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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自散热式应急电池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自散热式应急电池

组。现有被动服务器应急电池组因结构紧凑，散

热要求高，但缺少匹配的散热结构导致散热不畅

而影响使用性能。本实用新型包括电池组本体和

多个相变储能单体，电池组本体包括多个电池单

体，多个电池单体之间竖直并列设置，每两个相

邻的电池单体的外侧壁之间形成有间隙，每个间

隙内设置有一个相变储能单体，每个变储能单体

包括外囊体和导热片，外囊体内设置有相变导热

体，导热片的一端穿过外囊体设置在相变导热体

的内部，导热片的另一端设置在外囊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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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散热式应急电池组，其特征在于：它包括电池组本体和多个相变储能单体

(1)，电池组本体包括多个电池单体(2)，多个电池单体(2)之间竖直并列设置，每两个相邻

的电池单体(2)的外侧壁之间形成有间隙，每个间隙内设置有一个相变储能单体(1)，每个

变储能单体(1)包括外囊体(1-1)和导热片(1-2)，外囊体(1-1)内设置有相变导热体(1-3)，

导热片(1-2)的一端穿过外囊体(1-1)设置在相变导热体(1-3)的内部，导热片(1-2)的另一

端设置在外囊体(1-1)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散热式应急电池组，其特征在于：它还包括外匣体(4)、

活动板(5)和顶紧件(6)，所述电池组本体设置在外匣体(4)内，外匣体(4)的两端与其靠近

的电池单体(2)之间分别形成有活动间隙，每个活动间隙设内置有侧部储能单体(7)，侧部

储能单体(7)的结构与相变储能单体(1)的结构相同，活动板(5)竖直设置任一活动间隙内

且其处于侧部储能单体(7)和外匣体(4)之间，顶紧件(6)穿过外匣体(4)顶紧在活动板(5)

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自散热式应急电池组，其特征在于：外匣体(4)的形状为

顶部敞口的长方体或正方体，外匣体(4)的外壁上设置有多个第一散热翅片(8)。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自散热式应急电池组，其特征在于：导热片

(1-2)替代为微槽平板热管(1-4)，微槽平板热管(1-4)处于外囊体(1-1)外的一端套装有对

流散热器(3)，对流散热器(3)包括散热框(3-1)和多个第二散热翅片(3-2)，所述散热框(3-

1)的四周外壁上均布有多个第二散热翅片(3-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自散热式应急电池组，其特征在于：外囊体(1-1)的形状

为直条形、L形或圆弧形。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自散热式应急电池组，其特征在于：外囊体内还填充有数

个支撑颗粒(1-5)，数个支撑颗粒(1-5)处于外囊体(1-1)和相变导热体(1-3)之间，当相变

导热体(1-3)处于熔融状态时，数个支撑颗粒(1-5)与相变导热体(1-3)相混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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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散热式应急电池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具体涉及一种自散热式应急电池组。

背景技术：

[0002] 被动服务器应急电池组的工况特点为工作时间短、放电倍率大、短时间产生大量

的热、较高的运行环境温度、空间小，故被动服务器应急电池组对与其配合的热管理系统性

能要求高。但由于受空间、安全可靠性等限制，现有其他的热管理系统，如矿物油浸泡，自然

或强制风冷或液冷，空调制冷，电热制冷等系统均无法满足服务器的应急电源电池组的安

装条件，也无法达到主电源断电运行、大强度散热和安全防护要求。无法满足被动服务器应

急电池组的相关要求，缺少匹配的散热系统。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及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自散热式应

