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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

供将电池芯保持在预定温度范围，其中电池芯是

被装置于电池外壳中，以及电池芯是供驱动独立

大电能电动设备，该热管理系统包括：调温装置，

包括小型与大型调温器，分别导热连结电池芯和

电池外壳，及选择切换调温器的选择切换开关；

感测装置，包括温度感测器及电量感测器，并供

分别输出对应电池芯的温度信号及对应电池芯

的电量信号；及接收信号的微处理装置依照温度

信号指令调温装置是否开启，以及当调温装置需

开启时，依照电量信号指令上述选择切换开关，

决定切换至开启小型和/或大型调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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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供将复数电池芯保持在一

预定温度范围，其中前述电池芯是被装置于至少一电池外壳中，以及前述电池芯是供驱动

上述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该热管理系统包括：

一调温装置，包括至少一小型调温器与至少一功率大于前述小型调温器的大型调温

器，前述小型调温器和前述大型调温器分别导热连结上述电池芯和上述电池外壳，及至少

一组选择切换上述大/小型调温器的选择切换开关；

一感测装置，包括至少一个感测上述电池芯温度的温度感测器，及至少一个感测上述

电池芯剩余电量的电量感测器，并供分别输出对应上述电池芯温度的温度信号及对应上述

电池芯剩余电量的电量信号；及

一接收上述温度信号及上述电量信号的微处理装置，该微处理装置依照上述温度信号

指令上述调温装置是否开启，以及当上述调温装置需开启时，依照上述电量信号指令上述

选择切换开关，决定切换至开启上述小型调温器和/或大型调温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其中上述复数

电池芯被区分为多组电池组，而且上述感测装置包括复数分别量测每一前述电池组的温度

感测器，及复数分别量测每一前述电池组的剩余电量的电量感测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其中上述电池

组是被容纳于上述电池外壳中，以及该电池外壳内更容纳有导热连接上述大型调温器的冷

却液，供浸泡冷却上述电池组。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更包括一组水

泵，及连接上述电池外壳至前述水泵、供冷却液循环的导热通道，以及一设置连接上述选择

切换开关至上述电池外壳的循环通道。

5.一种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供将复数电池芯保持在一

预定温度范围，其中前述电池芯是被装置于至少一电池外壳中，前述电池芯是供驱动上述

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以及，该热管理系统包括一调温装置，一感测装置，及一微处理装置，

前述调温装置包括至少一小型调温器与至少一功率大于前述小型调温器的大型调温器，前

述小型调温器和前述大型调温器分别导热连结上述电池芯和上述电池外壳，及至少一组选

择切换上述大/小型调温器的选择切换开关；上述感测装置则包括至少一个感测上述电池

芯温度的温度感测器，及至少一个感测上述电池芯剩余电量的电量感测器；上述热管理方

法包括下列步骤：

a)上述温度感测器分别量测上述电池芯温度，并输出一温度信号至上述微处理装置；

以及上述电量感测器分别量测上述电池芯剩余电量，并输出一电量信号至上述微处理装

置；

b)上述微处理装置接收上述温度信号及上述电量信号，并依照上述温度信号指令上述

调温装置是否开启，以及当上述调温装置需开启时，依照上述电量信号指令上述选择切换

开关，决定切换至开启上述小型调温器和/或大型调温器。

6.一种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供将复数电池芯保持在一

预定温度范围，其中前述电池芯是被装置于至少一电池外壳中，以及前述电池芯是供驱动

上述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该热管理系统包括：

一调温装置，包括至少一导热连结上述电池芯的小型调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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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感测装置，包括至少一个感测上述电池芯温度的温度感测器，及至少一个感测周

边环境资讯的环境感测器，并供分别输出对应上述电池芯温度的温度信号及对应上述环境

资讯的环境信号；及

一接收上述温度信号及上述环境信号的微处理装置，该微处理装置依照上述温度信号

及上述环境信号，指令上述调温装置是否开启。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其中上述调温

装置更包括：

至少一功率大于前述小型调温器的大型调温器，前述大型调温器和上述电池外壳导热

连结，以及

至少一组选择切换上述大/小型调温器的选择切换开关，使得上述微处理装置依照上

述温度信号及上述环境信号，指令上述选择切换开关，决定切换至开启上述小型调温器和/

或大型调温器。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其中上述电池

组是被容纳于上述电池外壳中，以及该电池外壳内更容纳有导热连接上述大型调温器的冷

却液，供浸泡冷却上述电池组。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更包括一组水

泵，及连接上述电池外壳至前述水泵、供冷却液循环的导热通道，以及一设置连接上述选择

切换开关至上述电池外壳的循环通道。

10.如权利要求6、7、8、或9所述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其

中上述感测装置更包括一供输出一定位信号至该微处理装置的全球定位系统。

11.如权利要求6、7、8、或9所述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其

中上述感测装置更包括一通讯连结上述微处理装置、供接收外部环境气象资讯的通讯装

置。

12.一种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供将复数电池芯保持在一

预定温度范围，其中前述电池芯是被装置于至少一电池外壳中，前述电池芯是供驱动上述

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以及，该热管理系统包括一调温装置，一感测装置，及一微处理装置，

