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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与传热流体的供应源一起使用的

电池组，包括：布置成一行或多行的多个电池模

块；以及位于多行之间或与一行相邻的细长背

板。背板具有外部纵向表面，并且包括多个汇流

条组件，其数量与电池模块的数量相等并且连接

到外部纵向表面。细长背板限定内部导管，该内

部导管构造成从供应源接收传热流体并沿着背

板的长度与汇流条组件相邻延伸。电池模块的端

板包括与汇流条组件的相应一个汇流条组件的

对应电连接器配合的负电压端子和正电压端子。

每个汇流条组件与对应电压端子之间的电连接

通过按压连接操作来建立，并且防触电阻挡件覆

盖正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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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与传热流体的供应源一起使用的电池组，所述电池组包括：

布置成行的多个电池模块，其中，所述多个电池模块中的每个相应的电池模块具有相

应的正电压端子和负电压端子；以及

背板组件，其连接到所述多个电池模块，并且包括：

具有外部纵向表面的细长背板主体，其中，所述细长背板主体平行于所述行并且限定

两个或更多个内部导管；以及

多个汇流条组件，其数量与所述多个电池模块的数量相等并且连接到所述外部纵向表

面，所述汇流条组件中的每个相应汇流条组件被配置为与所述电池模块中的相应一个电池

模块的正电压端子或负电压端子中的对应一者配合；

其中，所述导管沿着所述细长背板主体的长度与所述汇流条组件相邻延伸，使得来自

所述供应源的传热流体通过所述导管向所述汇流条组件和从所述汇流条组件传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组，还包括：多个端板，每个端板安装到所述多个电池模

块中的相应电池模块，其中，所述正电压端子被所述端板中的相应一个端板部分地覆盖，使

得所述端板限定防触电阻挡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池组，其中，所述汇流条组件中的相应一个汇流条组件与所

述电池模块中的相应一个电池模块的正电压端子和负电压端子之间的电连接仅通过按压

连接操作来建立。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池组，其中，所述防触电阻挡件是U形插座，所述U形插座模

制到所述端板中的相应一个端板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组，其中，所述汇流条组件包覆模制到所述背板主体的所

述外部纵向表面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组，还包括：与所述内部导管流体连通的至少一个板，其

中，所述至少一个板与所述电池模块相邻设置，并且被配置为将所述传热流体引入和引出

所述内部导管。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组，其中，所述内部导管包括平行的第一导管和第二导

管，其中所述第一导管单独地将处于第一温度的所述传热流体传送到所述多个电池模块

中，并且所述第二导管将处于第二温度的所述传热流体传送出所述相应电池模块，所述第

二温度高于或低于所述第一温度。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组，其中，所述内部导管包括与所述外部纵向表面相邻延

伸的平行的第一导管和第二导管以及在所述第一导管和所述第二导管之间延伸并平行于

所述第一导管和所述第二导管的第三导管，其中，所述第一导管和所述第二导管被配置成

传导处于基本上相等的温度下的所述传热流体，并且所述第三导管被配置成传导处于基本

上高于或低于所述基本上相等的温度的温度下的所述传热流体。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组，其中，所述细长背板主体是非线性的，使得所述传热

流体通过所述导管的流动路径沿着所述细长背板的长度是非线性的。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组，其中，所述细长背板主体是线性的，使得所述传热流

体通过所述导管的流动路径沿着所述细长背板的长度是线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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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集成汇流条连接和热管理功能的电池背板组件

