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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纯电动汽车动力电

池总成结构，其包括上箱体总成、电池模块、模块

支撑板、支撑板固定支架、电池热管理系统、下箱

体总成、高压铜排、接口端板总成和箱体密封垫。

本实用新型的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布

置在整车车身地板下方，总成后排双层电池模块

的布置，在整车Z方向上充分利用了传统车后排

座椅下方的空间，不影响舱内成员的坐姿舒适

度，同时满足了整车离地间隙的要求。下箱体总

成承载了电池总成整体的重量，通过高强度的焊

接支撑结构与整车纵梁直接连接，保证了电池稳

固性。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7页

CN 209426583 U

2019.09.24

CN
 2
09
42
65
83
 U



1.一种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上箱体总成、电池模块、模块

支撑板、支撑板固定支架、电池热管理系统、下箱体总成、高压铜排、接口端板总成和箱体密

封垫；

所述下箱体总成与整车下部车身地板纵梁连接固定；

所述电池热管理系统包括第一冷却板总成、第二冷却板总、第三冷却板总成以及第四

冷却板总成组成，所述第一冷却板总成、第二冷却板总成以及第三冷却板总成贴合固定在

下箱体总成上面，所述第四冷却板总成贴合固定在模块支撑板上，所述模块支撑板通过支

撑板固定支架固定于所述下箱体总成上；

所述电池模块包括沿整车X方向设置为三排电池单体，前端两排电池单体单层布置，均

固定在下箱体总成上，第三排电池单体为双层布置，其中第三排的下层电池单体固定在下

箱体总成上，第三排的上层电池单体固定在模块支撑板上；各个电池单体间通过高压铜排

串联在一起；

所述上箱体总成与下箱体总成之间布置箱体密封垫，上箱体总成固定在下箱体上，同

时将密封垫压紧；

所述接口端板总成的下端固定于所述下箱体总成上，所述接口端板总成的上端固定于

所述上箱体总成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下箱体总成

通过10个螺接固定点与整车下部车身地板纵梁连接固定，前部2个固定点布置在左侧纵向

托架梁和右侧纵向托架梁上，两侧8个固定点布置在第一横向托架梁、第二横向托架梁、第

三横向托架梁以及第四横向托架梁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其特征在于，每个冷却板总成

均包括冷却板、导热垫以及隔热垫，其中导热垫和隔热垫分别粘接在冷却板的上表面和下

表面上；所述冷却板上设置有进水管和排水管；冷却板总成之间通过冷却板连接管连接，冷

却板连接管通过水管卡箍固定在冷却板的进水管和排水管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其特征在于，电池接口端板总

成是由接口端板、进水管接头、出水管接头以及悬置组成，通过悬置固定在下箱体总成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低压线

束、电池控制器、高压配电盒和电气件支撑板；在前两排电池单体上方布置电气件支撑板，

高压配电盒以及电池控制器固定在电气件支撑板上，高压配电盒后端通过高压铜排与电池

模块的高压总正和总负端连接，前端通过高压铜排与电池总成高压输出连接器连接；通过

低压线束连接电池模块和电池控制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控制器

采用分布式结构，控制子板分别集成到每个电池单体中，控制主板布置在电池单体外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压配电盒

沿垂直于整车X方向的Y方向布置在电池单体上方，并且位于所述下箱体总成的纵向中间位

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其特征在于，每排电池单体沿

整车X方向间隔55～90mm的距离，每排电池单体沿垂直于X方向的Y方向之间间隔4～5mm的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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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箱体总成

包括上箱体以及密封透气阀，所述上箱体上开设有透气孔，所述透气孔内设置有密封透气

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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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动汽车零部件，尤其涉及一种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

构。

背景技术

[0002] 基于能源可持续利用和人类生存环境改善考虑，世界各个国家以及汽车制造商都

非常重视新能源车的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特别是针对在运行时对环境零污染的纯电动乘

