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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车身立柱总成及车辆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车身立柱总成及车

辆，属于车辆车身结构领域。该车身立柱总成，包

括车身立柱和设置于所述车身立柱内部的近场

通信装置，所述车身立柱的内部具有相对的第一

侧壁和第二侧壁，所述第一侧壁与所述近场通信

装置固定连接，所述第二侧壁设有与所述近场通

信装置匹配的避让特征。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包

括上述车身立柱总成的车辆。本实用新型的车身

立柱总成及车辆，能够使得客户体验和车辆造型

设计更加丰富且灵活多变，避免车门空间不足无

法布置NFC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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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身立柱总成，其特征在于，包括车身立柱和设置于所述车身立柱内部的近场

通信装置，所述车身立柱的内部具有相对的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所述第一侧壁与所述近

场通信装置固定连接，所述第二侧壁设有与所述近场通信装置匹配的避让特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身立柱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近场通信装置包括线束、沿

所述车身立柱的长度方向依次布置的天线和信号接收器，所述线束连接于所述信号接收器

的底部，所述天线的长度方向与所述车身立柱的长度方向平行。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车身立柱总成，其特征在于，

所述天线通过线束卡扣固定于车身，且与车辆的传动控制单元的主控制线束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车身立柱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车身立柱包括车门钣金立柱

和与所述车门钣金立柱配合的立柱饰板。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车身立柱总成，其特征在于，

所述天线和所述信号接收器均设有多个焊接孔，且所述立柱饰板上设有与每一所述焊

接孔对齐的熔焊柱，所述近场通信装置和所述立柱饰板通过在所述熔焊柱处进行熔焊后固

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车身立柱总成，其特征在于，

所述天线沿其长度方向设有多个所述焊接孔，所述立柱饰板的各个边缘处设有所述焊

接孔。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车身立柱总成，其特征在于，

所述车门钣金立柱设有与所述天线配合的避让凹部，以及与所述信号接收器配合的避

让开孔。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车身立柱总成，其特征在于，

所述立柱饰板的宽度方向上的一侧设有多个沿其长度方向布置的安装孔，用于穿设紧

固件，以通过所述紧固件与所述车门钣金立柱固定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身立柱总成，其特征在于，

所述车身立柱为所述车辆的B柱。

10.一种车辆，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车身立柱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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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身立柱总成及车辆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车辆车身结构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车身立柱总成及车辆。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或者在研车型，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场通信)装置在车

辆上布置的位置均位于前门后视镜、车门把手等位置。传统已经固化的NFC装置布置位置无

法给客户以及车辆造型设计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另外，受限于后视镜、车门把手等零件尺

寸，也可能存在无法布置NFC装置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第一方面的一个目的是要提供一种车身立柱总成，能够使得客户体验

和车辆造型设计更加丰富且灵活多变。

[0004] 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个目的是要避免车门空间不足无法布置NFC的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第二方面的一个目的是要提供一种包括上述车身立柱总成的车辆，使

得客户体验和车辆造型设计更加丰富且灵活多变。

[0006] 特别地，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车身立柱总成，包括车身立柱和设置于所述车身

立柱内部的近场通信装置，所述车身立柱的内部具有相对的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所述第

一侧壁与所述近场通信装置固定连接，所述第二侧壁设有与所述近场通信装置匹配的避让

特征。

[0007] 可选地，所述近场通信装置包括线束、沿所述车身立柱的长度方向依次布置的天

线和信号接收器，所述线束连接于所述信号接收器的底部，所述天线的长度方向与所述车

身立柱的长度方向平行。

[0008] 可选地，所述天线通过线束卡扣固定于车身，且与车辆的传动控制单元的主控制

线束相连。

[0009] 可选地，所述车身立柱包括车门钣金立柱和与所述车门钣金立柱配合的立柱饰

板。

[0010] 可选地，所述天线和所述信号接收器均设有多个焊接孔，且所述立柱饰板上设有

与每一所述焊接孔对齐的熔焊柱，所述近场通信装置和所述立柱饰板通过在所述熔焊柱处

进行熔焊后固定连接。

[0011] 可选地，所述天线沿其长度方向设有多个所述焊接孔，所述立柱饰板的各个边缘

处设有所述焊接孔。

[0012] 可选地，所述车门钣金立柱设有与所述天线配合的避让凹部，以及与所述信号接

收器配合的避让开孔。

[0013] 可选地，所述立柱饰板的宽度方向上的一侧设有多个沿其长度方向布置的安装

孔，用于穿设紧固件，以通过所述紧固件与所述车门钣金立柱固定连接。

[0014] 可选地，所述车身立柱为所述车辆的B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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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特别地，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车辆，包括上述任一项所述的车身立柱总成。

[0016]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近场通信装置的布置结构形式，将近场通信装置布

置在车门窗框位置，即车身立柱内，使得客户体验和车辆造型设计更加丰富且灵活多变，此

设计结构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的FUG车门结构(Frame  Under  Glass，玻璃下置式车门结构)，

同时避免车门空间不足无法布置NFC的问题。

[0017] 进一步地，本实施例的结构利用车门窗框本身的内部空间，不影响其造型，使得造

型的冗余自由度更大。

[0018] 根据下文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的详细描述，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更

