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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   言 

为贯彻落实国家节能环保政策，促进电动汽车推广应用，延伸供电服务价值链，指导和规范南方电

网电动汽车配套充电设施建设，特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是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动汽车充电技术系列标准之一。该系列标准目前包括以下标

准： 

Q/CSG 11516.1-2010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通用技术要求 

Q/CSG 11516.2-2010 电动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设计规范 

Q/CSG 11516.3-2010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技术规范 

Q/CSG 11516.4-2010 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技术规范 

Q/CSG 11516.5-2010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充电接口规范 

Q/CSG 11516.6-2010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监控单元与电池管理系统通信协议 

Q/CSG 11516.7-2010 电动汽车充电站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Q/CSG 11516.8-2010 电动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验收规范 

本规范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 

本标准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提出、归口、组织编写并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电网公司、深圳供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深圳供电局、广东电网公司电力

科学研究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深圳新能电力开发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蒋浩、黄志伟、李飞、余兆荣、邱野、李锐、曾华、孙卫明、李秀成、柯丽、

贾惠军、罗俊平。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余建国、刘映尚、钟连宏、吴宇宁、丁钊、张志翔、殷承良、张维戈、韩晓

东、张建华、刘正超、陈建斌、张亚东、邱朝明、杨武。



www.bzfxw.com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www.bzfxw.com

Q/CSG 11516.2—2010 

 
1 

电动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电动汽车充电站、充电桩设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技术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及所属（含代管）各有关单位电动汽车充电站、充电桩建

设与改造。 

接入南方电网的用户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构成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范，然而，鼓励根据本规范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 50052-2009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3  1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12325-2008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允许偏差 

GB/T 14549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 17625.1-2003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Z 17625.6-2003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 16A 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谐波电流的

限制 

GB/T 50063-2008  电力装置的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 

GB 50217-2008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 50229-2006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0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8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场所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2000 年版） 

GB 50034-200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156-2006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GB 50289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DL/T 5137-2008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 

DL/T 621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 

DL 5027  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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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监安全[2008]23 号  关于加强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配置监督管理的意见 

Q/CSG 10001-2004  变电站安键环设施标准 

Q/CSG 11516.1-2010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通用技术要求 

Q/CSG 11516.3-2010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技术规范 

Q/CSG 11516.4-2010  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技术规范 

Q/CSG 11516.5-2010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充电接口规范 

Q/CSG 11516.7-2010  电动汽车充电站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3 名词术语 

3.1  电动汽车 electric vehicle （EV） 

用于在道路上使用，由电动机驱动的汽车，电动机的动力电源源于可充电电池或其他易携带能量

存储的设备。不包括室内电动车、有轨及无轨电车和工业载重电动车等车辆。 

3.2 充电 charg 

从外部电源供给蓄电池直流电，将电能以化学能的方式贮存的过程。 

3.3 充电站 EV charging station 

具有特定控制功能和通信功能，将直流电能量传送到电动汽车的设施总称。 

3.4 车载充电机  on-board charger 

固定安装在电动汽车上的充电机。 

3.5 非车载充电机  off-board charger 

固定安装在电动汽车外、与交流电网连接，为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提供直流电能的充电机。若无特别

说明，本规范所指充电机均为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 

3.6 直流充电桩 DC charging point 

固定安装在电动汽车外、与交流电网连接，为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提供小功率直流电源的供电装置。 

3.7 交流充电桩 AC charging point 

固定安装在电动汽车外、与交流电网连接，为电动汽车车载充电机提供交流电源的供电装置。 

3.8 充电桩  charging point 

直流充电桩与交流充电桩的统称。 

3.9 充电机效率 charging efficiency 

充电机的直流输出功率与交流输入有功功率之比。 

3.10 充电区 charging area 

充电站内为电动汽车进行充电的停车区域。 

3.11 配电站 distribution station 

在中低压配电网中，用于接受并分配电力、并将 10（20）kV 变换为 380V 电压的供电设施的总称。 

3.12 谐波 harmonic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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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的电流和电压中非正弦周期分量所含的频率为基波频率整数倍的正弦周期分量。 

3.13 脉波数 pulse number 

在一个基波周期内，换流器的换相次数。 

3.14 谐波含有率 harmonic ratio (HR) 

周期性交流量中含有的第 h 次谐波分量方均根值与基波分量方均根值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3.15 总谐波畸变率 total harmonic ratio（THD） 

