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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身加强件、后侧围结构及车辆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车身加强件、后侧围

结构及车辆，所述车身加强件包括第一加强板和

第二加强板，所述第一加强板的后端与所述第二

加强板连接，所述第一加强板的前端设有用于与

后轮罩板连接的第一连接部，所述第二加强板的

后端设有用于与D柱板连接的第二连接部，所述

第一加强板和所述第二加强板连接后形成倒“T”

形板、“H”形板或三角形板中的任意一种。本实用

新型的一种车身加强件，其优点是优化了现有车

身的应力分布，增强了车身扭转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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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身加强件，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加强板(1)和第二加强板(2)，所述第一加强

板(1)的后端与所述第二加强板(2)连接，所述第一加强板(1)的前端设有用于与后轮罩板

连接的第一连接部(11)，所述第二加强板(2)的后端设有用于与D柱板连接的第二连接部

(21)，所述第一加强板(1)和所述第二加强板(2)连接后形成倒“T”形板、“H”形板或三角形

板中的任意一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身加强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加强板(1)和所述第

二加强板(2)连接后形成倒“T”形板，所述第一加强板(1)为横向板，所述第二加强板(2)为

纵向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车身加强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加强板(1)的上下两

端均设有用于增强横向支撑力的翻边(12)，所述翻边(12)的后端与所述第二加强板(2)相

抵。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车身加强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加强板(1)由前端至

后端的宽度逐步递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车身加强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加强板(2)设有用于

增强纵向支撑力的“U”形弯折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身加强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车身加强件还包括第三加

强板(3)，所述第三加强板(3)的左侧或右侧与所述第一加强板(1)连接，所述第三加强板

(3)的前侧设有用于与后轮罩板的后侧连接的第三连接部(31)，所述第三加强板(3)的后侧

设有用于与D柱板的内侧连接的第四连接部(3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车身加强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加强板(3)的中央设

有用于减重的通孔(33)。

8.一种后侧围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车身加强

件，所述第一连接部(11)与所述后侧围结构的后轮罩内板连接，所述第二连接部(21)与所

述后侧围结构的D柱内板连接。

9.一种车辆，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8所述的后侧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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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身加强件、后侧围结构及车辆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车身部件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车身加强件。

[0002] 本实用新型还涉及一种包含上述车身加强件的后侧围结构。

[0003] 本实用新型还涉及一种包含上述后侧围结构的车辆。

背景技术

[0004] 现有汽车因为布置空间不足缺少C环结构，或掀背汽车的白车身缺少衣帽架结构，

存在抵抗变形能力差，导致扭转刚度性低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车身加强件，其优点是优化了现有车身的应力分

布。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车身加强件，包括第一加强板和第二加强板，所述第一加强板

的后端与所述第二加强板连接，所述第一加强板的前端设有用于与后轮罩板连接的第一连

接部，所述第二加强板的后端设有用于与D柱板连接的第二连接部，所述第一加强板和所述

第二加强板连接后形成倒“T”形板、“H”形板或三角形板中的任意一种。

[0007]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车身加强件还可以是：

[0008] 所述第一加强板和所述第二加强板连接后形成倒“T”形板，所述第一加强板为横

向板，所述第二加强板为纵向板。

[0009] 所述第一加强板的上下两端均设有用于增强横向支撑力的翻边，所述翻边的后端

与所述第二加强板相抵。

[0010] 所述第一加强板由前端至后端的宽度逐步递增。

[0011] 所述第二加强板设有用于增强纵向支撑力的“U”形弯折部。

[0012] 所述车身加强件还包括第三加强板，所述第三加强板的左侧或右侧与所述第一加

强板连接，所述第三加强板的前侧设有用于与后轮罩板的后侧连接的第三连接部，所述第

三加强板的后侧设有用于与D柱板的内侧连接的第四连接部。

[0013] 所述第三加强板的中央设有用于减重的通孔。

[0014]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车身加强件，相对于现有技术而言具有的优点是：汽车在凹凸

不平的道路上行驶时，D柱内板上的应力经第二加强板和第一加强板传递至轮罩与侧围外

板上，从而改善了应力分布，降低了因局部高应力而发生断裂的风险，从而实现增强了车身

扭转刚度的效果。

[001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还提供一种后侧围结构，其优点是增强了后侧围结构的扭转刚

度。

[0016]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后侧围结构，包括上述所述的一种车身加强件，所述第一连接

部与所述后侧围结构的后轮罩内板连接，所述第二连接部与所述后侧围结构的D柱内板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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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后侧围结构，相对于现有技术而言具有的优点是：本实用新型

的后侧围结构由于包括上述所述的车身加强件，从而实现了提高了后侧围结构的刚度，降

低了因局部高应力而发生断裂的风险，从而实现增强了后侧围结构扭转刚度的效果。

[001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还提供一种车辆，其优点是增强了整车的扭转刚度。

[0019]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车辆，包括上述所述的后侧围结构。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车辆，相

对于现有技术而言具有的优点是：由于包括上述所述的后侧围结构，从而实现了提高了整

车的刚度，降低了因局部高应力而发生断裂的风险，从而实现增强了整车扭转刚度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0] 图1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车身加强件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车身加强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号说明

[0023] 1、第一加强板；11、第一连接部；12、翻边；2、第二加强板；21、第二连接部；3、第三

加强板；31、第三连接部；32、第四连接部；33、通孔；4、轮罩内板；5、D柱内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的图1至图2对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车身加强件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5]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车身加强件，请参考图1至图2相关各图，包括第一加强板1和第