加明了本实用新型的上述以及其他目的、优点和特征。

附图说明

[0019] 后文将参照附图以示例性而非限制性的方式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具体实

施例。附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标示了相同或类似的部件或部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理解，

这些附图未必是按比例绘制的。附图中：

[0020] 图1是根据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的车身立柱总成的分解示意图；

[0021] 图2是根据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的车身立柱总成安装于车辆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根据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的车身立柱总成的立柱饰板与近场通信装置的

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图1是根据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的车身立柱总成100的分解示意图。图2是根据

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的车身立柱总成安装于车辆时的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一个实施

例中，车身立柱总成100包括车身立柱10和设置于车身立柱10内部的近场通信(NFC)装置

20。车身立柱10的内部具有相对的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第一侧壁与近场通信装置20固定

连接，第二侧壁设有与近场通信装置20匹配的避让特征。一个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车身立

柱10为车辆的B柱。

[0024]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近场通信装置20的布置结构形式，将近场通信装置20

布置在车门窗框位置，即车身立柱10内，使得客户体验和车辆造型设计更加丰富且灵活多

变，此设计结构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的FUG车门结构(Frame  Under  Glass，玻璃下置式车门结

构)，同时避免车门空间不足无法布置NFC的问题。

[0025] 进一步地，本实施例的结构利用车门窗框本身的内部空间，不影响其造型，使得造

型的冗余自由度更大。

[0026]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近场通信装置20包括线束23、沿车身立柱10的长度方向

依次布置的天线21和信号接收器22，线束23连接于信号接收器22的底部，天线21的长度方

向与车身立柱10的长度方向平行。

[0027] 通过对近场通信装置20的摆放位置进行设计可以实现其在车身立柱10内的布置，

不影响车身立柱10自身的造型。

[0028] 进一步地，天线21通过线束23卡扣固定于车身，且与车辆的传动控制单元(DCU)的

主控制线束23相连。因此，近场通信装置20可以通过感受外部的信号输入，通过天线21接收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5794050 U

4



NFC钥匙信号的输入，通过信号接收器22处理转换成相关信号，再通过线束23输入到车辆

DCU，DCU生成车门的开关控制信号，由执行元件‑车门锁体机构最终完成车门开闭动作。

[0029] 进一步地，如图1所示，车身立柱10包括车门钣金立柱11和与车门钣金立柱11配合

的立柱饰板12。

[0030] 图3是根据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的车身立柱总成100的立柱饰板12与近场通信

装置20的结构示意图。如图3所示，一个实施例中，天线21和信号接收器22均设有多个焊接

孔201，且立柱饰板12上设有与每一焊接孔201对齐的熔焊柱(一般为塑料熔焊柱)，近场通

信装置20和立柱饰板12通过在熔焊柱处进行熔焊后固定连接。

[0031] 本实施例通过设置熔焊柱和焊接孔201的熔焊方式实现了立柱饰板12与近场通信

装置20的连接，这种焊接方式可以降低焊接对空间的要求，能够实现在车身立柱10这种较

狭小的空间内的部件连接。

[0032] 进一步的一个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天线21沿其长度方向设有多个焊接孔201，立

柱饰板12的各个边缘处设有焊接孔201。

[0033]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车门钣金立柱11设有与天线21配合的避让凹部111，以及

与信号接收器22配合的避让开孔112。这里的避让凹部111和避让开孔112为天线21和信号

接收器22提供了足够的避让空间，通过预留合理的避让凹部111可以避免因装配误差导致

的空间不足或者震动异响的问题，通过在信号接收器22对应的位置开设避让开孔112在实

现腔体避让的同时还能提升钣金防腐的能力，因为避让开孔112可以实现狭小空间的电泳

充分，使得钣金不生锈。

[0034] 这种通过避让凹部111和避让开孔112的设计是在车身立柱10内部腔体内进行的，

因此不会影响其外观汽车初步造型面(CAS面)的制作，从而满足造型自由发挥的要求。

[0035] 一个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立柱饰板12的宽度方向上的一侧设有多个沿其长度方

向布置的安装孔121，用于穿设紧固件，例如螺栓，以通过紧固件与车门钣金立柱11固定连

接。

[0036] 一个实施例中，近场通信装置20通过图2中6个焊接点进行塑料熔焊与立柱饰板12

固定，立柱饰板12再通过紧固件组合于车身钣金立柱处，这种连接方式保证了近场通信装

置20在车门框架上的刚度，可以避免用户开闭车门过程中产生的振动影响近场通信装置20

固有的信号接收处理性能。

[0037]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车辆，包括上述任一实施例或实施例的组合中的的车身立

柱总成100。

[0038] 该车辆将近场通信装置20布置在车门窗框位置，即车身立柱10内，使得客户体验

和车辆造型设计更加丰富且灵活多变，此设计结构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的FUG车门结构，同时

避免车门空间不足无法布置NFC的问题。

[0039] 进一步地，本实施例的结构利用车门窗框本身的内部空间，不影响其造型，使得造

型的冗余自由度更大。

[0040] 至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认识到，虽然本文已详尽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多

个示例性实施例，但是，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仍可根据本实用新型公

开的内容直接确定或推导出符合本实用新型原理的许多其他变型或修改。因此，本实用新

型的范围应被理解和认定为覆盖了所有这些其他变型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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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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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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