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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汽车用汽车级整车控制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纯电动汽车用汽车

级整车控制器，包括带有控制器外部接口的壳

体，设置在控制器壳体内的整车控制器电路；整

车控制器电路包括整车控制微处理器、整车电源

管理单元、整车驱动微处理器、整车数据采集驱

动单元、整车通讯单元。本实用新型优点在于整

车控制器设计采用核心控制与接口采集驱动分

开隔离设计，系统设计灵活，设计充分考虑电磁

兼容性，结构简单紧凑，易于装配，各部件设计易

于产品化，并具有高安全、高稳定和高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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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纯电动汽车用汽车级整车控制器，包括带有控制器外部接口的壳体，设置在所

述控制器壳体内的整车控制器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整车控制器电路包括整车控制微处

理器、整车电源管理单元、整车驱动微处理器、整车数据采集驱动单元、整车通讯单元；所述

整车数据采集驱动单元通讯接口分别与所述控制器外部接口和所述整车驱动微处理器通

讯连接；整车驱动微处理器通讯接口通过第一隔离电路模块与所述整车控制微处理器通讯

连接，整车驱动微处理器输出控制接口通过看门狗电路模块与整车控制微处理器输入控制

接口连接；所述整车通讯单元的通讯接口与整车控制微处理器通讯连接、并通过第二隔离

电路模块与控制器外部接口通讯连接；整车电源管理单元的通讯接口分别与整车驱动微处

理器、控制器外部接口通讯连接，整车电源管理单元的电源输出接口分别与整车控制微处

理器、整车驱动微处理器、整车数据采集驱动单元的电源输入接口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电动汽车用汽车级整车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整车电源

管理单元包括电源分路控制模块，所述电源分路控制模块的接口由一路输入和四路输出电

路组成；输入电路接口由控制器外部接口经过防反接和限压电路、12V滤波电路组成输入电

源电路；输出电路接口1经过滤波电路和电压转换电路、隔离和滤波电路、稳压电路输出到

整车控制微处理器；输出电路接口2经过滤波电路和电压转换电路、稳压和滤波电路输出到

接口外设电源；输出电路接口3经过滤波和电压转换电路、稳压和滤波电路输出到油门电

源；输出电路接口4经过隔离和稳压电路输出12V电源到控制器外部接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电动汽车用汽车级整车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整车数据

采集驱动单元包括行车接口电路、充电控制接口电路、热管理接口电路、空调接口电路、安

全管理接口电路和信号隔离电路；所述行车接口电路、充电控制接口电路、热管理接口电

路、空调接口电路、安全管理接口电路和信号隔离电路的通讯接口分别与所述整车驱动微

处理器通讯连接、并分别通过所述信号隔离电路与所述控制器外部接口通讯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电动汽车用汽车级整车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整车通讯

单元包括内部CAN通讯单元（1）、调试CAN通讯单元（2）和整车CAN通讯单元（3）；所述内部CAN

通讯单元（1）、调试CAN通讯单元（2）和整车CAN通讯单元（3）均由隔离电路、CAN驱动电路和

保护电路组成；内部CAN通讯单元（1）、调试CAN通讯单元（2）和整车CAN通讯单元（3）中的所

述隔离电路分别与整车控制微处理器通讯连接；内部CAN通讯单元（1）、调试CAN通讯单元

（2）和整车CAN通讯单元（3）中的所述保护电路分别与所述控制器外部接口对应的内部CAN

接口、调试CAN、整车CAN接口通讯连接；控制器外部接口的所述内部CAN接口通过保护电路

与所述整车驱动微处理器通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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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汽车用汽车级整车控制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纯电动汽车控制领域，尤其是涉及纯电动汽车用汽车级整车控制

器。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纯电动汽车用整车控制电路采用工业级器件设计，其电源电路和监控电路

采用了工业级器件设计，大大降低了整车控制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但是，传统的整车控

制器的控制电路和接口驱动电路没有分开独立设计，控制系统的输入与输出电气上非隔

离，因此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电气防护等级(IP)比较低，已不能满足纯电动汽车整车控制

系统高稳定和高可靠性的需求。同时，传统整车控制器的软件与控制器硬件紧密结合，软件

复用性低，不方便移植，已不能满足车型变化快速开发的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靠性和高安全性高的纯电动汽车用汽车级整车

控制器。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下述技术方案：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纯电动汽车用汽车级整车控制器，包括带有控制器外部接口的

