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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车载通信控制器安

装支架，包括左侧面、右侧面以及用于连接左侧

面和右侧面的底部连接面，所述左侧面的自由端

朝背向所述右侧面的方向延伸出左安装翻边，所

述右侧面的自由端朝背向所述左侧面的方向延

伸出右安装翻边；所述左安装翻边和所述右安装

翻边上均设有两个凸焊螺母；所述左安装翻边和

所述右安装翻边上均设有定位孔。本实用新型的

结构强度较大，且不易产生振动异响。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2页  附图4页

CN 209921217 U

2020.01.10

CN
 2
09
92
12
17
 U



1.一种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其特征在于，包括左侧面（2）、右侧面（7）以及用于连

接左侧面（2）和右侧面（7）的底部连接面（3），所述左侧面（2）的自由端朝背向所述右侧面

（7）的方向延伸出左安装翻边（1），所述右侧面（7）的自由端朝背向所述左侧面（2）的方向延

伸出右安装翻边（6）；

所述左安装翻边（1）和所述右安装翻边（6）上均设有两个凸焊螺母（4）；

所述左安装翻边（1）和所述右安装翻边（6）上均设有定位孔（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其特征在于：在车载通信控制器安

装支架（10）上设有沿左右方向贯通整个支架的加强筋（9），且位于左安装翻边（1）和右安装

翻边（6）上的加强筋（9）向下凹陷，位于左侧面（2）、右侧面（7）和底部连接面（3）的加强筋

（9）向上凸起。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左侧面（2）与

所述左安装翻边（1）之间的连接处，所述左侧面（2）与所述底部连接面（3）之间的连接处，所

述右侧面（7）与所述右安装翻边（6）之间的连接处，所述右侧面（7）与所述底部连接面（3）之

间的连接处均设有圆弧过渡结构（8）。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安装翻边（1）

上的两个所述凸焊螺母（4）设于所述左安装翻边（1）的两端，所述右安装翻边（6）上的两个

所述凸焊螺母（4）设于所述右安装翻边（6）的两端。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4所述的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其特征在于：车载通信控制

器安装支架（10）焊接在转向支撑（1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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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汽车部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汽车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形状差异较大，常见的有Z型（参见图5）、L型

（参见图6）等，且安装位置差异较大，比如：有的安装在前地板中通道上方处，有的安装在车

身侧位处，有的安装在后地板备胎盆处。上述大多数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外形不够美

观，结构强度不够，容易产生振动异响。另外，由于安装位置远离仪表盘，势必增加了用于连

接车载通信控制器的线束长度；且部分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被设计为总装件，需进行

喷漆处理，而非焊装件，无形中降低了安装精度，提高了零部件成本。

[0003] 因此，有必要开发一种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它的结构强度较大，且

不易产生振动异响。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包括左侧面、右侧面以及用于连接

左侧面和右侧面的底部连接面，所述左侧面的自由端朝背向所述右侧面的方向延伸出左安

装翻边，所述右侧面的自由端朝背向所述左侧面的方向延伸出右安装翻边；

[0006] 所述左安装翻边和所述右安装翻边上均设有两个凸焊螺母；

[0007] 所述左安装翻边和所述右安装翻边上均设有定位孔。

[0008] 在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上设有沿左右方向贯通整个支架的加强筋，且位于左

安装翻边和右安装翻边上的加强筋向下凹陷，位于左侧面、右侧面和底部连接面的加强筋

向上凸起，一条加强筋贯通整个支架，起到加强作用，同时也能够减少贴合面的面积。

[0009] 进一步，所述左侧面与所述左安装翻边之间的连接处，所述左侧面与所述底部连

接面之间的连接处，所述右侧面与所述右安装翻边之间的连接处，所述右侧面与所述底部

连接面之间的连接处均设有圆弧过渡结构。

[0010] 进一步，所述左安装翻边上的两个所述凸焊螺母设于所述左安装翻边的两端，所

述右安装翻边上的两个所述凸焊螺母设于所述右安装翻边的两端。

[0011] 进一步，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焊接在转向支撑上，安装位置合理，有效减少了

线束长度，另不需进行螺接，避免了喷漆处理，降低了零件成本。

[0012]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它的结构强度较大，且不易产生振动异响；车载通信控

制器安装支架的安装位置合理，有效减少了线束长度；通过焊接固定于转向支撑上，不需进

行螺接，避免了喷漆处理，降低了零件成本；而且外形美观工艺精巧。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中所述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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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图2为图1中沿A-A线的剖视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安装在转向支撑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焊接示意图；

[0017] 图5为背景技术的结构示意图之一；

[0018] 图6为背景技术的结构示意图之二；

[0019] 图中：1、左安装翻边，2、左侧面，3、底部连接面，4、凸焊螺母，5、定位孔，  6、右安装

翻边，7、右侧面，8、圆弧过渡结构，9、加强筋，10、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11、转向支撑,

12、焊缝。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一种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包括左侧面2、右侧

面7以及用于连接左侧面2和右侧面7的底部连接面3，所述左侧面2的自由端朝背向所述右

侧面7的方向延伸出左安装翻边1，所述右侧面7的自由端朝背向所述左侧面2的方向延伸出

右安装翻边6；所述左安装翻边1和所述右安装翻边6上均设有两个凸焊螺母4，用于固定安

装车载通信控制器；所述左安装翻边1和所述右安装翻边6上均设有定位孔5，两个定位孔5

左右对称设置，用于焊接定位用。

[0022]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在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10上设有沿左右方向

贯通整个支架的加强筋9，且位于左安装翻边1和右安装翻边6上的加强筋9向下凹陷，位于

左侧面2、右侧面7和底部连接面3的加强筋9向上凸起，一条加强筋9贯通整个支架，使其强

度、刚度大幅提升，同时还减少了贴合面的面积。

[0023]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左侧面2与所述左安装翻边1之间的连接处，所述左

侧面2与所述底部连接面3之间的连接处，所述右侧面7与所述右安装翻边6之间的连接处，

所述右侧面7与所述底部连接面3之间的连接处均设有圆弧过渡结构8。

[0024]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左安装翻边1上的两个所述凸焊螺母4设于所述左安

装翻边1的两端，所述右安装翻边6上的两个所述凸焊螺母4设于所述右安装翻边6的两端。 

所述左安装翻边1和右安装翻边6上在凸焊螺母4所在位置处各开有螺栓过孔。

[0025] 如图3和图4所示，本实施例中，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10焊接在转向支撑11上，

安装位置合理，有效减少了线束长度，另不需进行螺接，避免了喷漆处理，降低了零件成本。

[0026] 装配时，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10和凸焊螺母4进行凸焊后，作为一个整体，焊

接到转向支撑11上，焊接方式为二保焊，焊缝12长度为44mm。然后将车载通信控制器通过螺

栓、凸焊螺母4固定安装在车载通信控制器安装支架1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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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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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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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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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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