周期性交流量中谐波分量方均根值与其基波分量方均根值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4 总则 

4.0.1 充电站及充电桩的规划设计必须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节能环保政策，做到

安全可靠、经济合理、使用便利。 

4.0.2 充电站及充电桩的规划设计应立足电动汽车产业的技术现状，同时兼顾未来发展，做到远近结合、

适度超前，并留有发展余地。 

4.0.3 充电站、充电桩的规划、选址，应与配电网现状和近远期规划相结合，与配电网的供电能力相适

应。 

4.0.4 充电站及充电桩的设计应积极采用节能、环保、免维护或少维护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 

5 充电站和充电桩的组成和功能 

5.1 充电站的组成和功能 

5.1.1 充电站主要由行车道、充电区、配电装置、充电装置、监控装置等组成。公共充电站还应包括 

营业场所。 

5.1.2 具有电池更换功能的充电站应包括备用电池更换、电池存储的设施及场所。 

5.1.3 充电站配电装置由高压开关柜、变压器、低压开关柜等组成。 

5.1.4 充电站的基本功能应包括配电、充电、监控、计量和通信，扩展功能为计费。 

5.2 充电桩的组成和功能 

5.2.1 充电桩由桩体、电气模块、计量模块等组成。 

5.2.2 充电桩包括交流充电桩和直流充电桩。 

5.2.3 充电桩通常以成组的型式进行设置，以提高其利用率。 

5.2.4 充电桩基本功能为供电或充电、计量和通信，扩展功能为计费。 

6 充电站的规模和类型 

6.1 充电站规模 

充电站规模宜按以下标准划分为三类： 

a）大型充电站：充电车位为 16 个以上。 

b）中型充电站：充电车位为 8-1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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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小型充电站：充电车位为 8 个之下。 

6.2 充电站类型 

充电站类型如下： 

a）公共充电站：为社会电动汽车服务的充电站。 

b）专用充电站：为企业内部电动汽车设置的充电站。 

6.3 充电机配置 

a）专用充电站：宜按照集团使用的电动汽车类型配置。 

b）公共充电站： 

充电车位为 8 个以下的充电站，宜均按小型电动汽车配置。 

充电车位为 8 个及以上的充电站，宜按充电站车位的 75%服务于小型电动汽车、25%服务于大中

型电动汽车配置。 

3）站内充电车位按上述配置要求进行布置。 

6.4 公共充电站的设置 

公共充电站设置宜大、中、小相结合，以小型充电站为主。 

7 充电站选址和充电桩设置 

7.1 充电站选址 

7.1.1 充电站的选址应结合城市电动汽车发展规划统筹考虑，并与配电网现状和近远期规划相密切结 

合，以充电站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以及电网对充电站电能质量控制的要求。 

7.1.2 充电站应便于供电电源的取得，宜接近供电电源端，并便于供电电源线路的进出。 

7.1.3 公共充电站应选择在进出车便利的场所。宜选择在城市次干道路旁，不宜选择在支路和交叉道路 

路口附近。充电站进出口宜与城市次干道路相连。 

7.1.4 当电动电力工程抢修车、电动供电营销车数量较多时，宜设置专用充电站，专用充电站宜设置在 

供电部门维修基地等附近。 

7.1.5 新建充电站应充分利用临近的道路、交通、给排水、消防等市政公用设施。 

7.1.6 充电站应满足环境保护和消防安全的要求，与其他建筑物、构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满足 GB  

50229-2006《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0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有关要求。 

7.1.7 充电站不应设在有爆炸危险环境场所的正上方或正下方，当与有爆炸危险的建筑物毗邻时，应满 

足 GB 50058《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场所电力装置设计规范》的要求。 

7.1.8 充电站不应设在有剧烈振动或高温的场所，不宜设在多尘、水雾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当无法 

远离时，不应设在污染源风向的下风侧。 

7.1.9 充电站不应设在浴室或其他经常积水场所的正下方，安装电气设备的功能用房不应与上述场所 

贴邻。 

7.1.10 充电站不应设在室外地势低洼、易积水的场所和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地点。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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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1 充电站宜预留一定的备用场地。 

7.2 充电桩设置 

7.2.1 交流充电桩为车载充电机提供交流电能，直流充电桩为电动汽车电池组提供小容量直流电能。 

7.2.2 充电桩宜设在停车场内，根据当地电动汽车发展规划，按照停车位设置一定比例的充电桩。宜优 

先在供电营业场所停车场设置充电桩。 

7.2.3 充电桩宜设置在停车位旁，并靠近配电站。 

7.2.4 安装在室外的充电桩外壳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其桩体外壳应选用绝缘材料。 