急电池组。

[0004] 一种相变储能单体，它包括外囊体和导热片，外囊体内设置有相变导热体，导热片

的一端穿过外囊体插入相变导热体中，导热片的另一端设置在外囊体外。

[0005] 作为优选方案：导热片为条形板体，导热片为铝板。

[0006] 作为优选方案：导热片替代为微槽平板热管，微槽平板热管处于外囊体外的一端

套装有对流散热器。

[0007] 作为优选方案：外囊体为包覆膜制成的囊体，外囊体的形状为直条形、L形或圆弧

形。

[0008] 作为优选方案：外囊体内还填充有数个支撑颗粒，数个支撑颗粒处于外囊体和相

变导热体之间，当相变导热体处于熔融状态时，数个支撑颗粒与相变导热体相混合设置。

[0009] 作为优选方案：每个支撑颗粒的形状为长条形。

[0010] 一种自散热式应急电池组，它包括电池组本体和多个相变储能单体，电池组本体

包括多个电池单体，多个电池单体之间竖直并列设置，每两个相邻的电池单体的外侧壁之

间形成有间隙，每个间隙内设置有一个相变储能单体，每个变储能单体包括外囊体和导热

片，外囊体内设置有相变导热体，导热片的一端穿过外囊体设置在相变导热体的内部，导热

片的另一端设置在外囊体外。

[0011] 作为优选方案：它还包括外匣体、活动板和顶紧件，所述电池组本体设置在外匣体

内，外匣体的两端与其靠近的电池单体之间分别形成有活动间隙，每个活动间隙设内置有

侧部储能单体，侧部储能单体的结构与相变储能单体的结构相同，活动板竖直设置任一活

动间隙内且其处于侧部储能单体和外匣体之间，顶紧件穿过外匣体顶紧在活动板上。

[0012] 作为优选方案：外匣体的形状为顶部敞口的长方体或正方体，外匣体的外壁上设

置有多个第一散热翅片。

[0013] 作为优选方案：导热片替代为微槽平板热管，微槽平板热管处于外囊体外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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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装有对流散热器，对流散热器包括散热框和多个第二散热翅片，所述散热框的四周外壁

上均布有多个第二散热翅片。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5] 一、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且占用空间小，无需另设空间进行散热，通过电池组本体

自身形成的多个间隙放置多个相变储能单体进行散热，散热效果均匀且直接，能够在短时

间内散出电池组本体发出的热量。

[0016] 二、通过本实用新型样品测试得到，本实用新型能够将电池组本体的环境温度控

制在35～60℃的范围内，还能够将电池组本体中各个电池单体之间的温度差控制在小于或

等于5℃的范围内。

[0017] 三、本实用新型可断电运行，且无电磁干扰风险。

[0018] 四、本实用新型的导热效率高、热控制效果好。

[0019] 五、本实用新型无污染、耐腐蚀，使用寿命长，能够辅助电池组本体长期使用。

[0020] 六、本实用新型无需另设其他辅助的运动部件，整体结构简单，使用安全可靠。

[0021] 七、本实用新型制造成本和维护成本低，加工方便、尺寸及形状设计灵活，根据具

体要求进行具体设定即可。

[0022] 八、本实用新型维护简单方便，维护成本低。

[0023] 九、由于受空间、安全、可靠性限制，其他的热管理系统，如矿物油浸泡，自然或强

制风冷或液冷，空调制冷或电热制冷均无法满足电池组热管理系统的安装条件和高安全防

护要求场合，但本实用新型尤其适用于主电源断电运行且要求短时间大强度散热的场合

中。

附图说明：

[0024] 为了易于说明，本实用新型由下述的具体实施及附图作以详细描述。

[0025] 图1为相变储能单体的第一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相变储能单体的第二主视结构示意图，图中导热片替代为微槽平板热管，微

槽平板热管处于外囊体外的一端套装有对流散热器；

[0027]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上设置有外匣体、活动板和顶紧件时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上设置有外匣体、活动板和顶紧件时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为对流散热器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为本实用新型处于不同设置状态下的相变储能单体的升温曲线对比示意图。

[0032] 图中，1-相变储能单体；2-电池单体；1-1-外囊体；1-2-导热片；1-3-相变导热体； 

1-4-微槽平板热管；1-5-支撑颗粒；3-对流散热器；3-1-散热框；3-2-第二散热翅片；  4-外

匣体；5-活动板；6-顶紧件；7-侧部储能单体；8-第一散热翅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了，下面通过附图中示出的

具体实施例来描述本实用新型。但是应该理解，这些描述只是示例性的，而并非要限制本实

用新型的范围。此外，在以下说明中，省略了对公知结构和技术的描述，以避免不必要地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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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本实用新型的概念。

[0034] 在此，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因不必要的细节而模糊了本实用新型，在附图中

仅仅示出了与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方案密切相关的结构和/或处理步骤，而省略了与本实用

新型关系不大的其他细节。

[0035] 具体实施方式一：根据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和图7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

