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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实践训练整体情况

实践单位

名称
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有限公司

实践单位

地点
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二路 818号

实践岗位

名称
电池管理系统开发岗

2020年 10月 01日开始  至  2021年 11月 25 日结束
专业实践

训练时间
分段进行

专业实践训练累计  420  天（单位考核前），其中项目

研究天数  280  天（单位考核前）

（1）基本概况（含实践单位简介、实习实践内容等）

吉利汽车研究院成立于 2003 年，是吉利集团的研发大本营，是吉利技术体系的

核心力量产品输出和“技术领先”戓略的动力源泉。吉利研究院新址位于宁波市杭州

湾新区，北与嘉兴市隔海相望，位居上海、杭州、宁波三大都市几何中心。吉利研究

院是集设计研发、试验试制、质量控制、供应商协同开发于一体的吉利设计及试验中

心。拥有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研发技术中心、整车试验中心、动力总成试验中心、整车

试制中心及其相关生活配套设施；项目占地面积 415亩，总建筑面积 34万平方米，

可容纳约 8000人办公。

   吉利研究院现拥有各种专利 11800余项，被列为“中国企业知识产权自主创新十

大品牌”，是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高新技术企业”。现有员工

5000余人，国家 5564计划专家 6人，在册博士近百人。

   PMA项目是首款搭载吉利纯电浩瀚架构平台的电池包，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

的核心部件，所占整车制造的成本比重非常高，其性能也关乎整车的续航能力和安全

性能。而电池管理系统又是动力电池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件。本人主要参与电池管理

系统需求定义、软件开发、测试验证等工作。



4

（2）项目研究概述（含项目名称、项目来源、项目经费、主要研究目标和技术难点

等）

PMA项目电池管理系统为吉利软硬件自主开发的第二代电池管理系统产品，开发

400V平台化 BMS产品，将同时用于 PMA-1和 PMA-2等多个 400V电池包平台，用以满

足极氪、几何、枫叶、等吉利集团内多品牌的车型需求。主要开发工作包括硬件开发、

平台化底层软件开发，平台化应用层软件开发，车型差异化应用层软件开发，软件集

成，HIL测试以及整车测试等工作内容。项目立项总费用 1291.03万。主要研究目标

和技术难点主要是满足整车功能需求、系统寿命达到 15年或 30万公里，适配多品牌

多款车型，SOX算法精度估计精度全温度范围内小于等于 3%，符合 ASPICE开发流

程，满足功能安全 ASIL C并通过相关认证。

（3）项目开展情况（含项目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研究团队分工、本人

承担任务及完成情况，存在问题与改进建议等，不少于 500字。）

电池管理系统(BMS,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为数据监测(电压、温度、电流等)、状态估算

(SOC/SOH/SOE/SOP等)、继电器控制、充放电控制、热管理、均衡、故障诊断、数据

存储、信息交互等，其目的是保证电池系统的安全、耐久、动力等设计性能，可以有

效的监控电池状态，延长电池寿命。项目开发主要包括 PCB硬件开发、外壳体开发、

平台化底层软件开发，平台化应用层软件开发，首发极氪车型差异化应用层软件开

发，软件集成，HIL测试以及整车测试等产品开发工作内容。

 硬件关键技术指标主要有：

 支持支持 4路 CAN通信，至少 1路支持 CAN-FD,预留 1路 LIN通信，支持以太网；

 具备 5路独立的高压系统电压采集回路；

 集成板载 BPS模块实现电池包内气压检测与唤醒功能；

 具备 3路高压互锁信号检测回路，能够对高压回路接插件的可靠连接进行检测；

 新增 OC过流检测功能，并将电池检测高压由 400V提高至 800V；

 具备绝缘电阻动态监测功能；

 具备对动力电池母线电流进行实施采集的功能；

 电压小于 4.5V（12V常供电），接触器应立即断开，硬件实现；

 具备 7路唤醒输入和 3路唤醒输出；

 具备液位检测功能；

 能够检测电流型碰撞和 PWM型碰撞；

 温度采集包括：快充插座温度采集（2路），进出水口温度采集（2路），预充电阻

温度采集（1路）和电池模组温度采集（单个模组至少 3路）；

 具备 8路高压继电器驱动控制，其中至少 4路工作温度范围内持续载流能力大于

1000mA，3路持续载流能力不小于 500mA，主正继电器、主负继电器和快充正极继电

器需要高低边分别控制。

 软件主要开发内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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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匹配全新的硬件平台，底层适配 AUTOSAR4.4.0版本并向下兼容；