[0001] 引言

[0002] 具有适于激励一个或多个电力牵引电动机或发电机的功率能力的电池组通常包

括多个电池模块，每个电池模块包含电化学电池单元的布置。在一些电池单元配置中，相对

薄的阴极和阳极板封装在包含电解液的箔袋内，其中正电极和负电极或单元端子从箔袋的

相对端延伸。各个单元端子在给定的一个电池模块中例如通过超声波焊接技术电连接。然

后通过经由具有正汇流条和负汇流条的电压总线将特定应用数量的电池模块电连接在一

起来组装电池组。例如，多个电池模块可以布置在扁平电池托盘上并串联连接，之后外盖固

定到电池托盘以保护电池模块。

[0003] 电池组(特别是上述高压类型的电池组)在持续运行期间产生大量的热量。随着时

间的推移，所产生的热量使电池组的效率和整体结构完整性劣化。因此，热管理系统用于密

切调节电池组的温度。在普通类型的热管理系统中，传热流体向和从电池单元之间间隔开

的翅片循环。电池模块也可以通过与导电板接触而被直接加热或冷却，并且这种板类似地

供应有传热流体。风扇、阀、冷却器、散热器和其他部件在热管理回路中受到控制，以确保电

池组保持在期望的温度。

发明内容

[0004] 本文公开了一种用于与传热流体的外部供应源一起使用的电池组，其中电池组具

有组合汇流条电连接(即背板连接到构成电池组的电池模块的正端子和负端子的连接点)

的背板组件，具有热调节结构，其直接冷却或加热接近这些连接点的区域。使用下面描述的

改进的背板组件旨在提供简单的“按压连接”背板到电池模块电接口，其特征为没有螺纹紧

固件、铆钉或需要操作者接近高电压总线的其他连接结构。以这种方式，在所有组装和服务

方式期间使界面基本上“防触电”。另外，背板组件的集成传热结构可以减小总汇流条尺寸，

并且热辐射需要较少的汇流条表面积。

[0005] 在非限制性示例实施例中，用于与传热流体的供应源一起使用的电池组包括多个

电池模块和背板组件。电池模块布置成一个或多个平行的行，其中每个电池模块具有一对

电压端子。显示为位于靠近平行行但也可与单行电池模块一起使用的背板组件包括细长背

板主体和多个汇流条组件。背板主体具有外部纵向表面，并且限定多个内部导管。例如，当

电池组最终连接到车辆、发电厂或其他系统中的供应源时，内部导管构造成与传热流体的

供应源流体连通。

[0006] 以与电池模块的数量相等的数量提供(即每个电池模块有一个汇流条组件)的汇

流条组件连接到外部纵向表面。每个相应汇流条组件与电池模块中的相应一个电池模块的

电压端子接合或配合。内部导管沿着细长背板主体的长度与汇流条组件相邻延伸，使得传

热流体经由内部导管向和从汇流条组件传导。

[0007] 电池组可以包括安装到电池模块的相应端表面的端板。端板包括负电端子和正电

端子，其配置成与汇流条组件中的相应一个汇流条组件的对应连接器配合，其中通过将电

连接器按压到相应的电压端子中或上实现端子到连接件的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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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每个电池模块的正电压端子被分别由汇流条组件中的相应一个汇流条组件和端

