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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凸轮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

统，所述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被构造为管理

燃料箱系统上的排气。所述隔离模块系统包括碳

罐、多阀组件和控制器。所述碳罐适于收集由所

述燃料箱排放的燃料蒸气并随后将所述燃料蒸

气释放到所述发动机。所述多阀组件包括电机驱

动装置，所述电机驱动装置使凸轮轴旋转，所述

凸轮轴具有容纳在歧管中的至少第一凸轮和第

二凸轮。所述多阀组件具有第一阀和第二阀。所

述第一阀选择性地流体连接所述燃料箱和所述

碳罐。所述第二阀将所述碳罐与限定在所述歧管

中的排气端口流体连接，所述排气端口通向大

气。所述控制器基于操作条件将信号发送到所述

多阀组件以打开和关闭所述第一阀和所述第二

阀中的至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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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所述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被构造为管理燃料箱

系统上的排气，所述燃料箱系统被构造为将燃料递送到内燃机，所述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

系统包括：

碳罐，所述碳罐适于收集由燃料箱排放的燃料蒸气并随后将所述燃料蒸气释放到发动

机；

多阀组件，所述多阀组件包括电机驱动装置，所述电机驱动装置使凸轮轴旋转，所述凸

轮轴具有容纳在歧管中的至少第一凸轮和第二凸轮，所述多阀组件具有：

第一阀，所述第一阀选择性地流体连接所述燃料箱和所述碳罐；以及

第二阀，所述第二阀将所述碳罐与限定在所述歧管中的排气端口流体连接，所述排气

端口通向大气；以及

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基于操作条件将信号发送到所述多阀组件以打开和关闭所述第一

阀和所述第二阀中的至少一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其中所述多阀组件还包括：

第三凸轮，所述第三凸轮设置在所述凸轮轴上；

第三阀，所述第三阀选择性地流体连接所述碳罐和所述发动机。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还包括流体连接在所述燃料箱和

所述第一阀之间的第一排气管路，以及流体连接在所述碳罐和所述第一阀之间的第二排气

管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还包括流体连接在所述第二阀和

所述碳罐之间的第三排气管路。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其中所述第一阀包括阀体，并且还

包括提升阀、密封件和偏置构件，其中所述偏置构件将所述提升阀的所述密封件推动到与

所述第一阀的阀体密封接合的关闭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还包括定位在所述第一阀和所述

歧管之间的第一隔离隔膜，所述第一隔离隔膜将第一流体管路和第二流体管路与所述歧管

密封。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其中所述第三阀包括阀体，并且还

包括提升阀、密封件和偏置构件，其中所述偏置构件将所述提升阀的所述密封件推动到与

所述第三阀的阀体密封接合的关闭位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还包括定位在所述第三阀和所述

歧管之间的第二隔离隔膜，所述第二隔离隔膜将第四流体管路和第五流体管路与所述歧管

密封。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还包括定位在所述第一凸轮和所

述第一阀之间的第一推动销。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还包括定位在所述第三凸轮和所

述第三阀之间的第二推动销。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多阀组件和所

述发动机之间的第五流体管路上的蒸气管理阀。

12.一种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所述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被构造为管理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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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系统上的排气，所述燃料箱系统被构造为将燃料递送到内燃机，所述蒸发排放物隔离模

块系统包括：

碳罐，所述碳罐适于收集由燃料箱排放的燃料蒸气并随后将所述燃料蒸气释放到发动

机；

多阀组件，所述多阀组件包括电机驱动装置，所述电机驱动装置使凸轮轴旋转，所述凸

轮轴具有容纳在歧管中的至少第一凸轮和第二凸轮，所述多阀组件具有：

第一阀，所述第一阀选择性地流体连接所述歧管和所述碳罐；以及

第二阀，所述第二阀流体连接所述碳罐和所述发动机；以及

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基于操作条件将信号发送到所述多阀组件以打开和关闭所述第一

阀和所述第二阀中的至少一个。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还包括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所

述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在车辆燃料箱上重新捕获和再循环所排放的燃料蒸气，所述蒸发排

