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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遮阳装置，包括遮阳布，遮阳布包

括依次连接的多个遮阳布单元组；遮阳布单元组

包括前遮阳布单元和后遮阳布单元，前遮阳布单

元上边缘与后遮阳布单元上边缘连接，前遮阳布

单元与后遮阳布单元的连接处设有上横向条形

套，上横向条形套中设有左右走向的上横向支撑

条；前后相邻两个遮阳布单元组中，后一遮阳布

单元组的前遮阳布单元下边缘与前一遮阳布单

元组的后遮阳布单元下边缘连接；前遮阳布单元

上设有多个前纵向条形套，前纵向条形套中设有

前纵向支撑条；后遮阳布单元上设有多个后纵向

条形套，后纵向条形套中设有后纵向支撑条；遮

阳布的前端、后端分别设有连接部件。本实用新

型不仅使用方便，隔热效果好，而且生产成本更

低，使用寿命更长。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2页

CN 210454431 U

2020.05.05

CN
 2
10
45
44
31
 U



1.一种汽车遮阳装置，包括遮阳布，其特征在于：所述遮阳布包括自前至后依次连接的

多个遮阳布单元组，每个遮阳布单元组包括前遮阳布单元和后遮阳布单元，前遮阳布单元

的上边缘与后遮阳布单元的上边缘连接，前遮阳布单元与后遮阳布单元的连接处设有上横

向条形套，每个上横向条形套中分别设有一左右走向的上横向支撑条；前后相邻的两个遮

阳布单元组中，后一遮阳布单元组的前遮阳布单元下边缘与前一遮阳布单元组的后遮阳布

单元下边缘连接；每个前遮阳布单元上设有多个前纵向条形套，每个前纵向条形套中分别

设有一前纵向支撑条；每个后遮阳布单元上设有多个后纵向条形套，每个后纵向条形套中

分别设有一后纵向支撑条；遮阳布的前端、后端分别设有连接部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遮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横向条形套、前纵向条形

套、后纵向条形套均由遮阳面料缝合而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遮阳装置，其特征在于：在同一所述遮阳布单元组中，后

纵向支撑条与前纵向支撑条的数量相同且位置一一对应；前纵向支撑条自前遮阳布单元的

上边缘向前遮阳布单元的下边缘延伸，后纵向支撑条自后遮阳布单元的上边缘向后遮阳布

单元的下边缘延伸，前纵向支撑条、后纵向支撑条均与相应的上横向支撑条相垂直。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汽车遮阳装置，其特征在于：前后相邻的两个遮阳布

单元组的连接处、最前侧的遮阳布单元组的前遮阳布单元下边缘、最后侧的遮阳布单元组

的后遮阳布单元下边缘分别设有下横向条形套，每个下横向条形套中分别设有左右走向的

下横向支撑条。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汽车遮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横向条形套由遮阳面料缝

合而成。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汽车遮阳装置，其特征在于：前后相邻的两个所述下横向支撑

条之间通过至少一个弹性带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汽车遮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遮阳布还包括水平

遮阳布单元，水平遮阳布单元与最前侧的遮阳布单元组的前遮阳布单元下边缘或最后侧的

遮阳布单元组的后遮阳布单元下边缘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汽车遮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遮阳布单元上设有多个

水平纵向条形套，每个水平纵向条形套中分别设有一前后走向的水平纵向支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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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遮阳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遮阳装置，具体涉及一种汽车遮阳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在户外停放时，常会受到阳光照射，以致车体的温度过高，降低了汽车的舒适

性。尤其夏天在户外停车，受到强烈的阳光直射和高温烘烤，车内温度会迅速升温至65℃左

右，车内变得异常闷热，不仅极大地降低了舒适性，而且会加速车内前部仪器仪表的老化，

缩短汽车的使用寿命，并影响美观；同时，高温环境会促使汽车油漆挥发出有害气体，影响

车主的身体健康。

[0003] 汽车遮阳装置的出现可避免户外停放的汽车受到太阳直晒，例如本申请人在先申

请的公告号为CN205836494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折叠式汽车遮阳装置，包括遮

