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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动力电池模组

(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动力电池模组，其包括：

电池单元；具有开口的箱体，所述电池单元设置

于所述箱体内；所述箱体内设置有围设在所述电

池单元外侧的液流通道；盖板，所述盖板盖设在

所述开口上，所述盖板面对所述电池单元的一侧

上设置有用于嵌入所述电池单元线缆的走线槽，

所述走线槽朝外敞开；所述盖板包括靠近所述电

池单元的电连接集成板以及位于所述电连接集

成板背对所述电池单元一侧的第一固定板，所述

走线槽设置于所述电连接集成板面对所述第一

固定板的一侧。本申请实施方式提供了一种能缩

短热管理系统的开发周期且优化热管理系统的

标准化设计的动力电池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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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动力电池模组，其特征在于，包括：

电池单元；

具有开口的箱体，所述电池单元设置于所述箱体内；所述箱体内设置有围设在所述电

池单元外侧的液流通道；

盖板，所述盖板盖设在所述开口上，所述盖板面对所述电池单元的一侧上设置有用于

嵌入所述电池单元线缆的走线槽，所述走线槽朝外敞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力电池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包括靠近所述电池单元

的电连接集成板以及位于所述电连接集成板背对所述电池单元一侧的第一固定板，所述走

线槽设置于所述电连接集成板面对所述第一固定板的一侧。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动力电池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连接集成板上设置有沿水

平方向延伸的第一凸起和第二凸起，所述走线槽包括位于所述第一凸起背对所述第二凸起

一侧的第一走线槽和位于所述第二凸起背对所述第一凸起一侧的第二走线槽；所述第一走

线槽内嵌设有第一汇流排；所述第二走线槽内嵌设有第二汇流排。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动力电池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汇流排上设置有多个第

一接线端子，所述第一走线槽上设置有多个第一凹陷，多个所述第一凹陷与多个所述第一

接线端子相对应，每个所述第一接线端子嵌入对应的所述第一凹陷内；所述第二汇流排上

设置有多个第二接线端子，所述第二走线槽上设置有多个第二凹陷，多个所述第二凹陷与

多个所述第二接线端子相对应，每个所述第二接线端子嵌入对应的所述第二凹陷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动力电池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单元包括多个相串联的

电池电芯组，多个所述第一接线端子和多个所述第二接线端子均与多个所述电池电芯组相

对应，每个所述电池电芯组在第一方向上具有相背对的两端；多个所述电池电芯组在垂直

于所述第一方向的方向上并列排布；每个所述第一接线端子与对应的所述电池电芯组的一

端相连，每个所述第二接线端子与对应的所述电池电芯组的另一端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动力电池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固定板上设置有多个第

一孔和多个第二孔，多个所述第一孔、多个所述第二孔均与多个电池电芯相对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力电池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包括相对设置的前端板

和后端板以及位于前端板和后端板之间的框架，所述前端板、所述后端板以及所述框架之

间形成具有所述开口的空腔，所述电池单元设置于所述空腔内；所述前端板上设置有与所

述液流通道相连通的进液口和出液口。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动力电池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端板包括靠近所述电池单

元的第一基板、位于所述第一基板背对所述电池单元一侧的第二基板以及位于所述第二基

板背对所述第一基板一侧的第三基板，所述第二基板面对所述第三基板的一侧设置有第一

凹凸结构，所述液流通道包括所述第一凹凸结构与所述第三基板之间形成的第一流体通

道。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动力电池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后端板包括靠近所述电池单

元的第四基板、位于所述第四基板背对所述电池单元一侧的第五基板以及位于所述第五基

板背对所述第四基板一侧的第六基板，所述第五基板面对所述第六基板的一侧设置有第二

凹凸结构，所述液流通道包括所述第二凹凸结构与所述第六基板之间形成的第二流体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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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动力电池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包括相对间隔设置的

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以及位于所述第一侧板和所述第二侧板之间的底板，所述底板与所述

盖板相面对，所述第一侧板的两端分别与所述前端板的一端和所述后端板的一端相连，所

述第二侧板的两端分别与所述前端板的另一端和所述后端板的另一端相连，所述液流通道

包括设置于所述第一侧板上的第三液流通道、设置于所述第二侧板上的第四液流通道以及

设置于所述底板上的第五液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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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模组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动力电池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动力电池模组。

