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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介：下一代出行愿景  

2.1 动力总成革命 

 能源消耗领域的重大变革即将来临。截
至2030年，众多工业国家将禁止销售燃
料动力汽车。目的是为了推动消费者使
用更环保的电动汽车，实现二氧化碳零
排放。此外，一些城市还计划更早地在
2020年推行前述限制，通过颁布城市禁
令I)，来限制燃料动力汽车的使用。

在全球范围内禁止燃料动力汽车的使用，
标志着“动力总成革命”II)的到来。汽车
动力总成将由传统内燃机（ICEs）向混合
动力演化（其中包括轻度混合动力、全混
合动力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最终演变为
纯电力传动，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2.2 自动驾驶之路  

与此同时，我们也见证着自动驾驶技术下
的产业转型。分析人士估计，截至2030
年，所有在售汽车中的15％将支持全自
动驾驶。III)  许多汽车制造商宣称，最早
将在2020年出售无人驾驶汽车。IV) 

越来越多的汽车采用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ADAS)。汽车制造商、政策制定者、道路
安全倡导者和消费者等，均希望降低人工
驾驶出错率，从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目前，被动辅助的常见示例包括车道偏离
警告(LDW)、自动紧急制动(AEB)、行人
检测(PD)和高级城市助手(ACA)。

1.概要

动力总成电气化和自动化是驱动技术革新的关键，最终将带来新一代
全自动电动汽车。同时，随着基于云端和大数据技术的新型商业模式
的出现，拥有私家车的传统观念将逐渐演变为接纳新型车队运营公司
提供的出行服务。

个人和机构都将享受到更为丰富多样的服务和更低的成本，比起拥有一部私家车，人
们将更乐于选择出行服务。汽车的连接性创新，正带领这一行业真正地加速走向未
来。连接器和天线技术将成为新型汽车结构的关键，为这一转变的实现提供：

• 大功率快速充电连接 
• 软件驱动式结构的连接
• 纯电力环境下可靠的数据连接
• 无线数据连接

本篇介绍了TE Connectivity对下一代移动出行及其对汽车结构影响的看法，以及分
享了TE的技术组合如何应对行业面临的关键连接挑战。后续白皮书还将深入分析连
接技术挑战、需求与潜在解决方案。

请访问我们的网址：
• 了解更多TE连接技术和解决方案相关信息。
• 注册以接收本系列产品的后续白皮书。 

立即访问www.TE.com.cn/next-gen-mobility 并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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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先进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仍
在引入。例如，自适应车身高度控制中的
横向运动传感器，可检测到即将发生的侧
面碰撞。传感器连同汽车悬架系统利用了
感应位置信息，将车身高度提高10cm或
更多。

这一过程将底盘的更坚固的部分暴露于可
能的撞击区域，由此降低对车辆和乘客的
伤害。这些功能达到了汽车工程师学会
(SAE)自动驾驶分类体系(J3016)中的第3
级，或称“有条件自动化”。V)

最终，自动驾驶汽车将利用强大的计算系
统，精准地评估风险，以适应各种路况。
系统还将应用机器学习，不断变得更加智
能，在安全性方面也体现了显著的优势，

因为机器不会像人类一样分心、感到疲劳
或出现负面情绪。

面对困境时，自动驾驶汽车能比人类驾驶
员更快地做出积极反应，在毫秒之间算出
最低风险的结果。 

当汽车能实现上述性能时，便达到了SAE 
J3016分类的第5级 - 完全自动化VI)，具备
着像机器人汽车一样的功能。

无人驾驶汽车的潜在好处还包括：
• 降低了企业的物流成本 
• 降低了消费者的交通和保险成本
• 让儿童、老人、残障人士出行更便利 
• 让所有乘客可以利用乘坐时间，去做

其他的事情。

截止2023年，“无缝出行服务”平
台每年将取代逾23亿的城市私家车
行程。

2.3 无缝出行服务(MaaS)

