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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由2条相互配

合的钳杆所组成，钳杆包括有钳头部、铰接部的

手柄部，其中铰接部设置在钳杆的中部，钳头部

和手柄部分别设置在钳杆的两端，钳头部上开设

有半圆形槽口，半圆形槽口的前端设置有横向锥

杆，2条横向锥杆上下交错设置，端头上具有扁锥

头，2条钳杆相互交叉叠置在铰接部互相铰接，使

钳头部和手柄部分别构成对应配合，钳头部组合

构成铰镒钉容置槽，该绞镒钳采用扁锥头施力推

动铰镒钉端头拉紧钉体箍套榛子压条的绞镒方

式，实现铰镒钉端头螺旋交错重叠完整闭合，提

高了绞镒紧固的均匀性以及铰镒操作的可靠性，

同时通过在钳头部设置支撑凸台和导向凸台，增

强与绞镒钉的适配性，提高操作稳定性、铰镒效

果和铰镒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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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由2条相互配合的钳杆所组成，所述钳杆包括有钳头部

（1）、铰接部（3）的手柄部（4），其中，所述铰接部（3）设置在所述钳杆的中部，所述钳头部（1）

和所述手柄部（4）分别设置在所述钳杆的两端位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钳头部（1）上开设有半圆形槽口（5），所述半圆形槽口（5）的前端沿设置有延伸方

向与所述圆形槽口（5）开口方向相同的横向锥杆（6），相互配合的2条所述钳杆上的所述横

向锥杆（6）位置交错设置，端头上分别具有扁锥头（7），2条所述钳杆相互交叉叠置在所述铰

接部（3）相互配合铰接，使2个所述钳头部（1）和2个所述手柄部（4）在所述钳杆的两端分别

构成对应配合，所述钳头部（1）上的半圆形槽口（5）开口方向相向，可组合构成铰镒钉容置

槽，当所述钳头部（1）闭合时，2条所述横向锥杆（6）可相向相互交叠重合。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其特征在于：所述钳杆还包括有弯折

部（2），所述弯折部（2）可变换所述钳头部（1）相对所述手柄部（4）的空间位置，使所述钳头

部（1）低于所述手柄部（4）。

3.如权利要求1或者2所述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其特征在于：在位置交错设置

的2条所述横向锥杆（6）中，设置于下部所述横向锥杆（6）上的扁锥头（7）前侧面底部设置有

支撑凸台（8）。

4.如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其特征在于：在组合构成所述铰镒钉

容置槽的2个所述钳头部（1）上开设的半圆形槽口（5）中分别设置有导向凸台（9），2个对应

配合的所述半圆形槽口（5）内的所述导向凸台（9）按照螺旋弧轨迹对应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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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育苗专用工具，具体涉及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

背景技术

[0002] 榛子为世界四大坚果品种之一，属桦木科榛落叶的灌木或者小乔木植物，大果榛

子果实颗粒大、产量高、营养丰富，深受种植生产者的青睐和市场消费者的欢迎。榛子树育

苗主要有播种、嫁接、分株和压条等方式，目前采用较多的仍然是压条繁育为主，操作过程

中需要在对选定的枝条进行摘叶疏枝后在基部做绞镒处理，其目的是阻止枝条上部的养分

和生长素向枝条下部输送，以保证枝条生根必要的营养供给和储备，通常采用的都是手工

操作方法，由工人将金属丝剪成适宜长度，以普通钳子或者徒手将金属丝套拧在枝条的下

部，操作环节繁杂，工作效率极低，劳动强度较大，已经成为榛子压条育苗工艺中的一个制

约瓶颈，为了改进绞镒方法，专利号为2021207040876的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榛子压

条育苗用绞镒工具”，通过使用一种绞镒钳及其配套的绞镒钉的机械操作，达到了提高绞镒

效率的目的。但是，由于在所公开的技术方案中，绞镒钳的两个钳杆槽口组合结构为固定孔

径的圆孔，而且配套的的绞镒钉为定长度对头连接环结构，导致其适用的枝条径粗范围受

到了很大的限制，径粗相对过小时，钳杆槽口孔径过大极有可能无法使绞镒钉对枝条产生

充分的箍紧力，径粗相对过大时，钳杆槽口孔径偏小则绞镒钉则极有可能无法实现对头连

接出现环箍缺口，枝条营养从局部缺口向下输送流失将影响枝条的生根发育，甚至导致育

苗失败。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榛子压条育苗绞镒工具做出改进，在提高绞镒操作效率的前

