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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管理组件及热管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热管理组件及热管理

系统，热管理组件包括连接体、流体控制部以及

筒体，热管里组件还包括第一换热部和/或第二

换热部，第一换热部和第二换热部均为双流道换

热器，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位于第一换

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入口的上方，在重力作用下，

有利于流体在第一换热部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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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热管理组件，其特征在于，包括连接体和筒体，所述热管理组件具有第一腔、第

二腔和第三腔，所述热管理组件还能够形成节流通道，所述第一腔位于所述节流通道的一

侧，所述第二腔位于所述节流通道的另一侧，形成所述第三腔的壁包括所述筒体的内壁；

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第一换热部，所述第一换热部具有第一流道和第二流道，所述第

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和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二流道不连通，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

进口位于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上方；和/或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第二换热部，

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和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二流道不连通，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一

流道的进口位于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下方；

所述连接体具有第一通道、第二通道和第三通道，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

与所述第一通道连通，所述第一通道、所述第二通道和所述第三腔连通，所述第二换热部的

第一流道的入口与所述第三通道连通；形成所述第一腔的壁具有第一连通口，所述第二通

道与所述第一连通口连通，形成所述第二腔的壁具有第二连通口，所述第三通道与所述第

二连通口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管理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体包括第一侧部，所述第

一侧部成形有第一开口，所述第一通道与所述第一开口连通，所述第一换热部包括第一板

体和第一换热芯体，所述第一板体与所述第一换热芯体焊接固定，所述第一板体包括第二

侧部，所述第一侧部和所述第二侧部间隙设置或者接触设置，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

的出口成形于所述第二侧部，所述第一开口与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相对并连

通；

所述连接体包括第三侧部，所述第三侧部形成有第三开口，所述第三通道与所述第三

开口连通，所述第二换热部的包括第二板体和第二换热芯体，所述第二板体和所述第二换

热芯体焊接固定，所述第二板体包括第四侧部，所述第三侧部和所述第四侧部间隙设置或

者接触设置，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入口成形于所述第四侧部，所述第三开口与所

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入口相对并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热管理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板体和所述第二板体一体

设置，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所在的壁和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入口所

在的壁平行或者重合，所述第一侧部和所述第三侧部位于所述连接体的同一侧；或者所述

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所在的壁和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入口所在的壁具

有第一夹角，所述第一夹角大于60°且小于150°，所述第一侧部和所述第三侧部位于所述连

接体的相异侧；

或者，所述第一板体和所述第二板体分体设置，所述第一侧部和所述第三侧部位于所

述连接体的相对两侧，或者所述第一侧部和所述第三侧部位于所述连接体的相邻侧。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热管理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换热芯体的流通板和所述

第二换热芯体的流通板分体设置；

或者，所述第一换热芯体的流通板和相应所述第二换热芯体的流通板一体设置，所述

热管理组件还包括隔离部，所述隔离部与所述第一换热芯体和所述第二换热芯体一体设

置，所述隔离部位于所述第一换热芯体的流通板和所述第二换热芯体的流通板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热管理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换热芯体的流通板和所述

第二换热芯体的流通板分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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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所述第一换热芯体的流通板和相应所述第二换热芯体的流通板一体设置，所述

热管理组件还包括隔离部，所述隔离部与所述第一换热芯体和所述第二换热芯体一体设

置，所述隔离部位于所述第一换热芯体的流通板和所述第二换热芯体的流通板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热管理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体包括第五侧部，

所述第五侧部位于所述连接体的第一开口的上方，所述第五侧部成形有第六开口，所述第

一通道与所述第六开口连通，所述第五侧部成形有第五开口，所述第二通道与所述第五开

口连通，所述第六开口与所述第三腔连通，所述第五开口与所述第三腔连通，所述第六开口

和所述第五开口朝向所述筒体的底壁，所述筒体的底壁位于所述第五侧部的上方。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热管理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体包括安装槽，所述安装

槽成形于所述第五侧部，所述第六开口和所述第五开口成形于所述安装槽的底壁；

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封头，所述封头与所述筒体连接并在连接处密封，所述封头包括

安装部，至少部分所述安装部位于所述安装槽，所述封头的第一壁与所述安装槽的底壁间

隙或者接触设置；

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第一连接通道和第二连接通道，所述第一连接通道与所述第三腔

连通，所述第二连接通道与所述第三腔连通，所述第一壁具有第一连接口和第二连接口，所

述第一连接通道与所述第一连接口连通，所述第一连接口与所述第六开口相对设置，所述

第二连接通道与所述第二连接口连通，所述第二连接口与所述第五开口相对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热管理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第一间隙和第

一密封件，所述第一密封件位于所述第一间隙；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第一凹槽，所述第一凹

槽成形于所述安装槽的底壁和/或所述封头的第一壁，所述第一凹槽环绕所述第六开口和/

或环绕所述第一连接口，所述第一间隙包括所述第一凹槽所形成的腔；或者，所述热管理组

件包括第一接管，所述第一接管与所述封头和所述连接体分体设置，所述第一接管的一个

端部位于第一通道，所述第一接管的另一个端部位于所述第一连接通道，所述第一接管与

所述第一通道的壁、所述第一连接通道的壁具有第一间隙；或者所述第一接管与所述封头

和所述连接体的其中之一一体设置，所述第一接管与所述第一通道的壁或所述第一连接通

道的壁具有所述第一间隙；

和/或，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第二间隙和第二密封件，所述第二密封件位于所述第二间

