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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转向管柱，其中注塑形成的衬套

安装于外管与内管之间的间隙中。衬套的外周面

具有多个凸条及多个引导部，引导部位于凸条与

内连接端之间，引导部从其靠近内连接端位置向

其最接近的凸条方向逐渐增加径向高度。引导部

的轴向长度与其径向高度的比例不小于0.5且不

大于1.8。衬套的内周面接触内管，凸条过盈配合

地接触外管的内壁，外周面径向间隔地朝向内

壁。转向管柱容易制造而且溃缩力容易达到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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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向管柱（100），其特征在于，其包括：

内管（1），其具有位于轴向一端的内连接端（10）；

外管（2），其具有位于轴向一端的外连接端（20），所述外管（2）的外连接端（20）经过所

述内连接端（10）沿轴向同轴地套到所述内管（1）外，并且所述外管（2）与所述内管（1）之间

具有径向间隙，以允许二者向缩短所述转向管柱（100）的轴向长度的方向相互移动；及

注塑形成的衬套（3），其安装于所述间隙中，所述衬套（3）具有圆筒形的本体（30），所述

本体（30）具有径向相对的内周面（31）及外周面（32），所述衬套（3）的外周面（32）具有多个

凸条（33）及多个引导部（34），所述衬套（3）安装到所述间隙前，所述凸条（33）具有大于所述

衬套（3）与该间隙配合的过盈量的余量，所述引导部（34）位于所述凸条（33）与所述内连接

端（10）之间，所述引导部（34）从其靠近所述内连接端（10）位置向其最接近的所述凸条（33）

方向逐渐增加径向高度,所述引导部（34）的轴向长度与其径向高度的比例不小于0.5且不

大于1.8，所述内周面（31）接触所述内管（1），至少部分所述凸条（33）在安装进入所述外管

（2）的过程中被削除，所述凸条（33）过盈配合地接触所述外管（2）的内壁（21），所述外周面

（32）径向间隔地朝向所述内壁（2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向管柱（100），其中，所述衬套（3）具有轴向相对的第一端

（36）和第二端（38），所述第一端（36）的内周面（31）具有向内突出的内凸缘（37），所述内凸

缘（37）接触所述内管（1）的所述内连接端（1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转向管柱（100），其中，所述第二端（38）的外周面（32）具有向

外突出的外凸缘（39），所述外凸缘（39）相对于所述外周面（32）的径向高度大于所述间隙。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转向管柱（100），其中，所述衬套（3）还设置有断裂部（45），所

述断裂部（45）位于所述内凸缘（37）与所述外凸缘（39）之间，所述断裂部（45）的抗拉强度小

于其他承受拉力的部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转向管柱（100），其中，所述断裂部（45）设置若干缺口（46），所

述若干缺口（46）沿周向间隔分布，所述缺口（46）的累计周向尺寸不小于所述衬套（3）周向

尺寸的40%。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转向管柱（100），其中，所述衬套（3）的外周面（32）还设置若干

突点（41），所述突点（41）接触所述外管（2），所述突点（41）位于所述断裂部（45）与所述外凸

缘（39）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转向管柱（100），其中，所述第一端（36）的外周面（32）具有外

引导面（43），所述外引导面（43）的径向尺寸从其近端向所述第一端（36）方向逐渐缩小。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向管柱（100），其中，所述内周面（31）上还设置限位块（42），

所述内连接端（10）设置限位槽（12），所述限位块（42）安装于所述限位槽（12）中，所述限位

块（42）与所述限位槽（12）相互配合而限制所述内管（1）相对于所述衬套（3）转动。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转向管柱（100），其中，所述外管（2）与所述外凸缘（39）之间具

有不大于15毫米的轴向间距。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向管柱（100），其中，所述衬套（3）安装到所述间隙前，所述

凸条（33）相对于所述外周面（32）的径向高度大于所述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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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管柱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车辆的转向系统，尤其涉及可溃缩式转向管柱。

