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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均热型模组底板结构，包

括电芯和用于安装电芯的电芯支架；该电芯支架

包括由绝缘材质制成的模块框架，该模块框架内

设置有空孔、进水口和出水口，该空孔与该进水

口以及出水口相互隔离；该模块框架内设置有散

热片且该散热片经空孔显露在外，该电芯经空孔

贴附在该散热片上；该模块框架内还设置有可与

该散热片热交换的流体管，该流体管环绕该散热

片布置并与该散热片相接；该流体管伸入至进水

口与出水口内，流体管内设置有与进水口和出水

口相连通流体通道。本发明还公开了应用该电芯

模块的电池模组和软包动力电池。本发明具有电

芯加热及降温效果优异、电池模组的热场均匀且

便于装配、软包动力电池热管理效果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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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均热型模组底板结构，其特征是：包括由导热材料制成的底板本体；所述底板本

体的外轮廓呈矩形，底板本体的四个角均形成有用于装配定位的避空位；所述底板本体的

外表面还设置有用于安装水排的安装槽，所述安装槽沿底板本体的纵向布置并下沉于底板

本体的顶部；沿底板本体的纵向，所述底板本体内设置有若干个用于实现均匀热传递的均

温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均热型模组底板结构，其特征是：所述均温孔为通孔，所述均

温孔沿底板本体的纵向贯穿整个底板本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均热型模组底板结构，其特征是：所述均温孔沿底板本体的横

向并列排布。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均热型模组底板结构，其特征是：于底板本体的横向，所述均

温孔的数量沿底板本体中部至底板本体两侧的方向呈逐渐递增的趋势。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均热型模组底板结构，其特征是：于底板本体的横向，所述均

温孔的内径沿底板本体中部至底板本体两侧的方向呈逐渐递减的趋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均热型模组底板结构，其特征是：所述模组底板结构为一体式

设计。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均热型模组底板结构，其特征是：沿底板本体的纵向，所述底

板本体的侧壁为焊接用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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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均热型模组底板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动力电池，尤其是涉及一种均热型模组底板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对能源的利用需求越来越高，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对能源需

求量更加庞大，能源消耗的速度也更加迅速。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能源，目前已面临枯竭的境

地，而且，油作为主要的汽车动力能源使用，对环境亦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全球温室效应

的产生，近几年国内雾霾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波及的范围也从北方不断向南方蔓延扩张。所

以寻找一种可以替代石油的能源方式也迫在眉睫。

[0003] 动力电池作为一种可再生新能源，可以对风电、太阳能、日常生活中的夜间余电进

行存储，再进行电器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及使用。但是，随着动力电池应用区域越来越广

泛，动力电池的应用环境要求也越来越高，包括高温及低温环境。在车辆高功率行驶环境

中，动力电池包必须有良好的热控制性能才能保证动力电池的使用安全。然而，目前软包电

池模组难以保证模组底部两侧的电芯被水冷板进行热管理控制，或者底部水冷板需要做成

异形形状，不能通过直接通过铝挤加工成型，需要在铝挤工艺之后后续额外加工，导致模组

底部的水冷板加工工艺复杂，生产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以在电池包水排宽度较窄的情况下，有效对整个电

池模组的底部进行均匀热管理控制的模组底板结构。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均热型模组底板结构，特别的，包括由导热材料制成的底板本体；该底板本体