背景技术

[0002] 采用液冷作为热管理系统的动力电池系统逐年增多。目前已经成为动力电池系统

热管理发展的主要方向。

[0003] 由于现有的热管理系统在设计时需要依托模组的布置，因此各个热管理系统之间

存在差异。因此难以高效地缩短热管理系统开发的周期，且难以实现热管理系统的标准化

设计。

[0004] 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动力电池模组以克服上述缺陷。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申请实施方式提供了一种能缩短热管理系统的开发周期且优化热管

理系统的标准化设计的动力电池模组。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申请提供了如下的技术方案：一种动力电池模组，包括：电池

单元；具有开口的箱体，所述电池单元设置于所述箱体内；所述箱体内设置有围设在所述电

池单元外侧的液流通道；盖板，所述盖板盖设在所述开口上，所述盖板面对所述电池单元的

一侧上设置有用于嵌入所述电池单元线缆的走线槽，所述走线槽朝外敞开。

[0007]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盖板包括靠近所述电池单元的电连接集成板以及

位于所述电连接集成板背对所述电池单元一侧的第一固定板，所述走线槽设置于所述电连

接集成板面对所述第一固定板的一侧。

[0008]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电连接集成板上设置有沿水平方向延伸的第一凸

起和第二凸起，所述走线槽包括位于所述第一凸起背对所述第二凸起一侧的第一走线槽和

位于所述第二凸起背对所述第一凸起一侧的第二走线槽；所述第一走线槽内嵌设有第一汇

流排；所述第二走线槽内嵌设有第二汇流排。

[0009]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第一汇流排上设置有多个第一接线端子，所述第

一走线槽上设置有多个第一凹陷，多个所述第一凹陷与多个所述第一接线端子相对应，每

个所述第一接线端子嵌入对应的所述第一凹陷内；所述第二汇流排上设置有多个第二接线

端子，所述第二走线槽上设置有多个第二凹陷，多个所述第二凹陷与多个所述第二接线端

子相对应，每个所述第二接线端子嵌入对应的所述第二凹陷内。

[0010]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电池单元包括多个相串联的电池电芯组，多个所

述第一接线端子和多个所述第二接线端子均与多个所述电池电芯组相对应，每个所述电池

电芯组在第一方向上具有相背对的两端；多个所述电池电芯组在垂直于所述第一方向的方

向上并列排布；每个所述第一接线端子与对应的所述电池电芯组的一端相连，每个所述第

二接线端子与对应的所述电池电芯组的另一端相连。

[0011]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第一固定板上设置有多个第一孔和多个第二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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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所述第一孔、多个所述第二孔均与多个所述电池电芯相对应。

[0012]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箱体包括相对设置的前端板和后端板以及位于前

端板和后端板之间的框架，所述前端板、所述后端板以及所述框架之间形成具有所述开口

的空腔，所述电池单元设置于所述空腔内；所述前端板上设置有与所述液流通道相连通的

进液口和出液口。

[0013]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前端板包括靠近所述电池单元的第一基板、位于

所述第一基板背对所述电池单元一侧的第二基板以及位于所述第二基板背对所述第一基

板一侧的第三基板，所述第二基板面对所述第三基板的一侧设置有第一凹凸结构，所述液

流通道包括所述第一凹凸结构与所述第三基板之间形成的第一流体通道。

[0014]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后端板包括靠近所述电池单元的第四基板、位于

所述第四基板背对所述电池单元一侧的第五基板以及位于所述第五基板背对所述第四基

板一侧的第六基板，所述第五基板面对所述第六基板的一侧设置有第二凹凸结构，所述液

流通道包括所述第二凹凸结构与所述第六基板之间形成的第二流体通道。

[0015]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框架包括相对间隔设置的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以

