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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混合动力汽车匀速下坡再生制动过程$基于蓄电池充电效率模型%蓄电池温升模

型及发电机效率模型!分别以混合动力汽车瞬时再生制动能量回收量最大和总制动能量回收量最

大为优化目标!提出了瞬时再生制动优化控制策略和全局优化控制策略$分析了蓄电池温度对混合

动力汽车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效率的影响!计算了汽车在不同坡度和坡长的路况上再生制动能量回

收效率!结果表明&全局优化控制策略优于瞬时优化控制策略!且坡度愈大或坡长愈长时!采用全局

优化控制策略提高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效率的效果愈显著'

关键词!混合动力汽车$再生制动$控制策略$蓄电池效率$蓄电池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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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动力汽车在匀速或减速下坡制动时$汽车

的势能和动能将通过发电机转化为电能储存到储能

装置中$这样不但实现了再生制动能量的回收$还减

少了制动器温升$提高了制动效能和制动安全性能%

关于再生制动控制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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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再生

制动转矩考虑了蓄电池荷电状态!

:;0;9%1I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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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汽车车速的影响$并控制无级变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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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沿最高效率曲线运行以充分回收再生制动能

量%

O-Q36;J6/%8

等'

)

(分析了包括上述控制策略在

内的
C

种再生制动控制策略$其余
!

种策略分别是

最大化回收再生制动能量的控制策略$使每一制动

距离或时间内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最大的
2$E

速比

控制策略以及模糊逻辑和遗传算法组合应用于控制

器的
2$E

速比控制策略%

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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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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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再生

制动转矩考虑了汽车车速)发电机最大转矩)发电机

状态$储能装置的最大充电功率和电压的影响$以储

能装置实际回收的最大再生制动功率为再生制动算

法%

Y0%

等'

C

(针对再生制动系统提出了基于
=PO

驱动控制策略的神经网络%

混合动力汽车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效率与蓄电池

充电效率有关%当蓄电池温度升高到一定温度后$

充电效率随温度的升高而迅速降低$若此时继续对

蓄电池充电不但充电效率低还会缩短蓄电池的使用

寿命'

@

(

%在蓄电池充电过程中$蓄电池温度升高快

慢与充电电流的大小有关'

B

(

%混合动力汽车在坡道

上连续再生制动时将对蓄电池进行连续充电%当坡

道较陡时$系统需求的制动转矩较大$若发电机直接

采取该制动转矩进行能量回收会导致蓄电池连续大

电流充电$使蓄电池温度迅速升高到充电低效区$不

利于再生制动能量的最大回收$还会降低蓄电池的

使用寿命%所以在混合动力汽车下长坡再生制动过

程中$考虑蓄电池温升的影响对于提高能量回收效

率是至关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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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混合动力汽车基本结构

中度混合动力汽车的结构如图
"

所示%当汽车

进行再生制动时$与发动机相连的离合器断开$消除

发动机反拖制动$以便回收更多能量%汽车为前轮

驱动$再生制动时$能量由前轮通过传动机构由发电

机转化为电能并最终储存到蓄电池内%

图
"

!

中度混合动力汽车结构简图

中度混合动力汽车参数为&整备质量
!

*

Z

"B)@Q

4

$满载质量
!Z)***Q

4

$空气阻力系数

"

[

Z*#!)

$迎风面积
$Z)#)+H

)

$主减速比
%

*

Z

!#+@

$车轮滚动半径
&Z*#!" H

$滚动阻力系数

'

Z*#*"!@

%各部件主要参数如表
"

所示%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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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混合动力汽车各部件主要参数

部件 主要参数

发动机 电喷发动机$

"#B\

$额定功率
BDQX

电动机*发电机

!

永磁无刷电机$额定功率
)@QX

$峰值功

率
!!QX

蓄电池 镍氢电池$额定电压
"@C$

$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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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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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动力汽车匀速下坡再生制动

能量回收控制策略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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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匀速下坡制动过程分析

汽车在下坡行驶时受到汽车自身重力的下滑分

力以及空气阻力的作用$在车轮上还作用有滚动阻

力矩)地面制动力以及车轮法向反力$汽车匀速下坡

制动时所需求的车轮制动功率为

(

.

)

(

0

*

(

1

*

(

S

$ !

"

"

式中&

(

.

为车轮需求制动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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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汽车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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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计算模型

混合动力汽车再生制动过程中$蓄电池充电电

流由蓄电池充电功率)电动势和电阻来确定$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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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过程中蓄电池产生的单位热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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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过程中从蓄电池外壳散热到冷却空气中的

单位热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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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过程中冷却空气的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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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电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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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蓄电池充电

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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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蓄电池电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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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蓄电池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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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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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为发电机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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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电过程中蓄电池所产生的单位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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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蓄电池外壳散热到冷却空气中的单位

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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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蓄电池温度$

^

#

"

06.