随着无人驾驶汽车的成熟度不断提高，
提供着更可靠的安全性、舒适性和信息
娱乐，消费者将逐渐摆脱拥有私家车的
高成本经济模式，而是采用无缝出行服
务(MaaS)的方式。实际上据预测，截至
2023年，“无缝出行服务”平台每年将
取代逾23亿次的城市私家车行程。

MaaS机遇体现在Lyft、Uber和滴滴出行
等公司提供的顺风车、在线打车、共享单
车、汽车租赁和快闪巴士等服务。该类服
务的增长与城市化扩张和大都市兴起的步
调一致。 

据联合国统计，世界上有55%的人口居住
在城市地区。截止2050年，这些地区的人
口将再增加25亿，其中90%的人口增长发
生在亚洲和非洲。VII)这意味着在拥挤的地
区拥有并使用私家车，会带来诸多不便，
且负担更重。 

2.4 五项关键技术进步 

以下五项关键技术推动着下一代汽车的发
展：
1) 收集和数据分析能力， 包括来自车内

传感器，或专业数据服务提供商（如
电子地图公司）提供的数据。 

2) 更低价的运算和存储能力，在车载系
统、智能手机和云端均有所体现。

3) 无处不在的宽带互联网，通过连接Wi-
Fi、4G和（即将到来的）5G网络。

4) 更大的电池容量和更少的充电时间，
通过使用新型的快速充电设施。

5) 第三波AI技术，比如结合了大数据的
深度学习。这些技术正是智能自动驾
驶系统的核心，能自动完成一系列明
确定义的任务。确保在汽车执行任务
的同时，将出错率降至最低，与人类
完成类似任务的出错率相当。

汽车结构与系统

交通生态系统

系统战略

数字服务

系统战略

物理和物流
层次

云和数据

定义和
选择

定义和
选择

3 级专
门知识

3 级专
门知识 社群

社群

整车制造商

1 级供应商 

2 级供应商

3 级供应商

车队运营公司
（FOC）

整车制造商

1 级供应商 

2 级供应商

3 级供应商

组件

设备和系统

汽车结构与系统

设备和系统

物理和物流
层次

图1：共创下一代移动出行价值链



TE Connectivity趋势报告/// 连动未来出行 第4页

连动未来出行

2.5 演化中的价值链 

 受上述因素影响，业内人士正在移动出
行价值链中创建一个新的交通生态系统。
传统意义而言，移动出行价值链由3层含
义组成：汽车结构和系统、设备和系统，
以及部件。（详见第3页 - 图1）

身处新的交通生态系统层中的公司，需掌
握以下一个或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 汽车设计与制造
• 大数据采集、管理、安全和分析 
• 下一代汽车平台
• 乘客体验平台
• 车队运营

整车厂(OEMs)一直占据着价值链的第
一层，从零部件到汽车设备和系统。然
而，在交通生态层，新的车队运营公司
（FOCs）将与OEM有越来越多地竞争。

当消费者宁愿选择MaaS而非拥有私家
车时，FOCs则将不断发展并占据主导地
位。他们可以利用数据分析，理解、预期
并解决消费者的运输和物流需求。此外，
他们还控制提供运输和物流解决方案的车
队车辆。

随着对消费者需求的深入洞察FOCs可能
要求对整车平台有越来越多的控制，从
而定义车辆的整体设计并提供按需出行服
务。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新价值链
层仍无法取代OEMs和汽车制造商，但它
非常有可能打乱且改变原先行业参与者在
主要方面的工作和协作方式。

让我们把注意力从MaaS转向汽车结构设
计的变化。

3. 对车辆结构设计的影响  

简言之，下一代汽车结构设计的特点可从
支持使用的两个驱动因素来归纳：即电力
和数据。

3.1 软件驱动式结构 
 

传统汽车结构采用了由下至上的设计原
理，涵盖了四个核心层，如图2所示。

然而，随着汽车逐渐向第5级完全自动化
迈进，其创建的数据相较于现在的ADAS
而言，也呈指数式增长。这些数据通过连
接至其它汽车、周边基础设施和云端的传
感器及外部天线进行传输，传感器和外部
天线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

