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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模组液冷并联蛇形流道结构设计及优化

罗心源，金阳

（郑州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锂离子电池被广泛应用于化学储能系统，然而由于该电池固有的产热特性，热失控成为了化学储能电站的
一大安全隐患。因此优化设计电池热管理系统，有效避免热失控现象，对化学储能系统安全运行至关重要。文中

设计了一种兼具串联折返与并联分支结构的新型并联蛇形流道液冷板，通过仿真实验，研究液冷板流道结构、液冷

系统布置、冷却液入口流速对最高温度、温度分布均匀性、进出口压降的影响，以达到优化液冷系统的目的。结果

表明，相同冷却液入口流速下，与传统并联流道相比，新型流道的最高温度降低 ０．２８４９Ｋ、模组组内温差降低
０．４６６３Ｋ，与传统蛇形流道相比，其进出口压降减小４０．１８％；基于并联蛇形流道液冷板，液冷系统的最佳布置方案
为冷却液二分口注入＋液冷板交错布置；不同液冷板流速差异化设置，即两侧液冷板入口流速设定为０．１ｍ／ｓ，居中
液冷板入口流速设定为０．２ｍ／ｓ，较四板保持相同流速为０．２ｍ／ｓ的方案，电池模组组内温差降低１３．６２％，列间温差
降低８２．５９％，能耗降低４４．８７％，达到“降本增效”的优化效果。合理的流道结构、交错的液冷板布置以及差异化的
入口流速设计可以优化电池模组的液冷系统，增加电池模组运行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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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２０年正式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
我国的电化学储能技术开始飞速发展［１２］。该技术

具有快速响应、布置灵活、建设周期短等优点，是国

家实现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的关键性技术。锂离子电池凭借其高能量密度、高

放电电压、小自放电、长循环寿命等诸多优点［３６］，

成为电化学储能系统中主要使用的电池种类之一。

锂离子电池模组在充放电过程中会产生热量，若不

能及时有效散发，其累积势必导致电池温度升高，

损害电池的循环性能，引起恶劣的电池热失控现

象，给储能系统安全运行带来巨大隐患［７１５］。因此，

需要增强系统有效散热能力，使系统运行在最佳温

度范围内，保障电池温度一致性，减小热失控的风

险。液冷散热的液冷介质换热系数高、热容量大、

冷却速率高，同时其布置形式灵活，可在较低能耗

下保障电池长期安全稳定运行［１６２０］。

近几年来，冷却板种类、流道几何结构、流体流

动分布是液冷系统的研究重点［２１２６］。文献［２７］基
于传统并联流道与传统蛇形流道结构，设计了一种

双层回旋树形流道结构，流道出入口分层隔离，显

著提升了冷却性能，又基于进化算法进行多目标设

计，得到了基于响应面逼近的帕累托。文献［２８］建
立了一套基于微型通道冷板的液冷系统，从流道数

量、冷却液流速以及入口冷却剂温度等角度对系统

性能进行了参数化研究。当该系统冷却液流量为

０．００２ｋｇ／ｓ且入口冷却剂温度为 ３０℃时，电池在
２Ｃ放电倍率下的最高温度和温差分别为３３．８℃和
３．５℃。文献［２９］提出了一种微型矩形流道冷板，
通过改变通道宽度、通道数量、冷却剂流速与环境

温度等，对冷却性能进行了热力学分析，最终发现

当通道数量为５、宽度为４ｍｍ、流量为０．００３ｋｇ／ｓ、
温度为２５℃时，可以在冷却效果与压降之间取得较
为理想的平衡。文献［３０］将复合硅胶板与冷却管
组合，利用铜管的优良冷却效果以及二者之间接触

热阻低的特点，设计了一种新型混合冷却系统，其

可以在４Ｃ放电倍率下，将电池模组最高温度控制
在４２．７℃以下，温差控制在２．７℃以内。

研究者往往是从整个电池模组的空间尺度出

发，通过优化液冷板内部流道结构、改变液冷板与

电池之间的接触面积以及组合多种冷却方式来提

高液冷系统的散热能力。事实上，模组内的液冷系

统在空间上可以有多种布置方案且不同液冷板之

间的参数也可以相互不同。研究者可以在不同行

电池之间、不同列电池之间以及单体电池的空间尺

度下去研究温度控制性能指标，并进一步探究如何

提高液冷系统的散热能力。

因此，文中首先设计了一种兼具传统并联流道

与蛇形流道结构特点的新型流道结构，从整体电池

模组、单列电池、单体电池３个尺度出发，研究了新
型流道结构的冷却性能。此外，还讨论了液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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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布置方案、不同液冷板的冷却液差异化入口流速

对液冷系统散热能力的影响。文中研究可为储能

电站的热管理系统设计提供参考。

１　电池模组的生热及传热机理

磷酸铁锂电池正电极材料为磷酸铁锂，负电极

材料常为石墨，电解液广泛使用六氟磷酸锂，其充

放电化学反应公式如下：

ＬｉＦｅＰＯ４＋ｎＣ
充电
幑幐
放电
ＬｉｘＣｎ＋Ｌｉ１－ｘＦｅＰＯ４ （１）

根据锂离子电池的工作原理，锂离子电池的产

热Ｑｔ可以分为反应热Ｑｒ、极化热Ｑｐ、焦耳热Ｑｊ以
及副反应热Ｑｓ四部分。

Ｑｔ＝Ｑｒ＋Ｑｐ＋Ｑｊ＋Ｑｓ （２）
反应热Ｑｒ由正负极发生电化学反应产生。极

化热Ｑｐ由电池内部极化现象所引起的极化内阻产
生。焦耳热Ｑｊ由电池的欧姆内阻产生。副反应热
Ｑｓ为电池内部部分电解液和电池材料发生分解副
反应所释放出的热量。

模组内导热微分方程为：

ρＣＰ
２Ｔ
ｔ
＝ｋｘ
２Ｔ
ｘ２
＋ｋｙ

２Ｔ
ｙ２
＋ｋｚ
２Ｔ
ｚ２
＋ｑ （３）

式中：ρ为电池的平均密度；ＣＰ为电池的比热容；Ｔ
为电池的开尔文温度；ｔ为时间；ｋｘ、ｋｙ、ｋｚ分别为
电池沿ｘ轴、ｙ轴、ｚ轴方向的导热率；ｑ为磷酸铁锂
电池单位体积生热率。

