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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配管内径及壁厚的合理计算-5选用

罗绍亮，江琳

(新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新余 338001)

摘要：根据管道内的流量以及管道内液流平均流速，合理计算选用配管的内径，通过内径确定油管腐蚀裕量．合理选用配管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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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鄹吾

在流体式液压配管中，油管的管径不宜选得过大。以

免使液压装置的结构庞大，但也不能选得过小，以免使管

内液体流速过大，系统压力损失增加或产生振动和噪声。

影响正常工作。合理计算、选用配管的内径及壁厚，主要

目的是为了减少能量损失，降低系统温升。保证配管质

量，延长油管使用寿命，保证主机设备运行安全，提高工

作效率。

2管道的选择计算

管道选择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压力损失、发热量和液压

冲击。合理确定管道内径、壁厚和材料。

2．1管道内径的确定

由流体力学可知，当通过管道的油液流量口一定时，

管道内径d决定于管道截面的油液平均流速1，，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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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口一通过管道内的流量，ma／s；P管道内液流平均流速，m／s。
从流体力学知道，提高流速会使压力损失增大，而减

小流速．势必增加管道内径。这样会使管道及其辅件的体

积和重量增加。同时流速与液压冲击密切相关，流速增

大，冲击压力增大。

另外，管道的流速与元件、回路的正常T作也有密切

关系。如液压泵吸油管路．I-的压力损失就不能太大．否则会

造成泵的“气穴”现象；回油管路压力损失过大会产生高的

背压，影响元件正常下作性能。因此，在设计液压系统管路

时，要限制流速。表l给出的是允许流速的推荐值[2j。

襄1 允许流速推荐值

液流流经的管路 允许流速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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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来的d还应符合标准系列。

表l中，小值(流速)适用于油液粘度较大或管路较

长情况，而大值则用于相反情况。

表中数据是对石油基油液而言，对于水一油乳化液，

其允许流速可相应比表中推荐值大25％。一般情况下。是

使管路的压力降不大于系统工作压力的5％撕％的原则选

取流速。

2．2管道理论壁厚的确定

管道理论壁厚：

8。前 (2)

式中：p——管道承受的最高工作压力，bar；

b管道内径，inin；
[叮]——管道材料的许用拉应力，bar；

吼一材料的抗拉强度；，P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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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系数n。它考虑了管道径向尺寸的误差与变形、

管道内的压力脉动、液压冲击、管道的材料质量以及工作

压力的周期变化等不安去冈素。故一般规定n--4—8，液压

系统振动、压力冲击大者取大值，小者取小值。因此，对

钢管来说，当压力P<7MPa时，取n=8，7MPa<p<

17．57MPa时，取n--6，p>17．5MPa时，取n--4。

2．3管道实际设计壁厚的不确定

管道实际设计壁厚8宴按下式计算

8宴=(8申Ⅲ+∈)×(1+tp) (3)

式中：8_一管道理论壁厚，mm；
j卜管道腐蚀裕量，mm；
田——管道壁厚负偏差，面=(8+毒)x0．15ram；

'l卜管道缺陷裕量，通常取,--o．05～0．08。
管道腐蚀裕量∈与所选管道的公称内径d大小有关，

d大则取大值，小则取小值(如表2)【3]。因此。在工程设

计中．选择液压配管时，除了要充分考虑到管道的腐蚀裕

量，以及腐蚀裕量造成的管道壁厚负偏差外，还需考虑管

道缺陷裕量，通过合理的计算来选用液压配管的内径及壁

厚，保证配管质量。

3结论

在液压配管中．所用管材或管道附件均应进行严格的

质量检查，并要求附有制造厂家提供的合格证书，其规格

必须同设计相符．如果发现管材或管件的内外侧已腐蚀或

有显著变色、表面凹陷达管道直径的百分之十以上，则不

裹2 管道腐蚀裕■推荐值

管道公称内径d／nun 管道腐蚀裕量§(取1．0—1．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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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使用。管材表面不得有裂纹、折叠、离层和结疤等缺陷

存在．并且在配管表面同一部位的锈蚀、划痕、刮伤深度

及本身壁厚负偏差之和不得超过管材壁厚的百分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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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直流PWM—M闭环调速响应曲线

Matlab仿真结果可见系统达到了响应快、精度高的要求。

系统可用于移动机器人的控制系统中．还可以应用到飞行

模拟控制系统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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