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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NB/T 33008《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分为2个部分：

——第1部分：非车载充电机；

——第2部分：交流充电桩。

本部分为NB/T 33008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NB/T33008.1—2013《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第1部分：非车载充电机》。与 

NB/T 33008.1—2013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对“1 范围”进行了修改，明确了新标准与NB/T 33001—2018《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 

机技术条件》之间的关系；

 对“4 检验规则”“到货验收”和表1进行了修改，更新了试验项目表：

——对“5 试验方法”的“一般检查”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基本构成检查(见5.2.3)、机械开关设 

备检查(见5.2.4)、防雷措施检查(见5.2.5)、防盗措施检查(见5.2.6);

对“5 试验方法”的“功能试验”进行了修改，增加了绝缘检测功能试验(见5.3.3)、直流输 

出回路短路检测功能试验(见5.3.4)、车辆插头锁止功能试验(见5.3.5)、预充电功能试验(见 

5.3.6);

— 对“5 试验方法”的“安全要求试验”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开门保护试验(见5.4.6)、防逆流 

功能试验(见5.4.10)、接触器粘连试验(见5.4.11);

 对“5 试验方法”的“充电输出试验”进行了修改，增加了最大恒功率输出试验(见5.12.2) 

功率控制试验(见5.12.3)、电流纹波试验(见5.12.8)、输出电流测量误差试验(见5.12.16)、 

输出电压测量误差试验(见5.12.17)、测量值更新时间试验(见5.12.18);

—对“5 试验方法”的“控制导引试验”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充电控制状态试验(见5.15.1)、 

充电连接控制时序试验(见5.15.2)、控制导引电压限值试验(见5.15.3)、通信中断试验(见 

5.15.4)、保护接地导体连续性试验(见5.15.5)、输出冲击电流试验(见5.15.7)、蓄电池电压与 

通信报文不符试验(见5.15.8)、蓄电池电压超过充电机范围试验(见5.15.9)、蓄电池二重保护 

功能试验(见5.15.10)、车辆最高允许充电总电压不匹配试验(见5.15.11)、充电需求大于蓄电 

池参数试验(见5.15.12);

-增加了充电模式和连接方式检查(见5.5)、充电连接装置及电缆检查(见5.6)、电气隔离检查 

(见5.7)、接地试验(见5.11)、待机功耗试验(见5.13)、防盐雾试验(见5.21)、防锈(防氧 

化)试验(见5.22),修改了电磁兼容试验(见5.26);

——增加了“附录A    电池模拟测试装置”,给出车辆端电池模拟装置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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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1部分：非车载充电机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以下简称充电机)的检验规则和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充电机的型式试验、出厂检验、到货验收。

本部分适用于NB/T 33001—2018规定的充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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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421.1—2008 
GB/T2423.1—2008 
GB/T2423.2—2008

GB/T2423.4—2008 
循环)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概述和指南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A: 低温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B:  高温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Db   交变湿热(12h+12h

GB/T 2423.17—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 境 试 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Ka:   盐雾

GB/T 2423.55—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Eh:   锤击试验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 (IP   代码)

GB 4824—2013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   射频设备骚扰特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7251.1—201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1部分：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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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625.2   电磁兼容限值对每相额定电流≤16A  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统 

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GB/T  17625.7   电磁兼容限值对额定电流≤75A  且有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 

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GB/T 17625.8   电磁兼容限值每相输入电流大于16A小于等于75A连接到公用低压系统的设备 
产生的谐波电流限值

GB/T 17626.2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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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626.4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6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GB/T 17626.8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11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4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主电源每相电流大于16A的设备的电压暂降、短时中 

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

GB/T 18487.1—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第1部分：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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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487.2—2017 

GB/T 20234.1—2015 

GB/T 20234.3—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第2部分：非车载传导供电设备电磁兼容要求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1部分：通用要求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3部分：直流充电接口

GB/T 27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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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9317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

GB/T 29318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电能计量

GB/T 34657.1—2017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第1部分：供电设备

GB/T 3465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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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3001—2018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

IEC  61851-23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第23部分：直流电动汽车充电站(第二版，委员会草案 