7.3 充电站布置 

7.3.1 总体布置 

a） 充电站的总体布置应满足便于电动汽车的出入及停放，保障站内人员和设施的安全。 

b） 充电区的入口和出口至少应有两条车道与站外道路连接，充电站应设置缓冲距离或缓冲地带， 

附设电动汽车等候充电的停车道，便于电动汽车进出。 

c） 充电区单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3.5m，双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6m。转弯半径按照电动汽车类型确定， 

且不宜小于 9m；道路坡度不应大于 6%，且坡向站外。 

d） 充电机应靠近充电区设置，电动汽车在停车位充电时不应妨碍站内其他车辆的充电与通行。 

e） 充电区应考虑安装防雨、雪的设施，以保护站内充电设施、方便进站充电的电动汽车驾乘人员。 

7.3.2 电气布置 

a） 充电站电气设备的布置应遵循安全、可靠、适用的原则，并便于安装、操作、搬运、检修、调 

 试。电气设备的布置应符合 GB 50053《1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和 GB 50054《低压配电 

设计规范》的规定。 

b） 高压开关柜、变压器、低压开关柜、充电机、监控装置等，宜安装在各自的功能房间，且宜设 

在建筑物的首层，便于运输和安装。 

c） 低压开关柜与充电机之间、充电机与充电区停车位之间应尽量靠近。 

d） 当受到建设场地限制时，低压开关柜与充电机可安装在同一房间。或变压器与低压开关柜设置 

在同一房间，变压器应选用干式，且外壳防护等级不低于 IP20。 

e） 当受到建设场地限制时，变配电设施与充电机可设置在户外组合式成套配电站中，其基础应适 

    当抬高，以利于通风和防水。 

f） 变压器室不宜与监控室贴邻布置或位于正下方，不能满足时应采取防止电磁干扰措施。 

7.4 充电机和充电桩技术要求 

7.4.1 一般规定 

a） 充电机宜选用室内型。 

b） 充电机应采用“一机一车”充电方式，不应采用主从充电模式。 

c） 充电机两路或多路交流输入电源，应均衡接入充电机高频开关电源模块，以实现 12 脉波或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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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脉波整流方式。 

d） 室内充电桩应根据现场安装情况，选用落地式或壁挂式。 

e） 落地式充电桩宜采用电缆下进线方式。壁挂式充电桩可采用下进线方式，也可采用侧进线方式。 

7.4.2 技术参数 

a） 充电机技术参数参见 Q/CSG 11516.3-2010《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技术规范》。 

b） 交流充电桩技术参数参见 Q/CSG 11516.4-2010《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技术规范》。 

8 负荷等级与供电电源  

8.1 负荷及负荷等级 

8.1.1 主要用电设备 

    充电站主要用电设备包括充电机、监控设备、通风装置、其他用电设备及站内照明等。 

8.1.2 负荷等级 

根据 GB 50052-2009《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和（电监安全[2008]23 号）《关于加强重要电力用户

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配置监督管理的意见》中关于电力用户性质的划分标准。按照充电装置在经济

社会中占有的重要程度，划分为下列两类电力用户。 

a） 在政治上具有重大影响，或中断供电将对社会公共交通产生较大影响，在一定范围内造成社会 

公共次序严重混乱、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充电站属二级电力用户。 

b） 不属于二级电力用户的充电站为三级电力用户。 

c） 充电桩为三级电力用户。 

8.2 充电负荷计算 

8.2.1 单台充电机输出容量为： P = nU × I  

8.2.2 单台充电机输入容量为： 

S =
ϕcosη 

P                  

式中： P —单台充电机的输出功率； 

   S --单台充电机的输入容量； 

   ϕcos --充电机功率因数，取 0.9； 

    --充电机效率，取 0.9； 

8.2.3 充电站内充电机输入总容量为： 

ΣS = ( )NSSSK +⋅⋅⋅++ 21                       
         

=K (
11

1

cosη ϕ
P  +

22

2

cosη ϕ
P  +…

NN

N

cosη ϕ
P ) 

式中： 1P 、 2P … NP —各台充电机的输出功率；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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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ΣS --充电机的输入总容量； 

