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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阀组件布置在用于内燃机的热管理系

统中，并且包括一体式壳体，该一体式壳体包括

第一旋转阀、第二旋转阀和第三旋转阀。第一、第

二和第三旋转阀包括联接到相应的第一、第二和

第三致动器的相应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可旋转阀

体。第一、第二和第三旋转阀布置成调节热管理

系统的热交换元件之间的流体流动。第二和第三

旋转阀围绕第一旋转轴线同轴地布置，并且第一

旋转阀围绕第二旋转轴线同轴地布置，其中第一

旋转轴线不平行于第二旋转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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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布置在用于内燃机的热管理系统中的流体阀组件，包括：

一体式壳体，其包括第一旋转阀、第二旋转阀和第三旋转阀，其中所述第一、第二和第

三旋转阀包括联接到相应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致动器的相应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可旋转阀

体；

其中，所述第一、第二和第三旋转阀布置成调节所述热管理系统的热交换元件之间的

流体流动；

其中，所述第二和第三旋转阀围绕第一旋转轴线同轴地布置；

其中，所述第一旋转阀围绕第二旋转轴线同轴地布置；并且

其中，所述第一旋转轴线不平行于所述第二旋转轴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流体阀组件，其中，所述第一旋转轴线正交于所述第二旋转轴

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流体阀组件，其中，所述热管理系统包括由多个热交换元件和

流体泵送元件组成的流体回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流体阀组件，其中每个所述可旋转阀体包括盘形元件，所述盘

形元件布置在所述一体式壳体的相应环形部分内。

5.一种被构造成在动力传动系统的热管理系统中引导流体流动的流体阀组件，其中，

所述热管理系统包括流体回路，所述流体回路包括第一热交换元件、第二热交换元件、第三

热交换元件、第四热交换元件、第五热交换元件、第六热交换元件、第七热交换元件和流体

泵送元件，所述流体阀组件包括：

第一旋转阀，其包括布置在壳体的第一环形部分内并且联接到第一致动器的第一可旋

转阀体；

第二旋转阀，其包括布置在所述壳体的第二环形部分内并且联接到第二致动器的第二

可旋转阀体；

第三旋转阀，其包括布置在所述壳体的第三环形部分内并且联接到第三致动器的第三

可旋转阀体；

其中，所述第一可旋转阀体包括第一阀元件和第二阀元件，所述第一阀元件可控制地

布置成调节流向所述第五热交换元件的冷却剂流动，所述第二阀元件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

流向所述第六热交换元件的冷却剂流动；

其中，所述第二可旋转阀体包括第三阀元件和第四阀元件，所述第三阀元件可控制地

布置成调节来自所述第一热交换元件的冷却剂流动，且所述第四阀元件可控制地布置成调

节来自所述第二热交换元件的冷却剂流动；

其中，所述第三可旋转阀体包括第五阀元件和第六阀元件，所述第五阀元件可控制地

布置成调节从所述第二旋转阀和所述第四热交换元件到所述第三热交换元件的冷却剂流

动，所述第六阀元件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从所述第二旋转阀和所述第四热交换元件到所述

第七热交换元件的冷却剂流动；

其中，所述第一旋转阀的所述第一和第二阀元件围绕第一旋转轴线同轴；

其中，所述第二旋转阀的所述第三和第四阀元件围绕第二旋转轴线同轴；并且

其中，所述第一旋转轴线不平行于所述第二旋转轴线。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流体阀组件，其中，所述第一旋转轴线正交于所述第二旋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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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7.一种被构造成在动力传动系统的热管理系统中引导流体流动的流体阀组件，其中，

所述热管理系统包括流体回路，所述流体回路包括用于发动机缸体的流体护套、用于汽缸

盖的流体护套、车厢加热器芯体、用于排气歧管的流体护套、变速器流体热交换器、发动机

油热交换器、散热器和流体泵送元件，所述流体阀组件包括：

设置在壳体中的第一旋转阀、第二旋转阀和第三旋转阀，其中，所述第一、第二和第三

旋转阀各自包括设置在所述壳体的相应环形部分内并且联接到致动器的相应的可旋转阀

体；

其中，所述第一旋转阀的可旋转阀体包括：第一阀元件，其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流向所

