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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数据驱动与电池特

性相结合的电池寿命预测方法，包括电池老化与

剩余寿命因子测试分析及权值对比，电池与用户

画像算法建立，数据清洗提取分析，SOH算法设计

等步骤；本发明的优点在于：不仅能够应用于具

有历史使用数据的车辆或电池产品的估算预测，

也能够应用于无历史运行或测试数据而只有电

池画像与用户画像的电池SOH的估算，应用范围

广，且算法设计具有自学习性，可随着数据量的

增大不断提升估算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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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数据驱动与电池特性相结合的电池寿命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

以下步骤：

步骤1：电池性能测试与影响因子研究，测试电池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电池的老化规律，

分析电池各参数对电池老化的影响程度；

步骤2：数据选取，下载不同款电池搭载车型的运行数据，包含不同里程、不同用户、  不

同区域数据；

步骤3： 因子提取，提取车辆的电池与用户行为的相关数据信息；

步骤4：SOH计算，计算车辆在不同状态下的SOH;

步骤5：根据提取数据，结合电池寿命衰减因子设计建立电池与用户画像算法模型；

步骤6：分析数据，建立电池与用户画像中标签与SOH的关系算法模型；

步骤7：待评电池估算，根据已有算法，输入已知标签，输出评估结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数据驱动与电池特性相结合的电池寿命预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的不同环境条件是指：不同的温度条件、不同的充放电倍率、不同的电

池充放电起始SOC值、不同的充电方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数据驱动与电池特性相结合的电池寿命预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的不同款电池包括：国内销量较好的车型排名及搭载车型较多的电芯

排名对应的车辆数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数据驱动与电池特性相结合的电池寿命预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的电池相关信息包括：电池材料、电芯厂家、电池串并联、额定容量、能

量回收、加热方式、冷却方式、充电方式、动力电池标称电压、动力电池标称容量、最大允许

工作电流、最大允许充电电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数据驱动与电池特性相结合的电池寿命预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的用户行为相关数据信息包括：用户类型、满电时的最大续驶里程、

ODO（总里程）、用户区域、快慢充频率、行驶过程的平均功率、每次行驶过程中的电流峰值、

行驶过程中的平均能量回收、车辆最长搁置时间、快慢充开始的SOC与截止时的SOC、单次行

驶车速、单日出行次数、单日出行里程、单次出行时间、每日出行时刻、每日结束时刻、快慢

充发生时刻、快慢充对应经纬度、两次充电间隔里程。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数据驱动与电池特性相结合的电池寿命预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的SOH计算方式为：计算间隔为0.5-3个月，选择充电数据进行计算、且

接近满充的数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数据驱动与电池特性相结合的电池寿命预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的电池画像标签包括：电池材料、电芯厂家、电池串并联、额定容量、能

量回收、加热方式、冷却方式、充电方式、动力电池标称电压、动力电池标称容量、最大允许

工作电流、最大允许充电电压。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数据驱动与电池特性相结合的电池寿命预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的用户画像标签包括：  用户类型、满电时的最大续驶里程、ODO总里

程、用户区域、快慢充频率、单次出行里程分布、单次出行时间分布、单日出行里程分布、单

日出行时间分布、快慢充地点、快慢充开始时刻、每次充入电量、每次行驶路况、每次行驶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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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数据驱动与电池特性相结合的电池寿命预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的算法模型建立，可选择目前使用较广的自学习大数据神经网络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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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数据驱动与电池特性相结合的电池寿命预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池寿命预测(RUL)方法，具体地说是一种基于数据驱动与电池

特性相结合的电池寿命预测方法，属于电池寿命预测(RUL)方法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锂电池应用领域的越来越广泛，其设计容量逐渐加大，而电池单体的不一致

以及运行工况的不同，使得电池的使用寿命差异较大，电池性能衰减的因素较多，电池内部

化学反应机理较为复杂，使得电池寿命预测较难实现。

[0003] 电动汽车采用汽车电池作为供电源，并通过BMS(BatteryManagementSystem，电池

管理系统)集中管控汽车电池的运作。为了保证BMS正常的系统运转，需要高频次地采集汽

车电池的电流、电压、温度、电池故障信号等的电池数据，并由电池数据服务器针对电池数

据进行汽车电池寿命预测。

[0004] 现有的电池寿命预测模型通常基于两种建模方法，一是经验模型。经验模型通常

需要进行大量的测试，得到测试数据，通过获取参数值，取得容量衰减的经验数据，其需要

的时间较长，要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测试以获取数据。二是物理或基于数据驱动模型。由于

锂电池的失效机理较为复杂、物理模型难以建立，因此现有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建立数据

驱动模型的方法，如自回归(AR)模型、卡尔曼滤波、神经网络等，但由于缺乏实验数据，导致

电池运行后期误差较大。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设计了一种基于数据驱动与电池特性相结合的电池寿

命预测方法，不仅能够应用于具有历史使用数据的车辆或电池产品的估算预测，也能够应

用于无历史运行或测试数据而只有电池画像与用户画像的电池SOH的估算，应用范围广，且

算法设计具有自学习性，可随着数据量的增大不断提升估算的准确性。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基于数据驱动与电池特性相结合的电池寿命预测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电池性能测试与影响因子研究，测试电池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电池的老化规律，

分析电池各参数对电池老化的影响程度；

步骤2：数据选取，下载不同款电池搭载车型的运行数据，包含不同里程、不同用户、  不

同区域数据；

步骤3： 因子提取，提取车辆的电池与用户行为的相关数据信息；

步骤4：SOH计算，计算车辆在不同状态下的SOH;

