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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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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修改采用IEC62752:2018《电动汽车模式2充电的缆上控制与保护装置(IC-CPD)》。
本文件与IEC62752:2018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4.1对应IEC62752:2018中的4.1.2,删除了4.1.1、4.1.3和4.1.4;
———4.6对应IEC62752:2018中的4.6.1,删除了4.6.2和4.6.3。
本文件与IEC62752:2018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099.1—2021替换了IEC60884-1:2013,两个文件之间的一致性程度

为修改,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第1章、表4、8.1、8.3.1、8.4.3、8.5.2、9.2、

9.9.3、9.20、9.21、9.23、9.34.1、A.1);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043.1替换了ISO179-1,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

9.31);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423.1替换了IEC60068-2-1,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9.35);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423.4替换了IEC60068-2-30,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9.17.1.1、9.17.1.4、9.32.1、9.32.2);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423.5替换了IEC60068-2-27,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9.36);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423.7替换了IEC60068-2-31,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9.10.2);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423.17替换了IEC60068-2-11,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

性(见9.32.1、9.32.2);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423.24替换了IEC60068-2-5,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9.30);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423.56替换了IEC60068-2-64,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

性(见9.36);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424.2替换了IEC60068-3-4,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9.17.1.1、9.17.1.2、9.17.1.4);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4207替换了IEC60112,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表

6、9.19);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4208—2017替换了IEC60529:1989,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

操作性(见8.1和8.5.3);
———用规范性引用的GB4343.1替换了CISPR14-1,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

9.26、表A.1);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5013(所有部分)替换了IEC60245(所有部分),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

件、增加可操作性(见8.3.11.2);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5023(所有部分)替换了IEC60227(所有部分),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

件、增加可操作性(见8.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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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范性引用的GB/T5169.10替换了IEC60695-2-10,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

性(见9.12);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5169.11替换了IEC60695-2-11,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

性(见9.12);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6346.14替换了IEC60384-14,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9.28.2);
———用规范性引用的GB8898替换了IEC60065,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9.28.3);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9286替换了ISO2409,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9.31);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9341替换了ISO178,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9.31);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1918(所有部分)替换了IEC60309(所有部分),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

件、增加可操作性(见8.2.1);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1918.1—2014替换了IEC60309-1:2012,两个文件之间的一致性程

度为修改,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8.2.1和8.2.3);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6935.3替换了IEC60664-3,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9.27.3);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8046.5—2013替换了ISO16750-5:2010,两个文件之间的一致性程

度为修改,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9.29);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30789.3替换了ISO4628-3,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9.32.3);
———插头插座的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根据GB/T1002的要求(见第1章);车辆插头的型式和尺

寸按GB/T20234.1—2015和GB/T20234.2—2015的要求(见8.1、8.4.3、8.5.4、9.2、A.1);
———删除了工业用插头的要求(见IEC62752:2018的第1章、7.1、8.1、8.4.3、8.5.2、9.2、9.34.1);
———删除了两相及三相产品型式及要求(见IEC62752:2018的第1章、3.3.3.12、3.3.3.13、3.3.3.15、

3.3.3.16、4.1、5.3.2、9.2、9.6.2、9.7.7.1、9.7.7.2、9.7.7.3、9.7.11、9.7.12、附录D);
———删除了额定电流16A以上的产品型式及要求(见IEC62752:2018的第1章、5.3.2、8.3.11.2、

9.9.2.1、9.24);
———删除了墙上安装式IC-CPD的分类及相关要求(见IEC62752:2018的4.6.2、4.6.3、8.5.3、9.10.1、

9.10.5、9.34.1);
———与GB/T18487.1保持一致,将本文件中的周围环境温度上限由“45℃”更改为“50℃”(见7.1、

9.7.3.7、9.17.2);
———删除了IC-CPD插入不兼容的电源系统时的性能(见IEC62752:2018的9.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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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低压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上海正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开普电器有限公司、松下信息仪器(上海)有限公司、苏州益而益电

器制造有限公司、厦门振泰成科技有限公司、余姚市嘉荣电子电器有限公司、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宇轩、周长青、吴佩峰、余存泰、邹建华、陈毅杰、李成力、蔡崇胜、钱加灿、

李威、栗惠、胡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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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电动汽车与供电系统安全可靠连接。电动汽车模式2充电的相关定义详

见GB/T18487.1。
对于所有的充电模式,在基本防护和/或故障防护措施失效时,至少由A型RCD提供电击防护(见

IEC60364-7-722和GB/T18487.1)。
对于模式2充电,如果不能确保电气装置中已经安装了RCD,例如通过未知的电气装置对电动汽

车充电,则需要采取专用的保护措施对电动汽车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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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模式2充电的缆上控制与
保护装置(IC-CPD)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电动汽车模式2充电的缆上控制与保护装置(以下称作IC-CPD),包括控制与安全

功能。
本文件适用于能同时执行检测剩余电流,并把该剩余电流值与剩余动作电流值相比较以及当剩余

电流超过该值时断开被保护电路等功能的移动式装置。
符合本文件的IC-CPD:
———包含符合GB/T18487.1—2015中附录A要求的控制导引功能的控制器;
———检查供电状况并在规定的条件下当供电故障时阻止充电;
———可以具备可开闭保护导体。

IC-CPD预期使用在TN和TT系统。在IT系统的使用可能受到限制。
不同于额定频率的剩余电流、直流剩余电流和特定的环境情况在考虑中。
本文件适用于按GB/T18487.1电动汽车模式2充电要求的执行安全和控制功能的IC-CPD。
本文件适用于单相电路不超过250V,最大额定电流不超过16A的IC-CPD。
本文件仅适用于在交流电路中使用的IC-CPD,额定频率优选值为50Hz、60Hz或50/60Hz。本

文件规定的IC-CPD预期不用于向所相连的电网供电。
本文件适用于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不超过30mA的IC-CPD,并在不能确保电气装置中安装有IΔn≤30mA

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RCD)场合,对IC-CPD下端电路提供附加保护。

IC-CPD包括:
———一个与固定电气装置中插座连接的供电插头;
———一个或几个包含控制和保护特性的分组件;
———插头和分组件之间的电缆(可选);
———分组件与车辆插头之间的电缆(可选);
———与电动汽车连接的车辆插头。
对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供电插头,GB/T2099.1—2021适用,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根据GB/T1002。

IC-CPD的供电插头、车辆插头和电缆部分不需要按本文件试验。这些部件分别按各自的产品标

准试验。
拔下插头即可以确保实现隔离,所以不要求IC-CPD的可开闭触头具有隔离功能。

IC-CPD的相线和/或中性线电流回路可具有一个不可更换的内置熔断器。

IC-CPD不是在固定电气装置中使用的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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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02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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