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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氮化镓车载充电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氮化镓材料的宽带隙和高热导率特性，使其在充电器应用中能够适配小型变压器和高功率器件。这一

特性使得氮化镓充电器能够在保持高效率的同时，实现体积的大幅缩小。相较于传统的硅基充电器，氮化

镓充电器在功率密度和充电效率上有着显著提升。这对于车载充电器而言尤为重要，因为车辆内部空间有

限，小型化的充电器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的便携性和使用便利性需求。

近年来，随着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普及，车载充电器的需求不断增长。消费者对快速充电、高

效能源利用以及设备便携性的追求，为氮化镓车载充电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氮化镓充电器的

高效率意味着在相同的充电时间内，能够为车辆电池充入更多的电量，从而延长了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

满足了消费者对长距离出行的需求。

同时，氮化镓充电器的小体积特性也使其成为了车载充电器的理想选择。传统的车载充电器往往体积

较大，占用车辆内部空间，且在使用时不够便捷。而氮化镓充电器则能够在保持高效充电的同时，实现体

积的大幅缩减，使得用户可以更轻松地将充电器携带上车，并在需要时随时进行充电。

技术进步是推动氮化镓车载充电器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氮化镓半导体技术的不断成熟，制造工

艺的改进以及生产成本的降低，氮化镓充电器的性能和价格逐渐变得更加亲民。这使得氮化镓充电器在车

载充电领域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从高端车型逐渐普及到中低端车型，满足了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车载电子设备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对充电器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氮

化镓充电器以其高效率、小体积和优秀的热管理能力，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些多样化需求。例如，在车载娱

乐系统、导航系统以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等方面，氮化镓充电器能够提供稳定、高效的电力支持，确保车

载电子设备的正常运行。

此外，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增长也为氮化镓车载充电器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一些国家和地区政

府为了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包括对新能源汽车及其配套设施的补贴、税

收优惠等。这些政策为氮化镓车载充电器的研发和推广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随着消费者对新能

源汽车接受度的提高，以及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氮化镓车载充电器的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

目前，便携式氮化镓车载充电器相关的标准有GB/T 20234.1-2023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1

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23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0234.1-2023主要规定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的通用技术要求，而GB/T 18487.1-2023

则涵盖了整个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的通用要求。相比之下，《便携式氮化镓车载充电器技术要求》团体

标准将专注于便携式氮化镓车载充电器这一特定产品，它对充电器的性能、安全、效率等方面提出了更为

具体的技术要求。

该团体标准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为便携式氮化镓车载充电器的生产与使用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导，确保产

品在高效率、小型化、轻量化方面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氮化镓材料的使用使得充电器具有更高的功率密

度和更好的热管理能力，从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用户提供更快的充电速度和更便捷的使用体验。此

外，该标准的制定有助于推动行业技术进步，促进相关产品的创新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针对便携式氮化镓车载充电器的电气性能、机械结构、安全要求等，急需立项《便携式氮化镓车载充

电器技术要求》该标准，填补标准空白点，明确便携式氮化镓车载充电器在性能、安全、兼容性等方面的

具体要求，为厂商提供明确的技术导向，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便携式氮化镓车载充电器技术要求》

团体标准的制定，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1、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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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氮化镓车载充电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的制定，将为氮化镓车载充电器的技术发展提供明确

的指导和规范。氮化镓（GaN）作为一种新型半导体材料，具有高效率、小体积、低发热等优势，是未来

充电器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通过团体标准的制定，可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进而促

进整个车载充电器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2、提高产品质量与安全性

团体标准将对便携式氮化镓车载充电器的性能指标、安全要求、试验方法等进行详细规定，有助于提

升产品的整体质量。标准的实施将确保产品在设计、生产、使用等各个环节符合安全要求，减少因质量问

题导致的安全隐患，保护消费者权益。

3、规范市场秩序

团体标准的制定有助于统一市场上的产品技术要求，规范企业生产和销售行为。通过明确的技术指标

和质量要求，消费者可以更容易地识别和选择合格的产品，从而减少假冒伪劣产品的流通，维护市场秩序。

4、推动绿色发展与节能减排

氮化镓车载充电器具有高效率、低能耗的特点，符合绿色发展理念。团体标准的制定将鼓励企业采用

先进的节能技术，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推动整个行业的绿色发展。同时，标准的实施也有助于提高消

