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动中重型卡车共享换电站建设及换电车辆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电动中重型卡车共享换电站建设及换电车辆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批准立项，文件号中汽协函字〔2021〕551 号，标准计划号 2021-75。

2. 编制背景与目标

从新能源汽车发展支出，在能源供给方面，就一直存在换电和充电的两条技术路线至争，

同时，两条技术路线也一直在各自发展。直到 2019 年下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遇到瓶

颈背景下，凭借降低购车成本、提高补能效率、补电过程安全等优势，车电分离换电模式备

受关注。

2020 年，换电生态圈多元主体齐发力，在商用车领域，换电重卡在专线运输、港口内倒、

支线短倒等短途运输场景全面开展试点示范，产业链企业密集涌入换电网络建设运营。业界

对换电模式应用场景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未来新能源汽车能源补充方式将呈现多样化和场

景化，充电、换电均有各自的应用场景和客户基础，换电模式将成为充电模式的重要补充，

短期内换电模式将首先在营运车辆领域实现大规模推广。预计到 2035 年，中国换电站的数

量将达到 1 万座，换电服务市场空间将达到 1200 亿元。但目前国内针对电动中重型卡车的

换电没有统一的技术要求与方法。

秉着团标先行、按需制定、注重实用、服务产业的原则，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

“中汽协”）立项，由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牵头，同万帮数字能源有限公司联合组织各主

机厂与设备厂共同研究电动中重型卡车共享换电站建设及换电车辆技术规范，制定团体标准。

本标准立足于换电技术发展和规模化应用，围绕着如何推动换电方案与电池标准化，推

进电池总成与接口的标准化、通用化。实现车端的标准化与换电站端的标准化，发展“共享

换电站”，一站可服务多品牌、多型号车辆，一车也可使用多品牌、型号换电站。制定研究

该团体标准是符合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整体规划和产业发展需求的。此标准有利于汽车产业

与补能服务产业在电动中重型卡车的换电技术要求与方法上形成共识，同时也是对企业进行

换电车辆与换电站产品开发的一种指导，促进电动中重型卡车的推广应用，助力产业链生态

的形成与发展。



本标准的研究与制定也能够为各企业开展换电产品研发工作提供有效技术指导与支撑。

本标准发布后仍将持续迭代，适时修订，并为后期相关国家标准的制定奠定基础。

3. 主要工作过程

1）2021 年 8 月，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进行了内部梳理和外部交流，研究了行业痛点，

明确了产业链上下游需求，邀请万帮数字能源（星星充电）负责换电站端部分的标准编制工

作

2）2021 年 10 月，在前期的产品与市场研究研发基础上，站端标准文件内部讨论稿完成

3）2021 年 11 月 4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充电联盟）通过视频形式组织召开《电动中

重型卡车共享换电站建设及换电车辆技术规范》系列团体标准立项评审会议，行业专家、标

准起草单位及 C8 平台企业代表等 30 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一致同意标准立项并公示

4）2022 年 1 月，站端标准文件初稿完成，1 月 19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充电联盟）组

织行业进行线上车端标准讨论会议

5）2022 年 3 月，站端标准文档完成数次沟通后，完成两轮迭代，并与车端标准完成衔

接和拉通，形成初稿

6）2022 年 4 月 2 日，站端及车端标准文档提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充电联盟），4月 6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充电联盟）将标准下发至相关车企及设备商进行初稿意见征集活动

7）2022 年 4 月 13 日至 14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充电联盟）通过视频形式组织召开

《电动中重型卡车共享换电站建设及换电车辆技术规范》系列团体标准研讨会

8）2022 年 4 月 26 日，完成第一版标准意见收集，标准起草单位完成相应文稿修改工作

9）2022 年 5 月 6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充电联盟）通过视频形式组织召开标准讨论

会，完成车端 5项标准草案线上讨论，达成一致意见

10）2022 年 5 月 27 日，与行标制定单位福田关于换电连接器方案进行线上拉通会议

11）2022 年 6 月 16 日，解放与中汽中心针对换电团标编制内容意见及建议进行研讨

12）2022 年 7 月 18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充电联盟）通过视频形式组织召开标准讨

论会，进行最后标准内容确认，推动标准进入行业征求意见阶段。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1）本标准旨在规定换电重卡中换电上箱体、下底托、换电连接器、换电控制器的

关键指标、技术方案和测试方法；规定电动中重型卡车共享换电站的技术方案、

关键指标和测试方法，以及换电站建设要求；规定换电站与换电重卡的相互匹

配要求，达到实现互操作的要求；

2）项目组内企业对标准内容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工作制会议上充分讨论；

3）起草过程，注重国内外现有相关标准的统一和协调；

4）在充分总结和比较国内换电站方案和数据材料的基础上，并结合非标自动化经

验，做到引导技术方向，同时符合现有 GBT 18487《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GBT 27930《电动汽车费车载传道士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讯协议》、

QC/T 989-2014《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箱通用要求》、QC/T 413-2002《汽车

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等现有标准内容，合理衔接现有技术路线，实现电动

中重型卡车综合补能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5）本标准的修订与电动中重型卡车产业和共享换电站产业的发展相适应，需要体