提下，保证绞镒质量，改善育苗效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提高绞镒效率，保证绞镒

质量，改善育苗效果。

[0004] 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由2条相互配合的钳杆所组成，所述钳杆包括有钳头

部、铰接部的手柄部，其中，所述铰接部设置在所述钳杆的中部，所述钳头部和所述手柄部

分别设置在所述钳杆的两端位置，所述钳头部上开设有半圆形槽口，所述半圆形槽口的前

端端沿上设置有延伸方向与所述圆形槽口开口方向相同的横向锥杆，相互配合的2条所述

钳杆上所述横向锥杆位置上下交错设置，端头上分别具有与专用铰镒钉结构配合的扁锥

头，2条所述钳杆相互交叉叠置，在所述铰接部互相配合铰接，使2个所述钳头部和2个所述

手柄部在铰接点两端分别构成对应配合，所述钳头部上的半圆形槽口开口方向相向，组合

构成铰镒钉容置槽，利用所述手柄部可控制所述钳头部的张开与闭合，当所述钳头部闭合

时，2条所述横向锥杆可相向上下交叠重合。

[0005] 所述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优选所述钳杆还包括有弯折部，所述弯折部设

置在所述钳头部和所述手柄部之间，可变换所述钳头部相对所述手柄部的空间位置，使所

述钳头部低于所述手柄部，以方便操作者手持所述手柄部对榛子树根部压条实施铰镒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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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高铰镒效率。

[0006] 所述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优选在位置上下交错设置的2条所述横向锥杆

中，设置于下部的所述横向锥杆上扁锥头前侧面底部设置有支撑凸台，用于对置放于所述

铰镒钉容置槽中的铰镒钉提供定位支撑。

[0007] 所述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优选在组合构成所述铰镒钉容置槽的2个所述

半圆形槽口中分别设置有导向凸台，2个所述导向凸台按照螺旋弧轨迹对应设置，所述螺旋

弧轨迹与所述绞镒钉结构形状相对应，2个所述导向凸台相互配合对置放于所述绞镒容置

槽中的所述铰镒钉提供导向支撑。

[0008] 所述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优选在2条所述钳杆的手柄部之间安装有复位

弹簧，所述复位弹簧可自动撑开2条所述钳杆的手柄部，控制所述钳头部复位张开。

[0009] 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钉，为金属材质条状体，两端相向向内弧形弯折，端头轴

向交错，构成具有开口的螺旋弧形状，所述螺旋弧形状与所述钳头部张开状态下所述铰镒

钉容置槽的形状形成对应配合，两端端头分别回折形成支撑槽口，所述支撑槽口的结构与

所述横向锥杆端头上的所述扁锥头形成对应配合。

[0010] 所述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钉，优选在一端端头上的所述支撑槽口上，所述螺

旋弧形状的弧顶一侧设置有挂接帽，所述挂接帽可配合挂接在所述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

镒钳上部横向锥杆扁锥头的上端面上，与所述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下部横向锥杆扁

锥头上的支撑凸台对置于铰镒钉容置槽中绞镒钉的定位支撑相配合，提高所述铰镒钉在所

述铰镒钉容置槽中置放的稳定性，保证绞镒操作的可靠性。

[0011] 使用时，在所述钳头部的张开状态下，将铰镒钉置于所述铰镒钉容置槽中，使2个

所述横向锥杆端头上所述扁锥头分别嵌入所述绞镒钉两端的所述支撑槽口中，使所述绞镒

钉的一端端头挂接在上部横向锥杆扁锥头的上端面，另一端端头置放在下部横向锥杆扁锥

头的支撑凸台上，将选定的榛子压条从所述铰镒钉的开口处导入所述铰镒钉中，然后，操控

所述手柄部控制所述钳头部闭合，所述钳头部上的所述扁锥头相向拉动所述铰镒钉开口闭

合，所述铰镒钉两个端头螺旋交错闭合，依靠所述扁锥头拉动所述铰镒钉收紧，箍套紧固在

所述榛子压条上，完成铰镒操作。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提供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采用扁锥头施力推