CD,Electric vehicle conductive charging system-Part 23: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487.1-2015 、GB/T 18487.2—2017 、GB/T 29317 、NB/T 33001—2018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 

用于本文件。

4 检验规则

4.1 检验分类

产品的检验分为型式试验、出厂检验和到货验收三类。

4.1.1 型式试验

在下列情况下，产品必须进行型式试验：

a) 新投产的产品(包括转厂生产的产品),应在生产鉴定前进行型式试验；

b)    当设计变更、工艺或主要元器件改变、影响产品性能时，应在投入生产前进行型式试验； 

c) 停产两年以上的产品，应在再次投入生产前进行型式试验。

4.1.2 出厂检验

每台产品均应进行出厂检验，经过生产厂家质量检验部门确认后，并具有证明产品合格的证明书方 

能出厂。

4.1.3 到货验收

收货单位宜对收到的产品在使用前进行到货检验，产品验收合格后方能投入使用。具体验收抽样方 

案由各收货单位自行决定。

4.2 试验项目

充电机试验项目如表1所示。

表 1 充 电 机 试 验 项 目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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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验项目 型式试验 出厂检验 对应NB/T33001—2018中技术要求

一般检查

外观检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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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试验项目 型式试验 出厂检验 对应NB/T 33001—2018中技术要求

标志检查 √ √ 8.1

基本构成检查 √ √ 4

机械开关设备检查 √ 7.17

防雷措施检查 √ 6.10.16

1

防盗措施检查 √* 7.3.5

功能试验

充电控制功能试验 √ √ 6.1

通信功能试验 √* 6.2

绝缘检测功能试验 √ 6.3

直流输出回路短路检测功能试验 √ 6.4

车辆插头锁止功能试验 √ √ 6.5

预充电功能试验 √ √ 6.6

显示功能试验 √ √ 6.7.1

输入功能试验 √* √* 6.7.2

计量功能试验 √* 6.8

2

急停功能试验 √ √ 6.9

安全要求试验

输入过压保护试验 √ √

输入欠压保护试验 √ √

6.10.1

输出过压保护试验 √ √ 6.10.2

输出短路保护试验 √ 一 6.10.3

过温保护试验 √ √* 6.10.4

开门保护试验 √* √* 6.10.5
3

启动急停装置试验 √ √ 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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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电流过冲试验 √ √ 6.10.7

蓄电池反接试验 √ √ 6.10.9

防逆流功能试验 √ 6.10.11

接触器粘连试验 √ √ 6.10.12

4 充电模式和连接方式检查 √ 7.12

5 充电连接装置及电缆检查 √ 7.12、7.18

6 电气隔离检查 √ 7.5.5

电击防护试验

直接接触防护试验 √7

动力电源输入失电试验 √ √

7.5.2

8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试验 √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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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试验项目 型式试验 出厂检验 对应NB/T33001—2018中技术要求

绝缘性能试验

绝缘电阻试验 √ √ 7.6.1

介电强度试验 √ √ 7.6.2
9

冲击耐压试验 √ 7.6.3

10 接地试验 √ 7.5.4

充电输出试验

最大恒功率输出试验 √*

功率控制试验 √*

7.7.2

低压辅助电源试验 √* √* 7.7.3

稳流精度试验 √ √* 7.7.4

稳压精度试验 √ √* 7.7.5

电压纹波因数试验 √ √* 7.7.6

电流纹波试验 √ √* 7.7.7

输出电流设定误差试验 √ √ 7.7.8

输出电压设定误差试验 √ √ 7.7.9

限压特性试验 √ √

限流特性试验 √ √

7.7.10

输出电流响应时间试验 √

输出电流停止速率试验 √

7.7.11

启动输出过冲试验 √ 7.7.12

输出电流测量误差试验 √ 一      

输出电压测量误差试验 √

测量值更新时间试验 √

7.10

11

效率试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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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因数试验 √ √*

7.11

12 待机功耗试验 √ 7.9

13 协议一致性试验 √ √ 6.2

控制导引试验

充电控制状态试验 √ √

充电连接控制时序试验 √ √

控制导引电压限值试验 √

7.13、7.14

通信中断试验 √ √ 6.10.13

保护接地连续性试验 √ √

连接检测信号断开试验 √ √

6.10.6

14

输出冲击电流试验 √ 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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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试验项目 型式试验 出厂检验 对应NB/T 33001—2018中技术要求

