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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互换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可互换致动器的流量

控制系统(10)，其包含井口系统(18)和耦合至所

述井口系统的流量控制系统(12)，其中所述流量

控制系统(12)包括流量控制装置，所述流量控制

装置包含外壳(38)、从入口到出口穿过所述外壳

的流径和沿着所述流径设置于所述外壳中的流

量控制元件(72)；以及致动器安装组合件(42)，

所述致动器安装组合件耦合至所述流量控制装

置，其中所述致动器安装组合件经配置以选择性

地安装手动致动器(240)和电动致动器(242)中

的一个来致动所述流量控制装置的所述流量控

制元件，而无需使所述流量控制系统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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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可互换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所述流量控制系统被配置成耦合至井口系

统，其中所述流量控制系统包括：

流量控制装置，所述流量控制装置包括外壳，从入口到出口通过所述外壳的第二流径

流体地耦合到第一流径，其中所述第二流径相对于所述第一流径成角度；

流量控制元件，其包括螺纹轴杆，所述螺纹轴杆经配置以选择性地耦合至手动致动器

或电动致动器，其中，所述螺纹轴杆经配置以沿着螺纹旋转以使所述流量控制元件在打开

与关闭位置之间移动，所述流量控制元件大体上平行于所述第一流径，并且被配置成通过

轴向地移入和移出所述第一流径来控制通过所述外壳的流体流；以及

致动器安装组合件，所述致动器安装组合件耦合至所述流量控制装置，其中所述致动

器安装组合件经配置以选择性地安装所述手动致动器和所述电动致动器中的一个，从而致

动所述流量控制元件，其中，所述致动器安装组合件包括：阀盖；阀盖螺母组合件，其将所述

阀盖的第一端部耦合至所述外壳；以及致动器保持组合件，所述致动器保持组合件耦合至

所述阀盖的第二端部，其中，所述螺纹轴杆被配置成沿着所述阀盖的轴孔穿进所述阀盖，使

得所述螺纹轴杆轴向延伸穿过所述阀盖、所述阀盖螺母组合件以及所述致动器保持组合

件，其中所述致动器保持组合件和所述阀盖经配置以选择性地将所述电动致动器的安装托

架轴向地紧握于所述致动器保持组合件与所述阀盖的轴向相对表面之间，其中，所述阀盖

螺母组合件包括内螺纹，所述内螺纹被构造成与所述外壳的外螺纹配合以便通过所述阀盖

螺母组合件的内表面和所述阀盖的凸缘的外表面的相互作用将所述阀盖固定到所述外壳，

并且其中，所述阀盖螺母组合件包括靠着所述螺纹轴杆可选择性移动通过所述阀盖的孔以

在所述手动致动器与所述电动致动器之间的更换期间阻止所述流量控制元件的移动的锁

紧螺钉，其中所述阀盖的孔与所述阀盖的轴孔交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可互换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其中所述阀盖和所述轴

杆在附接所述手动致动器或所述电动致动器时保持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可互换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其包括用所述致动器安

装组合件耦合至所述流量控制装置的所述手动致动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可互换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其包括用所述致动器安

装组合件耦合至所述流量控制装置的所述电动致动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具有可互换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其中所述电动致动器是

电致动器、液压致动器、气压致动器或以上各者的组合。

6.一种具有可互换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其包括：

模块化安装系统，所述模块化安装系统经配置以当流量控制装置操作以控制流量控制

系统中的流量时，将多个不同致动器安装至所述流量控制装置，其中所述模块化安装系统

包括阀盖；阀盖螺母组合件，其被配置为将所述阀盖的第一端部耦合至所述流量控制装置

的外壳；以及致动器保持组合件，所述致动器保持组合件耦合至所述阀盖的第二端部，其中

所述模块化安装系统经配置以支撑轴杆轴向穿过所述阀盖、所述阀盖螺母组合件以及所述

致动器保持组合件，其中所述模块化安装系统经配置以选择性地将手动致动器或电动致动

器耦合至所述轴杆，其中，所述致动器保持组合件和所述阀盖经配置以选择性地将所述电

动致动器的安装托架轴向地紧握于所述致动器保持组合件与所述阀盖的轴向相对的表面

之间，并且其中，所述阀盖螺母组合件包括靠着所述轴杆可选择性移动以在所述手动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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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与所述电动致动器之间的更换期间阻止所述流量控制装置的流量控制元件的移动的锁

