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591584.4

(22)申请日 2018.09.28

(73)专利权人 天佑电器（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 215000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

亭融街8号

(72)发明人 刘海平　邢振宇　于宇　顾德志　

薛烨炜　

(51)Int.Cl.

A47L 9/04(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吸尘器梳齿结构及吸尘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吸尘器梳齿结构及

吸尘器，吸尘器梳齿结构包括基部、平行间隔设

置于基部上的多个梳齿以及形成于多个梳齿后

方的出风口，基部具有用于与滚刷相配的弧形表

面，多个梳齿均设置于弧形表面的上边缘上，弧

形表面的上边缘自其两端向中间下凹，多个梳齿

沿上边缘的走向排布具有自其两端向中间下凹

的外轮廓。吸尘器包括上述吸尘器梳齿结构。基

部的结构设置和多个梳齿配合，便于将风道两侧

的灰尘和梳齿剥离下的灰尘导向至出风口，防止

风道内积灰；风道由扁平分散型向中间顺滑地收

拢集中，使进风顺畅、避免垃圾堵塞，同时减少负

压损失，因此增大了风道的进风面积，从而增大

了此处风道的容灰量，使得风道的进风口不易堵

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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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吸尘器梳齿结构，包括基部(101)、平行间隔设置于所述基部(101)上的多个梳

齿(102)以及形成于多个所述梳齿(102)后方的出风口(103)，所述基部(101)具有用于与滚

刷相配的弧形表面，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梳齿(102)均设置于所述弧形表面的上边缘

(1011)上，所述弧形表面的上边缘(1011)自其两端向中间下凹，多个所述梳齿(102)沿所述

上边缘(1011)的走向排布具有自其两端向中间下凹的外轮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尘器梳齿结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对称设置于所述出风口

(103)两侧的侧板(104)，所述侧板(104)自所述基部(101)的一端向所述出风口(103)弧面

或平面过渡延伸。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吸尘器梳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基部(101)的后侧于所述

侧板(104)的下端设置有延伸部(105)，所述延伸部(105)与两个所述侧板(104)的另一端围

设成所述出风口(10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吸尘器梳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延伸部(105)的上表面自

所述基部(101)向后向下延伸形成导向面(1051)，所述延伸部(105)与所述基部(101)一体

成型。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吸尘器梳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梳齿(102)的延

伸方向与所述弧形表面的轴线呈夹角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吸尘器梳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梳齿(102)的第一端与所

述弧形表面连接，所述梳齿(102)的第二端沿所述弧形表面的切向延伸。

7.一种吸尘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吸尘器梳齿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吸尘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风罩(20)和设置于所述风罩(20)

内的第一滚刷(30)和第二滚刷(40)，所述第一滚刷(30)和所述第二滚刷(40)之间设置有进

风口，所述吸尘器梳齿结构设置于所述第二滚刷(40)的后方且所述梳齿(102)至少部分地

插入所述第二滚刷(40)的软毛内。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吸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弧形表面的轴线与所述第二滚刷

(40)的轴线重合，每个所述梳齿(102)插入所述第二滚刷(40)的深度相同。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吸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梳齿(102)的端部插入所述第二滚

刷(40)的软毛内2mm～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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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吸尘器梳齿结构及吸尘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清洁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吸尘器梳齿结构及吸尘器。

背景技术

[0002] 吸尘器是常见的清扫工具，吸尘器的清洁原理是借助吸气作用，从地板、地毯、墙

壁、家具及其他表面吸走灰尘和干的杂物，如线、纸屑、头发等。

[0003] 吸尘器内设置有滚刷，通过滚刷的旋转，便于将杂物带进风道。但是吸尘器在使用

过程中，会发生风道两侧积灰或是吸口堵死的情况，不便于进行清洁，影响吸尘器的正常使

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吸尘器梳齿结构及吸尘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

在的风道两侧易积灰、吸口易堵死的技术问题。

[0005] 如上构思，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吸尘器梳齿结构，包括基部、平行间隔设置于所述基部上的多个梳齿以及形

