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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意义

1、产业发展现状

随着国家新能源战略的部署和实施，国家节能环保政策的

落实贯彻过程中，关于鼓励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的利好政策密

集出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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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逐渐得到推广和应用，与此伴随着大量电动

汽车充电站的建立与使用。电动汽车充电站是采用整车充电模

式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场所，一般包括 3台及以上电动汽车

充电设备（至少有 1台非车载充电机），以及相关供电设备、

监控设备等配套设备。

截至 2021年底，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数量达到 114万
台，充电站分布范围广、种类形式多，且一般建设于露天、半

露天的环境下，当有雷电活动时，产生的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

将使带电状态下的充电设施因感应而存在高电压，这对充电桩

中的大量微处理器和集成电路都极易造成雷击损坏，轻则击损

充电桩内部电子系统，重则导致正在充电中的电动汽车受牵连

而引发更严重的灾害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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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同时，雷电

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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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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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标准的必要性

目前，国内深圳市地方标准、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标准在关于电动汽车充电站建设范围，不同程度涉及了接

闪设施、接地、引下线等雷电防护装置的建设设计要求，以及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分类、周期等常规内容；而 GB标准和国

外的研究和标准则多与电动汽车的充电系统设置、充电过程优

化等相关。电动汽车充电站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尚未有技术规

范指导。然而仅仅依据目前国家或行业现行的规范在充电站设

计规范都在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和检测方面存在缺失、甚至不适

用等问题。汽车充（换）电站雷电防护装置相关规范尚不能满

足需要，因此加快制定电动汽车充（换）电站内雷电防护装置

的检测技术规范十分必要，该标准的实施可以降低巨大的雷击

灾害风险、保障人身与设备安全，同时减少了经济与社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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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充电桩、充电站建设规模及

速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该领域的综合防雷检测技术依然存在

标准缺失、参数不一等短板，导致对充（换）电站雷电防护装

置设计存在一定制约，同时存在防雷安全隐患，因此有必要开

展电动汽车充电桩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的标准制定工作，

重点针对不同类型充（换）电站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的关键

内容进行研究确定，为其后续的雷电防护装置安全检测工作提

供必要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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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标准的可行性

目前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在汽车充（换）电站领域

缺失，本标准一方面将适用于各类汽车充（换）电站的雷电防

护装置检测，将系统性、针对性的规范不同形式、不同环境下

的各类汽车充（换）电站的雷电防护装置的设计和检测；另一

方面标准规定了电动汽车充（换）电站防雷装置检测应遵循的

基本原则和主要技术要求。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主要由苏州市气象局负责，该单位在推

进省内防雷减灾事业，促进防雷减灾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制定

防雷行业发展规划，开展防雷服务质量监管等工作起着重要的

引领作用，也曾承担《雷电灾害防御检查工作准则》《雷电防

护装置检测部位及检测点确认技术规范》等江苏省地方标准的

起草工作，并具备雷电防护科学专业方面的相关职业技术人员。

因此在当前技术和专业人员背景条件下，本标准较易实施。

4、预期经济社会效益

本标准虽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本技术标准的实施

可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制定的《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和中国气象

局制定的《防灾减灾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防雷

检测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工作，从而加强雷电灾害防御工作，

提高雷电灾害防御能力和水平，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保

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对于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效益显著。

二、 任务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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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地方标准管理办

法》，由苏州市气象局、江苏省防雷减灾协会共同提出立项，

经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评估批准，依据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苏市监标[2023]173号》文件，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

达 2023年度第一批江苏省地方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2023年
8月 4日，《汽车充（换）电站防雷检测技术规范》省地方标

准研制项目列入 2023年年度江苏省地方标准项目计划。

三、 编制过程

具体编制工作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成立项目组（2023年 1月至 2月）

江苏省防雷减灾协会提出编制需求，由苏州市气象局、江

苏省防雷减灾协会、无锡学院、无锡市气象局等机构组织人员

成立项目组，开始本项目的筹备工作。

2、组织申报（2023年 3月至 4月）

由项目组填写《江苏省地方标准项目建议书》，起草标准

草案，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

3、标准立项（2023年 5月至 8月）

经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评估批准并下达 2023年度江苏

省地方标准项目计划，本标准项目正式予以立项。

4、标准编制（2023年 9月至 2024年 5月中旬）

2023年 9月编制《汽车充（换）电站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技术规范》工作大纲、讨论研究实施方案、目标与任务、明确

分工，期间多次邀请中石化壳牌、特来电、蔚来等公司的顾问

专家开展专业技术研讨会。2023年 10月项目组收集相关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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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行业的有关标准，汽车充（换）电站使用情况及反馈意见、