壳体，设置在所述控制器壳体内的整车控制器电路；所述整车控制器电路包括整车控制微

处理器、整车电源管理单元、整车驱动微处理器、整车数据采集驱动单元、整车通讯单元；所

述整车数据采集驱动单元通讯接口分别与所述控制器外部接口和所述整车驱动微处理器

通讯连接；整车驱动微处理器通讯接口通过第一隔离电路模块与所述整车控制微处理器通

讯连接，整车驱动微处理器输出控制接口通过看门狗电路模块与整车控制微处理器输入控

制接口连接；所述整车通讯单元的通讯接口与整车控制微处理器通讯连接、并通过第二隔

离电路模块与控制器外部接口通讯连接；整车电源管理单元的通讯接口分别与整车驱动微

处理器、控制器外部接口通讯连接，整车电源管理单元的电源输出接口分别与整车控制微

处理器、整车驱动微处理器、整车数据采集驱动单元的电源输入接口连接。

[0006] 所述整车电源管理单元包括电源分路控制模块，所述电源分路控制模块的接口由

一路输入和四路输出电路组成；输入电路接口由控制器外部接口经过防反接和限压电路、

12V滤波电路组成输入电源电路；输出电路接口1经过滤波电路和电压转换电路、隔离和滤

波电路、稳压电路输出到整车控制微处理器；输出电路接口2经过滤波电路和电压转换电

路、稳压和滤波电路输出到接口外设电源；输出电路接口3经过滤波和电压转换电路、稳压

和滤波电路输出到油门电源；输出电路接口4经过隔离和稳压电路输出12V电源到控制器外

部接口。

[0007] 所述整车数据采集驱动单元包括行车接口电路、充电控制接口电路、热管理接口

电路、空调接口电路、安全管理接口电路和信号隔离电路；所述行车接口电路、充电控制接

口电路、热管理接口电路、空调接口电路、安全管理接口电路和信号隔离电路的通讯接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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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与所述整车驱动微处理器通讯连接、并分别通过所述信号隔离电路与所述控制器外部接

口通讯连接。

[0008] 所述整车通讯单元包括内部CAN通讯单元、调试CAN通讯单元和整车CAN通讯单元；

所述内部CAN通讯单元、调试CAN通讯单元和整车CAN通讯单元均由隔离电路、CAN驱动电路

和保护电路组成；内部CAN通讯单元、调试CAN通讯单元和整车CAN通讯单元中的所述隔离电

路分别与整车控制微处理器通讯连接；内部CAN通讯单元、调试CAN通讯单元和整车CAN通讯

单元中的所述保护电路分别与所述控制器外部接口对应的内部CAN接口、调试CAN、整车CAN

接口通讯连接；控制器外部接口的所述内部CAN接口通过保护电路与所述整车驱动微处理

器通讯连接。

[0009] 本实用新型优点在于整车控制器设计采用核心控制与接口采集驱动分开隔离设

计，系统设计灵活，设计充分考虑电磁兼容性，结构简单紧凑，易于装配，各部件设计易于产

品化，并具有高安全、高稳定和高可靠性。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控制器壳体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整车控制器电路原理框图。

[0012] 图3是本实用新型所述整车电源管理单元的电路原理框图。

[0013] 图4是本实用新型所述整车数据采集驱动单元的电路原理框图。

[0014] 图5是本实用新型所述整车通讯单元的电路原理框图。

[0015]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软件架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作详细说明，本实施例在以本实用新型技术

方案为前提下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不限于下述实施例。

[0017]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纯电动汽车用汽车级整车控制器，包括带有控制器

外部接口4的壳体5，设置在控制器壳体4内的整车控制器电路。

[0018] 控制器壳体5由上壳体和下壳体两部分扣合而成，上壳体内部设计有内嵌式防水

密封槽，并嵌入有防水密封圈，控制器硬件电路嵌入在上壳体内壁上。控制器外部接口4实

现控制器外部输入、输出信号和控制器信号输出、控制器低压电源输入的电气连接，控制器

外部接口4采用安普防水连接器。控制器壳体5上开设有排气孔6，用于排出控制器壳体5内

部水蒸气，防止控制器壳体5内部硬件电路短路。

[0019] 如图2所示，整车控制器电路包括整车控制微处理器、整车电源管理单元、整车驱

动微处理器、整车数据采集驱动单元、整车通讯单元；所述整车数据采集驱动单元通讯接口

分别与所述控制器外部接口和所述整车驱动微处理器通讯连接；整车驱动微处理器通讯接

口通过第一隔离电路模块与所述整车控制微处理器通讯连接，整车驱动微处理器输出控制

接口通过看门狗电路模块与整车控制微处理器输入控制接口连接；所述整车通讯单元的通

讯接口与整车控制微处理器通讯连接、并通过第二隔离电路模块与控制器外部接口通讯连

接；整车电源管理单元的通讯接口分别与整车驱动微处理器、控制器外部接口通讯连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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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电源管理单元的电源输出接口分别与整车控制微处理器、整车驱动微处理器、整车数据