蓄电池电压与通信报文不符试验 √

蓄电池电压超过充电机范围试验 √

6.10.9

蓄电池二重保护功能试验 √ 6.10.10

车辆最高允许充电总电压不匹配试验 √ 6.10.14

14

充电需求大于蓄电池参数试验 √ 6.10.15

15 噪声试验 √ — 7.16

16 内部温升试验 √ 7.4

17 允许温度试验 √ 7.5.1

18 机械强度试验 √ 一 7.15

防护等级试验

防止固体异物进入试验 √19

防止水进入试验 √ 一

7.3.1

20 防盐雾试验 √ 7.3.2

21 防锈(防氧化)试验 √ 7.3.3

22 低温试验 √ 7.19.1

23 高温试验 √ 7.19.2

24 交变湿热试验 √ 7.19.3

电磁兼容试验

抗扰度试验 √ 7.20.525

发射试验 √ 7.20.6

注：“ √ ”必检项目；“ √*”表示选检项目；“—”表示不测项目。

4.3 合格判定

型式试验和出厂检验的试验项目按照表1规定进行。被测产品对应检验类别的所有试验项目都符合 

要求后，才能判定此类别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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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5.1.1  试验系统

充电机试验系统主要包括三相可调电源、车辆插座、车辆电池管理系统模拟软件、车辆控制模拟电 

路、交流电压和电流测量仪器、直流电压和电流测量仪器以及电池模拟装置等，可配置上级监控系统或 

运营管理系统、主控机等，如图1所示。该试验系统适用于5.3(5.3.9除外)、5.4、5.8.2、5.12、5.14、 

5.15、5.16、5.17、5.18、5.23、5.24、5.25、5.26试验项目，其他测试项目的试验系统和测试用仪器详见 

具体章节要求。除另有规定，所有输出测试点均在车辆接口位置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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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

可调

电源

LI

L2

L3
N

上级监控系

统或运营管

理系统

充电机

..KI

K2

UI

面RI 
检测点1 

 K3

K4

DC+

DC-

PE

S+

S-
CCI

CC2

A+

A-

主控机

电池模拟装置 
电池电压

可调直流 
负载

车辆电池管

理系统模拟

软件

车辆控制模

拟电路

低压辅助

电源负载

测试仪器

图 1 充电机试验系统拓扑图

5.1.2 试验环境条件

在本标准中，除环境试验条件外，其他试验均在测量和试验用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在每一项目的 

试验期间内，试验环境条件应相对稳定，即：

a)   环境温度：+15℃~+35℃;

b)   相对湿度：45%～75%;

c)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5.1.3 试验电源条件

试验时供电电源条件为：

a)    频率：50Hz±0.5Hz;

b)    交流电源电压：220V/380V,  允许偏差±5%;

车
辆
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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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交流电源波形：正弦波，波形畸变因数不大于5%;

d)    交流电源系统的不平衡度：不大于5%;

e)    交流电源系统的直流分量：偏移量不大于峰值的2%。

5.1.4 试验仪器要求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中所使用的仪器仪表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所用测量仪器、仪表应通过计量检定或校准，证书在有效期内；

b)    测量仪器、仪表的测量范围应覆盖被测量的测量范围；

c)    测试仪器、仪表或系统的测量不确定度应优于被测量的允许误差的1/3;

d)    测量值应在选用仪器、仪表量程的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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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电流传感器

测量电流可选用电流表直接测量法或经电流传感器的二次测量法，传感器可选用分流器或霍尔传感 

器等，传感器应满足如下要求：

a)    使用电流传感器时，应保证环境条件满足使用要求，必要时需要做隔离防护措施； 

b)    应选用量程适宜的电流传感器。

5.1.6 试验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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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附录A。