前述调温装置包括至少一导热连结上述电池芯的小型调温器；上述感测装置则包括至少一

个感测上述电池芯温度的温度感测器，及至少一个感测周边环境资讯的环境感测器；上述

热管理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a)上述温度感测器分别量测上述电池芯温度，并输出一温度信号至上述微处理装置；

以及上述环境感测器用以感测周边环境资讯，并输出一对应上述环境资讯的环境信号至上

述微处理装置；

b)上述微处理装置接收上述温度信号及上述环境信号，并指令上述调温装置是否开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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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一种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世界对于能源的需求，在全球气候暖化与变迁下，逐渐由石化燃料转向可再生资

源作为取代的动力来源，达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希冀减缓全球暖化的趋势，同时改善空

气品质。随着蓄电芯的发展，电能正日渐取代汽油作为主要的动力来源。

[0003] 然而，采以电能作为动力的电动汽车，所用的电池芯常选用锂离子电池(Lithium-

ion  battery)作为电能的供应源，锂离子电池却因工作温度与运作的环境使得使用年限非

常有限，同时年限终结后的重置成本又高的惊人，主要因电池芯内温度管理不当，锂离子耗

损过快，就以电动汽车为例，生产电动汽车成本通常电池芯就占电动汽车的造价成本三分

之一，且这也是未来更换电池芯的重置成本，故而电动汽车仍让人们望之却步。

[0004] 此外，电动汽车的电池芯年限相较于传统汽车年限而言极为短暂，遑论电动汽车

的电池芯更换费用往往相较于传统汽车的保养费用更是高出许多，尤其就在购入电动汽车

的短短数年后，电池芯随着使用时间与运作环境等，自然衰退将无法蓄存原来的电容量，降

低了电动汽车本身电池芯蓄满电能下够行驶的里程，也就造就电动汽车于市场布局上受到

巨大的挑战与阻碍。本专利申请大电能热管理系统可将电芯温度管控于非常严苛的温度范

围，可延长电池系统寿命至十年以上，充分解决电动汽车市场布局的问题。

[0005] 电动汽车于行驶下，热源不仅来自于车内的电池充放，马达运转，也会从环境接收

热能，当电芯温度从摄氏20度攀升到摄氏30度，电池寿命会减半，当电芯温度从摄氏30度攀

升到摄氏38度，电池寿命会再减半，温度越高，寿命减损倍率更快。而且，如果电池芯上没有

设置保护装置或保护装置没有及时切断回路，将使电池芯内部自我反应加速，温度持续升

高而造成电池负极瓦解，隔离膜烧毁，正负极短路，电解液气化，电池泄阀，高温气体外泄，

造成火烧车事件。公知温控系统在驾驶离座钥匙拔离时停止运作。然而电芯在没有充放电

但是温度高于摄氏60度时自我反应所产生的热量若无法排除，电芯温度会因此缓慢上升，

当温度高于摄氏100度时，反应加速，通常在不到一小时即会造成电池负极瓦解，电池泄阀，

高温气体外泄，造成火灾。这是所有锂离子电池系统共同的特性，也是目前电动车及手机在

待用时自燃的主要原因。

[0006] 基于电池芯在高温状态下易有安全疑虑，有业者提出关于电池的热管理装置，试

图以制冷装置与冷却液调节电池芯的温度，提升使用时的安全性。受限于目前的电池芯一

般是以多个标准锂电池例如18650，共同并排竖立在一个盒中，彼此串接或并接，且每一个

标准锂电池和相邻的标准锂电池间，仅有约1毫米的间距，无法在标准锂电池之间设置冷却

器。因此，如图1所示为一种现有的电池热管理装置，是以一制冷装置8降低循环管80内的冷

却液温度，并将循环管  80路径设置于电池芯920与电池外壳90一侧，藉以吸收电池外壳90

与电池芯920 所产生的热能。然而这种设计，冷却液是在一次循环内同步对电池芯920与电

池外壳90进行温度调节，例如在夏天的烈日下，则电池外壳90受外部环境影响而不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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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高于电池芯920的温度，也会不断拉高冷却液的温度，使制冷装置需要耗费更大的功率

来进行冷却。电池外壳有相当的热容量，等到电芯外部测到摄氏30度再开启制冷装置，温度

会继续爬升再缓慢降温，同时对电芯寿命造成影响。

[0007] 但电动车内的电池主要功能是供应电能让马达运转，也要同时确保电池芯的温度

不致过高，考量当电池的电量低于一定水准时，制冷装置却需要如上述情况抽取大量电能

运作制冷，用来主要降温电池外壳，而无法直接单独对电池芯进行冷却，这会造成电能贫乏

时的配置顺序失当，不能有效地配置，尤其如上述情况当电池外壳的温度更高于电池芯时，

也让电池芯无法有效的被控制在最适当的温度范围内操作。

[0008] 更进一步，由于冷却液通常是藉由泵浦的压力输送，当剩余电能已经偏低，还要耗

费在泵浦的运转而输送大量冷却液至电池外壳，将进一步损耗已经偏低的电能存量，却无

助于在低电量下维持电动设备的正常运转与使用，更难确保电池芯是被维持在有效的工作

温度范围内。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屡屡攀升的电池芯温度将不断加速电池劣化以及电池

