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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申报
（一）基本情况【围绕《浙江工程师学院（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工

程师职称评审参考指标》，结合该专业类别(领域)工程师职称评审相关标准，举例说明】

一、对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掌握情况

       
专业知识储备充分，且能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专业知识解决本领域的工程问题。研究生期间课

程平均分84分，符合工程师申报要求。其中高等传热学84分、清洁燃料低温高效长储技术89

分、产品研发中的数值模拟技术94分、智慧能源系统仿真与分析84分、车辆及发动机测试技

术84分。

二、工程实践的经历

       2021年1月-2022年3月 杭州环道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装备开发与测试项目 

动力电池浸没式热管理技术研究

       
杭州环道科技有限公司为浙江省汽车工业技术创新协会和浙江省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副理事

长单位，主要经营业务为新能源及智能汽车的研发、市场、运营等。教学装备开发与测试项

目启动于2020年，为了提高学生对新能源汽车的认识，我们开发了一款尺寸为 

2500mm*1550mm*618mm的车规级线控底盘。

       
该底盘具备四轮转向、远程控制、无人驾驶以及车联网等功能，为了进一步丰富与拓展其教

学功能，我们对底盘进行了可视化升级，其中常规电池模块封装程度高，可视化难度较大，

而浸没冷却架构简单，且能够完整展示电池模块的内部结构，有利于学生认识与了解电池的

整体架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但电池浸没冷却的工程应用案例较少，因此需要进

行文献检索、可行性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前期工作，也即实践期间我的主要工作内容。

三、在实际工作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案例

       
为解决教学装备的可视化问题，在电池的热管理模块中引入了浸没冷却技术，简化底盘设备

的同时，提高了电池模块的集成度，有利于教学装备的模块化生产。现有浸没冷却研究多基

于强制对流条件展开，但车辆在低工况运行时自然对流冷却即可满足一段时间的热管理需求

，因此节能高效且能全工况运行的热管理策略离不开自然对流冷却，但相关的研究较少，因

此本工作同时开展了强制对流与自然对流条件下的浸没冷却研究，主要工作内容与收获如下

：

       
1、搭建锂离子电池模组浸没冷却测试平台。选用21700电池组成的最小模组单元，搭建采用

去离子水冷却的浸没式热管理测试平台，平台主要由放电管理系统、冷却介质流动控制与测

量系统以及电池温度测量系统组成，能够测试不同工况、不同冷却条件下冷却介质与电池模

组的温度变化；

       
2、建立锂离子电池模组浸没式热管理系统仿真模型。基于试验工况建立了单体孤立模型与

连接件模型，通过对比仿真与试验结果验证了模型的可靠性，而模型对比结果表明，在自然

对流冷却条件下模组中导线的选型与布置对其热状态有较大的影响，但该影响在强制对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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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将不再显著。

       
3、探究冷却介质参数和模组结构参数对电池模组的热状态及热管理系统功耗的影响作用。

基于数值仿真方法，分析研究了浸没冷却主要因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1）对比分析了去

离子水、氟化液、矿物油和硅油四种冷却介质在不同流量和入口温度下的冷却效果；2）探

究了自然对流与强制对流条件下，结构参数对模组热状态与系统功耗的影响程度与规律，包

括进出口布置与尺寸、电池排布、电池边距与间距等。

       
4、教学装备电池模组热管理系统设计与验证。基于介质与结构参数的分析与研究，设计了

一种适用于教学装备的浸没冷却系统，并通过教学装备实际运行数据，设计了极端与典型两

种运行工况，并在两种工况下分别验证了系统的有效性。

      
5、项目实践总结与收获。项目实践的过程，即是学习与成长的过程，是将理论知识转化为

工作质量与效率的过程。本次项目实践，充分发挥了我研究生期间学习与掌握的理论知识与

技能，通过数值仿真完成了浸没冷却技术的应用基础研究与工程设计，提高了教学装备的可

视化与模块化，为其批量生产与推广做好了铺垫。同时也通过实践发现了浸没冷却技术在乘

用车领域推广的难度，在电动车日趋激烈的竞争形势下，浸没冷却的密封性、质量密度与功

耗的矛盾性等问题不解决，其应用就难以推广。但在梯次利用领域、储能电站领域以及教学

装备方面，浸没冷却仍有其用武之地。

       
本次项目实践所进行的应用基础研究具有可推广性，为不同条件下浸没冷却系统的工程设计

提供了方向性的参考。采用浸没冷却系统可提高电池的温度均匀性，使电池始终在安全、高

效的环境温度下工作，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的同时，也有利于在内短路、碰撞、针刺等极端条

件下热失控蔓延的抑制，提高了系统与整车的安全系数，为教学装备的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

。相关成果已形成论文两篇、专利一篇。

       
经过本次实践，明白了身为一名工程师仅仅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是不够的，从构成产

品各零件的采购、加工与装配到客户需求与潜在客户领域的开拓以及产品核心技术的研发投

入，都是一名合格的工程所需了解与熟悉的，这就要求工程师除了锻炼自身的专业能力与团

队协作能力之外，也不可忽视行业知识、跨专业知识以及交流合作能力的培养，这是我本次

实践的收获，也将是我未来的成长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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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得的业绩（代表作）【限填3项，须提交证明原件（包括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专利

证书、获奖证书、科技项目立项文件或合同、企业证明等）供核实，并提供复印件一份】

1. 
公开成果代表作【论文发表、专利成果、软件著作权、标准规范与行业工法制定、著作编写、科技

成果获奖、学位论文等】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含论文、授权专利（含

发明专利申请）、软件著

作权、标准、工法、著作

、获奖、学位论文等]

发表时间/

授权或申

请时间等

刊物名称

/专利授权

或申请号等

本人

排名/

总人

数

备注

一种锂离子电池单体热

失控核心温度估计方法
授权发明专利

2023年05

月02日

专利号：ZL

2022105504

77.1

5/10  

      

      

2.其他代表作【主持或参与的课题研究项目、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推广、企业技术难题解决方案、自

主研发设计的产品或样机、技术报告、设计图纸、软课题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设计方

案、施工或调试报告、工程实验、技术培训教材、推动行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

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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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号第5931654号

  发明专利证书

发 明 名 称：一种锂离子电池单体热失控核心温度估计方法

发 明 人：俞小莉;徐一丹;黄瑞;陈俊玄;陈杰;包敏杰;吴启超

祝庆伟;张栢源;齐建斌

专 利 号：ZL 2022 1 0550477.1

专 利 申 请 日：2022年05月18日

专 利 权 人：浙江大学

地 址：310058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866号

授 权 公 告 日：2023年05月02日 授 权 公 告 号：CN 114899523 B

国家知识产权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进行审查，决定授予专利权，颁发发明专利证书

并在专利登记簿上予以登记。专利权自授权公告之日起生效。专利权期限为二十年，自申请日起

算。

专利证书记载专利权登记时的法律状况。专利权的转移、质押、无效、终止、恢复和专利权

人的姓名或名称、国籍、地址变更等事项记载在专利登记簿上。

局长

申长雨

                                                           2023年05月02日

*2022105504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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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应当依照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缴纳年费。本专利的年费应当在每年05月18日前缴纳。

未按照规定缴纳年费的，专利权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终止。

 

申请日时本专利记载的申请人、发明人信息如下：

申请人：

浙江大学

发明人：

俞小莉;徐一丹;黄瑞;陈俊玄;陈杰;包敏杰;吴启超;祝庆伟;张栢源;齐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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