为冷却空气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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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热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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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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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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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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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动机*发电机效率图%

图
)

!

电动机%发电机效率图

再生制动过程中$蓄电池温度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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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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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蓄电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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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蓄电池内部平均

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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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蓄电池所固有的初始总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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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电池充电效率由蓄电池性能试验获取$其值

是蓄电池
=W2

)温度和充电功率的函数&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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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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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镍氢蓄电池
=W2

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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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充电效率%由图
!

可知$当充电功率一定时$

从
*^

开始$随着蓄电池温度的上升蓄电池充电效

率逐渐上升至最大值$之后随着蓄电池温度上升蓄

电池充电效率下降#当蓄电池温度一定时$随着充电

功率!指绝对值$下同"的增大蓄电池充电效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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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动力汽车匀速下坡再生制动瞬时优化控制

汽车下坡再生制动时$若需求制动功率小于或

等于用下述
)

种优化控制策略所确定的发电机最优

再生制动功率$则制动功率全部由发电机提供#若需

求制动功率大于发电机最优再生制动功率$则发电

机取其最优再生制动功率$剩余需求制动功率由传

统车轮摩擦制动系统提供%

取发电机转矩为优化控制变量

7

)

5

H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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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蓄电池回收的瞬时再生制动功率最大为优化

目标$则优化目标函数

图
!

!

不同电池温度与充电功率下的蓄电池充电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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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电机转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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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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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电机最大转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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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当前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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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发电机基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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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电机在当前蓄电池
=W2

下实际能输入的最

大发电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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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制动过程中$蓄电池
=W2

与温度都不能超

过允许的上限值$若超过将切断发电机再生制动系

统$汽车制动力由传统车轮摩擦制动系统提供%该

约束条件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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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

上述约束非线性优化问题可用序列二次规划方

法求解%

<=?

!

混合动力汽车匀速下坡再生制动全局优化控制

混合动力汽车能量管理策略的全局优化控制问

题通常采用动态规划法来解决'

#;"C

(

%在下坡制动工

况已知的前提下$通过动态规划法可以实现混合动

力汽车发电机再生制动转矩的最优控制%设下坡制

动工况共有
<

个采样点$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动

态规划法从第
<

个采样点开始至第
"

个采样点结

束$计算每个采样点的最优解$从而得到整个下坡制

动工况的最优控制%

取蓄电池
=W2

和温度
"

为系统状态变量&

!

!

:

"

)

'

=W2

!

:

"$

"

!

:

"($

状态转移方程同式!

"B

"!

"D

"%

取发电机转矩为控制向量

"

!

:

"

)

'

5

H

!

:

"(%

!!

取每一瞬时再生制动能量回收量
/

:

的累计最

大值为性能指标$则性能指标函数为

H0U=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

:

Z5

H

!

:

"

9

H

#

H

#

N

% !

"#

"

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服从约束条件式!

""

"

]

!

"@

"%

动态规划法求解步骤如下&

"

"道路循环工况时间点
:

从最后时刻
<

开始%

)

"在某一时刻
:

时$逐一选择所有的
=W2

点和

"

点的组合$计算最优解

=

'

:

!

!

!

:

""

)

H0U

'

/

:

!

!

!

:

"$

"

!

:

""

2

=

'

:

2

"

!

!

!

:

2

"

""($ !

)*

"

式中&

:Z*

$

"

$,$

<]"

#

=

'

:

为第
:

时刻的最优解$且

=

'

<

Z*

%

!

"时间减少
":

$重复步骤
)

"%

>

!

控制策略优化计算及结果分析

计算时蓄电池的初始
=W2

设为
*#C*

$最高

=W2

设为
*##+

#蓄电池初始温度设为
)@^

$最高温

度限制
"

H0U

设为
@*^

%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效率定

义为再生制动过程中蓄电池充电所回收的有效再生

制动能量与汽车制动所需要的总制动能量之比&

#

.

)

"

5

*

(

H

#

H

#

N

J3

/

N

$ !

)"

"

式中&

#

.

为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效率#

(

H

为发电机优

化功率$

QX

#

/

N

为汽车制动所需要的总制动能量

/

N

)

"

5

*

(

.

J

! "

3

$

Q,

#

5

为总的再生制动过程时间$

:

%

中国山区公路多为三级和四级公路$在这样的

公路上$汽车连续下坡的车速范围一般为
!*

$

C*QH

*

3

'

"@

(

%图
C

是汽车以
)

挡车速
!@QH

*

3

在同

一坡长!

"***H

"不同坡度的坡道上匀速下坡时$分

别采用瞬时优化及全局优化控制策略所获得的再生

制动能量回收效率%图
@

是蓄电池温度及发电机转

矩图%

图
C

!

坡长为
;@@@%

时不同坡度下的

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效率

图
@

!