芯的电容量衰退，也让采用此解决热管理方案的电动设备维护成本变相增加。

[0009] 但如果过度冷却而因此将电池芯温度持续降至过度低温的状态时，虽能确保电池

芯内电解液不至因蓄放电的高温，而产生电解液汽化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但会降低电

池芯的放电效率，使得电动设备运转的性能功率打折扣，以上都说明将使得成本、可靠性、

安全性、行驶里程、驾驶性能皆受到影响。

[0010] 由于上述现行热管理系统的无效率与能量配置使用顺序错误，一方面无法将电池

芯维持于较佳的温度范围，使得电池芯性能劣化；另方面提高充放电频率，更进一步减短使

用年限。因此在部分通过空气冷却的热管理系统维护下，电池芯的使用年限仅区区两年；相

反地，部分采用液态冷却的热管理系统下的电池芯，在寒带气候下使用年限延长达近十年。

但同样的液态冷却热管理系统，如果是在亚热带气候下，所维护的电池芯使用寿命又再度

减短到仅有四年，尤其相较于传统使用石化燃料车辆的铅酸蓄电池，电动车全面更换电池

芯的昂贵价格更显得十分可观。

[0011] 当然，这类电池芯常应用于发电设施，由于铅酸蓄电池特性反应速度迟缓，且使用

的年限经常于数年就已衰退到不堪使用，因此随着电池芯技术发展，环保意识抬头，新的电

池芯技术逐渐扩展成为风力、太阳能设施及发电厂的电能储存设备，虽然使用年限延长却

也带来较高的重置成本，本专利大电能热管理系统可将电芯温度管控于非常严苛的温度范

围，可延长电池系统寿命至十年以上，加速锂离子电池替代铅酸蓄电池的市场发展。

[0012] 基于前述，如何在上述动辄数百安培电流输出的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中，维持电

池芯温度于最适工作温度，提供电池芯的使用安全性，延长电池芯的使用年限以及沿用率，

以提升总工作运转时数就是本发明所要达成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13] 本发明之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既侦测电

池芯的温度，也量测电池芯剩余电量，以便在电量充分时，让大型调温器运转，确保电池芯

维持于最适工作温度，降低电池芯衰退速度与提升电池芯放电效率，以延长电池芯的使用

年限与沿用率。

[0014]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藉由感

说　明　书 2/10 页

5

CN 109818101 A

5

https://thermal.biz



测器侦测电池芯剩余电量，在剩余电量过低时，仅让小型调温器运转，提高电动设备总运转

时数，藉以维持较长的续航力。

[0015] 本发明的再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藉由获

得环境物理变化量，预估未来温度改变，提前调节电池芯温度，确保电池芯维持于最适工作

温度，大幅提高电能的使用效率，降低电池芯封装破损风险。

[0016] 本发明的又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的热管理控制方法，藉

由感测电池芯温度及剩余电量，决定让小型调温器和/或大型调温器运转，在电量充裕时确

保电池芯在理想工作温度，电量较低时则在尽力维持电池芯提供较长的续航力。

[0017] 本发明的又再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的热管理控制方法，获

得环境物理变化量并估算该电动设备的温度变化量，藉以精准动态维持电池芯在理想工作

温度，大幅延长电池芯的使用寿命，降低电动设备的操作成本。

[0018] 为达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供将复数

的电池芯保持在一预定温度范围，其中前述电池芯设置于至少一电池外壳中，以及前述电

池芯供驱动上述电动设备，该热管理系统包括：一调温装置，包括至少一小型调温器与至少

一功率大于前述小型调温器的大型调温器，前述小型调温器和前述大型调温器分别导热连

结上述电池芯和上述电池外壳，及至少一组选择切换上述小型调温器或上述大型调温器的

选择切换开关；一感测装置，包括至少一感测上述电池芯温度的温度感测器，及至少一感测

上述电池芯剩余电量的电量感测器，并供分别输出对应上述电池芯温度的温度信号，及对

应上述电池芯剩余电量的电量信号；以及一接收上述温度信号及上述电量信号的微处理装

置，该微处理装置依照上述温度信号指令起始、持续或停止上述调温装置，或依上述电量信

号指令上述选择切换开关，决定开启上述小型调温器或上述大型调温器。

[0019] 此外，本发明的另一种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供将复数电池芯保

持在一预定温度范围，其中前述电池芯是被装置于至少一电池外壳中，以及前述电池芯是

供驱动上述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该热管理系统包括：一调温装置，包括至少一导热连结上

述电池芯的小型调温器；一组感测装置，包括至少一个感测上述电池芯温度的温度感测器，

及至少一个感测周边环境资讯的环境感测器，并供分别输出对应上述电池芯温度的温度信

号及对应上述环境资讯的环境信号；及一接收上述温度信号及上述环境信号的微处理装

置，该微处理装置依照上述温度信号及上述环境信号，指令上述调温装置是否开启。

[0020] 通过本发明所揭示的调温装置以及感测装置，使本身无法由外部取得电能支援的

独立电动设备，尤其是运用上百安培或数千瓦的大电能电动设备，可以藉由量测和/或推估

外部环境热源、量测电池组的剩余电量以及外部环境物理变化量作为切换选择调温器的基

准，以及有效预调节电池组温度，确保当电量充分时，可以精准维持电池芯操作环境温度，

大幅提升电池芯使用寿命及效率，提高电动设备持续运转的时间；更得以于电动设备即将

受到冲击或翻转时，有效地大量耗尽电池组所储存电能，而将电池组迅速降低至低温状态，

避免电池芯因高温所产生的内部电解液汽化，而造成连锁反应的危机，藉以提供绝佳的安

全性，一举达成上述目的。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公知技术的电池包热管理装置示意图。