述变速器流体热交换器的冷却剂流动；以及第二阀元件，其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流向所述

发动机油热交换器的冷却剂流动；

其中，所述第二旋转阀的可旋转阀体包括：第三阀元件，其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来自用

于所述发动机缸体的流体护套的冷却剂流动；以及第四阀元件，其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来

自用于所述汽缸盖的流体护套的冷却剂流动；

其中，所述第三旋转阀的可旋转阀体包括：第五阀元件，其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从所述

第二旋转阀和用于所述排气歧管的流体护套到所述车厢加热器芯体的冷却剂流动；以及第

六阀元件，其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从所述第二旋转阀和用于所述排气歧管的流体护套到所

述散热器的冷却剂流动；

其中，所述第一旋转阀的所述第一和第二阀元件围绕第一旋转轴线同轴；

其中，所述第二旋转阀的所述第三和第四阀元件围绕第二旋转轴线同轴；并且

其中，所述第一旋转轴线不平行于所述第二旋转轴线。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流体阀组件，其中，所述第一旋转轴线正交于所述第二旋转轴

线。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流体阀组件，其中，所述第一旋转阀的包括所述第一阀元件的

所述可旋转阀体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从用于所述发动机缸体的流体护套到所述变速器流

体热交换器的冷却剂流动。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流体阀组件，其中，所述第一旋转阀的包括所述第一阀元件

的所述可旋转阀体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从用于所述发动机缸体的流体护套到所述发动机

油热交换器的冷却剂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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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热管理系统的阀组件

[0001] 引言

[0002] 用于动力传动系统的热管理系统使冷却剂循环以传递热量，以促进在发动机冷启

动之后冷却剂的预热，并促进运行期间的传热递和冷却。

发明内容

[0003] 流体阀组件布置在用于内燃机的热管理系统中，并且包括一体式壳体，该一体式

壳体包括第一旋转阀、第二旋转阀和第三旋转阀。第一、第二和第三旋转阀包括联接到相应

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致动器的相应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可旋转阀体。第一、第二和第三旋转

阀布置成调节热管理系统的热交换元件之间的流体流动。第二和第三旋转阀围绕第一旋转

轴线同轴地布置，并且第一旋转阀围绕第二旋转轴线同轴地布置，其中第一旋转轴线不平

行于第二旋转轴线。

[0004] 本公开的一方面包括与第二旋转轴线正交的第一旋转轴线。

[0005] 本公开的另一方面包括热管理系统，该热管理系统包括由多个热交换元件和流体

泵送元件组成的流体回路。

[0006] 本公开的另一方面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可旋转阀体，这些可旋转阀体具有设置

在一体式壳体的相应环形部分内的盘形装置。

[0007] 流体阀组件被构造成在动力传动系统的热管理系统中引导流体流动。热管理系统

包括用于发动机缸体的流体护套、用于汽缸盖的流体护套、车厢加热器芯体、用于排气歧管

的流体护套、变速器流体热交换器、发动机油热交换器、散热器和流体泵送元件。流体阀组

件包括设置在壳体中的第一旋转阀、第二旋转阀和第三旋转阀。第一、第二和第三旋转阀中

的每一个均包括设置在壳体的环形部分内并且联接到致动器的可旋转阀体。第一旋转阀的

可旋转阀体包括第一阀元件和第二阀元件，第一阀元件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流向变速器流

体热交换器的冷却剂流动，第二阀元件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流向发动机油热交换器的冷却

剂流动。第二旋转阀的可旋转阀体包括第三阀元件和第四阀元件，第三阀元件可控制地布

置成调节来自用于发动机缸体的流体护套的冷却剂流动，第四阀元件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

来自用于汽缸盖的流体护套的冷却剂流动。第三旋转阀的可旋转阀体包括第五阀元件和第

六阀元件，第五阀元件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从第二旋转阀和用于排气歧管的流体护套到车

厢加热器芯体的冷却剂流动，第六阀元件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从第二旋转阀和用于排气歧

