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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具

体包括：动力电池组、温度传感单元、可控相变释

热单元和液冷通道，所述可控相变释热单元包括

相变蓄热单元和相变材料释热电路；所述动力电

池组包括第1动力电池和第2动力电池，所述温度

传感单元包括温度信号读取装置、第一温度传感

探头和第二温度传感探头，所述第一温度传感探

头和第二温度传感探头的数据采集端与温度信

号读取装置相连接；所述相变蓄热单元包括多组

平行排列的相变材料封装壳和相变材料，所述相

变材料封装在相变材料封装壳内，在冬季工况

中，由于相变材料和可控释热电路的使用，可以

取代传统动力电池所采用的冬季加热膜，降低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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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动力电池组(1)、温度传感单元(2)、可

控相变释热单元和液冷通道(5)，所述可控相变释热单元包括相变蓄热单元(3)和相变材料

释热电路(4)；

所述动力电池组(1)包括第1动力电池(1-1)和第2动力电池(1-2)，所述温度传感单元

(2)包括温度信号读取装置(2-1)、第一温度传感探头(2-2)和第二温度传感探头(2-3)，所

述第一温度传感探头(2-2)和第二温度传感探头(2-3)的数据采集端与温度信号读取装置

(2-1)相连接；所述相变蓄热单元(3)包括多组平行排列的相变材料封装壳(3-1)和相变材

料(3-2)，所述相变材料(3-2)封装在相变材料封装壳(3-1)内；所述相变材料释热电路(4)

包括释热控制电池(4-1)、释热控制开关(4-2)、释热电路正极接线(4-3)和释热电路负极接

线(4-4)，所述释热电路正极接线(4-3)和释热电路负极接线(4-4)的一端插入相变蓄热材

料(3-2)中，所述释热电路正极接线(4-3)的另一端与释热控制电池(4-1)正极相连接，所述

释热控制电池(4-1)的负极与释热控制开关(4-2)的一端相连接，所述释热控制开关(4-2)

的另一端与释热电路负极接线(4-4)相连接、构成回路；

所述液冷通道(5)包括进液通道(5-1)、回液通道(5-2)、进液管路(5-3)和回液管路(5-

4)，所述进液管路(5-3)位于进液通道(5-1)的前端；所述回液管路(5-4)位于液冷回液通道

(5-2)的前端；

所述相变蓄热单元(3)位于第1动力电池(1-1)与第2动力电池(1-2)之间，所述第一温

度传感探头(2-2)位于第1动力电池(1-1)的靠近相变蓄热单元(3)的一侧、第二温度传感探

头(2-3)位于第二动力电池(1-2)的靠近相变蓄热单元(3)的一侧，所述进液通道(5-1)和进

液管路(5-3)位于动力电池(1)和相变蓄热单元(3)的一侧，所述回液通道(5-2)和回液管路

(5-4)位于动力电池(1)和相变蓄热单元(3)的另一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其特征还在于：该系统还包括盖板

(6)，所述盖板(6)包括上盖板(6-1)和下盖板(6-2)，所述上盖板(6-1)和下盖板(6-2)分别

设置于动力电池(1)和相变蓄热单元(3)的上、下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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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热管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冬夏适用的动力电池热

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消耗量大量的化石燃料，这些化石燃料的使用引发了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

题。为了克服这两方面的问题，电动汽车应运而生。然而电动汽车技术仍存在多方面的问

题，这限制了电动汽车的广泛应用。动力电池作为电动汽车的主要部件，为电动汽车的行驶

提供电力。然而动力电池的运行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在夏季高气温环境中，动力电池释

放的热量难以高效排出，这不但降低了动力电池的输出功率，缩短了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

同时容易引发爆炸从而威胁到行驶安全；在冬季低温环境中，动力电池的输出表现大大下

降，需要通过加热膜预热，使电池的性能得到保障，然而加热膜消耗的电力缩短了电动汽车

的续航里程。现有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热管理系统通常采用夏季液冷、冬季加热膜预热的