实际应用中，电池单位体积生热率 ｑ的测量是
非常困难的。Ｂｅｒｎａｒｄｉ提出一种电池单位体积产热
率计算公式：

ｑ＝
Ｉ
Ｖｂ
（Ｕ－Ｕｏ）＋Ｔ

ｄＵｏ
ｄＴ[ ] （４）

式中：Ｉ为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的额定电流；Ｖｂ为电
池的体积；Ｕ、Ｕｏ分别为电池单体额定电压和开路
电压；ｄＵｏ／ｄＴ在一定充放电倍率下为常数，其数值
极小，在计算中可以忽略。

因此，对电池单位体积生热计算公式进行简

化，简化后的表达式为：

ｑ＝
Ｉ
Ｖｂ
（Ｕ－Ｕｏ）＝

Ｉ２Ｒ
Ｖｂ

（５）

式中：Ｒ为电池内阻。
由式（５）可知，简化后的电池单位体积生热率

只与充放电电流、电池内阻以及电池体积有关。

２　液冷电池模组散热模型

２．１　液冷电池模组几何模型
文中使用某公司开发的磷酸铁锂２０８Ａ·ｈ方形

电池，为达到简化仿真的效果，将锂离子电池单体

简化为１７０ｍｍ×２００ｍｍ×５０ｍｍ的均热长方体。图
１（ａ）为液冷电池模组的简化模型，包含由 ３０块单
体电池构成的电池模组以及由４块液冷板构成的液
冷系统。３０块电池分为 １０行 ３列，液冷板内含有
冷却液流道，垂直安装于每一列电池两侧，液冷板

长８７０ｍｍ、高２１０ｍｍ、厚１１ｍｍ。图１（ｂ）为流道截
面模型，截面为矩形，面积为 １００ｍｍ２，高度与宽度
比值为８。

图１　电池模组与流道截面几何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ｂａｔｔｅｒｙ
ｍｏｄｕｌｅａｎｄｆｌｏｗ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２为３种不同流道结构的液冷板方案。方案
一为传统蛇形流道，冷却液单向流动，没有分流。

方案二为传统并联流道，冷却液分流后经过４个分
支流道流向出口。方案三为优化设计后的流道结

构，将其命名为并联蛇形流道。３种方案的液冷板
进出口流道截面面积均为 １００ｍｍ２，高度与宽度比
值为８。
２．２　材料参数与边界条件

通过式（５）计算出单体电池在１Ｃ放电倍率下
的产热约为 ６３６２Ｗ／ｍ３。液冷板与冷却液的材料
以及相关热物性参数如表１所示，单体电池的热物
性参数如表２所示。
　　使用ＡＮＳＹＳＦｌｕｅｎｔ软件仿真，环境温度和液冷
电池模组初始温度设定为 ３００Ｋ；电池模组以及液
冷板与外界环境之间设定为自然对流条件，对流换

热系数值为５Ｗ／（ｍ２·Ｋ）；流道入口冷却液温度设
定为２９８Ｋ，流道入口设定为速度入口，出口压力为
０Ｐａ；电池初始的荷电状态（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ｈａｒｇｅ，ＳＯＣ）均
为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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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３种方案的流道结构以及相应剖视图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ｓｃｈｅｍｅｓ

表１　液冷板与冷却液材料热物性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

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ａｎ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ｌｉｑｕｉｄ

材料及参数属性 属性值

液冷板材料 铝

液冷板导热系数／（Ｗ·ｍ－１·Ｋ－１） ２０２

液冷板密度／（ｋｇ·ｍ－３） ２７１９

液冷板比热容／（Ｊ·ｋｇ－１·Ｋ－１） ８７０

冷却液组成 ５０％水乙二醇

冷却液导热系数／（Ｗ·ｍ－１·Ｋ－１） ０．３９９

冷却液密度／（ｋｇ·ｍ－３） １０７０

冷却液比热容／（Ｊ·ｋｇ－１·Ｋ－１） ３３９６

冷却液动力粘度／（Ｐａ·ｓ） ０．００３３９

表２　单体电池的热物性参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ｌｌｂａｔｔｅｒｙ

热物性参数 数值

密度／（ｋｇ·ｍ－３） ２４０５

比热容／（Ｊ·ｋｇ－１·Ｋ－１） １３２９

导热系数／（Ｗ·ｍ－１·Ｋ－１） ３．７２／２８／２６
　　注：“３．７２／２８／２６”为锂电池内核沿ｘ轴／
ｙ轴／ｚ轴方向的导热系数。

２．３　评价指标介绍
综合分析液冷系统性能的指标包括模组最高

温度、模组组内温差、列间温差、行间温差、冷却液

进出口压降。

模组最高温度为 ３０块电池整体的最高温度。
锂离子电池的温度必须保持在安全范围内，故最高

温度是评估液冷系统性能的重要指标。相同工况

下，液冷散热效果越好，模组的最高温度越低。

模组组内温差是电池模组内最高温度与最低

温度的差值，用于观察电池模组内的温度分布均匀

性。３０块电池单体，呈 １０行 ３列分布。对于同一
列中的电池，每块电池的最高温度代表该单体温度

情况。对一列电池中１０块单体电池的最高温度做
差，取其最大值作为本列不同行电池的行间温差，

表征同列不同行电池间的温度分布均匀性。同理，

取一列电池中的最高温度代表本列电池温度情况，

两列电池的最高温度差值即为其列间温差。在电

池工作期间温差应当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以延长电

池寿命。

液冷系统的冷却液一般由泵机注入，冷却液进

出口压强差即为压降，其数值越低，泵机按既定流

速注入冷却液所需的功耗越低。

３　基于并联蛇形流道液冷板的仿真实验结
果及分析

３．１　不同流道结构对散热效果的影响
采用２．１节中的３种不同流道结构的液冷板方

案进行仿真分析，设定冷却液流速为０．１ｍ／ｓ，模组
在１Ｃ放电倍率工况下放电１ｈ。
３．１．１　电池模组尺度下流道结构对冷却性能的影响

应用３种不同流道结构，液冷电池模组的温度
分布云图如图３所示。图４为３种流道结构的内部
压力分布云图。表３为液冷电池模组温度场和压力
场仿真结果统计。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模组放电１ｈ后，３种流道
结构下电池的温度分布基本一致。由于液冷板位