及位于所述第一侧板和所述第二侧板之间的底板，所述底板与所述盖板相面对，所述第一

侧板的两端分别与所述前端板的一端和所述后端板的一端相连，所述第二侧板的两端分别

与所述前端板的另一端和所述后端板的另一端相连，所述液流通道包括设置于所述第一侧

板上的第三液流通道、设置于所述第二侧板上的第四液流通道以及设置于所述底板上的第

五液流通道。

[0016] 借由以上的技术方案，本申请实施方式所述的动力电池模组通过设置电池单元、

箱体以及盖板使得液流通道内的流体能对电池单元进行降温，从而对电池单元进行热管

理。另一方面电池单元的线缆能通过走线槽向外伸出，从而使得电池单元能安装于箱体内。

如此使得热管理系统与电池单元进行集成式设计，以缩短热管理系统的开发周期，优化热

管理系统的标准化设计。因此，本申请实施方式提供了一种能缩短热管理系统的开发周期

且优化热管理系统的标准化设计的动力电池模组。

附图说明

[0017] 在此描述的附图仅用于解释目的，而不意图以任何方式来限制本申请公开的范

围。另外，图中的各部件的形状和比例尺寸等仅为示意性的，用于帮助对本申请的理解，并

不是具体限定本申请各部件的形状和比例尺寸。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申请的教导下，可

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各种可能的形状和比例尺寸来实施本申请。在附图中：

[0018] 图1为本申请实施方式所述的动力电池模组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申请实施方式所述的盖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申请实施方式所述的前端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申请实施方式所述的后端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申请实施方式所述的框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标记说明：

[0024] 11、电池单元；15、盖板；19、电连接集成板；21、第一固定板；23、第一凸起；25、第二

凸起；27、第一走线槽；29、第二走线槽；31、第三走线槽；33、第一汇流排；35、第二汇流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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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第一凹陷；39、第二凹陷；41、第一孔；43、第二孔；45、前端板；47、后端板；49、框架；51、进

液口；53、出液口；55、第一基板；57、第二基板；59、第三基板；63、第二流体通道；65、第一侧

板；67、第二侧板；69、第一流体通道；71、第四基板；73、第五基板；75、第六基板；79、底板；

81、第三液流通道；83、第四液流通道；85、第五液流通道；87、第一凸块；89、第二凸块；91、第

三凸块；93、第一限位结构；95、第二限位结构；97、第三限位结构；99、第四凸块；101、第五凸

块；103、第四限位结构；105、第五限位结构；107、第六限位结构；109、第七限位结构；110、第

八限位结构；111、采集部；113、测温部；115、FPC；117、正极连接端；119、负极连接端；121、第

一安装槽；123、第二安装槽；125、第一接头；127、第二接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施方式中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方式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

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仅仅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方式，而不是全部的实

施方式。基于本申请中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

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方式，都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围。

[0026]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申请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申请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方式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申请。

[0027] 请参阅图1至图5。本申请实施方式提供了一种动力电池模组，其包括：电池单元

11；具有开口的箱体，所述电池单元11设置于所述箱体内；所述箱体内设置有围设在所述电

池单元11外侧的液流通道；盖板15，所述盖板15盖设在所述开口上，所述盖板15面对所述电

池单元11的一侧上设置有用于嵌入所述电池单元11线缆的走线槽，所述走线槽朝外敞开。

[0028] 由以上方案可以看出，本申请实施方式所述的动力电池模组通过设置电池单元

11、箱体以及盖板15使得液流通道内的流体能对电池单元11进行降温，从而对电池单元11

进行热管理。另一方面电池单元11的线缆能通过走线槽向外伸出，从而使得电池单元11能

安装于箱体内。如此使得热管理系统与电池单元11进行集成式设计，以缩短热管理系统的

开发周期，优化热管理系统的标准化设计。

[0029] 下面将结合图1至图5，对本申请实施例的动力电池模组进行解释和说明。如图1所

示，在本实施方式中，电池单元11整体上呈矩形。当然电池单元11不限于为矩形，还可以是

其他的形状，例如柱形。对此本申请不作规定。

[0030] 进一步地，电池单元11包括多个相并联的电池电芯组。该多个可以为2个、3个、4个

等。对此本申请不作规定。例如如图1所示，该电池单元11包括6个相并联的电池电芯组。每

个电池电芯组包括2个相串联的电池电芯。进一步地，每个电池电芯组在第一方向上具有相

背对的两端。例如如图1所示，该第一方向在纸面内倾斜延伸。从而每个电池电芯组在纸面

内倾斜延伸的方向具有相背对的两端。进一步地，多个电池电芯组在垂直于第一方向的方

向上并列排布。例如如图1所示，多个电池电芯组在纸面内在垂直于第一方向的方向上并列

排布。

[0031] 在本实施方式中，箱体具有开口。例如如图1所示，该开口向上。箱体内设置有围设

在电池单元11外侧的液流通道。该液流通道内具有冷却液。从而该液流通道内的流体能对

电池单元11进行降温，以对电池单元11进行热管理。如此能将热管理系统集成于箱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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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箱体包括相对设置的前端板45和后端板47以及位于前端板45

