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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汽车白车身的前舱结

构总成，具有前舱结构(10)和固定在汽车白车身

上的副车架(32)，该前舱结构包括两个在车辆纵

向上延伸的纵梁(12,14,26)，所述纵梁在其前端

至少间接通过横梁(22)相互联接，该副车架在所

述纵梁(12,14)之间的自由空间内延伸并具有相

应的侧部(44,46)，所述侧部在形成缝隙(S)情况

下在侧旁沿相应的纵梁(12,14)延伸。在该副车

架(32)的至少其中一个侧部(44,46)与对应的纵

梁(12,14)之间的缝隙(S)内设有保护机构(38)

的支承件(40,42)，在该支承件(40,42)与对应纵

梁(12,14)之间形成另一个较小缝隙(A1 ,A2)的

情况下，该支承件在侧旁沿该纵梁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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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汽车白车身的前舱结构总成，具有：前舱结构(10)和固定在该汽车白车身

上的副车架(32)，该前舱结构包括两个在车辆纵向上延伸的纵梁(12,14)，所述纵梁在其前

端至少间接通过横梁(22)相互联接，该副车架在所述纵梁(12,14)之间的自由空间内延伸

并具有相应的侧部(44,46)，所述侧部在形成缝隙(S)情况下在侧旁沿相应的所述纵梁(12,

14)延伸，

其特征是，在该副车架(32)的至少一个所述侧部(44,46)与对应的所述纵梁(12,14)之

间的所述缝隙(S)内设有保护机构(38)的支承件(40,42)，在该支承件(40,42)和所述对应

的纵梁(12,14)之间形成另一个较小缝隙(A1,A2)情况下，该支承件在侧旁沿该纵梁延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前舱结构总成，其特征是，该支承件(40,42)被设计成安装件

并且在该副车架(32)侧被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前舱结构总成，其特征是，在该副车架(32)的两个侧部(44 ,

46)与各自对应的所述纵梁(12,14)之间的所述缝隙(S)内设有该保护机构(38)的相应的支

承件(40,42)，所述支承件分别在形成另一个较小缝隙(A1,A2)情况下在侧旁沿对应的所述

纵梁(12,14)延伸。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前舱结构总成，其特征是，在该副车架(32)的两个侧部(44 ,

46)与各自对应的所述纵梁(12,14)之间的所述缝隙(S)内设有该保护机构(38)的相应的支

承件(40,42)，所述支承件分别在形成另一个较小缝隙(A1,A2)情况下在侧旁沿对应的所述

纵梁(12,14)延伸。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前舱结构总成，其特征是，该保护机构(38)的这两个支承件

(40,42)被设计成标准构件。

6.根据前述权利要求1‑5之一所述的前舱结构总成，其特征是，该副车架(32)延伸到所

述纵梁(12,14)的相应前端部附近。

7.根据前述权利要求1‑5之一所述的前舱结构总成，其特征是，该支承件(40,42)在车

辆高度方向上向上和/或向下突出超过侧向对应的所述纵梁(12,14)。

8.根据前述权利要求1‑5之一所述的前舱结构总成，其特征是，该副车架(32)具有横梁

(48)，该横梁以至少一端支承到侧向对应的所述支承件(40,42)上，尤其在其上侧区域内。

9.根据前述权利要求1‑5之一所述的前舱结构总成，其特征是，该支承件(40,42)在下

侧区域内支承在该副车架(32)上的动力总成支承(50)上。

10.根据前述权利要求1‑5之一所述的前舱结构总成，其特征是，在底侧在该副车架

(32)上设置有与之对应的副架(52)，相应的所述支承件(40,42)被固定在该副架上。

11.一种用于汽车白车身的前舱结构总成的副车架(32)，该副车架设计用于安置在前

舱结构(10)的两个沿车辆纵向延伸的且在其前端至少间接通过横梁(22)相互联接的纵梁

(12,14)之间的自由空间内并且包括用于在该汽车白车身上固定该副车架(32)的若干固定

件，并且该副车架具有相应的侧部(44,46)，所述侧部在形成缝隙(S)的情况下在侧旁沿相

应的所述纵梁(12,14)延伸，

其特征是，在该副车架(32)上设有保护机构(38)的至少一个支承件(40,42)，在已安装

该副车架(32)的状态下，该支承件在该副车架(32)的侧部(44,46)之一与对应的所述纵梁

(12,14)之间的缝隙(S)内、在该支承件(40,42)和所述对应纵梁(12,14)之间形成另一个较

小缝隙(A1,A2)的情况下在侧旁沿该纵梁延伸。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2969630 B