于每一列电池的两侧以及热量的扩散累积现象，单

体电池中间温度最高，越靠近液冷板，热量被带走

越多，相应的温度越低；中间第二列电池较其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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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电池模组的温度分布云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ｔｔｅｒｙｍｏｄｕｌｅ

图４　３种流道结构的压力分布云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ｓｏｆ

ｔｈｒｅ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表３　液冷电池模组仿真结果统计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ｂａｔｔｅｒｙｍｏｄｕｌｅｓ

流道结构 最高温度／Ｋ组内温差／Ｋ列间温差／Ｋ 压降／Ｐａ

传统蛇形 ３０５．４９７０ ６．７５８２ ０．４１６０ １２４８．３

传统并联 ３０６．０３００ ７．４７６０ ０．５１８３ １０１．１

并联蛇形 ３０５．７４５１ ７．００９７ ０．４５９６ ７４６．７

列电池温度更高，这是因为１号、４号液冷板只需要
为单侧一列电池降温，而２号、３号液冷板则需要共
同为３列电池降温，中间第二列电池热量累积相对
较多，温度较高。

从表３中可知，使用传统并联流道的液冷电池

模组的最高温度、组内温差以及列间温差均为最

大，冷却性能较差。传统蛇形流道的电池模组最高

温度、组内温差、列间温差均为最低，冷却性能最

好。仅从温度控制层面考虑，流道结构从优到劣排

序为：传统蛇形、并联蛇形、传统并联。

分析图４流道压力分布云图以及表３中的压降
数据可知，传统蛇形流道的进出口压降最大，达到

了１２４８．３Ｐａ，而传统并联流道的压降最低，仅有
１０１．１Ｐａ，并联蛇形流道的压降位于两者之间。
　　图５为３种流道结构内部的流线图，可以看出
流道内部冷却液的流速变化情况。综合分析图５及
图４可知，蛇形流道的串联结构可以使冷却液流量
集中，折返结构有助于增大冷却液流动区域和流动

距离，二者结合使冷却液可以带走更多热量，提供

较好的冷却效果，但这也导致蛇形流道进出口压降

大，液冷系统能耗大；并联流道的多分支结构可以

降低进出口压强差，减小能耗，但冷却液流量分散，

经过单个分支流道后便流出液冷板，使得冷却效果

不佳。

图５　３种流道结构的内部流线图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

ｔｈｒｅ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从整个电池模组的层面分析３种不同流道的制
冷效果以及能耗，可以看出，传统蛇形流道的最高

温度以及温差最低，但其超高的进出口压降势必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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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运行的液冷系统带来巨大能耗。而传统并联

流道的进出口压降虽低，但其液冷效果并不理想，

最高温度和温差不利于锂离子电池的长期运行。

与前两者对比，并联蛇形流道的最高温度与模组组

内温差较传统并联流道分别低 ０．２８４９Ｋ与
０．４６６３Ｋ，同时其进出口压降较传统蛇形流道降低
４０．１８％，极大地减小了系统能耗。并联蛇形流道在
大幅度降低进出口压降，减小液冷系统长期运行能

耗的前提下，取得了优于传统并联流道的温度控制

效果，在液冷效果与系统能耗间达到平衡。因此可

以认为文中设计的并联蛇形方案是较为优秀的流

道结构。

３．１．２　单列电池尺度下流道结构对冷却性能的
影响

电池模组３列电池中，第一列与第三列电池空
间位置对称，其温度分布情况相似。由于模组内热

量的扩散以及有限的液冷能力，中间一列电池的温

度较高，不同行之间的温度差异相对外侧两列较

小。因此，为观察不同流道结构对单列不同行电池

温度分布的影响，选取第一列电池作为观察对象。

观察图３电池模组中第一列电池的温度分布情
况，比较图３（ａ）与图３（ｂ）可知，图 ３（ａ）中第一列
电池的不同行之间的温差较小，图３（ｂ）中电池模组
温度变化方向与冷却液流向趋于一致，流道入口处

温度低，出口处温度高，电池模组温度分布随冷却

液流向呈增大渐变趋势；比较图３（ｃ）与图３（ｂ）可
知，图３（ｃ）中第一列不同行电池之间的温差明显
减小。

图６为电池模组第一列１０块电池的最高温度
趋势图，电池序号沿ｚ轴负方向依次递加。

图６　第一列电池最高温度趋势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ｏｌｕｍｎｏｆ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

从图６中可以看出，传统并联流道和并联蛇形
流道具有相同的最高温度走向趋势，其沿着冷却液

流向逐渐增加，在１０号电池处达到峰值。其中传统

并联流道温度升高趋势陡峭，而并联蛇形流道升高

趋势放缓。与前两者不同，传统蛇形流道趋势最平

缓，温度从８号电池起略微下降。
表４统计了在３种流道结构下第一列电池的行

间温差。

表４　３种流道结构下第一列电池的行间温差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ｒ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ｕｍｎｏｆ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ｒｅ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流道结构 行间温差／Ｋ

传统蛇形 ０．１３２７

传统并联 １．２１１０

并联蛇形 ０．６８４０

　　由图６可知，传统并联流道的第一列电池最高
温度峰值最大，而传统蛇形流道的第一列电池最高

温度峰值最小。根据表 ４数据，３种流道结构的行
间温差从小到大依次排序为：传统蛇形、并联蛇形、

传统并联。并联蛇形流道的行间温差高于传统蛇

形流道０．５５１３Ｋ，低于传统并联流道０．５２７０Ｋ。
从第一列电池的最高温度和行间温差２个性能

指标可以看出，蛇形折返结构可以减小电池的行间

温差，提高温度分布的均匀性。

对流道空间结构分析可知，并联流道中的冷却

液单向流动并吸收热量，冷却液入口温度低，出口

温度高，前后冷却性能不一致，导致单列不同行电

池间的温差较大。而蛇形流道的折返结构约束冷

却液往返于一列电池的首尾，改善了冷却液单向流

动的行间温差问题，同时其流量集中也有助于降低

单列电池的最高温度。

而并联蛇形流道的４个分支流道采用了传统蛇
形的折返结构，确保在降低能耗的同时保留传统蛇

形流道的低行间温差的特点。综合来看，并联蛇形

是较为优秀的液冷板流道结构。

３．１．３　单体电池尺度下流道结构对冷却性能的
影响

观察单体电池的温度分布情况，图７为３种流
道结构下第一列第五行单体电池与２号液冷板的接
触面温度云图，体现了热量在电池高度维度上的分

布情况。

从图７中可以看出，在电池高度维度上，传统蛇
形流道中的单体电池温度分布均匀性差，随着高度

的下降，其温度呈升高渐变趋势；在电池的厚度维

度上，传统蛇形流道中单体温度分布均匀，温度近

乎相同。与其相反，在传统并联流道中，单体电池

在高度维度上差异很小，在厚度维度上温度呈现略

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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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单体电池侧面温度分布云图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ｓｉｄ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ｌｌｂａｔｔｅｒｙ