说　明　书 3/10 页

6

CN 109818101 A

6



[0022] 图2是本发明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第一较佳实施例的热管理系统

的立体分解示意图。

[0023] 图3是图2实施例的热管理方块图。

[0024] 图4是图2实施例的操作流程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第二较佳实施例的流程图。

[0026] 图6是图5实施例的调温装置并联剖视图。

[0027] 图7是本发明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第三较佳实施例的方块图。

[0028] 图8是图7第三较佳实施例的立体示意图。

[0029] 图9是本发明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的温度优先环境感测装置系统

执行流程图。

[0030] 图10是本发明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第四较佳实施例的方块图。

[0031] 图11是图9第四较佳实施例剖视图。

[0032] 图12是本发明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第五较佳实施例的剖视图。

[0033] 符号说明

[0034] 调温装置  1(1)1(4)                小型调温器  10(1)10(2)10(3)

[0035] 冷面  100(3)                     热面  102(3)

[0036] 冷却油  104(5)

[0037] 水泵  11(1)11(5)                  大型调温器  12(1)12(2)12(4)

[0038] 选择切换开关  14(1)14(2)          导热通道  16(1)16(5)

[0039] 内部导热通道  161(1)161(2)        外部导热通道  162(1)162(2)

[0040] 循环通道  18(1)

[0041] 感测装置  2(1)2(3)2(4)             温度感测器  20(1)20(3)

[0042] 电量感测器  22(1)                环境感测器  24(3)24(4)

[0043] 全球定位系统  240(4)             记忆体  242(4)

[0044] 时钟电路  244(4)                 加速规  246(4)

[0045] 微处理装置  3(3)3(4)              电池外壳  90  90(1)90(2)90(3)90(4)

[0046] 电池组  92(1)92(2)92(3)92(4)92(5)    电池芯  920  920(1)920(2)920(3)920(4)

[0047] 电动车外壳  94(1)                独立充电站  96(3)

[0048] 制冷装置  8                     循环管  80

[0049] 50～55、50’～55’、60～64         步骤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有关本发明前述及其他技术内容、特点与功效，在以下配合参考图式的较佳实施

例的详细说明，将可清楚呈现；此外，于各实施例中，相同的元件将以相似的标号表示。

[0051] 如图2所示，为本发明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用的热管理系统第一较佳实施例的热

管理系统的拆解立体示意图，本实施例中的电动设备是以电动小客车为例，请一并参考图

3，当小客车行驶于夏日午后的道路上，外部环境例如太阳光的热辐射藉由电动车外壳94(1)

传导入电池外壳90(1)，车内运转的马达是电池芯920(1)外部的另一热源，电池芯920(1)本身

也因放电过程逐渐升温，电池外壳90(1)与电池芯920(1)受到上述外部环境及车内的外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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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影响，操作环境温度逐渐升高。

