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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组合式分餐餐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功能组合式分餐

餐具，涉及餐具技术领域。所述多功能组合式分

餐餐具，包括多个单元盘体，单元盘体由同心设

置的第一弧形侧壁和第二弧形侧壁、第一侧壁、

第二侧壁、底板合围而成的顶部开口的扇形盘

体，第一侧壁连接第一弧形侧壁和第二弧形侧壁

的一端，第二侧壁连接第一弧形侧壁和第二弧形

侧壁的另一端，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均与底板垂

直设置，第一侧壁上设置有凸起的磁柱，第二侧

壁上设置有凹陷的磁吸部，单元盘体通过磁柱与

磁吸部的吸合进行拼接。单元盘体通过磁柱与磁

吸部的吸合按照使用者的饮食习惯和爱好进行

拼接，用餐完后可以拆开对单元盘体清洗进行叠

放收纳，使用和存放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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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组合式分餐餐具，其特征在于：包括多个单元盘体(1)，单元盘体(1)由同

心设置的第一弧形侧壁(101)和第二弧形侧壁(102)、第一侧壁(103)、第二侧壁(104)、底板

(105)合围而成的顶部开口的扇形盘体，第一侧壁(103)连接第一弧形侧壁(101)和第二弧

形侧壁(102)的一端，第二侧壁(104)连接第一弧形侧壁(101)和第二弧形侧壁(102)的另一

端，第一侧壁(103)和第二侧壁(104)均与底板(105)垂直设置，第一侧壁(103)上设置有凸

起的磁柱(106)，第二侧壁(104)上设置有凹陷的磁吸部(107)，单元盘体(1)通过磁柱(106)

与磁吸部(107)的吸合进行拼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组合式分餐餐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餐餐具还包

括支撑柱(2)，支撑柱(2)由底座(201)和磁性柱体(202)构成，磁性柱体(202)安装于底座

(201)上，第二弧形侧壁(102)与磁性柱体(202)外侧壁吸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组合式分餐餐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磁性柱体

(202)外侧壁向外延伸形成环形的支撑平台(203)，支撑平台(203)外侧壁向上延伸形成定

位部(204)，单元盘体(1)的底板(105)底面向上凹形成第一凹槽(108)，第一凹槽(108)与定

位部(204)相适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组合式分餐餐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磁柱(106)为

圆柱体形状，磁吸部(107)由上部的滑槽(109)和下部的定位槽(110)构成，定位槽(110)为

弧形且与磁柱(106)外侧壁相适应，滑槽(109)上宽下窄且与定位槽(110)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组合式分餐餐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105)底

部周围向上凹形成第二凹槽(111)，第二凹槽(111)与第一侧壁(103)、第二侧壁(104)和第

二弧形侧壁(102)顶部相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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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组合式分餐餐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餐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功能组合式分餐餐具。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人民自古沿用“合餐制”就餐，虽然简便但不卫生，众多学者也指出了中式共

餐中病毒和细菌会随餐具如筷子、勺子等传播，隐藏着极大的健康风险。这也使得分餐制慢

慢得到了推广，但目前的分餐餐盘构造较为固定，以在盘面中设置田字形格栅的平底餐盘

最为多见，此类餐盘虽满足了分餐需求，但是形状固定，占用面积大，清洗后不方便存放，特

别是在家庭中使用时，有时候菜品种类不多时，也需要占用一整个餐盘，较为不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多功能组合式分餐餐具，解决现有分餐盘形状固

定、占用面积大、使用存放不便的问题。

[0004] 为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多功能组合式分餐

餐具，其特征在于：包括多个单元盘体，单元盘体由同心设置的第一弧形侧壁和第二弧形侧

壁、第一侧壁、第二侧壁、底板合围而成的顶部开口的扇形盘体，第一侧壁连接第一弧形侧

壁和第二弧形侧壁的一端，第二侧壁连接第一弧形侧壁和第二弧形侧壁的另一端，第一侧

壁和第二侧壁均与底板垂直设置，第一侧壁上设置有凸起的磁柱，第二侧壁上设置有凹陷

的磁吸部，单元盘体通过磁柱与磁吸部的吸合进行拼接。

[0005]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分餐餐具还包括支撑柱，支撑柱由底座和磁性柱体构

成，磁性柱体安装于底座上，第二弧形侧壁与磁性柱体外侧壁吸合。

[0006]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磁性柱体外侧壁向外延伸形成环形的支撑平台，支撑

平台外侧壁向上延伸形成定位部，单元盘体的底板底面向上凹形成第一凹槽，第一凹槽与

定位部相适配。

[0007]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磁柱为圆柱体形状，磁吸部由上部的滑槽和下部的定

