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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底盘中的新能源技术应用研究

石海鹏
敏实汽车技术研发有限公司Ǔ浙江Ǔ宁波Ǔ315000

摘Ȟ要：当下，全球对节能减排的呼声日益高涨，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汽车行业也因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深刻变革。新能源技术的应用，无疑是这场变革中的关键驱动力。本文着眼于汽车底盘领域，深入探究新能源技术在

此的具体应用。文中不仅阐述了新能源汽车底盘技术的整体情况，还对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底盘

中电动驱动、电池管理等系统的应用展开详述。同时，剖析了当前应用面临的电池技术瓶颈、充电设施不足等挑战，

并展望了未来发展趋势，期望能为该领域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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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环保意识增强与能源危机加剧，新能源

技术在汽车领域的应用愈发关键。汽车底盘作为汽车的

关键组成部分，其新能源技术的应用对提升汽车性能、

降低能耗与排放意义重大。深入研究新能源技术在汽车

底盘中的应用，剖析应用中的挑战，并展望未来发展趋

势，期望为推动新能源汽车底盘技术进步，实现汽车产

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1��新能源汽车底盘技术概述

新能源汽车底盘技术是支撑新能源汽车高效、安全

运行的核心技术体系。与传统燃油汽车底盘相比，新能

源汽车底盘在动力传输、能源管理等方面有着显著差异

和独特优势。在动力传输上，纯电动汽车底盘摒弃了传

统的燃油发动机和复杂的变速器，采用电动驱动系统，

电机直接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车轮，动力响应迅

速，传动效率大幅提高。混合动力汽车底盘则融合了燃

油发动机与电动机，通过精妙的动力耦合机构和智能控

制系统，实现两者的协同工作，在不同工况下灵活切换

动力源，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新能源汽车底盘还高度重

视能源管理。电池管理系统是其中关键，它实时监测电

池状态，包括电压、电流、温度等参数，精确控制电池

的充放电过程，保障电池安全稳定运行，延长电池使用

寿命。能量回收系统也是一大亮点，在车辆减速或制动

时，将车辆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并储存回电池，有效提高

了能源利用率，减少了能量浪费[1]。

2��新能源技术在汽车底盘中的应用

2.1  电动汽车底盘的新能源技术应用
2.1.1  电动驱动系统
电动驱动系统作为电动汽车底盘的核心动力源，性

能表现优异。以电动机为例，它依据电磁感应定律，将

电能高效转化为机械能。在实际应用中，像比亚迪汉EV

的电动机，能在极短的0.1秒内输出最大扭矩，使得车辆
0-100km/h加速仅需3.9秒，动力响应远超传统燃油发动机
（一般需1-2秒达到最大扭矩，0-100km/h加速多在6秒以
上）。控制器则精准调控，目前先进的控制器控制精度

可达0.05%，能实时调节电动机的转速、转矩等参数。创
新试验数据方面，有研究团队通过优化控制器算法，使

电动机在复杂工况下的能量转换效率提升了5%左右，进
一步提高了车辆的动力性能和续航能力。

2.1.2  电池管理系统
电池管理系统（BMS）对电动汽车至关重要。它实

时监测电池组参数，如电压监测精度可达±0.01V，能及
时发现过充、过放。以宁德时代的电池管理系统为例，

通过精准控制，可将电池寿命延长约20%。对电流的监控
也很关键，能使剩余电量计算误差控制在±5%以内。在温
度管理上，某品牌的BMS可将电池温度控制在±1.5℃的范
围内，保证电池在适宜温度工作。创新试验中，有团队采

用新型散热材料结合智能温控算法，使电池在高温环境下

热管理效率提升了15%，有效保障了电池性能和寿命。
2.1.3  能量回收系统
能量回收系统是电动汽车节能的关键技术。在实际

车辆中，如特斯拉Model Y的能量回收系统，在城市拥
堵路况下，每百公里可回收约15-20kWh的电能，回收效
率可达70%左右。合理的控制策略能兼顾制动安全和舒
适性。有研究机构通过对车辆行驶状态、电池电量等多

参数的实时分析，优化控制策略，使能量回收强度可根

据实际情况精确调节，在保证制动效果的同时，将能量

回收效率又提高了5%。并且，通过长期测试发现，采用
高效能量回收系统的车辆，制动片的更换周期延长了约

30%，降低了维护成本。
2.2  混合动力汽车底盘的新能源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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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混合动力系统架构
在混合动力汽车底盘中，新能源技术的应用正不断