费者对环保产品的认知和接受度，促进全社会的节能减排意识。

5、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随着消费者对车载充电器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便携式氮化镓车载充电器凭借其体积小、效率高、兼

容性强等优势，逐渐成为市场的新宠。团体标准的制定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满足

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提升用户体验和满意度。

二、起草单位所作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归口。本标准由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图拉斯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宝利金电子有限公司、博硕科技(江西)有限公司、广东品胜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想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2、主要起草单位及其所作工作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单位及工作职责

起草单位 工作职责

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主编单位，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排，标准

内容和试验方案编制与确定，标准水平的把握及标准编

制运行的组织协调。人员中包括了行业资深专业人员，

行业管理人员。

深圳市图拉斯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宝利金电

子有限公司、博硕科技(江西)有限公司、广东

品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想信息产品(深圳)

有限公司

实际生产单位、负责汇报企业生产数据、试验方法，参

与标准编制。

三、标准的编制原则

标准起草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行业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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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及相关要求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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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编制过程

4.1立项阶段

2025年4月23日，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正式批准《便携式氮化镓车载充电器技术要求》立项。

4.2 起草阶段

4.2.1 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根据《便携式氮化镓车载充电器技术要求》编制需要，安克创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图拉斯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宝利金电子有 限公司、博硕科技(江西)有限公司、

广东品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想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等机构相关专家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

4.2.2 形成标准草案：根据工作计划及分工安排，在系统参考、学习已有标准及研究的基础上，标

准制定工作组完成《便携式氮化镓车载充电器技术要求》各部分内容，并于2025年4月27日汇总形成标准

草案。

4.2.3 2025年5月7日，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召开了《便携式氮化镓车载充电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讨

论会，与会代表3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标准编制组就该标准立项背景和标准框架分别进行了介绍。与会

专家和代表就标准名称、框架结构、定义、范围、技术指标、试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明确了该

标准编制工作方向，并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内容的完善措施和修改意见、建议。

在讨论会结束后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与会专家及参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4.3 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5月14日，本标准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面向社会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同时由编制工作组向相关单位进行定向征求意见。

五、标准主要内容

根据生产企业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图拉斯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宝利金电子有限公司、

博硕科技(江西)有限公司、广东品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想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产品数据

得到以下主要内容：

1、转换效率

充电器将车载电源（12V/24V DC）转换为设备可用电能时的能量损耗率。其意义在于减少能源浪费，

提升充电速度，例如在输入电压范围内实现≥95%的转换效率，支持快速充电（如30分钟充满70%电量）。

2、功率密度

单位体积内输出的功率值。该指标衡量充电器的空间利用率，通过采用氮化镓（GaN）高频器件，功

率密度需≥25W/cm³，较传统硅基器件提升50%，满足车载空间紧凑化需求。

3、散热性能

充电器在满载工况下的温升控制能力。要求外壳温度≤65℃（环境温度25℃），避免因热积累导致器

件老化或性能衰减，保障长期稳定运行。

4、环境适应性

充电器在极端温度、湿度及振动环境中的可靠性。具体包括：

耐温性：工作温度范围覆盖-30℃至85℃，确保高低温环境下输出稳定性（波动≤±1%）。

防水防尘：依据IP65防护等级标准，验证接口密封性及内部电路防潮设计，防止沙尘或雨水侵入。

抗振动性：通过5Hz-200Hz随机振动测试（加速度5g），验证结构件疲劳寿命≥10万次，无元器件脱

落或接触不良。

5、兼容性

支持多设备快充协议（如PD 3.0、QC 4.0）的能力。要求与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设备的握手成

功率≥99%，适配燃油车、纯电动车及混合动力车型的电源系统。

6、安全保护机制

充电器对过压、过流、短路等异常工况的防护能力。例如，输入电压突升至36V时，保护电路响应时

间≤10ms，避免设备损坏或车辆电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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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1）核心性能验证

