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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舱风道系统及使用该风道系统的储能

舱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能储能舱领域，特别是涉及到

了一种储能舱风道系统及使用该风道系统的储

能舱。储能舱风道系统包括主风道和两个以上的

分支风道，主风道具有进风口和与分支风道连通

的出风口，分支风道按照与主风道进风口的距离

从远到近分为远端分支风道和近端分支风道，远

端分支风道有至少一个，远端分支风道的横截面

从靠近主风道的一端至另一端逐渐变小。由于本

发明的储能舱风道系统的分支风道按照与主风

道进风口的距离从远到近分为远端分支风道和

近端分支风道，并且远端分支风道的横截面从靠

近主风道的一端至另一端逐渐变小，可有助于保

持远端分支风道内的风压，促使各分支风道的出

风速度保持大致相同，最终保证储能设备的温控

系统的性能和温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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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储能舱风道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主风道和两个以上的分支风道，主风道具有进风

口和与分支风道连通的出风口，各分支风道中最靠近主风道的出风口的为近端分支风道，

其余均为远端分支风道，所述远端分支风道有至少一个，远端分支风道的横截面从靠近主

风道的一端至另一端逐渐变小，所述分支风道与主风道之间通过中间布风风道连接，中间

布风风道通过中间部分与主风道连接，分支风道沿中间布风风道的长度方向分布并且向中

间布风风道的外围一侧延伸，近端分支风道位于中间布风风道的中间部分，远端分支风道

在近端分支风道的两侧分布，分支风道上沿长度延伸方向布置有吹风口；所述近端分支风

道的横截面大小在近端分支风道延伸方向上不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储能舱风道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主风道包括纵向风道和横

向风道，横向风道与纵向风道一起构成T字形，进风口位于纵向风道远离横向风道的一端，

中间布风风道有两个并且分别与主风道的横向风道的两端连接。

3.储能舱，包括舱体，舱体内设有风道系统，其特征在于，风道系统包括主风道和两个

以上的分支风道，主风道具有进风口和与分支风道连通的出风口，各分支风道中最靠近主

风道的出风口的为近端分支风道，其余均为远端分支风道，所述远端分支风道有至少一个，

远端分支风道的横截面从靠近主风道的一端至另一端逐渐变小，所述分支风道与主风道之

间通过中间布风风道连接，中间布风风道通过中间部分与主风道连接，分支风道沿中间布

风风道的长度方向分布并且向中间布风风道的外围一侧延伸，近端分支风道位于中间布风

风道的中间部分，远端分支风道在近端分支风道的两侧分布，分支风道上沿长度延伸方向

布置有吹风口；所述近端分支风道的横截面大小在近端分支风道延伸方向上不变。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储能舱，其特征在于，所述主风道包括纵向风道和横向风道，

横向风道与纵向风道一起构成T字形，进风口位于纵向风道远离横向风道的一端，中间布风

风道有两个并且分别与主风道的横向风道的两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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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舱风道系统及使用该风道系统的储能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能储能舱领域，特别是涉及到了一种储能舱风道及使用该风道的储

能舱。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以电池、超级电容等储能设备为主的储能舱在新能

源车辆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在使用的过程中，由于储能设备需要在一定的温度条件

下才能充分发挥功用，为了保证设备的平稳运行，储能舱的舱体中均设有相应的风道系统。

其中公告号为CN203305826U的中国专利中就公开了相关的技术。

[0003] 在现有的储能舱中，风道一般采用直通管式风道，该风道可将风从空调的出风口

送到储能设备处，但是其各个送风口均是沿风道的延伸方向间隔设在风道上，各个送风口

存在出风速度不均衡的问题，最终难免影响储能设备的温控系统的性能和温控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储能舱风道系统，以解决现有储能舱风道系统的送风

口出风速度不均衡的问题。

[0005] 同时，本发明的目的还在于提供使用上述储能舱风道系统的储能舱。

[0006]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的储能舱风道系统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储能舱风道系

统，包括主风道和两个以上的分支风道，主风道具有进风口和与分支风道连通的出风口，所

述分支风道按照与主风道进风口的距离从远到近分为远端分支风道和近端分支风道，所述

远端分支风道有至少一个，远端分支风道的横截面从靠近主风道的一端至另一端逐渐变

小。

[0007] 所述分支风道与主风道之间通过中间布风风道连接，中间布风风道通过中间部分

与主风道连接，分支风道沿中间布风风道的长度方向分布并且向中间布风风道的外围一侧

延伸。

[0008] 所述主风道包括纵向风道和横向风道，横向风道与纵向风道一起构成T字形，进风

口位于纵向风道远离横向风道的一端，中间布风风道有两个并且分别与主风道的横向风道

的两端连接。

[0009] 分支风道上沿长度延伸方向布置有吹风口。

[0010] 各分支风道中最靠近主风道的出风口的为近端分支风道，其余均为远端分支风

道。

[0011] 储能舱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储能舱，包括舱体，舱体内设有风道系统，风道系统包