由于许多消费者尚未拥有汽车，MaaS
服务使用了在线预订和客户管理系统
（CMS），通过数据分析了解、更新喜
好，为乘客提供着更个性化的使用体验。
此外，这些预订和CMS系统将帮助FOCs
定位汽车，以获得最大的可用性和吞吐
量。

这些数据还发挥着另一个重要作用：让
FOCs能够远程诊断、进行预防性维护并
更新，其中大部分更新将通过无线(OTA)
软件来实现。

这标志着汽车设计向软件驱动式结构的转
变，其中控制功能域的软件及其所依赖的数

据显得愈发重要，甚至超过了汽车的整体结
构设计。

在汽车内集成功能域跨界系统，将势在必
行。

将ADAS转换为自动化功能，可在系统间
形成密切的相互依赖，利用生成的多组系
统数据，共同创建“整体”图像。例如，
可通过简单的前置图像截取传感器，触发
警告灯或激活制动系统。然而，自动化意
识的增强，离不开与其他系统的交互，比
如说，自动执行规避操作前，加速器/巡
航控制、转向及汽车外围的摄像头等必不
可少。 

越高级别的自动化水平，其所需的系统复
杂程度越高，要求在某一功能级别上明确
定义标准接口。在当前的汽车结构中，数
据信息为各个系统所“共有”。

例如，多个专用模拟电子信号支持着传感
器（传感融合）和执行器之间的通信。

由此许多OEMs提出了基于完全冗余中央
计算机平台的服务导向型结构(SOA)。

SOA利用了超高速数据骨干，在顶层支持
着预计超过了20 Gbps的数据速度，在传
感器和执行器层，则支持面向服务的数字
接口。

 该方法能有效地在车载硬件和软件之间解
耦。此接口将传输ECU（电子控制单元）
无法直接理解且与技术无关的“服务”信
息。（详见图3，如下）

下一代汽车将靠两种“燃料”运行 – 
电力和数据。

软件

数据连接

动力

封装（底盘）

图2：汽车结构设计层次

多种趋势推动着下一代移动出行： 
· 部署MaaS商业模式的技术需求 
· 环境和人口问题  
· 消费者对全电动自动化汽车的接
纳程度  
· 消费者观念从拥有私家车到选择
出行服务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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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电气动力总成设计  

在电气动力总成的设计中，主要考虑的是
里程、燃料消耗、电力系统效率和可靠的
充电时间。这些因素决定着电动汽车与传
统ICE甚至混合动力汽车之间的可比性，
以及消费者的接受程度。

从设计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消费者必须在
电池尺寸和满足其驾驶需求的充电技术之
间取得平衡。

例如，欧洲司机每年很可能有10次驾车会
超过500公里。这意味着每年的长途旅行
中，便有10次需要他们重新充电。

假设现今大多数电动汽车车主，都可以为
汽车充电过夜，意味着他们每年在充电站
的停留时间可能不会超过300-400分钟，
与每年50次前往加油站加油的ICE车主所
花的时间大致相同。

出于这一原因，电气动力总成设计的一个
关键点是如何实现快速充电，由此为行驶
距离较短、只能在街上停车、能够前往充
电站且需快速充电的汽车用户，提供基于
城市的电动交通。

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动力总成电气化也
会对汽车的电磁兼容性(EMC)产生重大挑
战。下一代汽车结构将包括一系列相互共
存的大功率电缆和高速数据连接网络。

如今，电动汽车的功率范围足以达到
100kW +，且电池电压高达800V。这些
驱动系统产生高宽带电磁辐射，可能会对
汽车内的电磁兼容性造成潜在影响。 

对于下一代汽车，低压数据连接网络和高
压（HV）驱动系统必须可靠且安全地并
行工作。在当今的电动和混合动力总成结
构中，高压系统是完全被屏蔽的，旨在与
汽车的12V数据网络完全隔离。