蛇形流道为串联形式，冷却液吸收热量，温度

升高，冷却能力下降。电池下部冷却液的冷却能力

最低，热量积累多，导致其温度最高。同时受益于

流道高压强，流道内的冷却液流速较快，流过一个

电池的厚度前后，冷却液温度变化小，冷却能力变

化小。因此，单体电池在厚度维度上温度近乎相

同。与传统蛇形流道不同，传统并联流道为并联形

式，不同分支中的冷却液温度相近，单体电池在高

度维度上温度分布相对均匀。

由图 ７可知，传统蛇形流道温差最高，为
０．９４８５Ｋ，并联蛇形流道温差最低，仅为０．１９０５Ｋ。
并联蛇形流道较传统蛇形流道温差降低了７９．９４％，
极大改善了单体电池的温差情况。从数据中可看

出，并联蛇形流道结构兼备串联折返结构与并联分

支结构，也获得了二者在不同维度上的低温差优

点，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温差。

综上，考虑电池模组、单列电池、单体电池不同

尺度，并联蛇形流道都具备优秀的冷却性能，故后

续研究均在选定该结构的基础上进行。

３．２　不同液冷系统布置方案对散热效果的影响
如图８（ａ）与图 ８（ｂ）所示，并联蛇形流道有 ２

个冷却液出入口，分别具备２个和４个分支流道，故
将其分别命名为二分口及四分口。冷却液的注入

方式有２种，分别为图８（ａ）所示的四分口注入及图
８（ｂ）所示的二分口注入。此外，整个模组共配置４
块液冷板，根据相邻２块液冷板的进出口相对关系，
液冷板的布置方式有２种，一种是对称布置，另一种
是交错布置。对称布置指相邻两液冷板的进出口

在液冷电池模组同侧，而交错布置指相邻两液冷板

的进出口在液冷电池模组对侧。图８（ｃ）与图８（ｄ）
为液冷板布置方式示意图。

图８　液冷系统布置方式
Ｆｉｇ．８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综合冷却液注入方式与液冷板布置方式，液冷

系统共有４种布置方案。方案一：冷却液四分口注
入＋液冷板对称布置；方案二：冷却液二分口注入＋
液冷板对称布置；方案三：冷却液二分口注入＋液冷
板交错布置；方案四：冷却液四分口注入＋液冷板交
错布置。

模组初始ＳＯＣ为 １００％，在 １Ｃ放电倍率下放
电１ｈ后，对４种不同液冷系统布置方案进行分析。
模组和环境的初始温度为 ３００Ｋ；冷却液入口温度
为２９８Ｋ，流速设定为０．１ｍ／ｓ。
３．２．１　电池模组尺度下液冷系统布置方案对散热
效果的影响

在电池模组尺度下对不同液冷系统布置方案

进行效果观察，表 ５为仿真结果统计汇总。从表 ５
中可知，４种液冷系统布置方案在最高温度上性能
接近，而在温差控制方面差别较大。对于组内温

差，方案二较方案一降低 ０．６０８３Ｋ，方案四较方案
一降低０．５２５５Ｋ，方案三较方案二降低０．０３１４Ｋ，
因此方案三温差控制效果最好。分析数据可知，冷

却液二分口注入与液冷板交错布置均可以降低电

池模组组内温差，其中从二分口注入冷却液的改善

幅度更大，２种因素的改善效果可以叠加。冷却液
注入方式对压降的影响很小，从而可以实现在不增

加能耗的前提下，改善电池模组的冷却效果。

３．２．２　单列电池尺度下液冷系统布置方案对散热
效果的影响

图９为４种液冷系统布置方案下，第一列１０块
电池最高温度的趋势图，体现了同列不同行电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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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４种液冷系统布置方案的仿真结果
Ｔａｂｌｅ５　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ｏｕｒｌｉｑｕｉｄ

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ｌａｙｏｕｔｓｃｈｅｍｅｓ

液冷系统

布置方案

最高

温度／Ｋ
组内

温差／Ｋ
列间

温差／Ｋ 压降／Ｐａ

方案一 ３０５．７４５１ ７．００９７ ０．４５９６ ７４６．８

方案二 ３０５．６６１６ ６．４０１４ ０．４４３３ ７４３．４

方案三 ３０５．６３５５ ６．３７００ ０．４２７５ ７４３．４

方案四 ３０５．６２９３ ６．４８４２ ０．４３６７ ７４６．８

温度分布情况。由图９可知，方案一和方案二电池
最高温度趋势相同，单体电池最高温度不断攀升。

而使用液冷板交错布置的方案三和四，其列内电池

的最高温度从１号电池到５号电池不断增大，之后
逐渐下降。整体来看，交错布置可以改变列内单体

电池的最高温度趋势，使其走向呈现倒 Ｕ形，且采
取冷却液二分口注入或液冷板交错布置均可降低

列内最高温度。

图９　４种液冷系统布置方案下第一列电池最高温度趋势
Ｆｉｇ．９　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ｏｌｕｍｎｏｆ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ｆｏｕｒ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ｌａｙｏｕｔｓｃｈｅｍｅｓ

表６为在４种液冷系统布置方案下，第一列电
池的行间温差。由表６可知，从二分口注入冷却液
以及将液冷板交错布置都可以降低同列的行间温

差，且效果可以叠加，交错布置降低行间温差效果

较好。布置方案三的行间温差最低，较方案一改进

了６０．２３％。

表６　４种液冷系统布置方案下第一列电池的行间温差

Ｔａｂｌｅ６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ｒ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ｏｌｕｍｎｏｆ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ｆｏｕｒｌｉｑｕｉｄ

