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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技术研究

高 龙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 合肥 230093

摘 要：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充电技术逐渐成为焦点。本文围绕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技术展

开研究，对目前主流的充电技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并对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技术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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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技术概述

1.1  传导充电
就目前来看，我国新能源电动汽车生产厂家较为知

名的包括比亚迪、奇瑞等等，他们都先后推出了不同型

号的新能源电动汽车，用户在购买车辆之后会收到一根

便携式充电线，使用衡压方式作为对于新能源电动汽车

进行充电，通常来说，以普通的蓄电池为例，充一次电

大概需要14个小时以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可以满
足短途出行的需求。同时，如果购买者条件允许，可以

在停车位上装上充电设施以此满足需求，其中充电桩包

括壁挂式以及立式两种，使用这种充电桩可以在十个小

时以内将电池充满，目前，这种充电方式具有成本较低

且较为稳定的优点，因此较为常见。

1.2  电池更换
电池更换技术也是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必须重视的，

毫不夸张的说新能源电动汽车中的电池是确保动能的核

心，这里汽车生产制造厂商必须要在电池生产制造技术

上加以创新和完善，同时制定科学合理的电池维护保养

和更换体系并让消费者熟知，如此才能从不同的角度解

决电池技术问题。

1.3  无线充电
当前市场上的新能源电动汽车大多是通过电缆进行

充电的，这种技术虽然有着较高的效率以及安全性，但

是实际上，用户并不可能携带笨重的电缆外出，同时被

盗的风险，车辆在排队进行充电时要重新连接电缆，这

种方式不切实际。因此，无线充电技术对新能源电动汽

车来说具有较大的优势，能够解决一系列存在的问题。

1.4  快充技术
快充技术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充电技术之一。快

充技术主要通过将高压直流电源输送到电动汽车的电

池中，实现对电池的快速充电。典型的快充技术包括

CHAdeMO和CCS两种技术。
CHAdeMO技术是一种由日本电气公司开发的充电技

术，其充电功率高达50kW，充电时间可控制在30分钟左
右，对车辆电池的保护效果较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CCS技术是一种由欧洲和美国联合开发的充电技术，
其最大充电功率可达到350kW，充电速度更快，充电时间
可控制在15-20分钟左右。但是，由于其较高的充电功率，
对电池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1]。

2��充电桩类型

2.1  交流充电桩
交流充电桩（AlternatingCurrentChargingStation）是

一种基于交流电的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常用于家庭、办

公区和公共场所等短时间充电场景。交流充电桩可分为

单相交流充电桩和三相交流充电桩两种，充电功率一般

不超过22kW。
2.2  直流充电桩
直流充电桩（DirectCurrentChargingStation）是一种

基于直流电的电动汽车充电设备，一般用于电动汽车的

长途旅行或者紧急情况下的快速充电，充电功率较高。

目前市面上的直流充电桩一般支持CHAdeMO、CSS和
Tesla等不同的充电协议，而不同的协议之间不兼容[2]。

2.3  快充充电桩
快充充电桩（FastChargingStation）是一种特殊类型

的直流充电桩，其充电功率高达50kW以上，可在短时间
内为电动汽车充电约80%的电量。由于充电功率大，一般
需要配备冷却系统和高压直流开关等特殊装置，成本相

对较高。

2.4  慢充充电桩
慢充充电桩（SlowChargingStation）是指低功率的交

流充电桩，一般用于住宅小区、停车场等充电场所，充

电功率一般不超过7kW。
慢充充电桩是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中的一种主要

类型，其主要特点是充电功率相对较低，充电时间较

长，适用于停车场等长时间停车场所[3]。慢充充电桩通常

采用交流充电方式，充电功率一般在3kW-22kW之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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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满足大部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慢充充电桩的主要