步骤5：根据提取数据，结合电池寿命衰减因子设计建立电池与用户画像算法模型；

步骤6：分析数据，建立电池与用户画像中标签与SOH的关系算法模型；

步骤7：待评电池估算，根据已有算法，输入已知标签，输出评估结果。

[0007] 作为优选，步骤1中的不同环境条件是指：不同的温度条件、不同的充放电倍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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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电池充放电起始SOC值、不同的充电方式。

[0008] 作为优选，步骤2中的不同款电池包括：国内销量较好的车型排名及搭载车型较多

的电芯排名对应的车辆数据。

[0009] 作为优选，步骤3中的电池相关信息包括：电池材料、电芯厂家、电池串并联、额定

容量、能量回收、加热方式、冷却方式、充电方式、动力电池标称电压、动力电池标称容量、最

大允许工作电流、最大允许充电电压。

[0010] 作为优选，步骤3中的用户行为相关数据信息包括：用户类型、续航里程（满电时的

最大续驶里程）、ODO（总里程）、用户区域、快慢充频率、行驶过程的平均功率、每次行驶过程

中的电流峰值、行驶过程中的平均能量回收、车辆最长搁置时间、快慢充开始的SOC与截止

时的SOC、单次行驶车速、单日出行次数、单日出行里程、单次出行时间、每日出行时刻、每日

结束时刻、快慢充发生时刻、快慢充对应经纬度、两次充电间隔里程。

[0011] 作为优选，步骤4中的SOH计算方式为：计算间隔为0.5-3个月，选择充电数据进行

计算、且接近满充的数据。

[0012] 作为优选，步骤5中的电池画像标签包括：电池材料、电芯厂家、电池串并联、额定

容量、能量回收、加热方式、冷却方式、充电方式、动力电池标称电压、动力电池标称容量、最

大允许工作电流、最大允许充电电压。

[0013] 作为优选，步骤5中的用户画像标签包括：  用户类型、续航里程（满电时的最大续

驶里程）、ODO总里程、用户区域、快慢充频率、单次出行里程分布、单次出行时间分布、单日

出行里程分布、单日出行时间分布、快慢充地点、快慢充开始时刻、每次充入电量、每次行驶

路况、每次行驶速度。

[0014] 作为优选，步骤6中的算法模型建立，可选择目前使用较广的自学习大数据神经网

络算法，如：SVM、遗传算法、自竞争算法等。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依据电池健康老化程度的影响因素，前期建模过程借助新

能源车辆在线监控平台、储能等电池相关产品的监控数据，考虑电池本身特性与电池的历

史使用习惯，建立基于电池画像与车辆用户画像的SOH（电池健康状态）的自学习评估算法，

及在特定条件下使用的电池的剩余寿命。本发明方法不仅能够应用于具有历史使用数据的

车辆或电池产品的估算预测，也能够应用于无历史运行或测试数据而只有电池画像与用户

画像的电池SOH的估算，应用范围广，且算法设计具有自学习性，可随着数据量的增大不断

提升估算的准确性。

[0016]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选实施例仅用

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8] 实施例1

一种基于数据驱动与电池特性相结合的电池寿命预测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电池性能测试与影响因子研究，测试电池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电池的老化规律，

得到不同的温度条件、不同的充放电倍率、不同的电池充放电起始SOC值、不同的充电方式

等条件下电池寿命的衰减趋势，并分析电池各参数对电池老化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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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步骤2：数据选取，下载不同款电池搭载车型的运行数据，包含不同里程、不同用

户、  不同区域数据。例如根据国内车辆销量排名，选取了一款销量较好的车型，然后通过车

辆在线监控平台、充电桩、移动监测设备等途径查询并下载同一用户类型、同一地域、里程

在30万公里左右的100辆车，同一用户类型、里程在30万公里左右、不同地域的100辆车，里

程在30万公里左右、同一地域、不同用户类型的100辆车以及其他交叉条件对应的车辆历史

数据，做为之后搭建该款车型模型的数据基础。

[0020] 步骤3：因子提取，提取车辆的电池与用户行为的相关数据信息，例如用户类型、续

航里程（满电时的最大续驶里程）、用户区域、ODO（总里程）、快慢充频率、行驶过程的平均功

率、每次行驶过程中的电流峰值等标签信息，用以建立电池与用户画像。

[0021] 步骤4：SOH计算，计算车辆在不同状态下的SOH；根据间隔为0.5到3个月的历史数

据，选择其中接近满充的充电数据，按照安时积分法计算车辆该装态下的可用容量及SOH。

[0022] 步骤5：根据提取数据，结合电池寿命衰减因子设计建立电池与用户画像算法模

型；即以电池实际使用过程的因子数据作为输入数据，结合不同温度、不同电流、不同充电

放电深度条件对电池老化的影响程度，通过GRNN算法建立电池与用户画像算法模型。

[0023] 步骤6：分析数据，建立电池与用户画像中标签与SOH的关系算法模型；建立模型的

算法可选择目前使用较广的自学习大数据神经网络算法，如：SVM、遗传算法、自竞争算法

等。

[0024] 步骤7：待评电池估算，根据已有算法，输入已知标签，输出评估结果。例如一辆运

行区域在江苏的某款车型的运营车，当前ODO总里程为11.8万公里，续航里程为180公里，

快、慢充频率分别为0%和100%，行驶路况基本为高速，单次日出行时间大概在上午9点和下

午6点，  单日出行里程基本在50公里，每次行驶速度基本为100km/h，输出的SOH为86%，根据

电池与用户画像中标签与SOH的关系算法模型预计SOH衰减到80%还能再行驶5.1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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