用车。纯电动乘用车对续驶里程有较高的要求，所以需要动力电池有较多的电量，相应的体

积、重量较大，整车的前机舱及行李箱空间有限，故目前纯电动乘用车动力电池多布置在车

身地板下方；这样一来需要综合考虑乘员舱空间、电池离地间隙以及电池与整车固定的结

构可靠性、拆卸便捷性；同时过多的电池模块、冷却系统以及电气零件的布置和电池箱体结

构的密封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难点问题。

[0003] 在以往的专利中，专利CN104118305A公开了一种集成一体式结构的电池模块的动

力电池总成，其保护点主要为一体式的电池模块的布置方案和具备滑轨快换功能的箱体结

构，本专利公开的动力电池总成采用多个标准化模块串联的布置方案，箱体与整车为螺栓

连接形式，二者存在明显差异；专利CN102088066A公开一种具备燕尾槽固定形式的电池模

块以及动力电池总成，其保护点主要为电池模块的燕尾槽固定形式以及通过该形式固定电

池模块并集成的动力电池总成，本专利中模块采用的螺栓固定形式，二者无相同或相似保

护内容；专利CN105501041A公开了一种纯电动轿车动力电池壳体结构，与本实用新型相比，

该电池壳体托盘上有开口，开口处通过橡皮塞密封，与纵梁、横梁搭接的位置采用密封胶密

封，壳体整体密封结构与与本实用新型的电池外壳体密封形式完全不同；专利CN 

205112971U公开了一种纯电动汽车电池包，包括电池组和安装支架，着重保护了一体式电

池组的固定结构以及电池维修开关结构，与本实用新型的动力电池固定加强结构不同，同

时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动力电池总称结构不包括维修开关；专利CN  204029898U公开了一种

纯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结构，专利中电池模组的固定结构、电池冷却系统结构、结构件及电

气零件的布置形式均与本实用新型不同。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目的是提供一种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其对制造和装配工艺

要求低，开发和制造成本低，符合整车人机工程设计需求；通过电池总成内部合理紧凑的结

构布置,实现对传统车最小的改动,并可以在不同的传统车上平台化应用，同时动力电池与

整车固定可靠和拆装便捷，并且保证了电池内部良好散热、加热效果,提高了动力电池的可

靠性、安全性及使用寿命。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

构，其包括上箱体总成、电池模块、模块支撑板、支撑板固定支架、电池热管理系统、下箱体

总成、高压铜排、接口端板总成和箱体密封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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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所述下箱体总成与整车下部车身地板纵梁连接固定；

[0007] 所述电池热管理系统包括第一冷却板总成、第二冷却板总、第三冷却板总成以及

第四冷却板总成组成，所述第一冷却板总成、第二冷却板总成以及第三冷却板总成贴合固

定在下箱体总成上面，所述第四冷却板总成贴合固定在模块支撑板上，所述模块支撑板通

过支撑板固定支架固定于所述下箱体总成上；

[0008] 所述电池模块包括沿整车X方向设置为三排电池单体，前端两排电池单体单层布

置，均固定在下箱体总成上，第三排电池单体为双层布置，其中第三排的下层电池单体固定

在下箱体总成上，第三排的上层电池单体固定在模块支撑板上；各个电池单体间通过高压

铜排串联在一起；

[0009] 所述上箱体总成与下箱体总成之间布置箱体密封垫，上箱体总成固定在下箱体

上，同时将密封垫压紧；

[0010] 所述接口端板总成的下端固定于所述下箱体总成上，所述接口端板总成的上端固

定于所述上箱体总成上。

[0011] 可选的，所述下箱体总成通过10个螺接固定点与整车下部车身地板纵梁连接固

定，前部2个固定点布置在左侧纵向托架梁和右侧纵向托架梁上，两侧8个固定点布置在第

一横向托架梁、第二横向托架梁、第三横向托架梁以及第四横向托架梁上。

[0012] 可选的，每个冷却板总成均包括冷却板、导热垫以及隔热垫，其中导热垫和隔热垫

分别粘接在冷却板的上表面和下表面上；所述冷却板上设置有进水管和排水管；冷却板总

成之间通过冷却板连接管连接，冷却板连接管通过水管卡箍固定在冷却板的进水管和排水

管上。

[0013] 可选的，电池接口端板总成是由接口端板、进水管接头、出水管接头以及悬置组

成，通过悬置固定在下箱体总成上。

[0014] 可选的，所述的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还包括低压线束、电池控制器、高压

配电盒和电气件支撑板；在前两排电池单体上方布置电气件支撑板，高压配电盒以及电池

控制器固定在电气件支撑板上，高压配电盒后端通过高压铜排与电池模块的高压总正和总

负端连接，前端通过高压铜排与电池总成高压输出连接器连接；通过低压线束连接电池模

块和电池控制器。

[0015] 可选的，所述电池控制器采用分布式结构，控制子板分别集成到每个电池单体中，

控制主板布置在电池单体外部。

[0016] 可选的，所述高压配电盒沿垂直于整车X方向的Y方向布置在电池单体上方，并且

位于所述下箱体总成的纵向中间位置。

[0017] 可选的，每排电池单体沿整车X方向间隔55～90mm的距离，每排电池单体沿垂直于

X方向的Y方向之间间隔4～5mm的距离。

[0018] 可选的，所述上箱体总成包括上箱体以及密封透气阀，所述上箱体上开设有透气

孔，所述透气孔内设置有密封透气阀。

[0019]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的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布置