放物控制系统包括：

第一排气管，所述第一排气管设置在所述燃料箱中；

第二排气管，所述第二排气管设置在所述燃料箱中；

第一排气阀，所述第一排气阀设置在所述第一排气管上，所述第一排气阀被构造为选

择性地打开和关闭流体联接到所述第一排气管的第一端口；

第二排气阀，所述第二排气阀设置在所述第二排气管上，所述第二排气阀被构造为选

择性地打开和关闭流体联接到所述第二排气管的第二端口；以及

排气关断组件，所述排气关断组件选择性地打开和关闭所述第一阀和所述第二阀，以

为所述燃料箱提供过压和真空释放。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其中所述排气关断组件包括具

有凸轮轴的凸轮组件，所述凸轮轴包括第一凸轮和第二凸轮。

15.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其中所述第一凸轮和所述第二

凸轮具有对应于至少完全打开阀位置、完全关闭阀位置和部分打开阀位置的相应轮廓，并

且其中基于所述相应第一凸轮和第二凸轮的旋转使所述第一排气阀和所述第二排气阀选

择性地打开和关闭以通过所述相应第一排气管和第二排气管递送燃料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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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凸轮系统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于2016年9月28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No.62/400,937的权益。上述申

请的公开内容以引用方式并入本文。

技术领域

[0003] 本公开整体涉及乘用车辆上的燃料箱，并且更具体地讲，涉及具有电子控制模块

的燃料箱，该电子控制模块管理用于车辆的完整蒸发系统。

背景技术

[0004] 燃料蒸气排放物控制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遵守对汽油动力

车辆制造商施加的环境和安全规定。连同随之而来的整体系统复杂性，系统内各个部件的

复杂性也增加了。影响汽油动力车辆工业的某些规定要求在发动机操作的周期期间存储来

自燃料箱的通风系统的燃料蒸气排放物。为了整个蒸气排放物控制系统继续用于其预期目

的，在车辆操作期间需要对所储存的烃蒸气进行定期净化。

[0005] 本文所提供的背景描述是为了一般地呈现本公开的上下文的目的。当前指定的发

明人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其在本背景技术部分以及在提交时可能不具有其他资格作为现

有技术的说明书的各个方面中进行描述，既不明确也不暗示地被承认为针对本公开的现有

技术。

发明内容

[0006] 公开了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该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被构造为管理燃料

箱系统上的排气，该燃料箱系统被构造为将燃料递送到内燃机。隔离模块系统包括碳罐、多

阀组件和控制器。碳罐适于收集由燃料箱排放的燃料蒸气并随后将燃料蒸气释放到发动

机。多阀组件包括电机驱动装置，该电机驱动装置使凸轮轴旋转，该凸轮轴具有容纳在歧管

中的至少第一凸轮和第二凸轮。多阀组件具有第一阀和第二阀。第一阀选择性地流体连接

燃料箱和碳罐。第二阀将碳罐与限定在歧管中的排气端口流体连接，该排气端口通向大气。

控制器基于操作条件将信号发送到多阀组件以打开和关闭第一阀和第二阀中的至少一个。

[0007] 根据附加特征，多阀组件包括设置在凸轮轴上的第三凸轮。第三阀选择性地流体

连接碳罐和发动机。第一排气管路流体连接在燃料箱和第一阀之间。第二排气管路流体连

接在碳罐和第一阀之间。第三排气管路流体连接在第二阀和碳罐之间。第一阀包括阀体，并

且还包括提升阀、密封件和偏置构件。偏置构件将提升阀的密封件推动到与第一阀体密封

接合的关闭位置。

[0008] 在其他特征中，第一隔离隔膜定位在第一阀和歧管之间。第一隔离隔膜将第一流

体管路和第二流体管路与歧管密封。第三阀包括阀体，并且还包括提升阀、密封件和偏置构

件。偏置构件将提升阀的密封件推动到与第三阀体密封接合的关闭位置。第二隔离隔膜定

位在第三阀和歧管之间。第二隔离隔膜将第四流体管路和第五流体管路与歧管密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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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销定位在第一凸轮和第一阀之间。第二推动销定位在第三凸轮和第三阀之间。蒸气管