2



用于汽车白车身的前舱结构总成以及副车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汽车白车身的前舱结构总成。本发明还涉及一种用于这种前

舱结构总成的副车架。

背景技术

[0002] 一种这样的前舱结构总成例如已经由DE  10  2017  002  972  A1公开，在这里，汽车

白车身的前舱结构包括两个在车辆纵向上相互平行且彼此间隔延伸的纵梁，纵梁在其前端

至少间接通过横梁、在这里是保险杠横梁相互联接。此外，前舱结构总成包括被固定在汽车

白车身上的用于接纳并保持电驱动装置的副车架。在此，副车架在纵梁之间的自由空间内

延伸并且具有各侧部，所述侧部在形成缝隙的情况下在侧向沿着相应纵梁延伸。

[0003] 汽车动力总成的日益多样化在统一的汽车前舱结构区域中带来许多不同的结构

空间状况，因此不同的前舱结构总成的事故行为可能显著变化。尤其是，如果前舱结构总成

与碰撞障碍物或事故对方在宽度上重叠小的情况下正面碰撞或尤其在前舱结构与相应事

故对方/障碍物的重叠小或甚至未重叠的情况下斜侧撞上事故对方或碰撞障碍物，就事故

行为而言迄今只能以复杂的其它措施来应对。

发明内容

[0004] 因此，本发明的任务是提供一种如前所述类型的前舱结构总成以及副车架，借此

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显著改善前舱结构总成的事故行为。

[0005] 根据本发明，该任务通过一种具有下文所述特征的前舱结构总成以及通过一种具

有下文所述特征的副车架来完成。本发明的有利改进方案是从属权利要求的主题。

[0006] 为了提供前言所述类型的具有改善的事故行为的前舱结构总成，本发明规定，在

副车架的其中一个所述侧部与侧向对应的纵梁、即与该侧部相邻设置的纵梁之间的缝隙内

设有保护机构的支承件，在与对应纵梁之间形成另一个较小缝隙情况下，该支承件在侧向

沿该纵梁延伸。因此，在副车架的侧部和侧向设置的相应纵梁之间的两个缝隙中的至少一

个缝隙内设有支承件，由此提供在支承件与对应纵梁之间的另一个较小缝隙。因此，该支承

件使相应缝隙变为较小缝隙，较小缝隙于是在所述支承件与对应纵梁之间延伸。

[0007] 根据本发明的支承件在此造成在与障碍物在宽度上重叠小或未重叠的正面碰撞

时或者在斜侧撞上障碍物时进行在各纵梁、侧向对应的支承件和副车架以及或许动力总成

本身之间的尽量早的形成阻挡/整体溃缩，以由此实现能量传递至车辆的背对撞击的一侧

和车辆在车辆横向上移动离开障碍物撞击点，由此可以总体显著减少侵入位于前舱结构之

后的乘员室。

[0008] 根据本发明设置在该支承件与侧向对应的纵梁之间的另一个较小缝隙此时有以

下优点，即，与碰撞相关的车辆前侧结构的、尤其是朝向支承件的纵梁的结构件通过与支承

在其上的横梁和或许设于其间的吸能件相关联而在车辆结构与障碍物或事故对方完全重

叠或至少部分重叠的正面碰撞中未受影响。这例如如此做到，即，在吸收撞击能情况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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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事故决定的纵梁变形时，布置在侧旁的支承件未造成干扰。即，所述至少一个支承件最好