[0052] 电池芯920(1)在此是以标准锂电池例如18650为例，为便于作业，例如数十个电池

芯920(1)会被整并为一个电池组92(1)，而电动车的电源则是由数十至数百个电池组92(1)共

同组合而成。且本例中，对于每个电池组92(1)皆设有温度感测器  20(1)，用以感测各电池组

92(1)内的电池芯920(1)温度；在本例中，每一电池组92(1)另设置有一个对应该电池组92(1)的

电量感测器22(1)，供量测该电池组92(1)的剩余电量。为便于说明起见，在此将前述温度感测

器20(1)和电量感测器22(1)，共同称为感测装置2(1)，以量测电池组92(1)的内部温度与剩余电

量，并且输出信号至一个微处理装置(未揭示于图)。当然熟知本技术领域人士可轻易将上

述电量感测器分别设置于对应每一电池组的各别电路控制板，或集中设置于单一回路，甚

至对应每一电池芯设置，均无碍于本发明实施。

[0053] 在本例中，调温装置1(1)包括一个小型调温器10(1)、一个大型调温器12(1)、一组提

供选择切换小型调温器10(1)与大型调温器12(1)的选择切换开关14(1)，在本例中选择切换开

关14(1)是以电磁阀为例。并且该小型调温器10(1)和该大型调温器  12(1)分别通过导热通道

16(1)的内部导热通道161(1)导热连结于该电池芯920(1)与通过外部导热通道162(1)导热连结

该电池外壳90(1)，本例中是以水泵11(1)作为增压装置，驱动冷却液运行。冷却液在此以乙二

醇或丙二醇等抗冻剂与水混合而成，防止冷却液于温度极低时冻结，利于极低温状态下维

持可流动的状态，藉由冷却液热容量大的特性，吸收较多的热能，并以水泵11(1)产生压力推

动冷却液，使冷却液可在导热通道16(1)内流动，用小型调温器10(1)或大型调温器12(1)冷却

冷却液。电池外壳90(1)内则容纳有导热连接大型调温器12(1)的冷却液。由于冷却液本身的

热容量相当大，依照现有电动车的冷却模式，电动车刚由车库中阴凉的静止状态，行驶进入

太阳曝晒下的道路时，电池组92(1)会受到冷却液的包围而没有明显升温，调温装置1(1)因而

不会开启。

[0054] 但是，随太阳光所发热能、柏油路面辐射热和马达所发热能共同影响，当冷却液已

经被逐步升温例如摄氏两三度之后，此时才开启的调温装置1(1)将无法负荷同时对抗太阳

辐射热源、车外环境辐射热源、马达热源以及电池组本身运作放热的共同影响，将会以非常

明显的幅度持续升温，直到电池芯920(1)的操作环境温度被升高十余度，在调温装置1(1)强

力运作下，才能逐渐将温度降回理想的数值。

[0055] 请一并参照图4所示，在本例中，当电动车被发动，微处理器将于步骤50开始执行

全系统检测，随即在步骤51，经由温度感测器20(1)量测且搜集电池外壳  90(1)和电池芯920
(1)的温度且输出温度信号给微处理装置，由该微处理装置进行输入热能的计算，并依据如

何达成热平衡而判断，决定是否需开启调温装置1(1)；若需要开启调温装置1(1)，便在步骤52

进一步接收电量感测器22(1)所侦测电池芯  920(1)的电量信号进行判断，当各电池组92(1)储

存的电量充裕超过一个预设门槛时，则在步骤55指令大型调温器12(1)运转，对电池外壳90
(1)和电池组92(1)同时进行降温。

[0056] 由于电池外壳90(1)比电池芯920(1)更早接收到太阳辐射热源、柏油马路等的辐射

热源、以及马达运转的热源影响，因此本发明的调温装置1(1)将会比现行电动车的情况更早

在步骤55启动调温，并且回到步骤50反复循环。更进一步，一旦大型调温器12(1)同步冷却电

池外壳90(1)和电池组92(1)时，冷却液的热容量将可以有效缓冲少量入侵的热能，电池组92
(1)外部的热源所造成的影响，将被大幅隔离在电池外壳90(1)处，也使得电池芯920(1)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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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温度可以被有效控制在例如摄氏正负一度的范围，大幅延长电池芯920(1)的使用寿命；

并且大型调温器无须过度运转，让有限的电能被有效运用。

[0057] 相反地，当电池组92(1)的剩余电量有限，不符合预订的电量门槛时，则在步骤53通

过警示装置(图未示)发出警告提示，例如由微处理器依照预订流程，由车内音响的扬声器

发出警示音通知驾驶人。并且在步骤54单纯运转小型调温器  10(1)，以循环通道18(1)使冷却

液体进入部分管道的小循环，仅针对电池组92(1)进行温度调节，而不顾及电池外壳90(1)。一

方面，当电能有限时，最优先应处理的并不是电池芯920(1)的寿命问题，而是如何警示驾驶

人迅速找寻充电站，并且避免车辆因电量耗尽而抛锚路边；因此在比较得失之下，用以调温

的电能，应该被限制在让电池芯920(1)能维持运作的低标准，尽量节省电能延长车辆行驶距

离，降低抛锚在路边的机率。

[0058] 另方面，电动车相异于一般汽柴油车辆，会有电池过热而让某一电池芯920(1)中电

解液汽化破裂喷出，并且波及邻近电池芯纷纷短路的危险连锁反应，经由本发明的揭示，即

使最终电动车仍然抛锚于路边，并且在太阳曝晒下造成某电池芯破裂，但因所有电池组92
(1)的电能都已经耗尽，邻近电池芯920(1)即使因而短路，也没有电能可以再继续释放，就无

从造成连锁大量急速释放电能的火烧车风险。

[0059] 当然，如熟悉本技术领域人士所能轻易理解，虽然本例中的小型调温器10(1)与大

型调温器12(1)都是以液体热交换器为例，选择切换开关则是以三向二位换向电磁阀为例，

且判断流程是先考虑温度信号再考虑电量信号，但上述叙述都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选择

切换开关可轻易替换为机械式方向控制阀或其他方向控制阀；冷却液与水泵皆可替换为其

他对应的配件，仅需可以分别依据温度与电量或其他参考资讯，选择性地调节电池外壳和

电池组的温度即可，上述替换都无碍于本发明的实施。

[0060] 为说明上述流程判断中，温度信号和电量信号并没有区分先后顺序的必要，如图5

及图6本发明的第二较佳实施例所示，亦可将前上述步骤顺序调换，在执行全系统检测流程

50’后，先执行电量侦测步骤51’，由电量侦测器(图未示)侦测前述电池芯920(2)电量，并输

出电量信号给微处理装置；随后以步骤52’由温度感测器(图未示)侦测前述电池外壳90(2)

和/或前述电池组92(2)的温度，并输出温度信号给微处理装置。当电量高于预设门槛值时，

且温度也高于电池芯920(2)正常操作环境温度例如摄氏17度逾1度的预设门槛，则依循步骤

55’运转大型调温器  12(2)，使电池外壳90(2)与电池组92(2)温度同步降低，甚至令电池外壳

90(2)温度降至略低于电池芯920(2)温度，使得外部环境以及马达等热源的影响根本无法进

入电池壳体，确保电池芯920(2)的操作环境温度仅受电池芯920(2)本身发热影响。

[0061] 在本实施例中仅有单一的冷却器存在，并且同时供应冷却液给对应各电池芯920
(2)处的内部导热通道161(2)、以及对应电池外壳90(2)处的外部导热通道162(2)。而在本例中

