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210525380.5

(22)申请日 2022.05.16

(71)申请人 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

地址 266200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鳌山卫

街道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蓝色硅谷创

业中心一期2号楼

(72)发明人 郝宗睿　董路　任万龙　王越　

刘刚　华志励　徐娟　

(74)专利代理机构 青岛华慧泽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7247

专利代理师 马千会

(51)Int.Cl.

B63B 22/00(2006.01)

B63B 17/00(2006.01)

 

(54)发明名称

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脱落装

置及导流壳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海洋环境监测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脱落装置

及导流壳。一种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

动脱落装置，包括：锁紧装置、脱钩装置；所述锁

紧装置包括锁紧钩板和锁紧芯板；所述锁紧钩板

设置在其中一半导流壳上，锁紧芯板固定在另一

半导流壳上；所述锁紧钩板前端的锁钩与所述锁

紧芯板前端的锁环配合锁紧；所述的脱钩装置包

括底座和浮力气囊；所述底座设置在所述锁紧钩

板的下方，所述浮力气囊安装在底座与锁紧钩板

之间。本发明借助不同水深位置气囊内外压力的

变化，既能顺利将浮标布放至船舶难以到达的区

域，又能够在布放完成后，使导流壳自动解体脱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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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脱落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锁紧装置、脱

钩装置；所述锁紧装置包括锁紧钩板和锁紧芯板；其中，所述锁紧钩板设置在其中一半导流

壳上，锁紧芯板固定在另一半导流壳上；所述锁紧钩板前端的锁钩与所述锁紧芯板前端的

锁环配合锁紧；所述的脱钩装置包括底座和浮力气囊；所述底座设置在所述锁紧钩板的下

方，所述浮力气囊安装在底座与锁紧钩板之间；当所述浮力气囊膨胀时，驱动所述锁紧钩板

向上移动释放所述锁紧芯板，进而使导流壳解体脱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脱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底座的前端设有与所述锁紧钩板的锁钩配合的锁紧钩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脱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底座上设有限位气囊；所述锁紧钩板的两侧设有定位槽；所述限位气囊与所述定位槽

配合，当限位气囊膨胀时，限制锁紧钩板使其维持锁紧状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脱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底座与所述锁紧钩板之间设有限位弹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脱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底座上设有复位弹簧，所述复位弹簧内端固定，外端连接活动挡板。

6.一种导流壳，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壳由两个对称的半壳体组成，半壳体连接位置设

有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自动脱落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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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脱落装置及导流壳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海洋环境监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

脱落装置及导流壳。

背景技术

[0002] 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是一种海洋观测平台，首先应用在国际Argo计划，故又称

之为Argo浮标，专用于海洋次表层温、盐、深剖面测量。该浮标布放后自行在大海中工作两

年以上，直至电源耗尽。通过Argo获取的海洋观测数据资料有利于气候和自然灾害的预测，

且有助于了解海洋内部变化过程。

[0003] 现阶段的Argo浮标多采用船舶布放，布放区域有限，针对船舶不易到达的区域，布

放难度较大。为了顺利布放浮标，通常需要对浮标加装导流壳，获得低阻流线，满足水下投

送，将浮标布放至船舶难以到达的区域。导流壳通常由对称的两部分壳体组成，两部分壳体

组装后形成完整的导流壳，将浮标包裹在其内。

[0004] 但投送过程结束后，浮标的低阻流线不易于浮标上浮和下潜，影响观测数据获取，

须将导流壳脱除。水下环境浮标导流壳人工脱除难度大，费时费力，因此，有必要发明一种

自动脱落装置，满足水下ARGO浮标导流壳的自动脱落需求。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现阶段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无法自动脱落的技术难题，提供一

种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脱落装置，该装置通过气囊内外压力的变化，启动浮

标导流壳上的自动脱落装置打开锁钩，使导流壳解体脱落。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

动脱落装置，包括：锁紧装置、脱钩装置；所述锁紧装置包括锁紧钩板和锁紧芯板；其中，所

述锁紧钩板设置在其中一半导流壳上，锁紧芯板固定在另一半导流壳上；锁紧钩板前端的

锁钩与锁紧芯板前端的锁环配合锁紧；所述的脱钩装置包括底座和浮力气囊；所述底座设

置在所述锁紧钩板的下方，所述浮力气囊安装在底座与锁紧钩板之间；当所述浮力气囊膨

胀时，驱动所述锁紧钩板向上移动释放所述锁紧芯板，进而使导流壳解体脱落。

[000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底座的前端设有与所述锁紧钩板的锁钩配合的

锁紧钩槽。

[0008]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的底座上设有限位气囊；所述锁紧钩板的两侧设有定位槽；所