理阀设置在多阀组件和发动机之间的第五流体管路上。

[0009] 公开了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该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被构造为管理燃料

箱系统上的排气，该燃料箱系统被构造为将燃料递送到内燃机。隔离模块系统包括碳罐、多

阀组件和控制器。碳罐适于收集由燃料箱排放的燃料蒸气并随后将燃料蒸气释放到发动

机。多阀组件包括电机驱动装置，该电机驱动装置使凸轮轴旋转，该凸轮轴具有容纳在歧管

中的至少第一凸轮和第二凸轮。多阀组件具有第一阀和第二阀。第一阀选择性地流体连接

歧管和碳罐。第二阀流体连接碳罐和发动机。控制器基于操作条件将信号发送到多阀组件

以打开和关闭第一阀和第二阀中的至少一个。

[0010] 根据附加特征，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系统还包括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该蒸发排

放物控制系统在车辆燃料箱上重新捕获和再循环所排放的燃料蒸气。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

包括第一排气管、第二排气管和排气关断组件。第一排气管设置在燃料箱中。第二排气管设

置在燃料箱上。第一排气阀设置在第一排气管上，并且被构造为选择性地打开和关闭流体

联接到第一排气管的第一端口。第二排气阀设置在第二排气管上，并且被构造为选择性地

打开和关闭流体联接到第二排气管的第二端口。排气关断组件选择性地打开和关闭第一阀

和第二阀，以为燃料箱提供过压和真空释放。

[0011] 根据附加特征，排气关断组件包括具有凸轮轴的凸轮组件，该凸轮轴包括第一凸

轮和第二凸轮。第一凸轮和第二凸轮具有对应于至少完全打开阀位置、完全关闭阀位置和

部分打开阀位置的相应轮廓。基于相应第一凸轮和第二凸轮的旋转使第一排气阀和第二排

气阀选择性地打开和关闭以通过相应第一排气管和第二排气管递送燃料蒸气。

附图说明

[0012] 根据详细描述和附图，将更全面地理解本公开，在附图中：

[0013] 图1是根据本公开的一个示例的具有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的燃料箱系统的示意

图，该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包括排气关断组件、控制器、电连接器和相关联布线；

[0014] 图2是根据本公开的一个示例的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的前透视图，该蒸发排放物

控制系统包括构造有螺线管的排气关断组件；

[0015] 图3是图2的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的分解图；

[0016] 图4是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个示例的燃料箱系统的透视图，并且以截面图示出了燃

料箱，该燃料箱系统具有排气关断组件并且被构造用于在鞍形燃料箱上使用；

[0017] 图5是图4的燃料箱系统的排气关断组件的透视图；

[0018] 图6是根据本公开的附加特征构造的排气关断组件的顶部透视图；

[0019] 图7是图6的排气关断组件的底部透视图；

[0020] 图8是沿着线8‑8截取的图6的排气关断组件的剖视图；

[0021] 图9是沿着线9‑9截取的图6的排气关断组件的剖视图；

[0022] 图10是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个示例构造的排气关断组件的前透视图；

[0023] 图11是沿着线11‑11截取的图10的排气关断组件的剖视图；

[0024] 图12是沿着线12‑12截取的图10的排气关断组件的剖视图；

[0025] 图13是图10的排气关断组件的分解图；

说　明　书 2/7 页

5

CN 109906164 B

5



[0026] 图14是根据现有技术的结合有阀的燃料系统的示意图；

[0027] 图15是根据本公开的一个示例的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凸轮系统的示意图；

[0028] 图16是图15的系统的eVap多阀的示意图；

[0029] 图17是图16的eVap多阀的另一个示意图；并且

[0030] 图18是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个示例的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凸轮系统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首先参考图1，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示例构造的燃料箱系统，并且整体以参考

标号1010标识。燃料箱系统1010通常可包括燃料箱1012，该燃料箱被构造为用于保持待通

过燃料递送系统供应到内燃机的燃料的贮存器，该燃料递送系统包括燃料泵1014。燃料泵

1014可被构造为将燃料通过燃料供应管路1016递送到车辆发动机。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

