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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制背景 

近年来，随着电动自行车的超速发展，庞大的充电需求与缺少规范化建设充

电设施的现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设计，适应城乡

建设发展需要，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推行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设计的标准化，

制定本文件。本文件依据电规协标〔2020〕97 号“关于印发《2020 年中国电力

规划设计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的要求编写。 

二、主要内容 

本规范提供了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的设计技术指南，适用于新建或扩建的住

宅小区、公共建筑及公共场所等项目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的设计，共设 11 章：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原则和要求、选址、总平面布置、供

配电和充电系统、土建、设备、消防及监控系统、标识设计，和 2个资料性附录。 

三、与现行标准比较的技术优势 

目前，指导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设计的相关标准主要有 GB/T 42236.1-2022

《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 第 1部分：技术规范》等，该标准规定了电动自行

https://www.ceppe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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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集中充电设施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包装、运输与贮存，适用于其交流充电

控制器、换电柜和充电柜。 

本文件重点结合新时代电动车的发展动向及要求，就充电库（棚）中整车电

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的选址、总平面布置、供配电和充电系统、土建、设备、消防

及监控系统、标识设计等方面进行研究，填补了国内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设计标

准的部分空白，对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重点条文解读 

为方便阅读，条文原文采用楷体加下划线，解读内容采用仿宋。 

下面 4个术语和定义是对文件重点条文解读理解的基础：  

3.9 标准参考车型 standard reference model 

用于协调各种不同车型，便于统计与计算充电车数量、充电车位大小等数据

而设定的车型。 

3.10 充电车位 charging stall 

为标准参考车型而划分的停车空间，由车辆本身的尺寸和四周所需的间距组

成。 

3.11 充电区域 charging area 

充电库（棚）中车辆行驶与停放充电的空间，主要由充电车位和通车道组成。 

3.12 单元模块 unit module 

便于组合式设计而设定的多个充电车位，10个充电车位为 1个单元模块。 

为方便理解，对本文件的部分重点条文解读如下：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的设计技术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或扩建的住宅小区、公共建筑及公共场所等项目电动自行

车充电设施的设计，既有充电设施的改建设计可参照执行。 

【解读】 本文件不涉及电动三轮车、电动摩托车等机动车辆的充电设施设

计，主要提供了充电库（棚）中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如图 1所示）的设计技术

指南，不含电池集中充换电设施（为多个电动自行车电池集中充换电提供电能的

相关设施的总称，如图 2所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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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充电库（棚）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图 2 电动自行车电池集中充换电设施 

3.14 智能充电箱 intelligence charging case 

为多辆电动自行车提供 220V交流电源并进行智能充电监控管理的设备。 

【解读】 每个智能充电箱（如图 3所示）推荐控制 10个插座，电源为交

流 220V，进出线 3根线，L、N和 PE线，内安装有电度表、滤波器、非接触式

IC卡/扫码、触摸屏/触摸键操作、充电车位对应指示灯、通信端口和通信总线/

无线模块，可实时监测电流、电压等信息，具有过充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

过压(欠压)保护、绝缘保护、漏电保护、防雷保护、电池充满插座自动断电、故

障检测等功能。    

 

 

 

 
 

 

图 3 智能充电箱示意图 

4.3 充电库（棚）按充电车数量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充电库（棚）规模

及充电车数量应符合表 1的规定值。 

表 1  充电库（棚）规模及充电车数量 

                                              单位为辆 

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数量 ＞250 51～250 ≤50 

 

【解读】 推荐给出充电库（棚）规模及充电车数量，为负荷计算、消防及

监控系统的设置提供方便，创新性提出充电车位平面布置宜采用单元模块组合式

标准化设计，制作双排车位充电设施平面布置示意图、单排车位充电设施平面布

置示意图、充电车位宽度和通道宽度示意图、充电系统配置示意图指导设计，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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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文件附录 B。 
4.4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设计宜推行物联网、智能化应用，建立智能充电动