 不过也可能存在暴露点，例如，电动机的
轴直接连接到12V接地线，并且没有融合
在屏蔽概念中。

高度自动化需要确保安全等级ASIL（汽
车安全完整性等级） VIII) 为D级。意味着
OEMs必须简化高速数据连接结构，确保
最大的稳健性和可靠性，同时又不会破坏
纯电力环境下的数据完整性。

4. 下一代车辆的连接挑战   

连接将成为推动下一代汽车结构的关键因
素。从数据连接的角度而言，这些结构对
数据实时传输、数据质量和各链路带宽均
有要求。链路需求将发生变化，其特性将
由全自动连接功能所增加的安全性等级决
定。这意味着每个组件都将根据如带宽、
衰减、屏蔽和电磁干扰抗扰度等属性进行
设计。

历来在开发首个电气化动力总成时，HV
电池容量、安全性和配电可靠性会成为
OEMs的首要考虑因素。随着技术的发
展，OEMs专注于生产更智能和提供更足
电力的动力总成。目前，动力总成已更新
到第四代和第五代了。因此，重点转移为
实现大规模量产的成本目标。

然而，更高的自动化和自动驾驶水平将导
致范式转移。为了确保安全关键功能的可
靠性不受影响，人们需要持续供电来为其
提供保证。热管理创新将会是保障组件性
能寿命和高度可靠性的关键，同时又确保
了新的性能水平，如成本更加可控、充电
速度更快等。

本篇介绍了连接性的四个方面，它们将作
为汽车结构设计的关键推动因素：
• 大功率快速充电连接
• 软件驱动式结构的连接
• 纯电力环境下可靠的数据连接
• 无线数据连接

这里还将介绍关键技术挑战与要求，以及
对应的技术解决方案。后续白皮书中还将
分享TE Connectivity的技术方法和解决方
案，以满足上述需求。

4.1 大功率充电连接 

汽车充电速率的增加更能让消费者较容易
接纳电动汽车，尤其是对空间十分受限的
大都市而言。此外，这还能让OEMs在制
定全球电动汽车平台战略时，只需关注能
力范围。大功率快速充电对于利用了自动
驾驶车队的MaaS运营模式尤为重要。由
于电动汽车用于充电的休眠时间成本减
少，因此提供服务的时间更长。

传统电子汽车的结构设计以里程数为主，
由此使得电池容量更大，充电时间也相应
更长。为了给特定用户群体提供支持，如
不具备私人充电设施的城市用户和需在高
速路旁充电的长途司机等，OEMs计划推

中央计算平台 通信服务器

“集成”电子控制单元

“单品”电子控制单元

“单体”传感器、传动装置

图3：面向服务的结构

智能热建模和管理将： 
· 使电缆和电力部件发挥最佳性能 
· 降低热导部件的寿命减损 
· 减轻电缆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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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500A至650A充电系统，而目前只有
200A。然而，若配置惯用的50mm2电
缆，如此高功率的电力系统会引起过热问
题。

其中一种解决方案是增大电缆尺寸，但对
500A充电系统而言，这将导致电缆重量
过重。因此，个别OEMs考虑设计为800V
结构，使电缆足以承载更高功率，同时实
现在非超载范围内快速充电。

热管理和电网规模调整
传统上，调节器通过降额建模、测量一段
时间内的电流负载，来确定端子和连接器
所应设计的额定功率，由此推算出继电器
和保险丝技术的限度。

表面上，这些模型试图模拟电流峰值及
其持续时间。然而它们实际基于离散的
RMS（均方根）曲线（如图4所示），模
拟了现实应用中很少存在的静态条件。具
体来说，最高电流峰值长时间持续这一测
试假设，在现实中绝不会发生，所以假设
下的整体功率负载偏高。这种做法会导致
过度设计。加上考虑老化因素的额外内置
安全裕度，使得整体尺寸、重量、成本超
标。电网规模调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
题，这包括高速充电的使用情况，由于快
速充电5-10分钟后产生的负载，远高于任
何电动车辆正常操作时的负载。