不影响或仅以可忽略不计的程度影响纵梁的或设于纵梁和保险杠弯曲横梁之间的也称为

吸能盒的吸能件的期望规定变形。

[0009] 在本发明的其它设计中，该支承件被设计成安装件并在副车架侧被固定。这允许

副车架的最简单的制造和组合以及由副车架和保护机构组成的组件的安装。

[0010] 本发明的另一个有利实施方式规定，在副车架的两个侧部与各自对应的纵梁之间

的缝隙内设有该保护机构的相应支承件，该支承件分别在形成另一个较小缝隙的情况下在

侧旁沿着对应的纵梁延伸。通过相对于侧向对应的纵梁在两侧布置和形成支承件，在车辆

两侧得到如上已述的优点。

[0011] 本发明的另一个有利实施方式规定，该保护机构的这两个支承件可以被设计成通

用/相同的构件。由此，该保护机构的制造和安装可再次简化。

[0012] 在本发明其它设计中，副车架一直延伸到纵梁的各自前端部附近。由此，在以宽度

重叠小的方式撞上障碍物或事故对方时或在斜侧碰撞事故对方或障碍物时，在随同副车架

的方向上出现很有利的阻挡形成/整体溃缩，由此可做到将碰撞能量以传力方式传递到远

离撞击的车辆侧和进而使前舱结构在车辆横向上进一步移动远离事故对方/障碍物。也由

此又可降低侵入乘员室的危险和随之而来的乘员受伤危险。

[0013] 本发明的另一个有利实施方式规定，该支承件在车辆竖向上向上和/或向下超出

侧向对应的、即紧邻设置的纵梁。由此一来，可以在由事故决定的受力情况下以特别有利的

方式保证在各纵梁和对应支承件之间的可靠力传递。

[0014] 本发明的另一个有利实施方式规定，该副车架具有横梁，横梁以至少一端支承到

侧向对应的支承件上，尤其在其上侧区域中。也由此可使得由事故决定的力很有利地被传

递至侧向设置的纵梁、对应支承件和进而副车架。

[0015] 本发明的另一个有利实施方式规定，该支承件在下侧区域内支承在副车架上的总

成支承上。因此可以使得力特别有利地经由支承件传入各自总成，其随后也参与形成阻挡/

整体溃缩。由此一来，副车架的刚度可被附加提高。在此，各支承件可以附加地或唯一地被

固定在副车架的副架上。

[0016] 以上关于本发明的前舱结构总成所描述的优点以相同的方式适用于根据本发明

的副车架。

附图说明

[0017] 从以下对优选实施例的说明中以及结合附图得到本发明的其它优点、特征和细

节。以上在说明书中所提到的特征和特征组合以及以下在附图说明中提到的和/或在附图

中单独示出的特征和特征组合不仅可在各自指定的组合中、也可在其它组合中或单独地使

用，而未超出本发明的范围，其中：

[0018] 图1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用于汽车白车身的前舱结构总成的俯视图，它具有在其前

端通过横梁、尤其是保险杠弯曲横梁相互联接的各纵梁和被固定在汽车白车身上的副车

架，副车架在纵梁之间的自由空间内延伸并具有各侧部，所述侧部在形成缝隙情况下在侧

旁沿着相应的纵梁延伸，其中，在每个缝隙内，在与侧向对应的纵梁之间形成另一个较小缝

隙的情况下设有支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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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2示出根据图1的前舱结构总成的前视图，其中，尤其可以看到借助对应副架将

动力总成定位在副车架上；

[0020] 图3示出根据图1和图2的前舱结构总成的仰视图；

[0021] 图4a‑4c示出前舱结构总成的与图1相似的相应俯视图，其示出在例如车辆在车辆

结构各部分均未重叠的情况下斜侧碰撞障碍物时、在碰撞开始之前、在碰撞早期阶段中和

在碰撞事后阶段中的前舱结构总成变形；

[0022] 图5a‑5b示出前舱结构总成的与图1相似的相应俯视图，其中，在因为在车辆结构

与事故对方或障碍物完全重叠地碰撞时由事故决定的受力而造成的变形之前和变形过程

中的前舱结构总成被示出；

[0023] 图6a‑6b示出前舱结构总成的与图1相似的相应俯视图，其中，在因车辆结构与事

故对方或障碍物部分重叠的正面碰撞所造成的事故变形之前和变形期间的前舱结构总成

被示出。

[0024] 在图中，相同的或功能相同的零部件带有相同的附图标记。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在图1‑3中，以俯视图、前视图和仰视图示出用于轿车的前舱结构总成。从前舱结