优点是成本较低、安装方便、充电安全性高、对电池寿

命影响较小等。随着电动汽车市场的不断扩大，慢充充

电桩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未来还将不断进行技术改进和

升级，以更好地满足用户的充电需求。

3��电动汽车充电技术分类

3.1  直流快充技术
直流快充技术也称为快速充电技术，采用高压直流

电源对电池组进行充电。其充电速度较快，可以在较短

时间内将电池组充满电，因此常用于电动汽车在路上

的快速充电，以满足长途驾驶需求。目前，我国使用的

直流快充标准有两种：GB/T20234.3-2011和GB/T27930-
2015。
直流快充技术是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技术中的一种

重要类型，其主要特点是充电速度快、充电时间短，适

用于长途出行等急需快速充电的场景[4]。直流快充充电

桩通常采用直流充电方式，充电功率一般在50kW-350kW
之间，可以在20-60分钟内完成电动汽车的充电。直流快
充技术的主要优点是充电速度快、用户体验好、充电效

率高等。同时，由于其高功率充电特性，也存在一些问

题，例如设备成本高、对电池寿命影响较大、能耗较高

等，需要更多技术研究和改进。随着电动汽车市场的不

断扩大和用户需求的不断提升，直流快充技术将不断升

级和发展，成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3.2  交流慢充技术
交流慢充技术是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技术中的一种

常见类型，其主要特点是充电功率相对较低、充电时间

较长，适用于停车场等长时间停车场所[5]。交流慢充充电

桩通常采用交流充电方式，充电功率一般在3kW-22kW之
间，能够满足大部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交流慢充技

术的主要优点是成本较低、安装方便、充电安全性高、

对电池寿命影响较小等。同时，由于其充电功率相对较

低，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充电速度慢、用户体验较差

等。随着电动汽车市场的不断扩大和用户需求的不断提

升，交流慢充技术也将不断升级和发展，成为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3  无线充电技术
无线充电技术是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技术中的一种

新型技术，其主要特点是无需物理接触即可进行充电，

适用于智能化停车场等场所。无线充电技术主要分为电

磁感应充电和电磁辐射充电两种方式。电磁感应充电是

通过在充电桩和电动汽车之间放置感应线圈实现，电磁

场能量传输到电动汽车电池进行充电。电磁辐射充电则

是通过在充电桩和电动汽车之间放置天线，利用电磁波

进行充电。无线充电技术的主要优点是充电过程无需人

工干预、方便快捷、安全可靠等。同时，由于其技术水

平相对较新，设备成本较高，充电效率和充电速度等方

面也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随着无线充电技术的不断

发展和完善，相信其将成为未来电动汽车充电的重要方

向之一[2]。

4��电动汽车充电技术原理

4.1  交流慢充原理：交流慢充是一种常用的电动汽车
充电方式，其原理是通过交流电源为电动汽车的电池充

电。交流慢充的充电功率一般在3kW-22kW之间，充电时
间相对较长，适用于长时间停车的场所。交流慢充主要

由充电桩、交流电源和电动汽车充电接口三部分组成。

充电桩将交流电源转化为适合电动汽车电池的电压和电

流，通过电动汽车充电接口将电能传输到电动汽车的电

池中，进行充电。

4.2  交流快充原理：交流快充是一种在电动汽车充电
技术中较新的方式，其原理也是通过交流电源为电动汽

车的电池充电。但是，交流快充的充电功率相对较高，

一般在50kW以上，充电速度相对较快。交流快充主要
由充电桩、交流电源和电动汽车充电接口三部分组成。

充电桩将交流电源转化为适合电动汽车电池的电压和电

流，通过电动汽车充电接口将电能传输到电动汽车的电

池中，进行充电[3]。

4.3  直流快充原理：直流快充是一种充电速度最快的
电动汽车充电技术，其原理是通过直流电源为电动汽车

的电池充电。直流快充的充电功率一般在100kW以上，
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为电动汽车充电。直流快充主要由