   1cosϕ 、 2cosϕ … Nϕcos --各台充电机的功率因数,取 0.9； 

   1η 、 2η … Nη --各台充电装置的效率,取 0.9； 

      K --充电机同时工作系数,取 0.8。 

8.3 供电电源要求 

8.3.1 二级电力用户的充电站宜由两回路高压供电电源供电，两回路高压供电电源宜引自不同的变电 

站，也可引自同一变电站的不同母线段。每回供电线路应能满足 100%负荷的供电能力。 

8.3.2 三级电力用户的充电站由单回路供电电源供电。 

8.3.3 用电设备在 100kW 以上充电站应采用 10（20）kV 电压等级供电。用电设备的容量在 100kW 及 

以下的充电站，可采用 380V 电压等级供电。 

8.3.4 交流充电桩应采用 380/220V 电压等级供电。 

8.3.5 直流充电桩应采用 380V 电压等级供电。 

9 充电站和充电桩配电系统 

9.1 主要电气设备的选择 

9.1.1 主要电气设备应选用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测部门检验合格的产品，电气和电子设备应具有 3C 

认证标志。 

9.1.2 变压器 

a） 变压器应采用节能环保型变压器。 

b） 满足消防条件下，宜优先选用油浸式变压器。 

c） 单台变压器的额定容量不宜大于 1600kVA。 

d） 装有两台及以上变压器的二级电力用户充电站，当其中任意一台变压器退出运行后，剩余的变

压器容量应能满足全部二级用电负荷的用电。 

e） 变压器宜选用整流变压器，以减小谐波对公用电网的影响。绕组结线宜采用 D d0 yn11，也可采

用 Y d11 yn0。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也可采用移相式变压器。 

f） 三级电力用户的充电站，可选用两台绕组结线分别为 D yn11 和 Y yn0 的配电变压器，以减小谐

波对公用电网的影响。 

9.1.3 开关柜 

a） 宜选用小型化、无油化、紧凑式、免维修或少维护的电气设备。 

b） 高压配电装置宜采用组合电器开关柜。当单台油浸式变压器额定容量为 630kVA 及以下、干式

变压器额定容量为 800kVA 及以下，变压器回路宜采用负荷开关--熔断器组合单元。当单台油浸

式变压器额定容量为 630kVA 以上、干式变压器额定容量为 800kVA 以上，变压器回路应选用

带保护功能的断路器单元。 

c）低压开关柜宜采用金属封闭抽出式开关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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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充电站配电系统 

9.2.1 10kV（20kV）宜采用单母线接线或单母线分段接线；380V 宜采用单母线或单母线分段接线。 

9.2.2 采用整流变压器时，充电机的两回低压线路应分别接入整流变压器低压两个绕组系统。其他三相 

用电设备应均衡分配在整流变压器低压侧两个绕组，照明等单相用电设备应接于星形结线绕组侧，各单

相负荷应均衡设置。 

9.2.3 变压器星形二次绕组的低压配电系统采用 TN-S 接地系统，变压器三角形二次绕组的低压配电系 

统采用 IT 接地系统。 

9.2.4 低压进线断路器宜具有短路瞬时、短路短延时、长延时三段保护功能，并具有接地保护功能。低 

压进线断路器宜设置分励脱扣装置，不宜设置失（低）压脱扣装置。 

9.2.5 容量较大或重要的用电设备，宜采用放射式供电。 

9.2.6 低压配电设备及线路的保护应满足 GB 50053《低压配电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 

9.3 充电桩配电系统 

9.3.1 充电桩的接地系统应采用 TN-S。 

9.3.2 向充电桩供电的低压断路器应具有短路保护和剩余电流保护功能，其剩余电流保护额定动作电流 

为 30mA， 动作时间不大于 0.1s。 

9.3.3 向充电桩供电的低压断路器宜带有分励脱扣器附件。 

9.3.4 成组布置的交流充电桩宜采用链式供电。 

9.3.5 交流充电桩的配电系统应尽量做到三相负荷平衡、各相负荷矩相等。 

9.3.6 直流充电桩宜采用放射式，也可采用链式供电。 

9.3.7 在新建停车场设置充电桩时，充电桩的计算负荷应纳入变压器总容量中。 

9.3.8 在已建成停车场设置的充电桩时，应对配电站现有变压器进行容量校验，对配电装置进行校核。 

当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取相应的技术改造措施。 

9.4 配电线路及敷设 

9.4.1 配电线路和控制线路宜采用铜芯导体。 

9.4.2 高压电缆宜选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类型，低压电缆宜选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类型，照明及插座宜选用 

