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249745.1

(22)申请日 2018.08.04

(73)专利权人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地址 230000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

599号

(72)发明人 鞠梦贤　韩宁　黄文雪　李璇　

(74)专利代理机构 合肥市长远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4119

代理人 傅磊

(51)Int.Cl.

G09B 25/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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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动力电池系统发热

模型，包括：若干个模拟电芯、两个端部固定板和

两个侧边固定板；模拟电芯包括两个盖板、正极

引线、负极引线和加热膜；每个盖板内部均设有

凹槽，每个盖板其中一个侧边均设有开口；正极

引线和负极引线固定在加热膜同一侧；加热膜安

装在盖板的凹槽中，正极引线和负极引线通过开

口伸出盖板外侧；两个盖板设有凹槽和开口的一

侧相对设置并固定连接；若干个模拟电芯依次排

列，所有模拟电芯的正极引线和负极引线均设在

同一侧。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可靠、生产加工周

期短、成本低、安全性高，保证了在电芯开发未完

成的情况下，能够替代电池模组进行动力电池系

统热管理方案的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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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动力电池系统发热模型，其特征在于，包括：若干个模拟电芯(1)、两个端部固定

板(2)和两个侧边固定板(3)；

模拟电芯(1)包括两个盖板(11)、正极引线(12)、负极引线(13)和加热膜(14)；每个盖

板(11)内部均设有凹槽，每个盖板(11)其中一个侧边均设有开口；正极引线(12)和负极引

线(13)固定在加热膜(14)同一侧；加热膜(14)安装在盖板(11)的凹槽中，正极引线(12)和

负极引线(13)通过开口伸出盖板(11)外侧；两个盖板(11)设有凹槽和开口的一侧相对设置

并固定连接；

若干个模拟电芯(1)依次排列，所有模拟电芯(1)的正极引线(12)和负极引线(13)均设

在同一侧，两个端部固定板(2)设在若干个模拟电芯(1)两端，两个侧边固定板(3)设在若干

个模拟电芯(1)两侧，端部固定板(2)和侧边固定板(3)首尾固定连接，形成周向闭合的固定

架对模拟电芯(1)进行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力电池系统发热模型，其特征在于，盖板(11)采用具有与电

芯相接近的各向异性导热系数的复合材料制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力电池系统发热模型，其特征在于，盖板(11)和加热膜(14)

之间采用具有与电芯相接近的各向异性导热系数的填充材料填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力电池系统发热模型，其特征在于，加热膜(14)采用具有与

电芯相接近的各向异性导热系数的加热材料制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力电池系统发热模型，其特征在于，两个盖板(11)之间采用

结构胶进行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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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动力电池系统发热模型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锂离子电池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动力电池系统发热模型。

背景技术

[0002] 锂离子电池因其具有较高的比容量、充放电性能好、循环寿命较高等优点，在汽

车、电子产品和储能领域广泛得到使用。随着新能源行业的不断发展，对电池的安全性与可

靠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0003] 现有技术中动力电池系统的电芯开发周期长，动力电池系统热管理试验需要在电

芯开发完成后进行。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经常出现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方案已完成，而电芯

还处于开发阶段，造成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方案无法得到验证，造成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

开发暂停。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解决背景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动力电池系统发热模

型。

[0005]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动力电池系统发热模型，包括：若干个模拟电芯、两个端部