态调控管理系统。 

【解读】 物联网通过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协议将物体与网络相连接，物

体通过信息传播媒介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

管等功能。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充电设备可以实时监测充电状态和充电需求。

智能充电动态调控管理系统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供电可靠性和保障用户需求方

面具有很大优势，可以实现供需平衡和能源的高效利用。  

5.1.1 充电设施的选址应符合城乡规划、道路交通规划、环境保护及消防等

要求。 

【解读】 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发展环境，适当增加建筑退让道路

红线距离和与相邻项目建筑的间距，在新建或扩建的住宅小区、公共建筑及公共

场所等项目周边增加地上充电设施布局（如图 4所示）。利用有限资源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 

 

 

 

 

 

 

 

 

图 4 项目周边地上充电设施布局示意图 

5.1.4 充电设施的选址宜结合电网容量、新能源及储能消纳等条件进行设

置。 

【解读】 宜结合电网冗余容量进行选址布局；结合太阳能光伏板，考虑利

用路灯与分散充电装置的分时负载自动互锁，进行充电方式创新；尝试结合自主、

成熟储能技术选址布局。 

7.1.1 充电库(棚)内充电设施用电可按三级负荷供电。 

【解读】 根据电力负荷因事故中断供电造成的损失或影响的程度，区分其

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进行负荷分级。损失或影响越大，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越

高，电力负荷分级的意义在于正确反映它对供电可靠性要求的界限，以便根据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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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等级采取相应的供电方式，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4.1 充电负荷总电源宜由住宅小区、公共建筑及公共场所等场所的低压配

电间、箱式变压器、低压分支箱等独立回路引出至充电设施总配电箱，由总配电

箱馈出至每组充电总控箱，由充电总控箱分别对各组智能充电箱供电。严禁从应

急照明、消防及其他防灾用电负荷电源点接入。 

【解读】 低压配电级数不宜超过三级，低压配电级数太多将给开关的选择

性及保护整定计算带来困难，但在民用建筑低压配电系统中，很多情况下很难做

到这一点。充电负荷的接入，关键是不能影响到应急照明、消防及其他防灾用电

负荷的用电（如图 5所示），也不能降低居民用电的可靠性。 

 

 

 

 

 
 

 

 

 

 

  

图 5 充电负荷接入示意图 

7.4.2 各级低压配电系统宜采用放射式供电。 

【解读】 从低压配电屏、箱式变压器、低压分支箱等的独立回路以放射式

对充电总配电箱供电,从充电总配电箱以放射式对各充电总控箱供电,从充电总

控箱以放射式对各智能充电箱供电（如图 6所示）。这种供电方案可使电力位于

负荷中心，供电半径小，可靠性高，运行安全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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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压配电屏     2-充电总配电箱    3-充电总控箱    4-智能充电箱 

箱式变压器 

低压分支箱 

图 6 放射式供电示意图 

 

7.4.5 进线开关应具备过流保护和欠压脱扣功能；当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时，工作进线开关应配置分励脱扣器。 

   【解读】 分励脱扣器分励分闸励磁线圈，让断路器实现电动分闸。当设置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时，工作进线开关配置分励脱扣器以便进行消防系统联切。 

