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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动汽车数据库建设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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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数据库设计、数据采集及数据库维护及更新等3个方面讨论在建立我国电动汽车专业数据库过程中所遇到

的问题及提出的解决方案，这对于电动汽车专用数据库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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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lems of Electric Vehicle (EV) Special Database building and solving scheme are discussed  by 

structure design,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 and database maintenance, there out valuable references are 

provided to EV special database build In this paper, o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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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九五”开始就启动了电动汽车的研

发工作，各研究机构和单位虽已积累了大量数

据，但未能整合形成统一有效的专用数据库，尤

其是车型、关键零部件、示范推广等类型的专用

数据更是缺少。目前，行业内的部分电动汽车网

站可以提供一部分数据查询功能，但主要以资讯

信息为主，总体上尚未形成有效全面的电动汽车

决策数据库系统。另外，目前的汽车数据库主要

针对传统汽车（主要是内燃机汽车，如汽油车、

柴油车 )，没有针对电动汽车的技术特点及关键

零部件的发展特点进行优化。例如，没有针对电

动汽车纯电行驶、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的字段。

而且，在字段设计时，由于是资讯信息为主，即

以文本信息为主，这种设计是针对查阅，对于后

续数据分析及处理不是很方便，如针对电动汽车

续驶里程、动力电池重要的能量密度指标等，无

法进行直观对比。因此，建立电动汽车领域专用

数据库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数据库设计、数据采集、数据库的

维护及更新等3方面讨论我国在建设电动汽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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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据库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1 数据库类型与数据库结构