1020可被构造为重新捕获和再循环所排放的燃料蒸气。如将从以下讨论中理解的，蒸发排

放物控制系统1020提供管理用于车辆的完整蒸发系统的电子控制模块。

[0032] 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1020为所有区域和所有燃料提供通用设计。就这一点而言，

可避免对满足地方规定所需的独特部件的需求。相反，可调节软件以满足宽泛范围的应用。

就这一点而言，没有独特部件需要重新验证，从而节省时间和成本。可在车辆管路中使用公

共架构。可更换常规机械箱内阀。如本文所讨论，蒸发控制系统1020还可与加压系统兼容，

这些加压系统包括与混合动力传动系车辆相关联的那些。

[0033] 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1020包括排气关断组件1022、歧管组件1024、集液器1026、控

制模块1030、净化罐1032、能量存储装置1034、第一蒸气管1040、第二蒸气管1042、电连接器

1044、燃料递送模块(FDM)凸缘1046和浮子液位传感器组件1048。第一蒸气管1040可终止于

排气开口1041A，该排气开口可包括布置在燃料箱1012的顶角处的挡板。类似地，第二蒸气

管1042可终止于排气开口1041B，该排气开口可包括布置在燃料箱1012的顶角处的挡板。

[0034] 在一个示例中，歧管组件1024可包括歧管主体1049(图3)，该歧管主体基于操作条

件将排气路由到适当的排气管1040和1042(或其他排气管)。如将从以下讨论中理解的，排

气关断组件1022可采用多种形式，诸如包括螺线管的电气系统和包括DC电机致动凸轮系统

的机械系统。

[0035] 现在转到图2和图3，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示例构造的排气关断组件1022A。如

可以理解的，排气关断组件1022A可用作上面参考图1描述的燃料箱系统1010中的蒸发排放

物控制系统1020的部分。排气关断组件1022A包括两对螺线管组1050A和1050B。第一螺线管

组1050A包括第一螺线管1052A和第二螺线管1052B。第二螺线管组1050B包括第三螺线管

1052C和第四螺线管1052D。

[0036] 第一螺线管1052A和第二螺线管1052B可流体地连接到蒸气管1040。第三螺线管

1052C和第四螺线管1052D可流体地连接到蒸气管1042。控制模块1030可适于调节第一螺线

管1052A、第二螺线管1052B、第三螺线管1052C和第四螺线管1052D的操作以选择性地打开

和关闭歧管组件1024中的路径，以便为燃料箱1012提供过压和真空释放。蒸发排放物控制

组件1020还可包括泵1054(诸如文丘里管泵)和安全翻车阀1056。还示出了常规发送单元

1058。

[0037] 控制模块1030还可包括系统传感器(统称为附图标记1060)或接收来自这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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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的输入。系统传感器1060可包括感测燃料箱1012的压力的箱压传感器1060A，感测罐

1032的压力的罐压传感器1060B，感测燃料箱1012内的温度的温度传感器1060C，感测燃料

箱1012中的压力的箱压传感器1060D，以及测量车辆的坡度和/或加速度的车辆坡度传感器

和/或车辆加速计1060E。应当理解，虽然系统传感器1060被示为一组，但是它们可全部位于

燃料箱系统1010周围。

[0038] 控制模块1030可另外包括填充液位信号读取处理，燃料压力驱动器模块功能，并

且与车辆电子控制模块(未具体示出)的双向通信兼容。排气关断组件1022和歧管组件1024

可被构造为控制燃料蒸气在燃料箱1012和净化罐1032之间的流动。净化罐1032适于收集由

燃料箱1012排放的燃料蒸气并随后将燃料蒸气释放到发动机。控制模块1030还可被构造为

调节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1020的操作以便重新捕获和再循环所排放的燃料蒸气。浮子液位

传感器组件1048可向控制模块1030提供填充液位指示。

[0039] 当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1020被构造有排气关断组件1022A时，控制模块1030可关