阳布和至少一个折叠式支撑架，折叠式支撑架处在遮阳布下方；折叠式支撑架包括多个支

撑单元，这多个支撑单元自前至后依次连接，各支撑单元均与所述遮阳布连接；支撑单元包

括前支撑板和后支撑板，前支撑板上端与后支撑板上端铰接；前后相邻的两个支撑单元中，

后一支撑单元的前支撑板下端与前一支撑单元的后支撑板下端铰接；折叠式支撑架前端和

后端均设有连接部件。使用时，将各支撑单元的后支撑板下端与前支撑板下端张开，后一支

撑单元的前支撑板上端与相邻的前一支撑单元的后支撑板上端张开，来展开折叠式支撑

架，并通过连接部件将折叠式支撑架前端和后端固定在汽车车体上，使遮阳布处在车体上

方并将车体遮住，便可实现对汽车进行遮阳；当上述汽车遮阳装置闲置时，将各支撑单元的

后支撑板下端与前支撑板下端靠拢，后一支撑单元的前支撑板上端与相邻的前一支撑单元

的后支撑板上端靠拢，使折叠式支撑架折叠起来，从而将该汽车遮阳装置整个折叠起来。但

是，在进行遮阳时由于上述折叠式支撑架裸露在外，在受到阳光中的紫外线以及空气中的

灰尘、油污和化学物质等的影响下，老化快速较快，缩短汽车遮阳装置的使用寿命，而且在

制作上述折叠式支撑架时，一般先对前支撑板和后支撑板进行加工成型，再利用连接销轴

对前后相邻的前支撑板与后支撑板进行铰接，需要耗费较多材料且制作工艺较为复杂，导

致汽车遮阳装置的生产成本较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汽车遮阳装置，这种汽车遮阳装置不

仅使用方便，隔热效果好，而且生产成本更低，使用寿命更长。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汽车遮阳装置，包括遮阳布，其特征在于：所述遮阳布包括自前至后依次连接

的多个遮阳布单元组，每个遮阳布单元组包括前遮阳布单元和后遮阳布单元，前遮阳布单

元的上边缘与后遮阳布单元的上边缘连接，前遮阳布单元与后遮阳布单元的连接处设有上

横向条形套，每个上横向条形套中分别设有一左右走向的上横向支撑条；前后相邻的两个

遮阳布单元组中，后一遮阳布单元组的前遮阳布单元下边缘与前一遮阳布单元组的后遮阳

布单元下边缘连接；每个前遮阳布单元上设有多个前纵向条形套，每个前纵向条形套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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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设有一前纵向支撑条；每个后遮阳布单元上设有多个后纵向条形套，每个后纵向条形套