和后端板47之间的框架49。前端板45、后端板47以及框架49之间形成具有开口的空腔。电池

单元11设置于空腔内。前端板45上设置有与液流通道相连通的进液口51和出液口53。从而

通过该进液口51能向液流通道内输入冷却液。并能通过出液口53使冷却液从液流通道内里

流出，以进行更换。

[0033] 进一步地，前端板45包括靠近电池单元11的第一基板55、位于第一基板55背对电

池单元11一侧的第二基板57以及位于第二基板57背对第一基板55一侧的第三基板59。也即

前端板45通过第一基板55、第二基板57以及第三基板59该3层板叠置而成。进一步地，第一

基板55与第二基板57之间通过焊接连接固定。当然该连接固定的方式不限于此，还可以是

其他的连接固定方式，例如一体成型、螺钉连接、螺栓连接等。该第二基板57与第三基板59

之间通过焊接连接固定。当然该连接固定的方式不限于此，还可以是其他的连接固定方式，

例如一体成型、螺钉连接、螺栓连接等。

[0034] 进一步地，第二基板57面对第三基板59的一侧设置有第一凹凸结构。该第一凹凸

结构可以是根据流道设计所设置于第二基板57上的凸块或者凹坑。例如如图3所示，该第一

凹凸结构包括设置于第二基板57上且相间隔的第一凸块87、第二凸块89以及第三凸块91。

该第一凸块87、第二凸块89以及第二基板57之间形成第一凹槽。该第二凸块89、第三凸块91

以及第二基板57之间形成第二凹槽。

[0035] 进一步地，液流通道包括第一凹凸结构与第三基板59之间形成的第一流体通道

69。具体地，该第一流体通道69包括该第一凹槽与第三基板59之间形成的流道和第二凹槽

与第三基板59之间形成的流道。也即冷却液既在第一凹槽内流动，冷却液也在第二凹槽内

流动。从而对电池单元11进行降温。

[0036] 进一步地，该第一凸块87的形状、第二凸块89的形状以及第三凸块91的形状也是

根据流道设计所形成的规则的或者不规则的形状，以使当流体在第一流体通道69内流动

时，该第一凸块87、第二凸块89以及第三凸块91能对流体的流动起到导向作用。

[0037] 进一步地，第三基板59上设置有两个圆孔。且第三基板59上焊接有第一接头125和

第二接头127。该第一接头125围设在一个圆孔的外围。该第二接头127围设在另一个圆孔的

外围。从而该第一接头125和第二接头127分别形成进液口51和出液口53。

[0038] 进一步地，该第一基板55、第二基板57以及第三基板59均由铝板制成。且第一基板

55的厚度为1.5mm。第二基板57的厚度为3mm。第三基板59的厚度为1.5mm。且第一基板55沿

第一方向的两侧均设置有用于与框架49相固定的第一限位结构93。第二基板57沿第一方向

的两侧均设置有用于与框架49相固定的第二限位结构95。第三基板59沿第一方向的两侧均

设置有用于与框架49相固定的第三限位结构97。

[0039] 进一步地，后端板47包括靠近电池单元11的第四基板71、位于第四基板71背对电

池单元11一侧的第五基板73以及位于第五基板73背对第四基板71一侧的第六基板75。也即

后端板47通过第四基板71、第五基板73以及第六基板75该3层板叠置而成。进一步地，第四

基板71与第五基板73之间通过焊接连接固定。当然该连接固定的方式不限于此，还可以是

其他的连接固定方式，例如一体成型、螺钉连接、螺栓连接等。该第五基板73与第六基板75

之间通过焊接连接固定。当然该连接固定的方式不限于此，还可以是其他的连接固定方式，

例如一体成型、螺钉连接、螺栓连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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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进一步地，第五基板73面对第六基板75的一侧设置有第二凹凸结构。该第二凹凸

