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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目标
（1）能够描述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的组成；
（2）能够描述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方式及其特点；
（3）能够描述新能源汽车充电操作的注意事项。

技能目标
（1）能够进行充电操作；
（2）能够更换车载充电器。

素养目标
（1）能够制订工作计划，独立完成工作学习任务。
（2）能够在工作过程中，与小组其他成员合作、交流并进行学习任务分工，具备团队合作和安全操

作的意识。
（3）养成服从管理，规范作业的良好工作习惯。
（4）培养安全工作的习惯。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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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导入

二、获取信息

三、任务实施

学习目录

四、任务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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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导入

你所在4S店的销售顾问请你为客户介

绍纯电动汽车日常充电的方式，你能完成

这个任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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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问题1 :

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由哪些结构组成？

获取信息

1. 新能源汽车充电技术的概况
充电系统是新能源汽车主要的能源补给系统。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纯电动汽车的充电技术，最关

键的问题是如何能实现高效率的快速充电。这关系到充电器的容量和性能，电网的承载能力和动力电
池的承受能力等。随着动力电池本身的充放电速度的不断提高，充电系统的性能也在不断地改进，以
满足在多种不同的应用情况下的快速充电需求。

除了固定充电装置以外，电动汽车还带有车载充电器，可以在夜间从家里的市电插座进行充电，
甚至还可以在用电高峰期把电力逆变后返送回电网。目前根据不同的汽车动力电池电压和容量、充电
速度要求，以及电网供电容量等因素的考量，固定充电器的容量一般在15KW到100KW的范围，输出
电压一般为50V到500V。车载充电器容量则在3KW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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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2.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的组成
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主要由充电桩、充电线

束、车载充电器、高压控制盒、动力电池、DC-
DC转换器、低压蓄电池以及各种高压线束和低
压控制线束等组成。如图6-1-1是新能源汽车充电
系统示意图。

图6-1-1 充电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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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以下介绍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主要组成部分：充电桩和

车载充电器。
（1）充电桩
充电桩作为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的配套设施，有交流充

电桩和直流充电桩。
1）交流充电桩
如图6-1-2所示，交流电动汽车充电桩，俗称 “慢充”，

固定安装在电动汽车外、与交流电网连接，为电动汽车车载
充电器（即固定安装在电动汽车上的充电器）提供交流电源
的供电装置。交流充电桩只提供电力输出，没有充电功能，
需连接车载充电机为电动汽车充电。相当于只是起了一个控
制电源的作用。

图6-1-2交流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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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2）直流充电桩
如图6-1-3所示，直流电动汽车充电桩，俗称

“快充”，固定安装在电动汽车外，与交流电网
连接，可以为非车载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提供直流
电源的供电装置。直流充电桩的输入电压采用三
相四线AC380V±15%，频率50Hz,输出为可调直
流电，直接为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充电。

图6-1-3直流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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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2）车载充电器
车载充电器（On-board Charger，也称车载充电机）

如图6-1-4所示。车载充电器是充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件。
1）车载充电器的功能
车载充电器具备如下的功能：
a.车载充电器将输入的220V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输出

，为动力电池充电，实现动力电池电量的补给。
b.车载充电器工作过程需要与充电桩、BMS、VCU等

部件进行通讯。
c.车载充电器根据动力电池需求可调节输出功率。
d.软关断功能。为了保证电源切断时，避免立即断电

对电器模块造成大电压的冲击，增加了软关断控制器。给
高压负载一个卸载时间。在钥匙从ON档关闭时，高压电
源会延迟3s断电。

图6-1-4车载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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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2）车载充电器的安装位置
如图6-1-5是比亚迪E6车载充电器及充电系统

组成部件的安装位置。

图6-1-5 比亚迪E6 充电系统组成部件的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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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有些厂家如北汽新能源生产的EV160，将
车载充电器、DC-DC转换器、高压控制盒集成为
一体（称PDU），如图6-1-6所示。

图6-1-6 北汽新能源的P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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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3）车载充电器的电路
如图6-1-7是比亚迪E6 充电系统电路图。