在整车车身地板下方，总成后排双层电池模块的布置，在整车Z方向上充分利用了传统车后

排座椅下方的空间，不影响舱内成员的坐姿舒适度，同时满足了整车离地间隙的要求。下箱

体总成承载了电池总成整体的重量，通过高强度的焊接支撑结构与整车纵梁直接连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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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电池稳固性。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的爆炸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和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的整车固定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和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热管理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池模块布置示意图。

[0025]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接口端板总成结构示意图。

[0026] 图9为本实用新型的上箱体总成示意图。

[0027] 图10为本实用新型的箱体密封示意图。

[0028] 图11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阐述。

[0030] 实施例1

[0031]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纯电动汽车动力总成结构，尤其是一种纯电动乘用车动力电

池总成结构，包括上箱体总成1、电池模块2、模块支撑板3、支撑板固定支架4、电池热管理系

统5、下箱体总成6、高压铜排7、接口端板总成8、箱体密封垫9、低压线束10(如图2)、电池控

制器11(如图2)、高压配电盒12(如图2)和电气件支撑板13(如图2)。

[0032] 所述纯电动乘用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的最下层为下箱体总成6，所述下箱体总成6

通过10个螺接固定点与整车下部车身地板纵梁连接固定，如图3和图4所示，前部2个固定点

布置在左侧纵向托架梁601和右侧纵向托架梁602上，两侧8个固定点布置在第一横向托架

梁603、第二横向托架梁604、第三横向托架梁605以及第四横向托架梁606上；本实施例中，

所述第一横向托架梁603、第二横向托架梁604和第三横向托架梁605可以平行设置，所述第

四横向托架梁606根据车辆的尾部设计而定，一般呈弯曲状。

[0033] 如图5和图6所示，电池热管理系统5是由第一冷却板总成501、第二冷却板总成

502、第三冷却板总成503以及第四冷却板总成504组成，每个冷却板总成均包括导热垫

5011、冷却板5012以及隔热垫5013；其中，导热垫5011和隔热垫5013分别粘接在冷却板5012

的上表面和下表面上，便于热量在电池模块和冷却板间直接快速传递，通过在冷却板下方

布置隔热垫，减少电池模块的热量损失。所述冷却板5012上设置有进水管和排水管；冷却板

总成之间通过冷却板连接管505连接，冷却板连接管505通过水管卡箍固定在冷却板5012的

进水管和排水管上。所述电池热管理系统在进水口处布置温度传感器，采用两进一出的流

道设计，参考图6，位于左右两端的四个管路接口为进水口，位于中间的两个管路结构为出

水口，每一条入水流道匹配一条出水流道，流道表面流速适中，两侧进水的流量分配均匀，

基本在50％左右，有效的降低了动力电池单体间的温差。

[0034] 所述第一冷却板总成501、第二冷却板总成502以及第三冷却板总成503通过螺母

贴合固定在下箱体总成6上面，所述第四冷却板总成504通过螺母贴合固定在模块支撑板3

上，所述模块支撑板3通过支撑板固定支架4固定于所述下箱体总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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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如图8所示，所述接口端板总成8是由接口端板801和悬置804，所述接头端板通过