述限位气囊与所述定位槽配合，当限位气囊膨胀时，限制锁紧钩板使其维持锁紧状态。

[0009]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的底座与所述的锁紧钩板之间设有限位弹簧。

[0010]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的底座上设有复位弹簧，所述复位弹簧内端固定，外端连接活

动挡板。

[0011]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导流壳，所述的导流壳由两个对称的半壳体组成，半壳体连接

位置设有所述的自动脱落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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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发明借助不同水深位置气囊内外压力的变化，既能顺利将浮标布放至船舶难以

到达的区域，又能够在布放完成后，使导流壳自动解体脱落，不影响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

的探测工作。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脱落装置与导流壳的安

装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脱落装置的整体结构示

意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脱落装置的剖视图；

图4为锁紧钩板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底座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锁紧芯板的结构示意图；

图7为安装座的结构示意图；

图8为脱钩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9为浮力气囊示意图；

图10为活动挡板的结构示意图；

图11为盖板的结构示意图；

图12为端盖的结构示意图；

图13（a）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脱落装置的工作原

理中第一阶段锁紧钩板受力分析图；

图13（b）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脱落装置的工作原

理中第二阶段锁紧钩板受力分析图；

图13（c）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脱落装置的工作原

理中第三阶段锁紧钩板受力分析图；

图中，1：安装座；2：锁紧钩板；3：限位弹簧；4：复位弹簧；5：锁紧芯板；6：限位气囊；

7：浮力气囊；8：底座；9：活动挡板；10：盖板；11：第一半壳体；12：端盖；13：第二半壳体；

1‑1：固定孔；1‑2：轴孔；

2‑1：固定轴；2‑2：凸起结构；2‑3：支撑座；2‑4：定位槽；2‑5：锁钩；

5‑1：接触端面；5‑2：锁环；

7‑1：移动端；7‑2：气囊主体；7‑3：螺纹结构；

8‑1：定位孔；8‑2：壳体固定座；8‑3：限位弹簧座；8‑4：锁紧钩槽；8‑5：挡板定位槽；

8‑6：第一螺栓孔；8‑7：螺纹孔；

9‑1：板体；9‑2：限位结构；9‑3：弹簧固定孔；

10‑1：卡槽；10‑2：第二螺栓孔；

12‑1：固定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更详细的说明。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14604366 A

4



附图中给出了本发明的较佳的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

于本说明书所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发明公开内容的理

解更加透彻全面。

[0015] 实施例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脱落装置，如图1

和图2所示，主要包括：安装座1，锁紧钩板2，限位弹簧3，复位弹簧4，锁紧芯板5，限位气囊6，

浮力气囊7，底座8，活动挡板9，盖板10。其中，锁紧芯板5固定在导流壳的第一半壳体11上，

除锁紧芯板5外的其余结构和部件均设置在第二半壳体13上。第一半壳体11和第二半壳体

13的接触面为剖分轴截面。锁紧芯板5的前端突出于第一半壳体11的轴截面。第二半壳体13

上的结构与其剖分轴截面齐平，通过在第二半壳体13上的外周面上开槽，将上述结构部件

安装固定，然后再通过端盖12将其封闭。

[0016] 如图3和图4所示，锁紧钩板2包括前端的锁钩2‑5，其中部为镂空的卡槽形状，此种

结构形式可以减轻锁紧钩板2的重量，便于后续脱钩操作。在锁紧钩板2的下端面设有若干

凸起结构2‑2。锁紧钩板2靠近锁钩2‑5的侧面位置设置有定位槽2‑4，该定位槽与限位气囊6

配合。锁紧钩板2的后端通过固定轴2‑1与安装座1上的轴孔1‑2连接。安装座1的结构如图7

所示，安装座1通过固定孔1‑1与底座8上的定位孔8‑1配合，将锁紧钩板2安装于底座8上。在

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中，锁紧钩板2也可以直接安装在第二半壳体13上开的槽内，例如通过