图6-1-7 比亚迪E6 充电系统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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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如图6-1-8是比亚迪E6 车载充电器的线束
功能图。

图6-1-8 比亚迪E6 车载充电器线束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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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如图6-1-9是比亚迪E6 车载充电器接线端子
功能图。

图6-1-9 比亚迪E6 车载充电器端子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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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4）车载充电器技术参数
比亚迪E6车载充电器的技术参数如表6-1-1所示。

表6-1-1   比亚迪E6车载充电器技术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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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北汽EV系列车载充电器的技术参数如表6-1-2所示。

表6-1-2   北汽车载充电的技术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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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问题2 :

新能源汽车有哪些充电方式？

获取信息

1. 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方式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充电的方式主要有快速充电（直流快充）和常规充电（交流慢充）。
直流快充与交流慢充方式的区别是：
直流充电（快充）主要是通过充电站的充电桩将直流高压电直接通过直流充电口给动力电池充电。
交流充电（慢充）主要是通过家用电源插头和交流充电桩接入交流充电口，通过车载充电器将

220V交流电转为330V直流电（比亚迪E6为例）给动力电池进行充电。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可以为新能源汽车更换已经充满电的动力电池，更换下来的电池再单独进行

充电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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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2. 快速充电方式
快速充电又称直流快充或应急充电，是以较大直流电流短时间在电动汽车停车的20 分钟（min）

至2 小时（h）内，为其提供短时间充电服务，一般充电电流为150～400 A。
快速充电模式的优点是充电时间短。
但是，相对常规充电模式，快速充电也存在一定的缺点：
（1） “快充”实际并不快，而且降低动力电池使用寿命。
由于受电池技术影响，目前电动汽车使用最多的就是锂电池。锂元素是比钠还要活跃的金属元素

之一，快充易使锂元素太过活跃，从而使电池中的电解液发生沉淀，产生气泡现象，也就是平常人们
所看到的电池身上易凸起“小包”，摸上去有手感发热等情况，严重的会导致电池爆炸等安全事故。
因此充电电流不宜过大。目前市面上各大厂商都在鼓吹其电动汽车快速充电时间在10分钟左右，实际
上以目前技术来看都不现实。以BYD E6纯电动汽车为例，这款电动汽车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其快速安
全充电模式充电时间仍然需要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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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电动汽车充电快慢与充电器功率、电池充电特性和温度等紧密相关。当前电池技术水平下，即使
快充也需要30分钟充电到电池容量的80％，超过80％后，为保护电池安全，充电电流必须变小，充到
100％的时间将较长。此外，在冬天气温较低时，电池要求充电电流变小，充电时间会变得更长些。

传统加油站汽车加油整个流程为5至8分钟左右，充电站如果无法提供15分钟以内的快充服务，基
本就失去了其社会基础建设的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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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2）充电站成本较高，盈利模式值得商榷。
目前直流充电方式的充电价格在2元/瓦（W）左右。以一个充电站1000kw的容量计算，加上送变

电设施、铺设专用电缆以及新建监控系统等，不包括建设用地成本，一个充电站的成本在300到500万
元左右。

直流充电关键技术如下：
1）高性能直流充电器技术：效率、谐波、使用寿命。
2）直流充电环境适应性技术：宽的温度范围、户外使用时凝露、风沙防护等。
3）安全防护技术：漏电、短路防护、误插拔防护、断线防护、倾倒防护、防误操作、防止带电插

拔等。
4）充电器的高互换性技术：物理接口、电气接口、通信协议的高度兼容互换。
5）直流充电与电网的接口、有序充电以及与电网的互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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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3. 常规充电方式
蓄电池在放电终止后，应立即充电（在特殊情况下也不应超过24 h）。常规充电电流相当低，约

为15 A，这种充电叫做常规充电（交流慢充或慢速充电）。常规蓄电池的充电方法都采用小电流的恒
压或恒流充电，一般充电时间为5～8 h，甚至长达10～20 h。这种充电方式是利用车载充电器，接
220V交流电即可。

