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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兰是一种盘状零件，成对使用。法兰连接作为管道施工的重要连接方式，广泛应用于工业管道工程
中的管道连接。法兰连接是一种可拆连接，它把两个管道、管件或器材连接在一起，使用方便，能够
承受较大的压力。有些管件和器材自带法兰盘。法兰的主要作用是连接管路并保持管路密封性能，便
于某段管路的更换、拆开检查管路情况、某段管路的封闭等。 法兰分类方式有多种：按所连接的部件
可分为容器法兰和管法兰；按结构形式可分为整体法兰、松套法兰和螺纹法兰；按材质可分为碳钢、
铸钢、合金钢、不锈钢、铜、铝合金、塑料法兰等；按制作方法可分为压制、锻制、铸造法兰等。法
兰密封面的型式有突面、凹凸面、榫槽面、全平面和环连接面。不同压力法兰盘的厚度和连接螺栓直
径及数量是不同的。法兰垫采用的材料有低压石棉垫、高压石棉垫、金属垫等。 国际上常用的标准体
系有：德国标准（DIN）、前苏联标准（ΓOCT）、美国标准（ANSI）、日本标准（JIS）、国际标准
化组织标准（ISO）、英国标准（BS）、法国标准（NF）等。国内常用的标准体系主要有国家标准
（GB）、机械行业标准（JB）、石化行业标准（SH）和化工行业标准（HG）等。这些标准均有各自
的温度-压力表、密封面尺寸、接管尺寸等。 CAD/CAM广泛应用于产品的设计、分析、加工仿真与制
造等过程，并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在设计过程中，有许多绘图工作量涉及标准件。生产实践证明，
标准件具有优良的性能，采用标准件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也能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由于这些零
部件的数量大、结构形式多，不仅绘图过程非常繁琐，而且还要反复查阅手册，寻找数据。因而，非
常需要一种直观方便、快捷准确地绘制标准件的方法，使用户能灵活地调用标准件，生成所需的模型
。 现有的CAD/CAM系统均不提供国标法兰技术资料和三维图库，工程人员仍然需要使用传统的纸质
工具书、手册、相关书籍进行资料查询及三维标准件建模，为此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标准件库，以有效
地积累设计成果，实现在设计过程中对已有设计资源及成果最大限度地使用，避免重复劳动，从而提
高设计质量与效率。标准件库是将各种标准件或零部件的信息存放在一起，并配有管理系统和相
应CAD/CAM标准接口的软件系统。用户可以通过标准件库进行查询、检索、访问和提取所需的零件
信息，供设计、制造等工序使用。 本书所配的三维图库是基于Unigraphics（简称UG）软件开发的
。UG是当今世界上先进的、紧密集成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PLM）软件，它为整个制造行业提供
了全面的产品生命周期解决方案。UG一直为全球领先的企业提供最全面的、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
其中包括通用汽车、波音飞机、通用电气、爱立信、松下等多家世界前500强企业。UGS是PLM领域的
市场领导者，它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制造企业优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全过程。作为PLM软件与
服务的单一供应商，UGS能够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个过程转化成真正的竞争优势，并在产品的创新
、质量、上市时间以及最终价值等方面为客户带来显著的效益。 国标法兰指的是在材质和做工上都符
合国家标准的法兰。本书采用手册与三维图库相结合的形式，其手册和三维图库可以独立使用，提高
了使用的灵活性和方便性。在分析和总结国标法兰资料的基础上，本书以国家标准为依据，主要内容
包括钢制管法兰、铜合金管法兰、铸铁管法兰、碳钢管法兰及垫片、管法兰用垫片、超高真空法兰等
，并对软件的安装、卸载与使用等进行了介绍。 配套光盘中的三维图库是针对国标法兰结构参数的不
同将其详细分类，并分析其结构特征而建立的三维标准件库。三维图库具有良好的人机交互界面、易
学易用、方便快捷，能够实现对标准件的查询、检索及调用，自动生成用户所需的标准件三维模型，
供用户进行设计或制造等工作。 使用《国标法兰手册与三维图库（UGNX版）》进行设计和制造方面
的工作，一方面可以避免设计者繁琐的标准件绘图工作，提高设计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设计的
标准化程度，降低错误发生率。另外，本书还具有如下突出特点。 （1）采用手册和图库相结合的形
式，改变传统国标法兰纸质手册工具书的不足，提高了使用的灵活性和效率。 （2）手册编写过程中
所有图片采用矢量化二维图与三维模型渲染图相结合的形式，清晰直观，便于使用。 （3）三维图库
软件系统根据工程人员的使用习惯和标准分类，条理清晰，系统性强，使用快捷，资料先进、实用、
全面。 （4）提供目录树与查询相结合的方法，便于用户查找相关数据；提供二维矢量图和三维模型
渲染图的正常视图和放大视图，其正常视图便于用户快速浏览国标法兰结构，放大视图便于准确、详
细地了解其结构。 （5）三维图库软件系统能够独立于各CAD/CAM系统运行，即使用户的计算机没有
安装相应的CAD/CAM系统，国标法兰数据库也可正常运行，并提供对各种标准分类数据检索的功能
。 全书由曹岩、白瑀担任主编，张小粉担任副主编。其中，曹岩、白瑀负责全书内容组织与统稿、图
库构架设计与系统开发、数据校核、软件封装等。主要编写人员有白瑀、方舟、曹岩、张小粉、杜江
、程文冬、闵慧等。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教，编者在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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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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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造业信息化三维模型资源:国标法兰手册与三维图库(UG NX版)》采用手册与三维图库相结合的形
