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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充电站（桩）防雷技术导则》 

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电动汽车充电站（桩）防雷技术导则》团体标准由中国标准化协会批准立项(中国标

协〔2018〕118号）,由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网南瑞）

提出。 

  2.协作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为：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上海西岱尔电子有限公司、安徽金力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大学、德和盛电气（上海）有限公司、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等。 

  3.编制背景、必要性及意义 

随着国家新能源战略的部署和实施，关于鼓励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的利好政策密集出台，

从 2015年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到李克强总理提出加快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再到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

意见》，充电桩行业迅速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该指导意见从国家层面对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给出了明确的指引：“未来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

留建设安装条件；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的车位比例不

低于 10%；每 2000辆电动汽车至少配套建设一座公共充电站。” 

由于绝大多数充电桩建在室外较为空旷地区，且充电桩本是带电金属体。一旦附近存在

雷电活动，在静电感应及电磁感应影响下，其会产生很高的过电压，若充电系统综合防雷措

施不到位，将可能遭受雷击损害。据了解，2015 年夏季，成都市龙泉电动汽车充电站就曾

遭受雷击，导致安装在高压柜内的雷击计数器动作且两个整流柜转换开关全部损坏。与此同

时，雷电流或过电压还会对处于充电桩、充电站周围的人员带来电击威胁，最终给社会安全

带来极大负担。在目前充电桩、充电站建设规模及速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该领域的综合防

雷技术依然存在标准缺失、参数不一、措施不全等短板，对充电桩、充电站建设形成了一定

的制约，因此有必要开展电动汽车充电桩/充电站防雷技术导则标准制定工作，重点针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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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充电桩、充电站防雷技术、产品参数、措施手段等关键内容进行研究确定，为其后续

建设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 

4.主要工作过程 

（1）前期基础 

国网电科院武汉南瑞拥有国家电网公司雷电监测与防护技术实验室，成立了电网雷击特

性与预警技术科技攻关团队，长期以来在开展电网防雷关键技术的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理

论基础和实践经验，针对电力系统中的输电线路和变电站的防雷有扎实的研究基础。电动汽

车充电站在结构上与变电站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通过仿真建模、试验等方法对处于不同环境

下的智能设备的雷击特征和智能组件的耐雷水平进行了研究；结合在输电线路差异化防雷评

估方面的经验，引入雷电定位系统数据，所在区域雷电参数，形成充电站（桩）智能设备防

雷评估方法；参考以往在输电线路、建筑物等方面的雷害防护技术与经验，结合充电站（桩）

的特点，开展了针对性的防雷评估与改造方案研究工作。 

2018年 5月，武汉南瑞赴中国标准化协会等相关协会就如何运用标准化方法促进雷电

防护技术在特定场景的应用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确定由中国标准化协会（以下简称中国标

协）牵头通用标准研制，指导雷电防护应用标准的研制和发布等。 

（2）标准编制组第一次工作会议 

2018年 7月 18日，雷标委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本标准启动会暨编制组第一次工作会议。

与会人员围绕《电动汽车充电站（桩）防雷技术导则》团体标准研制、发布与管理的规范与

要求及相关技术内容等进行了深入讨论，确定了《电动汽车充电站（桩）防雷技术导则》标

准的框架及主要内容。 

（3）标准编制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2018年 10月 30 日，雷标委在武汉组织召开了编制组第二次工作会议，与会人员围绕

《电动汽车充电站（桩）防雷技术导则（工作组讨论稿）》中的相关技术问题展开讨论。与

会人员充分发表观点和见解，逐条逐句提出修改意见建议。经过充分协商沟通，会上对充电

站（桩）的雷电风险评估、直击雷防护、雷击电磁脉冲防护、检测的相关要求达成共识，并

要求武汉南瑞将在此次研讨的基础上，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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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原则 

（1）通用性 

本标准参考了国内外雷电防护的相关标准，结合充电站（桩）的特点进行编制，从实际

生产、管理需要出发，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2）规范性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

则起草，符合标准编写要求。本标准的所有条目在表述上力求做到清晰明确，无模棱两可、

含糊其辞或易于产生歧义的表达；在方法上力求做到务实、有效、可操作。 

（3）协调一致性 

注意与相关行业或领域的协调一致。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分为 7个章节，规定了电动汽车充电站（桩）防雷的一般技术要求、雷电防护

装置的选用原则及运行维护要求等相关要求。内容包括范围、术语和定义、风险评估、直击

雷防护、雷击电磁脉冲防护、检测、附录 A充电站弱电设备雷害风险评估计算、附录 B SPD

的选型、附录 C 充电站防雷装置材料规格。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无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本标准是雷电防护技术在特定场景——电动汽车充电站（桩）的应用，与目前已有的雷

电防护相关标准相对接，在目前充电站（桩）建设规模及速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对该领域

的综合防雷技术依然存在标准缺失、参数不一、措施不全等短板等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

方案。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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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

的协调性 

本标准制定的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协会会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制定标准相配套的各项管理办法及细则。建议标准发布后立即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