聚氯乙烯绝缘护套电线。 

9.4.3 移动式电气设备等经常弯移或有较高柔软性要求的回路，应使用橡皮绝缘等电缆。 

9.4.4 低压接地系统为 TN-S 时，宜选用五芯电缆，电缆中性线截面应与相线截面相同；低压接地系统 

为 IT 时，可选用带 PE 保护线的四芯电缆。 

9.4.5 用于三相用电设备的电力电缆，其外护套宜采用钢带铠装类。用于单相负荷及直流负荷的单芯电 

缆，其外护套不应采用导磁性材料铠装。 

9.4.6 低压电缆截面应满足最大电流工作时，导体载流量的要求，并应校验线路允许电压降，以满足电 

气装置的正常工作。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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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 为便于低压供电线路引入、引出充电桩，低压线路的截面不宜大于 120mm2。 

9.4.8 向成组布置的交流充电桩供电的低压电缆总长度应保证电缆线路正常泄露电流不使剩余电流保 

护装置发生误动作。 

9.4.9 单芯电缆不宜单根穿钢管敷设，当需要单根穿管时，应采用非导磁管材，也可采用经过磁路分 

隔处理的钢管。 

10 电能质量的要求 

10.1 电压偏差要求 

10.1.1 供电电源电压偏差 

受电端的电压偏差值，应符合以下要求： 

a）20KV 及以下三相供电的电压偏差不得超过标称电压的±7%。 

b）220V 单相供电的电压偏差不得超过标称电压的+7%、-10%。 

10.1.2 用电设备电压偏差 

在正常运行情况下，用电设备端子处的电压偏差允许值，宜符合下列要求： 

a）充电机及其电气接口±5%。 

b）充电桩±5%。 

10.2 公用电网谐波限值要求 

10.2.1 在设计时应重视非线性用电设备对公用电网电能质量的影响，并应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 

减小谐波分量。如不能达到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谐波控制要求,应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 

10.2.2 减小谐波的常用技术措施如下： 

a） 增加充电机整流装置的脉波数。 

b） 加装交流滤波装置。 

c） 三相用电设备平衡。 

d） 由容量较大的系统供电。 

10.2.3 用户的非线性用电设备接入电网所注入的谐波电流和引起公共连接点电压正弦畸变率超过 

GB/T 14549《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的要求时，应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 

10.2.4 电动汽车车载充电机产生的谐波分量，应满足 GB 17625.1-2003《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 

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和 GB/Z 17625.6-2003《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 16A 的设

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谐波电流的限制》中的规定。 

10.2.5 公用电网谐波电压的限值（相电压）要求见表 1。 

表 1 公用电网谐波电压的（相电压）限值 

各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电网标称电压 
kV  

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  奇 次  偶 次  

0.38  5.0  4.0  2.0  
10  4.0 3.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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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注入公共电网连接点的谐波电流允许值要求见表 2。 

表 2 注入公共连接点的谐波电流允许值 
谐波次数谐波电流允许值，A 标称电压 

kV 
基准短路容量 

MVA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0.38 10 78 62 39 62 26 44 19 21 16 28 13 24 

10 100 26 20 13 20 8.5 15 6.4 6.8 5.1 9.3 4.3 7.9 

谐波次数谐波电流允许值，A 标称电压 
kV 

基准短路容量 
MVA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0.38 10 11 12 9.7 18 8.6 16 7.8 9.9 7.1 14 6.5 12 