TE正在推动一种新的方式，实现最真实的
电缆及组件规模，以满足行业所需的充电
性能。这包括在热模型和电气模型间建立
联系，分析任意电气动力总成线路中的温
度与电流曲线关系。

每个微小的电阻器都可以将电流转换为热
量，因此有必要识别充电链中所有受影响
的组件，并了解它们如何相互作用。然后
可为每个组件创建模型以理解热点。

可使用冷却接口，例如，连接被动散热
器，来修改现有组件。未来的部件设计也
可以考虑采用主动冷却器，例如，冷却电
路或回路。液体冷却剂流过电缆内部的隔
离管并将热量传递到热交换器中的冷却电
缆，目前用于充电基础设施中。

然而，在汽车中，它们将需要额外的温度
控制机制和保护措施，这增加了复杂性，

比如选择水冷公端连接，或者线缆采用水
或油质冷却剂。在这种情况下，连接器可
能是这种冷却剂的入口点，因此需要修改
其设计，包括压接过程。

 针对其配电系列产品，TE正在积极研究这
种热建模，以支持下一代快速充电结构的
散热。此外，TE还为全行业的ZVEI（德国
电气和电子制造商协会）倡议IX)提供强有
力的支持，以开发协调仿真模型。

4.2 软件驱动式结构的连接  

未来，车内物理数据连接层将传输更大
的数据量，导致高速数据连接增多，与
更多ADAS或自动驾驶传感器相集成，
包括高分辨率立体声和/或单声道摄像
机、RADAR、LIDAR，甚至未来的人机
界面(HMIs)，如大型4K/8K屏幕或平视显
示器(HUDs)。

而这些传感器和接口又通过传输速率逾
20Gbps的高速数据骨干，连接到功能强
大的中央计算机平台。

该类平台可承载大量软件，如可识别汽
车、建筑物和行人图像的软件，用以创建
周围环境的动态合成图像，实现车辆自主
导航。 

它们可能依赖于多种不同类型的连接：同
轴、差分、光学、通用信号（如MQS）和
大功率标签。很可能这些触点将会集成到

离散RMS 曲线图

电
流 
[A]

时段 [S]

RMS时段曲线

中间数据点 离散曲线

支持数据点

图4：用于传统电网规模调整的离散RMS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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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更大的模块化连接器中，从而尽可能
地减少汽车制造过程中的空间消耗和安装
时间。此外，车内可包含模块化电子控制
单元(ECUs)，其中许多处理模块通过高速
背板，与模块化连接器互连。

设计物理数据传输层时，汽车电气工程师
应考虑的关键问题如下：

• 如何在零延迟且不影响操作的前提
下，管理点到点的数据传输？ 

• 如何确保摄像机、雷达和激光雷达传
输的数据质量零损坏，做到安全可靠
地提供预防碰撞和事故的关键信息？

• 如何管理来自多个V2X（车联网）通
信和基于云端的信息娱乐应用程序的
外部数据的流入？

问题的答案取决于链路性能、带宽、速度
及电磁兼容性(EMC)等因素。 

4.3 纯电力环境之下可靠的高速数据连
接  

EMC是电气工程的一个分支，旨在消除
无意产生/接收的电能，这种电能会造成
如电磁干扰等不必要的影响，在极端情况
下，甚至会对电敏感设备造成物理损坏。

在汽车工程范畴内，EMC并不是一个新
领域。自汽车内第一次安装无线电以来，
工程师们一直设法降低车内无线电信号干
扰，尽可能优化乘客的收听体验。

然而，下一代全自动汽车的安全性将取决
于来自一系列摄像机、传感器和雷达的数
据，这些数据旨在检测交通信号灯，读取
道路标志，监控其他汽车，并采取防御措
施，规避汽车行驶途中的行人和其他障碍