板限定的“防触电”阻挡件包围或保护。负电端子和正电端子可以可选地分别配置为露出的

条或阳端子和U形插座或阴端子。

[0009] 在一些实施例中，汇流条组件可以包覆模制到背板主体的外部纵向表面，或者使

用电气带、粘合剂或其他连接结构连接到其上作为辅助操作的一部分。

[0010] 电池组可以包括与内部导管流体连通的冷却板，其中这些板设置成与电池模块相

邻并且配置成将传热流体引导/传导进和出导管。

[0011] 导管可以包括平行且相邻的第一导管和第二导管，并且第一导管将处于第一温度

的传热流体单独地即不串联地传送到电池模块中。第二导管将处于第二温度的传热流体传

送出相应的电池模块，其中第二温度高于第一温度。

[0012] 根据另一个实施例的内部导管包括三个导管，包括与外部纵向表面相邻延伸的第

一导管和第二导管以及在第一导管和第二导管之间延伸并平行于第一导管和第二导管的

第三导管。第一导管和第二导管传导处于基本上相等的温度的传热流体，而第三导管配置

成传导处于基本上高于或低于所述基本上相等的温度的温度的传热流体。

[0013] 在一些实施例中，背板主体可以是非线性的，使得通过导管的流动路径沿着背板

主体的长度是非线性的。在其他实施例中，流动路径可以是直的或线性的。

[0014] 还公开了一种背板组件，用于与上述电池组(即，具有布置成一个或多个行的电池

模块)一起使用，每个电池模块具有在行之间定向的正电压端子和负电压端子，并且每个电

池模块与传热流体的供应源流体连通。背板组件包括具有外部纵向表面的细长背板主体。

背板主体限定内部导管，该内部导管构造成从传热流体的供应源传导传热流体，其中导管

沿着细长背板主体的长度延伸。汇流条组件的数量等于电池模块的数量，每个汇流条组件

连接到细长背板主体的外部纵向表面。汇流条组件配置为连接到电池模块的正电压端子和

负电压端子。内部导管向和从汇流条组件引导传热流体，以冷却或加热汇流条组件。

[0015] 本文还公开了一种车辆，其包括通过马达扭矩供电的驱动轮、配置成产生马达扭

矩的电机、传热流体的供应源和电池组。电连接到电机并且流体连接到传热流体的供应的

电池组包括多个电池模块和上述背板组件。模块布置成一个或多个行，并且每个电池模块

具有正电压端子和负电压端子以及端板。端板部分地覆盖正电压端子，以在操作者和车辆

的高压总线之间形成防触电阻挡件。

[0016] 从以下结合附图的详细描述中，上述特征和优点以及其他特征和优点将变得明

显。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具有包含多个电池模块的电池组的示例机动车辆的示意性透视图，其中电

池模块根据本公开构造。

[0018] 图2是可用作图1中所示的机动车辆的一部分的示例电池组的示意性透视图。

[0019] 图3是根据本公开的经由背板连接的一对电池模块的示意性透视图。

[0020] 图4A和图4B是图3的电池模块中之一的一部分的示意性透视图，其描绘了本公开

的范围内的可能的组装选项。

[0021] 图5是安装的背板的示意性透视图，其描绘了图3中所示的电池模块的端表面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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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端板。

[0022] 图6是图2至图5中所示的背板的可选实施例的示意性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参照附图，其中相同的附图标记贯穿若干视图指代相同的部件，图1中示出了机动

车辆10，其具有包括高电压电池组18的动力系12。如下面参考图2至图6所示，本文描述的电

池组18利用背板组件30，该背板组件30将电池组18的汇流条连接与用于此目的的各个汇流

条组件的热调节(即冷却或加热)集成或结合。电池组18可以具有如图所示的相对平坦的大

致矩形形状，或者电池组18可以布置成T形配置或其他适合应用的形状。混合动力电力实施

例中，动力系12可以包括内燃机13和一个或多个电机14，或者在仅经由电池组18激励的电

池电力实施例中，可以放弃使用发动机13。

[0024] 在两个实施例中，动力系12将由发动机13和/或电机14产生的扭矩传递到一组前

驱动轮16F和/或后驱动轮16R，或者来自电机14的电机扭矩可以仅用于曲轴和起动发动机

13。虽然机动车辆10在下文中被描述为受益于根据本公开配置的电池组18的示例系统，但

是电池组18可以容易地适用于船舶、飞机、轨道车辆、机器人和移动平台、以及发电厂和其

他固定系统。

[0025] 电池组18可以使用锂离子、镍金属氢化物或其他适合应用的电池化学品。作为示

例而非限制，电池组18可以包括箔片式或板式电池单元(未示出)，其布置成堆叠体并串联

连接以提供足以激励电机14的输出功率。例如，当电机14被实施为用于旋转驱动轮16F和/

或16R并且推进机动车辆10的牵引电动机时，电池组18可以将这种电池单元布置在单独的

电池模块20中，如图2中示意性所示，以产生60-300伏(VDC)或更高的直流(DC)输出电压。

[0026] 为了实现相对高的输出电压，电池模块20可以布置成特定的几何配置，例如图1和

图2的扁平配置，并且使用高电压总线串联连接。这又将各个电池模块20连接到电力电子设

备和热管理系统。热管理系统示意性地示出为包括流体泵(P)，其配置成使传热流体(箭头

11)向和从电池组18循环，其中较热或较冷的传热流体通过冷却器(C)19从电池组18流出以

有助于调节电池组18的温度。为了说明简单，省略了热管理系统的其他部件，包括定向和热

膨胀阀、恒温器、散热器、热交换器等。另外，尽管为了说明简单，图1中省略了相关的功率电

子器件，但是这些部件通常包括：使用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的半导体开关以将来自电池