位槽构成，定位槽为弧形且与磁柱外侧壁相适应，滑槽上宽下窄且与定位槽连通。

[0008]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底板底部周边向上凹形成第二凹槽，第二凹槽与第一

侧壁、第二侧壁和第二弧形侧壁顶部相适配。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组合方便的分餐

餐具，单元盘体通过磁柱与磁吸部的吸合按照使用者的饮食习惯和爱好进行拼接，用餐完

后可以拆开对单元盘体清洗进行叠放收纳，使用和存放非常方便；可将单元盘体与支撑柱

组合使用，将单元盘体吸合在磁性柱体上，且通过支撑平台和定位部进行支撑和固定，有效

固定单元盘体，可用于食物的摆放，使餐具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单元盘体一个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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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2为单元盘体另一个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图2中A部位放大图。

[0013] 图4为支撑柱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5为图4中B部位放大图。

[0015] 图6为单元盘体的一个使用状态图。

[0016] 图7为单元盘体的另一个使用状态图。

[0017] 图中：1-单元盘体，101-第一弧形侧壁，102-第二弧形侧壁，103-第一侧壁，104-第

二侧壁，105-底板，106-磁柱，107-磁吸部，108-第一凹槽，109-滑槽，110-定位槽，111-第二

凹槽，2-支撑柱，201-底座，202-磁性柱体，203-支撑平台，204-定位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19] 图1、2示出了一种多功能组合式分餐餐具，包括多个单元盘体1，单元盘体1由同心

设置的第一弧形侧壁101和第二弧形侧壁102、第一侧壁103、第二侧壁104、底板105合围而

成的顶部开口的扇形盘体，第一侧壁103连接第一弧形侧壁101和第二弧形侧壁102的一端，

第二侧壁104连接第一弧形侧壁101和第二弧形侧壁102的另一端，第一侧壁103和第二侧壁

104均与底板105垂直设置，第一侧壁103上设置有凸起的磁柱106，第二侧壁104上设置有凹

陷的磁吸部107，单元盘体1通过磁柱106与磁吸部107的吸合进行拼接。单元盘体1优选第一

侧壁103与第二侧壁104夹角为锐角或直角的扇形盘体，便于拼接。使用时，可以对单元盘体

1按照喜好和习惯进行拼接，清洗和存放时可以单个进行，使用和存放灵活方便。

[0020] 磁柱106为圆柱体形状，磁吸部107由上部的滑槽109和下部的定位槽110构成，如

图3所示，定位槽1110为弧形且与磁柱106外侧壁相适应，滑槽109上宽下窄且与定位槽110

连通。如图6所示，在单元盘体1进行拼接时，可将磁柱106放置于滑槽109上定位后向下按压

直至磁柱106卡接在定位槽110内，方便定位和拼接。磁柱106和磁吸部107可分别沿第一侧

壁103和第二侧壁104长度方向设置多个，使拼接更为牢固。

[0021] 所述所述底板105底部周围向上凹形成第二凹槽111，第二凹槽111与第一侧壁

103、第二侧壁104和第二弧形侧壁102顶部相适配。在单元盘体1进行叠放时，底板105上的

第二凹槽111可与相邻单元盘体1顶部相适配，进一步减少叠放时占用的空间。

[0022] 图4、5示出了所述分餐餐具的另一个组成部件支撑柱2，支撑柱2由底座201和磁性

柱体202构成，磁性柱体202安装于底座201上，第二弧形侧壁102与磁性柱体202外侧壁吸

合。磁性柱体202与底座201可以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的连接，为方便使用，磁性柱体

202可以在底座201上转动。磁性柱体202外侧壁向外延伸形成环形的支撑平台203，支撑平

台203外侧壁向上延伸形成定位部204，单元盘体1的底板105底面向上凹形成第一凹槽108，

第一凹槽108与定位部204相适配。如图7所示，支撑平台203与定位部204沿磁性柱体202轴

线方向设置有多个，使用时将单元盘体1放置在支撑平台203上，将第二弧形侧壁102吸合在

磁性柱体202上即可牢靠的使用，可以在单元盘体1上放置食物，且可放置多层，节约空间，

便于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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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尽管这里参照本实用新型的多个解释性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描述，但是，

应该理解，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设计出很多其他的修改和实施方式，这些修改和实施方式

将落在本申请公开的原则范围和精神之内。更具体地说，在本申请公开、附图和权利要求的

范围内，可以对组成部件和/或布局进行多种变型和改进。除了对组成部件和/或布局进行

的变形和改进外，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其他的用途也将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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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6

CN 212015214 U

6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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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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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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