结构可以是根据流道设计所设置于第五基板73上的凸块或者凹坑。例如如图4所示，该第二

凹凸结构包括设置于第五基板73上且相间隔的第四凸块99以及第五凸块101。该第四凸块

99、第五凸块101以及第五基板73之间形成第三凹槽。

[0041] 进一步地，该液流通道包括第二凹凸结构与第六基板75之间形成的第二流体通道

63。具体地，该第二流通通道为该第三凹槽与第六基板75之间形成的流道。也即冷却液在第

三凹槽内流动。从而对电池单元11进行降温。

[0042] 进一步地，该第四凸块99的形状以及第五凸块101的形状也是根据流道设计所形

成的规则的或者不规则的形状，以使当流体在第二流通通道内流动时，该第四凸块99以及

第五凸块101能对流体的流动起到导向作用。

[0043] 进一步地，该第四基板71、第五基板73以及第六基板75均由铝板制成。且第四基板

71的厚度为1.5mm。第五基板73的厚度为3mm。第六基板75的厚度为1.5mm。且第四基板71沿

第一方向的两侧均设置有用于与框架49相固定的第四限位结构103。第五基板73沿第一方

向的两侧均设置有用于与框架49相固定的第五限位结构105。第六基板75沿第一方向的两

侧均设置有用于与框架49相固定的第六限位结构107。

[0044] 进一步地，框架49包括两个呈L的半部。该两个半部相焊接形成框架49。进一步地，

每个半部为挤出成型。且每个半部内部设置有流道结构。

[0045] 具体地，框架49包括相对间隔设置的第一侧板65和第二侧板67以及位于第一侧板

65和第二侧板67之间的底板79。例如如图5所示，第一侧板65在纸面内竖直设置。第二侧板

67在纸面内竖直设置。底板79与盖板15相面对。从而例如如图5所示，前端面能位于第一侧

板65和第二侧板67的前侧。后端面能位于第一侧板65和第二侧板67的后侧。如此使得前端

板45、后端板47、框架49以及盖板15之间形成用于密封电池单元11的密封空间。如此能对电

池单元11进行保护。

[0046] 进一步地，该第一侧板65、第二侧板67以及底板79均由铝板制成。

[0047] 进一步地，第一侧板65的两端分别与前端板45的一端和后端板47的一端相连。例

如如图5所示，第一侧板65的前端与前端板45的左端相连。该连接方式可以是通过设置于前

端板45上的第一限位结构93、第二限位结构95以及第三限位结构97进行连接。当然该连接

方式不限于此，还可以是其他的连接方式，例如焊接、一体成型、螺钉连接、螺栓连接等。当

然相对于焊接、一体成型，采用第一限位结构93、第二限位结构95以及第三限位结构97能便

于第一侧板65与前端板45之间的拆卸和安装。而相对于螺钉连接、螺栓连接，采用第一限位

结构93、第二限位结构95以及第三限位结构97能避免在第一侧板65和前端板45上进行穿

洞，从而保持第一侧板65以及前端板45自身的完整性，以避免流体从前端板45或者第一侧

板65上流出。

[0048] 进一步地，例如如图5所示，第一侧板65的后端与后端板47的左端相连。该连接方

式可以是通过设置于后端板47上的第四限位结构103、第五限位结构105以及第六限位结构

107进行连接。当然该连接方式不限于此，还可以是其他的连接方式，例如焊接、一体成型、

螺钉连接、螺栓连接等。当然相对于焊接、一体成型，采用第四限位结构103、第五限位结构

105以及第六限位结构107能便于第一侧板65与后端板47之间的拆卸和安装。而相对于螺钉

连接、螺栓连接，采用第四限位结构103、第五限位结构105以及第六限位结构107能避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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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侧板65和后端板47上进行穿洞，从而保持第一侧板65以及后端板47自身的完整性，以