隙；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第二凹槽，所述第二凹槽成形于所述安装槽的底壁和/或所述封头

的第一壁，所述第二凹槽环绕所述第五开口和/或环绕所述第二连接口，所述第二间隙包括

所述第二凹槽所形成的腔；或者，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第二接管，所述第二接管与所述封头

和所述连接体分体设置，所述第二接管的一个端部位于第二通道，所述第二接管的另一个

端部位于所述第二连接通道，所述第二接管与所述第二通道的壁、所述第二连接通道的壁

具有第二间隙；或者所述第二接管与所述封头和所述连接体的其中之一一体设置，所述第

二接管与所述第二通道的壁或所述第二连接通道的壁具有所述第二间隙。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热管理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封头的第二壁具有第三连接

口，所述第二连接通道与所述第三连接口连通，所述封头的第二壁与所述筒体的底壁相对

设置；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导通管，所述导通管的一端伸入所述第一连接通道并与所述封

头焊接固定或者螺纹固定，所述导通管的腔与所述第一连接通道连通，所述导通管的另一

端位于所述第三腔，所述导通管的腔连通所述第三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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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5或7-9任一项所述的热管理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热管理组件

还包括压缩机和第一板体，所述压缩机的出口通过第一管路与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

的进口连通，所述压缩机的入口通过第二管路与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连通；所述

压缩机与所述连接体焊接固定或者螺纹固定；或者，所述压缩机与所述第一板体和/或第二

板体焊接固定或者螺纹固定；或者，所述热管理组件还包括安装板，所述压缩机与所述安装

板焊接或者螺纹固定，所述第一板体和/或所述第二板体与所述安装板焊接或者螺纹固定；

和/或，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控制器和传感器，所述控制器与所述传感器信号连接，所

述控制器包括壳体、接线端子和电路板，所述接线端子与所述电路板电连接，所述壳体包括

能够容纳电路板的腔；所述传感器至少包括第一温度和/或压力传感器、第二温度和/或压

力传感器、第一温度传感器和第二温度传感器这四者中的一个，所述第一温度和/或压力传

感器设置于所述压缩机的出口，第二温度和/或压力传感器设置于所述压缩机的进口，所述

第一温度传感器设置于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二流道的进口，所述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于所

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二流道的出口。

11.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热管理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热管理组件还包括压缩机

和第一板体，所述压缩机的出口通过第一管路与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进口连通，

所述压缩机的入口通过第二管路与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连通；所述压缩机与所述

连接体焊接固定或者螺纹固定；或者，所述压缩机与所述第一板体和/或第二板体焊接固定

或者螺纹固定；或者，所述热管理组件还包括安装板，所述压缩机与所述安装板焊接或者螺

纹固定，所述第一板体和/或所述第二板体与所述安装板焊接或者螺纹固定；

和/或，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控制器和传感器，所述控制器与所述传感器信号连接，所

述控制器包括壳体、接线端子和电路板，所述接线端子与所述电路板电连接，所述壳体包括

能够容纳电路板的腔；所述传感器至少包括第一温度和/或压力传感器、第二温度和/或压

力传感器、第一温度传感器和第二温度传感器这四者中的一个，所述第一温度和/或压力传

感器设置于所述压缩机的出口，第二温度和/或压力传感器设置于所述压缩机的进口，所述

第一温度传感器设置于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二流道的进口，所述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于所

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二流道的出口。

12.一种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热管理系统包括热管理组件、第一换热器、第一

泵，第二换热器、第二泵，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二流道、所述第一泵和所述第一换热器串行

连通，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二流道、所述第二泵和所述第二换热器串行连通；

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连接体和筒体，所述热管理组件还包括节流通道、第一腔、第二腔

和第三腔，所述第一腔位于所述节流通道的一侧，所述第二腔位于所述节流通道的另一侧，

形成所述第三腔的壁包括所述筒体的内壁；

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第一换热部和第二换热部，所述第一换热部包括第一流道和第二

流道，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和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二流道不连通，所述第一换热部

的第一流道的进口位于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上方；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

道和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二流道不连通；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进口位于所述第二

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下方；

所述连接体成形有第一通道、第二通道和第三通道，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与所

述第一通道连通，所述第一通道、所述第二通道和所述第三腔连通，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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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道的入口与所述第三通道连通；形成所述第一腔的壁具有第一连通口，所述第二通道与

所述第一连通口连通，形成所述第二腔的壁具有第二连通口，所述第三通道与所述第二连

通口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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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管理组件及热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热管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热管理系统包括换热器件，如冷凝器和蒸发器，压缩机做功驱动制冷剂在冷凝器

和蒸发器内流动，进而流动的制冷剂与其他流体换热，压缩机做功需要耗能，如何降低压缩

机做功以节能是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热管理组件及热管理系统，以有利于解决上述问

题。

[0004] 一种热管理组件，包括连接体和筒体，所述热管理组件具有节流通道、第一腔、第

二腔和第三腔，所述第一腔位于所述节流通道的一侧，所述第二腔位于所述节流通道的另

一侧，形成所述第三腔的壁包括所述筒体的内壁；

[0005] 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第一换热部，所述第一换热部具有第一流道和第二流道，所

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和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二流道不连通，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

道的进口位于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上方；和/或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第二换

热部，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和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二流道不连通，所述第二换热部