悬置804固定在下箱体总成上(参考图11)，而且所述接口端板位于所述上箱体总成左端所

形成的开口内。

[0036] 所述进水管接头802和出水管接头803固定于所述接口端板上，并使得所述进水管

接口和出水管接头分别通过管路连接于所述电池热管理系统的进水口和出水口，本实施例

中，所述接口端板上还可以固定电池总成高压输出连接器等部件。

[0037] 所述电池模块2包括三排的电池单体，每一排电池单体中的电池单体沿整车X方向

布置(车辆的宽度方向)，前端两排电池单体单层布置，均固定在下箱体总成6上，第三排电

池单体为双层布置，其中第三排的下层电池单体固定在下箱体总成6上，第三排的上层电池

单体固定在模块支撑板3上；各个电池单体间通过高压铜排7串联在一起，使得整个电池模

块重量分布均匀，整体重心在电池模块固定点支撑范围内；优选地，每一排电池单体包括7

个尺寸相同的电池单体，所述电池单体采用规范的标准尺寸(长×宽×高：355mm×151mm×

109mm)，所有电池单体的下部与电池热管理系统的导热垫接触，在冷却过程中，热量通过导

热垫由电池单体传递到冷却板，加热过程中，热量通过导热垫由冷却板传递到电池单体上。

[0038] 在前两排电池单体上方布置电气件支撑板13，高压配电盒12以及电池控制器11固

定在电气件支撑板13上，高压配电盒12后端通过高压铜排7与电池模块2的高压总正和总负

端连接，前端通过高压铜排7与电池总成高压输出连接器连接；所述高压配电盒12通过低压

线束10连接电池控制器11，以使得所述高压配电盒能够读取电池控制器中的电池温度和电

量等信息，从而在电池过热等情况时，切断高压配电盒的高压继电器，即切断高压输出。

[0039] 所述上箱体总成1与下箱体总成6之间布置箱体密封垫9，上箱体总成1固定在下箱

体6上，同时将密封垫9压紧，实现电池总成的密封。

[0040] 如图3和图4所示，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布置在整车下部车身地板下方，

电池后排双层电池单体的布置充分利用了传统车后排座椅下方的空间。下箱体总成6承载

了电池总成整体的重量，通过高强度的焊接支撑结构固定在整车地板纵梁上，使得整个电

池总成与下部车身直接连接，保证了电池稳固性。焊接支撑结构由四个横向托架梁(第一横

向托架梁603、第二横向托架梁604、第三横向托架梁605以及第四横向托架梁606)和两个纵

向托架梁(左侧纵向托架梁和右侧纵向托架梁)拼焊组成，与下箱体610通过焊接和粘接的

方式连接到一起；每个横向托架梁和纵向托架梁与整车连接结构的截面均为“口”字型，保

证固定结构牢固。

[0041] 所述电池控制器11采用分布式结构，控制子板分别集成到每个电池单体2中，控制

主板布置在电池单体外部，节省电池总成空间；如图1所示，高压配电盒12沿垂直于整车X方

向的Y方向布置在电池单体上方，并且位于所述下箱体总成的纵向中间位置，充分利用了整

车中通道的空间。

[0042] 如图2所示，每排电池单体沿整车X方向间隔55～90mm的距离，为冷却板连接管

505、高压铜排7以及低压线束10的布置提供合适的空间，每排电池单体沿垂直于X方向的Y

方向之间也间隔4～5mm的距离，满足电池模块装配、电池单体老化膨胀的空间要求。

[0043] 所述的电池控制器以及高压配电盒均与电池模块分开布置，这样布置及便于低压

线束、高压铜排的布置，也减少电池模块产生的热量对电气件产生的影响。

[0044] 如图9所示，上箱体总成1包括上箱体101以及密封透气阀102，所述上箱体101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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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透气孔，所述透气孔内设置有密封透气阀102，电池总成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由于外界

温度、海拔等因素的变化，会出现电池内外压力差，密封透气阀102可以保证电池总成结构

内外的气压平衡；此外电池在出现失效产生大量气体的情况下，密封透气阀102也可以及时

泄压，保证电池结构的安全。

[0045] 如图10所示，上箱体总成1与下箱体总成6之间布置箱体密封垫9，上箱体总成1固

定在下箱体总成6上，同时将密封垫9压紧，使得密封垫9的压缩变形量达到20％～30％。由

于密封垫9的弹性及变形作用，紧贴上箱体总成1与下箱体总成6的装配面上，灰尘、水分子

不能渗透进入，实现电池总成IP67的密封等级。

[0046] 实施例2

[0047] 如图1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总成结构，其与实施例1的

不同是取消了第二排电池模块，将电池控制器11以及高压配电盒12布置在两部分电池模块

之间，保证电池总成重量分布均匀，整体的重心在结构的中心位置。

[0048] 同时，在结构方案布置设计时，对上箱体总成1根据车身地板结构和电池内部布置

情况进行适应设计，将上箱体总成1整体形状设计为中部凹台，使整车地板不进行大范围的

更改，即可具有和传统内燃机车辆相同的人机工程，上箱体前、后部设计为凸台，满足电池

模块布置的空间要求。

[0049] 以上实施例的先后顺序仅为便于描述，不代表实施例的优劣。

[0050]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实用新型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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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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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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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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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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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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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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