现先进性和指导性，并能够促进电动中重型卡车换电产业生态的建立与发展。

2. 主要内容

标准规定了电动中重型卡车共享换电站及换电车辆的技术要求与规范，总共分为 13 个

部分，分别阐述了共享换电站各个子系统、建设、安全等各方面的内容，规范换电车辆上换

电部分的各子系统（换电上箱体、下底托、换电连接器、换电控制器）关键技术指标，具体

包括以下内容：

1）《第 1部分：总则》

本部分作为电动中重卡共享换电站建设及换电车辆技术规范的总体规则，其相关分

标准编写及修订应体现于总则之中。

本部分对车端及站端硬件接口及通信协议等相关技术条件进行统一，遵循行业技术

先进性、前瞻性及通用性原则，实现“车&站互通互换”目的，满足市场车电分离需求。

本标准适用于 N2、N3 电动中重卡吊装式换电车辆，其它车型可参照使用。

2）《第 2部分：换电系统与装置技术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电动中重型卡车换电站换电系统和装置的基本构成、环境要求、性能

要求、安全性能、环境适应性能和试验方法等。

3）《第 3部分：换电电池包通信协议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电动中重型卡车共享换电电池组基于控制局域网（CAN）的通讯物理

层、数据链路层及应用层的定义。

适用于采用CAN通信方式的电动中重型卡车共享换电电池组在换电站内与其相连接

的设备之间的通信。

4）《第 4部分：车辆识别系统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电动中重型卡车换电站识别系统的组成，以及功能要求、性能要求、

安全性要求、试验方法等。

5）《第 5部分：充电设备、搬运设备、电池仓储系统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电动中重型卡车换电站的充电设备、吊装设备、电池仓储系统的技术

要求。

6）《第 6部分：数据安全管理，风险预警分析技术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电动中重型卡车换电站的数据安全管理，风险预警分析等技术要求。

7）《第 7部分：安全防护及应急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电动中重型卡车换电站的安全防护要求及应急要求。

8）《第 8部分：换电站规划布局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电动中重型卡车换电站的规划布局要求。

9）《第 9部分：换电站标识、安全运营、设备运输和安装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电动中重型卡车换电站的标识、安全运营、设备运输和安装要求。

10）《第 10 部分：换电车辆换电上箱体技术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换电车辆电池包、换电箱体的主要技术参数和技术要求。

11）《第 11 部分：换电车辆换电底托技术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商用车换电车辆换电底托的技术要求、安全监控系统、试验方法和检

验规则。

12）《第 12 部分：电连接器技术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换电式电动中重卡换电电连接器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

标识、包装、运输和存储。

13）《第 13 部分：车载换电控制器技术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电动中重卡车载换电控制器的技术要求、功能要求、性能要求、通信

协议结构、通信连接、数据包结构与定义、数据单元格式与定义和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车载换电控制器与车端之间的通信要求、车载换电控制器与换电站之

间的通信要求。

三、 主要试验情况

标准制定工作组成员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已依照本标准实现了电动重卡换电电池箱

整体的技术方案，完成上箱体可靠性试验，完成锁止机构疲劳寿命试验；万帮数字能源有限

公司已依照本标准实现了电动中重型卡车共享换电站的技术。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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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目前中重卡换电市场技术路径多样化，各企业快速进军新产品新业态，无标准化、统一

化管理，导致“车▪站互通互换”性不强，制约“车电分离商业模式”发展，技术垄断彰显，

与国家政策初衷相悖。

本标准主要从硬件及软件 2 方面规范相关技术参数：硬件方从结构尺寸、抓举方式、锁

止机构、冷却方式、高低压线束布置进行模块化设计，软件方面从系统架构、通讯标准化、

接口定义进行通用化设计，统一换电系统硬件接口及软件定义，以达到换电产品互通互换的

目的。

换电系统“标准化”是提升换电技术发展和规模化应用的关键及重要基础。《电动中重

型卡车共享换电站建设及换电车辆技术规范》体现了行业技术先进性、前瞻性、标准性，引

领行业技术先行，进行战略层面引导，即发展“共享换电站”，一站可服务多品牌、多型号

车辆，给用户带来良好的使用体验，推进中重卡“换电模式”进入良性市场运转。

本标准的编制，提出了电动中重型卡车换电站与换电重卡的技术规范，有利于指导企业

相关产品的开发与实现互操作。当实现了电池箱的统一，换电控制器的协议统一，就可以实

现换电站的共享，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快电动中重型卡车换电生态的建设，推动产业链的



发展。在换电站共享的基础上实现站控系统与运营平台接口的统一后，就可以实现运营平台

的统一或互联互通，达到可以随处换电，与充电并行互补，充分促进电动中重型卡车的推广，

达成国家的新能源战略。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无抵触，并可为后续汽车数据相关的法律、

法规、标准的出台提供支撑。

六、 与国内外对比情况

针对电动中重型卡车换电站与换电重卡的要求与方法，国际上不同企业有各自标准，总

体来说还没有统一的相关标准，因此，暂无此方面的对比数据。

七、 标准在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机相关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标准不矛盾。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协会会员和其他社会组织、企业自

愿使用。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根据本标准提出的电动中重型卡车站与换电重卡的技术规范，指导企业对相关产品的研

发，以满足国家新能源战略的要求。在贯彻措施方面，首先应在实施前保证本标准的宣传，

使每个相关企业都能及时获知本标准并能获取，这是保证新标准贯彻实施的基础。其次，对

于标准适用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疑问，起草单位有义务进行必要的解释。最后可以针对标准适

用的不同对象，有侧重点地进行标准的培训和宣贯，以保证标准的贯彻实施。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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