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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超 4亿辆。与此同时，电动自行

车引发的火灾数量也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

2023 年全国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 2.1 万余起，相比 2022 年上升

17.4%。大部分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充电过程中。

传统交流充电桩相当于定时插座，根据用户消费金额确定通

电时间，无法检测到充电器后端充入电池的电压与电流。当电池

已经充满或异常，其无法感知并及时断电，依然保持输出，大大

增加充电起火隐患。

电动自行车直流集中充电系统直接与被充电池相连，充电过

程实时检测电池端异常，发现异常提前预警并物理断电，保障了

充电安全。

但是，当前电动自行车直流集中充电系统相关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团体标准均不够完善。在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标准方面，

有 GB/T 42236.1《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第 1部分：技术规范》、

GB 42296《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T/CHINABICYCLE

1-2018《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设备技术规范》等国家/团体标

准，由于工作原理上的不同，所以这些标准在技术要求的功能、

性能指标、试验方法等方面均无法适用于直流集中充电领域。因

此亟需制定直流集中充电相关标准，对关键功能和性能参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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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进行规定，以保证直流集中充电产品的质量及使用效果，

提高我国直流集中充电领域总体技术水平。

二、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浙江省消防协会团体标准归口，由浙江逸畅互联科

技有限公司提出并牵头，联合卓领物联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铁塔能源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移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武汉市万御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逸畅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等单

位共同制定。经浙江省消防协会下达《浙江省消防协会消防标准

化工作委员会会议纪要》（浙消协【2024-001】）。

（二）主要工作过程

1. 成立起草小组，明确工作任务

2024年 3月，成立《电动自行车直流集中充电系统消防安全

技术要求》标准制定工作小组，明确标准起草成员及各自任务分

工和主要职责，提出具体的工作思路和阶段任务，制定标准研制

工作实施方案，确定标准制定过程和关键时间节点。

2. 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意见

2024年 6月份开始，选定了市场主流的集中充电产品作为调

研对象，分析产品的共性及差异，并广泛听取产品使用单位、工

程单位等的意见和建议，深入了解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领域产品

现状，为标准的制定做基础的准备。

3. 认真研制，反复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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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组通过广泛学习相关的政策法规、阅读文献、内部

研讨等，起草组同时认真查阅 GB/T 42236.1《电动自行车集中充

电设施第 1部分：技术规范》、GB 42296《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

安全技术要求》、T/CHINABICYCLE 1-2018《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

设施设备技术规范》等国家标准和其他相关标准资料，总结分析

了电动自行车直流集中充电智能控制与提前预警方面的成果和经

验，初步拟定征求意见稿内容。为保证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

可行性，起草组在研制阶段陆续召开多次组内讨论，并对外征求

主管部门、专家、产品使用单位等的意见和建议，达成该标准的

基本共识。

4. 仔细完善标准，提交公开征求意见

标准征求意见初稿完成之后，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提交协

会，2025 年 1 月 10 日由浙江省消防协会组织了专家对征求意见

初稿进行审评，审评会在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延安路 447 号浙江

饭店 13F 杭州厅召开，由来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消防协会及

相关企业的 5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听取了标准牵头起草单位汇报

标准研制情况；专家组对标准征求意见初稿内容进行整体审查，

并给出了修改的建议和意见。

标准起草团队针对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对征求意见初稿进

行了系统的修订，修订完毕之后浙江省消防协会于 4月 25 日再次

组织专家审评，经专家评审建议修改如下：

1） 去掉正文标题“电动自行车直流集中充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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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规范性引用文件“GB/T 2423.1-2008”进行补充。

3） 对术语和定义里的“电动自行车直流集中充电系统”进

行详细描述，对“涓流充电”内容去掉了具体数值。

4） 对系统框图进行优化。

5） 优化 6.3.6 充电异常保护试验的流程描述。

6） 去掉 6.4.1 中的输出电压范围数值。

7） 优化 6.6 环境适应性要求的描述并体现防尘防水内容。

8） 正文最后增加横线。

9） 去掉附录里雨棚部分内容，并加露天安装需要增加雨棚，

雨棚应符合相关标准规范。

标准起草团队针对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再次修订，形成正式

征求意见稿，于 2025 年 5 月 9 日提交浙江省消防协会进行申请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三）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