固定板和两个侧边固定板；

[0006] 模拟电芯包括两个盖板、正极引线、负极引线和加热膜；每个盖板内部均设有凹

槽，每个盖板其中一个侧边均设有开口；正极引线和负极引线固定在加热膜同一侧；加热膜

安装在盖板的凹槽中，正极引线和负极引线通过开口伸出盖板外侧；两个盖板设有凹槽和

开口的一侧相对设置并固定连接；

[0007] 若干个模拟电芯依次排列，所有模拟电芯的正极引线和负极引线均设在同一侧，

两个端部固定板设在若干个模拟电芯两端，两个侧边固定板设在若干个模拟电芯两侧，端

部固定板和侧边固定板首尾固定连接，形成周向闭合的固定架对模拟电芯进行固定。

[0008] 优选地，盖板采用具有与电芯相接近的各向异性导热系数的复合材料制备。

[0009] 优选地，盖板和加热膜之间采用具有与电芯相接近的各向异性导热系数的填充材

料填充。

[0010] 优选地，加热膜采用具有与电芯相接近的各向异性导热系数的加热材料制备。

[0011] 优选地，两个盖板之间采用结构胶进行固定连接。

[0012] 本实用新型中，所提出的动力电池系统发热模型，结构简单可靠、生产加工周期

短、成本低、安全性高，保证了在电芯开发未完成的情况下，能够替代电池模组进行动力电

池系统热管理方案的试验验证。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模拟电芯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模拟电芯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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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动力电池系统发热模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如图1-3所示，图1为本实用模拟电芯的分解结构示意图。图2为本实用新型模拟电

芯的结构示意图。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动力电池系统发热模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参照图1-3，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动力电池系统发热模型，包括：若干个模拟电

芯1、两个端部固定板2和两个侧边固定板3；

[0018] 模拟电芯1包括两个盖板11、正极引线12、负极引线13和加热膜14；每个盖板11内

部均设有凹槽，每个盖板11其中一个侧边均设有开口；正极引线  12和负极引线13固定在加

热膜14同一侧；加热膜14安装在盖板11的凹槽中，正极引线12和负极引线13通过开口伸出

盖板11外侧；两个盖板11设有凹槽和开口的一侧相对设置并固定连接；

[0019] 若干个模拟电芯1依次排列，所有模拟电芯1的正极引线12和负极引线13 均设在

同一侧，两个端部固定板2设在若干个模拟电芯1两端，两个侧边固定板3设在若干个模拟电

芯1两侧，端部固定板2和侧边固定板3首尾固定连接，形成周向闭合的固定架对模拟电芯1

进行固定。

[0020] 本实施例的动力电池系统发热模型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加热膜14安装在盖板11的

凹槽中，正极引线12和负极引线13通过开口伸出盖板11外侧；两个盖板11设有凹槽和开口

的一侧相对设置并固定连接；若干个模拟电芯1依次排列，模拟电芯1伸出的正极引线12和

负极引线13分别位于同一侧，两个端部固定板2设在若干个模拟电芯1两端，两个侧边固定

板3设在若干个模拟电芯1 两侧，端部固定板2和侧边固定板3首尾固定连接，形成周向闭合

的固定架对模拟电芯1进行固定；电源通过正极引线12和负极引线13对发热模型输入电压，

并且不断调整电压的大小，模拟电池模组在不同放电倍率下的电芯发热量，进而实现动力

电池热管理系统方案的方案验证。

[0021] 在本实施例中，所提出的动力电池系统发热模型，结构简单可靠、生产加工周期

短、成本低、安全性高，保证了在电芯开发未完成的情况下，能够替代电池模组进行动力电

池系统热管理方案的试验验证。

[0022] 在具体实施方式中，因电芯的导热性具有各向异性，各向导热系数不相同，为进一

步确保真实地模拟电芯1的实际导热情况，盖板11采用具有与电芯相接近的各向异性导热

系数的复合材料制备。

[0023] 进一步地，为进一步确保真实地模拟电芯1的实际导热情况，盖板11和加热膜14之

间采用具有与电芯相接近的各向异性导热系数的填充材料填充。

[0024] 进一步地，为进一步确保真实地模拟电芯1的实际导热情况，加热膜14采用具有与

电芯相接近的各向异性导热系数的加热材料制备。

[0025] 进一步地，为更好地实现对两个盖板11的固定，且不影响模拟电芯1的导热方式，

两个盖板11之间采用结构胶进行固定连接。

[002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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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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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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