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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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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T/HEVCA 1《换电式纯电动重型载货汽车及共享换电站建设通用技术要求》的第8部分。

T/HEVCA 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换电电池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第3部分：换电底托通用技术要求； 

——第4部分：换电连接器通用技术要求； 

——第5部分：换电控制器通用技术要求； 

——第6部分：换电系统通讯协议技术要求； 

——第7部分：换电系统设备通用技术要求； 

——第8部分：共享换电站建设及验收技术要求； 

——第9部分：通讯及数据安全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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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海南省电动汽车与充电设施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上海启源芯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省电动汽车与

充电设施协会、上海玖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融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油绿色能源（海南）有

限公司、海南省充电产业投资公司、南方电网（海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海南省充换电一张网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数字电网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南电力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绿动未

来投资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万帮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奥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融和

智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徐工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海南远程新能源载货汽车有限公司、海南山益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江苏智慧优视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国机海南发展有限公司、海南促进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国柱、罗浩亮、凌凯、张熙远、何滨华、金凯、吴桢林、周文杰、朱贤、陈

渊源、何瑞辉、雒宏武、何文卫、林尤超、陈淮、钟东、黎茹、孙俊伟、李士汉、黎传冠、李伟宁、林

杰、赵亮、陈光、陶涛、王玉超、陈德、玄先涛、赵银山、王运豪、吉春宇、何雪海、吴清岩、许林勇、

曾伟、刘英山、曹拥华、范志勇、刘子翔、万术伟、苏运荣、林芳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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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在“双碳”目标指引下，载货汽车行业正加速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其中，换电式纯电动重型载货

汽车由于车电分离、快速补能的技术特点，受到行业高度关注。随着换电式纯电动重型载货汽车渗透率

不断提高，市场上不同的换电站生产商越来越多，不同技术路径之间差异明显。 

T/HEVCA 1旨在规范重型载货汽车换电机构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统一换电接口的界面型式与结

构尺寸，确立换电站设备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指导换电站的建设与验收，确立数据监管平台的安全

管理要求，从而实现不同换电站生产商与电动重型载货汽车生产商之间的产品互联互通，实现换电资源

共享。T/HEVCA 1由九部分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确立换电式纯电动重型载货汽车及共享换电站的基本功能以及换电

步骤，确保产品的功能性。 

——第2部分：换电电池系统通用技术要求。目的在于确立换电电池系统的结构尺寸、技术要求及

试验方法等，用于实现换电电池系统的互换性。 

——第3部分：换电底托通用技术要求。目的在于确立换电底托的结构尺寸以及技术要求等，用于

实现换电底托的互换性。 

——第4部分：换电连接器通用技术要求。目的在于确立换电连接器的结构尺寸、电气接口定义、

技术要求以及试验方法等，用于实现换电连接器的兼容性和互换性。 

——第5部分：换电控制器通用技术要求。目的在于确立换电控制器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通讯

要求、技术要求以及试验方法等，用于实现换电控制器的兼容性和互换性。 

——第6部分：换电系统通讯协议技术要求。目的在于确立换电系统的通讯协议，用于实现换电系

统的兼容性和互换性。 

——第7部分：换电系统设备通用技术要求。目的在于确立换电系统设备的技术要求以及试验方法

等，用于实现换电系统设备的互换性。 

——第8部分：共享换电站建设及验收技术要求。目的在于确立换电站的选址、规划、系统、安全

与消防要求等，用于指导共享换电站的建设及验收。 

——第9部分：通讯及数据安全管理要求。目的在于确立共享换电站与政府监管平台的数据采集与

监管要求，用于实现换电数据的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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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电式纯电动重型载货汽车及共享换电站建设通用技术要求 

第 8 部分：共享换电站建设及验收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换电式纯电动重型载货汽车换电站的选址及规划、供配电系统、换电设备、监控及通

信系统、土建及配套、电能质量、消防安全要求、环境要求、标志和标识及工程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纯电动载货汽车吊装式换电站的建设。不适用于侧换式及底部换电式换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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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3 安全色（ISO 3864-1：2002，MOD）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 1 部分:标志 

GB 1794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T 29317-2021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 

GB/T 29772 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通用技术要求 

GB/T 32985 电动汽车快换电池箱通信协议 

GB/T 33341 电动汽车快换电池箱架通用技术要求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 版） 