中分别设有一后纵向支撑条；遮阳布的前端、后端分别设有连接部件。

[0006] 使用时，将各个遮阳布单元组的后遮阳布单元下边缘与前遮阳布单元下边缘张

开，将后一遮阳布单元组的前遮阳布单元上边缘与相邻的前一遮阳布单元组的后遮阳布单

元上边缘张开，来展开整个遮阳布（此时各个前纵向支撑条、各个后纵向支撑条和各个上横

向支撑条能够共同对相应的遮阳布单元组起到支撑的作用，使遮阳布完全展开并防止遮阳

布下垂），并通过两个连接部件将遮阳布的前端和后端固定在汽车车体上，使遮阳布处在车

体上方并将车体遮住，便可实现对汽车进行遮阳；各个遮阳布单元组的后遮阳布单元下边

缘与前遮阳布单元下边缘张开后，在遮阳布与汽车车体上表面之间形成多个左右走向的气

流通道，这样，气流通道中的空气构成隔热层，而且在气流通道中流动的气流可带走热量，

从而保证良好的隔热效果，有效避免汽车车体内温度过高。当上述汽车遮阳装置闲置时，将

各个遮阳布单元组的后遮阳布单元下边缘与前遮阳布单元下边缘靠拢，后一遮阳布单元组

的前遮阳布单元上边缘与相邻的前一遮阳布单元组的后遮阳布单元上边缘靠拢，便可沿前

后方向将遮阳布折叠起来，从而将该汽车遮阳装置整个折叠起来，便于存储及携带。上述汽

车遮阳装置通过各个上横向支撑条、各个前纵向支撑条和各个后纵向支撑条共同对遮阳布

进行支撑，相对比背景技术中采用折叠式支撑架对遮阳布进行支撑，不仅制作工艺较为简

单且耗费更少的材料，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而且由于各个上横向支撑条分别处在相应的上

横向条形套中，各个前纵向支撑条处在相应的前纵向条形套中，各个后纵向支撑条处在相

应的后纵向条形套中，这样可对各个上横向支撑条、各个前纵向支撑条和各个后纵向支撑

条起到防护作用，使它们受到阳光中的紫外线以及空气中的灰尘、油污和化学物质等的影

响较小，老化速度慢，从而提高汽车遮阳装置的使用寿命。

[0007] 优选方案中，上述上横向条形套、前纵向条形套、后纵向条形套均由遮阳面料缝合

而成。

[0008] 优选方案中，在同一所述遮阳布单元组中，后纵向支撑条与前纵向支撑条的数量

相同且位置一一对应；前纵向支撑条自前遮阳布单元的上边缘向前遮阳布单元的下边缘延

伸，后纵向支撑条自后遮阳布单元的上边缘向后遮阳布单元的下边缘延伸，前纵向支撑条、

后纵向支撑条均与相应的上横向支撑条相垂直。

[0009] 优选方案中，前后相邻的两个遮阳布单元组的连接处、最前侧的遮阳布单元组的

前遮阳布单元下边缘、最后侧的遮阳布单元组的后遮阳布单元下边缘分别设有下横向条形

套，每个下横向条形套中分别设有左右走向的下横向支撑条。使用时，可通过拉动各个下横

向支撑条，将各个遮阳布单元组的后遮阳布单元下边缘与前遮阳布单元下边缘张开；通过

拉动各个上横向支撑条，方便地将后一遮阳布单元组的前遮阳布单元上边缘与相邻的前一

遮阳布单元组的后遮阳布单元上边缘张开，操作更方便。各个下横向条形套能够对相应的

下横向支撑条进行防护，使它们受到阳光中的紫外线以及空气中的灰尘、油污和化学物质

等的影响较小，老化速度慢。

[0010] 更优选方案中，上述下横向条形套由遮阳面料缝合而成。

[0011] 更优选方案中，前后相邻的两个所述下横向支撑条之间通过至少一个弹性带连

接。各个弹性带能够对前后相邻的两个下横向支撑条施加作用力，后遮阳布单元下边缘与

前遮阳布单元下边缘具有相互靠拢的趋势。当遮阳布被展开时，各个弹性带被拉长，对前后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210454431 U