背景技术

[0002] 在汽车发生撞击时，因为车突然停止运动，驾驶员往往会向前冲，人体的胸部会和

方向盘发生碰撞。可溃缩式转向柱能按预先设计而溃缩变形，减小转向柱冲击驾驶员胸部

造成的伤害。目前，有的可溃缩式转向柱采用压铆点或凸筋的方式实现溃缩吸能，有的在内

外管柱之间加过盈配合的衬套实现溃缩吸能，但这些方式对柱管的加工制造公差比较敏

感，对公差要求高，不易将溃缩力控制到合适范围。

[0003] 因此，有必要改进以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申请主要要解决难以控制转向柱的溃缩力的问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申请提供转向管柱，其包括：

[0006] 内管，其具有位于轴向一端的内连接端；

[0007] 外管，其具有位于轴向一端的外连接端，所述外管的外连接端经过所述内连接端

沿轴向同轴地套到所述内管外，并且所述外管与所述内管之间具有径向间隙，以允许二者

向缩短所述转向管柱的轴向长度的方向相互移动；及

[0008] 注塑形成的衬套，其安装于所述间隙中，所述衬套具有圆筒形的本体，所述本体具

有径向相对的内周面及外周面，所述内周面接触所述内管，所述衬套的外周面具有多个凸

条及多个引导部，所述凸条过盈配合地接触所述外管的内壁，所述外周面径向间隔地朝向

所述内壁，所述引导部位于所述凸条与所述内连接端之间，所述引导部从其靠近所述内连

接端位置向其最接近的所述凸条方向逐渐增加径向高度,所述引导部的轴向长度与其径向

高度的比例不小于0.5且不大于1.8。

[0009] 由于衬套的外周面具有特殊构造的引导部，在将外管安装到内管上的衬套时，外

管能保持较佳同轴度时安装到位。而且，衬套安装进入外管前，凸条相对于外周面的径向高

度大于内外管之间的间隙，外管能将凸条顶部的余量削除，从而使得衬套在外管与内管之

间的间隙中具有恰当的过盈量，获得适当的溃缩力。因此，转向管柱容易制造而且溃缩力易

于达到要求。

附图说明

[0010] 结合附图参阅以下具体实施方式的详细说明，将更加充分地理解本申请。其中：

[0011] 图1显示根据本申请一种具体实施方式的转向管柱的分解示意图；

[0012] 图2显示转向管柱的剖视示意图，其中还安装了连接到方向盘（未图示）的转向杆；

[0013] 图3显示衬套的示意图；及

[0014] 图4显示转向管柱的局部剖视放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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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图1到图4详细描述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