GB 50026 工程测量标准 

GB 50037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108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 50966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1251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 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NB/T 33001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 

NB/T 33004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工程施工和竣工验收规范 

NB/T 33005 电动汽车充电站及电池更换站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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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T 33021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放电装置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317-2021、GB/T 2977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池更换站battery swap station 

为电动汽车提供电池更换服务的场所。 

注：又称换电站。 

[来源：GB/T 29317-2021，3.1.2.1] 

3.2  

充电系统 charging system 

由换电站内的所有充电设备、电缆及相关辅助设备组成的系统。 

3.3   

电池更换系统 battery swap system 

实现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更换的机械设备和电气设备组成的系统。 

[来源：GB/T 29317-2021，8.1] 

3.4  

动力蓄电池箱 swappable battery system；SBS 

由若干单体蓄电池或动力蓄电池模块、箱体、电池信息采集单元及相关电气、机械附件等构成的装

置。 

注：简称电池箱。 

[来源：GB/T 29317-2021，8.1.1] 

3.5  

预装式换电站 prefabricated battery swap station 

采用模块化预装，经过系统性验证，现场可快速拼装的电池更换系统为纯电动载货汽车提供

电池更换服务的换电站。 

注：又称为撬装式换电站。 

3.6  

监控系统 monitoring system 

应用信息、网络及通信技术，对电池更换站内设备运行状态和环境等进行监视、控制和管理

的系统。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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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箱充电机 SBS charger 

为电池更换站内动力蓄电池箱充电的专用充电设备。 

注：简称充电机。 

[来源：GB/T 29317-2021，8.1.6] 

3.8  

消防处置区  fire fighting disposal area 

换电站内设置的用于对热失控电池箱进行隔离和消防处置的区域。 

3.9  

消防转运装置 fire fighting transfer device 

换电站区域内设置的用于将热失控电池箱转运至换电站外的可移动装置。 

4 选址及规划 

4.1 换电站的选址应根据当地城乡建设规划及电网规划、业务发展规划进行综合考虑。 

4.2 换电站的选址应符合 GB/T 51077 中选址的要求。 

4.3 换电站的站区规划应满足 GB/T 51077-2015 的 4.1 的要求。 

4.4 换电站总平面布置应满足 GB/T 51077-2015 的 4.2 的要求。 

4.5 换电站的标高应满足 GB/T 51077-2015 的 4.3 的要求。 

4.6 换电站的围墙、出入口及行车道应满足 GB/T 51077-2015 的 4.4 的要求。 

4.7 消防车道的设置应符合 GB 50037 第 3.4.5 的规定。 

5 供配电系统 

换电站的供配电系统应满足 GB/T 51077-2015 的第 5 章的要求。 

6 换电设备 

6.1 换电设备安装和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并严格按照施工图安装接线，并满足 NB/T 33004 的相关

规定。 

6.2 换电设备安装好后电缆沟（管）应可靠封堵，各类线管、电缆穿孔应用防火、阻燃材料封堵密

实，无缝隙。 

7 监控及通信系统 

7.1 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等设备应按照设计图纸进行安装施工，监控系统各设备房间的设备布置、线

缆布放与其他设备或障碍物的距离必须满足检修、维护、消防及设计文件的要求。 

7.2 监控系统相关配置应满足 GB 50966 中第 9 章的相关要求。 

7.3 安防监控系统施工应满足 GB 50348 的相关要求。 

7.4 监控系统的布线及与线缆相关的电气设施施工应符合 GB 50303 的要求。 

7.5 监控系统功能和技术指标应满足 NB/T 33005 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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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土建及配套 

8.1 工程测量应满足 GB 50026 的有关要求。 

8.2 换电站区域内的建筑物的基础、构造柱、圈粱、模板、钢筋、混凝土等施工应满足 GB 50202 的

要求。 

8.3 防渗混凝土的施工应满足 GB 50108 的要求。 

9 电能质量 

电能质量应满足 GB/T 51077-2015 的第 8 章的要求。 

10 消防安全要求 

10.1 总体要求 

应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防止和减少火灾危害，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 

