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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斜着拉拽拉门

的拉门装置。其技术方案是一种拉门装置1，包括

轨道7a、7b、掣子8和拉拽装置9′，其中，轨道7a、

7b引导拉门2相对主体3从开位置到闭位置沿拉

拽方向A移动，并且，从拉门2正面观察，引导拉门

2朝前方或后方移动，直到达闭位置为止；掣子8

设于主体3和拉门2中一方，为棒状；拉拽装置9′

设于主体3和拉门2中另一方，边沿轴向D滑动边

拉拽掣子8，使拉门2能朝前方或后方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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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拉门装置，包括轨道、掣子和拉拽装置，其中，上述轨道，引导拉门相对主体从开

位置到闭位置沿拉拽方向移动，并且，从上述拉门正面观察，引导上述拉门朝前方或后方移

动，直到达闭位置为止；上述掣子，设于上述主体和上述拉门中一方，为棒状；上述拉拽装

置，设于上述主体和上述拉门中另一方，边轴向滑动边拉拽上述掣子，使上述拉门能朝上述

前方或上述后方移动。

2.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门装置，其特征在于，上述掣子的上述轴向两端部被支撑于安

装于上述一方的托架。

3.按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拉门装置，其特征在于，平行移动开始位置比拉拽开始位置

更靠近上述闭位置侧；上述平行移动开始位置是指上述拉门开始朝上述前方或上述后方移

动的位置，而上述拉拽开始位置是指上述拉拽装置与上述掣子卡合而开始拉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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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具备拉拽装置的可使拉门(包括拉窗)移动到闭位置的拉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具备拉拽装置的可使拉门移动到闭位置的拉门装置已为人们所知晓(譬如参见专

利文献1)。该拉门装置包括轨道、掣子和拉拽装置。轨道安装于主体，引导拉门沿拉拽方向

从开位置移动到闭位置。掣子安装于主体和拉门中某一方，拉拽装置则安装于主体和拉门

中另一方。通过拉拽装置拉拽掣子，拉门移动，直到闭位置为止。

已有技术文献

专利文献

[0003] 专利文献1：日本发明专利特开2011-214343号公报

发明内容

技术问题

[0004] 拉门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拉门：从拉门正面观察，拉门朝前方或后方移动，直到达

闭位置为止。若使用这样的拉门，譬如在拉门闭位置能将拉门与壁面拉平，故能做到外观好

看。对于这样的拉门，也希望赋予拉拽功能。

[0005] 然而，以往的拉门装置，即便能沿拉拽方向直线拉拽拉门，但却无法斜着拉拽朝前

方或后方移动(从拉门正面观察)的拉门。这是由于拉门朝前方或后方移动时拉拽装置与掣

子的卡合脱开之缘故。

[0006] 鉴于此，本发明目的就在于提供一种能斜着拉拽拉门的拉门装置。

技术方案

[0007]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一技术方案是一种拉门装置，包括轨道、掣子和拉拽装

置，其中，上述轨道，引导拉门相对主体从开位置到闭位置沿拉拽方向移动，并且，从上述拉

门正面观察，引导上述拉门朝前方或后方移动，直到达闭位置为止；上述掣子，设于上述主

体和上述拉门中一方，为棒状；上述拉拽装置，设于上述主体和上述拉门中另一方，边轴向

滑动边拉拽上述掣子，使上述拉门能朝上述前方或上述后方移动。

发明的效果

[0008] 根据本发明，由于拉拽装置边轴向滑动边拉拽棒状的掣子，所以能斜着拉拽拉门。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第1实施方式的拉门装置(拉门处于开位置时)从下方侧观察的立体

图。

图2是本实施方式的拉门装置(拉门处于闭位置时)从下方侧观察的立体图。

图3是表示本实施方式的拉门装置的门首用门轮之图(其中图3(a)是从下方侧观察时

的立体图，图3(b)是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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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是本实施方式的拉门装置的拉拽装置的立体图(其中图4(a)表示捕捉件处于待机