（1）常规充电适用情况
常规慢充的方式适用情况主要有：
1）用户对电动汽车的行驶里程要求相对较低，车辆行驶里程能满足用户1 天使用需要，利用晚间

停运时间可以完成充电。
2）由于常规慢充充电电流和充电功率比较小，因此在居民区、停车场和公共充电站都可以进行充

电。
3）规模较大的集中充电站，能够同时为多辆电动乘用车提供停车场地并进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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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2）常规充电优点
常规充电模式的优点如下：
1）尽管充电时间较长，但因为所用功率和电

流的额定值并不关键，因此充电器和安装成本比
较低。如图6-1-10为壁挂式交流充电桩，可安装
在车库内使用。

2）可充分利用电力低谷时段进行充电，降低
充电成本。

3）可提高充电效率和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图6-1-10 壁挂式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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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3）常规充电关键技术
常规交流充电关键技术如下：
1）各种恶劣环境的适应性技术：高低温、高热、高湿、风沙、凝露、雨水；露天/市内使用等。
2）充电安全防护技术：漏电、短路、误插拔防护、断线防护、倾倒防护、防误操作等。
3）充电桩高互换性技术：物理接口、电气接口、通信协议等，实现充电桩和电动汽车充电的兼容

互换。
4）灵活的计量计费技术：与各种不同运营模式的结合。
5）友好方便的人机交互技术：适应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操作者。
6）充电桩的运行管理与综合监控。
7）有序充电及与电网的互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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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4. 更换电池方式
充电难、充电时间长、续航里程短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能源汽车用户。北汽新能源提出“嫌充

电慢不如去换电”的想法，与北京石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开展新技术、新产业在企业生产
和管理的应用。第一步就是利用加油站场地资源建设换电站，最先受益的是北京电动出租车。

直接更换电动汽车的电池组时需要考虑的是：由于动力电池组重量较大，更换电池的专业化要求
较强，需配备专业人员借助专业机械来快速完成电池的更换、充电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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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采用这种方式具有如下优点：
1）电动汽车用户可租用充满电的蓄电池，更换需要充电的蓄电池，有利于提高车辆使用效率，也

提高了用户使用的方便性和快捷性。
2）对更换下来的蓄电池可以利用低谷时段进行充电，降低了充电成本，提高了车辆运行经济性。
3）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也解决了充电时间乃至蓄存电荷量、电池质量、续驶里程不足及价格高等

难题。
4）可以及时发现电池组中单元电池的故障，对于电池的维护工作将具有积极意义。电池组放电深

度的降低也将有利于提高电池的寿命。
应用这种方式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是：电池与电动汽车的标准化；电动汽车的设计改进、充电站

的建设和管理，以及电池的流通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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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问题2 :

新能源汽车充电操作时应注意什么？

获取信息

1. 充电电源选择注意事项
由于技术和工艺的限制，目前电动汽车车载充

电器功率都比较小，一般3KW左右，采用220V家
用电的电流大概在16A左右，而一般情况下入户电
流容量最大不超过16A，因此家用电缆会因过载工
作而有可能引起火灾。

图6-1-11私拉电线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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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1）慢充充电桩
慢充充电的充电桩和主要技术参数如图6-1-

12所示。可以采用停车位桩体式（落地安装）
（250V/AC 32A/16A）和家用车库挂壁式
（250V/AC 16A）充电桩，也可以采用家用插座
交流充电器（240V/AC 8A）。如图6-1-13、图
6-1-14、图6-1-15所示。

图6-1-12 交流充电桩和主要技术参数

2. 交流充电（慢充）充电桩和充电口选择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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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3停车位桩体式充电桩 图6-1-14家用车库壁挂式充电桩 图6-1-15家用插座交流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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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慢充充电口
慢充充电口在实车上的位置如图6-1-16所示。

图6-1-16  慢充充电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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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3. 直流充电（快充）充电桩和充电口选择注
意事项

（1）快充充电桩
直流充电的充电桩和主要技术参数如图6-1-17

所示。

图6-1-17 直流充电的充电桩和主要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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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2）快充充电口
快充充电口在实车上的位置如图6-1-18所示。

