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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自然冷却功能的直膨式电池热管理

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带自然冷却功能的

直膨式电池热管理系统，空调制冷系统包括压缩

机、冷凝风机、冷凝器，压缩机的上游设置有电磁

阀，压缩机的下游设置有单向阀，冷凝器的下游

设置有电子膨胀阀；电池管理模块包括板式换热

器、电池冷板，板式热换器的下游和电池冷板的

上游之间设置有制冷剂泵，板式热换器并联在电

子膨胀阀和电磁阀之间；板式热换器的下游和制

冷剂泵的上游之间设置有电磁三通阀A，电池冷

板的下游和板式热换器的上游设置有电磁三通

阀B。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采用的是制冷剂蒸

发的方式直接给电池降温，减少了一次换热，换

热效率更高，采用制冷剂直接蒸发冷却，可有效

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并降低整车自重，降低能

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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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自然冷却功能的直膨式电池热管理系统，包括空调制冷系统，电池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空调制冷系统包括压缩机（10）、冷凝风机（1）、冷凝器（12），压缩机（10）、

冷凝风机（1）、冷凝器（12）串联组成空调制冷系统，压缩机（10）的上游设置有电磁阀（9），压

缩机（10）的下游设置有单向阀（11），冷凝器（12）的下游设置有电子膨胀阀（3）；

所述电池管理模块包括板式换热器（4）、电池冷板（8），板式换热器（4）、电池冷板（8）串

联组成电池管理系统，板式换热器（4）的下游和电池冷板（8）的上游之间设置有制冷剂泵

（7），板式换热器（4）并联在电子膨胀阀（3）和电磁阀（9）之间；

板式换热器（4）的下游和制冷剂泵（7）的上游之间设置有电磁三通阀A（5），电磁三通阀

A（5）分别和板式换热器（4）、冷凝器（12）、制冷剂泵（7）连接；

电池冷板（8）的下游和板式换热器（4）的上游之间设置有电磁三通阀B（6），电磁三通阀

B（6）分别和电池冷板（8）、板式换热器（4）、冷凝器（12）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自然冷却功能的直膨式电池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冷凝器（12）的下游和电子膨胀阀（3）的上游、电磁三通阀A（5）的上游设置有储液器（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自然冷却功能的直膨式电池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制冷剂泵（7）采用变频泵和变频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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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自然冷却功能的直膨式电池热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客车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带自然冷却功能的直膨式电池热管

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汽车用动力锂电池向高密度、高充电电流方向发展，电池的发热量急剧增加，

因此需要热管理系统对电池进行降温，以提高电池的可靠性和寿命。

[0003] 目前纯电动车多采用液冷电池热管理系统，采用压缩机制冷，制取低温液体载冷

剂，再通过液体载冷剂的循环热实现电池降温的目的；而与电池进行热交换的电池冷板目

前多安装在电池底部，冷却液通过空调进行冷却降温，此种方式换热效率低，已经不能满足

电池降温的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带自然冷却功能的

直膨式电池热管理系统，目的在于提高换热效率。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带自然冷却功能的直膨式电池热管理系统，包括空调制冷系统，电池管理系

统，所述空调制冷系统包括压缩机、冷凝风机、冷凝器，压缩机、冷凝风机、冷凝器串联组成

空调制冷系统，压缩机的上游设置有电磁阀，压缩机的下游设置有单向阀，冷凝器的下游设

置有电子膨胀阀。

[0007] 所述电池管理模块包括板式换热器、电池冷板，板式热换器、电池冷板串联组成电

池管理系统，板式热换器的下游和电池冷板的上游之间设置有制冷剂泵，板式热换器并联

在电子膨胀阀和电磁阀之间。

[0008] 板式热换器的下游和制冷剂泵的上游之间设置有电磁三通阀A，电磁三通阀A分别

和板式热换器、冷凝器、制冷剂泵连接。

[0009] 电池冷板的下游和板式热换器的上游之间设置有电磁三通阀B，电磁三通阀B分别

和电池冷板、板式热换器、冷凝器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冷凝器的下游和电子膨胀阀的上游、电磁三通阀A的上游设置有储液

