２０１５中对ＢＭＳ的规定；

———电池模拟装置应具备模拟电池电压和直流负载的功能，或类似电池功能。

图３　供电设备（直流充电）互操作性测试系统结构

供电设备（直流充电）互操作性测试系统中控制导引电路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１的规

定。测试点要求如下：

———检测点１的电压值：车辆接口ＣＣ１与ＰＥ之间的电压值；

———检测点２的电压值：车辆接口ＣＣ２与ＰＥ之间的电压值；

———接触器Ｋ１和Ｋ２状态：检查车辆插头ＤＣ＋与ＤＣ－之间电压的变化或接触器反馈信号变化，

判断Ｋ１和Ｋ２的开合状态；

———接触器Ｋ３和Ｋ４状态：检查车辆插头Ａ＋与Ａ－之间电压的变化或接触器反馈信号变化，判

断Ｋ３和Ｋ４的开合状态；

———充电状态：检查充电机是否允许充电或正常充电，测量当前充电电压值和电流值并记录变化

过程；

———通信状态：检查通信报文是否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６和ＧＢ／Ｔ２７９３０—２０１５中对应

阶段的规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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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止状态：检查机械锁止状态和电子锁止状态。通过检查检测点 １ 电压值，并施加

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１—２０１５中６．３．２规定的拔出外力，判断机械锁止装置的有效性。通过检查电子

锁反馈信号变化和机械锁是否能操作，判断电子锁止装置对机械锁止装置的联锁效果；

———解锁条件：充电接口电压在６０ＶＤＣ以下，才可进行解锁；

———故障计时起点：故障发生时刻起同步计时。

６．３．２　充电控制状态测试

６．３．２．１　连接确认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１００１

测试目的：检查充电机是否能通过测量检测点１的电压值判断车辆插头与车辆插座的连接状态，并

进入对应的充电状态；通过测量检测点２的电压值，判断车辆插头内等效电阻Ｒ３是否正常。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状态０：车辆插头未插入车辆插座时，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和充电状态；

ｂ）　状态１／状态２：将车辆插头插入车辆插座中，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和充电状态；

ｃ）　状态３：车辆插头与车辆插座完全连接后，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检测点２的电压值、

充电状态；

ｄ）　检查该阶段车辆接口锁止状态。

合格评判：

———车辆接口连接确认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３．２的规定；

———在车辆接口连接过程中，检测点１的电压值及充电状态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在车辆接口完全连接后，检测点２的电压值应符合表２的规定，即等效电阻Ｒ３正常；

———在车辆接口完全连接后绝缘检测输出电压前，车辆插头电子锁应可靠锁止。

表２　供电设备（直流充电）检测点及相关状态测试要求

状态
充电接

口状态

开关Ｓ

状态
可否充电

检测点１的电压值

Ｖ

检测点２的电压值

Ｖ

标称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称值 最大值 最小值

状态０

（初始状态）
断开 闭合 否 ６ ６．８ ５．２ １２ １２．８ １１．２

状态１ 断开 断开 否 １２ １２．８ １１．２ １２ １２．８ １１．２

状态２ 连接中 断开 否 ６ ６．８ ５．２ ６ ６．８ ５．２

状态３ 完全连接 闭合 可 ４
４．８

（４．３７ａ）ｂ

３．２

（３．６５ａ）ｂ
６ ６．８ ５．２

　　
ａ 根据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表Ｂ．１给出的上拉电压Ｕ１、Ｒ１等效电阻、Ｒ２等效电阻、Ｒ４等效电阻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经过组合计算出检测点１的电压值的上下限，该范围为正常充电范围［３．６５Ｖ，４．３７Ｖ］。

　　
ｂ 检测点１的电压范围（４．３７Ｖ，４．８０Ｖ］和［３．２０Ｖ，３．６５Ｖ）为允许充电范围。

６．３．２．２　自检阶段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２００１

测试目的：检查充电机的自检阶段是否正常。

测试方法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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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绝缘检测开始前，分别模拟正常的电池端电压（Ｋ１和Ｋ２外侧电压＜１０Ｖ）、不正常的电池端

电压（Ｋ１和Ｋ２外侧电压≥１０Ｖ），进行步骤ｂ）至步骤ｇ）；

ｂ）　分别模拟车辆通信握手报文内的最高允许充电总电压在充电机输出电压范围内、超过充电机

输出电压范围上限值、低于充电机输出电压范围下限值；

ｃ）　检查该阶段Ｋ３和Ｋ４状态、Ｋ１和Ｋ２状态，测量车辆接口的低压辅助供电回路的电压值和电

流值；

ｄ）　测量绝缘检测时稳定输出后充电直流回路的电压值；

ｅ）　绝缘检测完成后，检查从稳定输出的绝缘电压开始下降的变化时刻（或泄放投切开关闭合时

刻）到车辆接口电压降至６０ＶＤＣ以下的时间、Ｋ１和Ｋ２状态；

ｆ）　检查该阶段通信状态；

ｇ）　检查该阶段车辆接口锁止状态。

合格评判：

———绝缘检测开始前，当检测到不正常的电池端电压时，充电机应不允许充电；

———当车辆通信握手报文内的最高允许充电总电压低于充电机输出电压范围下限值时，充电机应

不允许充电；

———充电机自检阶段Ｋ１和Ｋ２、Ｋ３和Ｋ４状态变化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３．３的规定，

且充电机先输出稳定的绝缘检测电压值后，再闭合Ｋ１和Ｋ２进行绝缘检测；

———绝缘检测的输出电压应为车辆通信握手报文内的最高允许充电总电压和充电机额定电压二者

中的较小值；

———充电机低压辅助供电回路的电压值和电流值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１的规定；

———绝缘检测完成后，泄放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４．２的规定；

———该阶段通信状态应符合 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６和 ＧＢ／Ｔ２７９３０—２０１５中对应阶段的

规定；

———该阶段车辆插头电子锁应可靠锁止。

６．３．２．３　充电准备就绪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３００１

测试目的：检查充电机的充电准备就绪是否正常。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分别模拟正常的车辆端电池电压（接触器外端电压与通信报文电池电压误差范围≤±５％且在

