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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无人机散热领域，公开了一种用

于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散热系统，包括多个分布于

主机体四周的旋翼，多个所述旋翼之间形成用于

无人机机载设备散热的散热区，所述散热区的范

围面积为S=πR²-πr²，多个所述旋翼的中心为P

且位于同一圆周上，所述圆周的圆心为O，所述旋

翼旋转所形成圆的直径为L，O与P之间的距离为

l，r为l-L/2，R为l+L/2。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和

效果：本方案利用新机械结构，有效减少无人机

质量和体积，有效提升无人机的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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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散热系统，包括多个分布于主机体(1)四周的旋翼(3)，

其特征是：多个所述旋翼(3)之间形成用于无人机机载设备(2)散热的散热区，所述散热区

的范围面积为S=πR²-πr²，多个所述旋翼(3)的中心为P且位于同一圆周上，所述圆周的圆心

为O，所述旋翼(3)旋转所形成圆的直径为L，O与P之间的距离为l，r为l-L/2，R为l+L/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散热系统，其特征是：还包括与无

人机机载设备(2)连接的散热片(4)，所述散热片(4)与无人机机载设备(2)位于散热区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散热系统，其特征是：还包括导热

件(5)，所述导热件(5)的一端置于散热区中，另一端与散热区外的无人机机载设备(2)连

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散热系统，其特征是：还包括散热

片(4)，所述导热件(5)远离无人机机载设备(2)的一端与所述散热片(4)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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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散热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无人机，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用于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散热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其逐渐被广泛地应用在各个领域，比如航拍，甚至是

物流等等。目前，很多无人机已具备高空盘旋定位以及预定轨迹飞行功能，与此同时，根据

应用需求，有些无人机上还配备有照明系统。

[0003] 目前，公告号为CN2063583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自带照明无人机，包括主机体，

设置于所述主机体上的多旋翼，以及连接于所述主机体下侧的照明装置，所述自带照明无

人机还包括用于对所述照明装置进行散热的液冷装置，所述液冷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主机

体上的液冷散热排，设置于所述照明装置上的交换部，以及分别连通所述交换部和所述液

冷散热排的导管。

[0004] 这种自带照明无人机结构简单，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液冷装置为了能够对照明

装置进行充分散热，液冷装置的体积、质量往往较大。无人机需要带上体积庞大的液冷装置

飞行，就需要使用体积较大的无人机才能实现。在救援现场，体积庞大的无人机较为笨重，

机动性较低，同时能耗较大，实用性较低。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在于提供一种用于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散热系

统，通过旋翼形成散热区对主机挂件进行散热，达到减少无人机质量，减小体积，提升机动

性的目的。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散热

系统，包括多个分布于主机体四周的旋翼，多个所述旋翼之间形成用于无人机机载设备散

热的散热区，所述散热区的范围面积为S=πR²-πr²，多个所述旋翼的中心为P且位于同一圆

周上，所述圆周的圆心为O，所述旋翼旋转所形成圆的直径为L，O与P之间的距离为l，r为l-

L/2，R为l+L/2。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每个旋翼沿着自身的中心P旋转，产生向下的风，多个旋

翼一起旋转后，即可在散热区中产生较强的向下的风，从而能够对无人机机载设备进行散

热，免去了液冷装置的设置，使得体积较小的无人机也能够在对无人机机载设备散热的同

时带动无人机机载设备起落，有效提升了无人机的机动性和实用性。

[000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与无人机机载设备连接的散热片，所述散热片与无

人机机载设备位于散热区中。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无人机机载设备的热量传导到散热片上，散热片置于散

热区中，散热区中的风吹到散热片上能够将散热片进行散热，能够有效提升对无人机机载

设备的散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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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导热件，所述导热件的一端置于散热区中，另一端与

散热区外的无人机机载设备连接。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无人机机载设备置于散热区外部，产生的热量传递到导

热件上，散热区中的风吹到导热件上，对导热件散热、降温，使得无人机机载设备能够散热。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散热片，所述导热件远离无人机机载设备的一端与

所述散热片连接。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散热片置于散热区中，散热区中的风吹到散热片上，使

散热片能够更快地对导热件实现散热，从而进一步提升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散热效率。

[0014]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旋翼旋转后，产生向下的风，带动无人机移动，多个旋翼转动，在散热区中的风即可实

现对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散热作用，从而免去了液冷装置的设置，有效减小无人机的质量和

体积，从而在较小体积的无人机上也能够实现对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有效散热，使无人机具

有较强的机动性和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中S范围示意图；

图3为实施例2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实施例3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实施例4的结构示意图。

[0016] 附图标记：1、主机体；2、无人机机载设备；3、旋翼；4、散热片；5、导热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参照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18] 实施例1：一种用于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散热系统，如图1所示，无人机上设置有四个

旋翼3。这四个旋翼3位于主机体1的四周。每个旋翼3沿着自身的中心P（见图2）旋转，向下方

吹风，实现主机体1的移动。此四个旋翼3的中心P（见图2）位于同一个圆周上，该圆周的圆心

为O（见图2）。旋翼3旋转所形成的圆的直径为L（见图2）。如图2所示，O与P之间的距离为l。

[0019] 图2所示的环形区域为本发明所述的散热区，其横截面积为S=πR²-πr²，其中，r为

l-L/2，R为l+L/2。

[0020] 如图1所示，无人机机载设备2为照明设备（如LED灯）或通信设备（如信号收发器）。

将无人机机载设备2置于散热区的正下方位置。通过散热区中的风实现对无人机机载设备2

的散热。

[0021] 从而有效减小无人机的体积、质量，使无人机拥有较好的实用性和机动性。

[0022] 实施例2：如图3所示，一种用于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散热系统，与实施例1的区别之

处在于还包括散热片4。

[0023] 散热片4可以由铝或者铜制成。将散热片4与无人机机载设备2固定连接。并将散热

片4与无人机机载设备2置于散热区中。无人机机载设备2产生的热量快速传导到散热片4

上，散热区中的风吹到散热片4上时，即可实现对散热片4的降温，从而实现对无人机机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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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2的散热。

[0024] 散热区中的风同时吹到散热片4与无人机机载设备2上时，同样可以实现对无人机

机载设备2的降温。

[0025] 实施例3：如图4所示，一种用于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散热系统，与实施例1的区别之

处在于还包括导热件5。

[0026] 导热件5可以是由铝或者铜制成的导热管。将无人机机载设备置于散热区外部，将

导热件5的一端固定在无人机机载设备上，另一端置于散热区中。无人机机载设备工作的过

程中产生热量，热量传递到导热件5上，通过散热区中的风将导热件5上的热量迅速散去，实

现对导热件5的降温，从而实现对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散热。

[0027] 实施例4：如图5所示，一种用于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散热系统，与实施例1的区别之

处在于还包括散热片4、导热件5。

[0028] 将导热件5的一端固定在无人机机载设备上，另一端与散热片4固定连接。无人机

机载设备工作时产生热量，热量通过导热件5传递到散热片4上。

[0029] 使用时，将无人机机载设备置于散热区外部，将散热片4置于散热区中。散热区中

的风吹到散热片4上时，实现对散热片4的散热，使散热片4的温度降低。在无人机机载设备

持续工作的过程中，热量可持续输送到散热片4上，并在散热区中散去，使无人机挂机不易

因热量难以散去而发生故障。从而达到减小无人机重量和体积的同时，实现对无人机机载

设备的散热作用，具有较高的机动性和实用性。

[0030] 同时，也可以将导热件5和散热片4同时置于散热区中，实现对导热件5和散热片4

的同时散热。

[003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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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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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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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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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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