采集驱动单元的电源输入接口连接。

[0020] 整车电源管理单元实现整车控制器硬件电路各单元、模块的电源分配和管理；整

车控制微处理器实现整车控制策略，包括行车管理策略、整车热管理策略、整车充电管理策

略、整车空调管理策略、整车安全管理策略等；整车数据采集驱动单元实现整车外部输入信

号转换、信号滤波、信号隔离等；整车驱动微处理器实现整车外部输入信号采集、与整车控

制微处理器通讯、信号转换滤波以及整车电源管理单元的控制等；整车通讯单元实现整车

CAN网络通讯，包括整车控制器内部CAN、控制器调试CAN和整车CAN网络等；看门狗电路模块

实现整车控制器状态监控，保证整车控制安全，看门狗电路模块由采用汽车级看门狗监控

芯片组成的电路实现；第二隔离电路模块实现整车控制器与外部信号之间的隔离，控制器

外部接口实现整车控制器信号的输入、输出连接。

[0021] 如图3所示，所述整车电源管理单元包括电源分路控制模块，所述电源分路控制模

块的接口由一路输入和四路输出电路组成；输入电路接口由控制器外部接口经过防反接和

限压电路、12V滤波电路组成输入电源电路；输出电路接口1经过滤波电路和电压转换电路、

隔离和滤波电路、稳压电路输出到整车控制微处理器；输出电路接口2经过滤波电路和电压

转换电路、稳压和滤波电路输出到接口外设电源；输出电路接口3经过滤波和电压转换电

路、稳压和滤波电路输出到油门电源；输出电路接口4经过隔离和稳压电路输出12V电源到

控制器外部接口。

[0022] 整车电源管理单元采用分路控制，电源分路控制模块采用电源高边芯片集成电

路，由整车驱动微处理器根据整车控制器电源需求进行控制，电源分路控制模块的接口由

一路输入和四路输出电路组成；输入电路接口由控制器外部接口经过防反接和限压电路、

12V滤波电路组成输入电源电路；输出电路接口1经过滤波电路和电压转换电路、隔离和滤

波电路、稳压电路输出到整车控制微处理器；输出电路接口2经过滤波电路和电压转换电

路、稳压和滤波电路输出到接口外设电源；输出电路接口3经过滤波和电压转换电路、稳压

和滤波电路输出到油门电源；输出电路接口4经过隔离和稳压电路输出12V电源到控制器外

部接口，给整车系统其它零部件提供12V电源。整车驱动微处理器根据整车电源休眠和工作

的需求控制其输出电路接口的打开和关闭，在整车控制器不需要电源输出时控制整车电源

管理单元电路关闭，这样既保证了整车低功耗的需求，又保证了整车控制器的控制安全性。

[0023] 如图4所示，所述整车数据采集驱动单元包括行车接口电路、充电控制接口电路、

热管理接口电路、空调接口电路、安全管理接口电路和信号隔离电路；所述行车接口电路、

充电控制接口电路、热管理接口电路、空调接口电路、安全管理接口电路和信号隔离电路的

通讯接口分别与所述整车驱动微处理器通讯连接、并分别通过所述信号隔离电路与所述控

制器外部接口通讯连接。

[0024] 行车接口电路主要采集整车钥匙信号、档位信号、制动信号和油门信号。充电控制

接口电路包括充电口LED驱动、CHARGE信号输出控制、交直流充电接触器控制、CC信号采集、

CC2信号采集和充电枪信号采集电路，实现信号的采集和驱动。热管理接口电路包括低速风

扇驱动、高速风扇驱动和水泵电源控制；空调接口电路包括暖风使能信号控制、压缩机高低

压开关控制、压缩机中压开关控制、暖风请求控制、冷风请求控制、环境温度传感器输入采

集、蒸发器温度传感器输入采集、鼓风机开关状态和暖风接触器控制电路；安全管理接口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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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包括碰撞输入电路、暖风烟雾报警开关采集、安全气囊碰撞开关输入、ABS已启动标志开