方式包括外囊体1-1和导热片1-2，外囊体1-1内设置有相变导热体1-3，导热片1-2的一端穿

过外囊体1-1插入相变导热体1-3中，导热片1-2的另一端设置在外囊体1-1外。

[0036] 进一步的，导热片1-2处于外囊体1-1外的一端套装有对流散热器3。对流散热器3

为采用肋片对流散热器，为铝合金材质型材，其优点是：的系数高，成本低，可获得性好。对

流散热器3与导热片1-2之间以导热硅脂填充并固定。对流散热器3可选材料为铜等其他导

热系数高的材料。对流散热器3也可采用其他散热效果好、或成本低的形制，如翅片铝箔等。

[0037] 进一步的，相变导热体1-3为相变材料形成的膏体，相变导热体1-3吸收热量后处

于熔融的液态，此时相变导热体1-3的状态为固液共存的状态，其吸收的热量使其自身温度

处于其熔点以上的温度。相变导热体1-3放出热量后处于固态，此时相变导热体1-3的状态

为固态，其吸收的热量使其自身温度处于其熔点以下的温度，导热片  1-2的一端穿过外囊

体1-1插入相变导热体1-3中，导热片1-2的另一端设置在外囊体  1-1外。相变导热体1-3填

满外囊体1-1的内部。相变导热体1-3为相变储能材料制成的颗粒形成，相变导热体1-3为工

业石蜡颗粒，工业石蜡颗粒还可替换为肉豆蔻酸颗粒与硬脂酸颗粒的混合物，工业石蜡颗

粒还可替换为棕桐酸颗粒与硬脂酸颗粒的混合物。

[0038] 进一步的，导热片1-2为条形板体，导热片1-2为铝板。支撑颗粒1-4的形状为长条

形。长条形能够有效支撑外囊体1-1，使外囊体1-1具有容纳相变导热体1-3的充足空间，使

外囊体1-1具有“外柔内硬”的支撑性能。

[0039] 进一步的，导热片1-2替代为微槽平板热管1-4，微槽平板热管1-4处于外囊体  1-1

外的一端套装有对流散热器3。微槽平板热管1-4能够将电池组本体的充、放电温度控制在

适合的范围内，以保证电池安全性、工作性能及可靠性和合理的电池使用寿命及成本。微槽

平板热管1-4能够将电池组本体的各单体电池之间的温度差控制在较小范围内，即温度差

控制在小于3～4摄氏度。对流散热器3与微槽平板热管1-4之间以导热硅脂填充并固定。

[0040] 进一步的，微槽平板热管1-4部分插入相变导热体1-3中，穿过外囊体1-1，部分暴

露于空气中。

[0041] 进一步的，微槽平板热管1-4的导热系数达到105W/m·K，为金属材料导热系数的

数百到上千倍，微槽平板热管1-4两端分别为蒸发端和冷却端，微槽平板热管1-4 的蒸发

端，即插入相变导热体1-3中的一端，吸收相变导热体1-3的热量并快速传输到微槽平板热

管1-4的冷却端，并通过对流散热器3将热量传输到冷却介质，如空气等传热介质。微槽平板

热管1-4的作用：首先在于电池组本体放电时散热，相当于增加了相变导热体1-3的热容及

相变热，即在图7中将达到相变温度Tp的时间从a1延迟到b1，将相变区间从a2-a1，延长到b2-

b1。另一方面，在电池组本体放电之后，微槽平板热管1-4也可缩短相变导热体1-3温度，即

从放电结束时的温度，设定为Th，下降到T0所需时间，以使电池组本体尽快恢复到准备下一

次放电的状态。这一功能对石蜡这类相变储能材料尤为重要，因为石蜡降温所需时间为相

应升温所需时间的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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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进一步的，微槽平板热管1-4的可选材料为铝合金导热片或其他金属板，微槽平板

热管1-4的形状为L型、C型或其他利于导热、散热的形状。

[0043] 进一步的，外囊体1-1为包覆膜制成的囊体，外囊体1-1的形状为直条形、L形或圆

弧形。外囊体1-1为包覆膜套，为防止其流淌并与电池单体保持良好面接触的高导热包覆

膜。

[0044] 进一步的，外囊体内还填充有数个支撑颗粒1-5，数个支撑颗粒1-5处于外囊体  1-

1和相变导热体1-3之间，当相变导热体1-3处于熔融状态时，数个支撑颗粒1-5 与相变导热

体1-3相混合设置。支撑颗粒1-5为颗粒状多孔碳。支撑颗粒1-5的粒径取值范围为1至4mm，

最佳取值为1mm，孔隙率＞45％，其中70％以上为开口或相通的孔洞，孔隙尺寸＞10-4mm。其

他材料也可替换，但粒径、开口或孔洞的尺寸不变。

[0045] 具体实施方式二：根据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和图7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