所谓的大型调温器12(2)和小型调温器10(2)的差异，乃在于大型调温器12(2)同时包括上述冷

却器和两重导热通道，当电量充裕时，两者均可获得良好的温度调节；相对地，小型调温器

10(2)则仅包括上述冷却器和对应电池芯  920(2)处的内部导热通道161(2)。藉由选择切换开

关14(2)的运作，当电池组92(2)电量不足时，冷却器仅单纯针对消耗功率较少的内部导热通

道161(2)作用，保障电池芯920(2)温度不致失去控制，并尽其所能地延长小客车可行使的里

程，直至行驶于蓄电站。

[0062] 当然，通过导热通道并联电池芯或电池外壳绝非本发明的限制，熟悉本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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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可轻易依据电池组的设计用串联取代并联方式，作为调节电池芯或电池外壳温度的手

段，依电池外壳与电池芯内结构设计需求，或依据其电动设备或电池芯使用需求而改变导

热通道循环结构方式，配合低热阻材质的导热通道连通皆无碍于本发明的实施。

[0063] 相对地，如剩余的电量低于预订门槛，就会在步骤53’由微处理装置指令发出警告

信号给警告装置，在例如电动车显示面板上显示警告文字提示，且此时的调温装置被指令

仅能于步骤54’运转小型调温器10(2)，进行如前一实施例的延长续航力模式冷却，尽量节约

调温装置所耗用的电能，将节约的电能供给马达让车辆运行至最近的供电站，并且反复上

述流程回路步骤50’执行全系统检测。当然，本例的警示装置即使更换为蜂鸣器、扬声器、多

媒体影音设备、  GSM/UMTS/LTE数据交换装置发送简讯或电子邮件等，均可达成提醒驾驶人

尽速前往蓄电站进行蓄电的提醒功效，降低电池芯过度放电所造成加速永久衰退，提高电

池芯的使用年限。

[0064] 再次强调，由于电池芯内部的电解液具有相当高的比热容，电池芯因蓄电或放电

所积累于内部的热能，需要花费一段时间才能逐渐传达到电池芯外层封装位置，使得电池

芯外层封装与电池芯的核心内部具有一定的温度落差，因此一般设置于电池芯外层封装处

的温度感测器所侦测的温度信号相对于电池芯的核心温度其实是一个落后指标；相对地，

对于来自电池壳体以外的热源，要通过同样有相当高热容量的冷却液而传达到电池芯外层

封装处的温度感测器，也会造成电池外壳和电池芯之间的温度落差。所以，单纯凭借电池芯

封装处的温度感测器侦测电池芯的操作环境温度，以及凭借电池芯封装处的温度感测器侦

测外部环境热源对电池芯的影响，均会有时间落差而造成失真。同样地，设置在电池外壳的

温度感测器对于电池芯的操作环境温度也会产生相同的时间落差。这也就是现在电动车等

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无法精准且恒定地维持电池封包在一个理想操作环境温度的最大问

题。

[0065] 因此，本发明第三较佳实施例的热管理系统如图7及图8所示，是设置于一个位于

野外的独立充电站96(3)，本例的热管理系统包括一组调温装置(图未示)，一组感测装置(图

未示)，及一组微处理装置3(3)。由于电动车辆日渐盛行，而对于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道路

所经过的地区即使是荒郊野外，也必须依照固定里程建设充电站，而且这类充电站并不适

合花费巨资由远处拉线供电，因此必须依赖例如太阳能电力或风力发电作为能源供应，并

且利用众多电池组92(3)储存所发电力而供应电动车辆充电使用，此外在独立充电站96(3)的

人员休息区、服务区，也都有赖自身的电力供应运转。在电池组92(3)每日的充电及放电过程

中，电池芯  920(3)都会释放大量热能，加上野外的气候变化，环境温度可以有极大差异，若

不能妥善处理操作环境温度等条件，势必造成独立充电站96(3)必须频繁请人进行维修保

养，电池芯920(3)的寿命也大幅缩短，造成成本暴增及运转的莫大不便。以下将说明如何针

对此种独立大电能电动设备的电池芯进行热管理。

[0066] 当然，熟悉本技术领域人士可轻易以一个固定数值或范围作为上述电池芯操作环

境温度的预设门槛值，但是该门槛也可以是经由动态运算而来，由于电池芯、冷却液、电池

外壳等每一装置元件的发热量、热容量、热传导效率、以及温度曲线均为已知，因此在本例

中是以前述内容加入外部环境如太阳辐射强度、柏油路面辐射强度等预估参数作为依据进

行推算，并且以量测所得的温度信号不断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作为实际运用

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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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在本例的独立充电站内，多组电池芯920(3)是被装置于例如一个地下室中，而该地