紧螺钉。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具有可互换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其中所述阀盖螺母组合

件包括第一保持器螺母，所述致动器保持组合件包括第二保持器螺母。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具有可互换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其包括套组，所述套组具

有所述模块化安装系统、手动致动器、电动致动器以及以下步骤的说明，在所述流量控制系

统的操作期间，更换所述手动致动器与所述电动致动器之间的所述流量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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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互换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流量控制系统，具体地，涉及一种用于井口系统的具有可互换致动器

的流量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此部分意在向读者介绍可能涉及本发明的各个方面的技术的各个方面，在下文中

描述和/或主张这些方面。相信此论述有助于向读者提供背景信息以促进对本发明的各个

方面的更好理解。因此，应理解，应根据这一点来阅读这些陈述，而不是作为对现有技术的

认可。

[0003] 井口系统使用流量控制装置(例如，阀门、扼流器等)以在矿物提取操作中控制流

体(例如，石油或燃气)流量。具体来说，流量控制装置可控制进入管中的压力和流体流量，

压力和流体流量随后将矿物移至加工厂或其他场所。致动器(actuator)可控制流量控制装

置以增加或减少压力和流量。致动器可能是手动的或电动的。不幸的是，更换致动器类型需

要使流量控制装置脱机(例如，无流动)以更换致动器安装组件。此脱机交换出于许多原因

(包含损失的生产时间)是不利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具有可互换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所述流量控制系统被配置

成耦合至井口系统，其中所述流量控制系统包括：流量控制装置，所述流量控制装置包括外

壳，从入口到出口通过所述外壳的第二流径流体地耦合到第一流径，其中所述第二流径相

对于所述第一流径成角度；流量控制元件，其包括螺纹轴杆，所述螺纹轴杆经配置以选择性

地耦合至手动致动器或电动致动器，其中，所述螺纹轴杆经配置以沿着螺纹旋转以使所述

流量控制元件在打开与关闭位置之间移动，所述流量控制元件大体上平行于所述第一流

径，并且被配置成通过轴向地移入和移出所述第一流径来控制通过所述外壳的流体流；以

及致动器安装组合件，所述致动器安装组合件耦合至所述流量控制装置，其中所述致动器

安装组合件经配置以选择性地安装所述手动致动器和所述电动致动器中的一个，从而致动

所述流量控制元件。所述致动器安装组合件包括：阀盖；阀盖螺母组合件，其将所述阀盖的

第一端部耦合至所述外壳；以及致动器保持组合件，所述致动器保持组合件耦合至所述阀

盖的第二端部。所述螺纹轴杆被配置成沿着所述阀盖的轴孔穿进所述阀盖，使得所述螺纹

轴杆轴向延伸穿过所述阀盖、所述阀盖螺母组合件以及所述致动器保持组合件。所述致动

器保持组合件和所述阀盖经配置以选择性地将所述电动致动器的安装托架轴向地紧握于

所述致动器保持组合件与所述阀盖的轴向相对表面之间。所述阀盖螺母组合件包括内螺

纹，所述内螺纹被构造成与所述外壳的外螺纹配合以便通过所述阀盖螺母组合件的内表面

和所述阀盖的凸缘的外表面的相互作用将所述阀盖固定到所述外壳。并且，所述阀盖螺母

组合件包括靠着所述螺纹轴杆可选择性移动通过所述阀盖的孔以在所述手动致动器与所

述电动致动器之间的更换期间阻止所述流量控制元件的移动的锁紧螺钉，其中所述阀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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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与所述阀盖的轴孔交叉。

[0005] 所述阀盖和所述轴杆可以在附接所述手动致动器或所述电动致动器时保持相同

[0006] 前述系统可以包括用所述致动器安装组合件耦合至所述流量控制装置的所述手

动致动器。

[0007] 前述系统可以包括用所述致动器安装组合件耦合至所述流量控制装置的所述电

动致动器。

[0008] 所述电动致动器可以是电致动器、液压致动器、气压致动器或以上各者的组合。

[000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具有可互换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其包括：模块化安装系