二加强板2，第一加强板1的后端与第二加强板2连接，连接的方式为铆接、焊接、螺栓连接中

的任意一种。第一加强板1的前端设有用于与后轮罩板连接的第一连接部11，第二加强板2

的后端设有用于与D柱板连接的第二连接部21，第二加强板2具有对D柱的强度增的作用第

一加强板1和第二加强板2连接后形成倒“T”形板、“H”形板或三角形板中的任意一种。例如，

在形成“H”形板时，第一加强板1呈倒“T”形，第二加强板2为立板。例如，在形成三角形板时，

第一加强板1呈倒“V”形，第二加强板2为立板。

[0026] 工作原理：汽车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行驶时，D柱内板上的应力经第二加强板2和

第一加强板1传递至轮罩与侧围外板上，从而改善了应力分布，降低了因局部高应力而发生

断裂的风险，从而实现增强了车身扭转刚度的效果。

[0027]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车身加强件，请参考图1至图2相关各图，在前面技术方案的基

础上还可以是：第一加强板1和第二加强板2连接后形成倒“T”形板，第一加强板1为横向板，

第二加强板2为纵向的立板。本实施例提供的车身加强件具有连接便捷和结构重量轻的效

果。

[0028]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车身加强件，请参考图1至图2相关各图，在前面技术方案的基

础上还可以是：第一加强板1的上下两端均设有用于增强横向支撑力的翻边12，翻边12的后

端与第二加强板2相抵。本实施例提供的车身加强件的第一加强板1增强了抵抗横向变形的

结构强度的效果。

[0029]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车身加强件，请参考图1至图2相关各图，在前面技术方案的基

础上还可以是：第一加强板1由前端至后端的宽度逐步递增。本实施例提供的车身加强件实

现了进一步增强第一加强板1结构强度的效果。

[0030]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车身加强件，请参考图1至图2相关各图，在前面技术方案的基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4729124 U

4



础上还可以是：第二加强板2设有用于增强纵向支撑力的“U”形弯折部。本实施例提供的车

身加强件的第二加强板2增强了抵抗纵向变形的结构强度的效果。

[0031]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车身加强件，请参考图1至图2相关各图，在前面技术方案的基

础上还可以是：车身加强件还包括第三加强板3，第三加强板3的左侧或右侧与第一加强板1

连接，第三加强板3的前侧设有用于与后轮罩板连接的第三连接部31，第三加强板3的后侧

设有用于与D柱板的内侧连接的第四连接部32。第三加强板3位于侧围板与第一加强板1之

间，例如，当第三加强板  3的左侧与第一加强板1连接时，第三加强板3的右侧设有用于与侧

围板连接的第五连接部，第五连接部与侧围板可以粘接、焊接或螺栓连接。例如，当第三加

强板3的右侧与第一加强板1连接时，第三加强板3的左侧设有用于与侧围板连接的第六连

接部。本实施例提供的车身加强件，由于还包括与第一加强板1连接的第三加强板3，且第三

加强板3的前后端分别能够与轮罩内板和D柱连接，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整车的刚度，降低了

因局部高应力而发生断裂的风险，从而实现进一步增强了扭转刚度的效果。

[0032]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车身加强件，请参考图1至图2相关各图，在前面技术方案的基

础上还可以是：第三加强板3的中央设有用于减重的通孔33，以确保具有足够强度的同时进

一步降低加强件的重量。

[0033]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一种后侧围结构，包括上述所述的车身加强件，第一连接部11

与后侧围结构的后轮罩内板4连接，例如，第一连接部11与后轮罩内板4的侧部或后部连接，

例如，铆接或焊接，优选便于操作的铆接。第二连接部21与后侧围结构的D柱内板5连接，第

三加强板3的前后两端分别与后侧围结构的轮罩内板4和D柱内板5连接，本实用新型的后侧

围结构，由于包括上述所述的车身加强件，从而实现了提高了后侧围结构的刚度，降低了因

局部高应力而发生断裂的风险，从而实现增强了后侧围结构扭转刚度的效果。

[0034] 本实用新型的后侧围结构的后轮罩内板4与D柱内板5连接加强结构，第一加强板

1、第二加强板2和第三加强板3的厚为1mm，应用到整车中后，重量增加了1.2kg后，扭转刚度

提升了11％，后扭模态提升6％。应用本实用新型的车身加强件后对于扭转刚度以及后扭模

态的提升效果显著。

[0035] 应用此结构后，D柱内板5上的应力能传递至后轮罩内板4与侧围外板上，应力分布

有了明显改善，降低了因局部高应力而发生断裂的风险，局部结构力学性能更佳。应用本实

用新型结构前，D柱内板最大应力为65.1MPa，应用本实用新型结构后，由于力传递至轮罩和

侧围外板上，相同测点的应力大小降为13.4MPa，应力值明显下降。

[0036]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一种车辆，包括上述所述的后侧围结构。本实用新型的车辆为

三厢车、两厢车、SUV、MPV、新能源车、燃油车中的任意一种。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车辆，由于包

括上述所述的后侧围结构，从而实现了提高了整车的刚度，降低了因局部高应力而发生断

裂的风险，从而实现增强了整车扭转刚度的效果。

[0037] 上述仅对本实用新型中的几种具体实施例加以说明，但并不能作为本实用新型的

保护范围，凡是依据本实用新型中的设计精神所作出的等效变化或修饰或等比例放大或缩

小等，均应认为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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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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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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