1. 编制原则

本标准以科学、客观、合理、适用为原则，基于 GB/T 42236.1

《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第 1部分：技术规范》、GB 42296《电

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T/CHINABICYCLE 1-2018《电

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设备技术规范》等进行编写，在遵循国标、

团标的基础上，考虑直流集中充电产品的特性等实际情况而定，

坚持遵循全面性、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

2. 主要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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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本标准适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安装的电动自

行车直流集中充电系统，其他各类具有电动自行车直流集中充电

的设备,除特殊要求由有关标准另行规定外,亦可执行本标准。

2）主要技术内容：本标准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直流集中充电系

统的“术语和定义”“系统组成”“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标签和随行文件”和“包装、运输和贮存”、

“附录”组成。其中，“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是本标准的

主要技术内容。

3）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如下（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已在浙江

省电子信息产品检验研究院验证）：

a) 输出电压：DC 41.4V～88.8V；

b) 充电保护功能：

①进涓流充电后由于电池电压下降引起再次进入高效充电

区或高压充电区时应自动切断输出；

②高效充电区或高压充电区中电流下降后再次上升应自动

切断输出；

③高效充电区或高压充电区中电流长时间无法进入到涓流

应自动切断输出；

④充电中未经过高压充电区或高效充电区，电流始终维持涓

流充电应自动切断输出。

c) 低温试验：-（20±2）℃，2h；

d) 高温试验：(60±2)℃，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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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和协调性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相协调，不存在矛盾、重复、交叉等问题。在法律法规

规章协调性上，本标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

规定。

在标准协调性上，国内相关标准主要有 GB/T 42236.1《电动

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第 1部分：技术规范》、GB 42296《电动自

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T/CHINABICYCLE 1-2018《电动自

行车集中充电设施设备技术规范》等标准，上述标准的技术内容

与电动自行车直流充电系统的功能、性能、测试方法等差异较大，

与本标准的相关性不足，无法直接采纳。

四、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验证情况

本标准中的主要内容要求已经在浙江逸畅互联科技有限公

司的电动自行车直流集中充电系统上验证，产品在电动自行车直

流集中充电领域广泛应用。

五、起草过程中重大分歧处理的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限制。

六、预期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措施

1. 预期效益

1）监督管理：监督管理有据可依，推动市场良性发展

本标准发布后，通过对电动自行车直流集中充电系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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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性能参数指标、检测方法等进行规定，逐步形成相对规范

和行业认可的统一标准，便于主管部门对产品及应用进行监管，

推动市场良性发展。

2）创新示范：发挥新技术能力，提升火灾前期报警能力

电动自行车直流集中充电系统在安全充电领域实现了新的

技术突破，并在行业内逐步应用，通过标准的引导，加大产品的

场景应用，提升充电起火预警处置能力，防范于未燃。

3）促进发展：激活消防行业创新，促进智慧消防发展

通过统一标准，建立公平竞争的产品市场秩序，有助于提升

产品应用的认可度，激活民用安全充电行业的创新，促进智慧消

防行业的发展，提高我国安全充电的总体技术水平。

2. 贯彻实施标准的措施

本标准是基于直流集中充电系统的充电过程的实时监测、突

出提前预警和断电等方面的优势，并结合在集中充电领域应用情

况、电动自行车直流集中充电系统产品市场现状、使用需求而制

定的，吸纳了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生产企业、应用单位等的先

进经验和有效技术内容，标准内容基本能在行业内统一推广实施。

本标准发布后，将在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行业范围内进行推

广应用，同时安排编制小组技术人员进行标准的培训及指导工作，

保障标准的落地使用，进一步扩大标准的影响力。

七、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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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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