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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拆卸液化石油气瓶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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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分析了几种不可拆卸液化石油气瓶阀的结构特点 , 介绍了瓶阀主要零配件的加工方
法 , 加工成本和加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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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of the non2removable valves for l iquef ied petroleum cylinders

ZHAN G Zhang2xiang
(Ningbo Zhiqing Industrial Co ; L TD Ninghai 315600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analysises the design feature of some kinds of non2removable valves for liquefied

petroleum cylinders , and introduces the way , the cost and the quality of the main parts mach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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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液化石油气瓶阀执行标准 GB 7512 - 1998 中

仅规定了阀门的部分尺寸 , 对整体和内部结构未作

任何限制 , 而且大部分瓶阀是可以拆卸的。有些用

户或燃气单位利用了瓶阀可拆卸的特性 , 如有泄

漏 , 则进行内部零部件的更换。瓶阀在多次更换密

封件后使阀体存在质量隐患。为了保证瓶阀整体质

量 , 国家瓶阀自律委员会组织国内主要生产厂家联

合设计了不可拆卸液化石油气瓶阀。设计过程中一

是保证不可拆卸瓶阀结构合理性和先进性 , 二是提

高瓶阀的标准化程度和互换性 , 三是结合国内主要

瓶阀生产厂家加工水平 , 保证正常生产。因此对瓶

阀主要从整体结构和主要零部件结构进行优化设

计 , 以达到既不可拆卸 , 又满足使用要求的目的。

2 　整体结构

液化石油气瓶阀的不可拆卸结构主要有 6 种

(图 1) , 其特点见表 1。

　　经过分析确定 , 要完全符合不可拆卸的液化石

油气瓶阀结构要求 , 须保证手轮与阀体等连在一

起 , 一旦拆卸则会破坏阀体 , 才真正实现防拆卸效

果。因此 , 最佳的结构方案为图 1 (c) 。

3 　主要零件

液化石油气瓶阀主要由阀体、手轮、活门、活

门垫和 O 形圈等组成 , 其各零部件的结构和加工

精度直接影响生产和加工成本。

311 　定位销

定位销有方形销和圆形销 2 种 (图 2) , 均具

有防拆卸功能 (表 2) , 但圆形销加工和装配方便 ,

成本低 , 选用的较多。

312 　活门垫结构

活门垫 (图 3、表 3) 是保证瓶阀密封性的重

要零件之一。活门垫的模具成本较低 , 一次投入即

可生产几十万只成品。图 3 (a) 的类似结构是常

用的活门垫形状。

313 　活门与手轮连接

活门与手轮的连接方式一般为 U 形槽式 , 即

在活门或手轮部位带有 U 形槽 , 另一零件带有圆

柱形端部 (图 4) 。根据新颁布的 GB 7512 - 2006

有关加工规定 , 手轮和阀体须采用专机加工 , 其他

零部件可以采用数控机床加工。当 U 形槽设计在

手轮上时 , 活门可以在数控车床上一次加工完成 ,

手轮 (包括 U 形槽) 在专机上一次加工完成。当

U 形槽设计在活门上时 , 则数控车床无法一次加

工完成 , 需要另加铣槽工序 , 增加了加工成本。一

般选择 U 形槽设计在活门上 , 可以降低加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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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结构特性比较