构10中基本上可以看到各主纵梁12、14，其相互平行地从乘员室18的前端壁在车辆纵向(x

方向)上一直向前延伸。两个纵梁12、14在此在其前端间接地、即借助于各自的通常也称为

吸能盒的吸能件20通过横梁22在此是保险杠横梁相互联接，该横梁能够与吸能件20一起对

应配属于前端模块。在对应门柱(A柱)区域内示出了汽车白车身的其它的各侧壁24，侧壁与

端壁16相连接。最后，在端壁16上也支承有上纵梁26，上纵梁也在车辆纵向(x方向)上延伸

并通过白车身部分28联接至主纵梁12、14，其中，用于对应的看不到的前车轮的相应减振顶

包/圆拱/顶盖30或减振支柱容座被集成在白车身部分28中。

[0026] 除了前舱结构10，前舱结构总成还尤其包括副车架32，其在当前情况下设计用于

容纳用于汽车电动传动系的动力总成34。在此，副车架32在当前情况下通过各支承件36被

固定在各自侧向对应的主纵梁12、14上或支承于主纵梁上。

[0027] 概览图1和图2地尤其能看到，副车架32位于纵梁12、14之间的自由空间内。换言

之，副车架32关于车辆竖向(z方向)至少延伸经过两个纵梁12、14之间的高度区域。另外，副

车架32一直延伸到纵梁12、14的各自前端部附近。

[0028] 副车架32的各侧部44、46和对应的纵梁12、14一起分别形成缝隙S，该缝隙就像在

当前情况下那样在副车架32的两侧可能具有彼此不同的宽度，但也可以具有相同的宽度。

[0029] 在这里，在各侧部44、46与对应纵梁12、14之间的相应缝隙S内，分别设有保护机构

38的支承件40、42，支承件在内侧支承在副车架32的相应侧部44、46上，并且在外侧与所属

的纵梁12、14一起形成另一个比各自所属的缝隙S更小的缝隙A1或A2。换言之，通过各支承件

40、42将在副车架32和各纵梁12、14之间的相应缝隙S减小为在各支承件40、42和所属纵梁

12、14之间的相应缝隙A1或A2。在当前情况下，这两个较小缝隙A1或A2在此与各缝隙S相似地

在整个长度范围内形成，就是说，各支承件40、42并行于对应的主纵梁12、14延伸。

[0030] 两个支承件40、42均在这里被设计成一体式或多件式安装件，它可以在预装过程

中被固定在副车架32上，随后在例如副车架32的终装过程中与动力总成34一起被装入前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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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10中。因此，通过将各支承件40、42设计成相应的安装件并将其最好预先固定在副车架

32上，允许极其简单地制造副车架32并为其安装保护机构38。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也可以仅

