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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汽车自产生以来，为人类提供了诸多便利。
作为支柱型龙头产业的汽车行业，带动了众多的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对各国的就业、扩大内需、经
济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然而，汽车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交通事故和交通拥堵等负面问
题。
　　实际上，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正是目前世界各国不得不面临的两大难题。
而汽车能源消耗是造成大气污染和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全球石油危机的重要原因。
面对严峻的形势，各国政府均努力寻求解决途径。
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各国政府和汽车行业均认识到：发展电动汽车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环境，
也可以缓解能源紧缺问题，调整能源结构。
　　我国电动汽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萌芽阶段。
萌芽阶段指20世纪60年代到2000年。
期间，“八五”规划将电动汽车列入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九五”规划将电动汽车列入国家重大科技
产业工程项目。
　　·研发培育阶段。
研发培育阶段指2001～2007年11月。
期间，电动汽车专项正式启动，《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实施。
　　·产业培育阶段。
产业培育阶段指从2007年11月开始至今。
期间，一批自主创新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相继上市，实现了小规模的电动汽车的集中、高强度商业化
示范运行，形成了电动汽车产业化的基本实力。
　　可以说，我国在电动汽车方面的发展是紧跟世界潮流的，也是与我国的国情紧密联系的。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电动汽车，掌握电动汽车的专业知识，我们专门编写了本书。
本书主要介绍了电动汽车的基本知识，包括电动汽车的产生与发展，电动汽车的概念和种类，各类汽
车用蓄电池，电动机及其控制系统；对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结构、
工作原理、控制系统及应用实例等进行了详细介绍；专门阐述了电动汽车的充电装置和数控技术；最
后简要列举了目前国内外较为通行的电动汽车标准与法规。
全书力求阐述清楚基本理论和工作原理，带给学生最新的、尽可能全面的电动汽车信息。
　　本书由河南农业职业学院门保全主编，负责拟定全书大纲，对全书进行审定，并编写了书中第1
、2、3章。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秦冲担任副主编，并编写了书中第4、5、6章。
王进奎、钟泽胜编写了本书第7章。
罗云、郭明勇编写了本书第8章。
黄嘉忠编写了本书第9章。
另外，刘欣、张瑜承担了大量的资料收集、书稿校对工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此谨向各文献资料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编者水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在重印时加以改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动汽车>>

内容概要

　　大力发展电动汽车是解决目前较为紧迫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的一种极具可行性的方法。
为了让广大汽车专业的学生更好地了解电动汽车知识，掌握电动汽车的新趋势，更好地成长为现代汽
车专业人才，为中国的汽车工业做出更具创新性、更大的贡献，编者们从实用性、及时性、全面性等
角度出发，精心组织编写了《电动汽车》。
全书主要介绍了电动汽车的基本知识，包括电动汽车的产生与发展，电动汽车的概念和种类，各类汽
车用蓄电池，电动机及其控制系统；对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结构、
工作原理、控制系统及应用实例等进行了详细介绍；专门阐述了电动汽车的充电装置和数控技术；最
后简要列举了目前国内外较为通行的电动汽车标准与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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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电池的开路电压　　蓄电池处于开路（断路）状态下电极两端的电位差称为开路电压，一般用
高内阻的电压表或万用表测量。
电池的开路电压主要取决于构成电池的材料特性，如正、负极材料及电解液的性质。
对于同一系列的电池，如材料来源不同，晶型结构不同，制成电池的开路电压也会略有差异，这一点
在进行电池组合时需特别注意，即要求选性能尽可能一致的单体电池为同一组。
开路电压是电池体系的一种特征数据，随着电池存放时间的延长，其开路电压会有所下降，这是电池
自放电引起的，但下降幅度不大。
如果电池的开路电压下降很快，则说明电池内部可能存在慢性短路，或电池性能趋于衰退，接近报废
。
　　4.电池的内阻　　电池放电时的内阻包括欧姆内阻和极化电阻。
欧姆内阻是电池中各组成部分的电子导电阻力、离子导电阻力及接触电阻之和，与电极结构和装配工
艺有关。
极化电阻是电极反应形成的，与电极反应的本质及材料有关。
电池内阻越小，电池工作输出电流时电池内部的压降就越小，电池就能输出较高的工作电压和较大的
电流，输出能量和容量也就越大。
　　5.电池的工作电压、放电终止电压和放电曲线　　电池工作电压是指电池放电时，电池两极之间
的电位差，也叫放电电压或端电压。
工作电压应等于其开路电压减去电池内阻的压降，与放电制度有关。
放电制度是指电池放电时所规定的各种条件，主要包括放电方式（指连续或间断）、放电电阻、放电
电流、放电时间、放电终止电压及放电环境温度等。
　　放电终止电压是指电池放电时，电压下降到不宜再继续放电的最低工作电压。
根据不同的电池类型及放电条件，对电池容量和寿命的要求也不同，因此所规定的电池放电终止电压
也不同。
一般在低温或大电流放电时，终止电压要求低，因为此时电极极化大，活性物质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电池电压下降较快。
而在小电流放电时，终止电压就规定得较高，因小电流放电电极极化小，且活性物质能得到充分利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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