方式来保证动力电池的安全、高效运行。然而液冷系统和加热膜系统的电力消耗过大，这大

大削弱了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

发明内容

[0003] 根据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具体包括：动

力电池组、温度传感单元、可控相变释热单元和液冷通道，所述可控相变释热单元包括相变

蓄热单元和相变材料释热电路；

[0004] 所述动力电池组包括第1动力电池和第2动力电池，所述温度传感单元包括温度信

号读取装置、第一温度传感探头和第二温度传感探头，所述第一温度传感探头和第二温度

传感探头的数据采集端与温度信号读取装置相连接；所述相变蓄热单元包括多组平行排列

的相变材料封装壳和相变材料，所述相变材料封装在相变材料封装壳内；所述相变材料释

热电路包括释热控制电池、释热控制开关、释热电路正极接线和释热电路负极接线，所述释

热电路正极接线和释热电路负极接线的一端插入相变蓄热材料中，所述释热电路正极接线

的另一端与释热控制电池正极相连接，所述释热控制电池的负极与释热控制开关的一端相

连接，所述释热控制开关的另一端与释热电路负极接线相连接、构成回路；

[0005] 所述液冷通道包括进液通道、回液通道、进液管路和回液管路，所述进液管路位于

进液通道的前端；所述回液管路位于液冷回液通道的前端；

[0006] 所述相变蓄热单元位于第1动力电池与第2动力电池之间，所述第一温度传感探头

位于第1动力电池的靠近相变蓄热单元的一侧、第二温度传感探头位于第二动力电池的靠

近相变蓄热单元的一侧，所述进液通道和进液管路位于动力电池和相变蓄热单元的一侧，

所述回液通道和回液管路位于动力电池和相变蓄热单元的另一侧。

[0007] 该系统还包括盖板，所述盖板包括上盖板和下盖板，所述上盖板和下盖板分别设

置于动力电池和相变蓄热单元的上、下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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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该系统具有

如下有益效果：(1)由于相变蓄热单元的存在，在夏季运行工况中，可以降低液冷工质的用

量，减少制冷所需的电力消耗，有益于增加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2)在冬季工况中，由于相

变材料和可控释热电路的使用，可以取代传统动力电池所采用的冬季加热膜，降低成本，此

外，动力电池预热所需的热量来源于电动汽车运行状态时所释放的热量，因此无需额外电

力供应，可以大幅提升电动汽车冬季续航里程；(3)由于多组封装单元的使用，使得动力电

池不同部位的温度分布趋于均匀；(4)本系统中所述相变蓄热材料为增稠改性的十水硫酸

钠，成本低廉，推广价值高。

附图说明

[000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申请中记载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0] 图1是一种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示意图。

[0011] 图2是一种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的分解图。

[0012] 图3是相变蓄热单元的剖视图。

[0013] 图4是相变蓄热单元及释热控制电路正负接线示意图；

[0014] 图中：1-1第1动力电池、1-2第2动力电池，2-1温度信号读取装置、2-2第一温度传

感探头、2-3第二温度传感探头、3-1相变材料封装壳、3-2相变材料、4-1释热控制电池、4-2

释热控制开关、4-3释热电路正极接线，4-4释热电路负极接线、5-1进液通道、5-2回液通道、

5-3进液管路、5-4回液管路、6-1上盖板、6-2下盖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为使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

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

[0016] 由于在夏季工况运行时，当电池组温度高于相变材料相变温度，电池释放热量将

由相变材料吸收，当电池温度持续升高，温度传感器测点温度超过设定阈值45℃时，液冷系

统介入，冷却液进入动力电池与相变蓄热单元之间的通道内进行降温，保证动力电池的高

效运行，由于相变材料自身较大过冷度，此时不会释放相变热，其融化过程吸收部分电池释

放热量，可以降低液冷冷媒的消耗量，降低电耗。在冬季工况运行时，动力电池运行过程中

释放的热量部分被相变蓄热单元所吸收，使得相变材料呈现液态，当电动汽车停止运行时，

由于相变材料较大的过冷度，其不会将热量释放出来，呈现液态，当汽车需要再次启动时，

环境温度较低，可以通过打开相变材料释热开关，用电信号激发相变材料由液态向固态转

变，释放相变热，从而达到给动力电池预热的目的。

[0017] 本发明涉及的核心内容包括：由相变温度为31℃的大过冷度蓄热材料、相变材料

释热开关、相变材料释热电源和相变材料释热电极构成的可控相变释热单元。所述可控相

变释热单元包括相变蓄热单元3和相变材料释热电路4，在冬季工况中，动力电池运行产热

使得相变材料融化，由于相变材料自身较大的过冷度，在汽车停止运行时，相变材料不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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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相变，持续保持液态。当电动汽车需要启动时，通过连通相变材料可控释热电路，激发相