充电机正常输出电压范围内）、非正常车辆端电池电压（接触器外端电压与通信报文电池电压

误差范围＞±５％和／或不在充电机正常输出电压范围内），检查该阶段 Ｋ１和 Ｋ２状态、充电

状态；

ｂ）　检查该阶段通信状态；

ｃ）　检查该阶段车辆接口锁止状态。

合格评判：

———当检测到车辆端电池电压不正常时，充电机应不允许充电；

———充电机充电准备就绪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３．４的规定，且充电机应在其输出电压

比接触器外端电压低（１Ｖ～１０Ｖ）时闭合Ｋ１和Ｋ２；

———该阶段通信状态应符合 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６和 ＧＢ／Ｔ２７９３０—２０１５中对应阶段的

规定；

———该阶段车辆插头电子锁应可靠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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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４　充电阶段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４００１

测试目的：在充电过程中，检查充电机是否能根据电池充电需求参数实时调整充电电压和充电

电流。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充电过程中，利用车辆ＢＭＳ模拟软件发送“电池充电需求”报文，检查该阶段充电状态；

ｂ）　充电过程中，按照６．３．５．１、６．３．５．２、６．３．５．３中的规定分别进行输出电压控制误差测试、输出电

流控制误差测试、输出电流调整时间测试；

ｃ）　检查该阶段通信状态；

ｄ）　检查该阶段车辆接口锁止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机充电阶段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３．５的规定；

———充电过程中，输出电压控制误差、输出电流控制误差、输出电流调整时间分别应符合６．３．５．１、

６．３．５．２、６．３．５．３的规定；

———该阶段通信状态应符合 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６和 ＧＢ／Ｔ２７９３０—２０１５中对应阶段的

规定；

———该阶段车辆插头电子锁应可靠锁止。

６．３．２．５　正常充电结束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５００１

测试目的：检查充电机在满足充电结束条件或收到充电中止报文时的充电结束是否正常。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主动中止充电测试：

１）　在正常充电过程中，对充电机实施停止充电指令，检查该阶段充电状态、Ｋ１和Ｋ２状态、

Ｋ３和Ｋ４状态；

２）　停止充电时，按照６．３．５．４的规定进行输出电流停止速率测试；

３）　充电结束，检查Ｋ１和Ｋ２的状态，并记录从泄放投切开关闭合的时刻到Ｋ１和Ｋ２前端电

压降至６０ＶＤＣ以下的时间；

４）　检查该阶段通信状态；

５）　检查该阶段车辆接口锁止状态。

ｂ） 被动中止充电测试：

１）　在正常充电过程中，利用车辆ＢＭＳ模拟软件发送“ＢＭＳ中止充电”报文和“ＢＭＳ统计数

据”报文，检查该阶段充电状态、Ｋ１和Ｋ２状态、Ｋ３和Ｋ４状态；

２）　停止充电时，按照６．３．５．４的规定进行输出电流停止速率测试；

３）　充电结束，检查Ｋ１和Ｋ２的状态，并记录从泄放投切开关闭合的时刻到Ｋ１和Ｋ２前端电

压降至６０ＶＤＣ以下的时间；

４）　检查该阶段通信状态；

５）　检查该阶段车辆接口锁止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机正常条件下充电结束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３．６的规定；

———停止充电时，输出电流停止速率应符合６．３．５．４的规定；

———充电结束后，泄放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４．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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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阶段通信状态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６和ＧＢ／Ｔ２７９３０—２０１５中对应阶段的规

定，中止充电报文中的结束充电原因应符合实际动作情况；

———充电结束后，达到解锁条件，车辆插头电子锁应能正确解锁。

６．３．３　充电连接控制时序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６００１

测试目的：检查充电机的充电连接控制过程和间隔时间是否满足要求。

测试方法及步骤：利用车辆ＢＭＳ模拟软件与被测充电机进行通信，模拟车辆接口连接状态、Ｋ５和

Ｋ６状态、电池状态等，检查充电连接控制过程中检测点１的电压值、Ｋ１和Ｋ２状态、Ｋ３和Ｋ４状态、充

电状态、通信状态、车辆接口锁止状态、充电状态转换的间隔时间。

合格评判：充电机充电连接控制时序和充电状态流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５的规定，

通信状态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６和ＧＢ／Ｔ２７９３０—２０１５中对应阶段的规定。

６．３．４　充电异常状态测试

６．３．４．１　通信中断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４５０１

测试目的：在充电过程中，检查充电机在通信超时时是否能停止充电，是否能进行三次握手辨识阶

段的连接，且在重新连接成功后是否能正常充电。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保持通信故障测试：

１）　在正常充电过程中（除了充电结束阶段），模拟通信超时（采用如通信线Ｓ＋断线、通信线

Ｓ断线、通信线Ｓ＋和Ｓ之间短路、车辆ＢＭＳ模拟软件停止发送报文等故障方式中的一

种），检查该阶段通信状态、充电状态、Ｋ１和Ｋ２状态、Ｋ３和Ｋ４状态、车辆接口锁止状态；

２）　保持通信故障状态，检查充电机是否能进行三次握手辨识阶段的连接、该阶段充电状态、

Ｋ１和Ｋ２状态、Ｋ３和Ｋ４状态、车辆接口锁止状态。

ｂ） 重新连接响应测试：

１）　在正常充电过程中（除了充电结束阶段），模拟通信超时，检查该阶段通信状态、充电状态、

Ｋ１和Ｋ２状态、Ｋ３和Ｋ４状态、车辆接口锁止状态；

２）　当检测到被测充电机进入握手辨识阶段时，利用车辆ＢＭＳ模拟软件与其正常通信，检查

重新连接后的通信状态、充电状态、Ｋ１和Ｋ２状态、Ｋ３和Ｋ４状态、车辆接口锁止状态；

３）　通信中断（重新连接发生三次通信超时）时，检查该阶段通信状态、充电状态、Ｋ１和Ｋ２状

态、Ｋ３和Ｋ４状态、车辆接口锁止状态。

注：只在充电阶段通信超时／中断时，检查Ｋ１和Ｋ２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中出现通信超时或通信中断，充电机中止充电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３．７．３