汽车充（换）电站防雷检测的技术评审报告等资料。2023年 1
1月至 2024年 3月项目组遵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有关规定主体内容及框架的

基础上编制《规范》的初步文稿，2024年 4月至 5月上旬项

目组多次召开标准编制研讨会，细化深化汽车充（换）电站雷

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要求的具体内容溯源、形成《汽车充（换）

电站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的完整性文稿（征求意见

版）。

5、意见征求（2024年 5月下旬）

在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

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不少于 30日）。征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以

及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消费者组织和教育、科研机构等专

家意见。

四、 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定

标准共分为 11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范围；2、规

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防雷类别；5、检测周期；

6、检测方法；7、作业要求；8、检测项目；9、检测部位；10、
检测要求；11、其他要求。

汽车充（换）电站防雷检测技术规范包括：充（换）电站

防雷类别、检测周期、检测方法、作业要求、检测项目、检测

要求等方面。

第一章“范围”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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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列举了主要引用的标准规范文

件。

第三章“术语和定义”对雷电防护装置、电涌保护器、电

动汽车充（换）电站等术语名词进行了定义。

第四章“防雷类别”将汽车充（换）电站规定为第二类防

雷建筑物，主要参考依据为 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

计规范》、GB 50058—2014《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

范》、GB 50966—2014《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等。

第五章“检测周期”规定了充（换）电站的防雷装置检测

间隔时间为 6个月，主要参考依据为 GB 50057—2010《建筑

物防雷设计规范》。

第六章“检测方法”规定了充（换）电站防雷装置检测方

法主要包括观察检查和查阅资料两种方式，主要参考依据为 G
B/T 21431—2023《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3
2938—2016《防雷装置检测服务规范》、NB/T 33001—2018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

第七章“作业要求”规定了汽车充（换）电站现场作业的

环境要求、安全要求和人员要求。目的在于要求检测人员在日

常检测工作时应做好工作交底、安全交底和技术交底。

第八章“检测项目”规定了汽车充（换）电站的雷电防护

装置检测的必要项目为以下五大项：a)接闪器；b)引下线；c)
接地装置；d)等电位连接；e)电涌保护器（SPD）。主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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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为 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和 GB/T 214
31—2023《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第九章“检测部位”详细罗列了汽车充（换）电站所需检

测的具体部位。其中具体参考了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充电站、换

电站及充换电一体站内的相关设施，包含蔚来充换电一体站、

北汽出租车换电站、上汽飞凡换电站、特来电充电站、星星充

电站、特斯拉快充站、极氪充电站和壳牌充电站等。

第十章“检测要求”规定了汽车充（换）电站的雷电防护

装置检测的具体要求，从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等电位

连接、浪涌保护器和其他六个方面具体阐述了检测的具体要求。

主要参考依据为 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T 21431—2023《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和 DB52
/T 16885—2022《电动汽车充电站（桩）防雷技术规范》。

第十一章“其他要求”规定了充（换）电站检测流程、检

测记录和检测报告，按照 GB/T 21431—2023《建筑物防雷装

置检测技术规范》和 GB/T 32938—2016《防雷装置检测服务

规范》的规定执行。

附录 A给出了充（换）电站内直流充电设备的 SPD安装

位置示意图。

五、 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

准化法实施条例》、《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汽

车充（换）电站防雷检测技术要求编制符合 GTB/TH-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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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国际电子电工委员会发布的 IEC-62305系列标准是各

国普遍认可和采用的规范，重点引用和参考了以下标准： 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8—2014《爆

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343—2012《建筑物

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T21431—2023《建筑物

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32938—2016《防雷装置检

测服务规范》、GB50966—2014《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

范》、NB/T33001—2018《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

术条件》和 DB52/T 16885—2022《电动汽车充电站（桩）防

雷技术规范》。

六、实施推广建议

本标准系统性、针对性的规范不同形式和不同环境下的各

类汽车充（换）电站的雷电防护装置的设计和检测，规定了电

动汽车充（换）电站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主

要技术要求。该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在汽车充电桩领域

的实施，丰富并拓宽了原有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的应用场景，

并弥补了该领域原有理论技术的空白，有良好应用前景和推广

意义；该技术标准为电动汽车充（换）电站主体雷电防护装置

的方案设计、维护和防雷安全检测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参考。

因此建议江苏省气象局及江苏省防雷减灾协会就本标准对于省

辖区内的各气象局下属防雷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及省内开展雷电

防护装置检测业务的检测机构进行标准的宣贯和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