在槽的侧壁开孔，与固定轴2‑1配合安装。锁紧钩板2可以沿固定轴2‑1作旋转运动。

[0017] 如图5所示，底座8包含定位孔8‑1、壳体固定座8‑2、限位弹簧座8‑3、锁紧钩槽8‑4、

挡板定位槽8‑5、第一螺栓孔8‑6及螺纹孔8‑7。底座8通过壳体固定座8‑2固定在导流壳的壳

体上。底座8的前端设有U型槽，该U型槽由突出于底座8上端面的凸缘围成。限位弹簧座8‑3、

挡板定位槽8‑5、第一螺栓孔8‑6均设置在U型槽的凸缘上，限位弹簧座8‑3用于固定限位弹

簧3；第一螺栓孔8‑6用于固定盖板10，挡板定位槽8‑5与活动挡板9滑动连接，并为活动挡板

9的移动起到导向作用。活动挡板9的结构如图10所示，包括板体9‑1，板体9‑1的两侧设有限

位结构9‑2，中间部分设有弹簧固定孔9‑3。限位结构9‑2置于底座8的挡板限位槽8‑5中。

[0018] 底座8的U型槽上部设有盖板10，盖板的结构如图11所示，包括卡槽10‑1和第二螺

栓孔10‑2。盖板10通过自身的第二螺栓孔10‑2和底座8上的第一螺栓孔8‑6固定，限制限位

结构9‑2的运动，使其沿着挡板限位槽8‑5运动，不会产生其他方向的位移。卡槽10‑1方便锁

紧钩板2的锁钩2‑5落下来，勾住锁紧芯板5的锁环5‑2，实施锁紧。

[0019] 锁紧钩槽8‑4位于U型槽的内部前端，与锁紧钩板2上的锁钩2‑5配合，将锁紧芯板2

锁紧。

[0020] 如图6所示，锁紧芯板5的前端设有接触端面5‑1和锁环5‑2，该锁环5‑2与锁紧钩板

2前端的锁钩2‑5、底座8上的锁紧钩槽8‑4配合，将锁紧芯板2锁紧在底座8上，进而将第一半

壳体11与第二半壳体13组装成完整的导流壳。接触端面5‑1用于与活动挡板9接触。

[0021] 如图3和图8所示，浮力气囊7安装在锁紧钩板2和底座8之间，本实施例中，共设有3

个浮力气囊。如图9所示，浮力气囊7包括气囊主体7‑2，气囊主体7‑2的上端为移动端7‑1，移

动端7‑1与锁紧钩板2上的支撑座2‑3相配合，用于支撑锁紧钩板2的脱钩操作。气囊主体7‑2

底部的螺纹结构7‑3与底座8上的螺纹孔8‑7配合，固定浮力气囊7。

[0022] 锁紧钩板2上的定位槽2‑4与限位气囊6配合。限位气囊6通过安装座固定在底座8

上，限位气囊6内压力大于外部压力时，向定位槽2‑4方向膨胀，将定位槽2‑4压紧，从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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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紧钩板2的动作。限位气囊6内压力小于外部压力时向相反方向收缩，此时，限位气囊6对

定位槽2‑4的挤压作用消失，解除对锁紧钩板2的限制，以便进行后续的脱钩操作。锁紧钩板

2下端面的凸起结构2‑2与底座8上的限位弹簧座8‑3配合，将限位弹簧3固定在底座8与锁紧

钩板2之间。

[0023] 在底座8的U型槽内设有若干平行布置的复位弹簧4，复位弹簧4的内端与U型槽内

壁固定连接，外端与活动挡板9上的弹簧固定孔9‑3连接，当活动挡板9受外力挤压时，沿挡

板定位槽8‑5向U型槽内移动，此时复位弹簧4受到挤压发生形变。当外力解除后，复位弹簧4

恢复形变，推动活动挡板9复位。

[0024] 本发明的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导流壳自动脱落装置，工作原理和过程如下所

述：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ARGO）进行水下投送过程中，为了顺利投放，需要在其外部安装