组18的DC电压逆变为用于为电机14供电的交流电压(VAC)的功率逆变器模块；DC-DC转换器

或辅助电源模块，用于将电池组18的电压电平降低到足以为车辆10上的辅助电气系统供电

的辅助(例如，12-15VDC)电平。

[0027] 图2描绘了电池组18的矩形结构，如上面参考图1大致描述的。在该非限制性示例

实施例中，每个具有端表面22的多个电池模块20以平行行R1和R2端对端地布置，但是在其

他实施例中可以仅存在一行R1。电池组18具有宽度(W)和长度(L)，并且每行R1和R2沿长度

(L)延伸。可以添加另外的行以增加宽度(W)，其中在所公开的实施例中考虑偶数行，但这不

是必需的。作为电池组18的一部分，具有细长背板主体30B的背板组件30位于平行行R1和R2

之间。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由注模塑料构造的背板主体30B可以是直的/线性的并且沿着

长度(L)平行于行R1和R2。然而，背板主体30B的形状最终取决于电池模块20和电池组18的

几何形状，并且因此图2的直的/线性的配置仅是适用于扁平矩形电池组18的一种可能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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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布局，并且图4A和图4B描绘了替代的非线性形状。

[0028] 除了支承汇流条组件34之外，背板主体30B还限定了多个内部导管32，其与传热流

体的外部供应源(例如图1中所示的泵35)流体连通，使得图1的传热流体11通过背板组件30

分别向和从电池组18传导。例如，在封闭的热管理循环中，导管32可以将处于较低的温度的

传热流体传导到汇流条组件34(如箭头CC所示)，在汇流条组件34中提取热量并将其传导到

热交换器或冷却器(参见图1)作为较热的传热流体(箭头(CH))。以这种方式，背板组件30将

汇流条电连接与汇流条组件34的热管理相结合。

[0029] 参照图3，一对电池模块20的透视侧视图示出了背板组件30的端视图。如图所示，

汇流条组件34连接到背板组件30的外部纵向表面33，并沿背板组件30的长度(L)均匀间隔

开。在所示实施例中，平行相邻的一对导管32用于向和从电池模块20传导传热流体。传热流

体可以流过设置在电池模块20附近和下方的板49。在示例冷却操作中，相对冷的传热流体

(图2的箭头CC)可以单独地通过导管32中指定的一个流入电池模块20，如本领域中已知的，

通过管、翅片等在电池模块20内循环，并且如箭头CH所示，在升高的温度下离开到另一个导

管32。

[0030] 如下面更详细描述的，端板40可以安装到相应电池模块20的相应端表面22。端板

40包括负电压端子46和正电压端子48，其配置成与背板组件30的对应电连接器36和38配

合，具体地使用特征为不使用紧固件的按压连接过程。正电压端子48可以被封闭在模制到

端板40的材料中的防触电阻挡件中或由其覆盖。背板组件30和电池模块20的配合接合通过

将背板组件30以“按压连接”方式按压到电池模块20上来发生，或反之亦然，而不需要操作

者接近电池模块20的正电压端子48，例如以便在电池模块20和露出的汇流条之间安装紧固

件。

[0031] 图4A和图4B描绘了电池模块20到背板130的可能安装，其中背板130在其几何形状

方面与图2和图3的背板30不同。也就是说，虽然为了简化制造的目的，可能需要完全直或线

性的配置，但是图1的电池组18可以没有这种对称性。梁、功率部件、壳体结构或其他居间结

构可能需要修改背板130的几何形状，其中一种可能的几何修改示于图4A和图4B中。

[0032] 图4A描绘了背板130固定在适当位置，例如在电池托盘(未示出)中，其中电池模块

20朝向背板130降低。在背板130的面向电池模块20的纵向表面33附近，背板130包括或限定

电连接器136和138。端板40覆盖并支承电池模块20的正电压端子48，其中端子48和46在端

板40的未露出/相对侧电连接到各种电池单元。正电压端子48可以可选地实施为如图所示

大部分被端板40覆盖的凹/U形阴连接器，而负电压端子46可以是平行于电池模块20的端表

面22朝向配合电连接器136延伸的接头延伸/阳连接器。

[0033] 从图4A和图4B的视角也可以看到的是由背板130的侧表面47限定并延伸穿过背板

130的侧表面47(即在纵向表面33之间延伸)的孔45。这些孔45可以通过板49分别使用合适

长度的管52或152连接到电池模块20，如图4A和图5中最佳示出的。因此，电池模块20容易地

压在背板130上，如图4B中最佳所示，使得背板130的电连接器136和138被按压到电池模块

20的配合电压端子46和48中或上。

[0034] 参考图5，示出了给定的一个电池模块20的端表面22，因为它可能在成功连接到背

板30时出现。围绕电池模块20的汇流条组件34最终连接到另一个对应的电池模块20，以完