器。

[0011] 优选的，所述制冷剂泵采用变频泵和变频压缩机。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与现有采用液冷电池冷却电池的系

统相比，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是制冷剂蒸发的方式直接给电池降温，减少了一次换热，换热效

率更高，可以实现电池的快速降温；同时，采用制冷剂直接蒸发冷却，流道容积与液冷方式

相比下降百分之九十，制冷剂的充注量较液冷时加注防冻液的重量会有明显的降低，可有

效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并降低整车自重，降低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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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系统工作原理示意图。

[0014] 图中，1是冷凝风机，2是储液器，3是电子膨胀阀，4是板式换热器，5是电磁三通阀

A，6是电磁三通阀B，7是制冷剂泵，8是电池冷板，9是电磁阀，10是压缩机，11是单向阀，12是

冷凝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结合下面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0016] 如图1所示，一种带自然冷却功能的直膨式电池热管理系统，包括空调制冷系统，

电池管理系统；空调制冷系统用于对车内进行降温，电池管理系统用于对电池进行降温。

[0017] 空调制冷系统包括压缩机10、冷凝风机1和冷凝器12，压缩机10、冷凝风机1、冷凝

器12串联组成空调制冷系统，压缩机10的上游设置有电磁阀9，压缩机10的下游设置有单向

阀11，冷凝器12的下游设置有电子膨胀阀3。

[0018] 电池管理模块包括板式换热器4、电池冷板8，电池冷板8与电池直接接触，板式热

换器4、电池冷板8串联组成电池管理系统，板式热换器4的下游和电池冷板8的上游之间设

置有制冷剂泵7，板式热换器4并联在电子膨胀阀3和电磁阀9之间。

[0019] 板式热换器4的下游和制冷剂泵7的上游之间设置有电磁三通阀A5，电磁三通阀A5

用于切换电池冷却模式，电磁三通阀A5分别和板式热换器4、冷凝器12、制冷剂泵7连接。

[0020] 电池冷板8的下游和板式热换器4的上游之间设置有电磁三通阀B6，电磁三通阀B6

用于切换电池冷却模式，电磁三通阀B6分别和电池冷板8、板式热换器4、冷凝器12连接。

[0021] 进一步的，冷凝器12的下游和电子膨胀阀3的上游、电磁三通阀A5的上游设置有储

液器2，储液器2用来保证制冷剂进入电子膨胀阀3为液态制冷剂，保证在制冷剂泵7循环系

统中，制冷剂进入制冷剂泵7的状态为液态。

[0022] 进一步的，制冷剂泵7采用变频泵和变频压缩机，用来控制进入电池冷板8的干度，

保证电池冷却的效果。。

[0023]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为：在环境温度较高时，采用压缩机10制冷方式，在板式换

热器4侧制取低温的制冷剂，低温的制冷剂再通过制冷剂泵7循环系统，进入电池冷板8，电

池冷板8与电池进行换热，实现电池温度的降低；在此过程中，制冷剂循环流程依次为压缩

机10、单向阀11、冷凝器12、储液器2、电子膨胀阀3、板式热换器4、电磁阀9、压缩机10；作为

冷却电池的制冷剂循环流程依次为板式换热器4、电磁三通阀A5、制冷剂泵7、电池冷板8、电

磁三通阀B6、板式换热器4；此时电磁三通阀A5连通板式换热器4和制冷剂泵7，电磁三通阀

B6连通电池冷板8和板式换热器4，此过程中，冷凝风机1一直处于运行状态。

[0024] 当环境温度较低时，采用制冷剂泵7循环系统实现电池的降温；在此过程中，作为

冷却电池的制冷剂循环流程依次为电池冷板8、电磁三通阀B6、冷凝器12、储液器2、电磁三

通阀A5、制冷剂泵7、电池冷板8，此时，电磁三通阀A5连通储液器2和制冷剂泵7，电磁三通阀

B6连通电池冷板8和冷凝器12，此过程中，冷凝风机1一直处于运行状态，电磁阀9处于关闭

状态。

[0025] 其他技术参照现有技术。

[0026]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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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应当指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进

一步的改进和改变，这些改进和改变都应该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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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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