5.2 一般检查

5.2.1  外观检查

目测检查充电机(含充电连接装置)的外壳应平整，无明显凹凸痕、划伤、变形等缺陷；表面涂镀 

层应均匀，无脱落；零部件(包括连接装置内触头)应紧固可靠，无锈蚀、毛刺、裂纹等缺陷和损伤。

5.2.2 标志检查

目测检查充电机铭牌位置和内容的正确性与完整性，铭牌内容应符合NB/T 33001—2018中8.1.1的 

规定。目测检查充电机接线、接地及安全标志的正确性与完整性。通过观察并用一块浸透蒸馏水的脱脂 

棉在约15s 内擦拭15个来回，随后用一块浸透汽油的脱脂棉在约15s 内擦拭15个来回，试验期间应用 

约 2N/cm²的压力将脱脂棉压在标志上。试验后，标志仍应易于辨认。

5.2.3 基本构成检查

打开充电机门，目测检查充电机的基本构成应包括动力电源输入、功率变换单元、输出开关单元、 

充电电缆和车辆插头、控制电源、充电控制单元、人机交互单元，宜包括有计量等功能单元。

5.2.4 机械开关设备检查

5.2.4.1  开关和隔离开关

检查充电机的开关和隔离开关应符合GB/T 18487.1—2015中10.2.1的规定或具备对应的证明材料。

5.2.4.2 接触器

检查充电机的交流/直流接触器应符合GB/T 18487.1—2015中10.2.2的规定或具备对应的证明材料。

5.2.4.3 断路器

检查充电机的断路器应符合GB/T 18487.1—2015中10.2.3的规定或具备对应的证明材料。

5.2.4.4 继电器

检查充电机的功率继电器应符合GB/T 18487.1—2015中10.2.4的规定或具备对应的证明材料。

5.2.5 防雷措施检查

5.2.4.1
5.2.4.2
5.2.4.3
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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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充电机应采取避雷防护措施，且符合GB/T 18487.1—2015中11.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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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防盗措施检查

检查户外型充电机，应具有防盗措施，如防盗锁和防盗螺钉等，且产品安装说明书中应有相关要求。

5.3 功能试验

5.3.1 充电控制功能试验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充电控制功能试验：

a)    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检查充电机应能根据车辆电池管理系统模拟软件提供的数据动态调整 

充电输出，并根据设定的参数执行相应动作，控制充电过程且自动完成充电。

b)    具备手动充电控制功能的充电机在进行调试或维护时，且没有连接上级监控系统或运营管理系 

统以及车辆的情况下，检查充电机应按照制造商声明的方式手动设定充电参数，并实施充电启 

停操作，完成充电过程。

5.3.2 通信功能试验

对于具备与厂家指定的上级监控系统或运营管理系统通信功能的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在充电过 

程中，检查充电机应能按照约定的协议要求进行通信。

5.3.3 绝缘检测功能试验

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在绝缘检测前，模拟K1 和 K2 外侧电压绝对值大于10V, 检查充电机应停止绝缘检测过程，并 

发出告警提示；

b)    检查充电机端应设置绝缘检测电路，且在车辆接口连接后到车辆充电回路接触器K5 和 K6 闭合 

前，充电机应能闭合直流输出回路接触器 K1 和 K2 对其内部(含充电电缆)进行绝缘检测，绝 

缘检测电压应符合GB/T 18487.1—2015中 B.3.3 的规定；

c)    按照GB/T 34657.1—2017中6.3.4.5规定的方法进行模拟绝缘故障和绝缘异常，按照图2所示， 

充电机绝缘检测误差不应超过±5%,选择绝缘电阻测试点，测试电压为充电机额定输出电压值，

6.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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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绝缘电阻测试点范围

测试结果应符合GB/T 18487.1—2015中 B.4.1 和B.4.2 的规定。

正常充电

5000/V×(1+5%)

不做评判 —

5009/V×(1-5%)

宜绝缘异常告 
警，可充电

1009/V×(1+5%)

不做评判

1009/V×(1-5%)

绝缘故障，

停止充电

说明：  测试点区域

5000/V

10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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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直流输出回路短路检测功能试验

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模拟直流输出回路出现短路故障，启动充电，检查充电机应停止绝缘检测 

过程，并发出告警提示。

5.3.5 车辆插头锁止功能试验

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启动充电，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通过检查检测点1电压值，并施加符合GB/T  20234.1—2015中6.3.2规定的拔出外力，检查机 