4



相邻的两个下横向支撑条施加作用力，利用两个连接部件将遮阳布的前端和后端固定在汽

车车体上后，可使各个遮阳布单元组的后遮阳布单元与前遮阳布单元之间保持一定的角

度；当遮阳布需要折叠时，各个弹性带复位，可使遮阳伞的折叠更加方便省力。上述弹性带

可采用松紧带或橡皮筋构成，也可采用拉伸弹簧构成。

[0012] 优选方案中，上述遮阳布还包括水平遮阳布单元，水平遮阳布单元与最前侧的遮

阳布单元组的前遮阳布单元下边缘或最后侧的遮阳布单元组的后遮阳布单元下边缘连接。

使用时，可使水平遮阳布单元处在车前盖的上方，将车前盖完全遮住，进一步提高遮阳布对

汽车的遮阳效果。

[0013] 更优选方案中，所述水平遮阳布单元上设有多个水平纵向条形套，每个水平纵向

条形套中分别设有一前后走向的水平纵向支撑条。通常，上述水平纵向条形套由遮阳面料

缝合而成，水平纵向支撑条处在水平遮阳布单元的下侧，且水平纵向支撑条自水平遮阳布

单元的的前边缘至水平遮阳布单元的的后边缘延伸。当水平遮阳布单元遮在车前盖上面

时，各个水平纵向支撑条可在水平遮阳布单元与汽车车前盖上表面之间形成多个左右走向

的气流通道，气流通道中的空气构成隔热层，而且在气流通道中流动的气流可带走热量，从

而保证良好的隔热效果。

[0014] 通常，上述连接部件采用挂钩，使用时只需将挂钩挂在汽车车头和车尾处，便可将

上述遮阳装置整个张开，实现对汽车进行遮阳。上述连接部件也可采用系带、吸盘、磁铁或

其他连接件。

[0015] 上述上横向支撑条、下横向支撑条可采用厚度较薄的条形塑料片（厚度一般为1-

2mm）构成，这样可使上横向支撑条、下横向支撑条较为柔软，能够沿其长度方向进行卷绕；

当上述汽车遮阳装置闲置时，可将遮阳布、各个上横向支撑条和各个下横向支撑条一起沿

左右方向进行卷绕，使上述遮阳装置折叠后体积更小，便于存储及携带。上述前纵向支撑

条、后纵向支撑条、水平纵向支撑条可采用厚度较厚的条形塑料片（厚度一般为3-5mm）或条

形金属片构成。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汽车遮阳装置通过各个上横向支撑条、各个前纵向支撑条和各个后

纵向支撑条共同对遮阳布进行支撑，在遮阳布与汽车车体上表面之间形成多个左右走向的

气流通道，这样，气流通道中的空气构成隔热层，而且在气流通道中流动的气流可带走热

量，从而保证良好的隔热效果，而且制作工艺较为简单且耗费更少的材料，从而降低生产成

本。由于各个上横向支撑条分别处在相应的上横向条形套中，各个前纵向支撑条分别处在

相应的前纵向条形套中，各个后纵向支撑条处在相应的后纵向条形套中，这样能够对各个

上横向支撑条、各个下横向支撑条、各个前纵向支撑条和各个后纵向支撑条进行防护，使它

们受阳光中的紫外线以及空气中的灰尘、油污和化学物质等的影响较小，老化速度慢，从而

提高汽车遮阳装置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图1的A-A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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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如图1、图2所示，这种汽车遮阳装置包括遮阳布1，遮阳布1包括自前至后依次连接