成于多个所述梳齿后方的出风口，所述基部具有用于与滚刷相配的弧形表面，多个所述梳

齿均设置于所述弧形表面的上边缘上，所述弧形表面的上边缘自其两端向中间下凹，多个

所述梳齿沿所述上边缘的走向排布具有自其两端向中间下凹的外轮廓。

[0007] 其中，还包括对称设置于所述出风口两侧的侧板，所述侧板自所述基部的一端向

所述出风口弧面或平面过渡延伸。

[0008] 其中，所述基部的后侧于所述侧板的下端设置有延伸部，所述延伸部与两个所述

侧板的另一端围设成所述出风口。

[0009] 其中，所述延伸部的上表面自所述基部向后向下延伸形成导向面。

[0010] 其中，所述延伸部与所述基部一体成型。

[0011] 其中，所述梳齿的延伸方向与所述弧形表面的轴线呈夹角设置。

[0012] 其中，所述梳齿的第一端与所述弧形表面连接，所述梳齿的第二端沿所述弧形表

面的切向延伸。

[0013] 一种吸尘器，包括如上所述的吸尘器梳齿结构。

[0014] 其中，还包括风罩和设置于所述风罩内的第一滚刷和第二滚刷，所述第一滚刷和

所述第二滚刷之间设置有进风口，所述吸尘器梳齿结构设置于所述第二滚刷的后方且所述

梳齿至少部分地插入所述第二滚刷的软毛内。

[0015] 其中，所述弧形表面的轴线与所述第二滚刷的轴线重合。

[0016] 其中，每个所述梳齿插入所述第二滚刷的深度相同。

[0017] 其中，所述梳齿的端部插入所述第二滚刷的软毛内2mm～4mm。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9]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吸尘器梳齿结构，通过将弧形表面的上边缘设置为自两端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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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下凹的结构并使多个梳齿沿上边缘的走向排布具有自其两端向中间下凹的外轮廓，便于

将风道两侧的灰尘和梳齿剥离下的灰尘导向至出风口，防止风道内积灰；风道由扁平分散

型向中间顺滑地收拢集中，使进风顺畅、避免垃圾堵塞，同时减少负压损失，因此增大了风

道的进风面积，从而增大了此处风道的容灰量，防止在一次性吸入过多的灰尘时发生卡死

现象，使得风道的进风口不易堵塞。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吸尘器梳齿结构的透视图一；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吸尘器梳齿结构的主视图；

[0022] 图3是图2的A-A向的剖视图；

[0023] 图4是图3的另一个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吸尘器梳齿结构的透视图二；

[0025]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吸尘器的侧视剖视图；

[0026] 图7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吸尘器省略风罩后的俯视图；

[0027] 图8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吸尘器的局部结构的剖视图。

[0028] 图中：

[0029] 10、吸尘器梳齿结构；20、风罩；30、第一滚刷；40、第二滚刷；50、第一进风口；60、第

二进风口；70、导向板；

[0030] 101、基部；1011、上边缘；102、梳齿；103、出风口；104、侧板；105、延伸部；1051、导

向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使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和达到的技术效果更加清楚，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可以理解的是，

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而非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另外还需

要说明的是，为了便于描述，附图中仅示出了与本实用新型相关的部分而非全部。

[0032] 参见图1和图2，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吸尘器梳齿结构，安装于吸尘器的滚

刷的外部，不仅能够剥离吸尘器的滚刷上的灰尘，而且能够导风，使得灰尘顺利进入出风口

103。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吸尘器梳齿结构10包括基部101，基部101具有用于与滚刷相配的

弧形表面。吸尘器梳齿结构10还包括平行间隔设置于基部101上的多个梳齿102以及形成于

多个梳齿102后方的出风口103，梳齿102至少部分伸入滚刷的表面以下，用于剥离滚刷上的

灰尘。弧形表面的上边缘1011自其两端向中间下凹，多个梳齿102均设置于弧形表面的上边

缘1011上，多个梳齿102沿上边缘1011的走向排布具有自其两端向中间下凹的外轮廓。通过

将弧形表面的上边缘1011设置为自两端向中间下凹的结构并使多个梳齿沿上边缘1011的

走向排布具有自其两端向中间下凹的外轮廓，便于将风道两侧的灰尘和梳齿剥离下的灰尘

导向至出风口，防止风道内积灰；风道由扁平分散型向中间顺滑地收拢集中，使进风顺畅、

避免垃圾堵塞，同时减少负压损失，增大了风道的进风面积，从而增大了此处风道的容灰

量，防止在一次性吸入过多的灰尘时发生卡死现象，使得风道的进风口不易堵塞。本实施例

中所提到的前后、上下、左右参考图1和图2中箭头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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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在本实施例中，基部101为弧形板，弧形板的上边缘1011即上侧面自两端向中间下