的规定；

———充电机发送错误报文中的超时报文类型应符合实际动作情况，且有告警提示；

———当重新连接（握手辨识阶段）且与车辆匹配成功后，充电机应能正确进入充电阶段；

———通信中断后，达到解锁条件，车辆插头电子锁应能正确解锁；

———通信中断后，当充电机再次充电时，应重新插拔充电连接装置。

６．３．４．２　开关犛断开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４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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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目的：在充电过程中，检查充电机在开关Ｓ断开时是否能停止充电。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使电子锁失效后进行测试；

ｂ）　在正常充电过程中，模拟开关Ｓ由闭合变为断开，检查该阶段通信状态、充电状态、Ｋ１和 Ｋ２

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中出现该故障，充电机中止充电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３．７．４的规定；

———充电机发送中止充电报文中的结束充电原因应符合实际动作情况，且有告警提示。

６．３．４．３　车辆接口断开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４５０３

测试目的：在充电过程中，检查充电机在车辆接口断开时是否能停止充电。

测试方法及步骤：在正常充电过程中，模拟车辆接口断开，即车辆接口ＣＣ１断线，检查该阶段通信

状态、充电状态、Ｋ１和Ｋ２状态、Ｋ３和Ｋ４状态、车辆接口锁止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中出现该故障，充电机应在１００ｍｓ内发送中止充电报文并断开Ｋ１和Ｋ２，Ｋ３和Ｋ４应在

充电机发完统计报文和收到车辆统计报文之后才可断开；

———充电机发送中止充电报文中的结束充电原因应符合实际动作情况，且有告警提示；

———充电结束后，达到解锁条件，车辆插头电子锁应能正确解锁。

６．３．４．４　输出电压超过车辆允许值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４５０４

测试目的：在充电过程中，检查充电机输出电压大于车辆最高允许充电总电压时是否能停止充电。

测试方法及步骤：在正常充电过程中，使充电直流回路电压高于车辆最高允许充电总电压，检查该

阶段通信状态、充电状态、Ｋ１和Ｋ２状态、Ｋ３和Ｋ４状态、车辆接口锁止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中出现该故障，充电机中止充电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３．７．６的规定；

———充电机发送中止充电报文中的结束充电原因应符合实际动作情况，且有告警提示；

———充电结束后，达到解锁条件，车辆插头电子锁应能正确解锁。

６．３．４．５　绝缘故障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２５０１

测试目的：检查充电前充电机检测到绝缘水平下降至要求值以下时是否允许充电。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在绝缘检测前，选择如下测试电阻Ｒｔ（使用的测试电阻的精度至少为±３％），分别在充电直流

回路ＤＣ＋与ＰＥ之间或ＤＣ－与ＰＥ之间进行非对称绝缘测试、ＤＣ＋与ＰＥ之间和ＤＣ－与ＰＥ

之间进行对称绝缘测试，测试电压为充电机的额定输出电压；

　　●　设置１００Ω／Ｖ＜ Ｒｔ≤５００Ω／Ｖ，检查该阶段是否有绝缘异常提示，是否允许充电；

　　●　设置Ｒｔ≤１００Ω／Ｖ，检查该阶段是否有绝缘故障告警，是否允许充电；

ｂ）　绝缘检测完成后，检查泄放过程中充电接口电压降到６０ＶＤＣ以下的时间、Ｋ１和Ｋ２状态；

ｃ）　检查该阶段车辆接口锁止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机绝缘检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４．１和Ｂ．４．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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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检测完成后，泄放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４．２的规定；

———当绝缘故障时，达到解锁条件，车辆插头电子锁应能正确解锁。

６．３．４．６　保护接地导体连续性丢失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４５０５

测试目的：在充电过程中，检查充电机在失去保护接地导体电气连续性时是否能停止充电。

测试方法及步骤：在正常充电过程中，模拟充电机保护接地导体电气连续性丢失（不含车辆接口内

ＰＥ断针），检查该阶段充电状态、Ｋ１和Ｋ２状态、车辆接口锁止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中出现该故障，充电机中止充电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５．２．１．２的规定；

———充电机发送中止充电报文中的结束充电原因应符合实际动作情况，且有告警提示；

———充电结束后，达到解锁条件，车辆插头电子锁应能正确解锁。

６．３．４．７　其他充电故障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４５０６

测试目的：在充电过程中，检查充电机在出现不能继续充电故障或交流电源停电时是否能停止

充电。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在正常充电过程中，分别模拟出现不能继续充电故障（根据制造商提供的故障声明类型，参见

附录Ｃ）和交流电源停电，检查该阶段通信状态、充电状态、Ｋ１和Ｋ２状态、Ｋ３和Ｋ４状态、车

辆接口锁止状态；

ｂ）　交流电源停电测试结束后，保持充电用连接装置处于完全连接状态，恢复对被测充电机的交

流供电，检查该阶段通信状态、充电状态、Ｋ１和Ｋ２状态、Ｋ３和Ｋ４状态、车辆接口锁止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中出现不能继续充电故障时，充电机应在１００ｍｓ内发送中止充电报文并断开Ｋ１和Ｋ２，

Ｋ３和Ｋ４应在充电机发完统计报文和收到车辆统计报文之后才可断开；充电机发送中止充电

报文中的结束充电原因应符合实际动作情况，且有告警提示；

———充电中发生交流电源停电时，充电机中止充电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Ｂ．４．３的规

定，恢复供电后充电机应不能继续本次充电且不能发送停电前的充电阶段报文；

———充电结束后，达到解锁条件，车辆插头电子锁应能正确解锁。

６．３．５　充电控制输出测试

６．３．５．１　输出电压控制误差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４１０１

测试目的：检查充电机输出电压是否满足车辆充电需求。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充电机设置在恒压状态下运行，在正常充电过程中，利用车辆ＢＭＳ模拟软件发送的“电池充电

需求”，设置充电电压需求值犝０ 在充电机输出电压上限、下限范围内，稳定输出后利用测试仪

器分别测量实际输出电压犝Ｍ；

ｂ）　测得的输出电压控制误差按式（１）计算：

Δ犝＝犝Ｍ－犝０ …………………………（１）

式中：

犝０　———ＢＭＳ设定的充电电压需求值；

犝Ｍ ———充电机实际输出电压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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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犝 ———充电机输出电压控制误差；