管的流体护套到散热器的冷却剂流动。第一旋转阀的第一和第二阀元件围绕第一旋转轴线

同轴，并且第二旋转阀的第三和第四阀元件围绕第二旋转轴线同轴。第一旋转轴线不平行

于第二旋转轴线。

[0008] 本公开的另一方面包括第一旋转阀的可旋转阀体，其包括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从

用于发动机缸体的流体护套到变速器流体热交换器的冷却剂流动的第一阀元件。

[0009] 本公开的另一方面包括第一旋转阀的可旋转阀体，其包括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从

用于发动机缸体的流体护套到发动机油热交换器的冷却剂流动的第一阀元件。

[0010] 本公开的另一方面包括第一旋转阀的可旋转阀体，其包括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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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器到变速器流体热交换器的冷却剂流动的第一阀元件。

[0011] 本公开的另一方面包括第一旋转阀的可旋转阀体，其包括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从

散热器到发动机油热交换器的冷却剂流动的第一阀元件。

[0012] 从所附权利要求限定的用于结合附图考虑时执行本教导的一些最佳模式和其他

实施例的以下详细描述中，本教导的以上特征和优点以及其他特征和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附图说明

[0013] 现在将参照附图以举例的方式描述一个或多个实施例，在附图中：

[0014] 图1示意性地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用于由内燃机和变速器组成的动力传动系统的

热管理系统；

[0015] 图2是根据本公开的热管理系统的流体阀组件的实施例的剖视右视图；

[0016] 图3是根据本公开的热管理系统的流体阀组件的实施例的剖视俯视图；

[0017] 图4是根据本公开的描绘第一旋转阀的可旋转阀体旋转360°的侧视图的线性表

示，描绘了通过其的流体路径；

[0018] 图5是根据本公开的描绘第二旋转阀的可旋转阀体旋转360°的侧视图的线性表

示，描绘了通过其的流体路径；以及

[0019] 图6是根据本公开的描绘第三旋转阀的可旋转阀体旋转360°的侧视图的线性表

示，描绘了通过其的流体路径。

[0020] 应该理解的是，附图不一定按比例绘制，而是呈现如本文所公开的本公开的各种

优选特征的某种简化表示，包括例如具体尺寸、取向、位置和形状。与这些特征相关的细节

将部分地由特定的预期应用和使用环境决定。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如本文所描述和示出的，所公开实施例的各部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来布置和

设计。因此，下面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所要求保护的本公开的范围，而仅仅是其可能实

施例的代表。另外，尽管在以下描述中阐述了许多具体细节以便提供对本文所公开的实施

例的透彻理解，但是一些实施例可以在没有这些细节中的一些的情况下实施。此外，为了清

楚起见，相关领域中理解的某些技术材料没有详细描述，以避免使本公开不必要地模糊。此

外，附图是简化形式的，而不是精确的比例。为了方便和清楚起见，可以相对于附图使用方

向性术语，诸如顶部、底部、左侧、右侧、上部、上方、之上、下方、之下、后方和前方。这些和类

似的方向性术语不应被解释为限制本公开的范围。此外，如本文所示出和描述的，本公开可

以在缺少本文没有具体公开的元件的情况下实施。如本文所使用的，术语“上游”和相关术

语是指相对于指示位置朝向流动流的起源的元件，并且术语“下游”和相关术语是指相对于

指示位置远离流动流的起源的元件。

[0022] 参照附图，其中相同的附图标记贯穿几幅附图对应于相同或相似的部件，与本文

公开的实施例一致，图1示出了用于动力传动系统的热管理系统20，该动力传动系统包括可

以布置在车辆中的内燃机(发动机)10和变速器19。车辆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商用车辆、工业

车辆、农用车辆、乘用车辆、飞机、船只、火车、全地形车辆、个人移动装置、机器人等形式的

移动平台，以实现本公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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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发动机10可以是任何内燃机配置，包括例如火花点火配置或燃烧点火配置。发动

机10包括发动机缸体12、一个(或多个)汽缸盖14和集成式排气歧管16。在一个实施例中，其

他元件可以包括涡轮增压器17和冷却EGR系统18。

[0024] 热管理系统20有利地构造成在发动机10和变速器19中传递热量，包括从发动机10

移除燃烧热量以及将来自发动机10的燃烧热量传递到可受益于额外热量的区域。热管理系

统20包括闭合流体回路22，该闭合流体回路由流体泵30、流体阀组件40以及经由管道流体

地联接的热源和散热器形式的多个热交换元件。流体阀组件40包括设置成调节热源与散热

器之间的流体流动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旋转阀50、60和70。作为非限制性示例，热源包括发