统，所述模块化安装系统经配置以当流量控制装置操作以控制流量控制系统中的流量时，

将多个不同致动器安装至所述流量控制装置，其中所述模块化安装系统包括阀盖；阀盖螺

母组合件，其被配置为将所述阀盖的第一端部耦合至所述流量控制装置的外壳；以及致动

器保持组合件，所述致动器保持组合件耦合至所述阀盖的第二端部。所述模块化安装系统

经配置以支撑轴杆轴向穿过所述阀盖、所述阀盖螺母组合件以及所述致动器保持组合件。

所述模块化安装系统经配置以选择性地将手动致动器或电动致动器耦合至所述轴杆。所述

致动器保持组合件和所述阀盖经配置以选择性地将所述电动致动器的安装托架轴向地紧

握于所述致动器保持组合件与所述阀盖的轴向相对的表面之间。并且，所述阀盖螺母组合

件包括靠着所述轴杆可选择性移动以在所述手动致动器与所述电动致动器之间的更换期

间阻止所述流量控制装置的流量控制元件的移动的锁紧螺钉。

[0010] 所述阀盖螺母组合件可以包括第一保持器螺母，所述致动器保持组合件可以包括

第二保持器螺母。

[0011] 前述系统可以包括套组，所述套组具有所述模块化安装系统、手动致动器、电动致

动器以及以下步骤的说明，在所述流量控制系统的操作期间，更换所述手动致动器与所述

电动致动器之间的所述流量控制系统。

附图说明

[0012] 当以下详细描述和参考附图同时阅读时，本发明的各种特征、方面以及优点将变

得更好理解，其中在整个图式中相同字符表示相同的零件，其中：

[0013] 图1是具有流量控制系统的井口系统的示意图；

[0014] 图2是不具有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的部分分解的截面视图；

[0015] 图3是能够接纳手动或电动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的截面视图；

[0016] 图4是具有手动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的截面视图；以及

[0017] 图5是具有电动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的截面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本发明的一个或多个具体实施例将在下文进行描述。这些所描述的实施例仅示范

本发明。另外，为提供这些示范性实施例的简明描述，在说明书中可能不描述实际实施方案

的所有特征。应了解，在任何此类实际实施方案的开发过程中，如任何工程或设计项目中，

必须作出大量实施方案特定的决策以实现开发者的特定目标，例如符合系统相关和商业相

关约束，约束可在实施方案间变化。此外，应了解，此开发尝试可能较复杂且耗时，然而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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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本发明益处的一般技术人员来说仍然将是设计、制作和制造的常规任务。

[0019] 所公开的实施例包含能更换井口系统中的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具体来说，流