位置时，图4(b)表示捕捉件处于拉入位置时)。

图5是本实施方式的拉门装置的拉拽装置的剖视图(其中图5(a)表示捕捉件处于待机

位置时，图5(b)表示捕捉件处于拉入位置时)。

图6是本实施方式的拉门装置的掣子之详图(其中图6(a)是从上方观察的掣子的立体

图，图6(b)是掣子的侧视图)。

图7是表示拉门处于开位置时的拉门装置之图(其中图7(a)是拉门装置的后视图，图7

(b)是拉门装置的仰视图)。

图8是表示拉门处于拉拽开始位置时的拉门装置之图(其中图8(a)表示拉门装置的后

视图，图8(b)是拉门装置的仰视图)。

图9是表示拉门处于闭位置时的拉门装置之图(其中图9(a)表示拉门装置的后视图，图

9(b)是拉门装置的仰视图)。

图10是本发明第2实施方式的拉门装置(拉门处于闭位置时)从下方侧观察的立体图。

图11是表示本发明第2实施方式的拉门装置之图である(其中图11(a)是侧视图，图11

(b)是仰视图)。

附图标记

[0040] 1，51…拉门装置；2…拉门；3…主体；7a…门首用轨道(轨道)；7b…门尾用轨道(轨

道)；8…掣子；9，9′…拉拽装置；41…托架；A…拉拽方向；B…前方；C…斜向；D…轴向。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以下根据附图详细描述本发明实施方式的拉门装置。但本发明拉门装置可以各种

形态具体实现，并非限于本说明书记载的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不过是为了通过使说明书

公开充分而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充分理解发明范围这一目的而提供的。

(第1实施方式)

[0011] 图1和图2给出本发明第1实施方式的拉门装置1从下方侧观察的立体图，其中图1

给出拉门2的开位置，图2给出拉门2的闭位置。2为拉门，3为主体，4为主体的上框，5为主体

的开口部，6为主体的壁。

[0012] 拉门装置1包括轨道7a、7b、掣子8和拉拽装置9′。轨道7a、7b安装于主体3。掣子8安

装于主体3。拉拽装置9′安装于拉门2。掣子8和拉拽装置9′配置于轨道7a、7b的外侧。在主体

3的开口部5的上框4的下面设遮掩轨道7a、7b、掣子8和拉拽装置9′用的遮板10。

[0013] 轨道7a、7b安装于上框4的下面。轨道7a、7b引导拉门2相对主体3从开位置到闭位

置沿拉拽方向A(参见图1)移动，并且，从拉门2正面观察，引导拉门2朝前方B(参见图1)移

动，直到达闭位置为止。这里所谓正面观察是指从表侧观察拉门2。图1、图2给出的是从里侧

观察拉门2时的立体图。

[0014] 轨道7a、7b包括配置于门首侧的门首用轨道7a、和配置于门尾侧的门尾用轨道7b。

门首用轨道7a包括直线轨道7a1、和与直线轨道7a1的端部联接并相对直线轨道7a1弯曲的

倾斜轨道7a2。门尾用轨道7b也包括直线轨道7b1、和与直线轨道7b1的端部联接并相对直线

轨道7b1弯曲的倾斜轨道7b2。直线轨道7a1与直线轨道7b1相互平行，倾斜轨道7a2与倾斜轨

道7b2相互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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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门首用门轮11a沿门首用轨道7a内行走，门尾用门轮11b沿门尾用轨道7b内行走。