10.2 换电站 

10.2.1 换电站消防应满足 GB/T 51077 的相关要求。 

10.2.2 换电站应设置在室外。 

10.2.3 换电站的电池充电区应具备电池热失控检测和识别功能，并具备消防联动设计。当检测到电

池发生热失控后，应立即停止充电。 

10.2.4 换电站宜设置具备声光报警功能的烟雾探测报警系统，报警信号应传递至有人值班的值班室

及集控室。 

10.2.5 换电站宜具备将温度异常的电池箱自动转运至消防处置区的功能。 

10.2.6 预装式换电站宜具备电池快速隔离措施。 

10.2.7 消防处置区不应与电池相邻布置。 

10.3 建筑防火 

10.3.1 耐火等级 

10.3.1.1 换电站区域内的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应符合 GB/T 51077 的第 12 章的要求。 

10.3.1.2 换电站区域内的建筑物应选用符合 GB 50016 的不燃材料。 

10.3.1.3 换电站室内的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建(构)筑物室内装修设计应符合 GB 50222 的相关

要求。 

10.3.1.4 站内的各零部件应使用符合 GB 8624 规定的燃烧性能为 B1 级以上材料，塑料组件应使用

V-0 等级材料。 

10.3.1.5 换电站内发热部件及功率部件之间应使用阻燃隔热材料隔离，阻燃隔热材料的燃烧性能应

达到 GB 8624 中的 A 级。 

10.3.1.6 在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内设置换电站时，应满足 GB 50156 和 GB 50966 的要求。 

10.3.2 火灾危险分类 

10.3.2.1 换电站区域内的建筑物的火灾危险分类应符合 GB/T 51077 的第 12 章的要求，其中充换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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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及电池检测与维护间按丙类执行，预装式换电站按丁类执行。 

10.3.2.2 换电站区域内的建筑物的防火间距应满足 GB 50016 的要求。 

10.3.2.3 配电室(房)与埋地油气储罐、加油机、加气机、油管通气口、油气回收处理装置等可燃液

体或可燃气体设备的防火间距应符合 GB 50156 和 GB 50058 的规定。 

10.3.2.4 预装式变电站与换电站的防火间距应不小于 6 m。 

10.3.2.5 多个换电站临近设置时，换电站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0 m，其中，预装式换电站不应

小于 6 m；采用符合 GB 50016-2014 中耐火极限不小于 1h 的防火墙进行分隔时，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4 

m。 

10.3.3 防火分隔 

10.3.3.1 有人员值守的空间应与其他空间进行完整的分隔，孔洞、缝隙等应采用相应等级的不燃材

料进行封堵。 

10.3.3.2 应合理设置消防处置区的位置，其与电池箱、充电机的水平距离应不小于 1 m 或增设防火

隔墙。 

10.3.3.3 应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并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防止无关人员进入换电站。 

10.4 安全疏散 

10.4.1 换电站区域内道路的设计应采用城市型道路，站内的停车位和路面不应采用沥青路面。 

10.4.2 应设置有紧急情况人员安全撤离通道，通道应满足 GB 55036 的要求。 

10.5 消防设施和器材 

10.5.1 消防给排水 

换电站区域内设置的消防给水系统和室外消火栓系统应符合 GB 50016 和 GB 50974 的规定。 

10.5.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0.5.2.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符合 GB 50016 和 GB 50116 的规定，自动灭火系统宜符合 GB 55036 的

相关要求。 

10.5.2.2 火灾探测器应与自动灭火系统、换电机器人控制系统等进行联动设置。 

10.5.2.3 火灾自动报警及其联动控制系统，应具备对本站所有储充系统及相关建筑的消防设备实行

监控管理、故障报警、信息显示、查询打印及信息上传等功能。 

10.5.2.4 应设有手动和自动两种触发装置，且应包含声光警报、信息记录等功能。设置点型火灾探

测器的，宜在顶板上水平安装，其周围 0.5 m 范围内不得有遮挡物。 

10.5.2.5 火灾报警信号确认后，换电机器人应自动将事故电池箱转运至换电站外，或自动将事故电

池箱调运至消防处置区内。 

10.5.2.6 多个换电站统一运营管理的，负责运营的企业可设置消防远程集中控制中心或电力调度控

制中心（以下简称“集控中心”），且符合下列要求： 

a) 火灾报警信号、故障报警信号和固定式自动灭火系统运行状态信息应上传到集控中心； 

b) 集控中心应设置换电站消防远程集中监控系统，对所辖换电站全部火灾报警系统和防设备实

施集中图形显示，实现实时监视、火警处置、故障报警、远程应急操作、设备状态信息显示和

查询打印等功能。 

10.5.3 消防处置区和消防转运装置 

10.5.3.1 消防处置区与换电站之间的安全距离宜大于 1.0 m；当安全距离小于 5.0 m 时，换电站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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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处置区相对位置的外壳部分应使用防火隔热材料。 