的第一流道的进口位于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下方；

[0006] 所述连接体具有第一通道、第二通道和第三通道，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

出口与所述第一通道连通，所述第一通道、所述第二通道和所述第三腔连通，所述第二通道

在所述第一腔的壁具有开口，所述第三通道在所述第二腔的壁具有开口，所述第二换热部

的第一流道的入口与所述第三通道连通。

[0007] 一种热管理系统，所述热管理系统包括热管理组件、第一换热器、第一泵，第二换

热器、第二泵，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二流道、所述第一泵和所述第一换热器串行连通，所述

第二换热部的第二流道、所述第二泵和所述第二换热器串行连通；

[0008] 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连接体和筒体，所述热管理组件还包括节流通道、第一腔、第

二腔和第三腔，所述第一腔位于所述节流通道的一侧，所述第二腔位于所述节流通道的另

一侧，形成所述第三腔的壁包括所述筒体的内壁；

[0009] 所述热管理组件包括第一换热部和第二换热部，所述第一换热部包括第一流道和

第二流道，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和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二流道不连通，所述第一换

热部的第一流道的进口位于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上方；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

一流道和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二流道不连通；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进口位于所述

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下方；

[0010] 所述连接体成形有第一通道、第二通道和第三通道，所述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

与所述第一通道连通，所述第一通道、所述第二通道和所述第三腔连通，所述第二通道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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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一腔的壁具有开口，所述第三通道在所述第二腔的壁具有开口，所述第二换热部的第

一流道与所述第三通道连通。

[0011]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方案包括连接体，连接体包括第一通道、第二通道和第三

通道，热管理组件还包括第一换热部和/或第二换热部，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与第

一通道连通，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进口与第三通道连通；制冷剂在第一换热部换热过

程中，制冷剂密度相对变大，由于重力作用，制冷剂在第一换热部向下流动，而第一换热部

的第一流道的出口位于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进口下方，有利于制冷剂在第一换热部流

动，能够相对减小压缩机做功；和/或，热管理系统内的制冷剂在第二换热部内换热过程中，

制冷剂密度相对变小，制冷剂在第二换热部向上流动，而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位

于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进口上方，有利于制冷剂在第二换热部流动，能够相对减小压

缩机做功。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热管理系统的一个实施方式的连接示意框图；

[0013] 图2是热管理组件的第一实施方式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是图2中的热管理组件的一个分解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是图2中的热管理组件的另一个分解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是筒体与封头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是图2的一个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7是图6沿A-A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8是图7的D部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9是图7的C部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1] 图10是热管理组件的第二实施方式立体示意图；

[0022] 图11是图10的一个仰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12是图11沿B-B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4] 图13是热管理组件的第三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4是热管理组件的第四实施方式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5是热管理组件的第五实施方式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6是热管理组件的第六实施方式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7是热管理组件的第七实施方式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8是图2中连接体的透视示意图；

[0030] 图19是连接体、第一接管和封头的连接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的热管理系统以及热管理组件可以有多种实施方式，其中

至少一个实施方式可以应用于车辆热管理系统，至少一个实施方式可以应用于家用热管理

系统或商用热管理系统等其他热管理系统，当然用于车用热管理系统中的热管理组件也可

以用于家用热管理系统或商用热管理系统，下面以车用热管理系统及热管理组件为例结合

附图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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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请参阅图2-图9，在热管理组件的第一实施方式，热管理组件2包括第一换热部21、