10 100 3.7 4.1 3.2 6.0 2.8 5.4 2.6 4.9 3.9 7.4 3.6 6.8 

 
10.2.7 当公共电网连接点的短路容量不同于表 2 中基准短路容量时，谐波电流允许值应进行换算，谐 

波电流允许值的换算计算见附录 B。 

10.2.8 当公共电网的连接点不止有一个用户时，谐波电流允许值应按协议容量与其公共连接点的供电 

容量之比进行分配。公共连接点各用户谐波电流允许值计算见附录 B。 

10.3 无功功率补偿 

10.3.1 无功补偿装置应进行优化配置，采用自动投切。应保证在最大负荷运行时变压器 10（20）kV 

侧功率因数不低于 0.95。 

10.3.2 充电站的无功补偿装置宜安装在低压侧母线上。 

10.3.3 无功补偿装置中有关电气参数应设置合理，能有效消除谐波对电网的影响，抑制谐波电压的放 

大作用，同时避免产生谐振。 

11 监控系统 

11.1  监控系统组成 

充电站监控系统由站控层、间隔层两部分组成。 

11.2  监控系统功能 

11.2.1 监控系统的功能：对充电机、配电设备、谐波监测、视频监视、火灾自动报警及站内其他设备 

的状态、参数配置、充电过程实时等信息进行集成，组成自动化及管理系统，实现站内设备的监视、保

护、控制、管理和事故情况下的紧急处理。 

11.2.2 充电桩的相关信息宜通过专用通信网上传至配电站终端，并由该终端上传至相关系统。 

11.3  监控系统电源 

    充电站宜设置一套交流不间断电源，以满足站内监控系统的需要。其容量宜按3kVA冗余配置。 

11.4  其他 

充电站监控内容与要求详见 Q/CSG 11516.7-2010《电动汽车充电站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12 电气照明 

12.1 照度标准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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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站各场所照度标准应符合 GB 50034-200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的要求。 

12.2 照明光源 

照明光源的选择应符合 GB 50034-200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的规定。 

12.3 照明种类 

12.3.1 照明种类有工作照明和疏散照明。 

12.3.2 应急疏散照明的备用电源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 30min。 

13 防雷与接地 

13.1 一般要求 

13.1.1 充电站的防雷与接地应满足 GB 50057《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DL/T 621《交流电气装置的 

接地》的有关规定。 

13.1.2 独立建设的充电站属于第三类防雷建筑物。如与其他建筑物共同建设时，应综合考虑建筑物的 

性质并经计算确定其防雷级别。 

13.1.3 充电站应采取防直击雷、防雷电波入侵和防雷电电磁脉冲的技术措施。 

13.2 接地要求 

充电站电气设备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防雷接地宜共用一套接地装置。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应不

大于 4Ω。 

14 电气测量和计量 

14.1 一般要求 

14.1.1 电气测量和电能计量装置准确度要求参见 GB/T50063-2008《电力装置的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 

范》和 DL/T 5137-2008《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 

14.1.2 电气测量和电能计量装置配用的电流、电压互感器准确度要求参见 GB/T 50063-2008《电力装置 

的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和 DL/T 5137-2008《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 

14.2 表计的设置 

测量和计量表计的设置见表 3。 

表3 测量和计量表计配置表 

     安装地点 

表计 

种类 

变压器的 

高低压侧

进线 

充电机 

回路 
联络断路器 无功补偿 

充电桩集群

供电回路 
直流充电桩

供电回路 低压母线

A √ √ √ √ √ √  
V       √ 

Wh √ √   √ √  
VARh √       

注 1：电流表宜三相配置。 
注 2：电压表按母线段设置，能够通过转换开关测量三相线电压和各相相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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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充电站安全防护 

15.1 消防及安全 

15.1.1 充电站的建（构）筑物构件燃烧性能、耐火极限、站内建（构）筑物与站外民用建（构）筑 

物及各类厂房、库房、堆场、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满足 GB 50016-200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有关

规定。 

15.1.2 充电站电力设备的消防安全要求应满足 DL 5027《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的有关规定。 

15.1.3 二级电力用户的充电站宜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应满足 GB 50016-200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 

15.1.4 充电站应设置灭火剂，灭火剂的选用应能提高灭火的有效性、降低对设备和人员的影响。 

15.1.5 充电站内应设置消防砂坑（库），消防用砂应保持充足和干燥。 

15.1.6 电缆在室外进入建筑物内的入口处，以及电缆在穿越各房间隔墙、楼板的孔洞在线路敷设完毕 

后，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封堵。 

15.1.7 充电站防治白蚁的措施应按照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执行。 

15.2 噪音限值 

充电站的噪音限值不应超过 GB 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的有关规定。 

15.3 标志标识 

15.3.1 充电站内的各类设备、设施及场所应进行标识。 

15.3.2 充电桩应进行标识。 

15.3.3 所有标识的颜色代码、尺寸、内容等应符合 Q/CSG 10001-2004《变电站安键环设施标准》相关 

要求。 

16  对其他专业的设计要求 

16.1 土建专业 

16.1.1 充电站的建筑外观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建筑物内外侧装修材料应选用节能环保型产品。 

