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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软包电池热管理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汽车空调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

一种软包电池热管理装置。主要包括软包电池以

及包裹在其侧周边的安装支架，在软包电池的两

个侧面分别安装有两个散热板，置于软包电池同

一侧的两个散热板的相对侧均冲压有相配合的

凸起，两个散热板的凸起共同组成循环介质流通

管路，通过在循环介质流通管路中通入低温或高

温的液体介质，从而使软包电池在需要冷却或加

热时，对其进行冷却或加热；散热板的厚度一般

为0.5mm，在软包电池同一侧的两个散热板中，循

环介质流通管路成“几”字形往返排布，并通过转

接通道使液体循环介质从软包电池的一侧进入

另一侧，从而对软包电池的两侧彻底、均匀地冷

却或加热，提高电池工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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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软包电池热管理装置，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软包电池(9)以及包裹在其侧周边

的安装支架(1)，在软包电池(9)的两个侧面分别安装有两个散热板(3)，置于软包电池(9)

同一侧的两个散热板(3)的相对侧均冲压有相配合的凸起(7)，两个散热板(3)的凸起(7)共

同组成循环介质流通管路，通过在循环介质流通管路中通入低温或高温的液体介质，从而

使软包电池在需要冷却或加热时，对其进行冷却或加热；

散热板(3)的厚度为0.5mm，在软包电池(9)同一侧的两个散热板(3)中，循环介质流通

管路成“几”字形往返排布，并通过转接通道(8)使液体循环介质从软包电池的一侧进入另

一侧，在另一侧经过“几”字形流动后再次返回软包电池的一侧，并经过“几”字形流动后再

次返回软包电池的另一侧；

在散热板(3)的两侧分别安装有连接循环介质流通管路的进液口(2)、出液口(5)；

在安装支架(1)底部设置有环状支撑台(4)，在安装支架(1)的两侧安装有固定卡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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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软包电池热管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空调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软包电池热管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软包电池一般是在液态锂离子电池套上一层聚合物外壳，在结构上采用铝塑膜包

装，在发生安全隐患的情况下软包电池最多只会鼓气裂开。软包电池的优点一般表现在：1.

安全性能好。软包电池，而不像钢壳铝壳电芯那样会发生爆炸。2.重量轻。软包电池重量较

同等容量的钢壳锂电轻40％，较铝壳电池轻20％。3.容量大。软包电池较同等规格尺寸的钢

壳电池容量高10～15％，较铝壳电池高5～10％。4.内阻小。软包电池的内阻较锂电池小，目

前国产软包电池芯的内阻最小可做到35mΩ以下，极大的降低了电池的自耗电。5.设计灵

活。软包电池的形状可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

[0003] 在汽车空调结构设计中，由于其所采用的软包电池容量较大，在其需要加热或冷

却时，耗能较高，传统针对该类软包电池热管理的系统装置普遍存在冷却或加热效率低下，

且换热不均匀，严重影响软包电池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紧凑，节省空

间，控制简便、换热效率高的软包电池热管理装置。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软包电池热管理装置，主要包括软包电池以及包裹在其侧周边的安装支架，

在软包电池的两个侧面分别安装有两个散热板，置于软包电池同一侧的两个散热板的相对

侧均冲压有相配合的凸起，两个散热板的凸起共同组成循环介质流通管路，通过在循环介

质流通管路中通入低温或高温的液体介质，从而使软包电池在需要冷却或加热时，对其进

行冷却或加热；

[0007] 散热板的厚度为0.5mm，在软包电池同一侧的两个散热板中，循环介质流通管路成

“几”字形往返排布，并通过转接通道使液体循环介质从软包电池的一侧进入另一侧，在另

一侧经过“几”字形流动后再次返回软包电池的一侧，并经过“几”字形流动后再次返回软包

电池的另一侧；

[0008] 在散热板的两侧分别安装有连接循环介质流通管路的进液口、出液口；

[0009] 在安装支架底部设置有环状支撑台，在安装支架的两侧安装有固定卡扣。

[0010] 本发明的软包电池热管理装置，其有益效果表现在：

[0011] 1)、本发明的软包电池热管理装置，主要包括软包电池以及包裹在其侧周边的安

装支架，在软包电池的两个侧面分别安装有两个散热板，置于软包电池同一侧的两个散热

板的相对侧均冲压有相配合的凸起，两个散热板的凸起共同组成循环介质流通管路，通过

在循环介质流通管路中通入低温或高温的液体介质，从而使软包电池在需要冷却或加热

时，对其进行冷却或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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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2)、散热板的厚度一般为0.5mm，在软包电池同一侧的两个散热板中，循环介质流

通管路成“几”字形往返排布，并通过转接通道使液体循环介质从软包电池的一侧进入另一

侧，在另一侧经过“几”字形流动后再次返回软包电池的一侧，并经过“几”字形流动后再次

返回软包电池的另一侧，依次类推，从而对软包电池的两侧彻底、均匀地冷却或加热，提高

电池工作性能。

[0013] 3)、在散热板的两侧分别安装有连接循环介质流通管路的进液口、出液口，通过外

接介质存储设备及输送设备即可实现对软包电池的热管理。为了便于安装，在安装支架底

部设置有环状支撑台，同时，在安装支架的两侧安装有固定卡扣，这样以便于其在汽车中的

安装。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软包电池热管理装置的立体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的软包电池热管理装置的主视图。

[0016] 图3为图2中A-A向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进一步描述本发明的软包电池热管理装置，下面结合附图对其作进一步说明。

[0018] 请参阅图1-3所示，本发明的软包电池热管理装置，主要包括软包电池9以及包裹

在其侧周边的安装支架1，在软包电池9的两个侧面分别安装有两个散热板3，置于软包电池

9同一侧的两个散热板3的相对侧均冲压有相配合的凸起7，两个散热板3的凸起7共同组成

循环介质流通管路，通过在循环介质流通管路中通入低温或高温的液体介质，从而使软包

电池在需要冷却或加热时，对其进行冷却或加热。

[0019] 散热板3的厚度一般为0.5mm，在软包电池9同一侧的两个散热板3中，循环介质流

通管路成“几”字形往返排布，并通过转接通道8使液体循环介质从软包电池的一侧进入另

一侧，在另一侧经过“几”字形流动后再次返回软包电池的一侧，并经过“几”字形流动后再

次返回软包电池的另一侧，依次类推，从而对软包电池9的两侧彻底、均匀地冷却或加热，提

高电池工作性能。

[0020] 在散热板3的两侧分别安装有连接循环介质流通管路的进液口2、出液口5，通过外

接介质存储设备及输送设备即可实现对软包电池的热管理。

[0021] 为了便于安装，在安装支架1底部设置有环状支撑台4，同时，在安装支架1的两侧

安装有固定卡扣6，这样以便于其在汽车中的安装。

[0022]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的构思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发明

的构思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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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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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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