闭单独的螺线管1052A‑1052D或螺线管1052A‑1052D的任何组合以使燃料箱系统1010通风。

例如，当浮子液位传感器组件1048提供指示满燃料液位状态的信号时，螺线管1052A可被致

动以关闭排气口1040。虽然控制模块1030在附图中示出为大致相对于螺线管组1050A和

1050B位于远处，但控制模块1030可位于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1020中的任何地方，诸如例如

罐1032附近。

[0040] 继续参照图1至图3，将描述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1020的附加特征。在一种构型中，

可用夹具将排气管1040和1042固定到燃料箱1012。排气管1040和1042的内径可为3‑4mm。在

一些示例中，提升阀阀组件或凸轮凸角将确定较小的孔口尺寸。排气管1040和1042可被路

由到燃料箱1012的高点。在其他示例中，可另外或另选地利用外部管路和管。在此类示例

中，可使用合适的连接器(诸如但不限于焊接短接管和推入式连接器)穿过箱壁连接外部管

路。

[0041] 如上所识别，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1020可代替需要机械部件的常规燃料箱系统，

该机械部件包括具有管理用于车辆的完整蒸发系统的电子控制模块的箱内阀。就这一点而

言，可使用本公开的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1020来消除的一些部件可包括箱内阀，诸如GVV和

FLVV、罐排气阀螺线管和相关联布线、箱压传感器和相关联布线、燃料泵驱动器模块和相关

联布线、燃料泵模块电连接器和相关联布线、以及蒸气管理阀(取决于系统)。这些消除的部

件由控制模块1030、排气关断组件1022、歧管1024、螺线管组1050A、1050B和相关联的电连

接器1044代替。可以修改各种其他部件以适应包括燃料箱1012的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

1020。例如，可以修改燃料箱1012以消除阀和到拾取点的内部管路。可修改FDM的凸缘1046

以适应其他部件，诸如控制模块1030和/或电连接器1044。在其他构型中，可修改罐1032的

新鲜空气管路和集尘箱。在一个示例中，罐1032的新鲜空气管路和集尘箱可连接到控制模

块1030。

[0042] 现在转到图4和图5，将描述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个示例构造的燃料箱系统1010A。除

非另外描述，否则燃料箱系统1010A可包括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1020A，该蒸发排放物控制

系统结合有上面相对于燃料箱系统1010所述的特征。燃料箱系统1010A结合在鞍型燃料箱

1012A上。排气关断组件1022A1可包括单个致动器1070，该致动器与歧管1024A连通以控制

三个或更多个排气点入口的打开和关闭。在所示的示例中，歧管组件1024A路由到第一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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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1040A、第二排气管路1042A和第三排气管路1044A。排气口1046A路由到罐(参见罐

1032，图1)。集液器和排放口1054A结合在歧管组件1024A上。燃料箱系统1010A可执行用于

高压混合应用的燃料箱隔离，而不需要燃料箱隔离阀(FTIV)。另外，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

1020A可在排气点处实现尽可能最高的关断。常规机械阀关断或重新打开构型不会禁止该

系统。可以减少蒸气空间和整体箱高度。

[0043] 现在转到图6‑图7，将描述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个示例构造的排气关断组件1022B。

排气关断组件1022B包括主外壳1102，该主外壳至少部分地容纳致动器组件1110。罐排气管

路1112路由到罐(参见罐1032，图1)。致动器组件1110通常可用于代替上述螺线管，以打开

和关闭所选择的排气管路。排气关断组件1022B包括凸轮组件1130。凸轮组件1130包括凸轮

轴1132，该凸轮轴包括凸轮1134、1136和1138。凸轮轴1132可由电机1140旋转地驱动。在所

示的示例中，电机1140是直流电机，其使蜗杆齿轮1142旋转，继而驱动驱动齿轮1144。电机

1140安装在主外壳1102的外侧。设想了其他构型。凸轮1134、1136和1138旋转以分别打开和

关闭阀1154、1156和1158。阀1154、1156和1158打开和关闭以分别选择性地通过端口1164、

1166和1168递送蒸气。在一个示例中，电机1140可另选地为步进电机。在其他构型中，专用

DC电机可用于每个阀。每个DC电机可具有归位功能。DC电机可包括步进电机、双向电机、单

向电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归位功能可包括硬件停机、电气或软件实现、跳闸开关、硬件