物。同时，通过CarPlay和Android Auto
等应用程序，实现了对基于云端信息娱乐
系统的无缝对接，更大的显示屏和用户友
好的控制系统创建了更愉快的互联乘客体
验。 

因此，下一代汽车及其系统将要求高可靠
性且故障后仍可维持工作状态的高速数据
连接。

管理电磁兼容性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就这一点而言，将电气动力总成与汽车结
构相集成是一项重大的挑战。这意味着，
低压数据连接网络和高压（HV）驱动系
统必须高可靠且安全地并行工作。OEMs
必须尽可能减少能量辐射，因为能量辐射
会引起高压动力总成电磁干扰(EMI)；同
时，尽可能减小数据连接链路对于能量辐
射的敏感度。

就物理数据传输层而言，有以下几种电缆
选择。

差分电缆
差分信号电缆由铜线构成，铜线通常被视
作为首选的连接材料，因为它们价格低廉
且易于使用。OEMs通过将两根绝缘电线
相互缠绕，创造了这种电缆。其中，一根
电线可作为另一根电线的返回路径。由此
提高电缆的EMC性能。

这也意味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以实现车载计算机和电子控制单元之间的
双向数据传输。然而，如果接触点被屏
蔽，则差分连接将更为复杂，需要进行额
外的处理。

差分电缆主要有两种类型：

屏蔽双绞线(STP)：每对都被屏蔽，以进
一步保护数据传输免受来自其他邻近电
线的电磁干扰，特别在速率（带宽）更高
时。

非屏蔽双绞线(UTP)：不包含额外的屏
蔽，意味着提供了更经济的解决方案，尤
其对于更低的数据速率要求而言，但也容
易产生干扰，可能对性能造成潜在影响。 

UTP因为成本更低、可管理性更高且没有
接地问题，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 

STP则更昂贵、更重，复杂性更高，因为
它必须接地。相较之下，UTP因为无法处
理高EMI/EMC限制，使其这一选项变得
更具限制性。这是以太网技术面临的挑战
之一，也意味着OEMs必须权衡考虑收发
器和物理复杂性，决定是否带宽/连接性
比总体成本和效率更重要。

同轴电缆
同轴电缆能够支持更高的带宽。它是一种
可靠的屏蔽选项，足以抵抗EMI，普遍用
于现在的汽车。然而，由于高频电流的返
回路径就是其屏蔽覆盖层，它只能提供有
限的EMI保护。当连接设备包含多个收发
器时尤甚，因为寄生（电容）效应会增加
射频(RF)屏蔽的负担。然而近年来，设计
上的重大改进意味着同轴电缆现在经常被
部署在当今的汽车中。

光纤
基于光传输的光纤对电磁场、高压大功率
线路和设备产出的电磁干扰完全免疫。此
外，它不会产生与相邻数据线或无线通信
系统的电磁辐射或串扰。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由于二极管的驱动电流很大，电子
器件本身确实会产生辐射且不容易被屏
蔽。

光纤电缆的另一个关键优势是每米信号衰
减量低。光纤电缆与信号频率衰减无关，
意味着链路长度不受信号数据速率的限
制。每米的损耗低于其他链路类型。具体
情况取决于材料（铁芯和包层）和数据传
输波长，对基于LED(650nm)红光的塑料
光纤(POF)而言，光纤的数据传输衰减量
可小于0.2dB/m。而多模玻璃光纤电缆的
衰减范围为每公里3dB(~0.003dB/m)。

虽然光纤看似是大功率纯电力环境下，用
于数据连接的首选方案，但它也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例如玻璃光纤在弯曲半径方面
受到了限制，汽车运行时的抗震性较弱。

相较于玻璃光纤而言，塑料光纤更具成本
效益，弹性也更好，但其所支持的带宽
较低，距离较短，且高数据速率（例如
1Gbps）应用下的光学收发器更加昂贵。
此外，光纤通常无法实现电力传输，因此
不适用于更省空间的混合链路。