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ｌａｙｏｕｔｓｃｈｅｍｅｓ

液冷系统布置方案 行间温差／Ｋ

方案一 ０．６８４０

方案二 ０．４７１０

方案三 ０．２７２０

方案四 ０．３５５０

　　从二分口注入冷却液，入口流量一分为二流入
２个并联分支流道。二分并联流道中的冷却液初始

温度低，有较强的吸热能力，同时冷却液流量大，又

有较大的热量容纳能力，其流经同列不同行电池

时，电池温度变化小，有利于降低整列电池行间温

差。而交错布置则使一列电池的两端各有一个冷

却液入口，两端均有低温冷却液流入，降低了电池

的行间温差。

从电池模组与单列电池的２个尺度来看，液冷
系统布置方案三为最优选择。

３．３　不同冷却液流速对冷却性能的影响
３．３．１　液冷板无差别流速

为研究冷却液入口流速对冷却性能的影响规

律，设置４块液冷板为相同入口流速，在入口流速分
别为 ０．１、０．１５、０．２、０．２５、０．３、０．３５、０．４ｍ／ｓ７种情况
下对液冷电池模组进行仿真分析。保持其他条件

不变，液冷系统布置方案选择方案三。

不同入口流速下，电池模组的最高温度、组内

温差、列间温差以及压降趋势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最高温度、组内温差、列间温差和
压降随流速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ｅｍｐｅ
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ｅｒｃｏｌｕｍｎ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ｗｉｔｈ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由图１０可知，入口流速每提升 ０．０５ｍ／ｓ，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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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分别降低为０．５６２８、０．２９１０、０．１７７７、０．１２２７、
０．０９２９、０．０７２７Ｋ，其降低幅度逐渐减小。组内温
差、列间温差与最高温度的趋势相似，分别从

６．３７００Ｋ和０．４３６７Ｋ降低至５．２４５１Ｋ和０．１７０５Ｋ，
增加流速所起到的改善作用逐渐减弱。综合来看，

适当提高冷却液流速，可以有效改善模组散热情

况。但流速从０．１ｍ／ｓ增加到０．４ｍ／ｓ，单个液冷板
流道进出口压降上升了３７８％。系统能耗等于冷却
液流量和压降相乘，流速增加，流量和进出口压降

增加，系统能耗成幂函数增加。因此，冷却液的入

口流速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无限制增大。

３．３．２　液冷板差异化流速
３．３．１节中，在４块液冷板为相同入口流速下，

提高入口流速，可以加快更新冷却液，从而使板内

冷却液温度保持在较低水平，加强换热能力。图１１
为保持四板相同入口流速，在 ０．１５ｍ／ｓ和 ０．２ｍ／ｓ
流速下，１号液冷板与 ２号液冷板的冷却液温度云
图。由图可知，２号液冷板的冷却液温度要远高于
１号液冷板。

图１１　１号液冷板与２号液冷板的冷却液温度云图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ｃｏｏｌｉｎｇｌｉｑｕｉ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Ｎｏ．１ａｎｄＮｏ．２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ｓ

分析入口流速为０．１５ｍ／ｓ的实验，１号液冷板
进出口温度差值为１．２９０２Ｋ，２号液冷板进出口温
度差值为１．９７３５Ｋ，高于１号液冷板５３％。这表明
在相同流速下，与２号液冷板相比，１号液冷板具有
一定的换热冗余能力，即冗余流量。在整体流量不

变的前提下，降低１号与４号液冷板的入口流速，提
高２号与３号液冷板的入口流速，对４块液冷板的
整体流量进行差异化分配。

表７统计了通过调整流速对流量进行差异化分
配后，５种流速方案的仿真结果。其中方案一为 ４

块液冷板保持相同流速０．１５ｍ／ｓ；方案二为两侧液
冷板流速为０．１ｍ／ｓ，居中液冷板流速为０．２ｍ／ｓ；方
案三为两侧液冷板流速为０．１５ｍ／ｓ，居中液冷板流
速为０．２５ｍ／ｓ：方案四为４块液冷板保持相同流速
０．２ｍ／ｓ；方案五为两侧液冷板流速为０．１ｍ／ｓ，居中
液冷板流速为０．３ｍ／ｓ。流速方案一、四为相同流速
方案，方案二、三、五分别为方案一、四的差异化分

配方案。差异化分配方案中的两侧液冷板指１号与
４号液冷板，居中液冷板指２号与３号液冷板。

表７　不同流速方案的液冷电池模组仿真结果
Ｔａｂｌｅ７　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ｂａｔｔｅｒｙ

ｍｏｄｕｌ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ｃｈｅｍｅｓ

流速方案 最高温度／Ｋ 组内温差／Ｋ 列间温差／Ｋ 总压降／Ｐａ

方案一 ３０５．０７２２ ５．６５８５ ０．３３０７ ４６１９．０

方案二 ３０４．７９２２ ４．７５２８ ０．０４７４ ４６５０．３

方案三 ３０４．６０８６ ４．８０５５ ０．１１３７ ６３９９．９

方案四 ３０４．７８１２ ５．５０１９ ０．２７２２ ６３２６．８

方案五 ３０４．５９１２ ４．７８３７ ０．０９６４ ６５４３．５

　　相较于方案一，方案二两侧液冷板流速下降
０．０５ｍ／ｓ，居中液冷板流速提升０．０５ｍ／ｓ，整体流量
相同，电池模组最高温度下降 ０．２８００Ｋ，组内温差
下降０．９０５７Ｋ，总压降仅上升０．６７７％，列间温差降
低８５．６７％。对比方案二和方案四可知，方案二的流
量仅为方案四流量的 ７５％，总压降比方案四低
１６７６．５Ｐａ，能耗较方案四降低４４．８７％；方案二的冷
却效果远优于方案四，其电池模组组间温差比方案

四低１３．６２％，列间温差更是较方案四降低８２．５９％。
对比方案三和方案五可知，二者整体流量相同，方

案五液冷板间速度差值为０．２ｍ／ｓ，方案三液冷板间
速度差值为０．１ｍ／ｓ，方案五总压降大于方案三，而
二者的冷却效果相近，无明显差异。综合考虑系统

能耗，两侧液冷板入口流速设定为０．１ｍ／ｓ，居中液
冷板入口流速设定为０．２ｍ／ｓ，即５种方案中方案二
的冷却性能最好。

综上所述，在相同流量下，差异化流速方案在

冷却性能上要远胜于相同流速方案。进一步地，通

过采取差异化流速方案，可以在降低总体流量和总

压降、极大改善能耗情况的同时，维持冷却性能

不变。

４　结论

文中分析了液冷板流道结构、液冷系统布置、

冷却液入口流速对液冷电池模组的最高温度、温度

分布均匀性、进出口压降的影响。结论如下：

（１）新型并联蛇形流道整体采用对称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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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传统并联流道中的分支流道替换为蛇形流道结