10.5.3.2 消防处置区可设置故障电池水池。水池应处于满水状态，水池体积应能完全淹没一个故障电

池。 

10.5.3.3 未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的换电站宜设置消防转运装置。消防转运装置应具备在 3 min 内将事

故电池转移致消防处置区的能力。 

10.5.3.4 人工操作消防转运装置时，应采取防火防爆或隔离措施确保工作人员自身安全；无人操作

消防转运装置时，应确保消防转运装置安全可靠工作。 

10.5.4 灭火器 

10.5.4.1 换电站按 E类火灾严重危险级配置灭火器，并应符合 GB 50140 的相关要求。 

10.5.4.2 换电站室外区域应配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配置间距不应大于 50 m。处置区应单独设置推

车式干粉灭火器。 

10.5.5 应急照明 

10.5.5.1 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和消防应急标志灯具应符合 GB 13495.1 和 GB 17945 的要求。 

10.5.5.2 换电间、配电室(房)、监控室等以及发生火灾仍需要正常工作的其他设备间应设置消防应

急照明灯具，其作业面的最低照度应不低于正常照明的照度，连续供电时间应不少于 90 min。 

10.5.5.3 换电站内的疏散走道和设备检修通道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地面最低水平照度应不低

于 1.0 lx。 

10.5.5.4 站内建筑的安全出入口和疏散门的正上方，疏散走道及其转角处距离地面高度 1 m 以下的

墙面或地面上，应按照要求设置消防应急标志灯具。 

10.5.5.5 站内设备宜选用自带背景灯的显示屏或自设感应式照明的设备。 

10.5.6 排烟和通风 

10.5.6.1 换电站区域内的建筑应设置排烟设施并符合 GB 51251 的规定。 

10.5.6.2 换电站应设置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设施。 

10.6 电气安全 

10.6.1 一般规定 

10.6.1.1 电池箱放电深度不应大于 90％，系统容量衰减超过 20％。 

10.6.1.2 当电池单体极耳连接铜排、电池模块连接铜排、电池簇连接铜排、导线或电池管理系统线束

出现松动、锈蚀等影响连接可靠性和安全性能的情况时，应立即停用并维修。 

10.6.2 电芯与模块 

当电池或模组有下列情形时，应立即更换： 

a) 同一批次产品在其他储能电站出现质量召回、家族性缺陷等问题； 

b) 产品达到设计使用寿命； 

c) 产品处于异常状态，经维护、检修等仍未消除； 

d) 产品发生浸水、过火现象； 

e) 电池箱、电池簇、电池模组等发生跌落、倾倒； 

f) 产品被灭火介质误喷射； 

g) 电池出现开裂、漏液、泄压阀破损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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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电芯的电压、可充电功率、可放电功率、可用充电能量、可放电能量等方面出现告警时，在维

护后不能消除或消除后再次出现； 

i) 电芯温度达到 45℃。 

10.6.3 快换电池箱架 

10.6.3.1 快换电池箱架应符合 GB/T 33341 的标准要求。 

10.6.3.2 快换电池箱架应具备检测电池存放状态的功能，宜具备温度报警功能。 

10.6.4 换电站充电系统 

10.6.4.1 换电站充电系统应具备远程接收控制信号对储能系统进行关机的能力。 

10.6.4.2 换电站充电系统应能接收电池箱通信系统、充电机和消防系统的告警信息，并将告警信息

上传监控系统。 

10.6.4.3 换电站充电系统对运行温度、可燃气体浓度、烟雾状态数据等分析，存在异常时按系统逻

辑设定，应形成预警或火灾自动报警信号，通过联动模块传输信号至消防系统自动启动消防设施。 

10.6.4.4 当消防系统启动时，换电站充电系统应管理相关设备断开内外部电气主连接。当换电站充

电系统收到告警信息后，应根据系统设置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10.6.5 电池箱通信系统  