导流壳，当投放完成后，浮标开始进行剖面测量，剖面测量过程中，不需要导流壳的存在，需

要将导流壳拆下。采用本发明的自动脱落装置可有效的实现导流壳的自动拆卸脱落。浮标

在水平搭载运输过程中，将第一半壳体11和第二半壳体13对接，锁紧钩板2紧贴着底座8，锁

钩2‑5穿过锁紧芯板5上的锁环5‑2，进入锁紧钩槽8‑4，此时，限位气囊6由于内部压力大于

外部压力，向内侧膨胀，限位气囊6卡入锁紧钩板2的定位槽2‑4中，限制锁紧钩板2，使其不

能移动，锁紧钩板2与锁紧芯板5处于锁紧状态，锁紧芯板5的接触端面5‑1与活动挡板9接

触，并挤压活动挡板9向内移动，使复位弹簧4处于压缩状态。第一半壳体11和第二半壳体13

组成完整的导流壳，抱住ARGO浮标。如图13（a）所示，初始状态浮力气囊7处于自然膨胀状

态，浮力气囊7内部的初始压力设为P2‑T0，限位气囊6内部的初始压力设为P1‑T0，限位弹簧

3的拉力设为P3‑T0，限位弹簧3处于轻微压缩状态，m1、m2、m3分别为限位气囊6、浮力气囊7、

限位弹簧3的力矩，T0、T1、T2分别表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则满足力矩平衡：

P1‑T0*m1=  P3‑T0*m3+  P2‑T0*m2。

[0025] 随着运载器下沉，浮力气囊7收缩，此时，锁紧钩板2受到限位弹簧3的拉力作用及

限位气囊6的限位作用，使锁紧钩板2不会脱离锁紧芯板5。随着运载器向下运动，限位气囊6

受到水压的作用收缩，脱离定位槽2‑4，对锁紧钩板2的限制作用消失，锁紧钩板2受到限位

弹簧3的推力作用向上移动一定距离，使锁钩2‑5脱离锁紧钩槽8‑4，但仍然能勾住锁紧芯板

2，实施锁紧。浮力气囊7受到水的挤压，不再对锁紧钩板2产生推力作用，如图13（b）所示，满

足力矩平衡：

P3‑T1*m3=  P2‑T1*m2。

[0026] 当浮标运行至水下指定深度后，运载器将ARGO浮标释放，此时，ARGO浮标按照自己

的模式开始上浮，在上浮过程中，随着水压的减小，浮力气囊7膨胀，推动锁紧钩板2继续向

上移动，当ARGO浮标接近水面时，浮力气囊7的推力增大，克服限位弹簧3的拉力力矩，使锁

紧钩板2的锁钩2‑5与锁紧芯板5分离，如图13（c）所示，满足力矩公式：

P3‑T2*m3＜P2‑T2*m2。

[0027] 此时，锁紧芯板5对活动挡板9的挤压作用消失，在复位弹簧4的弹力作用下，活动

挡板9复位，将锁紧芯板5向外弹开，使导流壳的第一半壳体11和第二半壳体13分开，导流壳

解体后自动脱落，完成水下定深投送工作。此后，ARGO浮标独立完成测量工作。

[0028] 实施例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导流壳，该导流壳可以加装在自沉浮式剖面探测浮标

上或者其他需要加装导流壳的水下设备上。如图1所示，该导流壳包括第一半壳体11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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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壳体13，第一半壳体11与第二半壳体13为结构相同的轴剖分结构。其中在第二半壳体13

的剖分截面位置开槽，槽内安装如实施例1所述的自动脱落装置（锁紧芯板除外），在第一半

壳体11的剖分截面上挖孔，孔内安装自动脱落装置中的锁紧芯板，并且锁紧芯板5的前端突

出于剖分截面，突出部分进入第二半壳体13内，与锁紧钩板2配合锁紧。第二半壳体13上的

槽通过端盖12封闭。如图12所示，端盖12设有固定柱12‑1，槽内设有相应的固定孔，将端盖

12的固定柱12‑1对准槽内的固定孔按压，可将端盖12扣紧在槽上。需要说明的是，在端盖12

和锁紧钩板2之间预留足够的空间，为锁紧钩板脱钩时向上移动提供活动空间。在本发明的

一些实施例中，可沿导流壳对称布置两组或两组以上自动脱落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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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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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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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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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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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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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图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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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b）

图13（c）

说　明　书　附　图 7/7 页

14

CN 114604366 A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