量控制系统可在手动致动器和电动致动器之间互换，而不用停止矿物提取操作。举例来说，

在矿物提取操作的开始阶段，在流量控制系统中的致动器可能是手动致动器。在不同阶段，

可能需要转换为电动致动器。有利的是，所公开的实施例说明了可以在不停止矿物提取操

作的情况下更换致动器类型的流量控制系统。

[0020] 图1是具有流量控制系统12的井口系统10的示意图。井口系统10可通过井16从自

然资源储槽14中提取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矿物提取系统10包含流量控制系统

12、井口18、采油树20和输送管22。在操作中，井口系统10通过井16从储槽14移动自然资源。

当矿物穿过井口18并进入采油树20时，矿物经受很大的压力。举例来说，矿物可处于约

10000PSI的压力下。且管22或后阶段的加工厂可不被设计为容纳此压力。因此，井口系统10

包含流量控制系统12，该流量控制系统12将流量和压力降至可管理水平。举例来说，流量控

制系统12可将流体压力从采油树中的10000PSI降至管22中的1500PSI。流量控制系统12还

可改变进入管22的流体的体积。这有助于后阶段的加工与从井口系统10流出的自然资源的

量保持同步。

[0021] 流量控制系统12可使用手动或电动致动器操作。举例来说，操作员可在矿物提取

操作的初始阶段使用手动致动器。在后续阶段(例如，稳定状态)中，可能需要将手动致动器

替换为电动致动器，例如，电驱动装置、液压驱动装置或任何其他电力辅助的驱动装置。流

量控制系统12还可具有远离井口定位的控制器以基于反馈控制电动致动器。这样可能使系

统10能够在无需操作员持续监督的情况下运行。有利的是，可在不停止矿物流动的情况下

更换用于流量控制系统12的致动器。此能力可通过例如阻止井口系统10的高代价关机来节

约时间和金钱。

[0022] 图2是不具有致动器的流量控制系统12(例如，扼流器)的部分分解的截面视图。流

量控制系统12包含扼流器主体38(外壳)、流量控制装置40和致动器安装组合件42。扼流器

主体38界定第一部分44、第二部分46和第三部分48。扼流器主体38可用相应第一部分44(出

口)、第二部分46(入口)以及第三部分48与采油树20、管22以及安装组合件42一致或用相应

第一部分44(出口)、第二部分46以及第三部分48(入口)连接至采油树20、管22以及安装组

合件42。具体来说，第一部分44界定孔50、凸缘52、埋头孔54和螺纹表面56。第一部分44使用

凸缘52连接至管22。第二部分46也界定孔58和凸缘60。凸缘60将第二部分46连接至采油树

20。第三部分48界定孔62和凸缘64。凸缘64包含螺纹外表面66、成角接触面68(例如锥形环

形表面)、埋头孔69和内孔表面70。如所示，流量控制装置40具有带流量控制元件72(例如，

针)和底座74的针阀。底座74连接至孔50内的扼流器主体38，针72通过孔62与底座74相互作

用。在其他实施例中，流量控制装置40可为另一类型的阀门(例如，蝶阀、栓和笼型阀、外部

套阀、多级修整阀、阀门、闸门阀)。安装组合件42使用孔62和凸缘64连接至扼流器主体38。

三个孔50、58和62呈流体连通使得进入采油树20的石油/燃气穿过流体控制装置40并进入

管22，以用于装运、精炼或另外加工。

[0023] 致动器安装组合件42可包含阀盖76、阀盖螺母组合件78、致动器保持组合件或指

示器引导组合件80、轴保持器或锁定装置82(例如，锁定翼形螺钉)、黄油嘴84、O型环86、保

持器环88和密封组合件90。有利的是，安装组合件42使手动或电动致动器的连接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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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阀盖76界定轴孔或孔92并具有第一端部94(例如，扼流器主体连接部分)、第二端