革新。首先，以奥迪Q5混合动力系统为例，它有着独
特的组成与架构。从动力系统来看，其核心部件包括

2.0LTFSI汽油机，搭配功率控制电子装置，能精准调控
汽油机功率，确保稳定高效运行。还有高压蓄电池，为

车辆提供电动动力支持。8档手自一体变速器电机与变
速器协同工作，在不同行驶工况下实现动力的顺畅传递

与转换。混合动力模块是关键，它整合发动机与电机等

部件，协调发动机与电机的工作状态，让车辆在纯电、

燃油以及混合动力模式间灵活切换。电动空调压缩机也

采用了新能源技术，由高压蓄电池供电，相比传统压缩

机，能减少发动机负荷，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其次，奥

迪Q5混合动力系统通过这些部件的紧密配合，实现了传
统燃油与新能源的高效融合，在提升动力性能的同时，

有效降低油耗与排放，为混合动力汽车的发展提供了优

秀范例。如图所示：

2.2.2  发动机与电机的协同工作
发动机与电机协同工作是混合动力汽车高效运行的

保障。在启动阶段，电机优势明显，如别克君越混动

版，电机启动可使能耗降低约35%。加速时，电机扭矩
不足发动机介入，两者协同使车辆加速性能提升。匀速

行驶时，智能判断驱动方式，某品牌混动车在匀速工况

下，合理切换驱动模式可使燃油经济性提高10%。制动
时，电机回收动能，日产轩逸·纯电在制动过程中，电

机可回收约65%的动能转化为电能。
2.3  燃料电池汽车底盘的新能源技术应用
2.3.1  燃料电池系统
燃料电池系统是燃料电池汽车的核心。燃料电池堆

的发电效率不断提升，目前先进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堆发电效率可达65%以上，输出功率密度达到2.5kW/L。
空气供应系统和氢气供应系统精准控制，如空气压缩机

的流量控制精度可达±2%，氢气流量控制精度可达±1%。
水热管理系统维持适宜温度和湿度，确保质子传导率。

控制系统实时监测调节，有研究团队通过改进控制系统

算法，使燃料电池系统的稳定性提高，故障发生率降低

了20%，同时系统效率提升了3%左右，为车辆提供更可
靠的动力。

2.3.2  氢气储存与供应技术
氢气储存与供应技术影响燃料电池汽车发展。高压

气态储氢存储密度约为5kg/m³，如丰田Mirai采用70MPa
高压储氢罐。低温液态储氢存储密度可达42kg/m³，但液
化能耗大。固态储氢存储密度约为12kg/m³，安全性高。
在供应技术上，流量控制精度可达±0.5%，压力调节精度
可达±1%。创新试验中，有团队研发新型储氢材料，使固
态储氢吸放氢速度提高了30%，同时降低了成本。但加氢
基础设施建设仍需加强，目前加氢站平均加氢时间约为5
分钟，与加油时间相比仍较长[2]。

3��新能源技术在汽车底盘应用中的挑战

3.1  电池技术瓶颈
目前，电池技术的局限严重制约新能源汽车的发

展。从能量密度看，现有电池难以支撑车辆进行长距离

行驶，车主常常因担心电量不足而不敢远行，“里程焦

虑”成为普遍现象。充电速度也令人头疼，传统燃油车

加油仅需短短几分钟，而新能源汽车即便是快充，也

得耗费几十分钟，在分秒必争的现代生活中，这种缓慢

的充电速度难以满足人们快速补充能源的需求。另外，

电池寿命也是个大问题。随着充放电次数增多，电池容

量逐渐降低，车辆性能随之下降。而更换电池的高昂费

用，让许多车主望而却步，进一步阻碍了新能源汽车的

普及。

3.2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诸多不足。在偏远地区、农

村以及一些城市的老旧小区，充电桩数量极为稀少，新

能源车主常常遭遇找不到充电桩的尴尬局面。不仅如

此，不同品牌和类型的充电桩兼容性欠佳，充电接口和

通信协议不统一，这就导致车主在使用充电桩时面临诸

多不便，可能需要准备多种充电设备。因此，充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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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营管理也存在问题，设备出现故障后不能及时维