停机(凸轮轴)、电位计和变阻器。

[0044] 在一种构型中，端口1164和1166可被路由到燃料箱1012的前部和后部。端口1164

可仅仅被构造为加油端口。在操作中，如果车辆停放在端口1166被路由到燃料箱1012中的

低位置的坡度上，则凸轮1134旋转到关闭端口1164的位置。在加油期间，凸轮1134打开与端

口1164相关联的阀1154。一旦燃料液位传感器1048达到对应于“填充”位置的预定液位，控

制器1030便将关闭阀1154。在其他构型中，可消除凸轮1134、阀1154和端口1164，留下两个

凸轮1136和1138，它们打开和关闭阀1156和1158。在此类示例中，两个端口1168和1166可为

7.5mm孔口。如果两个端口1168和1166均打开，则可进行加油。如果需要较少流量，则可达到

阀1156和1158之一未完全打开的凸轮位置。

[0045] 现在转到图10‑图13，将描述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个示例构造的排气关断组件

1022C。排气关断组件1022C包括主外壳1202，该主外壳至少部分地容纳致动器组件1210。罐

排气管路1212路由到罐(参见罐1032，图1)。致动器组件1210通常可用于代替上述螺线管，

以打开和关闭所选择的排气管路。排气关断组件1022C包括凸轮组件1230。凸轮组件1230包

括凸轮轴1232，该凸轮轴包括凸轮1234、1236和1238。凸轮轴1232可由电机1240旋转地驱

动。在所示示例中，电机1240被接收在外壳1202中。电机1240是直流电机，其使蜗杆齿轮

1242旋转，继而驱动驱动齿轮1244。设想了其他构型。凸轮1234、1236和1238旋转以分别打

开和关闭阀1254、1256和1258。阀1254、1256和1258打开和关闭以分别选择性地通过端口

1264、1266和1268递送蒸气。在一个示例中，电机1240可另选地为步进电机。排放口1270可

设置在外壳1202上。

[0046] 在一种构型中，端口1264和1266可被路由到燃料箱1012的前部和后部。端口1264

可仅仅被构造为加油端口。在操作中，如果车辆停放在端口1266被路由到燃料箱1012中的

低位置的坡度上，则凸轮1236旋转到关闭端口1266的位置。在加油期间，凸轮1234打开与端

口1264相关联的阀1254。一旦燃料液位传感器1048达到对应于“填充”位置的预定液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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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1030便将关闭阀1254。在其他构型中，可消除凸轮1234、阀1254和端口1264，留下两个

凸轮1236和1238，它们打开和关闭阀1256和1258。在此类示例中，两个端口1268和1266可为

7.5mm孔口。如果两个端口1268和1266均打开，则可进行加油。如果需要较少流量，则可达到

阀1256和1258之一未完全打开的凸轮位置。

[0047] 现在转到图14，根据现有技术示例的燃料系统以附图标号1730示出和标识。燃料

系统1730包括燃料箱1732。第一阀1740可流体连接在箱内阀1754和碳罐1742之间。第二阀

1752可流体连接在碳罐1742和蒸气管理阀1744之间。蒸气管理阀1744然后可与发动机1750

流体连接。第三阀1760将碳罐1742流体连接到大气。

[0048] 图15示出根据本公开的一个示例的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凸轮系统1810。蒸发排放

物隔离模块凸轮系统1810可通过利用多阀组件1812来代替图14中所示的系统，以在没有螺

线管的情况下控制所有蒸发排放物状态。多阀组件1812管理碳罐1820的排气。如将进一步

参考图16所述，多阀组件1812选择性地流体连接各种部件，包括蒸气管理阀1814、碳罐

1820、燃料箱1826中的箱内阀1822。蒸气管理阀1814然后可与发动机1828流体连接。

[0049] 箱内阀1822被表示为通向排气管路1870的框，该排气管路从燃料箱1826引出。应

当理解，箱内阀1822可以是燃料箱1826内通向排气管路1870的阀中的一个或任何组合。就

这一点而言，排气管路1870表示将从燃料箱1826出来的所有下游燃料蒸气运送到多阀组件

1812的排气管路。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凸轮系统1810可结合上述蒸发排放物控制系统中的