动机缸体流体护套24、汽缸盖流体护套26、排气歧管流体护套28。作为非限制性示例，散热

器包括车厢加热器芯体32、变速器流体热交换器34、发动机油热交换器36和流体/空气散热

器38。热管理系统还包括一个或多个温度传感器35以及一个或多个压力传感器37，这些传

感器设置成监测与热管理系统20和闭合流体回路22的各个元件相关的参数，作为非限制性

示例，包括发动机入口冷却剂温度、发动机出口冷却剂温度、汽缸盖温度、发动机缸体温度、

散热器温度等。

[0025] 流体泵30可以是电动流体泵送装置，其具有可独立于发动机10的运行而控制的速

度和流量。可替代地，流体泵30可以是由发动机10驱动的机械驱动装置。在一个实施例中，

流体泵30包括与热源(即，发动机缸体流体护套24、汽缸盖流体护套26、排气歧管流体护套

28)平行地流体联接的出口以及通向流体阀组件40的第一旋转阀50的入口。热管理系统20

的各元件的图示布置是非限制性的，并且在本公开的范围内可设想热管理系统20的其他配

置。

[0026] 控制器15被构造为监测来自温度传感器35、压力传感器37的参数以及发动机和变

速器运行参数，并且控制流体泵30和流体阀组件40的操作，以基于此调节到热管理系统20

的热源和散热器的流体流动。调节流体流动包括能够允许最大流量，或者部分地或完全地

限制流体流量，并且因此选择性地分配流体流动以实现热传递。控制器15被构造成控制流

体泵30和控制流体阀组件40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旋转阀50、60和70的致动器的操作，以调节

经过热管理系统20的各个元件的流体流动，从而在动力传动事件(其可以包括发动机冷启

动、预热、稳态和其他运行)期间管理热传递。术语“控制器”和相关术语是指(一个或多个)

专用集成电路(ASIC)、(一个或多个)电子电路、(一个或多个)中央处理单元(例如，(一个或

多个)微处理器)和相关(一个或多个)非暂态存储器部件(为存储器和存储设备(只读、可编

程只读、随机存取、硬盘驱动器等)的形式)中的一种或各种组合。

[0027] 图2示出了热管理系统20的流体阀组件40的实施例的剖视右视图，并且该图在此

参考图3以及继续参考图1进行描述。流体阀组件40包括设置在一体式壳体42中的第一旋转

阀50、第二旋转阀60和第三旋转阀70。流体阀组件40可以在方便位置组装到发动机缸体12

上。按照流体泵30的流动方向，第二旋转阀60布置在第三旋转阀70的上游，第三旋转阀位于

第一旋转阀50的上游。

[0028] 一体式壳体42是配置有第一环形部分45、第二环形部分46和第三环形部分47的单

个装置。一体式壳体42可以组装到发动机缸体12上。第一、第二和第三旋转阀50、60和70中

的每一个分别包括可旋转阀体，该可旋转阀体布置在相应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环形部分45、

46和47内并且联接到相应的致动器。其他元件(例如，流体密封件，轴承等)可以被包括但不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09252937 A

6



描述。

[0029] 第一旋转阀50包括可旋转阀体58，其包括变速器流体阀51形式的第一盘形阀元件

和发动机油阀52形式的第二盘形阀元件。包括变速器流体阀51和发动机油阀52的可旋转阀

体58设置在一体式壳体42的与第一旋转阀50相关联的第一环形部分45内。第一旋转阀50的

变速器流体阀51和发动机油阀52被构造成围绕第一旋转轴线59同轴。流体入口54经由通向

流体泵30的管道流体地联接到一体式壳体42的与第一旋转阀50相关联的第一环形部分45。

第一流体出口55与变速器流体阀51关联并且将一体式壳体42的第一环形部分45流体地联

接到变速器流体热交换器34。第二流体出口56与发动机油阀52相关联并且将一体式壳体42

的第一环形部分45流体地联接到发动机油热交换器36。第一旋转阀50联接到第一旋转致动

器53，第一旋转致动器可操作地连接到控制器15，使得控制器15可以命令第一旋转致动器

53的旋转位置，并且因此控制可旋转阀体58的旋转位置。因此，变速器流体阀51可控制地布

置成调节流向变速器流体热交换器34的冷却剂的流动，并且发动机油阀52可控制地布置成

调节流向发动机油热交换器36的冷却剂的流动。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旋转致动器53可被