械锁止装置的有效性。

b)   通过检查电子锁反馈信号变化和机械锁是否能操作，检查电子锁止装置对机械锁止装置的联锁 

效果。当电子锁未可靠锁止时，检查充电机不应允许充电。在整个充电过程中(包括绝缘检测 

过程),充电机电子锁应可靠锁止，不允许带电解锁且不应由人手直接操作解锁。

c)     模拟故障不能继续充电、充电完成时，在解除电子锁时车辆接口电压应降至60V DC以下。 

d)     电子锁装置应具备应急解锁功能。

5.3.6 预充电功能试验

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在充电配置阶段，K5 和 K6 闭合前，模拟正常的车辆端电池电压(K1 和 

K2 外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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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合K5 和 K6, 检 

查充电机应在检测到正常的车辆端电池电压后，将K1 和K2 内侧输出电压调整到当前电池电压减去1V~  
10V,  再闭合K1 和 K2。

5.3.7 显示功能试验

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模拟待机状态、充电状态、故障或告警状态等，检查充电机的显示信息或 

状态应符合NB/T 33001—2018中6.7.1的规定，且显示字符清晰、完整，没有缺损。

具备手动充电控制功能的充电机应能显示人工输入信息。

5.3.8 输入功能试验

对于具备手动输入和控制功能的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设置充电机充电参数，检查充电机应能正 

确进入充电过程并执行设置操作；在充电过程中，模拟进行启停操作，检查充电机应能正确启动或停止 

充电。

5.3.9 计量功能试验

对于安装有电能表的充电机，充电机电能计量功能应符合GB/T29318  的规定。

5.3.10 急停功能试验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检查充电机应安装急停装置，且具备防止误操作的防护措施；

b)    对于一体式充电机，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在充电过程中，模拟启动急停装置，检查充电机 

应能同时切断充电机的动力电源输入和直流输出；



13

c)    对于分体式充电机，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在充电过程中，模拟启动急停装置，检查充电机 

应能切断相应充电终端的直流输出，也可同时切断充电机的动力电源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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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安全要求试验

5.4.1 输入过压保护试验

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并设置在额定负载状态下运行。调整输入电源电压超过输入过压保护动作 

值时，检查充电机输入过压保护应启动，立即切断直流输出，并发出告警提示。输入过压保护动作值不 

应低于115%额定输入电压。

5.4.2 输入欠压保护试验

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并设置在额定负载状态下运行。调整输入电源电压低于输入欠压保护动作 

值时，检查充电机输入欠压保护应启动，并发出告警提示。输入欠压保护动作值不应高于85%额定输入 

电压。

5.4.3 输出过压保护试验

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在充电过程中，人为模拟充电机输出过压故障，检查充电机应立即切断直 

流输出，并发出告警提示。

5.4.4 输出短路保护试验

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并设置在额定负载状态下运行，短接充电机的直流输出端，检查充电机应 

自动进入恒流输出状态或切断直流输出，并发出告警提示。短路容量保护值不应超过NB/T 33001—2018 

中6.10.3的规定。

5.4.5 过温保护试验

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并设置在额定负载状态下运行，采用如过滤网堵塞、冷却风扇失效或其他 

故障方式，模拟充电机内部温度超过过温保护值，检查充电机应降低输出功率或切断直流输出，并发出 

告警提示。

5.4.6 开门保护试验

将具有维护门且门打开时可造成带电部位露出的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在充电前，打开充电机门，检查充电机，应无法启动充电；

b)    一体式充电机在充电过程中，模拟门打开，充电机应同时切断动力电源输入和直流输出； 

c) 分体式充电机在充电过程中，模拟门打开，充电机应切断相应部分的电源输入或输出。

5.4.7 启动急停装置试验

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并设置在额定负载状态下运行，启动急停装置，充电机应在100ms 内断开 

K1 和 K2,  且电子锁解锁时车辆接口电压不应超过60VDC。

5.4.8 输入电流过冲试验

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设置在额定负载状态下运行，在充电机进入充电阶段开始输出时，用测量 

仪器记录充电机输入峰值电流，检查充电机峰值电流不应超过额定输入电流峰值的110%。

5.4.9 蓄电池反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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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在充电参数配置阶段前，模拟将动力蓄电池与充电机输出正、负极反置，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

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1800000212400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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