第二换热部22、流体控制部23、连接体24、封头251以及筒体252，其中，封头251与筒体252连

接并在连接处密封，封头251与连接体24间隙设置或者接触设置，第一换热部21与连接体24

间隙设置或者接触设置，第二换热部22与连接体24间隙设置或者接触设置。本实施例方式，

“封头251与筒体252连接并在连接处密封”指：筒体252与封头  251所形成的腔不能通过筒

体252的开口与外界连通。具体地，部分封头251伸入筒体252 内腔并与筒体252在连接处密

封设置，封头251与筒体252的连接可以为焊接并形成密封，也可以在两者之间设置密封圈，

封头251与筒体252挤压密封圈实现密封。在其他实施方式，筒体252也可以伸入封头251所

形成的腔并与封头251在连接处密封设置。

[0033] 请参阅图7以及图9，流体控制部23包括阀芯和阀座232，本实施例中阀芯为阀针 

233，其中，阀座232伸入连接体24的容纳腔2406并与连接体24相对固定，阀针233 能够相对

阀座232或连接体24动作，其中，阀座232与连接体24螺纹连接或者插接或者焊接固定。流体

控制部23还包括传动机构、定子231、转子234和导向部235，其中，本实施例中，传动机构为

螺纹传动机构，螺纹传动机构包括可动部分及固定部分，可动部分及固定部分两者之一包

括螺杆2361，另一个包括与该螺杆2361螺纹配合的螺母2362，可动部分与阀针233相组装，

固定部分能够直接或者间接与阀座固定；导向部235与阀座  232相固定，能够对阀针233导

向，防止阀针233的轴向动作偏离。热管理组件2还具有阀口部2351，阀口部2351成形于与导

向部235固定连接的部分，当然阀口部也可以成形于连接体24，阀针233与阀口部2351之间

基本保持同轴，阀针233与阀口部2351之间的间隙形成节流通道2409。定子231与控制该定

子231的控制电路电连接，通电时定子产生的激励磁场能够驱动转子转动，进一步通过螺纹

传动机构来带动阀针233动作，转子转动时，由于螺距的作用，螺杆2361在转子234带动下，

相对于螺母2362转动而可以实现转动和轴向动作，而阀针233与螺杆2361连接，因而阀针

233能够随螺杆2361进行轴向动作，进而阀针233与阀口部2351之间的间隙变大或变小，进

而实现制冷剂节流。当然传动机构也可以为齿轮传动机构，阀芯也可以为球阀，阀芯相对于

阀座或连接体的运动可以为相对转动。

[0034] 热管理组件还具有第一腔2401和第二腔2402，第一腔2401位于节流通道2409的一

侧，第二腔2402位于节流通道2409的另一侧，第一腔2401和第二腔2402能够通过节流通道

2409连通，其中，部分阀针233及导向部235位于第一腔2401，第一腔2401比第二腔2402更靠

近定子231，或者说，第一腔2401比第二腔2402更靠近容纳腔2406。热管理组件2还包括第三

腔2501，形成第三腔2501的壁包括筒体25的内壁以及封头251 的部分壁，另外，连接体24形

成有能够使第一腔2401与第三腔2501连通的通道，当然在距离允许的情况下，第一腔2401

可以与第三腔2501直接连通。

[0035] 请参阅图2-图4，第一换热部21包括第一换热芯体211和第一板体212，第一板体 

212和第一换热芯211体固定设置，如第一板体212和第一换热芯211焊接固定；同样地，第二

换热部22包括第二换热芯体221和第二板体222，第二板体222和第二换热芯221 体固定设

置，如第二板体222和第二换热芯221通过焊接固定。在第一种实施方式中，第一板体212和

第二板体222一体设置，这时第一板体212和第二板体222统称板体，这里所述的一体设置包

括第一板体212和第二板体222由同一型材加工成型，也包括第一板体  212和第二板体222

焊接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固定为一体。第一换热芯体211和第二换热芯体221统称芯体，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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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连接体24位于板体的相对两侧，即芯体位于板体一侧，连接24 体位于板体的相对另一

侧。本实施例中，第一换热芯体211和第二换热芯体221分体设置，当然第一换热芯体211和

第二换热芯体221也可以一体设置。

[0036] 请参阅图7，第一换热部21和第二换热部22均具有第一流道和第二流道，其中，第

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2101和第一换热部21的第二流道2102不连通，其中，流经第一换热

部21的第一流道2101内的流体和流经第一换热部21的第二流道2102内的流体能够在第一

换热部21进行热交换。第二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2201和第二换热部22的第二流道2202不连

通，流经第二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2201内的流体和流经第二换热部22的第二流道内2202的

流体能够在第二换热部22进行热交换。具体地，第一换热芯体211包括若干第一流通板2111

和若干第二流通板2112，第一流通板2111和若干第二流通板2112 相互间隔设置，各第一流

通板2111和与其相邻的两个第二流通板2112形成第一板间通道和第二板间通道，即在第一

流通板2111的一侧形成第一板间通道，在第一流通板2111 的另一侧形成第二板间通道，或

者也可以说第二流通板2112的一侧形成第一板间通道，在第二流通板2112的另一侧形成第

二板间通道。第一板间通道和第二板间通道相互间隔设置，第一板间通道和第二板间通道

互不连通。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具有第一板间通道以及成形于第一板体212的通道，第

一换热部21的第二流道具有第二板间通道；或者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具有第二板间通道

以及成形于第一板体212的通道，第一换热部的第二流道具有第一板间通道。以第一流道为

制冷剂流道，第二流道为冷却液流道为例进行介绍。

[0037] 请参阅图3，在本实施方式，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在第一板体212成形有两个

开口，也即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的出口207和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的进口201，第

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的出口207位于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的进口201的下方，这里所

述的“下方或者上方”指，以重力指向为下，与重力方向相反的方向为上。热管理组件工作

时，高温高压的制冷剂气体经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的进口201进入第一换热部21，高温

高压的制冷剂气体在第一换热部21与冷却液热交换，制冷剂变为相对低温高压的气体或者

气液混合态，由于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的出口207位于第一换热部  21的第一流道的进

口201的下方，在热交换时，制冷剂密度相对变大，在重力作用下，有利于制冷剂在第一换热

部21的流动，这样，制冷剂更易汇集于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的出口201。请参阅图4，第

一换热部21的第二流道具有两个开口，也即开口203和开口204，开口203或开口204中的一

个作为冷却液的进口，开口203或开口204中的另一个作为冷却液的出口。第二换热芯体221

的结构与第一换热芯体211的结构相同，不再详细描述。

[0038] 请参阅图3，第二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在第二板体222成形有两个开口，也即第二

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的出口202和第二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的进口208，第二换热部22 的

第一流道的出口202位于第二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的进口208的上方，热管理组件工作时，

节流降压后的制冷剂气体经第二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的进口208进入第二换热部，制冷剂

在第二换热部蒸发吸热，制冷剂变为气体或者气液混合态，制冷剂的密度相对变小，由于第

二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的出口202位于第一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的进口208的上方，制冷剂

气化后，有利于制冷剂气体在第二换热部流动，制冷剂更易汇集于第二换热部  22的第一流

道的出口。请参阅图4，第二换热部22的第二流道具有两个开口，也即开口  205和开口206，

开口,205或开口206中的一个作为冷却液的进口，开口205或开口206 中的另一个作为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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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的出口。