下室就成为本例中所定义的电池外壳90(3)，并且各组电池芯920(3)分别配置有对应的温度

感测器20(3)和例释为调温装置的热电制冷晶片(Thermoelectric  Cooling  Chip,TCC)。本

例中的热电制冷晶片是藉由N型半导体材料、P型半导体材料内部所载的载子(Carrier)的

能量(Electron  and  hole,电子和电洞)移动，当载子能量不断移动累积于上端时，将使上

端温度升高，反之下端温度则逐渐降低，借着电流流动产生一个冷面100(3)与热面102(3)，且

随着电流越大所产生的温度梯度(Temperature  Gradient)就越大，用此特性作为冷却手

段。故在本例中，部分热电制冷晶片是将冷面100(3)直接导热接触于电池芯920(3)的封装表

面，并将热面  102(3)与导热通道相接合，藉由导热通道带走热面102(3)上的温度，以维持热

电制冷晶片10(3)热面102(3)的温度，在预设门槛值范围内，前述导热通道在此例释为复数的

散热鳍片。

[0068] 一方面，上述热电制冷晶片10(3)本身体积小，并且无须藉由冷却液与导热通道进

行导热，可使电池芯920(3)所组成的电池组92(3)得以更节省空间，以便在相同的空间中放置

更多的电池芯920(3)而增大电能储备能力。此外，该热电制冷晶片10(3)运作时，不会有机械

元件运作的噪音的产生，简易的结构无保养的需求且寿命较长，因为热电材料可回收废热

作为发电也更为环保。另一方面，本例中采并联方式连结热电制冷晶片10(3)，即使其中一个

晶片损坏时，其他晶片仍能持续运作，当然熟悉本技术领域人士可轻易让电池芯、热电制冷

晶片和对应的温度感测器相互组合，共同模组化而构成一个一个完整模块。由于本例中的

热电制冷晶片都是对应每一组电池芯设置，因此属于前述实施例中，调温装置里的小型调

温器。

[0069] 由于独立充电站96(3)原本就会通过通讯装置和远端的管理单位通讯联系，因此请

一并参考图9所示，在本例中，会从步骤60在作为管理核心的微处理装置3(3)指令下，由该通

讯装置作为感测装置中的环境感测器24(3)，在步骤61担负起接收来自例如气象单位所提供

的环境信号的工作，藉以将例如往后若干小时该地区的温度和降雨等现象的环境资讯提供

给微处理装置3(3)。微处理装置3(3)在步骤62 接收来自各电池芯处的温度感测器20(3)和环

境感测器24(3)所传来的温度信号和环境信号后，不仅可以依照电动设备内部现有的温度状

况，还可以进一步在步骤63依照预订参数评估计算未来数小时内的环境热源及自身发热

量，从而获得一个预估温度值，进而在步骤64预先将冷却液和电池芯920(3)降温例如摄氏一

度，利用其热容量作为缓冲，以抵抗随后可能降临的午后高温。

[0070] 经由本发明所揭示这种预先评估未来热能管制的方法，不必等候实际温度上升，

才急忙启动调温装置，导致操作环境温度失控飙高后，再过度降温而过冷的不当热管理循

环。尤其是在本实施例中，更在地下室的墙壁部分额外设置例如橡胶及防火棉夹层等热阻

值高的隔热层，让外部的热源不能轻易影响电池芯的环境温度，藉以提高电池芯操作环境

温度的可预测性。

[0071] 当然，本发明中所谓的温度调控并不仅限制于单向冷却，本发明第四较佳实施例

如图10及图11所示，是将热管理系统设置于一种固定行程的大客车上，这类电动巴士由于

行驶路线固定，因此对于行程和车辆外部环境的参数掌握度更好。并非单纯凭借直接量测

的温度信号作为调温装置1(4)起始、运转或停止的判断依据，而可以藉由电量信号、温度信

号以及外部环境信号等数据作为基准，用该基准调整预设门槛值范围，确保电池组92(4)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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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维持于最适工作温度。使得当电量充分时，电池芯920(4)的操作环境温度被极端妥善地维

持在例如摄氏正负一度的范围内。

[0072] 并且由于在本例中，电动大客车是运用于寒带气候带中，因此在例如夜间充电过

程，就需要一方面顾及充电时电池芯920(4)所发的高温，另方面也需要考量车体本身在低温

环境下，是否会被外部低温影响，导致例如电池芯920(4)充电完毕后，逐步被降温到甚至冰

点以下而导致危险。因此，无论车辆是否在行驶状态，对于电源部分的热管理都会持续运

作，并且在车辆没有充电和行驶时，更需要时时将电池芯920(4)加热，以确保操作环境温度

在例如摄氏17度左右。

[0073] 为节约篇幅，热管理系统中，调温装置1(4)、感测装置(图未示)及微处理装置  3(4)