构造成使可旋转阀体58旋转，以配合地控制通过变速器流体阀51和发动机油阀52的流体流

动。可替代地，第一旋转致动器53可被构造成使可旋转阀体58旋转，以独立于通过发动机油

阀52的流动来控制通过变速器流体阀51的流动。

[0030] 第二旋转阀60包括可旋转阀体68，其包括发动机缸体阀61形式的第三盘形阀元件

和汽缸盖阀62形式的第四盘形阀元件。包括发动机缸体阀61和汽缸盖阀62的可旋转阀体68

设置在一体式壳体42的与第二旋转阀60相关联的第二环形部分46内。发动机缸体流体入口

64经由通向发动机缸体阀61的管道流体地联接到一体式壳体42的与第二旋转阀60相关联

的第二环形部分46，并且汽缸盖入口65经由通向汽缸盖阀62的管道流体地联接。流体出口

66将一体式壳体42的与第二旋转阀60相关联的第二环形部分46流体地联接到第三旋转阀

70的第一流体入口74。第二流体出口66与发动机油阀52相关联并且将一体式壳体42的与第

二旋转阀60相关联的第二环形部分46流体地联接到发动机油热交换器36。第二旋转阀60联

接到第二旋转致动器63，第二旋转致动器可操作地连接到控制器15，使得控制器15可以命

令第二旋转致动器63的旋转位置，并且因此控制第二可旋转阀体68的旋转位置。因此，发动

机缸体阀61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来自用于发动机缸体12的流体护套24的冷却剂流动，并且

汽缸盖阀62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来自用于汽缸盖14的流体护套26的冷却剂流动。在一个实

施例中，第二旋转致动器63可被构造成使可旋转阀体68旋转，以配合地控制通过发动机缸

体阀61和汽缸盖阀62的流动。可替代地，第二旋转致动器63可被构造成使可旋转阀体68旋

转，以独立于通过汽缸盖阀62的流动来控制通过发动机缸体阀61的流动。

[0031] 第三旋转阀70包括可旋转的阀体78，其包括加热器芯体阀71形式的第五盘形阀元

件和散热器阀72形式的第六盘形阀元件。包括加热器芯体阀71和散热器阀72的可旋转阀体

78设置在一体式壳体42的与第三旋转阀70相关联的第三环形部分47内并且被构造为围绕

第二旋转轴线79同轴。第一流体入口74经由通向第二旋转阀60的流体出口66的管道流体地

联接到一体式壳体42的第三环形部分47，并且第二流体入口75经由通向排气歧管流体护套

28的管道流体地联接到一体式壳体42的第三环形部分47。第一流体出口76将一体式壳体42

的第三环形部分47流体地联接到车厢加热器芯体32，并且第二流体出口77将一体式壳体42

的第三环形部分47流体地联接到散热器38。第三旋转阀70联接到第三旋转致动器73，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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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致动器可操作地连接到控制器15，使得控制器15可以命令第三旋转致动器73的旋转位

置，并且因此控制第三旋转阀体78的旋转位置。因此，加热器芯体阀71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

从第二旋转阀60和用于排气歧管16的流体护套28到车厢加热器芯体32的冷却剂流动，并且

散热器阀72可控制地布置成调节从第二旋转阀60和用于排气歧管16的流体护套28到散热

器38的冷却剂流动。

[0032] 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三旋转致动器73可被构造成使可旋转阀体78旋转，以配合地