[0039] 请参阅图3及图4，连接体24包括第一侧部241、第三侧部242和第五侧部243，其中，

第五侧部243与第一侧部241位于连接体24的相异侧，第五侧部243与第三侧部242 位于连

接体24的相异侧，第五侧部243位于第一侧部241、第三侧部242的上方，其中，连接体24的容

纳腔2406成形于第五侧部243，容纳腔2406在第五侧部243的壁具有开口。第一板体212包括

第二侧部2121，第二板体222包括第四侧部2221，其中，第一侧部241和第二侧部2121间隙设

置或者接触设置，第三侧部242和第四侧部2221间隙设置或者接触设置，这里所述的间隙设

置指，以第一侧部241和第二侧部2121为例，第一侧部241和第二侧部2121间距小于或等于5

厘米，另外，第一侧部241和第二侧部2121 之间存在其它物体，也属于间隙设置。

[0040] 请参阅图3、图4、图7以及图18，连接体24具有第一通道2405、第二通道2403 和第

三通道2407，第一流道2405能够连通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和第三腔，第二流道2403 能够

连通第三腔和第一腔，第三流道2407能够连通第二腔和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

[0041] 第一通道2405在第一侧部241形成第一开口2410，第一通道2405在第五侧部243 

形成第六开口2450，在本实施方式，第一通道包括三个子通道，三个子通道相交设置，具体

地，第一子通道24051在第一侧部具有形成第二开口2410，第二子通道24052与第一子通道

24051垂直相交，第三子通道24053在安装槽的底壁形成第四开口2405，第二子通道24052与

第三子通道24053垂直相交。在其他实施方式，第一通道可以是一个子通道或者两个子通

道。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在第二侧部2121的壁形成第二开口，也即第一换热部21的第

一流道的出口207，第一开口2410与第二开口相对并连通设置，进而实现第一换热部21的第

一流道与第一通道连通。第二通道2403在第五侧部243形成有第五开口2460，第二通道2403

在第一腔2401的壁具有开口，第二通道2403与第一腔2401 连通。第三通道2407在第三侧部

242形成第三开口2420，相应第四侧部2221的壁成形有第四开口，也即第二换热部22的第一

流道的进口208，第四开口与第二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连通，第三开口2420与第四开口208

相对并连通设置，进而实现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与第三通道2407的连通。第三通道2407

在第二腔2402的壁具有开口，进而第三通道207与第二腔2402连通。以第一开口2410和第二

开口为例，这里所述的相对设置包括：第一开口2410与第二开口的轴线重合和不重合的情

形，第一开口2410的口径和第二开口的口径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相等。

[0042] 在本实施方式，第四开口和第二开口位于板体的相同一侧，第一换热芯体211和第

二换热芯体221位于板体的相对另一侧。以第一换热芯体211和第二开口为例，沿第二开口

的轴线方向，第二开口所在的侧部、与第一换热芯体211焊接固定的侧部分别位于第一板体

212的两侧。如图3及图4所示，第一侧部241与第三侧部242位于连接体24的相同一侧，相应

地，第一侧部241的表面与第三侧部243的表面在同一平面，相应地，第二侧部2121和第四侧

部2221的表面在同一平面，或者说，第二开口所在平面和第四开口所在平面重合，当然第一

侧部241的表面与第三侧部243的表面也可以平行设置，相应地，第二侧部2121和第四侧部

2221的表面平行设置。

[0043] 请参阅图4，热管理组件2包括第一连接管271，第一连接管271与连接体24分体设

置，第一连接管271与第一板体212分体设置，第一连接管271形成有内腔，第一连接管  271

的内腔与第一通道2405连通，第一连接管271的端部具有开口，在本实施方式，第一连接管

271的一个端部伸入第一通道，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通过第一接管271的内腔与第一通

说　明　书 5/10 页

10

CN 211233423 U

10



道2405连通。第一连接管271与形成第一通道的壁之间具有间隙，第一连接管271与第一通

道2405的壁之间的间隙内设置密封件，以实现第一连接管271与第一通道的壁的密封。同样

地，第一连接管271的另一个端部伸入第一板体212，也即第一连接管271的另一个端部伸入

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第一连接管271的另一个端部与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壁之间

具有间隙，第一连接管271的另一个端部与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的壁之间的间隙内设

置密封件，以实现第一连接管271与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壁的密封。上述密封件可以是

密封圈，也可以是焊料。当然，第一连接管也可以与第一板体212或连接体24中的一个一体

设置，第一连接管271仅与第一通道2405的壁或者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的壁之间具有

间隙，并且在上述间隙放置密封件。同样地，热管理组件2也可以设置第二连接管272，第三

通道2407通过第二连接管272的腔与第二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连通，第二连接管272与连接