合格评判：输出电压控制误差应符合ＮＢ／Ｔ３３００１中输出电压误差的规定。

６．３．５．２　输出电流控制误差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４１０２

测试目的：检查充电机输出电流是否满足车辆充电需求。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充电机设置在恒流状态下运行，在正常充电过程中，利用车辆ＢＭＳ模拟软件发送的“电池充电

需求”，设置充电电流需求值犐０ 在被测充电机输出电流上限、下限范围内，稳定输出后利用测

试仪器分别测量实际输出电流犐Ｍ；

ｂ）　测得的输出电流控制误差按式（２）计算：

Δ犐＝犐Ｍ－犐０ …………………………（２）

式中：

犐０　———ＢＭＳ设定的充电电流需求值；

犐Ｍ ———充电机实际输出电流测量值；

Δ犐———充电机输出电流控制误差。

合格评判：输出电流控制误差应符合ＮＢ／Ｔ３３００１中输出电流误差的规定。

６．３．５．３　输出电流调整时间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４１０３

测试目的：检查充电机是否能在规定时间内响应ＢＭＳ充电电流需求。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充电机设置在恒流状态下运行，在正常充电过程中，利用车辆ＢＭＳ模拟软件发送的“电池充电

需求”，设置充电电流需求值犐在被测充电机输出电流上限、下限范围内，当ＢＭＳ发送的充电

电流需求值从犐０ 调整至目标值犐Ｎ 时，见图４，利用测试仪器测量从ＢＭＳ开始发送充电电流

需求值犐Ｎ 的时刻至实际电流输出目标值的间隔时间犜ｄ；

图４　电流控制阶跃响应

ｂ）　调整充电电压在被测充电机输出电压上限、下限范围内，重复以上步骤；

ｃ）　输出电流调整时间应满足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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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ｄ≤
狘犐Ｎ－犐０狘

ｄ犐ｍｉｎ
…………………………（３）

式中：

犐Ｎ　———ＢＭＳ设定的充电电流需求目标值；

犐０ ———ＢＭＳ设定的充电电流需求当前值；

ｄ犐ｍｉｎ———最小充电速率，２０Ａ／ｓ；

犜ｄ ———充电机输出电流调整时间。

合格评判：

———输出电流调整时间应不超过表３的要求；

———输出电流目标值的控制误差应符合６．３．５．２的规定。

表３　输出电流调整时间要求

电流变化值Δ犐

Ａ

下降调整时间

ｓ

≤２０ １

＞２０ Δ犐／２０ａ

　　
ａ 电流变化值Δ犐为｜犐Ｎ－犐０｜。

６．３．５．４　输出电流停止速率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５１０１

测试目的：检查充电机在满足充电结束条件或收到充电中止报文时输出电流停止速率。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主动中止充电测试：

１）　在正常充电过程中，主动实施停止充电指令，记录充电机从稳定输出的电流开始下降的变

化时刻犜Ｓ，并利用测试仪器测量当前实际输出电流值；

２）　充电结束过程，记录直流输出电流降至５Ａ的时刻犜′Ｓ，计算输出电流停止速率。

ｂ） 被动中止充电测试：

１）　在正常充电过程中，利用车辆ＢＭＳ模拟软件发送“ＢＭＳ中止充电报文”，记录当前时刻

犜Ｓ，并利用测试仪器测量实际输出电流值；

２）　充电结束过程，记录直流输出电流降至５Ａ的时刻犜′Ｓ，计算输出电流停止速率。

合格评判：输出电流停止速率应不小于１００Ａ／ｓ。

６．３．５．５　冲击电流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３１０１

测试目的：在充电准备就绪阶段，检查充电机在闭合Ｋ１和Ｋ２时，从车辆到充电机、或者充电机到

车辆的冲击电流是否满足要求。

测试方法及步骤：在充电准备就绪阶段时，利用车辆ＢＭＳ模拟软件与其正常通信，模拟正常的车

辆端电池电压并闭合Ｋ５和Ｋ６，利用测量仪器测量被测充电机在闭合Ｋ１和Ｋ２时，从车辆到充电机、

或者充电机到车辆产生的冲击电流。

合格评判：冲击电流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９．７的规定。

６．３．６　充电控制导引回路测试

６．３．６．１　控制导引电压限值测试

测试编号：Ｄ０．６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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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目的：检查充电机对检测点１的电压值的判断和响应是否正确。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限值内测试：

１）　车辆接口完全连接后，通过调整车辆控制器模拟盒内等效电阻Ｒ４，使检测点１的电压值

在正常充电范围（见表２，即［３．６５Ｖ，４．３７Ｖ］）内，启动充电，检查该阶段通信状态、充电

状态、Ｋ１和Ｋ２状态；

２）　在正常充电过程中，通过调整车辆控制器模拟盒内等效电阻Ｒ４，使检测点１的电压值在

正常充电范围（见表２，即［３．６５Ｖ，４．３７Ｖ］）内，检查该阶段通信状态、充电状态、Ｋ１和

Ｋ２状态。

ｂ） 超限值测试：

１）　车辆接口完全连接后，通过调整车辆控制器模拟盒内等效电阻Ｒ４，使检测点１的电压值

超过标称值误差范围［见表２，即（０Ｖ，３．２Ｖ）或（４．８Ｖ，＋∞Ｖ）］，启动充电，检查该阶段

通信状态、充电状态、Ｋ１和Ｋ２状态；

２）　在正常充电过程中，通过调整车辆控制器模拟盒内等效电阻Ｒ４，使检测点１的电压值超

过标称值误差范围［见表２，即（０Ｖ，３．２Ｖ）或（４．８Ｖ，＋∞Ｖ）］，检查该阶段通信状态、充

电状态、Ｋ１和Ｋ２状态。

ｃ） 车端电阻最值测试：车辆接口完全连接后，将车辆控制器模拟盒内等效电阻Ｒ４分别设置在

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表Ｂ．１规定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启动充电，检查该阶段通信状态、充电