方式包括电池组本体和多个相变储能单体1，电池组本体包括多个电池单体2，多个电池单

体2之间竖直并列设置，每两个相邻的电池单体2的外侧壁之间形成有间隙，每个间隙内设

置有一个相变储能单体1，每个变储能单体1包括外囊体1-1 和导热片1-2，外囊体1-1内设

置有相变导热体1-3，导热片1-2的一端穿过外囊体1-1 设置在相变导热体1-3的内部，导热

片1-2的另一端设置在外囊体1-1外。外囊体1-1 的设置能够确保相变导热体1-3与电池单

体保持良好的面接触。

[0046] 进一步的，电池组本体中多个电池单体2形成的空隙中，贴合在电池单体2的外壁

上进行散热，被动散出电池单体2已经传递到外表面的热量，所以本实用新型为一种被动电

池储能单体。电池单体2为圆柱电池、方形铝壳电池或软包电池。本实用新型使用时设置个

数为单个或多个，当单个使用时，本实用新型能够配合单个电池散热使用，单个电池为圆柱

电池、方形铝壳电池或软包电池。当多个使用时，每两个相邻的电池单体2之间的空隙内设

置一个即可。

[0047] 进一步的，它还包括外匣体4、活动板5和顶紧件6，所述电池组本体设置在外匣体4

内，外匣体4的两端与其靠近的电池单体2之间分别形成有活动间隙，每个活动间隙设内置

有侧部储能单体7，侧部储能单体7的结构与相变储能单体1的结构相同，活动板5竖直设置

任一活动间隙内且其处于侧部储能单体7和外匣体4之间，顶紧件6穿过外匣体4顶紧在活动

板5上。顶紧件6包括若干个顶紧螺栓，若干个顶紧螺栓并列设置，用于将活动板5顶紧在侧

部储能单体7处，其他能够实现顶紧作用的结构也可替代顶紧螺栓。

[0048] 进一步的，外匣体4的形状为顶部敞口的长方体或正方体，外匣体4的外壁上设置

有多个第一散热翅片8。多个第一散热翅片8均布在除顶紧件6所在外侧壁以外的其他外侧

壁上。当外匣体4带有多个第一散热翅片8时，外匣体4及活动板5材质为导热系数大、已加

工、低成本的铝合金。外匣体4和活动板5的作用有：机械支撑，散热、增加热容量、减小电池

单体间温差。

[0049] 进一步的，外匣体4和活动板5均可采用其他散热效果好、或成本低的材料。相变储

能单体1的形状为板形，其夹在电池单体2之间或及两侧，相变储能单体1可选形状还为L型、

C型或O型，或其他利于导热、散热形状均可。

[0050] 进一步的，导热片1-2替代为微槽平板热管1-4，微槽平板热管1-4处于外囊体  1-1

外的一端套装有对流散热器3，对流散热器3包括散热框3-1和多个第二散热翅片3-2，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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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框3-1的四周外壁上均布有多个第二散热翅片3-2。

