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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基于相变材料的电动车电池热管理系

统

(57)摘要

一种基于相变材料的电动车电池热管理系

统属于电动车领域；本实用新型解决电池的热管

理系统会消耗大量的电能会降低电动车的行驶

里程的问题；包括电池子系统和PCM子系统；电池

子系统包括电池和电池热交换器；电池与电池热

交换器通过管道连通；PCM子系统包括第一外部

热交换器的输出端通过管道与水泵连通，水泵与

PCM存储器通过管道连通，PCM存储器的输出端分

别与PTC加热器和第一内部热交换器通过管道连

通，第一内部热交换器的输出端分别与PTC加热

器和蓄池液连通，蓄池液分别通过管道连通在第

一外部热交换器的输入端及第一外部热交换器

的输出端与水泵之间；降低了电动车电池热管理

的能耗，增加了电动车的行驶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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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相变材料的电动车电池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池子系统和PCM子

系统；所述电池子系统包括电池和电池热交换器；所述电池与电池热交换器通过管道连通；

所述PCM子系统包括第一外部热交换器、水泵、PCM存储器、PTC加热器、蓄池液和第一内部热

交换器；所述第一外部热交换器的输出端通过管道与水泵连通，水泵与PCM存储器通过管道

连通，PCM存储器的输出端分别与PTC加热器和第一内部热交换器通过管道连通，所述第一

内部热交换器的输出端分别与PTC加热器和蓄池液连通，所述蓄池液分别通过管道连通在

第一外部热交换器的输入端及第一外部热交换器的输出端与水泵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相变材料的电动车电池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蓄池液通过管道连通第一三通阀，所述第一三通阀通过管道连通第一外部热交换器的输入

端，所述第一三通阀通过管道连通在第一外部热交换器的输出端与水泵连通的管道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相变材料的电动车电池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一内部热交换器的输出端通过管道连通第二三通阀，所述第二三通阀通过管道连通PTC

加热器，所述第二三通阀通过管道连通蓄池液。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相变材料的电动车电池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PCM存储器外部设置有绝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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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相变材料的电动车电池热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电动车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相变材料的电动车电池热管理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电动车的电池需要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才能正常的充放电，因此在电动车中

需要一个电池热管理装置去维持电池的温度在合适的范围内。目前有两种主要的方式来进

行电动车的电池热管理：1，通过改变电动车电池的内部结构控制电极的尺寸和减小电阻。

这有助于降低功耗，从而防止电解质爆炸，导致整体电池损坏。2，从外部采用各种方法，通

过空气、液体、PCM进行制冷和制热(这里指的是PCM与电池相结合附着在电池上，PCM材料附

着在电池上会降低电池的能量密度，造成电池的体积重量过大)，这就是现有的电动车的电

池热管理系统。在电动车中电池是提供能量的唯一装置，因此电池的热管理装置会消耗大

量的电能意味着会降低电动车的行驶里程。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克服了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相变材料的电动车电池热

管理系统，本装置利用PCM材料的蓄放热来实现电池热管理，降低了电动车电池热管理的能

耗，增加了电动车的行驶里程。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基于相变材料的电动车电池热管理系统，包括电池子系统和PCM子系统；所述

电池子系统包括电池和电池热交换器；所述电池与电池热交换器通过管道连通；所述PCM子

系统包括第一外部热交换器、水泵、PCM存储器、PTC加热器和第一内部热交换器；所述第一

外部热交换器的输出端通过管道与水泵连通，水泵与PCM存储器通过管道连通，PCM存储器

的输出端分别与PTC加热器和第一内部热交换器通过管道连通，所述第一内部热交换器的

输出端分别与PTC加热器和蓄池液连通，所述蓄池液分别通过管道连通在第一外部热交换

器的输入端及第一外部热交换器的输出端与水泵之间。

[0006] 进一步地，所述蓄池液通过管道连通第一三通阀，所述第一三通阀通过管道连通

第一外部热交换器的输入端，所述第一三通阀通过管道连通在第一外部热交换器的输出端

与水泵连通的管道上。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内部热交换器的输出端通过管道连通第二三通阀，所述第二

三通阀通过管道连通PTC加热器，所述第二三通阀通过管道连通蓄池液。

[0008] 进一步地，所述PCM存储器外部设置有绝热材料。

[0009] 本实用新型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0]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基于相变材料的电动车电池热管理系统，具有下列优势：

[0011] 1 .由于本实用新型是电动车基于PCM与热泵系统的延伸部分，对电动车的成本不

会造成增加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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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2，本实用新型全年都能够用，本装置利用PCM材料蓄放热，对电池的制冷和制热都

能够实现，并且结构简单，减小电池体积。

[0013] 3，本实用新型通过合理的电控，保证电动车的电池温度在安全范围内即使在极端

天气条件下，利用PTC加热器来保证电池的温度在极端的寒冷天气情况下，PCM材料附着在

电动车的电池上的方式是不可以实现的，由于PCM的量是一定的。

[0014] 4，降低了电动车电池热管理的能耗，增加了电动车的行驶里程。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电池子系统结构图；

[0016] 图2是PCM子系统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18] 一种基于相变材料的电动车电池热管理系统，如图1-图2所示，包括电池子系统和

PCM子系统；所述电池子系统包括电池和电池热交换器；所述电池与电池热交换器通过管道

连通；所述PCM子系统包括第一外部热交换器、蓄池液、水泵、PCM存储器、PTC加热器和第一

内部热交换器；所述第一外部热交换器的输出端通过管道与水泵连通，水泵与PCM存储器通

过管道连通，PCM存储器的输出端分别与PTC加热器和第一内部热交换器通过管道连通，所

述第一内部热交换器的输出端分别与PTC加热器和蓄池液连通，所述蓄池液分别通过管道

连通在第一外部热交换器的输入端及第一外部热交换器的输出端与水泵之间。

[0019] 具体地，所述蓄池液通过管道连通第一三通阀，所述第一三通阀通过管道连通第

一外部热交换器的输入端，所述第一三通阀通过管道连通在第一外部热交换器的输出端与

水泵连通的管道上。

[0020] 具体地，所述第一内部热交换器的输出端通过管道连通第二三通阀，所述第二三

通阀通过管道连通PTC加热器，所述第二三通阀通过管道连通蓄池液。

[0021] 具体地，PCM为相变材料，本实施方式的相变材料一般采用石蜡；所述PCM存储器外

部设置有绝热材料。

[0022] 工作原理：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基于PCM材料通过相变蓄热，即由固态变为液态

蓄热，由液态变为固态放热；

[0023] 冬季在电动车晚上充电时，利用PTC加热器加热管道中的液体，通过液体与PCM存

储器换热，将PCM材料由固态变为液态储存热量。在白天人们使用电动车时，利用PCM中的蓄

热对电池进行加热，能够保证电池在正常的工作温度；

[0024] 在夏季，由于昼夜10多度的温差，在电动车晚上充电时利用外部换热器与空气换

热对PCM材料进行降温，PCM材料温度会降低到夜晚的空气温度左右，在白天运行时让PCM材

料与电池进行换热降低电池的温度，以保证电池在正常的工作温度范围。利用PCM材料的蓄

热与放热减少了电动车电池的能量消耗从而增加了电动车的行驶里程。电池子系统增加一

个电池换热器有利于电池的吸放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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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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