部96(例如，引导组合件连接部分)和主体部分98。扼流器主体连接部分94包含凸缘100(例

如，阀盖接口)和保持部分102。凸缘100界定成角扼流器主体接触面104(例如，锥形环形表

面)和垂直阀盖螺母接触面106。成角接触面104可包含垫圈凹槽108。

[0025] 阀盖76的引导组合件部分96通过螺纹表面112界定直径110以能够与指示器引导

组合件80连接。主体部分98界定直径114、与轴孔92交叉的端口或锁定孔116、与轴孔92交叉

的通风孔118和保持器环凹槽120。如所示，主体部分98的直径114大于引导组合件部分96的

直径112。如上文所述，阀盖76包含孔92。孔92进一步界定埋头孔122和螺纹表面124。

[0026] 阀盖螺母组合件78将阀盖76连接并固持至扼流器主体38。组合件78包含阀盖螺母

126(例如，保持器或保持器螺母)和阀盖锁定螺母128。阀盖螺母126包含阀盖保持部分130

和扼流器主体连接部分132。所示的阀盖保持部分130界定等于或大于阀盖主体部分98的直

径114但小于与凸缘100的直径114的孔134。此情况允许阀盖螺母126在阀盖76上方滑动直

到阀盖保持部分130接触凸缘100的螺母接触面106。扼流器主体连接部分132包含螺纹接触

面136和孔138。螺纹接触面136使阀盖螺母126能够穿过到凸缘64的螺纹表面66上。

[0027] 当将阀盖76连接至扼流器主体38时，阀盖连接部分94滑入孔62直至凸缘100的成

角接触面104接触凸缘64的成角表面68。为了将阀盖76固定至扼流器主体38，阀盖螺母126

在阀盖76上方滑动直到螺纹接触面136接触凸缘64的螺纹表面66。阀盖螺母126随后穿过螺

纹接触面136到螺纹表面66上直到阀盖保持部分130接触螺母接触面106。以此方式，阀盖76

的成角表面104压缩凸缘64的成角表面68。锁定阀盖螺母128随后穿入孔138并进入凸缘64

的螺纹表面66。结果，锁定阀盖螺母128阻止阀盖螺母126的旋转和松开。

[0028] 如上文所述，主体部分98包含锁定孔116(例如，端口)、通风孔118、黄油嘴孔119和

保持器环凹槽120。锁定孔116接纳可阻止针72的移动的锁定翼形螺钉82。通风孔118接纳O

型环86。黄油嘴孔119接纳黄油嘴84。正是黄油嘴孔119允许润滑脂通过黄油嘴84进入阀盖

孔92。此举为针72在阀盖76内旋转时提供了润滑。如果阀盖孔92内形成多余的润滑脂和压

力，那么润滑脂泄漏穿过通风孔118并经过O型环86。保持器环凹槽120接纳保持器环88。保

持器环88遵循阀盖螺母126的附接并滑入保持器环凹槽120中。保持器环88在附接至扼流器

主体38后阻止阀盖螺母126的无意移除。

[0029] 阀盖76的引导组合件部分96通过螺纹表面112界定直径110以连接至位置指示器

引导组合件80。指示器引导组合件80包含引导螺母140(例如，保持器或保持器螺母)、引导

套筒142、引导件144、套筒螺母146和针连接螺母148。引导螺母140界定孔150、埋头孔152、

套筒狭槽154和套筒螺母孔156。孔150允许针72穿过引导螺母140并进入阀盖76中。埋头孔

152包含螺纹表面158和引导接触面160。引导螺母140用螺纹表面158连接至阀盖76的螺纹

表面112。套筒狭槽154接纳引导套筒142并用穿过套筒螺母孔156的套筒螺母146(例如，平

头螺钉)固持于适当位置。引导套筒142包含引导孔162和孔164。孔162允许针72穿过套筒

142并接纳引导件144。引导件144穿过引导套筒142直到接触引导螺母140的引导接触面

160。引导件144包含孔166和针连接螺母孔168。孔166允许针72穿过引导件144。针连接螺母

148随后通过孔168将引导件144固定连接至针72。引导件144固定连接至针72允许引导件显

示针72在流量控制系统12中的变化位置。

[0030] 如上文所解释，流量控制装置40是包含针72和底座74的针阀。在其他实施例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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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控制装置可能为蝶阀、栓和笼型阀、外部套阀、多级修整阀、阀门或闸门阀。针72包含第一