蓄电池温度及发电机转矩图

由图
C

)

@

可得以下结论&

"

"当坡度小于
+_

时$

采用全局优化控制策略得到的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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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采用瞬时优化控制策略相同%这是由于当坡度

较小时$汽车需求制动转矩较小$蓄电池温升较缓

慢$平均充电效率较高$通过
)

种优化控制策略计算

得出发电机的优化转矩!指绝对值$下同"均等于需

求制动转矩%如图
@

!

0

"所示坡度分别为
D_

)

+_

时

汽车下坡再生制动过程中蓄电池的温度变化$从图

@

!

0

"可知蓄电池温度均未超过
@*^

$且坡度为
D_

时的蓄电池温升速度小于坡度为
+_

时的蓄电池温

升速度%

)

"坡度小于
+_

时$随着坡度增大再生制

动能量回收效率升高%这是由于随坡度增大需求制

动转矩增大$发电机优化转矩相应增大$坡度
C_

$

+_

对 应 的 发 电 机 优 化 转 矩 为
")#CD"

$

!"###!(

+

H

$而发电机效率在该转矩范围内是递增

的%又从图
!

可知$蓄电池平均充电效率随着充电

功率增加而下降$但发电机效率增加量相对蓄电池

平均充电效率降低量要多$使得两者的效率的乘积

升高$所以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效率升高%

!

"当坡度

大于
+_

后$随着坡度的增大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效

率反而减小%这是由于当坡度增加时$汽车制动所

需要的总制动能量增加$但发电机效率逐渐下降$蓄

电池平均充电效率也下降$导致蓄电池回收的有效

再生制动能量增加相对较小$所以再生制动能量回

收效率随坡度增大而降低%

C

"坡度大于
+_

后$采

用全局优化控制策略的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效率明显

高于瞬时优化控制策略%这是由于采用全局优化控

制策略获得的发电机优化转矩有效地降低了蓄电池

的温升速度$提高了蓄电池平均充电效率$使更多的

制动能量得到了回收$提高了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效

率%如图
@

!

N

"坡度为
"*_

时$采用全局与瞬时优化

控制策略的蓄电池温度变化图%由图
@

!

N

"可见$在

!+:

之前采用上述
)

种控制策略的蓄电池温升速度

相近$

!+:

之后采用瞬时优化控制策略的蓄电池温

升速度迅速加快$而采用全局优化控制策略的蓄电

池温升速度较缓慢$且充电时间较长$所以蓄电池平

均充电效率较高$提高了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效率%

图
@

!

I

"为坡度
"*_

时分别采用瞬时优化与全局优

化控制策略所得的发电机优化控制转矩%

图
B

为同一坡度!

#_

"不同坡长的坡道上$汽车

以
)

挡车速
!@QH

*

3

匀速下坡时的计算结果%由图
B

可得以下结论&

"

"随着坡长的增加再生制动能量回

收效率降低%这是由于随着坡长增加$汽车制动所

图
B

!

坡度
A_

时不同坡长下的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效率

需要的总制动能量增加$但是由于蓄电池充电时间

增加$温度升高较多$使得再生制动过程蓄电池的平

均充电效率降低$蓄电池回收的有效制动能量相对

增加较少$所以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效率减少%

)

"坡

长小于
#**H

时$采用全局优化控制策略得到的能

量回收效率与采用瞬时优化控制的相同%这是因为

坡长较短时$蓄电池充电时间较短$温度升高较少$

充电效率较高$通过
)

种优化方法计算得出发电机

优化转矩均等于需求制动转矩%

!

"坡长大于

"***H

后$与采用瞬时优化控制策略比较$采用全

局优化控制策略降低了蓄电池温升速度$提高了再

生制动能量回收效率$且坡长越长全局优化控制策

略的优化效果越显著%

?

!

结
!

语

混合动力汽车进行下长坡再生制动时$蓄电池

温升对蓄电池充电效率及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效率有

着很大的影响%笔者分别建立了混合动力汽车匀速

下坡再生制动瞬时优化控制策略和全局优化控制策

略的计算模型%对汽车在几种不同的路况上的再生

制动过程进行了优化计算$结果表明全局优化控制

策略有效地控制了汽车匀速下坡再生制动过程中蓄

电池温升速度%当坡度较小或坡长较短时$全局优

化控制效果与瞬时优化控制相同$但当坡度或坡长

增大到一定程度后$前者的优化控制效果优于后者$

且路面坡度愈大或坡长愈长时全局优化控制策略提

高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效率的效果愈显著%

下一步的研究重点是提高动态规划的计算效

率$并将再生制动全局优化控制策略与模型预测控

制相结合$应用于基于
YK=

*

Ỳ=

的混合动力汽车预

测控制中$使蓄电池充电电流及温升得到有效控制$

从而保证汽车整个制动过程的再生制动能量回收效

率最高%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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