等与前述实施例相同的部分将不再重复赘述，但考量大客车在白天的行驶过程中，除每一

次行程结束的停靠总站短暂休息整理，都没有适当时机充电，在必须抓紧休息整理的空档

对电池组92(4)充电的限制条件下，进入电池芯920(4)的充电电流一般被设定为相当高，电流

明显大于一般行驶时的放电电流，使得充电时的发热量也会对应提升，比一般行驶时的放

电过程发热更高，使得充电过程中的冷却更形重要。尤其因为热电制冷晶片的特性，当电池

芯920(4)侧所发的高温远高于相反侧面时，甚至会因为热电效应而利用温度差自行发电，更

进一步节约耗能；也可以藉由反向通入电流而达成加热的功效，藉以因应大客车在寒带气

候下运作时，电池芯920(4)的操作环境温度不致过冷而损及电池芯920(4)，甚至发生意外。

[0074] 此外，考量上述充电或行驶时需冷却、以及停止时需保温，可以发现在这种应用状

态下，温度调节并不是单纯地冷却，而且车辆行驶时还需要提供车厢内乘客暖气，因此在本

实施例中的大型调温器12(4)更包括一组通往车体内部的冷却液管道，将电池外壳90(4)和电

池组92(4)的发热，经由切换开关将上述热电制冷晶片所携带来的热能储存至冷却液中。

[0075] 而在本实施例的感测装置，则包括感测上述电池芯温度的温度感测器，以及一组

环境感测器24(4)，本例中的环境感测器24(4)包括大客车内建的全球定位系统240(4)、储存有

地图资料库的记忆体242(4)、时钟电路244(4)，并且在该记忆体中输入例如全球各地的各季

节平均温度。当电动巴士依照预订路线进行自动驾驶时，微处理装置3(4)将会依照全球定位

装置系统240(4)所传来的资料以及地图资料，确定该电动巴士所在位置。并且依照时钟电路

244(4)所提供的日期和时刻，对照记忆体242(4)中所储存的该位置平均气温，预估在行驶过

程中所需面对的环境参数，评估车体内外的热源及可能发生的温度变化，进而指令上述调

温装置  1(4)是否开启。当然，如熟悉本技术领域人士所能轻易理解，为求更精准验证当时的

车外环境温度与热源，亦可增加一个或多个温度感测器，监控车厢内和车体外部的温度，动

态回归确认计算结果。也可以和前述实施例的电量感测器等进一步结合，让智能驾驶车更

易于实现。

[0076] 在本例中，感测装置中更额外包括有一加速规246(4)，藉由加速度量测，让微处理

装置3(4)藉由整车控制器(VCU)、电池管理系统(BMS)及前述加速规三方讯息判断震动幅度，

以确认大客车是否受到撞击或翻覆，一旦电动巴士遭受撞击或翻覆的危急事件，微处理装

置3(4)将会立即指令调温装置1(4)以最大效率运转，一方面藉此冷却电池组92(4)，维持电池

组92(4)于低温状态，避免电池芯920(4)因前述状况产生高温，导致电池芯920(4)的电解液流

出或汽化撑破电池芯920(4)封装，抑或电池芯920(4)封装因外力所产生的损坏，即使破裂损

坏，也会因为此时的电池芯920(4)已经冷却至低温状态，电解液流出也不易立即产生燃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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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反应，直到电能耗光。

[0077] 经由上述实施例的揭露，本发明提出将温度信号和电量信号综合判断，以及预先

评估环境影响，使得管理电池芯的操作环境温度，不再是单纯以现在所量得的温度数据为

准，而可以一并整合考虑电动设备所需要的优先顺序，在电量即将不足的情况下，优先提供

延长电动设备的续航力，让电动设备不致轻易停摆。此外，更整合环境内外的热源评估，预

估随后将影响电池芯的热能进出，预先进行温度调控，避免可预测的冷热冲击效应，藉以维

持电池芯操作环境温度在极小的例如摄氏一度范围内，不仅确保电池芯的运作效率维持高

档，还同时大幅延长电池芯的使用寿命，因而明显降低电动设备的使用成本、提高使用效

能。尤其是在当对于电动设备无法控制的外力损坏来临时，急遽地强冷降温，不仅可大幅减

少燃烧爆裂的风险，更可以尽其所能地迅速释放所储存的电能，减少电池芯所储存能量造

成的燃烧与爆裂，进行良好的风险及损害控制。

[0078] 别于受限于导热通道的结构，仅对于导接处进行导热，本发明第五较佳实施例如

图12所示，是将电池组92(5)浸泡于冷却液，省去大部分导接于电池组92(5)的导热通道16(5)

结构，及选用特定热导材质的导热通道16(5)，电池组92(5)浸泡于冷却油让导热面积增加达

到最大，让导热效率提高，于本例是以冷却液释例为绝缘的冷却油。藉由水泵11(5)产生压力

推动冷却油，使冷却油可在导热通道流动，用调温装置冷却冷却油104(5)。在本例热管理系

统中，调温装置、感测装置及微处理装置等与前述实施例相同的部分就不再详述。当然，熟

悉该技术领域人士可以选择将电池组浸泡或部分浸泡入冷却液或搭配部分导热通道等结

构进行规划设计及组合，或搭配任一热交换作用的调温装置及设置附属散热元件(如散热

鳍片、散热风扇等)，皆无碍于本发明实施。

[0079] 又因冷却油具有绝缘效果，可提供电动设备如受无法控制外力损坏时，且电池组

也因此外力而破损造成电解液渗流，所渗流的低温却具有高挥发性电解液此时会与冷却油

混和，借着冷却油高燃点的特性持续确保电动设备及周遭在安全状态，不至因电动设备损

坏而向外溢流的电解液造成第二次事故，使本发明提高损害风险控制达到更高的安全水

平。

[0080] 综合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用来限定本发明的实施例范围。即凡

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的内容所为的等校变化与修饰，皆应为本发明专利涵盖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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