10.6.5.1 电池箱通信系统应符合标准 GB/T 32895 的相关要求。 

10.6.5.2 电池箱通信系统应 5 ms 内系统自动机械性断开电池箱。 

10.6.6 充电机 

10.6.6.1 充电机应具备待机、充电、充满等状态指示，宜具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等运行参数显

示。 

10.6.6.2 功能和技术指标应满足 NB/T 33001、NB/T 33021 的相关要求。 

10.6.6.3 充电机的动力交流电源侧和电池箱直流侧均应配置断路器。 

11 环境要求 

换电站设备宜满足以下运营及存储条件，有特殊要求的，应单独定制： 

a) 环境温度：-20 ℃～65 ℃；  

b) 存储温度：-20 ℃～85 ℃； 

c) 相对湿度：5％～99％； 

d) 海拔高度：≤2000 m； 

e) 抗风等级：≥12 级； 

f) 抗震设防烈度：≥8 度。 

12 标志和标识 

12.1 换电站的标志应符合规范性、系统性、醒目性、清晰性、协调性和安全性的要求。 
12.2 换电站的标志应包含设施标志、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指令标志、提示标志、消防安全标志和

公共信息标志。 
12.3 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指令标志和提示标志所用的颜色应符合 GB 2893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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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提示标志和指示标志需要増加辅助文字标志时，应符合 GB 2894 第 4.5

的规定。

12.5 标志的制作材料应选用环保、安全、耐用、阻燃、防腐蚀和易于维护的材料。

12.6 设施标志、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提示标志应使用能够保证标志夜间识别功能的材料和方式，

通过提供照明光源、采用逆反射或自发光材料等方式确保标志清晰可辨。

12.7 标志应采用不易脱落的安装方式。

12.8 应对标志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保证标志不变形、不褪色、不脱落。如标志有缺失、损坏或老

化等情况应及时进行更换，并应及时清洁标志外表，保持标志外观的整洁。 

13 工程验收 

13.1 外壳及安装附属件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及合格判定应满足表 A.1 的要求。 

13.2 换电功能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及合格判定应满足表 A.2 的要求。 

13.3 安全标志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及合格判定应满足表 A.3 的要求。 

13.4 换电站验收应具备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验收报告，验收资料应满足表 A.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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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换电站设备工程验收 

A．1 换电站设备工程验收见表 A.1、表 A.2、表 A.3 及表 A.4。 

表 A.1 外壳及安装附属件的检验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合格判定 是否

合格 

1 行车道尺寸

检查 
卷尺 站内单行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4 m，双行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6 m。 

2 

接地点检查 目检 

接地规范、连接方式可靠、接地点无锈蚀，明敷接地部位表面应涂

以用宽度相等的黄绿相间条纹，接地标志齐全，接地电阻符合设计

要求，电机等设备金属外壳接地良好，标识完整。 

3 

照明检查 目检、测试 

照明良好、灯罩无瑕疵， 内部无杂物； 

应急照明灯安装位置、安装数量正确，功能测试正常，应急照明持

续时间不低于 1.5 h，柜内照明灯具正常。 

4 烟雾探测报

警系统 
目检、测试 

检验烟感探测器消防产品合格证，安装位置合理、接线规范、外观

完好、数量正确、状态指示正常，人工抽检测试正常。 

表 A.2 换电功能测试换电功能测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合格判定 是否

合格 

1 机器人横移

测试 
测试 

测试机器人横移至停车位和 4个（5个）电池取放位，移动过程中

运行平稳、无卡滞、异响。 

2 吊具与电池

对接测试 
测试 

机器人横移至停车位和 4个（5个）电池取放位，检查吊具与电池

对接良好、无卡滞。 

3 电池吊装测

试 
测试 测试机器人吊装电池横移、运动平稳、无异响。 

4 自动换电测

试 
测试 

车辆换电成功、换电过程无人为参与、过程无异常：换电时间不宜

大于 300 秒。 

5 连续自动换

电测试 
测试 连续 100 次自动换电成功率达到 99%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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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安全标志验收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合格判定 是否

合格 

1 

材质规格、

顺序 
目检 

室外：尺寸：300 mm*400 mm，材质：铝合金覆反光膜工艺，厚度

2.0 mm。 

室内：尺寸：220 mm*300 mm，材质：亚克力板，厚度 2 mm。 

挂牌：尺寸：160 mm*200 mm，材质：亚克力板，厚度 2 mm。 

粘贴标志：材质：不干胶；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顺序，标志牌张贴顺序正确（警告，禁止，指