状态、Ｋ１和Ｋ２状态。

合格评判：

———在充电前或充电过程中，当检测点１的电压值在正常充电范围内时，充电机应允许充电或正常

充电；

———在充电前或充电过程中，当检测点１的电压值超过标称值误差范围时，充电机应不允许充电或

停止充电；

———充电机发送中止充电报文中的结束充电原因应符合实际动作情况，且有告警提示。

６．４　交流充电互操作性测试

６．４．１　测试系统

供电设备（交流充电）互操作性测试系统结构见图５。将充电桩设置在额定负载状态下运行，测试

条件可包含额定工况和参数正常范围外的失效测试。

———车辆控制器模拟盒用于测试充电桩的充电控制状态、充电连接控制时序、充电异常状态等；

———除特别说明的测试项目外，车辆控制器模拟盒内控制电路的等效电阻 Ｒ２和 Ｒ３应符合

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表Ａ．５的规定；

———测试用电缆容抗 Ｃｃ、车辆控制器模拟盒内车辆容抗 Ｃｖ、等效二极管压降 Ｖｄ１应符合

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表Ａ．５的规定；

———测试用充电电缆长度（连接方式Ｂ）推荐为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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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供电设备（交流充电）互操作性测试系统

供电设备（交流充电）互操作性测试系统的控制导引电路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Ａ．１的规

定。测试点要求如下：

———检测点１的电压值：供电接口（连接方式Ａ）或车辆接口（连接方式Ｂ或连接方式Ｃ）ＣＰ与ＰＥ

之间的电压值；

———ＰＷＭ信号：供电接口（连接方式Ａ）或车辆接口（连接方式Ｂ或连接方式Ｃ）ＣＰ与ＰＥ之间的

ＰＷＭ信号占空比、频率、上升时间、下降时间；

———检测点４的电压值：供电接口（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ＣＣ与ＰＥ之间的电压值；

———开关Ｓ２状态：检查ＣＰ与ＰＥ之间电压变化，判断开关Ｓ２开合状态；

———连接状态：检查充电桩是否提示供电接口处于未连接状态或已连接状态；

———充电状态：检查充电桩是否允许充电或正常充电；如正常充电，测量当前交流供电回路中的电

压值和电流值；

———锁止状态：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的充电桩，检查供电接口的机械锁止状态和电子锁止状态；

通过检查检测点１电压值，并施加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１—２０１５中６．３．２规定的拔出外力，判断机械

锁止装置的有效性；通过检查电子锁反馈信号变化和机械锁是否能操作，判断电子锁止装置对

机械锁止装置的联锁效果；

———解锁条件：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如果供电接口

锁止装置无需用户授权触发，应在停止充电（交流供电回路切断）或不允许充电（开关Ｓ１切换

到＋１２Ｖ连接状态且不闭合交流供电回路）１００ｍｓ后５ｓ内解锁；如果供电接口锁止装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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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授权触发，则只有满足停止或不允许充电条件、再次获得用户的授权两个条件，方能解锁。

———故障计时起点：故障发生时刻起同步计时。

６．４．２　充电控制状态测试

６．４．２．１　连接确认测试

测试编号：Ａ１．１００１或Ｉ１．１００１

测试目的：检查充电桩是否能通过测量检测点１或检测点４的电压值来判断供电插头与供电插座

的连接状态，并进入对应的充电状态。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检测点１测试：

１）　模拟具备开关Ｓ２的车辆，进行如下测试：

———状态１：充电连接装置未连接，将充电桩上电，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连接状

态、充电状态；

———状态２：充电连接装置连接，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连接状态、充电状态；

———状态２’：充电连接装置完全连接，启动充电，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ＰＷＭ 信

号、连接状态、充电状态；

———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检查该阶段供电

接口锁止状态。

２）　模拟不配置开关Ｓ２（或开关Ｓ２为常闭状态）的车辆，进行如下测试：

———状态１：充电连接装置未连接，将充电桩上电后，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连接

状态、充电状态；

———状态３：充电连接装置连接，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连接状态、充电状态；

———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检查该阶段供

电接口锁止状态。

ｂ） 检测点４测试：只对充电连接方式Ｂ进行：

———状态１：充电连接装置未连接，将充电桩上电，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４的电压值、连接状态、

充电状态；

———状态２：充电连接装置连接，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４的电压值、连接状态、充电状态；

———状态２’：充电连接装置完全连接，启动充电，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４的电压值、连接状态、充

电状态；

———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的充电桩，检查该阶段供电接口锁止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连接确认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Ａ．３．２和Ａ．３．４的规定；

———在充电接口连接过程中，检测点１的电压值、ＰＷＭ信号、检测点４的电压值、连接状态及充电

状态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在充电连接装置完全连

接后交流供电回路导通前，供电接口电子锁应可靠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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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供电设备（交流充电）检测点及相关状态测试要求

状态
充电接

口状态

可否

充电

检测点１的电压值

Ｖ

标称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检测点

４的电

压值Ｖ

ＰＷＭ信号频率

Ｈｚ

上升时间

μｓ

下降时间

μｓ

标称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大值

状态１ 断开 否 ＋１２ ＋１２．８ ＋１１．２ ≠０ — — — — —

状态１’ 断开 否
＋１２ ＋１２．８ ＋１１．２

－１２ －１１．４ －１２．６
≠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０ ９７０ １０ １３

状态２ 已连接 否 ＋９
＋９．８

（９．５９ａ）ｂ

＋８．２

（８．３７ａ）ｂ
０ — — — — —

状态２’ 已连接 否
＋９

＋９．８

（９．５９ａ）ｂ

＋８．２

（８．３７ａ）ｂ

－１２ －１１．４ －１２．６

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０ ９７０ １０ １３

状态３ 已连接 否 ＋６
＋６．８

（６．５３ａ）ｂ

＋５．２

（５．４７ａ）ｂ
０ — — — — —

状态３’ 已连接 可
＋６

＋６．８

（６．５３ａ）ｂ

＋５．２

（５．４７ａ）ｂ

－１２ －１１．４ －１２．６

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０ ９７０ ７ １３

　　
ａ 根据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表Ａ．５给出的输出高电压＋Ｖｃｃ、Ｒ１等效电阻、Ｒ２等效电阻、Ｒ３等效电电阻以及