7.4.6 各级回路保护应以保证公用电网的可靠性为原则，上下级保护动作特

性应具有选择性，且各级之间应能协调配合。各回路剩余电流动作保护（漏电保

护）配置应符合 GB/T 13955的相关规定。 

【解读】 GB/T 13955《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规定了额定电

压不超过 400V的交流供用电系统的正确选择、安装、使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

置及其运行管理的有关要求。 
7.6.5 充电总控箱及智能充电箱应固定在充电库墙体上、车棚立柱上或地面

合柱上，应设于干燥处且应采用防雨型，防护等级不小于 IP 55，充电插座应固

定在充电库中符合要求的墙体上或充电棚立柱之间的横杆上，应采取防水措施。 

【解读】 为保证充电库（棚）内充电总控箱及智能充电箱的运行稳定性，

对其防护等级等要求作出界定，防护等级 IPXX表示防尘防水等级，防尘等级 4 

级时，能够防止物体大于 1mm 的固体进入；5级时，能完全防止外物侵入，虽不

能防止灰尘侵入，但灰尘的侵入量不会影响电器的正常运作；6 级时，能够完全

防止粉尘进入。防水等级 5 级时，表示从每个方向对准箱体的射水、冲洗都不

应引起损害。 

7.6.6 充电区内配电线路导体介质应采用铜芯导线，室外宜采用一般阻燃型

线缆，室内宜采用无卤低烟阻燃型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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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从保证人的健康和有利于消防的角度考虑，在人员密集场所，以

及有低毒性要求的场所，强调不宜选用含有卤素的绝缘线缆。 

8.2.1 充电库充电车数量不大于 250辆时，可设置一个直通室外的车辆出入

口；超过 250辆时应设两个及以上出入口，且每增加 250辆宜增设一个出入口。 

【解读】 本条参考 JGJ 100《车库建筑设计规范》第 6.2.1条，“非机动

车车库停车当量数量不大于 500辆时，可设置一个直通室外的带坡道的车辆出入

口；超过 500辆时应设两个或以上出入口，且每增加 500辆宜增设一个出入口”。

考虑充电库（棚）火灾危险性比普通停车库（棚）要高，故在原规范基础上加强

要求。  

8.3.2 充电车辆的停车方式可采用垂直式和斜列式。电动自行车充电车位的

宽度、通道宽度应符合表 3的规定值。 

表 3  电动自行车充电车位的宽度和通道宽度                              

单位为米 

停车方式 

充电车位宽度 

车辆横向间距 

通道宽度 

单排停车 双排停车 一侧停车 两侧停车 

垂直排列 2.00 4.00 0.80 1.50 2.60 

斜列式 

60° 1.70 3.40 0.80 1.50 2.60 

45° 1.40 2.80 0.80 1.20 2.00 

30° 1.00 2.00 0.80 1.20 2.00 

注：角度为电动自行车与通车道夹角。 

 

【解读】 考虑停车充电不同于停车，充电车位在停车位尺寸基础上加大双

排停车宽度，增加斜列式车辆横向间距。 

10.1.3 地上充电库（棚）不应与托儿所、幼儿园及其活动场所，老年人照

料设施及其活动场所，学校教学楼及其集体宿舍，医院病房楼、门诊楼等相邻设

置。 

【解读】 考虑幼儿、老年人、学生、病人疏散能力较差且所在场所人员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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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造成人员伤亡，故本条规定地上充电库（棚）不应与托

儿所、幼儿园及其活动场所，老年人照料设施及其活动场所，学校教学楼及其集

体宿舍，医院病房楼、门诊楼等相邻设置。考虑实际需求及合理利用地下空间，

地下充电库可以与上述场所相邻，但应采取严格的防火分隔措施分隔。 

10.2.2 充电库（棚）与相邻其他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的建筑之间的防火间

距不应小于 6.0 m；与其他耐火等级为三级的建筑物及高层民用建筑物之间的防

火间距不应小于 9.0 m；与单、多层厂房、仓库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2.0 m；