修，充电费用也不够透明，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用户的

使用体验，对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普及造成了阻碍。

3.3  燃料电池技术成本高昂
燃料电池技术成本居高不下，严重阻碍了其商业化

进程。燃料电池系统的关键部件，像质子交换膜、催化

剂等，制备工艺复杂，所使用的原材料价格昂贵，使得

燃料电池堆的成本一直降不下来。制取、储存和运输氢

气的成本也相当高。目前常用的电解水制氢方法，能耗

高、效率低；高压气态储氢对设备要求严苛，液态储氢

则需要消耗大量能量来维持低温；在运输环节，长距离

运输氢气困难重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燃料电池

汽车的使用成本远远高于传统燃油车，难以大规模推向

市场。

3.4  系统集成与优化难度大
新能源汽车底盘包含多个复杂的系统，比如电动驱

动、电池管理、能量回收等，各个系统之间紧密关联、

相互影响。由于不同系统往往由不同的供应商提供，技

术标准和接口规范缺乏统一，这就给系统集成带来了很

大难度。在集成过程中，要实现各系统之间的高效协同

工作，对动力分配、能量管理等进行优化，需要投入大

量的研发资源和时间来进行匹配和调试。这不仅增加了

研发成本和周期，还对新能源汽车整体性能的提升产生

了不利影响[3]。

4��新能源技术在汽车底盘中的未来发展趋势

4.1  电池技术的创新与突破
随着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电池技术有望迎来重大

突破。在能量密度方面，固态电池成为研究热点，其使

用固态电解质替代传统的液态电解质，能量密度可大幅

提升，有望使车辆续航轻松突破1000公里，彻底解决用
户的里程焦虑。充电速度也会显著提升，超快充技术或许

能让充电时间缩短至15分钟以内，甚至更短，媲美加油速
度。电池寿命方面，新型材料和电池结构的研发将延缓电

池容量衰减，延长电池使用寿命，降低更换成本。

4.2  充电基础设施的完善与智能化
未来，充电基础设施将在数量和质量上实现双重飞

跃。在布局上，充电桩将像加油站一样随处可见，不仅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商场、停车场全面覆盖，偏远地

区、农村也会逐步完善充电网络，解决新能源汽车出行

的后顾之忧。智能化程度将大幅提升，充电桩将具备智

能识别车辆、自动匹配充电参数、远程监控和故障诊断

等功能。车主可以通过手机APP远程查找空闲充电桩、预

约充电时间，实现即插即充，还能实时了解充电进度和

费用。

4.3  燃料电池技术的成本降低与商业化推广
为了降低燃料电池技术成本，科研人员正致力于改

进制备工艺和寻找替代材料。在燃料电池堆方面，通过

优化质子交换膜和催化剂的制备工艺，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开发新型廉价催化剂替代昂贵的

铂基催化剂，大幅降低材料成本。在氢气制取、储存和

运输环节，也会不断探索新技术。随着成本的降低，燃

料电池汽车将逐渐具备与传统燃油车竞争的价格优势，

实现大规模商业化推广，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重要发

展方向。

4.4  汽车底盘的智能化与网联化发展
未来汽车底盘将深度融合智能化与网联化技术。智

能化方面，底盘控制系统将更加智能，通过传感器实时

感知路况、车辆状态等信息，自动调整悬挂系统、制

动系统和动力输出，提供更舒适、安全的驾驶体验。例

如，在遇到颠簸路面时，智能悬挂系统可自动调整减震

器阻尼，使车辆行驶更加平稳。网联化方面，汽车底盘

将与车辆其他系统以及外部网络实现互联互通。车辆可

以实时获取交通信息，优化行驶路线，避免拥堵；还能

与充电桩、智能停车场等基础设施交互，实现自动充

电、自动泊车等功能[4]。

结束语

汽车底盘中的新能源技术，从当下的应用来看，已

经在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等领域取

得显著进展，但也面临电池技术瓶颈、充电设施不完

善等诸多挑战。展望未来，随着电池技术创新、充电设

施智能化、燃料电池成本降低以及底盘智能化网联化发

展，新能源技术必将在汽车底盘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

汽车产业向绿色、智能、高效方向大步迈进，为人们带

来更优质、环保的出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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