图6-1-18 快充充电口在实车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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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充电时的注意事项
（1）混合动力车辆插有充电电缆时不要加油，与易燃物品保持充足安全距离。否则未按规定插入

或拔出充电电缆时存在因燃油燃烧等导致人员受伤或物品损坏的危险。
（2）通过家用插座为高电压动力电池充电会导致插座上出现较高持续负荷。因此必须遵守以下说

明：
 不要使用适配器或延长电缆。
 充电结束后首先拔出车上的充电插头，然后再拔出墙上的充电插头。
 避免绊倒危险以及充电电缆和插座机械负荷。
 不要将充电插头插在损坏的插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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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不要使用损坏的充电电缆。
 为高电压动力电池充电时，充电插头和充电电缆可能会变热。如果变得过热，则充电插座不适
用进行充电或充电电缆已损坏。应立即中止充电并让电气专业人员进行检查。
 反复出现充电故障或中断情况时，联系具有资质的维修人员。
 仅使用防潮和防侵蚀的插座。
 不要用手指或物体接触插头触点区域。
 切勿自行维修或改进充电电缆。
 进行清洁前将电缆两侧均拔出，注意电缆不要浸入液体内。
 充电期间不允许进行自动洗车。
 仅在经过电气专业人员检查的插座上进行充电。
 在不了解基础设施/插座上充电时，遵守用户手册内的特殊说明。在车上将充电电流设置为“较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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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实施

1. 实施要求
本任务主要认识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的组成元件，并进行车载充电器的更换。内容包括：
（1）认识慢充零件组成；
（2）认识快充零件组成
2. 实施准备
（1）防护装备：常规实训着装
（2）车辆、台架、总成：北汽新能源、比亚迪或其他新能源汽车
（3）专用工具、设备：
（4）手工工具：无
（5）辅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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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实施

3. 实施步骤
（1）认识慢充零件组成
慢充系统主要由充电枪、慢充接头、PDU总

成、动力电池、整车控制器、高压线束和低压控
制线束等。

1）慢充接头（如图6-1-19所示）

图6-1-19  慢充接头（交流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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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实施

①CC为充电连接确认 0-30V 2A
车辆控制装置通过CC（检测点3）与PE（车身地）之间的电阻来判断车辆插头是否与与车辆插座

完全连接。
②CP充电控制引导：0-30V 2A
车辆控制装置通过CP（检测点2）的PWM占空比确认当前供电设备支持的最大充电电流。
③L端子为交流电源（单相、三相）：单相250V 10A 16A 32A； 三相440V 16A 32A 63A
④NC2端子为交流电源（三相）：三相440V 16A 32A 63A
⑤NC3端子为交流电源（三相）：三相440V 16A 32A 63A
⑥N为中线（单相、三相）：单相250V 10A 16A 32A ；三相440V 16A 32A 63A
⑦PE为保护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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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实施

2）充电条件要求
①充电线连接确认信号正常；
②充电机供电电源正常（含220V和12V）及充电机工作正常；
③充电唤醒信号输出正常（12V）；
④充电机、VCU、BMS之间通讯正常（主继电器闭合、发送电流强度需求）；
⑤动力电池电芯温度＞0 ℃/ ＜45 ℃；
⑥单体电池最高电压与最低电压差＜0.3V（300mv）；
⑦单体电池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差＜15 ℃；
⑧绝缘性能＞ 20MΩ；
⑨实际单体最高电压不大于额定单体电压0.4V；
⑩高、低压电路连接正常（远程控制开关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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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实施
（2）认识快充零件组成；
快充系统主要由：充电设备（充电桩）、快充接头、PDU

总成、动力电池、整车控制器、高压线束和低压控制线束等。
1）快充接头（如图6-1-20所示）
①DC+为直流电源正:750/1000V、80A/125A/200A/250A
②DC-为直流电源负:750/1000V、80A/125A/200A/250A
③PE为保护接地
④S+为充电通讯CAN-H:0-30V 2A
⑤S-为充电通讯CAN-L:0-30V 2A
⑥CC1为充电确认线:0-30V 2A
⑦CC2为充电确认线:0-30V 2A
⑧A+为低压辅助电源正:0-30V 2A
⑨A-为低压辅助电源负:0-30V 2A