考虑到使用的需求、建设数据库的主要目的

和数据库功能以及电动汽车除了关键零部件（包

括电池和驱动电机）之外其他零部件因与传统内

燃机汽车比较接近等因素。笔者认为，应建设

车型数据库、关键零部件数据库（包括电池数据

库、电机数据库）和产业化数据库。其中，车型

数据库主要跟踪主要车辆产品的技术情况，将包

括纯电动汽车车型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电池

数据库收集主要电池产品技术参数；电机数据库

收集主要电机产品的技术参数；产业数据库则针

对零部件厂商的产能规划及合作、配置关系。

在数据库设计中最关键的是数据库的结构。

为了提供可用性强的数据支撑，要根据实际需求

来确定数据库的结构，以“动力电池产业化数据

库”为例，数据库构成部分如表1所示。这种结

构有助于形成各项目的对比，突出重要部分数

据，根据各厂商的不同产品、产能发展和规划以

及不同年代的产值进行评价，并对比各厂商之间

的相互配套关系，了解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关

系，以此来评估产业链的完整性以及供应商和整

车厂的成熟程度。

以前的评价通常是具有主观性、定性的评

价。通过建立完整的数据库，希望达到定量、客

观的评测，因此在数据库的结构和采集的项目上

要求更加严格。原有的数据库结构也存在不完善

的地方，例如在“车型数据库”中，主要性能参

数一栏列举了“快充时间”“充电时间（慢充，

220V)”这两项（表2），这种结构有缺陷，需要

改进。笔者建议在后边加一栏“充电模式”，这

样可以更直观地对比不同车型的充电模式，进行

总结分类。建议增加数值型项目，使得数据更加

直观，便于对比各项目间的参数，有利于做出客

观的评价。建议建立统一的受控词以达到数据库

的结构完整，内容规范，便于整理和检索。可以

参照已形成的标准，通过原有的模式制定电动汽

车的受控词体系。在源文件中对产品类别和主要

产品的表述并没有规范成统一的受控词，如在电

池产业化数据库中，可分为两个等级，产品类别

中为一级标题，主要产品为二级标题，在录入整

理的过程中能规范到二级标题的尽量使用二级标

题，否则使用一级标题来表示，如表3所示。由

于不可能列举所有受控词，同时避免过于细分影

响技术类别的判定，因此电池数据库及电机数据

库对于等级只划分为二级，而且只是针对目前发

展较快或者关注较多的技术。对于应用较少的技

术，如镍氢电池主要应用于混合动力汽车，铅酸

电池很少用作动力电池，燃料电池在车上的应用

主要为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因此对于这些都没

有进行细分。随着技术进步，如果有新的电池技

术出现，可以进行扩充。这在数据库的设计中应

该加以考虑。

通过改进，可分清概念的等级结构，有助于

数据库的规范化，以方便检索。在数据库设计过

程中要考虑数据库的可扩展性，例如在结构设计

中要为可能的技术进步提供可扩展的空间。在设

计数据库字段时，要考虑便于后续处理。电动汽

车数据库的功能就是为决策提供科学、客观的支

表1  动力电池产业化数据库

厂商 国别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 现有产能 产能规划 战略合作 配套关系 注册资金 股份构成 公司所在城市

表2 电动汽车车型数据库性能参数

主要性能参数

纯电

续驶

里程

最大

续驶

里程

最高

车速

加速性

能(0-
100km/h)

加速性能

(0-60km/h)

燃料经济

性(电) 
工况法

燃料经济性

(电)等速，

60km/h

燃油经济性

(油、气等)
充电时间 

（慢充,220V)
快充

时间

整车

质量

车身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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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因此需要更多量化、系统化的分析处理。在

设计字段时，尽量采用数值型数据，以便进行平

均、最大值等数学计算。

2 数据采集及加工

数据采集及加工通常包括确定数据来源、数

据采集、数据整理及清洗、数据建库及检查等流

程。

在数据的采集方面，汽车产业的数据发布没

有统一的格式及渠道，因此数据库主要是以人工

采集为主，通过多种渠道寻找可用数据，主要包

括企业官方网站、商业网站和政府渠道，如，车

型数据库和关键零部件数据库中的数据多来源于

各厂商官网，包括像“比亚迪官网”“福田汽车

官网”“第一汽车制造厂”等，大部分数据来源于

“全球汽车产业平台”；示范运营数据库中的数

据来源于“全球汽车产业平台”以及各科委的网

站等。因此，由于数据的来源不同，导致数据格

式各异，较难统一。数据库整理过程繁琐的根源

是信息渠道不同，直接导致数据不规范。部分数

据直接来源于各厂商网站，也有部分信息来源于

国家各部委网站。两种渠道数据的可靠性无从考

证，在两类数据出现不一致时，无法判别哪一类

数据是正确的，因此数据录入时便产生了一定的

误差，并且各类数据源的规范标准不相同，所用

格式各式各样，较难统一成一种格式。电动汽车

专用数据库所录入的数据，源自于各网站统计的

结果，不能保证信息的全面性，存在部分数据缺

失的情况，而且各网站的数据更新频率不同，如

果这类数据是比较重要，则需要通过专家协商来

补齐数据。此外，还可以借鉴其他行业的数据采

集方式加强电动汽车数据的采集，例如进行网页

抓取的方式，这在其他课题中有所涉及。

在数据的加工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规范标

准，因此采集的数据在加工处理时会遇到各种问

题。例如，采集到的数据有的为区间值，有的则

是一表多值或者采用文字描述。这导致了数据库

的不可用性，因此要将所有的区间值都采用平均

数的算法改成单一值，一表多值的数据分成多个

字段表示，涉及产能、性能参数的数据，既有数

值型，也有文本型，这种文本冗长多余，在数据

库中是无法使用的。因此要筛选排除无效字段，

如在关键零部件数据库中，主要产品型号有多个

值，现有产能和产能规划为文字描述的形式，为

保证数据可用，要将主要产品中的多个型号统一

改成每个单元格表示一个型号的格式，并分成多

个表格来表示，并将产能规划中的文本改成数值

形式，删除不可用的文本，以保证数据库的清晰

简洁。

对于数据库中所涉及的机构要统一规范。产

业化数据库中的配套关系是为了准确评估产业链

的完整性以及评估供应商、整车厂的成熟程度。

这一部分涉及的企业绝大部分用的是简称，此部

分需要提供全称格式。但是有的单位所用字段十

分简洁，单凭搜索其简称并不能找到对应的全

称，不能确定哪一个全称是源文件中所要列举的

对象，如“东风汽车”是一个公司简称，视不同

情况，可能指代东风汽车公司（总公司）、东风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东风汽车

有限公司（中日合资）、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上市公司）等公司中的某一家。如果这些数