构，兼具串联折返结构的大冷却区域、长冷却距离

特点和并联流道多分支结构的进出口低压降特点。

仿真实验表明，在采用相同的冷却液入口流速以及

温度下，并联蛇形流道的最高温度与组内温差均低

于传统蛇形流道，且进出口压降显著低于传统蛇形

流道，极大减小了系统能耗；单列电池尺度下，并联

蛇形流道较传统并联流道减小了行间温差，改善了

单列电池内的温度均匀性；单体电池尺度下，仿真

观察热量在高度维度上的温度分布，并联蛇形流道

温差低于２种传统流道。综上，新型流道具有降温
效果好、节省能耗的优点。

（２）对于优化流道结构后的液冷板，选择从二
分口注入冷却液，可以有效降低液冷电池模组组内

温差。液冷板交错布置使得列内电池的最高温度

趋势呈倒 Ｕ形，不同行电池间温度均匀性得到提
高。相较于冷却液四分口注入＋液冷板对称布置，
维持入口流速为０．１ｍ／ｓ，选择冷却液二分口注入＋
液冷板交错布置方案，压降略微下降，能耗减小，电

池模组内温差降低 ９．１３％，行间温差降低６０．２３％，
显著改善了温度分布均匀性。

（３）四板相同流速下，提高入口流速可以降低
最高温度和温差，但随着流速增高，其降低幅度愈

不明显，能耗显著增加。液冷板间采取差异化流

速，可以在总流量不变、总压降近似的情况下，显著

降低电池模组最高温度、组内温差以及列间温差，

其温控性能指标甚至优于整体流量更高的方案，达

到了“降本增效”的优化效果。

（４）并联蛇形流道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无论是
从二分口还是四分口注入冷却液，其进入后首先与

正对入口的流道内壁撞击，产生了额外压降损耗，

因此后续研究有待改善。

参考文献：

［１］李相俊，刘晓宇，韩雪冰，等．电化学储能电站数字化智能化
技术及其应用展望［Ｊ］．供用电，２０２３，４０（８）：３１２．
ＬＩＸｉａｎｇｊｕｎ，ＬＩＵＸｉａｏｙｕ，ＨＡＮＸｕｅｂ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Ｊ］．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ｔｉ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３，４０（８）：３１２．

［２］李志勇，周鹏鹏，陈朋，等．电化学储能电站协调控制器动模
试验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Ｊ］．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２３，
５１（４）：１６５１７３．
ＬＩＺｈｉｙｏｎｇ，ＺＨＯＵＰｅｎｇ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ｅｓｔｆｏ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ｏｆａｎｅｌｅｃ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Ｊ］．
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３，５１（４）：１６５１７３．

［３］禹进，郭川钰，张伟阔，等．磷酸铁锂电池在储能预制舱中的

火灾模拟及其消防应急技术仿真研究［Ｊ］．高电压技术，
２０２３，４９（１２）：５１８７５１９５．
ＹＵＪｉｎ，ＧＵＯＣｈｕａｎｙｕ，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ｋｕｏ，ｅｔａｌ．Ｆｉｒｅ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ｒ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ｈｉｕｍｉ
ｒｏｎ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ｂａｔｔｅｒｙｉｎ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３，４９
（１２）：５１８７５１９５．

［４］陈银，肖如，崔怡琳，等．储能电站锂离子电池火灾早期预警
与抑制技术研究综述［Ｊ］．电气工程学报，２０２２，１７（４）：
７２８７．
ＣＨＥＮＹｉｎ，ＸＩＡＯＲｕ，ＣＵＩＹｉｌｉｎ，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ｖｉｅｗｏｎ
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
ｆｉｒｅ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２，１７（４）：７２８７．

［５］闫帅帅，陆洋，侯文会，等．面向锂电储能系统的本质安全电
池智能隔膜材料［Ｊ］．发电技术，２０２２，４３（５）：７９２８００．
ＹＡＮＳｈｕａｉｓｈｕａｉ，ＬＵＹａｎｇ，ＨＯＵＷｅｎｈｕｉ，ｅｔａｌ．Ｓｍａｒｔｓｅｐａｒａｔｏ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ｆ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ｓａｆｅｌｉｔｈｉｕｍｂａｔｔｅｒｙｆｏｒ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ｇｅ［Ｊ］．Ｐｏｗ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４３（５）：
７９２８００．

［６］周兴振，孙丙香，张智，等．磷酸铁锂电池外短路损伤特性及
熔断防护研究［Ｊ］．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２３，５１（１２）：
７８８９．
ＺＨＯＵＸｉｎｇｚｈｅｎ，ＳＵＮＢ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ｅｔａｌ．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ｈｏｒｔｃｉｒｃｕｉｔｄａｍａｇ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ｆｕｓ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
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ｒｏｎ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３，５１（１２）：７８８９．

［７］劳力．高比能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充电策略及热失控安全
研究［Ｄ］．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２０２０．
ＬＡＯＬｉ．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ｕｎａｗａｙ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ｈｉｇｈ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ｂａｔｔｅ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Ｄ］．
Ｈｅｆ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０．

［８］王怀铷．磷酸铁锂储能电池过充热失控特性研究［Ｄ］．郑
州：郑州大学，２０２１．
ＷＡＮＧＨｕａｉｒ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ｏｖｅｒ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ｕｎａｗａ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ｒｏｎ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ｂａｔｔｅｒｙ
［Ｄ］．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１．

［９］牛志远，王怀铷，金阳，等．不同倍率下磷酸铁锂电池模组过
充热失控特性研究［Ｊ］．电力工程技术，２０２１，４０（４）：１６７
　　　１７４．
ＮＩＵＺｈｉｙｕａｎ，ＷＡＮＧＨｕａｉｒｕ，ＪＩＮ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Ｏｖｅｒ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ａｎｄ
ｒｕｎａｗａ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ｒｏｎ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ｂａｔｔｅｒｙｍｏｄｕ
ｌ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ｔｅｓ［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２０２１，４０（４）：１６７１７４．