避免流体从后端板47或者第一侧板65上流出。

[0049] 进一步地，第二侧板67的两端分别与前端板45的另一端和后端板47的另一端相

连。例如如图5所示，第二侧板67的前端与前端板45的右端相连。第二侧板67的后端与后端

板47的右端相连。该连接方式可以是通过设置于前端板45上的第一限位结构93、第二限位

结构95以及第三限位结构97进行连接。当然该连接方式不限于此，还可以是其他的连接方

式，例如焊接、一体成型、螺钉连接、螺栓连接等。当然相对于焊接、一体成型，采用第一限位

结构93、第二限位结构95以及第三限位结构97能便于第一侧板65与前端板45之间的拆卸和

安装。而相对于螺钉连接、螺栓连接，采用第一限位结构93、第二限位结构95以及第三限位

结构97能避免在第二侧板67和前端板45上进行穿洞，从而保持第二侧板67以及前端板45自

身的完整性，以避免流体从前端板45或者第二侧板67上流出。

[0050] 进一步地，第一侧板65的顶端设置有用于与盖板15相固定的第七限位结构109。第

二侧板67的顶端设置有用于与盖板15相固定的第八限位结构110。

[0051] 进一步地，液流通道包括设置于第一侧板65上的第三液流通道81、设置于第二侧

板67上的第四液流通道83以及设置于底板79上的第五液流通道85。具体地，第一侧板65的

厚度为8mm。第一侧板65的内部设置有第三液流通道81。第三液流通道81在第一侧板65的厚

度方向的内径为6mm。第二侧板67的厚度为8mm。第二侧板67的内部设置有第四液流通道83。

第四液流通道83在第二侧板67的厚度方向的内径为6mm。底板79的厚度为8mm。底板79的内

部设置有第五液流通道85。第五液流通道85在底板79的厚度方向的内径为6mm。

[0052] 在本实施方式中，盖板15盖设在开口上。也即盖板15覆盖该开口。从而盖板15与箱

体之间形成密封空间。进一步地，盖板15通过第七限位结构109与第一侧板65相固定。盖板

15通过第八限位结构110与第二侧板67相固定。

[0053] 在本实施方式中，盖板15面对电池单元11的一侧上设置有用于嵌入电池单元11线

缆的走线槽。也即盖板15的内侧上设置有走线槽。从而能将电池单元11的线缆密封于箱体

内，以提高箱体外观的美观度。具体地，走线槽朝外敞开从而能使线缆与外部设备相连。

[0054]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盖板15包括靠近电池单元11的电连接集成板19以及位于电连

接集成板19背对电池单元11一侧的第一固定板21。如图2所示，电连接集成板19位于第一固

定板21的下方。走线槽设置于电连接集成板19面对第一固定板21的一侧。如图2所示，走线

槽设置于电连接集成板19的上表面。从而能将电池单元11的线缆嵌设于电连接集成板19与

第一固定板21之间。

[0055] 进一步地，电连接集成板19的厚度为2mm。第一固定板21的厚度为1.2mm。

[0056] 进一步地，电连接集成板19上间隔设置有第一凸起23和第二凸起25。例如如图2所

示，第一凸起23沿垂直于第一方向的方向延伸。第二凸起25沿垂直于第一方向的方向延伸。

走线槽包括位于第一凸起23背对第二凸起25一侧的第一走线槽27和位于第二凸起25背对

第一凸起23一侧的第二走线槽29。也即如图2所示，第一走线槽27和第二走线槽29分别位于

电连接集成板19沿第一方向的两端。第一走线槽27内嵌设有第一汇流排33。第二走线槽29

内嵌设有第二汇流排35。

[0057] 具体地，第一汇流排33上设置有多个第一接线端子。该多个可以是2个、3个、4个

等。例如如图2所示，多个第一接线端子在垂直于第一方向的方向并列排布。第一走线槽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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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设置有多个第一凹陷37。例如如图2所示，多个第一凹陷37也在垂直于第一方向的方向并