2. 支持 CANFD和信息安全功能，满足整车通信和信息安全需求；

3. 优化软件需求开发和软件架构开发过程，开展基于功能链的软件架构平台设计，软

件具有更好的兼容性、可配置性和可扩展性，解决电池包项目配置多、软件版本多的

痛点问题；

4. 优化 SOX软件资源消耗、为复杂算法储备，优化低温 SOC精度，完成单体

SOC/SOH/容量计算，建立 SOT模型；

5. 云端大数据开发，建立诊断预警、续航里程模型、剩余寿命预测、充电桩分析、车

型画像模型，探索车端和云端算法融合；

6. 按照 ASPICE流程 II级要求并融合功能安全进行新平台软件开发，导入 ALM等软件

开发工具，提升软件开发质量和效率；部署公司级软件数据管控方案，确保软件信息

安全；为企业通过 ASPICE III级认证奠定基础；

7. 落地持续集成方案减少集成失效率，解决人工集成易出错的痛点问题；

8. 探索新形势下适用于新能源控制器软件敏捷开发流程，为域控软件开发做好准备；

项目开发范围包括软件和硬件，团队成员涵盖结构工程师、硬件工程师、测试工

程师、底层软件工程师、应用层软件工程师、算法工程师、功能安全工程师、系统工

程师以及质量管理人员。本人为系统工程师，主要负责功能分解、需求定义、开发计

划制定与管理、问题分析与解决、系统层级测试及验证。在项目开发期间顺利完成软

硬件的整车每个节点交付，按需求完成功能开发及验证，系统中软硬件问题按期完成

分析和整改，最终顺利完成软硬件开发，交付整车，搭载极氪车型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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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实践训练收获

（一）围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举例说明以下收获（不少于 800字）

1. 知识掌握：

   通过全程参与项目开发，学习了吉利 2.0系统架构及软件需求。尤其整车模式管

理、网络 VFC/PNC管理、软件需求定义等与之前项目有很大差异，具有很大的创新性

和优势。更加理解电池管理系统需求，熟悉基于 autosar架构的电池管理系统软硬件

开发，熟练掌握开发及测试工具，如 matlab/simulink，CANoe，CANape，

greenhills，systemweaver等。掌握功能安全开发流程及过程管理。

2. 能力提升：

   提升了过程管理和风险识别能力，制定计划时就要考虑识别风险及紧急处理措施。

提升了问题分析和解决能力，收到问题反馈后信息搜集要全面，分析问题要一问到

底，解决问题要考虑临时措施和永久措施。提升功能定义和需求分解能力，在

systemweaver中进行功能定义和需求分解，需求要分层级，一级一级细化。

3. 素质养成：

   目的明确，态度端正，认真学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需要更新知识、开拓视野。

通过学习让我觉得思维开阔，深感受益不浅。

4. 其他：

   无论在工作还是学习中，做计划与沟通都很重要。做短期和长期的计划可以让你

对后面的每一步怎么走有比较明确的方向，而不至于迷茫或手足无措。沟通的目的不

在于自己讲明白，还要对方听明白。在日常的项目推进过程中不断练习有效沟通是受

益终身的事。

（二）取得成效

完成全新纯电平台电池管理系统软硬件开发并搭载整车量产，主要包括硬件开发、

平台化底层软件开发，平台化应用层软件开发。

 完成的硬件指标主要有：

1. 将分流器 SHUNT与控制板 HVA分开-分流器实际应用中发热严重，影响 PCBA的使用

寿命；

2. CVS新增 OC过流检测功能；

3. 新增 CANFD通讯功能与 PSS_Drv控制可关联 OC与 Crash信号驱动 PyroFUSE；

4. 集成板载 BPS模块实现电池包内气压检测与唤醒功能；

5. CSC支持双向菊花链通讯设计，并支持 CSC反向唤醒 BMU功能；

产品完成 ASPICE认证，并拿到功能安全认证证书。

3.在校期间主要研究成果【含产品与样机、专利（含申请）、著作、软件著作权、论

文、标准、获奖、成果转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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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支撑材料

在校期间主要研究成果【含产品与样机、专利（含申请）、著

作、软件著作权、论文、标准、获奖、成果转化等】证明材料原件

扫描件，具体提交要求如下：

1.产品与样机扫描件包含企业证明材料（含产品与样机功能及

创新性介绍、社会经济效益、个人贡献说明及相关照片等）。

2.授权专利扫描件包含专利证书授权页；未授权专利扫描件包

含专利受理书扫描件和专利请求书扫描件。

3.著作扫描件包含封面、封底和版权页。

4.软件著作权扫描件包含著作权证书和登记申请表。

5.论文扫描件包含封面、封底、目录和论文全文（含收录证

明）。

6.标准扫描件包含封面、版权页、发布公告、前言和目次。

7.获奖扫描件包含显示单位和个人排名的获奖证书。

8.成果转化扫描件包含企业证明材料（含成果技术说明、社会

经济效益、个人贡献说明及相关照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