[0051] 进一步的，微槽平板热管1-4部分插入相变导热体1-3中，穿过外囊体1-1，部分暴

露于空气中。

[0052] 进一步的，微槽平板热管1-4的导热系数达到105W/m·K，为金属材料导热系数的

数百到上千倍，微槽平板热管1-4两端分别为蒸发端和冷却端，微槽平板热管1-4 的蒸发

端，即插入相变导热体1-3中的一端，吸收相变导热体1-3的热量并快速传输到微槽平板热

管1-4的冷却端，并通过对流散热器3将热量传输到冷却介质，如空气等传热介质。微槽平板

热管1-4的作用：首先在于电池组本体放电时散热，相当于增加了相变导热体1-3的热容及

相变热，即在图7中将达到相变温度Tp的时间从a1延迟到b1，将相变区间从a2-a1，延长到b2-

b1。另一方面，在电池组本体放电之后，微槽平板热管1-4也可缩短相变导热体1-3温度，即

从放电结束时的温度，设定为Th，下降到T0所需时间，以使电池组本体尽快恢复到准备下一

次放电的状态。这一功能对石蜡这类相变储能材料尤为重要，因为石蜡降温所需时间为相

应升温所需时间的数倍。

[0053] 进一步的，微槽平板热管1-4的可选材料为铝合金导热片或其他金属板，微槽平板

热管1-4的形状为L型、C型或其他利于导热、散热的形状。

[0054] 进一步的，导热片1-2为条形板体，导热片1-2为铝板。

[0055] 进一步的，外囊体内还填充有数个支撑颗粒1-5，数个支撑颗粒1-5处于外囊体  1-

1和相变导热体1-3之间，当相变导热体1-3处于熔融状态时，数个支撑颗粒1-5 与相变导热

体1-3相混合设置。支撑颗粒1-5为颗粒状多孔碳。支撑颗粒1-5的粒径取值范围为1至4mm，

最佳取值为1mm，孔隙率＞45％，其中70％以上为开口或相通的孔洞，孔隙尺寸＞10-4mm。其

他材料也可替换，但粒径、开口或孔洞的尺寸不变。

[0056]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为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的进一步限定，电池采用的

技术、工况不同，其最佳充、放电温度区间通常也不同。储能散热单元的相变材料的质量及

组分配比、支撑材料配比、热管及对流散热器，需根据热管理系统服务的电池种类和容量、

设备的设计工况进行设计。

[0057] 设电池组本体容许的最高温度为Th，起始温度为T0，则有热量衡算公式如下：

[0058] Qc＝∑mpi·Cpi△T+mc·Cpc·△T+mc·Jc+qd
[0059] 上式中Qc为电池组本体放电产生的热量，单位为J；

[0060] Mp为外匣体、支撑材料、包覆膜、微槽平板热管、对流散热器质量，单位为kg；

[0061] Cpi为匣体、支撑材料、包覆膜、微槽平板热管、对流散热器在温度区间△T平均比

热容，单位为j/kg·K；
[0062] △T为升温△T＝Th-T0，单位为K；

[0063] Mc为相变材料质量，单位为kg；

[0064] Cpc为相变材料在温升区间的平均比热熔，单位为j/kg·K；
[0065] Jc为相变材料相变热，单位为j/kg；

[0066] qd为在此温升期间储能散热单元以对流、辐射、传导方式向环境传输的热量，单位

为j。

[0067] 电池组本体放电产生的热量Qc，电池组本体容许的最高温度Th，起始温度T0，均为

给定，由电池采用的技术、工况决定。除qd外，其他各项均可获得骄傲正确的值。qd的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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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通过实验验证。图7中曲线A表示无微槽平板热管、对流散热器及匣体条件下，相变储热

材料升温曲线；曲线B表示有微槽平板热管、对流散热器及匣体条件下，相变储热材料升温

曲线；曲线C有微槽平板热管、对流散热器、匣体及相变储热材料条件下电池组本体升温曲

线。

[0068]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为具体实施方式三的进一步限定，支撑颗粒1-5为一

种支撑材料制成的颗粒物，支撑颗粒1-5与相变储能单体1相混合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其的导

热系数，并保持相变储能材料的型状。支撑颗粒1-5采用铝金属颗粒，粒径  2～4mm；

[0069] 支撑材料与相变储能材料的质量百分比为20％；制成支撑颗粒1-5所采用的材料

有活性炭、碳纤维、膨胀珍珠岩、膨胀石墨、蒙脱土、多孔陶瓷、沸石或铜材料，根据材料的比

重、粒径、比热容等性质，并满足热量衡算公式，决定该种材料与相变材料的配比。

[0070] 可选：可采用活性炭、碳纤维、膨胀珍珠岩、膨胀石墨、蒙脱土、多孔陶瓷、沸石、铜

等其他金属颗粒等。

[0071] 此外，支撑颗粒1-5的形成还有一种方式，将通孔泡沫铝、通孔泡沫铜、通孔泡沫碳

浸入相变材料作为支撑材料。孔隙率约为85％，其尺寸确定则需满足热量衡算公式即可。

[0072]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为具体实施方式一、二或三的进一步限定，外囊体 

1-1为铝箔套。铝箔套还可替换为金属箔、高导热硅橡胶膜，或PC、PVC、PVF、PET、  PVDF、ETFE

或FEP聚合物膜，或采用FEVE涂层。

[0073]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为具体实施方式一、二或三的进一步限定，外囊体 