［１０］李正力，李肖辉，王京，等．锂离子电池储能电站热失控预
警与防护研究进展［Ｊ］．高压电器，２０２４，６０（１）：８７９９．
ＬＩＺｈｅｎｇｌｉ，ＬＩＸｉａｏｈｕｉ，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ｕｎａｗａ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
ｂａｔｔｅｒｙ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Ａｐ
ｐａｒａｔｕｓ，２０２４，６０（１）：８７９９．

［１１］姚薇．基于直冷及相变材料散热的电池组热管理系统研究
［Ｄ］．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２２．

８６１



ＹＡＯＷｅ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ｐａｃｋ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
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ｏｌｉｎｇ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ｈｅａｔ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Ｄ］．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２．

［１２］赵泓伍．基于相变材料与热管的大容量锂离子电池热管理
技术研究［Ｄ］．北京：华北电力大学，２０２２．
ＺＨＡＯＨｏｎｇｗ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ｌａｒｇ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ｈａ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ａｎｄｈｅａｔｐｉｐ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２．

［１３］潘乐平．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热失控安全防护系统的研究
［Ｄ］．淮南：安徽理工大学，２０２２．
ＰＡＮＬｅｐ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ｓａｆｅ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ｌｉｔｈｉｕｍ
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ｕｎａｗａｙ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Ｄ］．Ｈｕａｉｎａｎ：
Ａｎｈｕ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

［１４］ＳＵＴＬ，ＬＹＵＮＷ，ＺＨＡＯＺＸ，ｅｔ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ｏｆｌｉｔｈｉｕｍ
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ｖｉａｖｅｎｔｉｎｇ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ｉｇｎ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ｒｉ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
２０２１，３８：１０２４９８．

［１５］ＷＡＮＧＺＰ，ＹＵＡＮＪ，ＺＨＵＸＱ，ｅｔａｌ．Ｏｖｅｒｃｈａｒｇｅｔ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ｕｎａｗａ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ｉｔｈｉｕｍ
ｉｏｎｃｅｌ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ｔｈｏ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ｔｕｄｙ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２１，５５：４８４４９８．

［１６］ＸＵＪ，ＣＨＥＮＺＬ，ＱＩＮＪ，ｅｔａｌ．Ａ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ｌｏｗｃｏｓｔｌｉ
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ｅ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ｉｇｈ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ｒｉｓｍａｔｉｃ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ｐａｃｋ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ｈｅｒ
ｍ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２，２０３：１１７８７１．

［１７］ＣＨＥＮＪＨ，ＺＨＡＯＸＢ，ＷＡＮＧＢ，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ｍｉ
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ｃｏｏｌｅｄｂａｔｔｅｒｙ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ｈｅａｔ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Ｊ］．Ｉｏｎｉｃｓ，２０２１，２７（３）：１３０７
　　　１３２２．

［１８］ＴＯＵＳＩＭ，ＳＡＲＣＨＡＭＩＡ，ＫＩＡＮＩＭ，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
ｎｏｖｅｌ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ｅ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ｐａｃｋｓ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ｇＯ
ｎａｎｏｆｌｕｉｄａｎｄｃｏｐｐｅｒｓｈｅａｔ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
２０２１，４１：１０２９１０．

［１９］刘自强．复合相变材料与液冷耦合的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
的研究［Ｄ］．南昌：南昌大学，２０２２．
ＬＩＵＺｉｑｉａ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ｏｗｅｒ
ｂａｔｔｅｒｙｃｏｕｐｌ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ｈａ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
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Ｄ］．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２．

［２０］王泽旭，李冰辰，许瑶，等．基于过冷相变材料热开关的锂
离子电池热管理系统［Ｊ］．发电技术，２０２２，４３（２）：３２８３４０．
ＷＡＮＧＺｅｘｕ，ＬＩＢｉｎｇｃｈｅｎ，ＸＵＹａｏ，ｅｔａｌ．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
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
ｐｅｒｃｏｏｌｅｄｐｈａ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ｗｉｔｃｈ［Ｊ］．
Ｐｏｗ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４３（２）：３２８３４０．

［２１］ＰＡＴＩＬＭＳ，ＳＥＯＪＨ，ＰＡＮＣＨＡＬＳ，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ｗｉｔｈ
　　　

ｄｏｕｂｌｅｃｏｌｄｐｌａｔｅｆｏｒ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ｐｏｕｃｈｃｅｌｌ［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１，４５（２）：２５３３２５５９．

［２２］钟肇达．１８６５０型锂离子动力电池组液体冷却系统的研究
［Ｄ］．广州：广东工业大学，２０２０．
ＺＨＯＮＧＺｈａｏｄ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ｔｈｅ
１８６５０ｌｉ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ｂａｔｔｅｒｙｍｏｄｕｌｅ［Ｄ］．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
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

［２３］ＹＡＴＥＳＭ，ＡＫＲＡＭＩＭ，ＪＡＶＡＤＩＡ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ｓｉｎ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ｂａｔ
ｔｅｒ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２０２１，３３：１００９１３．

［２４］ＫＡＲＴＨＩＫＡ，ＫＡＬＩＴＡＰ，ＧＡＲＧＡ，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ＭＯＧＡ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ｐｏｗ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ｏｒ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ｔｙｐｅｂａｔ
ｔｅｒｙ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ｒｅｅｎ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２１，１８（１）：８０８９．

［２５］ＴＡＮＸＪ，ＬＹＵＰＸ，ＦＡＮＹＱ，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ｏｆａｆａｓｔ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
ｐａｃｋｉｎｈｙｄｒｏ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ｅｒ［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２１，１９６：１１７２７９．

［２６］ＴＡＮＧＺＧ，ＧＡＯＱ，ＬＩＪ，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ｂａｔｔｅｒｙｍｏｄｕｌｅｗｉｔｈｉｎ
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ｒ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０，１２（５）：０５１００６．

［２７］冉艳．电动汽车锂离子动力电池组热管理系统优化设计
［Ｄ］．重庆：重庆交通大学，２０２０．
ＲＡＮＹａ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ｂａｔｔｅｒｙｐａｃｋ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Ｄ］．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０．

［２８］ＳＨＥＮＪＢ，ＷＡＮＧＹＰ，ＹＵＧＺ，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ｐｒｉｓｍａｔｉｃ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ｗｉｔｈｍｉｎ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ｏｌｄｐｌａｔ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１４６（１）：１１１．