部分170、第二螺纹部分172(例如，螺纹轴)、第三部分174。第一部分170界定直径渐进地减

小以形成针尖178的直径176。针尖178与底座74相互作用以增加和减少移动穿过流量控制

系统12的矿物的流量和压力。第二螺纹部分172提供与阀盖76的螺纹部分124的螺纹啮合。

此举允许针72进一步移进或移出改变其与底座74的相互作用的扼流器主体38(例如，改变

从采油树20进入管22的流量和压力)。第三部分174包含致动器接触部分180和螺纹部分

182。致动器(例如，手动或电动致动器)连接至致动器接触部分180处的针72且用螺母184固

持在适当位置。

[0031] 针72、底座74和密封组合件90一起操作以在扼流器主体38中产生流体紧密密封。

如所示，底座74包含有螺纹的第一部分186、有阶梯的第二部分188、孔190和埋头孔192。有

阶梯的第二部分188可包含密封凹槽194和密封件196。通过使第一部分186穿过螺纹表面56

直到有阶梯的部分188接触孔50的埋头孔54，底座74连接至扼流器主体38并在扼流器主体

38中产生流体紧密密封。此啮合迫使密封件196与第一部分44接触以产生流体紧密密封。孔

190和埋头孔192界定相应直径198和直径200。直径198既小于埋头孔192的直径200又小于

针的第一部分170的直径176。因此，当针尖178进入孔190时，针尖178(例如，圆锥部分)产生

与埋头孔192的密封接触。因此，当针尖178进一步移进和进一步移出底座74时，针尖178增

加或减少其在孔190中占用的空间量。空间变化增加或减少来自采油树20并进入管22的矿

物的压力和流动速率。

[0032] 当矿物流过底座74时，密封组合件90阻止矿物离开扼流器主体38的第三部分中的

孔62。密封组合件90包含密封保持器200和密封件202、204、206和208。密封保持器200安置

在第三部分48的埋头孔69中。密封保持器200包含具有直径212的孔210。直径212可等于或

大于针72的直径176，但小于阀盖76的埋头孔122的直径。直径212使密封保持器200将密封

件202、204和206保持在阀盖76的埋头孔122内。密封件202、204和206提供针72与阀盖76之

间的密封啮合。密封件或垫圈208安置在垫圈凹槽108中，并提供阀盖76和扼流器主体38的

第三部分48之间的密封啮合。因此，这些密封件202、204、206和208阻止矿物离开阀盖76与

针72之间或阀盖76与扼流器主体38之间的系统。.

[0033] 图3是经装配并且能够接纳手动致动器240或电动致动器242(例如，电驱动装置、

液压驱动装置等)的安装组合件42的截面视图。如所示，密封保持器200安置在孔62中并保

持密封件202、204和206。阀盖76连接至扼流器主体38，阀盖连接部分94插入到孔62中直至

凸缘100的成角接触面104接触凸缘64的成角表面68。阀盖螺母126通过穿过凸缘64将阀盖

76固定至扼流器主体38且随后用锁定阀盖螺母128锁定在适当位置中。保持器环88附接至

凹槽120中的阀盖76。保持器环88和锁定阀盖螺母128一起操作以阻止阀盖螺母126的移除。

锁定翼形螺钉82插入到孔116中。

[0034] 如所示，指示器引导组合件80用引导螺母140连接至阀盖76的引导组合件部分96。

具体来说，引导螺母140连接至阀盖76的螺纹表面112直到引导组合件部分96接触埋头孔

152。当引导组合件部分96接触埋头孔152时，引导组合件部分96阻止引导螺母140的进一步

移动，由此在引导螺母140与阀盖76的主体部分98之间形成空间244。引导螺母140上的套筒

狭槽154接纳引导套筒142并用套筒螺母146固持在适当位置中。引导套筒142随后接纳指示

器引导件144。针连接螺母148将指示器引导件144固定连接至针72。用连接至针72的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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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件144，指示器引导件144可指示流量控制系统12中针72的位置的改变。

[0035] 如所示，针72穿过引导件144的中心、引导套筒142、引导螺母140、阀盖76、阀盖螺

母126和密封保持器200并进入底座74中。此外，针72的有螺纹的第二部分172穿入阀盖76的

螺纹表面124。因此，通过使针72穿过进入或远离阀盖76，针72可改变其相对于底座74的位

置。

[0036] 手动致动器240(例如手动手轮)包含轮246和手柄248。轮246界定具有孔表面252

的孔250。此孔250使手动致动器240连接至针72。具体来说，轮246在针72上方滑过孔250，由

此使内表面252接触致动器接触面180。将表面252与致动器接触面180连接后，螺母184穿过

针72，从而固定手动致动器240。

[0037] 如上文所解释，流量控制系统12可使用电动致动器242代替手动致动器240。电动

致动器242可为液压致动器、电致动器、气压致动器等等。电动致动器242附接至具有连接器

组合件254的安装组合件42。有利的是，流量控制系统可在不停止矿物提取操作或另外改变

阀门位置(例如，通过流量控制装置12的石油或燃气的流动)的情况下交换致动器。

[0038] 连接器组合件254包含致动器安装托架256、螺栓258、连接器260、轴承262和黄油

嘴264。致动器安装托架256包含第一凸缘266和第二凸缘268。第一凸缘266界定宽度270和

孔272。孔272界定大于或等于阀盖引导部分96的直径110但小于阀盖主体部分98的直径114

的直径274。第二凸缘268包含连接器埋头孔276、润滑脂孔278和连接器孔280。连接器260包

含针连接器部分282和基底部分284。连接器部分282界定孔286且基底部分284包含凸缘

288。.