括主风道和两个以上的分支风道，主风道具有进风口和与分支风道连通的出风口，所述分

支风道按照与主风道进风口的距离从远到近分为远端分支风道和近端分支风道，所述远端

分支风道有至少一个，远端分支风道的横截面从靠近主风道的一端至另一端逐渐变小。

[0012] 所述分支风道与主风道之间通过中间布风风道连接，中间布风风道通过中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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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风道连接，分支风道沿中间布风风道的长度方向分布并且向中间布风风道的外围一侧

延伸。

[0013] 所述主风道包括纵向风道和横向风道，横向风道与纵向风道一起构成T字形，进风

口位于纵向风道远离横向风道的一端，中间布风风道有两个并且分别与主风道的横向风道

的两端连接。

[0014] 分支风道上沿长度延伸方向布置有吹风口。

[0015] 各分支风道中最靠近主风道的出风口的为近端分支风道，其余均为远端分支风

道。

[0016] 由于本发明的储能舱风道系统的分支风道按照与主风道进风口的距离从远到近

分为远端分支风道和近端分支风道，并且远端分支风道的横截面从靠近主风道的一端至另

一端逐渐变小，因此，可有助于保持远端分支风道内的风压，促使各分支风道的出风速度保

持大致相同，最终保证储能设备的温控系统的性能和温控效果。

[0017] 更进一步的，中间布风风道可以在分支风道数量一定的情况下，进一步使分支风

道与主风道进风口的距离差缩短，减小各分支风道出风口速度差；分支风道上布设吹风口

可以扩大吹风范围。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储能舱风道系统的实施例的主视图；

[0019] 图2是储能舱风道系统的实施例的俯视图；

[0020] 图3是储能舱风道系统的实施例的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储能舱风道系统的实施例，如图1-3所示，该储能舱风道系统包括主风道11、中间

布风风道12和分支风道13。

[0022] 主风道11具有进风口和出风口，在本实施例中，主风道11包括纵向风道111和横向

风道112，纵向风道111沿前后方向延伸，横向风道112沿左右方向延伸，横向风道112与纵向

风道111一起构成T字形，进风口位于纵向风道111远离横向风道112的一端，出风口位于横

向风道112的两端处，主风道11的进风口一端处连接有引风风道14，引风风道14用于将主风

道11的进风口与空调连接，从而使主风道11能够接收来自于空调的冷（热）风，此处引风风

道14有两个，两引风风道的延伸方向相反（一左一右）并且各自有向下的喇叭口结构。

[0023] 中间布风风道12连接在主风道11与分支风道13之间，在本实施例中，中间布风风

道12有两条，两条中间布风风道12分别与主风道11延伸方向相同并且各自通过中间部分与

主风道的出风口连接，因此，经过主风道的出风口的风可以先到达中间布风风道12的中间

部分，然后再向两端流动。

[0024] 分支风道13是该储能舱风道系统的最后一级风道，其用于将主风道11送来的冷

（热）风分配到相应的位置处，在本实施例中，分支风道13共有10条，其中每个中间布风风道

12上有5条并且沿中间布风风道的延伸方向间隔布置，其中分支风道13按照与主风道进风

口的距离从远到近分为远端分支风道和近端分支风道，远端分支风道有至少一个，远端分

支风道的横截面从靠近主风道的一端至另一端逐渐变小，近端风道的横截面大小在近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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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延伸方向上不变，本实施例中，远端风道为楔形通道，近端风道为矩形通道。

[0025] 在本实施例中，近端分支风道有两个，即离主风道的出风口最近的两个，其余均为

远端分支风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本实施例中，每个分支风道上均沿长度延伸方向布置

有吹风口131，这样可以更加有助于冷（热）风的均匀分布。

[0026] 在储能舱风道系统的其它实施例中，所述的中间布风风道还可以省略，此种情况

下，直接将分支风道设于主风道上即可；分支风道还可以不必沿长度方向布设吹风口，其下

端口设为吹风口即可。

[0027] 储能舱的实施例，该储能舱包括舱体和设于舱体顶部的风道系统，其中舱体的结

构为现有技术，风道系统的结构与上述储能舱风道系统的实施例的结构相同，此处不予赘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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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8

CN 104943531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