与高层厂房、仓库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3.0 m。确有困难不能满足上述要

求时，可根据 GB 55037和 GB 50016的要求采取相应防火措施。 

【解读】 考虑布置充电库（棚）的实际需求，尤其是既有建筑场地增设充

电车位时，存在场地狭小等问题，全部与建筑之间保持防火间距有困难，故规定

确有困难时，充电库（棚）与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的关系如下：托儿所、幼

儿园及其活动场所、老年人照料设施及其活动场所、学校教学楼及其集体宿舍、

医院病房楼、门诊楼等必须满足防火间距要求，除上述建筑外可相邻布置，但需

要根据 GB 55037《建筑防火通用规范》和 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要

求采取有关措施。 

10.2.3 充电库（棚）每个防火分区内车辆宜分组停放，每组不应超过 5 个

单元模块，且不宜超过 50 辆，组与组之间应设置防火隔墙分隔，组与组之间最

小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2.0 m，通车道开口部位上方应设置挡烟设施。 

【解读】 本条规定充电库（棚）车位宜分单元、组设置，组与组之间设置

防火隔墙分隔，通车道的开口部位上方设置挡烟设施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阻挡烟

雾蔓延，尽量将烟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为人员疏散和火灾扑救争取时间。除通

车道的开口部位外，防火隔墙上确需开设门、窗、洞口时，应设置不可开启或火

灾时能自动关闭的甲级防火门、窗。 

10.2.4 地上充电库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为 1 000 ㎡。地下、半

地下充电库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为 500㎡。 

【解读】 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塑料、橡胶、海绵泡沫等大量高分子材料，

火灾荷载大，燃烧易产生高温、有毒浓烟，尤其是锂电池着火更是难以控制。充

电库（棚）内集中停放大量电动自行车，且多数处于充电状态，发生火灾几率大，

火势蔓延快、扑救困难，易形成大面积燃烧，而且火灾产生的高温、有毒烟气极

易造成人员伤亡。因此，对电动自行车充电库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做了严格的限制，并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

面积也不允许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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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 独立式充电库（棚）与建筑物贴邻处防火墙的外墙外保温材料的燃

烧性能应为 A级。 

10.2.11 地上附建式充电库主体建筑外墙外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 A级。 

【解读】 当充电库与建筑贴邻设置时，除按 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的相关规定设置防火墙外，外墙外保温的燃烧性能也应为 A级，尽量减小火灾危

害，保证建筑的安全。  

附建式充电库发生火灾时对主体建筑威胁较大，除按规定设置防火挑檐、窗

槛墙等防火措施外，对外墙外保温的燃烧性能也做了应为 A级的规定。 

10.2.12 充电库（棚）的内部构件及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 A级。 

【解读】 对充电库（棚）的内部构件及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做了应为 A 级

的规定。 

10.3.1 大、中型充电库（棚），应设置消防给水系统。 

10.3.4 大、中型充电库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小型充电库宜设置自动

喷水灭火系统。小型独立式充电库及所在主体建筑内未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

小型附建式充电库可采用局部应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解读】 现行 JGJ 100《车库建筑设计规范》第 7.2.2 条规定：“车库消

防用水及灭火设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067《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

计防火规范》和 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现行 GB 50067《汽

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第 7.1.1条规定：“车库应设置消防给水

系统.......”，还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车库，可不设消防给水系统：1 

耐火等级为一、二级且停车数量不超过 5辆车的汽车库；2 耐火等级为一、二级

的Ⅳ类修车库；3 停车数量不超过 5辆的停车场。”停放 5辆汽车的车库（停车

场）的建筑面积大致与小型充电库（棚）的建筑面积基本相同，因此，本文件规

定大、中型充电库（棚），应设置消防给水系统（如图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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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消防给水系统示意图 

10.3.2 充电库（棚）的室外消火栓系统设计，符合下列要求： 

  a）附建式充电库（棚）的室外消火栓系统设计，应与所在主体建筑一致； 

  b）大、中型独立式充电库（棚）应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室外消火栓用水

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建筑面积 S≤2 000 ㎡的充电库（棚），不应小于 10 L/s； 