体的密封方式、以及第二连接管272和板体的密封方式，与第一连接管272与相应配合件的

密封方式相同，不再详细描述。

[0044] 请参阅图3-图8，热管理组件2包括封头251，部分封头251位于筒体252所形成的

腔，封头251与筒体252连接并在连接处密封，密封的方式包括焊接密封或者在封头和筒体

之间设置密封件。连接体24包括安装槽2430，安装槽2430成形于第五侧部243，第六开口

2450和第五开口2460成形于安装槽2430的底壁，封头251还包括安装部2510，至少部分安装

部2510位于安装槽2430。封头251包括第一壁2511和第二壁2512，第一壁  2511和第二壁

2512位于封头的两侧，第一壁2511位于第二壁2512的下方，具体地，封头的第一壁2511成形

于安装部2510，封头的第一壁2511与安装槽2430的底壁间隙或者接触设置，封头的第二壁

2512朝向筒体252的底壁，这里所述的筒体的底壁指与筒体的开口相对设置的部分。可以知

道，在本实施方式，形成第三腔的壁包括筒体252的壁和第二壁2512，第二壁2512位于第三

腔2501的下方。热管理组件2具有第一连接通道2513 和第二连接通道2514，第一连接通道

2513在封头的第二壁2512具有开口，第一连接通道2513与第三腔2501连通，第二连接通道

2514在第二壁2512具有开口，第二连接通道  2514与第三腔2501连通。第一连接通道2513在

第一壁2511的开口与第六开口2450相对并连通设置，第一连接通道2513与第一通道2405连

通，第二连接通道2514在第一壁的开口与第五开口2460相对并连通设置，第二连接通道

2514与第二通道2403连通。在本实施方式，热管理组件2还包括第一间隙和第一密封件

2472，在本实施方式，第一间隙包括第一凹槽所形成的腔，具体地，安装部2510包括第一凹

槽2515，第一凹槽2515 相对第一壁2511凹陷，第一凹槽2515环绕第一连接通道2513在第一

壁的开口，形成第一间隙的壁包括第一凹槽2515的壁和相应的安装槽2430的底壁，第一密

封件2472位于第一间隙，第一密封件2472分别抵接第一凹槽2515的壁和相应安装槽2430的

底壁，进而防止第一连接通道2413与第一通道2405在连接处流体泄漏。在其他实施方式，第

一凹槽也可以成形于连接体24，第一凹槽相对安装槽2430的底壁凹陷，形成第一间隙的壁

包括第一凹槽的壁和安装部的第一壁。再或者，安装部2510和连接体24分别具有第一凹槽，

不再详细描述。可以知道，第一凹槽也可以成形于连接体24或者同时成形于连接体24 和封

头251，不再详细描述。同样地，热管理组件2还包括第二间隙和第二密封件2481，具体地，安

装部2510包括第二凹槽2516，第二凹槽2516相对第一壁2511凹陷，第二凹槽2516环绕第二

连接通道2514在第一壁2511的开口，形成第二间隙的壁包括第二凹槽  2516的壁和相应的

安装槽2430的底壁，第二密封件2481位于第二间隙，第二密封件2481 分别抵接第二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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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6的壁和相应安装槽2430的底壁，进而防止第二连接通道2514与第二通道2403在连接处