［２９］ＭＯＮＩＫＡＫ，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Ｃ，ＲＯＹＳ，ｅｔａｌ．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ｍｉｎ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ａｓｅｄ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ｐｒｉｓｍａｔｉｃ
ＬｉＦｅＰＯ４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ｏｒｈｙｂｒｉ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２０２１，３５：１０２３０１．

［３０］ＸＵＹＲ，ＬＩＸＸ，ＬＩＵＸＹ，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ａ
ｎｏｖｅ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ｉｌｉｃａｇｅｌｐｌａｔ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ｗｉｔｈ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ｓｑｕａｒｅｂａｔｔｅｒｙ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１，１８４：１１６２１７．

作者简介：

罗心源

　　罗心源（１９９７），男，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
储能安全（Ｅｍａｉｌ：４６９８１３６８２＠ｑｑ．ｃｏｍ）；

金阳（１９８９），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
电网储能技术。

（下转第１８８页）

９６１ 罗心源 等：锂电池模组液冷并联蛇形流道结构设计及优化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ｃｒｏｏｔａｌｏｎｇ
ＯＧＷ ｄｕｒｉｎｇ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ｓｔｒｉｋｅ

ＧＵＯＤｅｍｉｎｇ１，２，ＬＩＮＺｉｍｉｎｇ１，ＬＩＵＧａｎｇ１，２，ＷＡＮＧＰｅｉｆｅｎｇ１，Ｐ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３，ＷＡＮＧＲｕｉ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４１，Ｃｈｉｎａ；
２．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３３５，Ｃｈｉｎａ；

３．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ｏｗｅｒＧｒｉｄＣｏ．，Ｌｔｄ．，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８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ｖｅｒｈｅａ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ｉｒｅ（ＯＧＷ）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ｗｉｒｅｆｒｏｍｂｅ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ｋｂｙ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
ＷｈｅｎＯＧＷｉｓｓｔｒｕｃｋｂｙ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ｔｈｅ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ｃｒｏｏｔｃａｕｓ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ｍａｇ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ｃｒｏｏｔｆｉｒｓｔ，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ａｔａ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ｆｓｌｉｄ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ｄａｍａｇ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ｒｃｒｏｏｔａｌｏｎｇＯＧＷ ｉ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ｒｃｃｈａｉ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Ｂ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ｉ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ｏｒｃｅ，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ｓｎａｒｒｏｗｅｄ，ｓｏ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ｉｓｇｒｅａ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ｓ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ｅｅｄｌｅｗｉｒｅ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ｉｎａｌ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ｌｉｄ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ｒｃｒｏｏｔ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ａｌ
ｂｕｏｙａｎｃｙ，ｒｅｔｕｒｎｓｔｒｏｋ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ｂｕｏｙａｎｃｙｃａｎｂｅｉｇｎｏｒ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ｔｕｒｎｓｔｒｏｋｅ．Ｔｈｅｓｌｉｄ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ｒｃｒｏｏｔ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ｔｉｍｅ，ｂｕｔｎｏｔｗｉｔｈｔｈｅ
ｗａｖｅｈｅａｄｔｉｍ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ｈｅｒｍａｌｂｕｏｙａｎｃｙ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ａｒｃｒｏｏｔ
ｓｌｉｄ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２５％．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ａｒｃｒｏｏｔ；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ｈｅａ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ｉｒｅ（ＯＧＷ）；ａｒｃｃｈａｉｎｍｏｄｅｌ；ｒｅｔｕｒｎｓｔｒｏｋｅ；ｃｏｎｔｉｎｕ
ｏｕｓｃｕｒｒｅｎｔ

（编辑　李栋）

（上接第１６９页）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ｅ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ｅｆｌｏｗ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ｌｉｔｈｉｕｍｂａｔｔｅｒｙｍｏｄｕｌｅｓ

ＬＵＯＸｉｎｙｕａｎ，ＪＩＮＹ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ａｒｅ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ｉｒ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ｈｅａ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ｕｎａｗａｙ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ｍａｊｏｒｓａｆｅｔｙｈａｚａｒｄｆｏ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ｂａｔｔｅｒｙ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ｖｏｉ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ｕｎａｗａｙｉｓｃｒｕｃｉａｌｆｏｒｔｈｅ
ｓａｆ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ｅｗｔｙｐｅ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ｅｆｌｏｗｃｈａｎｎｅｌ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ｗｉｔｈｂｏｔｈ
ｓｅｒｉｅｓｔｕｒｎｂａｃｋａｎ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ｂｒａｎｃ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ｗ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ｔｈｅ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ｌｅｔ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ｏｌａｎｔｏｎ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ｌｅｔａｎｄｏｕｔｌｅ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ａ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ｏｌａｎｔｉｎｌｅｔ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ｙ
０．２８４９Ｋ，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ｕｌｅｉ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ｙ０．４６６３Ｋ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ｆｌｏｗ
ｃｈａｎｎｅｌ．Ｔｈｅｉｎｌｅｔａｎｄｏｕｔｌｅ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ｉ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ｙ４０．１８％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ｅｆｌｏｗ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ｈ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ｅｆｌｏｗｃｈａｎｎｅｌ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ｌａｙｏｕｔ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ｔｈ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ｔｈｅ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ｏｌａｎｔａｔｔｈｅｔｗｏｓｐｌｉｔ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ｇｇｅｒｅｄ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ｓ
ｈａ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Ｔｈｅｉｎｌｅｔ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ｓｉｓｓｅｔｔｏ０．１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ｌｅｔ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ｉｓｓｅｔｔｏ０．２ｍ／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０．２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ｕｒ
ｐ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ｂａｔｔｅｒｙｍｏｄｕｌｅｇｒｏｕｐｉ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ｙ１３．６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ｃｏｌｕｍ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ｙ８２．５９％，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ｙ４４．８７％，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ａ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ｓ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ｆｌｏｗ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ｔａｇｇｅｒｅｄｃｏｌｄｐｌａｔｅｌａｙｏｕｔ，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ｉｎｌｅｔ
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ｄｅｓｉｇｎｃａ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ｂａｔｔｅｒｙｍｏｄｕｌｅｓ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ｂａｔｔｅｒｙｍｏｄｕｌ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ｍｏｄｕｌ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ｌａｙｏｕｔｏｆ
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编辑　陆海霞）

８８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