图6-1-20  快充接头（直流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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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充电条件要求
①充电线连接确认信号正常
②BMS供电电源正常（12V）
③充电唤醒信号输出正常（12V）
④充电桩、VCU、BMS之间通讯正常（主继电器闭合、发送电流强度需求）
⑤动力电池电芯温度＞5℃/ ＜45 ℃
⑥单体电池最高电压与最低电压差＜0.3V（300mv）
⑦单体电池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差＜15 ℃
⑧绝缘性能＞ 20MΩ
⑨实际单体最高电压不大于额定单体电压0.4V
⑩高、低压电路连接正常（远程开关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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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考核
1、判断题

（1）充电系统是新能源汽车主要的能源补给系统。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纯电动汽车的充电技术，
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能实现高效率的快速充电。（ ）

（2）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主要由充电桩、充电线束、车载充电器、高压控制盒、动力电池、DC-
DC转换器、低压蓄电池以及各种高压线束和低压控制线束等组成。（ ）

（3）充电桩作为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的配套设施，有交流充电桩和直流充电桩。其中交流充电桩
，俗称“快充”，直流充电桩，俗称“快充”。（ ）

（4）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充电的方式主要有快速充电（交流快充）和常规充电（直流慢充）。
（ ）

（5）慢充充电的充电桩可以采用停车位桩体式（落地安装）（250V/AC  32A/16A）和家用车库
挂壁式（250V/AC 16A）充电桩，也可以采用家用插座交流充电器（240V/AC 8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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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考核
2、选择题

（1）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主要组成部分是：（ ）。
A、充电桩、车载充电器 B、充电桩、DC-DC  
C、车载充电器、DC-DC           D、DC-DC   高压共轨
（2）下面有误的一项是：（ ）。
A、直流充电（快充）主要是通过充电站的充电桩将直流高压电直接通过直流充电口给动力电池充

电。
B、交流充电（慢充）主要是通过家用电源插头和交流充电桩接入交流充电口，通过车载充电器将

220V交流电转为330V直流电（比亚迪E6为例）给动力电池进行充电。
C、快速充电模式的优点：是充电时间短，缺点：是降低动力电池使用寿命。
D、蓄电池在放电终止后，应立即充电（在特殊情况下也不应超过24 h）。常规充电电流相当低

，约为5 A，这种充电叫做常规充电（交流慢充或慢速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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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考核
（3）下面属于常规充电模式的特点是：（ ）。
A、可充分利用电力低谷时段进行充电，降低充电成本。 B、充电时间短
C、充电时间长 D、可提高充电效率和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4）不属于充电电源选择的注意事项的是：（ ）。
A、有的车主就会在家里拉出线缆，私自改造充电接口，进行对电动汽车充电，这种充电方式存在

安全隐患。
B、电动汽车的逐步普及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目前充电和行程问题成为普及推广的主要瓶颈。
C、国家在电动汽车充电方面有标准，建议车主使用充电桩进行充电，因为充电桩能根据供电电源

的容量自动限制车载充电器的充电功率，并能在出现故障后安全可靠切断电源，避免火灾等事故发生。
D、不建议在没有充电桩的情况下进行充电，更是禁止在没有充电桩的情况下采用三相工业用电进

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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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属于充电时的注意事项的是：（ ）
A、不要使用损坏的充电电缆。
B、充电期间不允许进行自动洗车。
C、灵活的计量计费技术：与各种不同运营模式的结合。
D、充电结束后首先拔出车上的充电插头，然后再拔出墙上的充电插头。
（6）关于慢充接头，说法有误的是：（ ）
A、CC端为充电连接确认 B、PE为保护地线
C、L为中线 D、CP为充电控制引导
（7）关于快充接头，说法有误的是：（ ）。
A、DC+为直流电源正 B、DC-为直流电源负
C、S+为充电确认线 D、A+为低压辅助电源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