的多个遮阳布单元组11，每个遮阳布单元组11包括前遮阳布单元111和后遮阳布单元112，

前遮阳布单元111的上边缘与后遮阳布单元112的上边缘连接，前遮阳布单元111与后遮阳

布单元112的连接处设有上横向条形套2，每个上横向条形套2中分别设有一左右走向的上

横向支撑条21；前后相邻的两个遮阳布单元组11中，后一遮阳布单元组11的前遮阳布单元

111下边缘与前一遮阳布单元组11的后遮阳布单元112下边缘连接；每个前遮阳布单元111

上设有多个前纵向条形套3，每个前纵向条形套3中分别设有一前纵向支撑条31；每个后遮

阳布单元112上设有多个后纵向条形套4，每个后纵向条形套4中分别设有一后纵向支撑条

41；遮阳布1的前端、后端分别设有连接部件（图中未画出）。

[0020] 本实施例中，上述连接部件采用系带、吸盘或磁铁。

[0021] 在本实施例中，同一遮阳布单元组11中，后纵向支撑条41与前纵向支撑条31的数

量相同且位置一一对应，前纵向支撑条31自前遮阳布单元111的上边缘向前遮阳布单元111

的下边缘延伸，后纵向支撑条41自后遮阳布单元112的上边缘向后遮阳布单元112的下边缘

延伸，且前纵向支撑条31、后纵向支撑条41均与相应的上横向支撑条21相垂直。

[0022] 在本实施例中，前后相邻的两个遮阳布单元组11的连接处、最前侧的遮阳布单元

组11的前遮阳布单元111下边缘、最后侧的遮阳布单元组11的后遮阳布单元112下边缘分别

设有下横向条形套5，每个下横向条形套5中分别设有左右走向的下横向支撑条51。前后相

邻的两个下横向支撑条51之间通过弹性带6连接（弹性带6采用松紧带、橡皮筋或拉伸弹

簧），各个弹性带6能够对前后相邻的两个下横向支撑条51施加作用力，后遮阳布单元112下

边缘与前遮阳布单元111下边缘具有相互靠拢的趋势。

[0023] 在本实施例中，遮阳布1还包括水平遮阳布单元12，水平遮阳布单元12的后边缘与

最前侧的遮阳布单元组11的前遮阳布单元111下边缘缝接；水平遮阳布单元12上设有多个

水平纵向条形套7，每个水平纵向条形套7中分别设有一前后走向的水平纵向支撑条71。

[0024] 在本实施例中，上横向条形套2、下横向条形套5、前纵向条形套3、后纵向条形套4、

水平纵向条形套7均由遮阳面料缝合而成。上横向支撑条21、下横向支撑条51为厚度较薄的

条形塑料片（厚度为1-2mm）；前纵向支撑条31、后纵向支撑条41可采用厚度较厚的条形塑料

片（厚度为3-5mm）构成。

[0025] 在本实施例中，

[0026] 下面简述一下本汽车遮阳装置的使用方法：

[0027] 使用时，通过拉动各个下横向支撑条51，将各个遮阳布单元组11的后遮阳布单元

112下边缘与前遮阳布单元111下边缘张开，通过拉动各个上横向支撑条21，将后一遮阳布

单元组11的前遮阳布单元111上边缘与相邻的前一遮阳布单元组11的后遮阳布单元112上

边缘张开(此时各个前纵向支撑条31、各个后纵向支撑条41、各个上横向支撑条21和各个下

横向支撑条51能够共同对相应的遮阳布单元组11起到支撑的作用)，使遮阳布1完全展开并

防止遮阳布1下垂，并通过两个连接部件将遮阳布1的前端和后端固定在汽车车体上，使遮

阳布1处在车体上方并将车体遮住(水平遮阳布单元12能够将车前盖完全遮住)，便可实现

对汽车进行遮阳；各个遮阳布单元组11的后遮阳布单元112下边缘与前遮阳布单元111下边

缘张开后，在遮阳布1与汽车车体上表面之间形成多个左右走向的气流通道，此时各个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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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6被拉长，对前后相邻的两个下横向支撑条51施加作用力，使各个遮阳布单元组11的后遮

阳布单元112与前遮阳布单元111之间保持一定的角度；这样，气流通道中的空气构成隔热

层，而且在气流通道中流动的气流可带走热量，从而保证良好的隔热效果，有效避免汽车车

体内温度过高。

[0028] 当上述汽车遮阳装置闲置时，将各个遮阳布单元组11的后遮阳布单元112下边缘

与前遮阳布单元111下边缘靠拢，后一遮阳布单元组11的前遮阳布单元111上边缘与相邻的

前一遮阳布单元组11的后遮阳布单元112上边缘靠拢，便可沿前后方向将遮阳布1折叠起来

（此时各个弹性带6复位，可使遮阳伞的折叠更加方便省力），再将遮阳布1、各个上横向支撑

条21和各个下横向支撑条51一起沿左右方向进行卷绕，从而将该汽车遮阳装置整个折叠起

来，便于存储及携带。

[0029]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本说明书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其各部分名称等可以不

同，凡依本实用新型专利构思所述的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或简单变化，均包括于本

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内。本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

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结构或者

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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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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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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