    2）建筑面积 2 000 ㎡＜S≤5 000 ㎡的充电库（棚），不应小于 15 L/s； 

    3）建筑面积 S＞5 000㎡的充电库（棚），不应小于 20 L/s。 

【解读】 本条参考现行规范 GB 50067《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

规范》的有关条款而规定。 

10.3.3 充电库（棚）的室内消火栓系统设计，符合下列要求： 

a）附建式充电库（棚）室内消火栓系统设计应与所在主体建筑一致；主体

建筑内未设置室内消火栓或室内消火栓用水量小于 10 L/s时，大、中型附建式

充电库（棚）应设置室内消火栓，室内消火栓用水量不应小于 10 L/s；主体建

筑内未设置室内消火栓时，小型充电库（棚）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消防水龙； 

b）大、中型独立式充电库（棚）应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消火栓用水量不

应小于 10 L/s，小型独立式充电库（棚）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消防水龙。 

【解读】 当附建式充电库（棚）的主体建筑设有室内消火栓系统时，充电

库（棚）的消火栓设计同主体建筑一致；当主体建筑按照规范可以不设计消火栓

系统时，充电库（棚）仍应设置。 

10.3.5 充电库（棚）应按中危险级配置灭火器。有条件情况下，配置灭火

沙箱、消防桶、消防铲等灭火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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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由于充电库（棚）中车辆在充电时容易引发火灾，故可参照高、

低压配电室配置灭火器的标准，按中危险级配置灭火器。有条件情况下，宜设不

小于 1立方米的灭火沙箱、消防桶、消防铲等灭火器材。 

灭火器材的选择应考虑灭火效能和通用性，灭火时，首先切断非消防用电源，

避免火势扩大和电击风险，应进行防护，防止后期电池爆炸伤及人身。 

10.4.1 充电库通风应优先釆用自然通风，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设

置机械通风。 

10.4.2 充电库通风换气次数宜为 2次/h～4次/h。 

10.4.3 充电库应设排烟设施，并宜采用自然排烟方式。可开启外窗面积小

于地面面积 5％的充电库，应设置机械排烟设施。 

【解读】 优先釆用自然通风是考虑建筑节能的要求。  

     参照 JGJ 100《车库建筑设计规范》第 7.3.5条，“非机动车库内摩托车

停车区域通风换气次数宜为 2次/h～4次/h，其他车辆停车区域通风换气次数宜

为 1次/h～2次/h”。考虑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效率、散热等因素，采用的换气次

数宜为 2次/h～4次/h。 

     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大量高分子材料，火灾荷载大，燃烧易产生高温、有

毒浓烟，尤其是锂电池着火难以控制，易造成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采用自然排

烟方式时，对可开启外窗面积进行了规定。 

10.4.4 采用机械排烟时，每个防烟分区的计算排烟量应按不小于 60 m³/

（h.m³）计算，且取值不小于 15 000 m³/h。 

10.4.5 充电库的送风机与补风机、排风机与排烟风机宜分别设置。 

【解读】 充电库充电车位平面布置按组划分，最大面积按 250㎡计算。

10.4.4 条按 GB 51251《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第 4.6.3条执行。本文件

规定充电库每个防火分区内车辆宜分组停放，每组间的通车道开口部位上方应设

置挡烟设施，即每组区域是一个防烟分区。当一个排烟系统担负多个防烟分区排

烟时，按 GB 51251《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第 4.6.4条执行。 

充电库的平时通风换气次数宜为 2次/h～4次/h，火灾时的排烟量按文件附

图 B.1双排车位充电设施平面布置示意图计算，其排烟量为 95m³/（h·㎡），按

净高 3m计算，换气次数为 31.7次/h，不易选择匹配的双速或变速风机。 

10.7.1 大、中型充电库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小型充电库宜设置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 

   【解读】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是探测火灾早期特征、发出火灾报警信号，为人

员疏散、防止火灾蔓延和启动自动灭火设备提供控制与指示的消防系统。电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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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及其充电设施燃烧后危及周边安全，产生严重污染，需要及时报警。  

10.8 火灾探测器设置 

    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充电区域，应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并具备无线通信功能。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设置应符合 GB 50116和 GB 

20517的相关规定。  

【解读】 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能够探测火灾时产生的烟雾，及时发

出报警。其设置应符合 GB 5011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和 GB 20517《独

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的相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