令，提示）、整齐美观。 

2 
换电站行车

道出入口 
目检 

入口：（1）限速标志（2）限高标志（3）注意安全（4）当心吊物

（5）禁止停留（6）必须戴安全帽（7）必须穿防护鞋

出口：（1）注意安全（2）当心吊物（3）当心车辆（4）禁止停留 

3 

箱变区及其

围栏 
目检 

箱变入口：（1）高压危险（2）限制区域，非工作人员禁止进出

（3）必须戴安全帽（4）必须穿安全鞋

箱变围栏：（1）注意安全（2）禁止攀登，高压危险 

箱变区各控制柜（低压）：当心触电 

箱变区各控制柜（高压）：高压危险 

入口栏杆高度低于 1.8 m 时应有防止碰头黄黑相间标识 

4 电池仓入口

/电池仓一

侧 

目检 
（1）当心机械伤人（2）禁止烟火（3）限制区域，非工作人员禁

止进出（4）必须戴安全帽（5）必须穿防护鞋（6）注意安全 

5 电池仓内部

门口上方 
目检 安全出口标志 

6 电池仓爬梯 目检 （1）注意安全（2）当心碰头（3）登高作业必须系安全带

7 

监控室/岗

亭 
目检 

外入口：未经许可不得入内 

内入口：（1）禁止吸烟（2）安全出口标志 

二层门：（1）注意安全（2）必须戴安全帽（3）登高作业必须系安

全带 

8 护栏 目检 禁止倚靠 

9 防尘门螺杆 目检 当心碰头 

10 机柜空调 目检 当心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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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安全标志验收（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合格判定 是否

合格 

11 所有灭火器

存放点 
目检 灭火器放置点标志 

12 所有配电

箱、电控

柜、充电枪

线立柱、充

电桩、带电

设备、带电

装置外壳或

把手处等 

目检 当心触电 

13 风机等转动

设备 
目检 “当心机械伤人”图形标识 

14 急停按钮 目检 急停按钮标志 

15 接地端 目检 接地端标识 

16 
通道盖板 目检 

外观完好，合页连接牢固，表面有黄黑相间警示标识 

盖板入口处：随手关上盖板 

17 
二层平台 目检 

平台醒目位置处有最大载荷标识； 

二层入口处(1)当心坠落(2)禁止开门 

18 工作警示牌 目检 配有：“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禁止启动”等工作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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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验收前应具备的资料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合格判定 是否

合格 

1 换电站设备

归档资料完

整性和准确

性检查 

目检 发货、到货清单（归档纸质版，电子版） 

2 目检 外壳合格证（归档纸质版，电子版） 

3 目检 换电站机器人产品合格证、出厂试验报告（归档纸质版，电子版） 

4 目检 换电站充电机合格证（归档纸质版，电子版） 

5 
目检 

换电站充电机出厂检测报告，型式试验报告（归档纸质版，电子

版） 

6 目检 消防器材合格证、出厂试验报告（归档纸质版，电子版） 

7 目检 换电站安装指导手册（电子版） 

8 目检 换电站机器人安装工艺流程（电子版） 

9 目检 换电站桁架安装质量验收记录（归档纸质版，电子版） 

10 目检 换电站外壳安装质量验收记录（归档纸质版，电子版） 

11 目检 换电站充电机安装质量验收记录（归档纸质版，电子版） 

12 目检 换电站调试手册（电子版） 

13 目检 换电站调试报告（归档纸质版，电子版） 

14 目检 车、站联调记录（归档纸质版，电子版） 

15 
目检 

全套图纸资料（包含各系统电气原理图、接线图，网络设备接线

表、拓扑图等）（现场纸质版，归档纸质版，电子版） 

16 
目检 

换电站机器人使用保养维护说明书（现场纸质版，归档纸质版，电

子版） 

17 
目检 

换电站充换电系统使用说明书（现场纸质版，归档纸质版，电子

版） 

18 目检 换电站站控系统使用说明书（现场纸质版，归档纸质版，电子版） 

19 目检 换电站日常维护手册（现场纸质版，归档纸质版，电子版） 

20 目检 换电站验收单（归档纸质版，电子版） 

21 目检 设备移交单（归档纸质版，电子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