动铰镒钉端头拉紧钉体箍套榛子压条的绞镒方式，实现了铰镒钉两个端头螺旋交错重叠完

整闭合的结构方式，摆脱了现有技术中榛子压条径粗对绞镒钳应用的限制，以及绞镒钉对

榛子压条环箍不完整对绞镒效果的不利影响，提高了绞镒钉对榛子压条紧固的均匀性，以

及铰镒操作的可靠性，同时，通过在钳头部设置支撑凸台和导向凸台，还有效增强了绞镒钳

与绞镒钉的适配性，而且提高了铰镒操作的稳定性，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了榛子压条的铰镒

效果和铰镒效率，为榛子压条的育苗质量提供了前提保障。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

[0014] 图2为图1中Ⅰ处一侧钳杆钳头部局部放大图。

[0015] 图3为与图2所示相对应另一侧的钳杆钳头部局部结构图。

[0016] 图4为铰镒钉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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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图5为铰镒钉与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配合装置状态示意图。

[0018] 图6为铰镒钉与榛子压条育苗专用绞镒钳配合拉紧状态示意图。

[0019] 图7为铰镒钉在榛子压条上的箍紧形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及其幅图，对本实用新型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描

述。

[0021] 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如图1、图2和图3所示，由2条钳杆组成，所述钳杆由

钳头部1、弯折部2、铰接部3和手柄部4所构成，所述钳头部1和所述手柄部4分别设置在所述

钳杆的两端位置，所述弯折部2设置在所述钳头部1和所述铰接部3之间，所述钳头部1上开

设有半圆形槽口5，所述半圆形槽口5的前端沿设置有横向锥杆6，相互配合的2条所述钳杆1

上的所述横向锥杆6位置交错设置，端头上分别具有扁锥头7，在位置交错设置的2条所述横

向锥杆6中，设置于下部所述横向锥杆6上的扁锥头7前侧面底部设置有支撑凸台8，2条所述

钳杆1在所述铰接部3交叠配合铰接，所述钳头部1上的半圆形槽口5组合构成铰镒钉容置

槽，在组合构成所述铰镒钉容置槽的2个所述半圆形槽口5中分别设置有导向凸台9，2个对

应配合的所述半圆形槽口5内的所述导向凸台9按照螺旋弧轨迹对应设置，2条所述横向锥

杆6可相向相互交叠重合，同时，在2条所述钳杆的手柄部之间安装有复位弹簧13。

[0022] 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钉，如图4和图5所示，为铝合金条状体，两端相向向内弧

形弯折，端头轴向交错，构成具有开口的螺旋弧形状，所述螺旋弧形状与所述钳头部1张开

状态下所述铰镒钉容置槽的形状，以及设置在所述半圆形槽口5中的所述导向凸台9形成对

应配合，两端端头分别回折形成支撑槽口11，所述支撑槽口11的结构与所述横向锥杆6端头

上的所述扁锥头7形成对应配合，使所述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钉一端端头可配合置于

所述下部横向锥杆扁锥头上的支撑凸台8上，另一端可利用挂接帽12配合挂接在上部横向

锥杆扁锥头的上端面上，稳定置放于所述铰镒钉容置槽中，钉体的长度规格可根据目标绞

镒压条的径粗尺寸选择确定，以保证对榛子压条的绞镒效果。

[0023] 应用本实施例所述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以及与其配套的所述一种榛子压

条育苗用绞镒钉进行榛子压条育苗铰镒操作时，由于采用的是依靠所述扁锥头7施力拉动

铰镒钉12端头的箍紧方式，如图6所示，而不是采用传统的所述铰镒钉容置槽10直接向所述

绞镒钉钉体施力的箍紧方式，既能解决所述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应用受到榛子压条

20径粗限制的问题，而且还能够提高所述绞镒钉对所述榛子压条20紧固的均匀性，特别是

实现所述铰镒钉两个端头螺旋交错交叠闭合，如图7所示，杜绝了绞镒钉可能出现对所述榛

子压条20环箍不完整的情况发生，提高了铰镒操作的可靠性和铰镒效果；同时，在所述钳头

部设置所述支撑凸台8和所述导向凸台9，还增加了所述一种榛子压条育苗用绞镒钳与所述

绞镒钉的适配性和铰镒操作的稳定性，进一步提高铰镒效果和铰镒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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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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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9

CN 217038034 U

9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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