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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基于复合相变材料的3D打印铝蜂窝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新型材料的设计、制备及应

用领域，涉及一种基于复合相变材料的3D打印铝

蜂窝结构,一种基于复合相变材料的3D打印铝蜂

窝结构，包括由3D打印的蜂窝状壳体，所述蜂窝

状壳体由各个中空六棱柱状的单穴依次平铺延

伸形成，每个单穴的内壁设有突刺，所述突刺分

布于每个单穴的内壁，向同一个底面方向倾斜，

每个单穴内都填充有复合相变材料。本实用新型

的主要用途是能够给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持续稳

定的散热，进而保证电动汽车良好的使用性能以

及续航里程。该实用新型可以广泛的应用于各种

需要散热的场合，例如电动机、飞机、潜艇等各种

需要进行热管理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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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复合相变材料的3D打印铝蜂窝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由3D打印的蜂窝状

壳体（1），所述蜂窝状壳体由各个中空六棱柱状的单穴依次平铺延伸形成，每个单穴的内壁

设有突刺（2），所述突刺分布于每个单穴的内壁，向同一个底面方向倾斜，每个单穴内都填

充有复合相变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复合相变材料的3D打印铝蜂窝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突

刺分布于每个单穴的内壁，向同一个底面方向倾斜。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复合相变材料的3D打印铝蜂窝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突

刺向同一个底面方向倾斜的角度为30°到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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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复合相变材料的3D打印铝蜂窝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新型材料的设计、制备及应用领域，涉及一种基于复合相变材料

的3D打印铝蜂窝结构,本实用新型的铝蜂窝结构具有轻质、高强度、高导热等特点，利用45

度全精炼石蜡这种相变体由固相转变为液相吸热的原理，同时增加其它的导热材料与结构

支撑材料而制成的相变材料在电池热管理以及其它需要散热的场合。

背景技术

[0002] 动力电池作为电动汽车上装载电池组的主要储能装置，是混动/电动汽车的关键

部件，其性能直接影响混动/电动汽车的性能。由于车辆空间有限，电池工作中产生的热量

累积，会造成各处温度不均匀从而影响电池单体的一致性，进而降低电池充放电循环效率，

影响电池的功率和能量发挥，严重时还将导致热失控，影响系统安全性与可靠性，鉴于电动

汽车锂电池在充放电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同时电动汽车的锂电池的性能受温度的影

响很大，特别是当温度超过50℃时，电池的性能会迅速下降，极大的影响电动汽车的使用性

能以及续航里程，目前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热管理中，研究较多的电池热管理系统有风冷

式、液冷式、相变材料冷却，还有基于热管的电池热管理系统。但是现有的冷却方式都不能

很好的解决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散热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现有的技术和材料进行改

进，从而能够更好的对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进行散热，进而保证电动汽车良好的使用性能以

及续航里程。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基于复合相变材料的3D打

印铝蜂窝结构。

[0004] 本实用新型通过下述方案实现：

[0005] 一种基于复合相变材料的3D打印铝蜂窝结构，包括由3D打印的蜂窝状壳体1，所述

蜂窝状壳体由各个中空六棱柱状的单穴依次平铺延伸形成，每个单穴的内壁设有突刺2，所

述突刺分布于每个单穴的内壁，向同一个底面方向倾斜，每个单穴内都填充有复合相变材

料。

[0006] 所述突刺分布于每个单穴的内壁，向同一个底面方向倾斜。

[0007] 所述突刺向同一个底面方向倾斜的角度为30°到60°。

[000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用途是能够给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持

续稳定的散热，进而保证电动汽车良好的使用性能以及续航里程。该实用新型可以广泛的

应用于各种需要散热的场合，例如电动机、飞机、潜艇等各种需要进行热管理的场合。

附图说明

[0009] 图1 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基于复合相变材料的3D打印铝蜂窝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0] 图2为图1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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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3为一个蜂窝单穴的主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3] 实施例：参照图1-3。

[0014] 一种基于复合相变材料的3D打印铝蜂窝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由3D打印的蜂窝

状壳体1，所述蜂窝状壳体由各个中空六棱柱状的单穴依次平铺延伸形成，每个单穴的内壁

设有突刺2，所述突刺分布于每个单穴的内壁，向同一个底面方向倾斜，每个单穴内都填充

有复合相变材料。

[0015] 所述突刺分布于每个单穴的内壁，向同一个底面方向倾斜。

[0016] 所述突刺向同一个底面方向倾斜的角度为30°到60°。

[0017] 所述复合相变材料包括石蜡、碳纤维、高密度乙烯以及膨胀石墨，所述石蜡，碳纤

维，高密度聚乙烯，膨胀石墨，按照重量份表示，其比值为100：1：12：12。

[0018] 一种基于复合相变材料的3D打印铝蜂窝结构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9] S1.通过3D打印带有突刺的蜂窝状壳体；

[0020] S2.将石蜡与高密度聚乙烯在190℃温度下保温2小时，后经磁力搅拌机充分搅拌

融合，所述石蜡采用熔点是45度的全精炼石蜡；

[0021] S3.加入膨胀石墨与碳纤维，经充分搅拌混匀；

[0022] S4.将制好的原料通过压片机压入3D打印突刺铝蜂窝的各个单穴中，且压入方向

顺着突刺的方向向下。

[0023] 所述石蜡，碳纤维，高密度聚乙烯，膨胀石墨，按照重量份表示，其比值为100：1：

12：12。

[0024] 尽管已经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列举，应当理解，对于

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对上述实施例做出修改或者采用等同的替代方案，这对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在不偏离本实用新型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

于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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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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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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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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