据不能规范成统一单位名称，必将导致数据的不

可用性，因此需将原文中所有的单位统一规范，

进行机构归一处理，避免出现一个单位名称两种

表示方式，从而避免将来进行统计分析时出现漏

项的可能，还可以在产业化数据库中单位全称的

表3  动力电池及驱动电机分类

动力电池 动力电机

一级 二级 一级 二级

锂电池

磷酸铁锂

锰酸锂

钛酸锂

三元材料

磷酸铁钒锂

其他

交流电机
永磁同步

磁阻电机

交流感应（异

步）

交流同步

镍氢电池 直流电机 直流电机

铅酸电池

超级电容

燃料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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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添加一栏“简称”，这样既能方便查看，又

避免了单纯用简称带来的误解。另外，由于在多

个数据库中都存在机构，因此要建立统一的机构

数据库进行规范管理。这就要求各数据库中的机

构进行统一规范。

尽量统一规范计算单位，关键零部件数据库

和产业化数据库中出现了多种计算单位，格式各

异，如产能单位，表示方法多样，有“KW/年、

kw/y、kw/日、kw/月”等，产能规划中既有“元 /
年”，也有“美元 /年”，有些单位可以统一规范，

有些则无法统一，因此考虑数据的可用性及可对

比性并进行处理，需要将产能单位统一改为KW/
年，其他数据根据重要性可删除或者换算成统一

单位。同时，可以增加原始数据字段，对原始数

据进行保留，以便查询。

在数据加工处理的过程中以及后续的应用

中，现有的电动汽车数据还很不完善，可以利用

的商业数据库还不够多，这与电动汽车尚处于起

步阶段有关。

3 数据的更新与维护

在数据库整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作是数

据的更新与维护，例如车型数据库中，新车型不

断涌现，需要不断更新添加车型。一方面可以根

据新车型集中发布的事件（如有影响力的大型车

展）进行定期更新，或者定期对主要厂商的官方

网站进行扫描；另一方面可以把整理好的信息进

行二次处理，使得数据的准确性高、可用性强，

并定期进行数据的更新，补充新数据，替换旧数

据，保证数据库随着科技迅速发展做到最新。只

有这样，电动汽车产业规划的评价体系才能更加

规范，评价的结果才能更加准确，误差更小，有

利于对电动汽车的发展做出更精准的预测。

4 结论

电动汽车数据库开发将直接用于评价电动汽

车的发展，为技术预测与决策提供有效的、科学

的、客观的数据支撑，因此为了方便日后的检索

和应用，需要把各类数据统一整理规范。但是，

在加工处理这些数据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制订统一的标准可以更好地

建设、维护及应用数据库。对于专业数据库，既

要考虑专业性，即电动汽车行业人员对数据库的

使用需求，也要考虑数据库的通用性，即通用数

据库的特点以及建设规范。

通过建立完善的数据结构，掌握良好的数

据设计和采集方法，解决加工处理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有效地管理数据库，从而改变数据通用性

差、不便于移植、不便于更新的缺陷，并制订统

一的标准，为日后汽车产业化数据库的规范化打

下基础，提高数据的准确性，方便与各种应用程

序或应用系统接口，以更加有效地使用数据库中

的数据。

在电动汽车这种专业数据库的建设中，我们

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开展了紧密的合作。

汽车专业与信息技术行业的跨行业合作，既可保

证数据库满足专业的应用需求，也可保证数据库

本身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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