门首用门轮11a和门尾用门轮11b沿直线轨道7a1、7b1内行走之际，拉门2沿拉拽方向A直线

移动。门首用门轮11a和门尾用门轮11b沿倾斜轨道7a2、7b2内行走之际，拉门2沿相对拉拽

方向A和前方B倾斜的方向C斜着平行移动。由于倾斜轨道7a2与倾斜轨道7b2相互平行，所以

拉门2斜着平行移动。

[0016] 图3给出门首用门轮11a，其中图3(a)给出从下方侧观察门首用门轮11a时的立体

图，图3(b)给出门首用门轮11a的侧视图。门首用门轮11a包括门轮主体21、和可旋转地安装

于门轮主体21的左右侧面的左右一对滚轮22a、22b。在门轮主体21设朝下方突出的悬吊螺

杆23。悬吊螺杆23从门首用轨道7a的开口部24(参见图1)朝下方突出。在悬吊螺杆23通过紧

固件25a、25b安装托架26。托架26安装于拉门2的里面。

[0017] 门尾用门轮11b，结构基本上与门首用门轮11a一样，故标同一标号而省略其说明。

如图2所示，在门尾用门轮11b的悬吊螺杆23安装托架27。托架27从拉门2突出来的长度比托

架26从拉门2突出来的长度短。这是由于门尾用轨道7b比门首用轨道7a更接近于拉门2配置

的缘故。由于门首用门轮11a和门尾用门轮11b的结构属于公知，故不再赘述。

[0018] 图4给出拉拽装置9的立体图，图5给出拉拽装置9的剖视图。图4(a)、图5(a)给出的

是拉拽装置9的捕捉件32的待机位置，而图4(b)、图5(b)给出的是捕捉件32的拉入位置。拉

拽装置9包括壳体31、可滑动地设于壳体31内的捕捉件32和拉拽捕捉件32的弹簧33(参见图

5)。

[0019] 如图4所示，壳体31为扁平长方体状，沿拉拽方向延伸。在壳体31的上面形成使捕

捉件32的露出的开口31a。在壳体31的一对侧壁31b各自形成有沿壳体31的长度方向直线延

伸且前端部朝下方弯曲的槽31c。如图2所示，拉拽装置9介于托架30而安装于拉门2。

[0020] 捕捉件32夹于壳体31的一对侧壁31b之间，在侧壁31b间滑动。在捕捉件32的一对

侧面各自形成有嵌入槽31c内的2个突起32a、32b。捕捉件32的滑动被槽31c所引导。另外，捕

捉件32的姿势由槽31c所控制。在捕捉件32形成有用于捕捉掣子8的U形捕捉部32c。

[0021] 如图5所示，在壳体31的端部31d与捕捉件32之间存在弹簧33。弹簧33拉拽捕捉件

32。在壳体31的端部31d与捕捉件32之间还存在直线缓冲器34。直线缓冲器34制动被弹簧33

拉拽的捕捉件32。

[0022] 如图4(a)所示，处于待机位置的捕捉件32捕捉掣子8时，如图4(b)所示，捕捉件32

旋转，捕捉件32的突起32b从槽31c的弯曲部拔出，靠弹簧33的力，捕捉件32被拉拽。在本实

施方式中，由于掣子8安装于主体3，所以拉拽装置9的壳体31沿拉拽方向A(参见图1)移动，

拉门2被沿拉拽方向A拉拽。拉拽装置9的结构属于公知，故不再赘述。

[0023] 图4的拉拽装置9是将拉门2仅朝闭位置拉拽的关闭用拉拽装置9。但是如图2所示，

拉拽装置9′也可采用将拉门2既朝闭位置也朝开位置拉拽的开闭用拉拽装置9′。此时，如图

2所示，在壳体31设2个捕捉件32、36，即关闭用捕捉件32和打开用捕捉件36，还在壳体31设2

个拉拽2个捕捉件32、36的弹簧。只要在主体3侧安装与打开用捕捉件36卡合的掣子37(参见

图2)，即可将拉门2朝开位置拉拽。该开闭用拉拽装置9′的结构也属于公知，故不再赘述。

[0024] 图6给出掣子8的详图，其中图6(a)给出从上方观察的掣子8的立体图，图6(b)给出

掣子8的侧视图。掣子8为轴状。掣子8的轴向两端部被支撑于托架41。托架41呈コ形，包括安

装于上框4的基板部41b、和在基板部41b两端折曲而相面对的一对侧板部41a。掣子8的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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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被支撑于一对侧板部41a。如图1所示，在托架41安装于主体3的状态下，掣子8与拉拽方向