[0039] 为了安装连接器组合件254，从阀盖72移除指示器引导组合件80。安装托架256随

后通过使安装托架256在阀盖引导部分96上方滑动穿过孔272直至其接触主体部分98来连

接到安装组合件42。指示器引导组合件80随后再安装到安装托架256的凸缘266后方。这样

将凸缘266固定压缩在主体部分98与引导件140之间的空间244中。连接器260可随后穿过第

二凸缘268中的孔280直至凸缘288接触连接器埋头孔276。因为凸缘288大于孔280，所以基

底部分284无法穿过孔280，且因此其保持接触电动致动器242。连接器260的连接器部分282

接纳针的第三部分174并接触致动器接触面180。螺母184随后将连接器260固定至针72。最

后，电动致动器242用螺栓258连接到安装托架256。

[0040] 图4为具有手动致动器240的流量控制系统12的截面视图。如所示，手动致动器240

通过孔252连接到针72。螺母184将手动致动器240固定到针72。操作员可随后使用手柄248

来转动手动致动器240。当操作员转动轮246时，轮246使针72旋转。旋转使有螺纹的第二部

分172与阀盖76的螺纹表面124相互作用，由此使针72在方向310上进一步穿过进入或进一

步远离底座74。针72与底座74之间的变化距离增加或减少了两者之间的空间。较多空间增

加了进入管22的压力和矿物流量，而较少空间减少进入管22的压力和矿物流量。如上文所

解释，根据矿物提取过程中的阶段，可能需要改变控制流量控制装置40的致动器的类型。锁

定翼形螺钉82可在方向312上穿过孔116，直至其接触针72并将针72锁定在其当前位置。手

动致动器240可随后被移除并由电动致动器242替换。这样有利地实现持续矿物提取操作

(例如，从采油树20进入导管22的矿物流量)，同时改变致动器类型，而不改变阀盖76或针

72。

[0041] 图5是具有电动致动器242的流量控制系统12的截面视图。如所示，电动致动器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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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连接器组合件254连接到阀盖76。如上文所解释，托架256连接到位于阀盖76的主体部分

98与引导螺母140之间的空间244中的安装组合件42。连接器260用第一部分282和螺母184

连接到针76。连接器260用第二部分284连接到电动致动器242。这样允许连接器260将扭矩

从电动致动器242转移到针76。在使用过程中，电动致动器242使连接器260在安装托架256

内旋转。当连接器260旋转时，轴承262支撑连接器基底部分284。当轴承262进入穿过黄油嘴

264并穿过孔278时，轴承262减小摩擦且还可接纳润滑脂。从连接器260转移到针72的扭矩

使有螺纹的第二部分172在方向330上进一步穿过进入或进一步远离底座74。在针72与底座

74之间的变化距离增加或减少两者之间的空间。较多空间增加了进入管22的压力和矿物流

量，而较少空间减少了进入管22的压力和矿物流量。图5中的实施例(与图4的实施例相似)

允许交换致动器，同时保持阀门的操作(例如，在线)。如图4中所解释，锁定翼形螺钉82在方

向332上可穿入孔116，直到其接触针72并将针72锁定在其当前位置。电动致动器242可随后

被移除并由手动致动器240或其他类型的电动致动器替换，而不更换阀盖76或针72。这样有

利地使得矿物提取操作能够继续，同时在致动器受损的情况下或需要另一种类型的致动器

的情况下更换致动器。

[0042] 尽管本发明可易于具有各种修改以及替代形式，但具体实施例已经在图式中借助

于实例示出并且已经在本文中详细描述。然而，应了解，本发明不希望限于所揭示的特定形

式。事实上，本发明涵盖落入由以下所附权利要求书界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的所有

修改、等效物和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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