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斯拉拆解对标
简介



电池拆解过程



电池更换过程比对

以小时计 以分钟计



动力电池比对







模组自带采样板，采用菊花链通信，对外有一个2PIN插接件，模组供电电压3.8V，采样通道24个



1、电池重约800多斤，包含3000多颗电芯，一共有四块电池板(最右侧的一块已经拆下)，其中图片下方的空余部分是预留的电
池槽位，Model3的长续航版之所以能多出续航，就是在这些空余部分加装了电池。
2、最大的感触就是特斯拉把包括DC/DC在内的控制系统全部都集中在电池上。一般来讲，其他的新能源车或者厂家，可能考
虑更多的是把这些控制键分离封装。一方面便于装配，二是便于维修。但Model3完全不是，所有的控制部分都被集中在了一
个地方，独具匠心，特别有想象力，这样的设计应该是一个大团队下了很大功夫去完成的。

从成本和结构看特斯拉



9特斯拉座椅

特斯拉座椅在空间利用方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特别是背部空间的利用非常充分。
1、座椅外框采用卡扣式设计，而且上面的卡点既是头枕支架又是卡点，一个部件两种功能
2、充气腰枕，根据需要自行充气调节舒适度，除了电机成本较高，其他成本都比较低。
3、加热系统内嵌进座椅填充棉里，卡扣用的最便宜的材料，从结构性和成本方面都友好



安全带总成从设计和采购的角度，可降本的空间较大
1、安全带装饰外框内部结合的部分采用热熔工艺，这个在诸多塑料加工的工艺中属于成本较
高的，此处可以用其他工艺代替。
2、

从成本和结构看特斯拉

安全带的按钮部分在爱莎尼亚完成装配，采用海外采购，
从材料和结构分析，这一部分可以在国内完成，属于可以
内化的部件



3、按钮的回弹设计可以参照柯达门的设计，从结构到材料都可以省略

从成本和结构看特斯拉



母线的设计有点点矛盾
1、据业内人士分析，母线加入了硅锭的成分，虽然硅锭本身成本较高，但是由
于替代了成本更高的铜，所以整体成本下降。
2、母线的壳产地墨西哥，从结构分析的角度看此设计完全可以不存在，它的出
现无论从设计角度、物流、仓储、组装等角度看，降本空间都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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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对于其他的电机来讲，它的结构非常的简单。它采用的是被称作Halbach的阵列排布方式，其最大
特点在于使得气息一侧得到近似于正弦这样一个强磁场，那么这对高速电机来讲的话是比较理想的，对
于提高效率是很有帮助的，再者，这种设计更利于结构简化设计，对于降重和减少体积也很有好处。
2、Halbach阵列即海尔贝克阵列，是一种磁体结构，目标是用最少量的磁体产生最强的磁场。相对于传
统电机，Halbach电机的功率密度大，永久磁铁利用率高。

从成本和结构看特斯拉



1、用料来说，在一些关键部位用了比较高端的材料，其他部位也用了普通材料
2、内饰还是车门、后备箱、尾灯甚至座椅等部分都大量的使用了卡扣结构。
3、但是这种强力卡扣缺点的在于不利于返修，如果一个卡接部分损坏，那么就要更换整
个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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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动轴也体现了特斯拉轻量化的特点，它只有6.5公斤左右，相对传统的传动轴少了4

公斤左右
2、安装简单，在结构方面既能保证稳定性，又能保证安装便捷性

从成本和结构看特斯拉



特斯拉的CCM由本公司提供，两块主板控制着整车的自动驾驶系统
先把硬件系统装上去，然后去逐步升级软件的做法，定期去通过无线网络更新其汽
车软件，以提高性能和修复安全漏洞，也就是所谓的无线软件更新，这种巧妙的设
计能使特斯拉即使在汽车出厂之后依然能够依据反馈到云端的数据，即时做出反应，
不断提升性能和用户体验。

从控制系统看特斯拉



1、前置、后置、侧置共8个摄像头构成了特斯拉的影像收取单元，便于车辆对外部环境进行信息收集
2、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雷达只安装了一台毫米波雷达，可分析车前位置的障碍信息
3、传感器12个，可探知汽车周围的障碍物
4、摄像头、传感器和雷达共同构成了自动驾驶的基础部分
5、从软件部分来讲低配的设置基本如此，但是如果想升级成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模式需要额外开通软件

从自动驾驶看特斯拉



1、特斯拉作为全球新能源车的典范，在一体化设
计、三电设计、轻量化设计、动力设计方面都具
有较强的前瞻性。
2、供应链65%本土化
目的：
1、了解特斯拉的结构特点、成本架构和材料组成
2、借助DFMA®等工具逆向其装配、制造的细
节，分析产品在设计层面的优劣，并形成数据。

特斯拉对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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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MA® 对标再设计流程

01 整体评估 02 拆解并拍照

04 分析装配流程，生成BOM05 得出最少零件数及装配问题 03 基本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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