式，国标法兰数据以国家标准为依据，手册和图库可以独立使用，提高了使用的灵活性和方便性。书
中主要内容包括钢制管法兰、铜合金管法兰、铸铁管法兰、碳钢管法兰及垫片、管法兰用垫片、超高
真空法兰，以及软件的安装、卸载与使用等。基于三维CAD/CAM软件UG NX建立的国标法兰三维标
准件库，内容包括各类国标法兰的标准数据和相应的三维模型。使用手册和三维图库进行设计和制造
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可以避免设计者繁琐的标准件绘图工作，提高设计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设
计的标准化程度，降低错误发生率。
《国标法兰手册与三维图库(UG NX版)》内容实用、使用简捷方便，可供机械、化工、石化等领域的
工程技术人员和CAD/CAM研究与应用人员使用，也可供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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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片  4.2.4  金属冲齿板柔性石墨复合垫片  4.2.5  垫片的尺寸极限偏差  4.3  管法兰用聚四氟乙烯包覆垫片
（GB/T13404—2008）  4.3.1  管法兰用聚四氟乙烯包覆垫片（A/B型）  4.3.2  管法兰用聚四氟乙烯包覆垫
片（C型）  4.3.3  常用夹嵌层材料的代号和推荐使用温度表  4.3.4  垫片的尺寸偏差  4.3.5  垫片的性能  
第5章  管法兰用垫片  5.1  缠绕式垫片的分类（GB/T4622.1—2003）  5.2  缠绕式垫片的型式和尺寸
（GB/T4622.2—2008）  5.2.1  基本型缠绕式垫片（A型）  5.2.2  带内环型缠绕式垫片（B型）  5.2.3  带定
位环型缠绕式垫片（C型）  5.2.4  带内环和定位环型缠绕式垫片（D型）  5.3  缠绕式垫片技术条件
（GB/T4622.3—2007）  5.3.1  垫片的材料  5.3.2  垫片的尺寸偏差  5.3.3  垫片的性能  5.4  管法兰用非金属
平垫片技术条件（GB/T9129—2003）  5.4.1  垫片的材料和性能  5.4.2  垫片的尺寸极限偏差  5.5  管法兰用
非金属平垫片（GB/T9126—2008）  5.5.1  垫片与法兰密封面的配合型式  5.5.2  全平面管法兰用垫片（FF
型）  5.5.3  突面管法兰用垫片（RF型）  5.5.4  凹凸面管法兰用垫片（MF型）  5.5.5  榫槽面管法兰用垫
片（TG型）  5.6  管法兰用金属包覆垫片（GB/T15601—1995）  5.6.1  平面型管法兰用金属包覆垫片（F
型）  5.6.2  波纹型管法兰用金属包覆垫片（C型）  5.6.3  垫片的尺寸公差  5.6.4  包覆层金属材料  5.6.5  
包覆垫片的性能  5.7  管法兰用金属冲齿板柔性石墨复合垫片（GB/T19675.1—2005）  5.7.1  突面管法兰
用石墨复合垫片  5.7.2  凹凸面管法兰用石墨复合垫片  5.7.3  榫槽面管法兰用石墨复合垫片  5.8  管法兰用
金属冲齿板柔性石墨复合垫片的技术条件（GB/T19675.2—2005）  5.8.1  垫片的极限偏差  5.8.2  垫片的
性能  第6章  超高真空法兰（GB/T6071—2003）  6.1  超高真空法兰与接管的连接尺寸  6.2  内焊型超高真
空法兰（CFn型）  6.3  松套型超高真空法兰（CFs型）  6.4  肩环型超高真空法兰（CFj型）  6.5  盲型超
高真空法兰（CFm型）  6.6  铜密封垫圈超高真空法兰（CFd型）  第7章  软件的安装、卸载与使用  7.1  
软件的安装与卸载  7.1.1  运行环境  7.1.2  安装程序  7.1.3  卸载程序  7.1.4  启动程序  7.1.5  软件注册  7.2  
软件的使用方法  7.2.1  用户界面  7.2.2  使用范例  7.2.3  标准件模型的使用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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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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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法兰手册与三维图库》

编辑推荐

《国标法兰手册与三维图库(UG NX版)(附1DVD-ROM)》采用手册与三维图库相结合的形式，可大大
提高使用的灵活性和设计效率。手册涵盖了所有与国标法兰有关的标准数据，资料先进、实用、全面
，省去了设计者反复查阅手册、寻找数据的繁琐过程；光盘中的三维图库软件提供了所有标准件数据
，目录树的形式增强了软件的系统性，再加上数据查询功能，可以帮助用户方便、精准地定位到所需
要的数据；通过软件，可查看二维放大图、三维放大图，从而可以更详细地了解标准件的结构；更突
出的是，用户可以使用相应的CAM软件打开图库系统中的标准件模型，用于个性化设计与装配，大大
提高设计效率。软件要求：中文Windows 2000／XP以及Windows 7操作系统，UGNX 2.0及以上版本软
件，IE5.0 SP1及以上版本浏览器。硬件要求：PⅢ500以上PC及兼容机，2GB以上的硬盘剩余空间
，256MB以上的内存，VGA彩色显示器（建议显示方式2916位真彩色以上，分辨率为800 X 600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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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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