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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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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起草。

请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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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广东逸动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T/ACCEM XXX-XXXX

11

电动船外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动船外机的组成、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 elite（500 W）、spirit （1 kw）、navy 3（3 kw）、navy 6（6 kw）、x12 (12 kw)，

x20（20 kw），x40（40 kw）系列的电动船外机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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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766-2008 色漆和清漆 涂层老化的评级方法

GB/T 1865-2009 色漆和清漆 人工气候老化和人工辐射曝露 滤过的氙弧辐射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 低温

GB/T 2423.17-2024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Ka：盐雾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

GB/T 2423.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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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6109.11-2008 漆包圆绕组线 第 11 部分：155 级聚酰胺复合直焊聚氨酯漆包铜圆线

GB/T 6739-2022 色漆和清漆 铅笔法测定漆膜硬度

GB/T 9286-2021 色漆和清漆 划格试验

GB/T 13560-2017 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

HG/T 2006-2022 热固性和热塑性粉末涂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动船外机 electric outboard engine

以蓄电池作为主要能源，由电机驱动，带动螺旋桨推动船体前进或后退的船用推进器。

4 组成

电动船外机是一种以电力为驱动能源的船用推进装置，其组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核心部分：

a) 电机系统；

b) 电池系统；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6BC1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C61B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146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59DFC2A95D47EFE05397BE0A0AF334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CA6C0E542B4AC983E05397BE0A0AED11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EDCA5C3EFF3183BAE05397BE0A0A4F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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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推进系统；

d) 操控系统；

e) 结构与外壳；

f) 冷却系统；

g) 水冷或风冷系统；

h) 电气与连接系统；

i) 辅助功能；

j) 安全与保护。

5 技术要求

5.1 原材料

5.1.1 聚脂粉末

材料应符合 HG/T 2006-2022 的室外用粉末涂料优等品要求。

5.1.2 漆包线

漆包线应符合 GB/T 6109.11-2008 的规定。

5.1.3 磁钢

选用稀土永磁材料，主要磁性能应优于 GB/T 13560-2017 表 1 的规定。

5.1.4 控制箱

应选用抗冲击 22 kJ/m、抗紫外线 250 h 以上性能的工程塑料或更优质材料。

5.2 外观要求

5.2.1 电动船外机表面应清洁、无锈蚀、油污、划痕、镀涂层剥落，螺旋桨叶应无缺口。

5.2.2 电动船外机表面涂层不应有刮伤、刻痕、刮痕、气泡、针孔、分层和空泡，且无杂质。

5.2.3 电动船外机图案、字体、颜色、位置应标贴平整，边缘无翘起。

5.3 整机一般要求

5.3.1 额定功率

5.3.1.1 额定功率段应包括 500 W、1 KW、3 KW、6 KW、12 KW、20 KW、40 KW。

5.3.1.2 按照本文件 6.2.1 的测试要求，应与标称的最大功率偏差不超过± 2％。

5.3.2 续航时间

按照 6.2.2 的测试要求测试电动船外机在最大功率状态下运行，蓄电池从充满电状态运行到蓄电

池因欠压保护装置执行断电的时间，应不低于标称的续航时间。

5.4 整机安全要求

5.4.1 紧急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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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备紧急停机装置。该装置须安装在能使用户可以安全快速地操作的位置。操作紧急停机不需要

使用任何外部工具。

5.4.2 落水保护

应具备落水保护开关，该开关与使用者通过绳索相连。使用者落入水中，船外机必须立即停机。

5.4.3 电器部件

5.4.3.1 电器装置

电动船外机的电器系统应安装到位，极性正确；电器配线应与电流量相适应，以确保设备运行时的

安全、可靠。

5.4.3.2 欠压保护功能

电动船外机的控制器应具有欠压保护功能和短路保险装置。在船行驶时调速应稳定、可靠。

5.5 整机装配要求

5.5.1 总体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电动船外机应按其型号要求组装，不得错装和漏装；