展望未来，如要实现车内以太网链路速率
达1Gbps，塑料光纤更有可能是一个可

下一代汽车及其系统将依赖高可靠性
且故障后仍维持工作状态的高速数据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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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解决方案。今天，以太网标准化机构
(IEEE)发布了塑料光纤(1000BASE-RHC)
，亦称GEPOF的千兆以太网规范。

TE Connectivity基于上述所有方法，提供
着符合EMC标准和测试规范的解决方案。
其中包括ISO 11452和CISPR 25。让我们
仔细来看看一些例子。

4.3.1  MATE-AX 连接器   

TE提供的FAKRA和MATE-AX连接器系列
提供的解决方案，可应用于具有高RF要求
的安全链路。

MATE-AX连接器所设计的数据速率性能
高达9GHz，且能优化到20GHz，还可减
少空间以满足现阶段汽车封装要求。其电
气性能符合链路段、组件级信号完整性和
EMI要求。坚固紧凑的MATE-AX连接器有
多种配置可供选择，可以满足不同的环境
条件。此外，MATE-AX连接器的开发还
可无缝对接现有的电缆组装工艺，例如，
完善的FAKRA压接工艺。

4.3.2  MATEnet 连接器  

MATEnet连接器是TE的模块化和可扩展
差分连接器，专为即将推出的分布式网
络汽车结构而开发，这些结构需要快速可
靠的连接解决方案。新系统已被证明符合
100BASE-T1和1000BASE-T1的以太网数
据传输要求。

此外，MATEnet连接器未来还可能支持高
达6Gbps的数据传输速率，因为它使用了

现有的更高调制数据传输技术。

虽然100BASE-T1 UTP产品提供完整的电
磁干扰保护，但屏蔽双绞线产品(STP)可
为使用1000BASE-T1的某些应用提供完
全的EMI控制。例如链路位于无线电天线
附近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中，屏蔽式产品
将确保FM信号的完整性。

TE仍在开发具有完整360°屏蔽接口的差
分连接器，以支持高达20Gbps的数据速
率。

4.3.3  TE下一代汽车数据连接器

TE Connectivity提供的解决方案，满足
最相关的EMC标准和测试规范，包括ISO 
11452和CISPR 25。虽然目前的数据电
缆均已符合相应标准，但它们仍面临着更
高的带宽要求，这种情况下EMC性能是关
键因素之一。

因此，TE Connectivity将持续开发新的解
决方案，推动传输技术向前发展。

我们提供完整屏蔽接口的差分连接器系统
（支持高达20Gbps的数据速率），和采
用垂直激光器(VCSEL)与多模玻璃光纤的
解决方案，实现10Gbps至20Gbps速率。

4.4   无线数据连接

与车内连接器与电线间交换信息的方式相
同，天线将会是下一代汽车与外界相连的
方式，接收和传输可用作进一步分析和处
理的数据。

凭借其新收购的天线技术，TE拥有更多解
决方案，可为汽车行业提供V2X通信，实
现全自动驾驶。

4.4.1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下一代全自动化汽车的先决条件是持续不
断地保持情景意识，这有助于让自动驾驶
算法趋于成熟。随着OEMs将更多ADAS
特征引入汽车，位置感应精度要求也在不
断提高。

目前的车辆系统只需评估车辆所处的车
道。而在未来，全自动化汽车需提供低
至厘米级的定位信息。GPS天线已演变
为GNS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天线，
意味着它们需接收多个定位系统，如
GPS、GLONASS、北斗和伽利略。

TE正紧跟这一趋势，供应GNSS天线，以
满足自动驾驶汽车所需的高精度定位要
求。

4.4.2 V2X与蜂窝网络  

全自动汽车若要在行驶中做出正确决策，
需要大量的信息。而获取环境数据、信息
的传感器很快将能在车辆间交换信息。这
一目标是为了交换传感器视野之外、无法
捕获的信息。例如，汽车可在拐角处与其
他汽车进行通信。这一过程涉及了与其
他汽车和道路基础设施进行通信的V2X技
术。 