关输入、暖风接触器触点反馈开关输入、充电枪温度检测和高压互锁电路；信号隔离电路信

号输入采用三极管和二级管组成的分立电路实现隔离，输出信号采用过压过流保护智能芯

片实现。

[0025] 如图5所示，所述整车通讯单元包括内部CAN通讯单元1、调试CAN通讯单元2和整车

CAN通讯单元3；所述内部CAN通讯单元1、调试CAN通讯单元2和整车CAN通讯单元3均由隔离

电路、CAN驱动电路和保护电路组成；内部CAN通讯单元1、调试CAN通讯单元2和整车CAN通讯

单元3中的所述隔离电路分别与整车控制微处理器通讯连接；内部CAN通讯单元1、调试CAN

通讯单元2和整车CAN通讯单元3中的所述保护电路分别与所述控制器外部接口对应的内部

CAN接口、调试CAN、整车CAN接口通讯连接；控制器外部接口的所述内部CAN接口通过保护电

路与所述整车驱动微处理器通讯连接。

[0026] 隔离电路采用双通道电容数字集成隔离芯片组成的隔离电路，CAN驱动电路采用

高速总线驱动器，保护电路包括共模扼流线圈、静电防护和浪涌防护电路。

[0027] 如图6所示，是整车控制器软件架构框图。整车控制器软件采用分层式设计和模块

化结构，实现应用层软件与整车控制器硬件相分离，软件移植性好；分为整车控制应用层模

块7和整车驱动管理层模块8两部分。

[0028] 整车控制应用层模块7，负责整车控制策略的实现，包括驱动管理、上下电管理、档

位管理、制动能量回收、整车模式管理、整车能量管理、整车热管理、高压安全管理、附件管

理、充电管理和故障管理等。驱动管理实现根据驾驶员操作获取驾驶员需求扭矩和综合车

上其它扭矩需求，并经过扭矩滤波之后输出，同时保证制动优先的原则。上下电管理按照一

定的上下电策略，启动车辆高压预充电、停车或行车致命故障时按合理的策略切断高压等。

档位管理实现档位识别、档位互锁、档位切换和档位防护等。制动能量回收在保障制动需求

和高压部件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多地回收能量，包括获取驾驶员需求制动扭矩和机械制动

与电制动的合理分配。整车模式管理实现驾驶员操作控制车辆在不同的运行模式下工作，

包括怠速、跛行、起步、加速、减速、滑行、制动、定速巡航、防溜坡、ECO（经济）模式和SPORT

（运动）模式等。整车能量管理通过对电动汽车的电机驱动系统、电池管理系统、传动系统、

其它车载能源动力系统、制动能量回收以及大功率用电器(空调、暖风等)的协调和管理，获

得最佳的能量利用率和最大的续航里程。整车热管理管理车辆冷却和加热功能，保证各零

部件在允许的温度范围内工作，为零部件提供冷却和加热的需求。高压安全管理负责对整

车系统安全检测功能进行实时管理，包括对车辆碰撞、高压互锁、烟雾报警等安全系统进行

监控，并及时对高压系统采取保护措施。附件管理实现电动真空泵、电动冷却水泵、DC/DC 

(Direct  Current)、冷却风扇、暖风、空调及其它车载附件的控制。充电管理包括管理BMS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对动力电池充电、充电监控、充电异常处理、充电完成后休

眠控制、充电和行车互锁等。故障管理包括故障诊断、故障记录和故障应对，故障应对包括

降功率、跛行和切断高压供电等。

[0029] 整车控制接口管理层，接口管理实现应用层各模块之间信息交互、应用层模块与

基础层模块之间的信息传递，实现应用层与内存管理、通信管理模块之间的信息交互。

[0030] 整车控制基础层，包括系统管理、系统驱动、内存管理、内存接口、内存驱动、通信

管理、通信接口、通信驱动和程序监控模块。系统管理包括中断管理、定时器管理、任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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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看门狗管理等，系统驱动包括看门狗驱动、定时器驱动和中断驱动等。内存管理实现不

同内存资源的统一管理，内存接口包括内部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 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接口模块和内部FLASH接口模块,内存驱动包括内部

EEPROM驱动模块和内部FLASH驱动模块。通信管理包括诊断通信管理、CAN状态管理、CAN网

络管理和CCP(CAN  Calibration  Protocol)标定管理，通信接口包括CAN接口模块和CAN收

发驱动，通信驱动包括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串行外设接口驱动和CAN驱动。

程序监控实现系统管理模块、内存管理模块和通信管理模块的监控，当有模块失效时，复位

相应失效模块，使失效模块及时恢复正常，最大限度不影响整车控制和整车安全。

[0031] 整车驱动管理层模块8，包括系统服务、I/O(Input/Output)驱动、I/O接口、安全监

控、CAN驱动和CAN接口。系统服务实现整车驱动层中断管理、定时器管理、看门狗管理。I/O

驱动实现数字量的输入输出驱动、模拟量的输入驱动和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驱

动，I/O接口实现不同I/O统一管理标准化，实现对不同的I/O进行统一访问。CAN驱动实现整

车驱动层CAN模块驱动，CAN接口实现整车驱动层与整车控制层之间的通讯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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