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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研究生院 

2011 年  11 月 12 日填 



 

一、 课程学习（30 学分） 

学号 0921180003 姓名 曹宝健 性别 男 入学年月 2009.3 

所在院、系（所） 汽车学院 工程领域 汽车电子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成绩 备注 

学 
位 
课 

自然辩证法    

外语（  ） 
基础部分    

专业部分    

    

    

    

    

    

    

非 
学 
位 
课 

    

    

    

    

    

    

    

    

总学分  学位课总学分  学位课平均成绩  

教务员签章：              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审核签章：         



 

二、工程项目实践（0.5 学分） 

主持工程项目名称，阶段性分析报告，设计（研究）目的，工程应用价值 
 

1. 主持工程项目名称 

    作者所在单位（上海捷新动力电池系统有限公司）目前承担数个产业化项目

的动力电池系统集成开发和生产，其中作者本人目前负责纯电动汽车项目（EP11）

开发，并负责电池管理系统诊断软件开发。 

 

2. 阶段性分析报告 

目前，纯电动汽车项目(EP11)开发已进入 C Sample 阶段，将于月底前完成

第一套 C Sample 产品交付，作者负责该项目软件开发，也将于月底前完成 C 

Sample软件开发、测试及发布。 

    该项目经过三个阶段的开发，优化了电池系统结构设计以满足整车需求、

完善了系统设计以提高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改进了包括诊断功能、电池快充功

能、关键算法策略在内的软件设计，并通过 DV 测试验证了系统的性能及可靠性，

目前已基本完成该项目的主要功能开发，满足客户的各项需求。 

    下一步，将通过包括 PV试验在内进一步的试验验证系统的各项功能和性能

指标，优化系统软硬件设计，以达到 SOP的要求，争取早日实现该车型的上市。 

     

3. 设计（研究）目的 

设计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管理系统，实时监测电池系统状态并控制各模块协同
工作；通过系统和软硬件设计，优化系统故障诊断策略和关键算法设计以满足整
车和法规要求；可实现优化电池使用工况、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提高系统可靠性
和安全性的目的；满足客户各项功能需求及性能指标要求，并最终实现产业化。 

 

4. 工程应用价值 

动力电池系统作为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部件，完善优化电池管理系统设计以
满足大规模量产要求，对于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化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指导教师审核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三、 论文选题报告（1 学分） 
见《同济大学工程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报告及论文工作计划》（附件） 



 

四、 论文中期报告（0.5 学分） 

根据学位论文选题报告，总结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

研究内容（如与选题报告内容不符，必须进行论证说明） 
 

1. 阶段性成果 

在合资双方的大力支持下，作者所在单位目前已积累的丰富的电池管理系统

的经验。作者本人通过参与负责的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项目，经过前一阶段的开

发，目前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电池管理系统开发经验，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

归纳如下： 

1) 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研究 目前作者所在单位所有项目使用合资方 A123

提供的磷酸铁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相对于其他类型锂电池具备独有的扁

平式电压平台、低温性能相对欠缺、安全性能优越等特点。为更好的管理

好电池系统，作者本人参与了电池系统下线测试、DV测试、EMC测试、电

池快充能力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电池试验数据，并进行了相应的数据分析

和研究，加深了对电池的理解。通过分析实验数据，可优化电池管理系统

控制策略，提高电池系统的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 

2) 电池管理系统系统设计 目前 EP11 项目已进入 C Sample 阶段开发，经过

3 轮开发，优化电池管理系统设计，主要完成如下开发： 

a) 电池系统快充功能设计 由于该项目是一个纯电动汽车，为弥补纯电

动汽车续驶里程不足的缺点，需具备快充功能。目前，电池系统已支

持 1.5C 左右的快充能力，可在为 30 分钟内从 10%SOC 充至 80%，由

于目前关于充电的国标仍在制定过程中，因此该项目以国标征求意见

稿为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项目实际，做了大量前瞻性研究，并制定

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充电流程和策略，保证充电高效、安全、可靠，目

前该快充方案设计开发已基本完成，并已成功应用在项目上。 

b) 电池系统高压安全设计 高压安全作为电动汽车一项亟需解决的难

题，需引起高度重视。本项目电池管理系统设计在已有项目开发基础

上，根据客户需求输入，优化了包括整车绝缘电阻检测、高压互锁电

路设计、车辆碰撞安全设计、电池包 IP67 防水设计、电池系统实时

系统监控等多个功能设计，并通过改进系统诊断策略开发，有效的提

高了电池系统安全性。 

3) 电池管理系统软件设计 目前纯电动汽车项目（EP11）已进入 C Sample

开发阶段，作者主要就以下功能进行了深入开发，目前已基本完成以下功

能开发： 
a) 诊断策略开发 目前已完成诊断软件开发及发布，符合客户诊断需

求和 UDS 诊断规范要求，主要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支持所有客户定义的诊断服务和 DID； 
 满足 AUTOSAR 规范的故障码管理策略； 
 支持所有客户定义的故障码检测； 
 符合客户规范 CAN 总线刷新程序 

b) 充放电功率限值估算 通过前期电池试验数据分析及理论研究，结

合磷酸铁锂电池扁平式电压平台特性、电池过充放电压限值、电池



 

温度变化、高压保险丝特性及项目功率特性需求，实时估算出的电

池系统允许的充放电功率限值，上报作为整车动力系统功率分配的

输入。 
c) 软件开发流程质量控制 本项目软件开发遵循 V 模型流程、嵌入式

软件编程规范进行软件设计开发，每个阶段开发均按照系统需求分

析、系统设计、软硬件设计开发、HIL 测试、台架测试、整车测试

的流程，严把质量关，确保软件开发高效、安全、可靠。 
 

2.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研究内容 

计划在 12 月底前完成论文初稿，并进行初步审阅，加以修改。论文初稿交

由指导老师审阅，在导师的指导下，反复加以修改，争取在明年 1－2 月份对论

文进行二至三次修改，并于 2 月底前定稿，并按毕业论文任务书要求打印、装订、

提交论文，准备毕业论文答辩。具体安排如下： 

 

现在      － 2011.11.12      接受毕业论文中期检查 

2011.11.12 －2011.11.30      完成小论文撰写并投稿 

2011.11.12 － 2011.2.28      写作毕业论文初稿，反复对论文进行修改 

2012.2.29                    完成并递交毕业论文 

2012.3.1   － 2012.3.15      准备毕业答辩          

 

 

 

 

 
 
 
 
 
 
 
 
 
 
 
 
 
 
 
 
 
 
 



 

五、 审核意见 

指导教师审核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工程领域领导小组评价： 
 
 
 
 
 
 
 
 
 
 
 
 
 
 
 

签  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