[0016] 转向管柱100包括内管1、外管2及位于二者之间的衬套3。图2显示的剖视示意图

中，转向管柱100还安装了连接到方向盘（未图示）的转向杆8。

[0017] 内管1及外管2均为轴向贯通的中空管体，内管1的轴向两端中的一端为内连接端

10，外管2的轴向两端中的一端为外连接端20。外管2的外连接端20经过内连接端10沿轴向

同轴地套到内管1外，并且外管2与内管1之间留有径向间隙，以允许二者向缩短转向管柱

100的轴向长度的方向相互移动。

[0018] 衬套3是注塑形成，其安装于外管2与内管1之间的间隙中。衬套3具有圆筒形的本

体30，所述本体30具有径向相对的内周面31及外周面32。也就是说，本体30的内壁是内周面

31，筒的外壁是外周面32。内周面31接触内管1，衬套3的外周面32具有一体形成的多个凸条

33及多个引导部34。如图所示的，衬套3上共设置轴向间隔的三圈凸条33，靠近轴向两端的

两圈数量比较多，至少6个，例如各8个；中间的一圈数量比较少，不超过6个，例如4个。各圈

中的凸条33等间距地分布。引导部34位于凸条33与内连接端10之间。例如，引导部34一体形

成于凸条33的前方，引导部34是与凸条33在轴向上没有间隔地互相连接。在安装时外管2将

先接触引导部34然后接触到凸条33。引导部34从其靠近内连接端10位置向其最接近的凸条

33方向逐渐增加径向高度。凸条33过盈配合地接触外管2的内壁21，外周面32径向间隔地朝

向内壁21。径向高度是指引导部34相对于外周面32的径向尺寸。在具体实施方式中，引导部

34的轴向长度与其径向高度的比例不小于0.5且不大于1.8；可行地，该比例不小于0.8；可

行地，该比例不大于1。

[0019] 在如图所示的具体实施方式中，本体30周向断开，也就是说本体30为开环圆筒状。

在安装时，若本体30的内径略小于内管1的外径，开环圆筒状的本体30能自由地张开，不会

产生很大的张力，因此能容易地安装到内管1外面。若本体30的内径略大于内管1的外径，在

外管2的内壁21对凸条33的挤压下，本体30能自由地缩紧，而使得内周面紧密接触内管1。因

此，该方案允许比较大的误差，容易制造。

[0020] 衬套3具有轴向相对的第一端36和第二端38，第一端36的内周面31具有向内突出

的内凸缘37，内凸缘37接触内管1的内连接端10。第二端38的外周面32具有向外突出的外凸

缘39。外凸缘39相对于外周面32的径向高度大于内管1与外管2之间的间隙，因此，当外管2

的外连接端20向衬套3的第二端38靠近时，外凸缘37能阻挡外管2的轴向移动。在可行的具

体实施方式中，外管2与外凸缘39之间具有轴向间距，可行地，该轴向间距不大于15毫米，或

者不大于10毫米，或者不大于5毫米，或者不小于1毫米。

[0021] 衬套3还设置有断裂部45，断裂部45位于第一端36与第二端38之间，这是溃缩时衬

套3承受拉伸力的部位。断裂部45的抗拉强度小于其他部位。如图所示的，断裂部45设置若

干缺口46，若干缺口46沿周向间隔分布，缺口46的累计周向尺寸不小于衬套3周向尺寸的

40%。

[0022] 衬套3的外周面32还设置若干突点41，突点41接触外管2。突点41位于断裂部45与

外凸缘39之间，而全部凸条33位于断裂部45与第一端36之间，或者说，从轴向位置来说，全

部凸条33位于断裂部45与内凸缘37之间。顾名思义，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容易理解，突点

41的体积小，突点41与外管2的内壁21的接触面远小于凸条33与内壁21的接触面，例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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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分之一。突点41的接触面虽小，但其足以将衬套3位置准确地保持在间隙中，而且在断

开后仍能将衬套保持在间隙中，很好地引导断裂方向。

[0023] 第一端36的外周面32具有外引导面43，外引导面43的径向尺寸从其近端向第一端

36方向逐渐缩小。亦即，外引导面43的径向尺寸越靠近第一端36越小。因此，外管2能在外引

导面43的导引下容易地安装到衬套3上。第二端38的内周面31具有内引导面44，内引导面44

的径向尺寸从其近端向第二端38方向逐渐增大。亦即，内引导面44的径向尺寸越靠近第二

端38越大。在沿轴向将衬套3安装到内管1上时，在内引导面44的导引作用下，能容易地安装

到位。内周面31上还设置有从内凸缘37向第二端38方向延伸出的限位块42，内连接端10设

置限位槽12，限位块42安装于限位槽12中，限位块42与限位槽12相互配合而限制内管1相对

于衬套3转动。

[0024] 衬套3安装到间隙前，凸条33相对于外周面32的径向高度大于间隙，就是说凸条33

具有大于衬套3与该间隙配合的过盈量的余量。为说明的方便，该余量如图4所示的33'所

示。在实际的产品中，如下文所述的余量33'被切除。由于衬套3的外周面32具有特殊构造的

引导部34，在将外管2安装到内管1上的衬套3时，外管2在引导部34的导引下能保持较佳同

轴度时安装到位，而且，外管2能将凸条33顶部的余量33'削除，从而使得衬套3在外管2与内

管1之间的间隙中具有恰当的过盈量，获得适当的溃缩力。因此，转向管柱100容易制造而且

溃缩力易于达到要求。

[0025] 以上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申请，而并非对本申请的限制，普通技术人员在

不脱离本申请保护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和变型。因此所有等同的技术方案

也属于本申请的范畴，本申请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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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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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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