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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主持

完成的《节能与新能源客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凭借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和产生的重

大经济效益，获得 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

作为我国新能源汽车领域唯一获奖的汽车

整车企业，宇通客车在高效动力系统、动力电池

集成与管理、整车控制与节能等方面取得的重大

突破，是新能源汽车作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1999 年 开 始 ，宇 通 便 开 始 投 入 新 能 源 汽

车 技 术 研 发 ，并 成 功 开 发 出 首 款 纯 电 动 客

车。2005 年，项目初具雏形。此后 10 年技术

攻关，宇通终在新能源客车的整车控制、系统

集成等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多项突破，其整体

解决方案更是有效的解决了三大技术难题，

有利于实现纯电动、插电式和混合动力三大

类客车的大规模推广应用，为新能源产品的

成功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其中，整车节能与控制技术、高压隔离电源

变换技术、高密度电驱动控制技术等方面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该项目已获授权发明专利 23 项、

实用新型专利 142 项、软件著作权 14 项，发表论

文 23篇，形成国家和行业标准 4项。

当前，新能源汽车的聚焦技术重点是电池技

术的创新。本次宇通项目中动力电池集成管理

技术，提出了动力电池容量衰减加速试验方法和

基于数据驱动的电池荷电状态(SoC)估计方法，

经批量检验可使续驶里程平均延长 4%。同时还

发明了一种具有保温、散热和防潮功能的电池箱

结构以及综合热管理系统，开发了达到 IP67 防

护等级的动力电池箱，解决了涉水安全和高寒区

域适应性难题。

此外，宇通在高效动力系统、整车控制与节

能技术等方面也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以电动

化、智能化实现节能减排的模式。

据了解，目前该项目关键技术已批量应用到

6—18 米节能与新能源客车系列化产品，实现了

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共平台开发，获得 112

个产品公告，覆盖中型、大型、特大型客车，满足

城市公交、班线客运、机场摆渡、商务接待、机关

团体等细分市场。

自 2012 年提出新能源汽车发展目标以来，

我国出台了财政补贴、路权优先、牌照开放等一

系列政策措施，而新近出台的《中国制造 2025》

战略更是明确提出了继续支持电动汽车、燃料汽

车发展。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把新能源汽车

推广列入国家的重要计划之中，要求提高电动汽

车产业化水平。

在此背景下，尽管 2015 年国内汽车市场整

体处于低迷态势，但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和销售却

呈现超速增长态势，尤其是纯电动汽车以及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数据均出现成倍增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 1—10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量达 17.1145万辆，

而此前世界最大新能源车市场美国全年销量约

为 18 万辆。按此销量计算，中国有望成为世界

第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在客车领域，从当前新能源客车市场火爆的

发展形势来看，新能源客车对传统客车的替代趋

势已愈发明显。2015 年，我国新能源公交客车

的市场份额已高达 47.81%，而且这个比例还在

不断上升。此外，团体客车、旅游客车的替代作

用也逐步得到市场认可。

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宇通早在多年

前就提前布局，深耕细作。

截至 2015 年 10 月，宇通系列产品累计推广

23796台，推广的产品每年可节油 9300 万升，节

气 2 亿 Nm3，每 年 可 为 用 户 节 省 燃 料 费 用 约

14 亿，减少碳排放约 64 万吨，减少 PM 排放约

79吨。

突破行业关键性技术 推进新能源车产业化

宇通成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唯一获奖整车企业
□ 本报记者 何晓亮

对于了解宇通的人而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其实并不太令人

意外。纷至沓来的成绩，不过是多年努力与付出后的必然褒奖。

在我看来，这家实事求是、扎实稳健的民营企业，最大的贡献

在于：它不仅用客车为中国汽车挣回了半个脸面，更用产业化的成

功，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的正确与可行，做了最强背书。

虽然一直得到国家的确认与支持，新能源汽车在我国的发展，

始终夹杂质疑乃至反对的声音。有些人认为：新能源汽车目前成

本高昂，在电池技术得不到本质提高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仅靠国

家补贴，是无法真正实现商品化、产业化的。

新能源乘用车当前远低于规划目标的发展速度，更是成为这些观

点的“力证”，让许多人对这一新兴产业产生了消极看法，甚至动摇了

信心。

纷繁之下，宇通用自己新能源客车领域的成功实践，有力驱散了

行业上空笼罩的“雾霾”，也为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做了最具说服力的

背书。

从天寒地冻的黑龙江、吉林，到风沙弥漫的青海、新疆，再到酷热

难耐的两广、海南，一辆辆与传统燃油车一样稳定可靠，在节能、环

保、舒适等方面更胜一筹的新能源公交、客运车辆，时刻在用事实告

诉公众：新能源汽车取代传统汽车不仅可行，其产业化也并不像某些

人声称的那样遥远。国家发展新能源汽车这一战略决策的正确性，

眼见为实，不言自明。

回顾宇通的成就之路，其秘诀无非就是四个字：真心做事。研

发、推广新能源，在当下不是件轻松、大赚的容易事。有人知难而退，

退避三舍；有人虚张声势，只为骗补。如宇通这样，愿用一己之力谋

求行业之福的企业，如何不值得国家为其颁出一纸金色奖状？

宇通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做了最强背书

凭借主持完成的《节能与新能源客车关键技

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宇通首获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这让宇通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