任一个使用，或者可在常规燃料箱排气系统中使用。

[0050] 微处理器或控制器1830基于操作条件将信号发送到多阀组件1812以打开和关闭

多阀组件1812中的各种阀，以控制进出碳罐1820的排气，如下将理解的。多阀组件1812可提

供单个组件，该组件取代图14中所示的三个单独螺线管阀构型。

[0051] 多阀组件1812包括电机驱动装置1840，该电机驱动装置旋转具有凸轮1844、1846

和1848的凸轮轴1842。凸轮轴1842和相应凸轮容纳在歧管1850中。每个凸轮1844、1846和

1848具有被构造为打开和关闭相应阀1854、1856和1858的凸轮轮廓。第一阀1854具有提升

阀1860、密封件1862和偏置构件1864。偏置构件1864将提升阀1860的密封件1862推动到与

第一阀体1866密封接合的关闭位置。第一阀1854将燃料箱1826选择性地流体连接到罐

1820。第一流体管路1870连接在燃料箱1826和第一阀1854之间。第二流体管路1872连接在

罐1820和第一阀1854之间。

[0052] 第二阀1856具有提升阀1880、密封件1882和偏置构件1884。偏置构件1884将提升

阀1880的密封件1882推动到与第二阀体1886密封接合的关闭位置。第三流体管路1888连接

在罐1820和第二阀1856之间。第三阀1858具有提升阀1890、密封件1892和偏置构件1894。偏

置构件1894将提升阀1890的密封件1892推动到与第三阀体1896密封接合的关闭位置。第四

流体管路1902连接在罐1820和第三阀1858之间。第五流体管路1904连接在蒸气管理阀1814

和第三阀1858之间。第一隔离隔膜1910定位在第三阀1858和歧管1850之间。

[0053] 第二隔离隔膜1912定位在第一阀854和歧管1850之间。第一隔离隔膜1910和第二

隔离隔膜1912将歧管1850分别与流体管路1904和1872密封。第一推动销1920定位在凸轮

1844和提升阀1860之间。第二推动销1922定位在凸轮1848和提升阀1890之间。歧管1850通

过排气端口1926通向大气。隔离隔膜1910和1920允许提升阀1860和1890被致动，同时防止

烃从管路1872和1904通过歧管排出排气端口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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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微处理器1830通过以下方式管理燃料系统：将信号发送到多阀组件1812以操作电

机驱动装置1840，从而转动凸轮轴1842，使得相应阀1854、1856和1858处于期望的打开和关

闭位置中，以控制排气、加油、压力管理和净化状态。

[0055] 图18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个示例的蒸发排放物隔离模块凸轮系统1930的示意

图。隔离系统1930可与上述箱内系统(诸如上述1010和1020)结合使用。箱内系统将覆盖燃

料箱到罐隔离功能。隔离系统1930包括多阀组件1932，该多阀组件选择性地流体连接蒸气

管理阀1940和碳罐1942。多阀组件1932可以是两个凸轮凸角模块，其控制到罐1942以及到

蒸气管理阀1940和发动机1950的排气。第一阀1952选择性地流体连接歧管1954和碳罐

1942。歧管具有通向大气的端口1955，类似于上述端口1926。第二阀1956类似于上述阀1858

构造，并且将碳罐1942与发动机1950连接。微处理器1960通过以下方式管理燃料系统：将信

号发送到多阀组件1932以操作电机驱动装置1934，从而转动凸轮轴。通过示例，多阀组件

1932可类似于上述排气关断组件1022B构造。

[0056] 已出于说明和描述的目的提供了这些示例的上述描述。并非意图是详尽的或限制

本公开。特定示例的各个元件或特征通常不限于该特定示例，而是在适用的情况下是可互

换的并且可用于所选示例中，即使未具体示出或描述也是如此。其可也按许多方式进行改

变。此类变型形式不应被视为脱离了本公开，并且所有此类修改形式都旨在被包括在本公

开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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