在副车架32的一侧设置支承件40，而在另一侧未设置。此外，这两个支承件40、42可以在个

别调整以适配于前舱结构10的结构状况或刚度变化的情况下或者出于其它原因而具有彼

此不同的尺寸。但特别有利的是这两个支承件40、42被设计成相同构件，因此可以最简单制

造。支承件40、42尤其能以压铸方法或挤压方法由金属合金制造。它们例如可以按照吸能件

(吸能盒)形式构成，例如由相应的金属板材料构成，但也可以总体上作为塑料件构成。

[0031] 如可从图2中看到地，在这里在右侧可看到的支承件40基本呈矩形构成并且具有

宽度ΔY1。相对布置的支承件42以横截面基本呈L形的形式构成并且具有边宽度ΔY2，其比

其它支承件40的宽度ΔY1小。

[0032] 在当前情况下，两个支承件40、42支承在横梁48上，横梁如尤其可从图1中看到地

在副车架32的前侧区域内在车辆横向上且在其上侧或在动力总成34的前侧延伸。在下侧区

域内，支承件40、42支承在各自支承50上，动力总成34借此支承且固定在副车架32上。还可

以从图2中看到，各支承件40、42向上按照Δ+Z1且向下按照Δ‑Z2超出侧向对应的相应纵梁

12、14。

[0033] 由于支承件40、42在顶侧支承在副车架32的横梁48上且在底侧通过支承50来支承

在动力总成34上，造成最有利的阻挡形成/整体溃缩，因此通过还要更详述的方式可以很有

利地在车辆两侧之间传递事故力。

[0034] 由于纵梁12、14被相应支承件40、42所超出，尤其使得由事故决定的力很有利地从

车辆一侧被传递至车辆另一侧，即便当例如事故力的分量在车辆竖向(z方向)上取向且因

此例如应出现支承件40、42随同副车架32和动力总成34竖向位移时。最后可以从图2中看

到，在底侧在动力总成34上设置对应配属于它的呈车桥/轴结构形式的副架52，它可以设计

成整体式托架或辅助车架形式。通过副架52，整个副车架32连同动力总成34的刚度或阻挡

形成/整体溃缩性可以提升。

[0035] 在图4b和4c中，在与图1相似的相应俯视图中示出在车辆结构未与事故对方或者

障碍物54重叠时的斜侧碰撞过程中的前舱结构总成。在此，车辆根据方向箭头56在前行方

向上以相应速度运动。根据图4b，前舱结构总成于是在车辆左侧区域内碰撞到障碍物54，由

此前舱结构10或车辆在车辆横向(y方向)上按照值Y1进行位移。如可与在根据图4c的碰撞

事后阶段中的事故场景的进一步变化过程结合所看到地，由于各纵梁12、14与保护机构38

的支承件40、42以及副车架32尽早地整体溃缩，使得能量传递至车辆的背对撞击的一侧并

且使车辆在车辆横向(y方向)上移动了所述值Yi，其中在副车架内该动力总成34以及所属

支承50和横梁48还用于加强/形成阻挡，由此该前舱结构总成总体在车辆横向(y方向)上继

续移动离开障碍物54并且在这里因此可减少侵入乘员室18。另外，车辆方向变化，如依据箭

头56能看到的那样。

[0036] 在此所述的与斜侧碰撞相关的场景例如也适用于车辆结构与障碍物或事故对方

在宽度上重叠小或未重叠的正面碰撞。

[0037] 图5a示出在车辆结构与事故对方或障碍物完全重叠情况下在侵入之前的前舱结

构总成的与图1相似的俯视图。

[0038] 如可以从示出在碰撞事后阶段中的前舱结构总成的图5b中看到地，通过当前示出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12969630 B

6



的支承件40、42布置或通过在各支承件40、42与对应的纵梁12、14之间设有相应缝隙A1或A2，

还可以实现该前舱结构且尤其是纵梁12、14和相应吸能件20的顺利变形，而保护机构38以

及支承件40、42未阻碍变形。

[0039] 最后，图6a与图1相似地示出在事故对方或障碍物54与车辆结构部分重叠情况下

的正面碰撞发生前不久的前舱结构总成的俯视图。

[0040] 如在此从示出在正面碰撞的事后阶段中的前舱结构总成的图6b中能够看到地，在

这里，尤其是纵梁12的借助所属吸能件20的能量吸收也没有受到侧向对应的支承件40的阻

碍。

[0041] 因此综上可以看出，本发明前舱结构总成允许尤其在所述斜侧碰撞或者以宽度重

叠小的方式撞上障碍物54时的改善的事故行为，因为在各纵梁12、14、保护机构38以及支承

件40、42和副车架32(或许在整合有动力总成34的情况下)之间达成更好的形成阻挡/整体

溃缩，而前舱结构10的功能在车辆结构与事故对方或障碍物54完全重叠或部分重叠的正面

碰撞时能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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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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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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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图4b

图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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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

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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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a

图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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