领域唯一获奖的整车企业，同时也是 2015 年度

唯一一家获奖的整车企业。

那么，该项目有何过人之处呢？

据项目第一完成人、宇通客车技术副总监李

高鹏介绍，该项目通过高效动力系统、动力电池

集成与管理、整车控制与节能三大技术创新，解

决了长期制约节能与新能源客车发展的三大技

术难题，实现纯电动、插电式和混合动力三大类

客车的大规模推广应用。

原来，在汽车工业可持续发展面临能源与环

境挑战的背景下，发展新能源客车面临的技术难

题有三点：

一是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集成度低，成本高；

二是动力电池系统寿命短，环境适应性差；

三是整车能量利用率低，续驶里程短。

而《节能与新能源客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可谓有的放矢，一一化解了这三大拦路虎。

中国客车凭何执新能源时代之牛耳

解析宇通节能与新能源客车关键技术

行驶中的郑州BRT新能源公交

东北高寒天气下的宇通纯电动客车

天津批量采购的宇通节能与新能源公交

海南湿热气候下运营的宇通纯电动客车

目前，宇通新能源客车基于双 MCU 的高安

全、高可靠整车控制器通过了累计 3亿公里可靠

性考核，除电磁抗扰性达到国际最高等级，还开发

面向功能安全的多动力分配、多模式切换、多能源

管理的整车控制策略，综合节油率提高了15%。

大多数人关心的，是新能源汽车到底能开多

远？基于制动强度二次再分、串并联协调的控制

策略，宇通开发了一种面向节能与安全的机电复

合再生制动控制系统，在实际线路运营平均续驶

里程延长40.7%。

高建平把这一整套新能源客车解决方案比

喻成“一盘棋”。“机电接口标准化，关键部件通用

化，动力系统平台化是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高

建平说。

整车控制与节能技术 提高能量利用率

截至2015年10月，宇通新能源客车累计推广

23796台，推广的产品每年可节油9300万升，节气

2亿Nm3，每年可为用户节省燃料费用约14亿，减

少碳排放约64万吨，减少PM排放约79吨。

经过多年对新能源客车技术的不断探索，以

及新能源客车在全国 150 多个城市运营中积累

的大量经验和数据，宇通新能源客车产业化也正

渐入佳境。

技术创新真正造福社会 利国利民

宇 通 高 建 平 博 士 介 绍 ，宇 通 技 术 团 队 面

对新能源汽车电磁兼容性差、高压防护难度

大等问题，发明出多合一集成控制器，高压节

点减少 55%，体积减少 63%，成本也随之减少

43%。

同时，开发出串并结合的混联系统，使动力

传递高效、再生制动回收比例较高。

“我们了解到，当时国内没有自主动力系统，

国外的并不适合我们。于是我们开始自己研发，

也曾出现发动机与电机之间的断轴问题，但经过

突破高效动力系统技术 掌握关键零部件

宇通技术团队提出基于数据驱动的电池荷

电状态(SoC)估计方法，估计误差降低到 4%以

内，优于行业水平。批量应用结果显示：续驶里

程平均延长 4%。

为了增强电池的环境适应性，技术团队发明了

一种具有保温、散热和防潮功能的内外箱结构以及

综合热管理系统，开发了达到IP67防护等级的动力

电池箱，解决涉水安全和高寒区域适应性难题。

“动力电池是很‘娇气的’，这样做可以保证电

池冬天保暖、夏天散热、阴天除湿。目前，在漠河

和拉萨、海南的实验显示，宇通电池在-30℃至

50℃都可以正常使用。”高建平说。

动力电池集成管理技术 延长电池寿命

反复实验测试，最终克服。”高建平回忆。

新技术的诞生，也是一个反复出错又反复实

验的过程。电磁兼容性问题就是困扰技术团队

的大难题。

“单个零部件都是完好的，但只要将它们组

装一起就会互相干扰。”高建平说，比如单个发动

机、电转向、电空调整装后问题就来了。

通过极限工况匹配和多场耦合优化设计，采

用非均匀气隙、定子斜槽结构，降低了谐波损耗，提

高了电磁负荷，电机转矩密度提高到17Nm/kg，电

机最高效率达 95%，高效区范围扩展到 85%，有

效解决整装兼容问题。

■记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