16.1.2 高压配电室宜设不能开启的自然采光窗，窗台距室外地坪不宜低于 1.8m；低压配电室可设能开 

启的自然采光窗。 

16.1.3 变压器室、配电室、充电机室、监控室的门均应向疏散方向开启。相邻配电室之间有门时，应 

能双向开启。上述场所的门宜采用甲级防火门。 

16.1.4 充电站应设置防止雨、雪进入室内的措施，以及防止小型动物从窗、门、电缆沟等进入室内的 

设施。 

16.1.5 充电站电气设备室门口，宜加装高度为 600mm 的挡板。 

16.1.6 室内电缆沟应采取防渗水、排水措施。 

16.1.7 当配电室、监控室、充电机室的长度大于 7m 时，应设两个出口，并宜布置在的两端。 

16.1.8 监控室地面宜采用不产生静电或尘埃的材料，也可采用抗静电阻燃材料活动地板或水磨石地面。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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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 充电站屋面应采取隔热、防水措施。 

16.1.10 充电机室、监控室的窗户应有良好的气密性，以保证电气设备工作的清洁度要求。 

16.1.11 监控室不宜与高压配电室和变压器室毗邻布置，如毗邻时应采取屏蔽措施。 

16.1.12 充电站建筑耐火等级： 

a） 可燃油油浸变压器室耐火等级为一级。 

b） 监控室耐火等级为一级。 

c） 非燃或难燃介质变压器室、高压配电室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d） 低压配电室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三级。 

e） 公共充电站营业厅耐火等级为一级。 

16.1.13 公共充电站营业厅宜采用钢筋砼框架或排架结构，满足建筑对防爆的安全要求。 

16.2 通风专业 

16.2.1 充电站机械排风应优先选用低噪音通风装置。 

16.2.2 变压器室宜采用自然通风。夏季的排风温度不宜高于 45℃，进风和排风的温差不宜大于 15℃。 

配电室宜采用自然通风，并装设事故排烟排风装置。 

16.2.3 当采用机械通风时，变压器室、配电室内的通风管道应采用非燃烧材料制作。在进出风口宜加 

装空气过滤器。 

16.2.4 通风百叶窗应加装可拆卸的金属防尘网。 

16.2.5 配电室、变压器室、监控室、充电机室内，不应有与电气设备运行无关的管道和线路通过。 

16.2.6 监控室温度宜控制在 18℃-25℃范围内，温度变化率每小时不宜超过±5℃；相对湿度宜控制 

在 45%-75%之间，在任何情况下无凝露产生。 



www.bzfxw.com

Q/CSG 11516.1—2010 

 
14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本规范用词说明 

 

A.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A.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A.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A.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这样做的用词： 

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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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谐波电流允许值的换算 

 

B.1  当电网公共连接点的最小短路容量不同于表 10.2.6 中的基准短路容量时。按附录 B 公式（1）修

正正文表 2中的谐波电流允许值： 

             Ih =
2

1

k

k

S
S

= Ihp                  …………(1)               
式中：Sk1—公共连接点的最小短路容量，MVA； 

Sk2—基准短路容量，MVA； 

Ihp—表 1 中的第 h 次谐波电流允许值，A; 

 Ih—短路容量为 Sk1时的第 h 次谐波电流允许值。 

B.2  在公共连接处第 i个用户的第 h 次谐波电流允许值（Ihi）按附录 B式（2）计算： 

Ihi = Ih（Si/St）
1/α 

         …………(2)  

式中：Ih—按附录 B.1 换算的第 h 次谐波电流允许值，A； 

Si—第 i 个用户的用电协议容量,MVA; 

St—公共连接点的供电设备容量,MVA; 

α—相位迭加系数，按表 A.1 取值。 

表 B.1  谐波相位叠加系数 
谐波次数 3 5 7 11 13 9，>13 及偶次 

f
´
 1.1 1.2 1.4 1.8 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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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充电站参考占地面积 

    充电站占地面积可参见表 C.1. 

表 C.1 充电站占地参考面积表 

功能区名称 面积（m
2
） 备注 

变压器室 50  

高压配电室 50  

低压配电室 100  

监控室 40  

充电机室 60  

充电区 1000 
8 个充电车位（6个小型电动汽

车、2个大中型电动汽车） 

充电区 800 8 个充电车位（小型电动汽车） 

充电区 700 6 个充电车位（小型电动汽车） 

充电区 500 4 个充电车位（小型电动汽车） 

营业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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