等效二极管压降Ｖｄ１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经过组合计算出检测点１的电压值的上下限，状态２或状态２’下的

正常充电范围［８．３７Ｖ，９．５９Ｖ］，状态３或状态３’下的正常充电范围［５．４７Ｖ，６．５３Ｖ］。

ｂ 状态２或状态２’下，检测点１的电压范围（９．５９Ｖ，９．８Ｖ］和［８．２Ｖ，８．３７Ｖ）为允许充电范围；状态３或状态３’

下，检测点１的电压范围（６．５３Ｖ，６．８Ｖ］和［５．２Ｖ，５．４７Ｖ）为允许充电范围。

６．４．２．２　充电准备就绪测试

测试编号：Ａ１．３００１或Ｉ１．３００１

测试目的：检查充电桩在检测到车辆准备就绪时是否能启动充电。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模拟具备开关Ｓ２的车辆，进行如下测试：

１）　状态２’转状态３’：模拟闭合开关Ｓ２，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ＰＷＭ 信号、充电

状态；

２）　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检查该阶段供电接

口锁止状态；

ｂ） 模拟不配置开关Ｓ２（或开关Ｓ２为常闭状态）的车辆，进行如下测试：

１）　状态３转状态３’：充电连接装置完全连接，启动充电，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

ＰＷＭ信号、连接状态、充电状态；

２）　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检查该阶段供电接

口锁止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准备就绪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Ａ．３．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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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交流供电回路导通前，供

电接口电子锁应可靠锁止。

６．４．２．３　启动和充电阶段测试

测试编号：Ａ１．４００１或Ｉ１．４００１

测试目的：在充电过程中，检查充电桩是否能通过ＰＷＭ信号占空比告知其最大可供电能力。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状态３’：在正常充电过程中，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ＰＷＭ信号、充电状态；

ｂ）　对于具备可调节占空比功能的充电桩，分别设置输出占空比在５％、１０％、其最大供电电流对

应的占空比，调整负载，检查该阶段充电状态；对于不可调节占空比功能的充电桩，设置输出

占空比在其最大供电电流对应的占空比，调整负载，检查该阶段充电状态；

ｃ）　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检查该阶段供电接口锁

止状态。

合格评判：

———启动和充电阶段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Ａ．３．７和Ａ．３．８的规定；

———在充电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ＰＷＭ信号、充电状态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充电桩产生的占空比与充电电流限值关系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表Ａ．１的规定；

———对于不同充电模式的充电桩，其最大充电电流应符合 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５．１的相应

规定；

———充电桩输出占空比应不超过其最大可供电能力；

———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该阶段供电接口电子锁

应可靠锁止。

６．４．２．４　正常充电结束测试

测试编号：Ａ１．５００１或Ｉ１．５００１

测试目的：检查充电桩在满足充电结束条件或收到车辆停止充电指令时是否正常充电结束。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主动中止充电：

１）　状态３’：在正常充电过程中，模拟充电桩达到设定的充电终止条件，并分别模拟在３ｓ内

（含）和超过３ｓ断开开关Ｓ２，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ＰＷＭ信号、充电状态；

２）　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检查该阶段供电接

口锁止状态。

ｂ）　被动中止充电：

１）　状态３’：在正常充电过程中，模拟将充电电流减小至最低（＜１Ａ）然后断开开关Ｓ２，检查

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ＰＷＭ信号、充电状态；

２）　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检查该阶段供电接

口锁止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桩正常充电结束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Ａ．３．９．２的规定；

———充电结束后，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达到解锁条

件，供电接口电子锁应能正确解锁。

６．４．３　充电连接控制时序测试

测试编号：Ａ１．６００１或Ｉ１．６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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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目的：检查充电桩充电连接控制过程和间隔时间是否满足要求。

测试方法及步骤：利用车辆控制器模拟盒与被测充电桩进行通信，模拟充电接口连接状态、电池等，

检查充电连接控制过程中检测点１的电压值、ＰＷＭ信号、充电状态、供电接口锁止状态（对于充电电流

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充电状态转换的间隔时间。

合格评判：充电桩充电连接控制时序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Ａ．４和Ａ．５的规定。

６．４．４　充电异常状态测试

６．４．４．１　犆犆断线测试

测试编号：Ａ１．３５０１或Ｉ１．３５０１

测试目的：在充电前和充电中，分别检查充电桩在供电接口ＣＣ断线时是否能停止充电。

测试方法及步骤：只对连接方式Ａ和连接方式Ｂ进行测试：

ａ）　状态２’：模拟断开供电接口ＣＣ线，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ＰＷＭ 信号、充电状态；对

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的充电桩，检查该阶段供电接口锁止状态；

ｂ）　状态３’：在正常充电过程中，模拟断开供电接口ＣＣ线，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ＰＷＭ

信号、充电状态；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的充电桩，检查该阶段供电接口锁止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前出现该故障，充电桩中止充电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Ａ．３．１０．９的规定；充

电结束后，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的充电桩，达到解锁条件，供电接口电子锁应能正确解锁；

———充电中出现该故障，充电桩中止充电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Ａ．３．１０．５的规定；充

电结束后，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的充电桩，达到解锁条件，供电接口电子锁应能正确解锁。

６．４．４．２　犆犘断线测试

测试编号：Ａ１．３５０２或Ｉ１．３５０２

测试目的：在充电前和充电中，分别检查充电桩在ＣＰ断线时是否能停止充电。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状态２’：模拟断开供电接口（连接方式Ａ）或车辆接口（连接方式Ｂ或连接方式Ｃ）ＣＰ线，检查

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ＰＷＭ信号、充电状态；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

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检查该阶段供电接口锁止状态；

ｂ）　状态３’：在正常充电过程中，模拟断开供电接口（连接方式Ａ）或车辆接口（连接方式Ｂ或连接

方式Ｃ）ＣＰ线，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ＰＷＭ信号、充电状态；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

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检查该阶段供电接口锁止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前出现该故障，充电桩中止充电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Ａ．３．１０．９的规定；充