图号 结构特点 优点 缺点 效果

图 1 (a) 　在压帽与阀体螺纹侧面配钻销
孔 ,加定位销卡死

　在原 GB 7512 - 1998 结构基础上 ,
生产厂家无需更改阀体模具 ,加工方
便

　容易拆卸 ,拆卸后压帽更换新的
又可以正常使用。未能达到防拆卸
目的

不好

图 1 (b) 　在压帽与阀体螺纹上端面配钻销
孔 ,加定位销卡死

　在原 GB 7512 - 1998 结构基础上 ,
生产厂家无需更改阀体模具 ,加工方
便

　较容易拆卸 ,阀体上端螺纹略修 ,
可换新的压帽 ,未能达到防拆卸目
的

不好

图 1 (c) 　在阀体中部车环形槽 ,内装环形
销

　环形销位于阀体的槽内 ,既卡在阀
体内 ,也限制手轮拧出 ,同时控制阀门
的升程 ,达到防拆卸要求

无法拆卸 ,一旦拆卸则破坏阀体 好

图 1 (d) 　在阀体上部车燕尾槽 ,挡圈随手
轮一起挤入

　挡圈位于阀体的槽内 ,卡在阀体内
部 ,也限制手轮拧出 ,同时控制阀门的
升程 ,达到防拆卸结构

　无法拆卸 ,一旦拆卸则破坏阀体 ,
但通过车加工阀体上端面很容易破
坏防拆卸结构。

较好

图 1 (e) 　在阀体中部车 2 通孔 ,通过 2 根
定位销铆接后固定在阀体上

　加工方便 ,定位销限制手轮拧出 ,又
控制阀门的升程

　一般无法拆卸 ,但可用钻头去掉
铆接处 ,拆下定位销后 ,重新组装

一般

图 1 (f) 　在阀体中部车 2 通孔 ,通过 2 根
定位销铆接后固定在阀体上

　加工方便 ,定位销限制活门拧出 ,又
控制阀门的升程 ,手轮可拆卸

　手轮可以拧下 ,一般无法拆卸 ,但
可用钻头去掉铆接处 ,拆下定位销
后 ,重新组装

一般

(a) 压帽与阀体螺纹侧面配钻销孔　 (b) 压帽与阀体螺纹上端面配钻销孔　 (c) 阀体中部车环形槽　 (d) 阀体上部车燕尾槽

(e) 阀体中部车 2 通孔 (手轮不可拆卸) 　 (f) 阀体中部车两通孔 (手轮可拆卸)

图 1 　不可拆卸液化石油气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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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定位销结构比较

结构 材质 优点 缺点 选择性

方形销 H62 定位效果好 ,接触面较大 成型较难 ,安装到阀体的定位槽内难 一般

圆形销 H62 易成型 ,方便装配 定位面相对较少 较好

(a) 方形销　 (b) 圆形销

图 2 　定位销

(a) 两端平面不同　 (b) 两端平面平行式

图 3 　活门垫

314 　阀体

不可拆卸瓶阀主要与民用调压器连接 , 介质为

气态的液化石油气。为了减少部分杂质停留堆积在

管道上或密封面上 , 影响密封效果和产品使用寿

命 , 一般阀出口端的最小通道直径下限设计时低于

阀密封面底部平台 (图 4 (a) ) , 主要是便于通气

使用时 , 保证杂质能随着气流冲出瓶阀 , 提高使用

寿命。

315 　防火结构

部分国外的民用类瓶阀设计有防火结构。如遇到

火灾或意外事故导致瓶阀高温 , 活门垫可能被破坏 ,

液化石油气将大量泄漏到空气中 , 导致爆炸或人身伤

亡。此时可以紧急操作手轮使活门与阀体密封面实现

硬密封 , 防止泄漏。此类瓶阀均装有管道安全泄压

阀 , 在防止燃气泄漏的同时对瓶和阀内进行泄压 , 保

证安全。目前国内大部分民用液化石油气瓶阀直接与

调压器连接 , 没有安装安全泄压阀 , 故设计时没有增

加防火结构 , 以避免用户在使用时误操作 , 导致瓶阀

压力过大 , 引起更大的事故。

(a) U 形槽在手轮上　 (b) U 形槽在活门上

图 4 　活门与手轮连接

表 3 　活门垫结构比较

结构 材质 优点 缺点 选择性

一端面为弧形 ,另一端为顶杆孔 　尼龙 1010 　弧形光洁度易保证 ,且表面不会

出现注塑缩印 ,影响密封效果

　从中间分型面 ,一端加顶杆 ,模具

较复杂 ,模具成本较高

较好

两端平面平行式 尼龙 1010 模具方便制作 ,模具成本低 表面易产生缩印 ,影响密封效果 一般

4 　结语

不可拆卸液化石油气瓶阀经过整体优化设计采

用环形单销的结构不但在性能上满足新国家标准的

要求 , 同时也结合了国内瓶阀厂家的加工水平 , 降

低了生产成本 , 提高了质量 , 消除了原来因可拆卸

结构而反复更换部分零部件所带有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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