流体泄漏。在其他实施方式，安装槽也可以成形于封头，安装部成形于连接体。热管理组件2

设置安装槽以及安装台，方便封头251与连接体24的安装，也有利于使热管理组件更加稳

固。

[0045] 请参阅图19，热管理组件2还可以包括第一接管273，第一接管273与连接体24一体

设置，第一接管273形成有内腔2730，第一接管的内腔2730与第一通道2405连通，在本实施

方式，第一接管273的端部伸入第一连接通道2513，第一通道2405通过第一接管的内腔2730

与第一连接通道2513连通，进而与第三腔连通。第一接管273与形成第一连接通道2513的壁

之间具有第一间隙2515，在第一间隙2515内设置第一密封件2472，以实现第一接管273与第

一连接通道2513的壁的密封，第一密封件2472可以是密封圈，也可以是焊料。当然，第一接

管273也可以与封头251一体设置，第一接管273与第一通道的壁之间具有第一间隙，并且在

第一间隙放置第一密封件2472。或者，第一接管273 与连接体24分体设置，第一接管273与

封头251分体设置，第一接管273的两个端部伸入第一通道和第一连接通道，第一接管273与

第一通道的壁之间具有第一间隙，第一接管与第一连接通道的壁之间具有第一间隙，第一

密封件2472设置于第一间隙以实现密封。同样地，热管理组件2还可以包括第二接管、第二

密封件和第二间隙，第二通道2403可以通过第二接管的腔与第三腔连通，第二接管、第二密

封件和第二间隙的设置方式，与第一接管、第一密封件和第一间隙的设置方式相同，不再详

细描述。

[0046] 请参阅图7，热管理组件2还包括导通管26，导通管26与封头251焊接固定或者螺纹

固定或者插接固定，具体地，导通管26的一个端部位于第一连接通道2513并与第一连接通

道2513的壁焊接固定或者螺纹固定或者插接固定，导通管26的另一个端部位于第三腔，第

一连接通道2513通过导通管26的腔与第三腔2501连通。制冷剂在第一换热部21 进行热交

换后，气态或者气液混合态的制冷剂经第一通道2405进入导通管26的腔，而后进入第三腔

2501，在重力作用下，相对液态的制冷剂沉积于封头，而后进入第二连接通道2514，由于成

形于封头的第二连接通道2514位于第三腔2501的下方，由于重力作用，密度相对大的液态

的制冷剂更容易汇集于第二连接通道。

[0047] 在热管理组件2的第二实施方式，如图10-图12所示。与第一实施方式相比，热管理

组件2不包括封头，连接体24与筒体252连接并在连接处密封，具体地，筒体252伸入连接体

24所形成的腔并与筒体252在连接处密封设置，当然，部分连接体24也可以伸入筒体252内

腔并与筒体252在连接处密封设置，连接体24与筒体252的连接可以为焊接并形成密封，也

可以在两者之间设置密封圈，二者挤压密封圈实现密封。本实施例方式，“连接体24与筒体

252连接并在连接处密封”指：筒体252与连接体24所形成的腔不能通过筒体252的开口与外

界连通。第二通道2403具有两个开口，其中之一开口朝向第三腔2502，并且第三腔2501位于

第二通道2403的该开口的上方，另一开口成形于第一腔2401的壁。容纳腔2406的开口成形

于连接体的第六侧部244，其中第六侧部244与第五侧部243位于连接体24的相对两侧，第五

侧部243位于第六侧部244的上方。导通管26的一端位于第二通道2403，导通管26的一端与

第二通道的壁焊接固定，或者说，导通管与连接体固定连接，导通管26的另一端位于第三腔

2501，这样，气态或者气液混合态的制冷剂直接进入第三腔2501，在第三腔2501内气液分

离，相对液态的制冷剂经导通管26的腔进入第二通道2403。在本实施方式，热管理组件2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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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封头，相对减少热管理组件的装配难度以及重量。

[0048] 在热管理组件2的第三实施方式，请参阅图13。与第二实施方式相比，第二换热部 

22的第一流道的进口208位于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202的上方，第一换热部的第一

流道的进口201位于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207的上方，并且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

的进口201并非成形于第一板体212，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进口201与第一板体212位于

第一换热芯体211的相对两侧。相较于第二实施方式，热管理组件的制冷剂进口或者制冷剂

出口设置更加自由，相对方便热管理组件与其他配件的安装。另外，第一通道2405的开口直

接与第三腔连通，导通管26的一端位于第二通道2403，导通管26的一端与第二通道的壁焊

接固定，导通管26的另一端位于第三腔2501，这样，气态或者气液混合态的制冷剂直接进入

第三腔2501，在第三腔2501内气液分离，相对液态的制冷剂经导通管26的腔进入第二通道

2403。

[0049] 在热管理组件2的第四实施方式，如图14所示，第一侧部与第三侧部242位于连接

体24的相对两侧，相应地，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板体212与连接体24的第一侧部间隙设置，

第二换热部22的第二板体222与连接体24的第三侧部242间隙设置，第一换热部和第二换热

部位于连接体的相对两侧。其中，第一板体212与第二板体222为分体设置。如此设置，热管

理组件相对紧凑，体积小。

[0050] 在热管理组件的第五实施方式，如图15所示，第一侧部241与第三侧部242位于连

接体24的相邻两侧，第五侧部243位于第一侧部241、第三侧部242的下方。在本实施方式，第

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所在第一侧部241的壁和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入口所在第

二侧部243的壁垂直设置，当然，在其他实施方式，第一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出口所在第一

侧部241的壁和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的入口所在第二侧部243的壁之间的夹角  A,夹角A可

以在60°-150°之间，第一板体212和第二板体222分体设置或者折弯一体设置。第一换热芯

体211的流通板和第二换热芯体的流通板分体设置，这样，第一换热部21和第二换热部22分

体设置，或者说第一换热部21和第二换热部22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结构件，第一换热部21和

第二换热部22与连接体24位置关系相对灵活，可以适应不同的安装需求。在其他技术方案，

请参阅图11，第一换热芯体211的流通板和第二换热芯体221的流通板也可以一体设置，热

管理组件2还包括隔离部2100，所述隔离部2100位于第一换热芯体211和第二换热芯体221

之间，热管理组件2的隔离部2100能够防止第一换热部21的流道与第二换热部22的流道连

通，和/或也能够相对防止第一换热部21 与第二换热部22进行热交换，这时第一换热部21

和第二换热部22相对固定为一体，具有结构紧凑的优点。

[0051] 请参阅图16，在热管理组件的第六实施方式，热管理组件2还可以包括压缩机1，压

缩机1的出口通过第一管路61与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的进口连通，压缩机1的入口通过

第二管路62与第二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的出口连通。具体地，压缩机1与连接体  24、筒体

25、第一换热部21和第二换热部22中的至少一个接触设置或者间隙设置。更为具体地，压缩

机1与连接体24焊接固定或者螺纹固定，或者，压缩机1与第一板体212 和/或第二板体222

焊接固定或者螺纹固定；或者，热管理组件2还包括安装板(未图示)，压缩机1与安装板焊接

或者螺纹固定，第一板体212和/或第二板体222与安装板焊接或者螺纹固定，压缩机1与第

一换热部21、第二换热部22位于安装板的同一侧。压缩机1 与第一换热部、第二换热部接触

或者间隙设置，减少了压缩机进出口与第一换热部、第二换热部的距离，减少了管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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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流体流阻。