充电桩、直流电源和电动汽车充电接口三部分组成。

充电桩将直流电源转化为适合电动汽车电池的电压和电

流，通过电动汽车充电接口将电能传输到电动汽车的电

池中，进行充电。

4.4  无线充电原理：无线充电是一种在电动汽车充电
技术中新兴的方式，无线充电技术是一种无需物理连接

的充电方式，其原理是利用电磁感应或电磁辐射原理，

通过将电源和电器之间的空间转换成电磁场，从而实现

电能的传输。在无线充电过程中，充电器会通过特殊的

电路将交流电源转换为高频电流，通过电磁感应或电磁

辐射，将电能从充电器传输到电器中，完成电能的无线

传输和充电过程。无线充电技术无需插拔电源线，操作

方便，对于电器的使用也没有任何影响。同时，无线充

电技术还可以减少电线的使用，节省了资源，降低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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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因此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4]。

在新能源汽车充电技术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深

入探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智能化发展趋势，包括基于

物联网和云计算的智能充电桩、无线充电技术、充电时

的数据采集与分析等等。因此，需要通过制定合理的政

策和标准，加大对新能源汽车充电技术的投入，鼓励企

业研发创新，提高充电设施建设和运营的效率，推动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5��充电设施的布局和规划

充电设施的布局和规划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至关

重要。针对不同的充电需求，可以根据用户的充电需求

进行充电站的规划[5]。在城市区域，充电站的布局应遵循

就近充电的原则，以方便用户充电。同时，应根据车流

量、人流量等指标进行合理规划。

首先，充电设施的布局应该基于市场需求。随着电

动汽车市场的不断扩大，充电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因

此，充电设施的布局应该根据当地的市场需求进行规

划。例如，在城市中心区域和商业中心区域，应该建设

更多的快充电站，以满足人们在短时间内充电的需求。

而在住宅区域，应该建设更多的慢充电站，以便电动汽

车在夜间停放时进行充电。此外，还需要考虑到不同区

域的用电量和用电负荷，以确保充电设施的供电质量和

可靠性[1]。

其次，充电设施的规划应该考虑技术水平的提高。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充电设施的性能和功能也在不断

提高。例如，快充设备的充电功率已经从最初的几十千

瓦提高到现在的几百千瓦，充电时间也从几十分钟缩短

到了十几分钟甚至更短。因此，充电设施的规划应该考

虑到未来技术的发展趋势，尽可能采用先进的充电设

备，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充电需求。

最后，充电设施的规划还应该考虑政策法规的要

求。随着环保政策的推进，许多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鼓

励和支持电动汽车的政策，包括免费停车、减免购置税

等等。因此，充电设施的规划应该符合当地政策法规的

要求，以便更好地获得政策支持和补贴。

6��充电设施的运营管理

首先，充电设施的运营管理需要进行科学规划。在

充电设施建设之初，就需要对设施的运营管理进行规

划，包括设施的布局、投资和运营模式等等。其中，布

局需要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和用电负荷等因素进行调整；

投资需要考虑到设备采购、维修保养和用电成本等多方

面的因素；运营模式则需要根据当地的政策法规和市场

需求进行选择，以确保设施的可持续运营。

其次，充电设施的运营管理需要进行科学的运营模

式设计。在设施运营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用户的需求

和设施的性能特点，设计出科学合理的运营模式[3]。例

如，对于快充电站，可以设置预约充电功能，方便用户

提前预定充电时间，避免因排队等待而影响充电效率；

对于慢充电站，可以采用会员制度，方便长期用户进行

充电，并设置充电折扣等奖励机制，以提高用户粘性和

满意度。

最后，充电设施的运营管理需要进行科学的监控和维

护。在设施的正常运营过程中，需要进行实时监控，发现

和解决设施故障和安全隐患。同时，还需要进行定期的设

备检查和维护，保证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之，充电

设施的运营管理是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环节。

在运营管理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设施的规划

和布局、运营模式的设计以及监控和维护等多方面的因

素，以确保设施的正常运行和用户的满意[4]。

结语

总之，新能源汽车充电技术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当前和未来的研

究中，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新能源汽车充电技术的创

新和发展，通过政策和技术手段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发展，推动能源转型和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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