A成直角且沿水平方向伸展。通过藉托架41支撑掣子8两端部，能稳定支撑水平方向伸展的

掣子8。

[0025] 图7给出拉门2处于开位置时的拉门装置1，图8给出拉门2处于拉拽开始位置时的

拉门装置1，图9给出拉门2处于闭位置时的拉门装置1。图7(a)～图9(a)给出拉门装置1的后

视图，图7(b)～图9(b)给出拉门装置1的仰视图。

[0026] 如图7所示，拉门2处于开位置时，拉拽装置9′的打开用捕捉件36捕捉掣子37。因

此，在拉门2有因拉拽装置9′而产生的朝开方向的附加力作用，拉门2被保持于开位置。

[0027] 如图8所示，当利用者使拉门2从开位置沿拉拽方向移动时，打开用捕捉件36与掣

子37的卡合脱开，关闭用捕捉件32卡合于掣子8。图8所示拉门2的位置为拉门2的拉拽开始

位置。在该拉拽开始位置，门首用门轮11a处于门首用轨道7a的直线轨道7a1内，门尾用门轮

11b处于门尾用轨道7b的直线轨道7b1内。

[0028] 拉拽装置9′拉拽掣子8时，拉拽装置9′的壳体31和拉门2沿箭头标示的拉拽方向A

直线移动。当拉门2因拉拽装置9′而沿拉拽方向A移动时，拉门2开始沿倾斜轨道7a2、7b2斜

着移动。

[0029] 当拉门2斜着移动时，拉拽装置9′边沿轴向D滑动边拉拽掣子8。据此，允许拉门2沿

倾斜轨道7a2、7b2斜着(斜向C)移动。此时，拉拽装置9′的捕捉件32以捕捉了掣子8的状态沿

掣子8的轴向D滑动。拉拽装置9′的壳体31(参见图4)同拉门2一道沿倾斜轨道7a2、7b2斜着

(斜向C)移动。

[0030] 拉门2开始斜着移动的平行移动开始位置比拉拽开始位置更靠近闭位置侧。据此，

在拉门2沿拉拽方向A直线移动期间能使拉拽力起作用，使得利用者容易关闭拉门2。须指

出，平行移动开始位置也可配置成比拉拽开始位置更靠近开位置侧。

[0031] 如图9所示，拉拽装置9′对拉门2的拉拽一直持续到拉门2移动于闭位置。掣子8的

轴向长度要比拉门2朝前方的移动量长，以便能允许拉门2朝前方移动。在拉门2的闭位置，

在拉门2有因拉拽装置9′而产生的斜向附加力作用，拉门2的闭位置被保持。在拉门2的闭位

置，拉门2的表侧的面2a与主体3的壁部6的表面6a拉平。

(第2实施方式)

[0032] 图10给出本发明第2实施方式的拉门装置51从下方侧观察的立体图。图11(a)给出

第2实施方式的拉门装置51的侧视图，图11(b)给出仰视图。在这些图中，拉门2处于闭位置。

2为拉门，3为主体，4为主体的上框，5为主体的开口部，6为主体的壁。

[0033] 第2实施方式的拉门装置51也包括轨道7a、7b、掣子8和拉拽装置9。轨道7a、7b、门

首用门轮11a以及门尾用门轮11b的结构同第1实施方式的一样，故标同一标号而省略其说

明。另外，掣子8本身的结构基本上同第1实施方式的一样，故标同一标号而省略其说明。拉

拽装置采用图4所示关闭用拉拽装置9。

[0034] 第2实施方式中，掣子8安装于拉门2，而拉拽装置9安装于主体3，这一点与第1实施

方式不同。即便是掣子8安装于拉门2，而拉拽装置9安装于主体3，拉拽装置9也能边轴向滑

动边拉拽棒状的掣子8。因此，能斜着拉拽拉门2。

[0035] 须指出，本发明并非仅限于具体实现于上述实施方式，可在不改变本发明构思的

范围以各种各样实施方式具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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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虽然前述实施方式中是从拉门正面观察时使拉门朝前方移动而将拉门与壁面拉

平，但是也可以是从拉门正面观察时使拉门朝后方移动而将拉门与壁面拉平。

[0037] 另外，虽然前述实施方式中在拉门闭位置将拉门与壁面拉平，但是在拉门闭位置

不将拉门与壁面拉平也可。譬如，为提高开口部的密封性，也可做成这样：从正面观察时使

拉门朝前方移动，使拉门与开口部的框所设的衬垫密接。

[0038] 虽然前述实施方式中在拉门闭位置将拉门与壁面拉平，但是做成在拉门闭位置将

拉门与邻接的拉门拉平也可。

[0039] 前述实施方式的拉拽装置之结构不过为一例而已，可在不改变本发明构思的范围

内采用其它接结构，譬如省略缓冲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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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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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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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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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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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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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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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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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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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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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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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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