列排布。多个第一凹陷37与多个第一接线端子相对应。该相对应可以是指第一凹陷37的数

量与第一接线端子的数量相等。每个第一接线端子嵌入对应的第一凹陷37内。从而第一汇

流排33上的多个第一接线端子均能嵌设于第一凹陷37内。

[0058] 具体地，第二汇流排35上设置有多个第二接线端子。该多个可以是2个、3个、4个

等。例如如图2所示，多个第二接线端子在垂直于第一方向的方向并列排布。第二走线槽29

上设置有多个第二凹陷39。例如如图2所示，多个第二凹陷39也在垂直于第一方向的方向并

列排布。多个第二凹陷39与多个第二接线端子相对应。该相对应可以是指第二凹陷39的数

量与第二接线端子的数量相等。每个第二接线端子嵌入对应的第二凹陷39内。从而第二汇

流排35上的多个第二接线端子均能嵌设于第二凹陷39内。

[0059] 进一步地，多个第一接线端子和多个第二接线端子均与多个电池电芯组组相对

应。该多个可以是2个、3个、4个等。该相对应可以是指电池电芯组的数量与第一接线端子和

第二接线端子的数量相等。每个第一接线端子与对应的电池电芯组的一端相连。每个第二

接线端子与对应的电池电芯组的另一端相连。从而使得多个电池电芯组能通过第一汇流排

33和第二汇流排35相连。

[0060] 进一步地，第一汇流排33的两端还分别设置有正极连接端117和负极连接端119。

该正极连接端117和负极连接端119用于与外部设备相连，以是电池单元11能对外部设备进

行供电。

[0061] 进一步地，第一电连接集成板19上还设置有位于第一走线槽27两端的第一安装槽

121和第二安装槽123。该正极连接端117嵌设于第一安装槽121内。该负极连接端119嵌设于

第二安装槽123内。从而通过第一电连接集成板19上的第一安装槽121和第二安装槽123能

分别对正极连接端117和负极连接端119进行防护，以避免外部设备损伤正极连接端117或

负极连接端119。

[0062] 进一步地，走线槽还包括位于第一凸起23和第二凸起25之间的第三走线槽31。如

图2所示，该第三走线槽31位于电连接集成板19的中间。第三走线槽31内嵌设有FPC

(Flexible  Printed  Circuit，柔性电路板)115。

[0063] 该FPC(Flexible  Printed  Circuit，柔性电路板)115上设置有用于采集信号的采

集部111和用于测量温度的测温部113。该采集部111与第一汇流排33或第二汇流排35中的

一个相连。如此通过采集部111能测量电池单元11的电压信号。并通过FPC传输至外部设备，

以为操作人员了解电池单元11的压力提供参考数据。且通过测温部113能测量电池单元11

的温度，并通过FPC传输至外部设备，以为操作人员对电池单元11的温度控制提供参考数

据。当然该采集部111不限于测量电压信号，还可以是其他的信号，例如电流信号，对此本申

请不作规定。具体地，该采集部111可以为镍片。进一步地，该镍片的厚度为0.3mm。

[0064] 进一步地，第一固定板21上设置有多个第一孔41和多个第二孔43。该多个可以是2

个、3个、4个等。多个第一孔41、多个第二孔43均与多个电池电芯相对应。该相对应可以是指

第一孔41的数量和第二孔43的数量均与电池电芯的数量相等。进一步地，多个第一孔41位

于第一固定板21靠近电池电芯的一端。每个第二孔43位于第一固定板21靠近电池电芯的另

一端。从而使得每个电池电芯一端周围的热量能通过对应的第一孔41散发出。且每个电池

电芯另一端周围的热量能通过对应的第二孔43散发出。

说　明　书 7/8 页

10

CN 209487575 U

10



[0065] 优选地，第一凸起23和第二凸起25均由纤维制成。从而使得第一凸起23和第二凸

起25不具备导电性。

[0066] 进一步地，第一固定板21的厚度为1.2mm。电连接集成板19的厚度为2mm。第一固定

板21的材质为塑料或者树脂。例如聚苯醚、聚丙烯、聚碳酸酯等。对此本申请不作规定。

[0067]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申请的描述中，术语“第一”、“第二”等仅用于描述目的和区别

类似的对象，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先后顺序，也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此外，在

本申请的描述中，除非另有说明，“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0068] 应该理解，以上描述是为了进行图示说明而不是为了进行限制。通过阅读上述描

述，在所提供的示例之外的许多实施方式和许多应用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都将是显而易

见的。因此，本教导的范围不应该参照上述描述来确定，而是应该参照前述权利要求以及这

些权利要求所拥有的等价物的全部范围来确定。出于全面之目的，所有文章和参考包括专

利申请和公告的公开都通过参考结合在本文中。在前述权利要求中省略这里公开的主题的

任何方面并不是为了放弃该主体内容，也不应该认为申请人没有将该主题考虑为所公开的

申请主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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