电结束后，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达到解锁条

件，供电接口电子锁应能正确解锁；

———充电中出现该故障，充电桩中止充电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Ａ．３．１０．４的规定；充

电结束后，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达到解锁条

件，供电接口电子锁应能正确解锁。

６．４．４．３　犆犘接地测试

测试编号：Ａ１．３５０３或Ｉ１．３５０３

测试目的：在充电前和充电中，分别检查充电桩在ＣＰ接地时是否能停止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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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状态２’：利用１２０Ω电阻将供电接口（连接方式Ａ）或车辆接口（连接方式Ｂ或连接方式Ｃ）ＣＰ

线接地，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ＰＷＭ 信号、Ｋ１和Ｋ２状态、充电状态；对于充电电流

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检查该阶段供电接口锁止状态。

ｂ）　状态３’：在正常充电过程中，利用１２０Ω电阻将供电接口（连接方式Ａ）或车辆接口（连接方式

Ｂ或连接方式Ｃ）ＣＰ线接地，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值、ＰＷＭ 信号、Ｋ１和Ｋ２状态、充电

状态；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检查该阶段供电接

口锁止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前出现该故障，充电桩中止充电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Ａ．３．１０．９的规定；充

电结束后，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达到解锁条

件，供电接口电子锁应能正确解锁；

———充电中出现该故障，充电桩充电中止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Ａ．３．１０．４的规定；充

电结束后，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达到解锁条

件，供电接口电子锁应能正确解锁。

６．４．４．４　保护接地导体连续性丢失测试

测试编号：Ａ１．４５０１或Ｉ１．４５０１

测试目的：在充电过程中，检查充电桩在失去保护接地导体电气连续性时是否能停止充电。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状态３’：在正常充电过程中，模拟保护接地导体电气连续性丢失，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电压

值、ＰＷＭ信号、充电状态；

ｂ）　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检查该阶段供电接口锁

止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中出现该故障，充电桩中止充电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５．２．１．２的规定；

———充电结束后，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达到解锁条

件，供电接口电子锁应能正确解锁。

６．４．４．５　输出过流测试

测试编号：Ａ１．４５０２或Ｉ１．４５０２

测试要求：在充电过程中，检查充电桩在输出过流时是否能停止充电。

测试方法及步骤：

状态３’：在正常充电过程中，根据充电桩提供的最大供电电流能力，选择进行如下测试：

●　当充电桩输出的ＰＷＭ信号对应的最大供电电流≤２０Ａ时，模拟充电电流超过充电桩最大供

电电流＋２Ａ，并保持５ｓ，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ＰＷＭ信号、充电状态；

●　当充电桩输出的ＰＷＭ信号对应的最大供电电流＞２０Ａ时，模拟充电电流超过充电桩最大供

电电流的１．１倍，并保持５ｓ，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ＰＷＭ 信号、充电状态、供电接口锁止

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中出现该故障，充电桩中止充电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Ａ．３．１０．７的规定；

———充电结束后，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达到解锁条

件，供电接口电子锁应能正确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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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４．６　断开开关犛２测试

测试编号：Ａ１．４５０３或Ｉ１．４５０３

测试目的：在充电过程中，检查充电桩在开关Ｓ２断开时是否能停止充电。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状态３’：在正常充电过程中，模拟断开开关Ｓ２（状态２’），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ＰＷＭ 信号、

充电状态；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检查该阶段供

电接口锁止状态；

ｂ）　保持充电连接装置完全连接（状态２’），在ＰＷＭ 持续输出时间内重新闭合开关Ｓ２，检查该阶

段充电状态；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检查该阶段

供电接口锁止状态。

合格评判：

———充电中出现该情况，充电桩中止充电过程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Ａ．３．１０．８的规定；充

电结束后，对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达到解锁条

件，供电接口电子锁应能正确解锁；

———在ＰＷＭ持续输出时间内重新闭合开关Ｓ２时，充电桩应能导通交流供电回路；重新充电时，对

于充电电流大于１６Ａ且采用连接方式Ａ或连接方式Ｂ的充电桩，供电接口电子锁应能可靠

锁止。

６．４．５　充电控制导引回路测试

６．４．５．１　犆犘回路电压限值测试

测试编号：Ａ１．６００２或Ｉ１．６００２

测试目的：检查充电桩对检测点１的电压值的判断和响应是否正确。

测试方法及步骤：

ａ）　限值内测试：

１）　状态２’：通过调整车辆控制器模拟盒内等效电阻Ｒ３，使检测点１的正电压值在正常充电

范围（见表４，即［８．３７Ｖ，９．５９Ｖ］）内，启动充电，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ＰＷＭ信号、连接

状态、充电状态；

２）　状态３’：在正常充电过程中，通过调整车辆控制器模拟盒内等效电阻Ｒ２和Ｒ３，使检测点

１的正电压值在正常充电范围（见表４，即［５．４７Ｖ，６．５３Ｖ］）内，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

ＰＷＭ信号、充电状态。

ｂ） 超限值测试：

１）　状态２’：通过调整车辆控制器模拟盒内等效电阻Ｒ３，使检测点１的正电压值超过标称值

误差范围［见表４，即（０Ｖ，８．２Ｖ）或（９．８Ｖ，＋∞ Ｖ）］，启动充电，检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

ＰＷＭ信号、连接状态、充电状态；

２）　状态３’：在正常充电过程中，通过调整车辆控制器模拟盒内等效电阻Ｒ２和Ｒ３，使检测点

１的正电压值超过标称值误差范围［见表４，即（０Ｖ，５．２Ｖ）或（６．８Ｖ，＋∞ Ｖ）］，检查该阶

段检测点１的ＰＷＭ信号、充电状态。

ｃ）　车端电阻最值测试：状态１：将车辆控制器模拟盒内等效电阻 Ｒ２和 Ｒ３分别设置在

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中表Ａ．５规定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连接被测充电桩，启动充电，检查该阶

段检测点１的ＰＷＭ信号、连接状态、充电状态；被测充电桩准备就绪后，模拟闭合开关Ｓ２，检

查该阶段检测点１的ＰＷＭ信号、连接状态、充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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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评判：