通过模拟不同车载电源环境，验证氮化镓（GaN）充电器的转换效率及稳定性。具体功能如下：

1）充电效率验证：在输入电压 12V-24V 范围内，测试 DC-DC 转换效率≥95%，确保低损耗快充能力（如

30 分钟充满 70%电量）。

2）功率密度验证：验证充电器体积功率密度≥25W/cm³，较传统硅基器件提升 50%，满足车载空间限

制需求。

3）散热性能验证：在满载（100W）工况下连续运行 2 小时，测试外壳温度≤65℃，避免热积累导致

性能衰减。

（2）环境适应性验证

通过模拟极端温度、湿度及机械振动场景，验证充电器的可靠性。具体功能如下：

1）高低温循环验证：在-30℃至 85℃温区内进行 100 次循环测试，验证 GaN 器件与 PCB 焊点抗热应力

能力，确保输出波动≤±1%。

2）防尘防水验证：依据 IP65 防护等级标准，测试充电器接口密封性及内部电路防潮设计，防止沙尘

或雨水侵入引发短路。

3）振动抗性验证：模拟车辆行驶中的随机振动（5Hz-200Hz，加速度 5g），验证结构件疲劳寿命≥10

万次，无元器件脱落或接触不良。

（3）应用场景兼容性验证

通过不同车型（燃油车、纯电动车、混合动力车）及外接设备（手机、平板、笔记本）的适配测试，

验证充电器的多功能性。具体功能如下：

1）多协议兼容性验证：支持 PD 3.0、QC 4.0 等主流快充协议，确保与各类设备握手成功率≥99%。

2）过压/过流保护验证：模拟输入电压突变（如 24V 突升至 36V），验证保护电路响应时间≤10ms，

避免设备损坏。

6.2 技术经济论证

该技术标准的制定通过分阶段验证与产业化实践，实现技术可行性与经济效益的平衡。

（1）实验室验证阶段（2022 年 1 月-2023 年 4 月）

在受控环境下完成充电器原型测试，重点验证 GaN 器件开关频率（≥1MHz）对效率的影响，优化拓扑结构

（如 LLC 谐振电路）。通过模拟极端温湿度条件，确认散热设计的可靠性，为量产工艺提供参数支撑。

（2）实车搭载验证阶段（2023 年 5 月-2024 年 8 月）

联合车企在高温（吐鲁番）、高寒（黑河）地区进行实车测试。验证结果表明：充电器在-30℃冷启动成

功率 100%，85℃高温环境下效率保持≥92%；振动工况下无结构失效，故障率＜0.1%。实际应用中，充电

器重量降低 40%，空间占用减少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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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业化推广阶段（2024 年 9 月-2025 年 12 月）

通过自动化贴片（SMT）工艺与模块化设计，实现充电器的规模化生产。量产阶段单位成本降低 30%，产品

合格率提升至 98%。标准化接口（如 USB-C PD）与车规级 EMC 设计（CISPR 25）缩短车企认证周期 40%，

推动市场占有率年增长 25%。

6.3 预期的经济效果

便携式氮化镓车载充电器技术标准的实施将加速车载电源技术升级。预计三年内，标准化产品将覆盖

70%以上的中高端车型，逐步替代传统硅基充电器，带动 GaN 晶圆、高频磁性材料等供应链发展，采购成

本降低 20%-25%。技术层面，标准将推动企业采用多芯片封装（如 Chip-on-Board）技术，产品通过 AEC-Q100

车规认证，出口份额从 10%提升至 35%。经济效益方面，规模化生产可降低单位能耗 18%，减少原材料浪费

15%。社会效益上，高效充电技术可降低车辆待机能耗 30%，助力“双碳”目标，预计年减少 CO₂ 排放量

1.2 万吨。

七、标准水平分析

7.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经查，暂无相同类型的国际标准与国外标准，故没有相应的国际标准、国外标准可采用。

7.2 与国际标准及国外标准水平对比

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7.3 与现有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与现有的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无重复交叉现象。

7.4 设计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经查，本标准没有涉及国内外专利。

八、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技术要求的选定、试验方法的确定、检验项目设置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由于本标准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十二、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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