变材料发生液固转变，释放热量，为动力电池预热，使得动力电池的预热过程无需加热膜的

使用，无需电力消耗，从而延长电动汽车在冬季工况的续航里程。

[0018] 如图1-图3所示的一种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包括第1动力电池1-1、第2动力电池

1-2，温度信号读取装置2-1、第一温度传感探头2-2、第二温度传感探头2-3，多组平行排列

的相变材料封装壳3-1、相变材料3-2，释热控制电池4-1，释热控制开关4-2，释热电路正极

接线4-3，释热电路负极接线4-4，进液通道5-1、回液通道5-2、进液管路5-3、回液管路5-4，

上盖板6-1和下盖板6-2。连接方式：第一温度传感探头2-2位于第1动力电池1-1与相变蓄热

材料封装壳3-1相接触的一侧，第二温度传感探头2-3位于第2动力电池1-2与相变材料3-2

相接触的一侧，第一温度传感探头2-2和第二温度传感探头2-3的数据采集端与温度信号读

取装置2-1相连；相变材料3-2封装于多组平行排列的相变材料封装壳3-1中；释热电路正极

接线4-3和释热电路负极接线4-4的多组接线头分别插入到相变材料3-2内，释热电路正极

接线4-3的另一端与释热控制电池4-1正极相连，释热控制电池4-1的负极与释热控制开关

4-2的一端相连接，释热控制开关4-2的另一端与释热电路负极接线4-4相连接，构成回路；

液冷进液通道5-1和液冷回液通道5-2分别位于动力电池1与相变蓄热单元3的左、右两侧，

液冷进液管路5-3位于液冷进液通道5-1的前端，液冷回液管路5-4位于液冷回液通道5-2的

前端；动力电池组1和相变蓄热单元3的上下两端分别由上盖板6-1和下盖板6-2密封。

[0019] 实施例：夏季运行时，环境温度较高，电动汽车行驶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一部分由相

变材料3-2吸收，若电动汽车运行距离较长，释放热量较多，相变材料难以继续吸收动力电

池的热量时，相变材料温度会随之上升，第一温度传感探头2-2和第二温度传感探头2-3用

于监测动力电池壁面的五个不同测点处温度，若该温度平均值超过报警温度50℃时，则向

液冷系统发出信号，控制制冷液由进液管路5-3流入进液通道5-1内，冷却液沿着动力电池

组1和相变材料封装壳3-1的夹层流至回液通道5-2内，在此过程中，实现对动力电池的冷

却，冷却液由回液管路5-4回流至换热器，完成换热循环。当电动汽车停止运转，动力电池不

再释放热量，动力电池温度逐渐降低，当温度传感器探测动力电池评价温度低于30℃时，向

相变材料释热开关发出信号，连通开关，在电势差的作用下，相变材料发生相变，将存储的

热量释放出来。冬季运行时，散热过程与夏季运行模式相同，即动力电池初始温升由相变材

料蓄存，当温度超过报警温度时，液冷工质介入继续降温。当电动汽车停止运行时，此时相

变材料热量释放改为手动模式，即使温度传感器探测到电池温度低于相变材料相变温度以

下，也不接通释热电路控制开关，由于相变材料自身较大过冷度(约50℃)，相变材料在环境

温度低至零下20℃时仍不发生相变，当车辆需要再次启动运行过程中，通过手动打开释热

控制开关，激发相变材料发生相变，相变材料可以自身加热至30℃的相变温度，该热量可用

于动力电池的预热，使动力电池达到较为适宜的工作温度。

[002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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