———在充电前或充电过程中，当检测点１的正电压值在对应状态下正常充电范围内，充电桩应允许

充电或正常充电；

———在充电前或充电过程中，当检测点１的正电压值超过对应状态下标称值误差范围时，充电桩应

不允许充电或停止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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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充电互操作性测试项目

充电互操作性测试项目见表Ａ．１。

表犃．１　充电互操作性测试项目

测试对象 编号 项目名称 对应章条 备注

所有 Ｄ０．０００１／Ａ１．０００１／Ｉ１．０００１ 充电模式和连接方式检查 ６．１

充电连

接装置

Ｃ０．０００１／Ｃ０．０００２／Ｃ１．０００１／

Ｃ１．０００２／Ｃ１．０００３／Ｃ１．０００４
接口结构尺寸复核 ６．２．１

Ｃ０．０１０１／Ｃ１．０１０１／Ｃ１．０１０３ 接头空间尺寸复核 ６．２．２

Ｃ１．０１０４ 插座空间尺寸复核 ６．２．３

非车载

充电机

Ｄ０．１００１ 连接确认测试 ６．３．２．１

Ｄ０．２００１ 自检阶段测试 ６．３．２．２

Ｄ０．３００１ 充电准备就绪测试 ６．３．２．３

Ｄ０．４００１ 充电阶段测试 ６．３．２．４

Ｄ０．５００１ 正常充电结束测试 ６．３．２．５

Ｄ０．６００１ 充电连接控制时序测试 ６．３．３

Ｄ０．４５０１ 通信中断测试 ６．３．４．１

Ｄ０．４５０２ 开关Ｓ断开测试 ６．３．４．２

Ｄ０．４５０３ 车辆接口断开测试 ６．３．４．３

Ｄ０．４５０４ 输出电压超过车辆允许值测试 ６．３．４．４

Ｄ０．２５０１ 绝缘故障测试 ６．３．４．５

Ｄ０．４５０５ 保护接地导体连续性丢失测试 ６．３．４．６

Ｄ０．４５０６ 其他充电故障测试 ６．３．４．７

Ｄ０．４１０１ 输出电压控制误差测试 ６．３．５．１

Ｄ０．４１０２ 输出电流控制误差测试 ６．３．５．２

Ｄ０．４１０３ 输出电流调整时间测试 ６．３．５．３

Ｄ０．５１０１ 输出电流停止速率测试 ６．３．５．４

Ｄ０．３１０１ 冲击电流测试 ６．３．５．５

Ｄ０．６００２ 控制导引电压限值测试 ６．３．６．１

交流充电

桩／缆上控

制与保

护装置

Ａ１．１００１／Ｉ１．１００１ 连接确认测试 ６．４．２．１
检测点４测试只

针对连接方式Ｂ

Ａ１．３００１／Ｉ１．３００１ 充电准备就绪测试 ６．４．２．２

Ａ１．４００１／Ｉ１．４００１ 启动和充电阶段测试 ６．４．２．３

Ａ１．５００１／Ｉ１．５００１ 正常充电结束测试 ６．４．２．４

Ａ１．６００１／Ｉ１．６００１ 充电连接控制时序测试 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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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测试对象 编号 项目名称 对应章条 备注

交流充电

桩／缆上控

制与保

护装置

Ａ１．３５０１／Ｉ１．３５０１ ＣＣ断线测试 ６．４．４．１
只针对连接

方式Ａ或Ｂ

Ａ１．３５０２／Ｉ１．３５０２ ＣＰ断线测试 ６．４．４．２

Ａ１．３５０３／Ｉ１．３５０３ ＣＰ接地测试 ６．４．４．３

Ａ１．４５０１／Ｉ１．４５０１ 保护接地导体连续性丢失测试 ６．４．４．４

Ａ１．４５０２／Ｉ１．４５０２ 输出过流测试 ６．４．４．５

Ａ１．４５０３／Ｉ１．４５０３ 断开开关Ｓ２测试 ６．４．４．６

Ａ１．６００２／Ｉ１．６００２ ＣＰ回路电压限值测试 ６．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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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充电接口量具

犅．１　交流充电车辆接口量规

犅．１．１　交流充电车辆插头量规结构尺寸

交流充电车辆插头量规结构尺寸见图Ｂ．１。

单位为毫米

图犅．１　交流充电车辆插头量规结构尺寸

犅．１．２　交流充电车辆插座量规结构尺寸

交流充电车辆插座量规结构尺寸见图Ｂ．２。

单位为毫米

图犅．２　交流充电车辆插座量规结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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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犅．２（续）

犅．２　交流充电供电接口量规

犅．２．１　交流充电供电插头量规结构尺寸

交流充电供电插头量规结构尺寸见图Ｂ．３。

单位为毫米

图犅．３　交流充电供电插头量规结构尺寸

６２

犌犅／犜３４６５７．１—２０１７



犅．２．２　交流充电供电插座量规结构尺寸

交流充电供电插座量规结构尺寸见图Ｂ．４。

单位为毫米

图犅．４　交流充电供电插座量规结构尺寸

犅．３　直流充电车辆接口量规

犅．３．１　直流充电车辆插头量规结构尺寸

直流充电车辆插头量规结构尺寸见图Ｂ．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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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犅．５　直流充电车辆插头量规结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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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３．２　直流充电车辆插座量规结构尺寸

直流充电车辆插座量规结构尺寸见图Ｂ．６。

单位为毫米

图犅．６　直流充电车辆插座量规结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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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故障和新功能测试声明

供电设备故障和新功能测试声明模板文件一览表见表Ｃ．１。

表犆．１　故障和新功能测试声明模板文件一览表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供电设备故障和新功能测试声明

制造商名称

制造商地址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软件版本号 软件校验码

符合技术标准
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１—２０１５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Ｔ２７９３０—２０１５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

补充下列测试信息

非车载充电机

（或控制器）
允许结束充电条件

□ 充电机过温故障

□ 充电连接器故障

□ 充电机内部过温故障

□ 所需电量不能传送

□ 充电机急停故障

□ 电流不匹配

□ 电压异常

□ 其他故障　　　　　　　　　　　

注：在测试中能模拟的中止充电故障

新功能测试 休眠功能（例）

制造商负责人签名、盖章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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