的外轮廓呈矩形，底板本体的四个角均形成有用于装配定位的避空位；该底板本体的外表

面还设置有用于安装水排的安装槽，该安装槽沿底板本体的纵向布置并下沉于底板本体的

顶部；沿底板本体的纵向，该底板本体内设置有若干个用于实现均匀热传递的均温孔。

[0007] 本模组底板结构与电池模组半成品装配时，可利用设置于底板本体四个角的避空

位与电池模组半成品的表面凸角相配合，实现本模组底板结构的定位校准。同时，水排及导

热胶垫可嵌入安装槽内，基于安装槽的下沉式设计，不但节省了水排的安装空间，还增大了

水排与底板本体的接触面积，强化了底板本体与水排之间的热交换效率。而设置于底板本

体内的均温孔有效调整了底板本体自身的热传递效果，避免由于现有的水排的宽度有限，

底板本体位于安装槽两侧的区域难以得到良好的热管理控制的问题，保证了整个底板本体

的热传递均匀。

[0008] 优选的是，该均温孔为通孔，该均温孔沿底板本体的纵向贯穿整个底板本体，从而

大大降低了产品重量，有效达到了产品轻量化的目的。

[0009] 优选的是，该均温孔沿底板本体的横向并列排布。进一步的是，于底板本体的横

向，该均温孔的数量沿底板本体中部至底板本体两侧的方向呈逐渐递增的趋势，即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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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内，位于底板本体中部的均温孔数量少于位于底板本体侧面的均温孔数量。更进一步

的是，于底板本体的横向，该均温孔的内径沿底板本体中部至底板本体两侧的方向呈逐渐

递减的趋势。这样，本模组底板结构可以保证良好的均匀热管理效果。

[0010] 优选的是，模组底板为一体式设计，可由铝挤成型工艺制成，以降低本模组底板结

构的生产成本。

[0011] 优选的是，沿底板本体的纵向，该底板本体的侧壁为焊接用侧壁，在本模组底板结

构与电池模组半成品装配时，本模组底板结构可通过激光焊接工艺与电池模组半成品装配

在一起，保证产品结构的安全牢靠。

[0012] 本发明具有能实现均匀热管理、产品轻量化、定位方便、水排接触效果好、节省竖

向空间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模组底板结构的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模组底板结构与电池模组半成品的配合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模组底板结构与水排的配合示意图。

[0016] 附图标记说明：1-底板本体；2-避空位；3-安装槽；4-均温孔；5-侧壁；6-表面凸角；

7-水排；8-导热胶垫。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

[0018] 如图1～3所示的模组底板结构，其由底板本体1制成。该底板本体1由导热材料制

成，底板本体1的外轮廓呈矩形，底板本体1的四个角均形成有用于装配定位的避空位2。底

板本体1的外表面设置有用于安装水排的安装槽3。该安装槽3为方形槽，沿底板本体1的纵

向布置并下沉于底板本体1的顶部。

[0019] 沿底板本体1的纵向，底板本体1内设置有若干个沿底板本体1横向并列排布的均

温孔4。均温孔4为通孔，该均温孔4沿底板本体1的纵向贯穿整个底板本体1。如图所示，于底

板本体1的横向，该均温孔4的数量沿底板本体1中部至底板本体1两侧的方向呈逐渐递增的

趋势，即在单位面积内，位于底板本体1中部附近的均温孔4数量少于位于底板本体1两侧附

近的均温孔4数量。而且，于底板本体1的横向，该均温孔4的内径沿底板本体1中部至底板本

体1两侧的方向呈逐渐递减的趋势，也就是说，位于底板本体1两侧附近的均温孔4的内径是

少于位于底板本体1中部附近的均温孔4的内径的，这样，本模组底板结构可以保证良好的

均匀热管理效果。

[0020] 本实施例中，本模组底板结构为一体式设计，由铝挤成型工艺制成，这样得到的产

品结构刚度更好，而且生产成本更低。

[0021] 本实施例中，沿底板本体1的纵向，该底板本体1的侧壁5为焊接用侧壁，在本模组

底板结构与电池模组半成品装配时，本模组底板结构可通过激光焊接工艺与电池模组半成

品装配在一起，保证产品结构的安全牢靠。

[0022] 如图2～3所示，本模组底板结构与电池模组半成品装配时，可利用设置于底板本

体1四个角的避空位2与电池模组半成品的表面凸角6相配合，实现本模组底板结构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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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同时，水排7及导热胶垫8可嵌入安装槽3内，基于安装槽3的下沉式设计，不但节省了

水排的安装空间，还增大了水排与底板本体1的接触面积，强化了底板本体1与水排之间的

热交换效率。而设置于底板本体1内的均温孔4有效调整了底板本体1自身的热传递效果，避

免由于现有的水排的宽度有限，底板本体1位于安装槽3两侧的区域难以得到良好的热管理

控制的问题，保证了整个底板本体1的热传递均匀。

[0023] 本说明书列举的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凡在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和思路下所

做的等同技术变换，均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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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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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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