1-1的形状为直条形、L形或圆弧形。外囊体1-1的形状根据电池单体2之间形成间隙形状而

定，圆弧形为C形，其他有利于导热、散热形状也可。外囊体1-1夹持在每两个相邻的电池单

体2的外侧壁之间的间隙内。外囊体1-1夹持在每两个相邻的电池单体2的外侧壁之间的间

隙内。当外囊体1-1的形状为直条形时，其长度为40～60cm。当外囊体1-1的形状为L形时，其

竖直段或水平段的长度不小于40cm。

[0074]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为具体实施方式一、二或三的进一步限定，外囊体 

1-1内填充有数个支撑颗粒1-5。支撑颗粒1-5起到混合于相变储能材料中以提高其的导热

系数的材料，支撑颗粒1-5为颗粒状多孔碳。铝金属颗粒、其他碳纤维、膨胀珍珠岩、膨胀石

墨、蒙脱土、多孔陶瓷、沸石、铜等其他金属颗粒也可替换。此外将通孔泡沫铝、通孔泡沫铜

浸入相变材料也可作为支撑颗粒。

[0075]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为具体实施方式一、二或三的进一步限定，导热片 

1-2插入相变导热体1-3中的长度为导热长度，导热长度的取值范围为20～40cm。

[0076] 具体实施方式九：本实施方式为具体实施方式一、二或三的进一步限定，导热片 

1-2处于外囊体1-1外的长度为散热长度，散热长度小于或等于10cm。

[0077] 具体实施方式十：本实施方式为具体实施方式一、二或三的进一步限定，外囊体 

1-1上加工有配合导热片1-2的插入口，插入口处设置有胶圈，导热片1-2的一端穿过胶圈设

置在相变导热体1-3的内部。胶圈有密封作用，防止因导热片1-2插入外囊体1-1中产生的缝

隙而造成相变导热体1-3的外泄。

[0078] 具体实施方式十一：本实施方式为具体实施方式一、二或三的进一步限定，石蜡用

于电子器件热管理的PCM有以下优良特性。固-固相变体积变化小，与大多数金属在化学上

相容无腐蚀，具有较大的相变热，相变温度可调，有良好的热安定性、氧化安定性和光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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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热循环行为稳定且价格适中。

[0079] 石蜡，这里是指室温下具有蜡质稠度的高分子量烷烃。石蜡被分成两个主要亚组，

直链石蜡和支链石蜡。由于分子结构的空间位阻，支链石蜡通常不能作为好的相变材料。石

蜡的相变点与材料结构中的碳原子数直接相关，碳原子数越多，相变温度越高。其中含有

12-40个碳原子的烷烃具有6-80摄氏度的相变点。工业石蜡为碳原子数不同的烷烃分子的

混合物，其相变点比纯石蜡低，相变热也比纯石蜡低，而且有一个以上相变峰，相变表现为

一个“区间”。因此，可根据需要配制具有不同相变“区间”的相变材料体系，也可采购具有合

适相变“区间”的商品工业石蜡。例如，44号软蜡的“熔点”为44～46℃，46号软蜡的“熔点”为

46～48℃，48号软蜡的“熔点”为48～50℃。作为相变材料石蜡有些缺点，如其导热系数偏

小，使之与具有高导热系数的“支撑材料”形成复合体，以提高导热性能，并使之受热时保持

形状。

[0080] 替代石蜡的材料为脂肪酸类低温相变材料或无机物共熔物低温相变材料：

[0081] 脂肪酸类低温相变材料：如肉豆蔻酸+硬脂酸、棕桐酸+硬脂酸等，这类材料具有良

好的循环熔融/结晶稳定性，熔点适中，但价格通常是石蜡的数倍。

[0082] 无机物共熔物低温相变材料：以结晶水合盐类为主，如：Mg(NO3)  2·6H2O/

MgCl2·6H2O体系(质量百分比：50％/50％)熔点为59.1℃，相变热144KJ/kg，
[0083] Mg(NO3)2·6H2O/NH4NO3体系(质量百分比：61.5％/38.5％)熔点为52℃，相变热

125.5KJ/kg。

[0084] 这类相变材料的优点是价格便宜、相变热大、导热系数大。但是存在两类问题：过

冷及相分离，有的体系有腐蚀性、易泄露，对电池组热管理应用而言是有较大风险的，根据

具体要求进行适当选取即可。

说　明　书 7/7 页

9

CN 209515928 U

9

https://thermal.biz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10

CN 209515928 U

10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1

CN 209515928 U

11

https://thermal.biz



图5

图6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2

CN 209515928 U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