b) 电动船外机各紧固件应紧固到位，各转动部件应运转灵活；

c) 各对称部件应与机器中心面左、右对称不得有明显的偏斜；

d) 操舵系统应装配正确，整机操纵灵活；

e) 电动船外机的不动件不允许与运动部件相碰擦。

5.5.2 轴长

在船外机起翘角度零度状态时，从船外机夹具内侧顶面到螺旋桨轴的距离，与标称值偏差不超过 ±

3 ㎜。

5.6 整机航行要求

电动船外机须经 1 h 航行试验，试验过程中不应发生整机各零部件的断裂和电器控制系统各部件

的损坏或失效，试验后不应丧失其航行功能。

5.7 环境适应性

5.7.1 气温

电动船外机温度为- 25 ℃ ～ 55 ℃ ± 2 ℃，应能正常工作。

5.7.2 水温

电动船外机温度为- 2 ℃ ～ 32 ℃ ± 2 ℃，应能正常工作。

5.7.3 湿热

电动船外机在温度为 40 ℃、相对湿度为 93％时，应能正常工作。

5.7.4 耐紫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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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露件经 250 h 紫外线测试后，综合评定等级应不高于 GB/T 1766-2008 中的 2 级。

5.7.5 盐雾

电动船外机外壳部件经酸性盐雾试验 400 h，表面不应有腐蚀点。

5.8 表面涂层硬度和附着力

5.8.1 电动船外机表面涂层的硬度应不小于 2 H。

5.8.2 表面涂层附着力应不大于 GB/T 9286-2021 中的 2 级。

6 试验方法

6.1 基本要求

试验所用的检测设备和器具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电器装置的检测用仪表，其精度等级应不低于 0.5 级；

b) 测功计的精度应不低于 1％；

c) 直流电源的波纹系数应不大于 5％。

6.2 外观

目测。

6.3 整机一般要求试验

6.3.1 额定功率试验

6.3.1.1 试验条件

按以下要求进行：

a) 试验应在海平面和最高海拔 250 m 之间的静水中进行；

b) 螺旋桨轴中心线以下的最浅水深应为螺旋桨直径的 4 倍；

c) 在螺旋桨前面和后面水面以下都不应该有突出障碍物，避免吸入空气或导致空化。在螺旋桨前

面后面 3 m 以内和每一侧 0.7 m 距离内应有一无阻碍流通区域；

d) 电量：不低于 90％。

6.3.1.2 试验步骤

在试验场地安置电动船外机，螺旋桨最高点应低于水面一定距离，以免引入空气或导致空化，将

电动船外机的油门加到最大，用电压表读取电池输出电压，用电流表读输出电流，按式（1）计算额定

功率，该项试验应使机器持续运行，待电压电流平稳后取其平均值：

P = U × I...........................................................................(1)
式中：

U ----电池电压，单位为 v；

I ---- 电池电流，单位为 A。

6.3.2 续航时间试验

6.3.2.1 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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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航时间的试验条件按 6.3.1.1 的规定进行。当试验结果发生争议时，可在环境温度为（25 ± 5）℃

条件下，进行仲裁试验。

6.3.2.2 试验步骤

按制造厂的说明书对蓄电池充足电，以额定功率运行到欠压保护装置作出反应为止，记录其续航

时间。

6.4 整机安全要求试验

6.4.1 紧急停机试验

目测紧急停机开关位置。并在 6.3.1.1 中测试环境下，断开紧急停机开关，观察机器是否立刻停止

运行。

6.4.2 落水保护试验

按照 6.4.1 的测试方法。把安全开关系在测试人身上。测试人员离开机体，模拟落水情况，观察机

器是否应立刻停止运行。

6.4.3 电器部件试验

6.4.3.1 电器系统检测

目测检查电器系统是否安装到位，接线的极性是否正确，电线安装是否与运动部件或锐边相碰擦；

并用手拉力计测试线路连接的牢固性。

6.4.3.2 欠压保护功能试验

按制造厂的说明书，将电动船外机接上其额定电压，逐渐降低电压到说明书标明的欠压状态，观察

其欠压保护装置是否动作。

6.5 整机装配要求检验

6.5.1 总体要求检验

采用手感，目测，仪器测试等方法对功能和外观进行检验。

6.5.2 轴长

测量从船外机夹具内侧顶面到螺旋桨轴的距离，手动调节夹具使机身轴线和夹具内侧顶面最接近

垂直，测量得到螺旋桨轴和夹具内侧顶面的垂直距离，作为轴长。

6.6 整机航行试验

6.6.1 试验条件

按以下要求进行：

a) 试验水面：合适的开阔水面；

b) 实验船：合适大小的船，及两名测试人员。

6.6.2 试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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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前应对被试电动船外机进行检查和调整，使各部件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试验时在保证航行安