目前针对这一基础技术有两种竞争标准：
基于WLAN标准的IEEE 802.11p和基于蜂
窝标准的C-V2X。汽车行业终将采用哪种
仍有待观察。

现阶段，TE为两种标准均提供天线，因此
足以全方面支持V2X，不受标准的影响。
蜂窝网络标准LTE用于实现汽车到基础设
施的连接或彼此的连接。

但对时间敏感型应用而言，LTE的固有延
迟太长。目前正在制定规范的5G将在蜂
窝世界中提供低延迟和高带宽。TE已开
发出了5G天线的早期雏形。

4.4.3 WLAN和蓝牙  

蓝牙和无线LAN(WLAN)在汽车网络中同
样占有一席之地。蓝牙可应用于远程访
问，允许智能手机与信息娱乐系统之间进
行通信。很快它将取代车钥匙，控制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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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远程开锁与解锁。TE已在车顶应用中
开发了集成蓝牙天线和收发器，为上述实
例提供了接口。此外，这些解决方案还支
持远程停车应用，即通过智能手机控制汽
车“自行停车”。

当车主需通过高数据流量将设备连接到汽
车时，WLAN是个不错的选择。汽车会提
供WLAN热点，允许乘客通过内置的LTE
调制解调器访问互联网。此外，当车辆停
在自家车库时，车主还可通过WLAN让
汽车连上互联网，在夜间借助FOTA（空
中固件下载）完成必要的软件更新，或同
步车主的音乐库。

4.4.4 更智能的天线封装

随着车内连接数量的增加，确定天线和随
附电子控制单元的可行位置，变得越来越
具挑战性。此外，诸如LTE或WLAN之类
的较新服务的频率在GHz范围内，这可
能意味着同轴电缆上的信号强度较低。因
此，TE正在开发一种将天线和收发器组合
在一个单元中的解决方案。它将缩短信号
传输距离，由此提高可实现的数据速率。 

这 种 智 能 天 线 的 目 标 位 置 在 车 顶 区
域 。 可 能 支 持 的 服 务 包 括 移 动 通
信、V2X、GNSS、蓝牙和WLAN。这种
结构的优点是仅有一个高速数据接口（例
如以太网），可支持访问所有上述服务。
随着5G的部署，实现更高的频率指日可
待，意味着这一天线收发器组合将成为标
准。

5. 与TE Connectivity携手共创下一
代移动出行  

动力总成电气化、自动驾驶和出行服务模
式转型正在改变人们对汽车和移动出行的
看法。自从连接器问世以来，TE一直与汽
车制造商合作，共同设定行业标准，并创
建先进连接解决方案。

今天，随着新的趋势和技术给汽车系统结
构设计带来新的挑战，TE在与合作伙伴
搭建生态系统，积极参与行业转型的标准
制定。此外，TE在开发过程的早期继续
与客户互动，并作为共同创建解决方案的
真正合作伙伴，为实现下一代移动出行而
努力。

端到端连接技术
无论汽车行业采用哪种技术路径，我们均
可为安全可靠的电气动力总成和数据连接
系统，提供连接解决方案，凭借TE在可靠
连接、天线和传感系统制造方面累积的数
十年经验，来满足新兴需求。  

我们正在开发我们的技术组合，用于以支
持端到端的汽车连接，解决当前物理层面
临的挑战，满足不断增长的下一代移动出
行需求。 

这些挑战包括安全分配大量电力以加快充
电的能力；通过集成异构设备和芯片协议
所需的灵活性实现大量数据的实时传输，
并实现与其他汽车、基础设施和云的无缝
连接。

立即联系TE Connectivity 
请访问我们的网址：
• 了解更多TE连接技术和解决方案相关

信息。
• 注册以接收本系列产品的后续白皮

书。 

立即访问
www.TE.com.cn/next-gen-mobility        
并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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