控制通过加热器芯体阀71和散热器阀72的流动。可替代地，第三旋转致动器73可被构造成

使可旋转阀体78旋转，以独立于通过散热器阀72的流动来控制通过加热器芯体阀71的流

动。

[0033] 继续参照针对图1、2和3所描述的实施例来分别描述图4、5和6。

[0034] 图4是描绘第一旋转阀50的可旋转阀体58旋转360°的侧视图的线性表示400，该可

旋转阀体包括：盘形变速器流体阀51，其设置成调节流向变速器流体热交换器34的冷却剂

流动；以及盘形发动机油阀52，其设置成调节流向发动机油热交换器36的冷却剂流动。水平

轴线405表示旋转度数，其可以是360°的旋转度数，或者可替代地，是360°旋转度数的一部

分。通向可旋转阀体58的流体输入包括通向变速器流体阀51的第一输入430以及第二输入

435，第一输入供应从发动机缸体流体护套24输出的冷却剂，第二输入供应从泵30直接输出

的冷却剂。通向可旋转阀体58的流体输入还包括通向发动机油阀52的第一输入440以及第

二输入445，第一输入供应从发动机缸体流体护套24输出的冷却剂，第二输入供应从泵30直

接输出的冷却剂。其他元件包括零流量部分410和420以及诊断死区部分450。这种构造有利

于冷却剂的受控流动，以根据变速器流体阀51的旋转位置将热量传递到变速器流体热交换

器34或从变速器流体热交换器带走热量。这种构造有利于冷却剂的受控流动，以根据变速

器流体阀51的旋转位置将热量传递至发动机油热交换器36或从发动机油热交换器带走热

量。

[0035] 图5是描绘第二旋转阀60的可旋转阀体68旋转360°的侧视图的线性表示500，该可

旋转阀体包括：盘形发动机缸体阀61，其布置成调节从发动机缸体流体护套24到第三旋转

阀70的第一输入530的冷却剂流动；以及盘形汽缸盖阀62，其布置成调节从汽缸盖流体护套

26到第三旋转阀70的相应第二输入540和第三输入545的冷却剂流动。水平轴线505表示旋

转度数，其可以是360°的旋转度数，或者可替代地，是360°旋转度数的一部分。通向可旋转

阀体68的流体输入包括来自发动机缸体流体护套24和汽缸盖流体护套26的流体流动。其他

元件包括零流量部分510和520以及诊断死区部分550。这种构造有利于调节来自发动机缸

体流体护套24和汽缸盖流体护套26的冷却剂流动。

[0036] 图6是描绘第三旋转阀70的可旋转阀体78旋转360°的侧视图的线性表示600，该可

旋转阀体包括布置成调节流向加热器芯体32的流动的盘形加热器芯体阀71以及布置成调

节流向散热器38的流动的盘形散热器阀72。水平轴线605表示旋转度数，其可以是360°的旋

转度数，或者可替代地，是360°旋转度数的一部分。通向可旋转阀体78的流体输入包括来自

集成式排气歧管流体护套28的流动和来自发动机缸体流体护套24的从第一输入530到第三

旋转阀70的冷却剂的调节流动，以及来自汽缸盖流体护套26的分别从第二输入540和第三

输入545到第三旋转阀70的冷却剂流动。来自加热器芯体阀71的流体输出包括第一输出630

和第二输出635，以调节流向加热器芯体32的流动。来自散热器阀72的流体输出包括第一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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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640以调节流向散热器38的流动。其他元件包括零流量部分610和620以及诊断死区部分

650。这种构造有利于冷却剂的受控流动，以将热量传递至加热器芯体32和散热器38。

[0037] 本文描述的构思包括热管理系统20的流体阀组件40的实施例，其通过采用具有非

平行旋转轴线的阀元件来提供装配在紧凑包装封套内的具有多个冷却剂流动控制功能的

一体式装置。包装具有非平行旋转轴线的阀元件可以通过将与各种旋转阀相关联的各种阀

致动器定向在不同平面中而使流体阀组件40的长度最小化。与目前可用的流量控制阀装置

相比，这种布置还有利地提供了减少的部件数量。

[0038] 详细描述和附图或图是对本教导的支持和描述，但是本教导的范围仅由权利要求

限定。尽管已经详细描述了用于实施本教导的一些最佳模式和其他实施例，但是存在用于

实践所附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本教导的各种替代设计和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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