[0052] 参见图17，在热管理组件2的第七实施方式，热管理组件还包括控制器5和传感器，

即控制器5和传感器集成于热管理组件2，控制器5与传感器信号连接和/或电连接，控制器5

包括壳体51、接线端子52和电路板(未图示)，电路板具有至少包括能够信息处理的电路或

者能够进行信号转接的电路，接线端子52与电路板电连接，壳体51形成有能够容纳电路板

的腔，其中，接线端子52能够与其他部件信号连接和/或电连接，接收及发出信息，或者接受

其他部件的供电。控制器5还可以与压缩机1和/或流体控制部23信号连接，控制器5能够控

制压缩机1和/或流体控制部23的运行。传感器至少包括第一温度和/或压力传感器71、第二

温度和/或压力传感器72、第一温度传感器73和第二传感器中  74的一个，第一温度和/或压

力传感器71设置于压缩机1的出口，第二温度和/或压力传感器72设置于压缩机1的进口，第

一温度传感器73设置于所述第一换热部21的第二流道的一个端口，第二温度传感器74设置

于第二换热部的22第二流道的一个端口。本实施例中，热管理组件2包括控制器5和传感器，

热管理组件2能够采集温度和/或压力信号，根据设定条件进行计算、判断，进而控制热管理

组件的运行，这样能够相对简化线束及空间布局，并且热管理组件相对紧凑。

[0053] 请参阅图1，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技术方案，热管理系统包括热管理组件2，本实施

例以压缩机与热管理组件分离的形式进行说明，压缩机1的出口与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

道的进口201管路连通，压缩机1的入口与第二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的出口202管路连通。。

热管理组件2包括连接体24、筒体252以及流体控制部23，连接体24具有容纳腔2406，部分流

体控制部23位于容纳腔2406；热管理组件还具有阀口、第一腔2401、第二腔2402和第三腔

2501，第一腔2401位于阀口的一侧，第二腔2402位于阀口的另一侧，第一腔2401比第二腔

2402靠近容纳腔2406，形成第三腔2501的壁包括筒体252的内壁，第一腔2401与第三腔2501

连通；热管理组件2包括第一换热部21，第一换热部  21具有第一流道和第二流道，其中，第

一流道为制冷剂流道，第二流道为冷却液流道；连接体24包括第一侧部241，第一侧241部具

有第一开口2410，第一开口2410与第三腔  2501连通；第一换热部21包括第一换热芯体和第

二侧部212，第一侧部241和第二侧部  212间隙设置或者接触设置，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

道在第二侧部形成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的出口207，第一开口2410与第一换热部21的

第一流道的出口207相对且连通设置，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与第三腔2501连通；其中，

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的出口207位于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的进口201的下方。和/

或热管理组件包括第二换热部22，第二换热部22具有第一流道和第二流道，其中，第一流道

为制冷剂流道，第二流道为冷却液流道；连接体24包括第三侧部242，第三侧部242包括第三

开口2420，第三开口2420与第二腔2401连通；第二换热部22的包括第二换热芯体221和第四

侧部  221，第三侧部和第四侧部间隙设置或者接触设置，第二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的进口

208 成形于第四侧部，第三开口2420与第二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的进口208相对且连通设

置，第二换热部的第一流道与第二腔连通，其中，第二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的出口202位于

第二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的进口208的上方。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的进口201，能够与

压缩机1的出口连通，压缩机1排出的高压制冷剂能够在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内释放热

量，以提高第一换热部21的第二流道内的冷却液温度，制冷剂在第一换热部换热后密度相

对变小，由于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的出口207位于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的进口201

的下方，在重力作用下，有利于制冷剂流动从进口流向出口，这样，能够相对减小压缩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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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第一换热部21的第一流道排出的制冷剂进入第三腔2501，在第三腔2501，气液两相态的

制冷剂或者液态制冷剂经导通管26进入第一腔2401，在阀针233 与阀口2351的配合下，节

流降压后的制冷剂进入第二腔2402，而后进入第二换热部22 的第一流道，第二换热部22的

第一流道内的制冷剂能够吸收热量变为气态制冷剂，进而低第二换热部22的第二流道内的

冷却液温度，制冷剂气化后，密度相对变小，由于第二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的出口202位于

第一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的进口208的上方，有利于制冷剂气体流动，制冷剂更易汇集于第

二换热部22的第一流道的出口，相对减小压缩机做功；气态制冷剂经热管理组件2的制冷剂

出口202进入压缩机1参与下一次制冷循环。在其他实施方式，热管理系统包括热管理组件

也可以是压缩机与热管理组件一体设置的形式，不再详细描述。

[0054] 热管理系统还包括第一泵31、第一换热器32、第二泵41以及第二换热器42，其中，

第一换热部21的第二流道具有两个端口，其中之一为端口203，另一个端口204，在本实施方

式，端口203为进口，端口204出口，第一换热部21的第二流道、第一泵31以及第一换热器32

组成热管理系统的第一回路，第一回路还可以包括其他部件，这里不再详细描述。在一种具

体的实施方式，第一换热部21的第二流道、第一泵31以及第一换热器  32串行连通，第一泵

31能够驱动第一回路内的冷却液流动，第一回路的冷却液能够在第一换热器32释放热量。

同样地，第二换热部22的第二流道也具有两个端口，其中之一为端口205，其中另一个为端

口206，端口205进口，端口206为出口，第二换热部22的第二流道、第二泵41以及第二换热器

42组成热管理组件的第二回路，第二回路还可以包括其他部件，这里不再详细描述；在一种

具体的实施方式，第二换热部22的第二流道、第二泵41以及第二换热器42能够串行连通，第

二泵41能够驱动第二回路内的流体流动，第二回路的流体能够在第二换热器42吸收热量。

[0055]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而并非限制本实用新型所描述

的技术方案，尽管本说明书参照上述的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已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是，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仍然可以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修改

或者等同替换，而一切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的技术方案及其改进，均应涵盖在

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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