全的情况下，尽可能以较高航速行驶。

6.7 环境适应性

6.7.1 高温

按 GB/T 2423.2-2008 的要求进行高温试验。

6.7.2 低温

按 GB/T 2423.1-2008 的要求进行低温试验。

6.7.3 湿热

按 GB/T 2423.4-2008 要求进行湿热试验。

6.7.4 耐紫外线

按 GB/T 1865-2009 表 3 中循环 C 的要求进行耐紫外线试验，按照 GB/T 1766-2008 的规定进行评

定。

6.7.5 盐雾

按 GB/T 2423.17-2024 的要求进行 168 h 的耐盐雾试验。

6.8 表面涂层硬度和附着力

6.8.1 按 GB/T 6739-2022 的要求进行表面涂层硬度检验。

6.8.2 按 GB/T 9286-2021 的要求进行表面涂层附着力试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电动船外机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组批

以同一工艺、同一原辅材料生产的同一规格产品为一组批。

7.2.2 抽样规则

出厂检验应进行全数检验。因批量大，进行全数检验有困难的可实行抽样检验。抽样检验方法依据

GB/T 2828.1-2012 中规定，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一般检验水平Ⅱ，质量接受限（AQL）为 6.5 ，

其样本量及判定数值按表 1进行。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59DFC2A95D47EFE05397BE0A0AF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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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出厂检验抽样方案

本批次产品总数 样本量 接受数（Ac） 拒收数（Re）

26 ～ 50 8 1 2

51 ～ 90 13 2 3

91 ～ 150 20 3 4

151 ～ 280 32 5 6

281 ～ 500 50 7 8

501 ～ 1 200 80 10 11

1 201 ～ 3 200 125 14 15

注：26 件以下为全数检验。

7.2.3 检验项目

产品出厂前应经生产企业的质量检验部门逐一检验合格，并附有检验合格证方能出厂。出厂检验项

目和顺序按表 2的规定。

表 2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 5.2 6.2 √ √

2 整机一般要求 5.3 6.3 - √

3 整机安全要求 5.4 6.4 - √

4 整机装配要求 5.5 6.5 - √

5 整机航行要求 5.6 6.6 - √

6 环境适应性 5.7 6.7 - √

7 表面涂层硬度和附着力 5.8 6.8 - √

注：“√”表示需检验项目，“－”表示无需检验项目。

7.3 型式检验

7.3.1 提交型式检验的产品必须是经生产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的产品。

7.3.2 有下列情况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转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应每半年进行一次检验；

d) 产品停产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e) 合同规定进行型式检验时；

f) 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3.3 型式检验按照表 2 的全部要求进行。

7.4 批量

用同一批原材料在相同生产工艺和产品条件下连续制造的产品视为同批量。

7.5 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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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性能均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其中任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

格。

7.5.2 顾客对产品有特殊要求的，按顾客要求进行（组批、检验和判定）。

7.6 复验规则

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则应取留作复验的电动船外机样品进行重复试验，如果复验结果仍不符合

要求时，则该批产品应报废或降级使用。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8.1.1 产品上应在明显部位设置铭牌，铭牌上应有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

b) 型号规格；

c) 制造厂商；

d) 箱体尺寸；

e) 出厂编号；

f) 出厂日期。

8.1.2 每台电动船外机必须附有说明书，并应有下列内容：

a) 在仔细阅读说明书、了解电动船外机的性能之前，禁止使用电动船外机；

b) 紧急安全开关的作用，和使用方式；

c) 蓄电池的正确使用和保养方法（只针对标配蓄电池的机型）；

d) 充电器的正确、安全使用方法（只针对标配充电器的机型）。

8.2 包装

8.2.1 包装箱应牢固可靠，标志应清晰，应符合 GB/T 191-2008 的规定。并注明商标、箱体尺寸、出

厂日期及向上、防潮、小心轻放等标志。

8.2.2 每台电动船外机的包装内应当有产品合格证和保修卡。

8.3 运输

8.3.1 在运输过程中应固定牢靠，避免撞击碰伤。

8.3.2 装卸时要轻装轻卸，防止撞击，防止倒置。

8.3.3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当轻拿轻放，不准抛掷、翻滚、重压。

8.4 贮存

8.4.1 产品应置于干燥通风处，应避免在高温和温度急剧变化处放置。

8.4.2 产品应与酸、碱等有化学腐蚀性物品隔离。

8.4.3 产品应采取必要的防锈措施， 保证在正常的储运条件下，六个月内不发生锈蚀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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