成图1和图2的电池组18的组装。管152流体地连接到背板30中的开口54，从而将板49连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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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板30。汇流条组件34通过如下安装到背板30的纵向表面33上：例如通过使用电气带或其

他合适的安装结构37的辅助操作，或通过将汇流条组件34包覆模制到纵向表面33上。包覆

成型是如下的制造过程：其中部件由不同材料逐渐模制，例如，纵向表面33和汇流条组件34

可以被包覆成型材料部分或完全覆盖，以牢固地附接汇流条组件34。由于背板30也限定了

图3的导管32，传热流体最终靠近汇流条组件34通过，以帮助调节汇流条组件34的温度。

[0035] 图6描绘了根据替代实施例的背板230的示意性端视图。背板230限定三个平行且

相邻的内部导管32A、32B和32C，并且导管32B侧面为导管32A和32C。汇流条组件34连接到纵

向表面33，即如图2、图3和图5中所示安装到纵向表面，或者如图4A和图4B所示包覆模制到

纵向表面33。在图6的示例实施例中，传热流体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流动：经由最内侧的

导管(即，导管32B)以相对低的温度进入电池模块20，并且通过最外侧的导管32A和32C以相

对高的温度从电池模块20返回，或者，导管32B中的传热流体可以相对于最外侧的导管32A

和32C处于较低的温度。

[0036] 与冷却汇流条组件34相反，优先考虑电池模块20内的电池单元的冷却可能是有利

的，反之亦然，这取决于电池组18的配置。因此，可以基于应用来修改传热流体通过电池组

18(包括通过电池模块20和背板230)的路线，使得具有较高冷却优先级的组件被供应处于

较低的温度的传热流体。换句话说，相对于导管32B，流过导管32A和32C的较热的传热流体

仍然可以比汇流条组件34更冷，其中给定的汇流条组件34与相邻导管32A或32C中的传热流

体温度之间的温差潜在地提供汇流条组件34的充分冷却。

[0037] 上述背板30、130和230使得能够将图1的电池组18的电背板和热调节结构集成为

一个结构元件。对应的凸/凹接口确保在将电池模块20安装到电池组18中之前、期间或之

后，汇流条组件34的露出的汇流条上不存在高电压。本文描述的配置还可以相对于现有电

气和热管理结构减少部件数量并最小化泄漏路径。经由背板30、130或230改进的汇流条组

件34的热调节潜在地减小汇流条组件34的尺寸。就制造选择而言，当使用如图2和图3中所

示的线性流动路径时，对应的背板30的两个导管32可以被挤压，并且汇流条组件34被附接

到背板30作为辅助操作。当流动路径是非线性时，背板130或230可以与汇流条组件34一起

注塑成型，然后在辅助操作中包覆成型或附接。图4A和图4B中所示的孔45同样可以在辅助

操作中或作为背板130或230的注塑成型的一部分引入。

[0038] 电池组18的设计最终指示了最优组装顺序。例如，如果电池模块20首先布置在电

池托盘(未示出)中，则背板30、130或230可以朝向电池模块20和导管32降低并连接到电池

模块20和导管32。替代地，背板30、130或230可以在安装在电池组18内之前的第一步骤中安

装到电池模块20。

[0039] 虽然已经详细描述了用于执行本公开的最佳模式，但是熟悉本公开所涉及领域的

技术人员将认识到用于在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实践本公开的各种替代设计和实施例。此

外，附图中示出的实施例或本说明书中提到的各种实施例的特征不必被理解为彼此独立的

实施例。更确切地，可以将实施例的一个示例中描述的每个特征与来自其他实施例的一个

或多个其他期望特征组合，从而得到未在文字中或通过参考附图描述的其他实施例。因此，

这些其他实施例落在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的框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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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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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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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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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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