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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航空座椅陶铝共用扶手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航空座椅陶铝共用扶手，

课在收起状态和展开状态下切换，在收起状态下

与现有的扶手无异，在展开状态下，共用扶手可

以形成上下错开的双层扶手，可分别为左右乘客

所使用，使得乘客的乘坐体验更为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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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航空座椅陶铝共用扶手，其特征在于，包括扶手本体，扶手本体包括上扶手部和

下扶手部；第一连杆的第一端通过第一枢轴连接至上扶手部，第一连杆的第二端则通过第

二枢轴连接至扶手本体；在扶手本体上靠近第一连杆的第二端处设置有限位块，用于对第

一连杆绕第二枢轴的旋转角度进行限位；上扶手部内具有内腔室和贯通内腔室的滑槽；内

腔室内设置有第二连杆；第二连杆的第一端通过销可滑动地连接在上扶手部的滑槽内；第

二连杆的第二端则通过第三枢轴连接在下扶手部上；当上扶手部被向上和向后拉起时，此

时第一连杆绕第二枢轴向上转动最大角度直至被限位块限位为止，最大角度大于90°；销自

滑槽的第一端滑动至第二端，同时带动第二连杆绕第三枢轴转动直至第二连杆倚靠在下扶

手部上的支撑斜面上，支撑斜面的斜度大于90°；上扶手部在第一连杆和第二连杆的共同作

用下向上向后平动，进入展开状态；在展开状态下，共用扶手形成上下错开的双层扶手，在

收起状态下，上扶手部的下端面和下扶手部的上端面重合，上扶手部和下扶手部共形，即收

起状态下两者共同构成一个常规的扶手部；第一连杆和第二连杆为板条型连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座椅陶铝共用扶手，其中，共用扶手本体由陶铝材料制成。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座椅陶铝共用扶手，其中，上扶手的前端面上设置有拉手凹

槽。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座椅陶铝共用扶手，其中，限位块具有弧形凹部，第一连杆

的第二端为可在弧形凹部内转动的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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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航空座椅陶铝共用扶手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航空座椅，尤其涉及航空座椅扶手。

背景技术

[0002] 民用飞机由于需要最大化地利用机舱的有限空间，因此航空座椅都被布置地比较

紧凑，使得并排航空座椅之间须共用一个扶手，且扶手宽度也较窄，同一时间只能由一位乘

客使用，影响乘客的舒适体验。

[0003] 因此，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致力于开发一种航空座椅共用扶手。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航空座椅共

用扶手。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航空座椅陶铝共用扶手，包括扶手本体，扶手

本体包括上扶手部和下扶手部；在收起状态下上扶手部的下端面和下扶手部的上端面重

合；第一连杆的第一端通过第一枢轴连接至上扶手部，第一连杆的第二端则通过第二枢轴

连接至扶手本体；在扶手本体上靠近第一连杆的第二端处设置有限位块，用于对第一连杆

绕第二枢轴的旋转角度进行限位；上扶手部内具有内腔室和贯通内腔室的滑槽；内腔室内

设置有第二连杆；第二连杆的第一端通过销可滑动地连接在上扶手部的滑槽内；第二连杆

的第二端则通过第三枢轴连接在下扶手部上；当上扶手部被向上和向后拉起时，此时第一

连杆绕第二枢轴向上转动最大角度直至被限位块限位为止；销自滑槽的第一端滑动至第二

端，同时带动第二连杆绕第三枢轴转动直至第二连杆倚靠在下扶手部上的支撑斜面上；上

扶手部在第一连杆和第二连杆的共同作用下向上向后平动，进入展开状态；在展开状态下，

共用扶手形成上下错开的双层扶手。

[0006] 进一步地，共用扶手由陶铝材料制成。

[0007] 进一步地，在收起状态下，扶手部和下扶手部共形，即收起状态下两者共同构成一

个常规的扶手部。

[0008] 进一步地，上扶手的前端面上设置有拉手凹槽。

[0009] 进一步地，限位块具有弧形凹部，第一连杆的第二端为可在弧形凹部内转动的圆

头。

[0010] 进一步地，最大角度大于90°

[0011] 进一步地，第一连杆和第二连杆为板条型连杆。

[0012] 进一步地，航空座椅陶铝共用扶手，其中，支撑斜面的斜度大于90°。

[0013] 本发明的航空座椅陶铝共用扶手在收起状态和展开状态下切换，在收起状态下与

现有的扶手无异，在展开状态下，共用扶手可以形成上下错开的双层扶手，可分别为左右乘

客所使用，使得乘客的乘坐体验更为舒适。

[0014]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构思、具体结构及产生的技术效果作进一步说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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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地了解本发明的目的、特征和效果。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一个较佳实施例中的航空座椅陶铝共用扶手收起状态下示意图；

[0016] 图2是图1的局部放大图；

[0017] 图3是图1的航空座椅陶铝共用扶手展开状态下示意图；

[0018] 图4是图3的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参考说明书附图介绍本发明的多个优选实施例，使其技术内容更加清楚和便

于理解。本发明可以通过许多不同形式的实施例来得以体现，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非仅限

于文中提到的实施例。

[0020] 本发明的一个较佳实施例中的航空座椅陶铝共用扶手收起状态下的示意图如图1

和2所示。根据本发明的航空座椅陶铝共用扶手包括扶手本体1，扶手本体1包括上扶手部2、

下扶手部3和第一连杆4。在收起状态下，扶手部2和下扶手部3共形，即收起状态下两者共同

构成一个常规的扶手部，此时上扶手部2的下端面和下扶手部3的上端面重合。第一连杆4的

第一端通过第一枢轴5连接至上扶手部2，第二端则通过第二枢轴6连接至扶手本体1。在扶

手本体1上，靠近第一连杆4的第二端处设置有具有弧形凹部的限位块7，使得第一连杆4的

第二端的圆头可在弧形凹部内转动预设角度后被限位块7限位。上扶手部2内具有中空的腔

室和贯通的滑槽8。以下同时参见图4。腔室内设置有第二连杆11。第二连杆11的第一端通过

销9可滑动地连接在上扶手部2的滑槽8内。第二连杆11的第二端则通过第三枢轴11连接在

下扶手部3上。

[0021] 在上扶手2的前端面上设置有拉手凹槽10。当乘客通过拉手凹槽10将上扶手部2向

上和向后拉起时，则共用扶手进入如图3和4所示的展开状态。此时第一连杆4绕第二枢轴6

向上转动大于90°直至被限位块7限位为止。销9自滑槽8的第一端滑动至第二端，带动第二

连杆11绕第三枢轴12转动直至第二连杆倚靠在下扶手部3上的支撑斜面13上，支撑斜面13

的斜度大于90°。此时上扶手部在第一连杆4和第二连杆11的共同作用下向上向后平动，进

入展开状态。在展开状态下，共用扶手可以形成上下错开的双层扶手，可分别为左右乘客所

使用，使得乘客的乘坐体验更为舒适。

[0022] 通过调整限位块7的形状及位置，可以根据需要对第一连杆4绕第二枢轴6向上转

动的最大角度进行限定，该最大角度一般应大于90°以避免上扶手部2回落，而该最大角度

越大，则上扶手部2越靠后且离下扶手部3越近。同时，还需要相应地调整支撑斜面13的角

度，以使得第二连杆11在该最大角度下能够恰好依靠在支撑斜面13上，以对上扶手部2形成

稳定的支撑。

[0023] 进一步地，为了减轻重量，共用扶手优选用陶铝材料制成。

[0024]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无需创

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作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人员

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技术

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2/2 页

4

CN 114348273 B

4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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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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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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