凹，多个梳齿102于弧形板的内侧沿上侧面平行间隔设置。

[0034] 为了更好地将两端的灰尘导向至出风口103，出风口103的两侧对称设置有侧板

104，侧板104自基部101的一端向出风口103弧面或平面过渡延伸。两个侧板104形成风道的

侧壁，侧板104弧面或平面延伸，便于平滑地对灰尘进行导向，使两侧面吸入的灰尘沿着侧

板104直接进入出风口103，或是使吸入的颗粒物撞击到侧板104的侧壁后弹开，再沿着侧板

104进入出风口103，防止在使用时灰尘会积攒在两侧角落。

[0035] 在本实施例中，侧板104与基部101一体成型，便于加工生产。

[0036] 参见图3和图4，梳齿102的延伸方向与基部101的弧形表面的轴线呈夹角设置，便

于对滚刷中的灰尘进行剥离。在本实施例中，每个梳齿102均沿基部101的弧形表面的切线

方向设置，即梳齿102的第一端与弧形板的内壁连接，梳齿102的第二端沿弧形表面的切向

延伸。又因多个梳齿102均沿上边缘1011的走向自两端向中间下凹排布，因此沿弧形表面的

轴线方向看，多个梳齿102之间错位布置，且多个梳齿102的第一端排布在一段弧线上。当风

带动灰尘向后输送的过程中，能够较好地避免由于某个梳齿102剥离出的灰尘被旁边的梳

齿102挡住的情况，使得梳齿102剥离的灰尘能够借助风向以及基部101自两端向中间下凹

的特征，顺利把灰尘向出风口103导向，防止风道内积灰，从而更有效地提高除尘效果。

[0037] 参见图1、图4和图5，基部101的后侧于侧板104的下端设置有延伸部105，延伸部

105与两个侧板104的另一端围设成出风口103。延伸部105的设置，与侧板104配合，使得灰

尘能够沿出风口103向后输送。延伸部105的上表面自基部101向后向下延伸形成导向面

1051，对灰尘进行导向，使得灰尘能够沿出风口103顺利向后输送。在本实施例中，延伸部

105与基部101一体成型。

[0038] 参见图6和图7，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吸尘器，包括上述的吸尘器梳齿结

构10。在安装时，将吸尘器梳齿结构10设置在滚刷的后方，例如图6中的第一滚刷30和第二

滚刷40的后方。当滚刷旋转时，梳齿102将滚刷上的灰尘剥离，并沿风道内的风向向出风口

103方向输送。

[0039] 为了便于梳齿102对灰尘剥离，吸尘器梳齿结构10最好与带有软毛的滚刷配合。在

本实施例中，吸尘器包括风罩20和设置于风罩20内的第一滚刷30和第二滚刷40。第二滚刷

40位于第一滚刷30的后侧，第一滚刷30和第二滚刷40之间设置有进风口，从进风口进入的

风，经风道绕过第二滚刷40向后吹送，风的流动方向如图6中箭头所示。

[0040] 吸尘器梳齿结构10设置于第二滚刷40的后方且梳齿102至少部分地插入第二滚刷

40的软毛内。基部101为弧形板，弧形板的弧形表面的轴线与第二滚刷40的轴线重合，使得

基部101半包围第二滚刷40。

[0041] 在本实施例中，进风口处设置有导向板70，导向板70将进风口间隔成第一进风口

50和第二进风口60，含尘气流由第一进风口50和第二进风口60进入风道，再顺着第二滚刷

40上方的风道沿吸尘器梳齿结构10的侧板104到达出风口103；同时，因梳齿102插进第二滚

刷40，使第二滚刷40在旋转过程中夹杂的灰尘被梳齿102剥离，并借助风道内的风向以及基

部101自两端向中间内下凹的特征，可以把灰尘向出风口103导向。

[0042] 侧板104的设置，与风罩20配合形成密闭的风道，从而将风道两侧的灰尘和梳齿

102剥离下的灰尘导向至出风口103，或是使吸入的颗粒物撞击到侧板104的侧壁后弹开，再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09220124 U

5



沿着侧板104进入出风口103，防止灰尘积攒在两侧角落。

[0043] 参见图8，梳齿102的端部插入第二滚刷40的软毛内，每个梳齿102插入第二滚刷40

的深度相同。梳齿102的端部插入第二滚刷40的软毛内2mm～4mm，在本实施例中，梳齿102插

入第二滚刷40的软毛内3mm。

[0044] 每个梳齿102都与第二滚刷40的表面呈相同的夹角，便于对第二滚刷40内的灰尘

进行剥离。因为每个梳齿102均设置在基部101的内壁上，且基部101的弧形表面的轴线与第

二滚刷40的轴线重合，因此，在本实施例中，每个梳齿102均沿第二滚刷40的切线方向设置。

又因多个梳齿102沿基部101的上边缘1011的走向排布，因此沿轴线方向看，多个梳齿102之

间错位布置，即在灰尘沿侧板104向后输送的过程中，能够较好地避免通过某个梳齿102剥

离出的灰尘被旁边的梳齿102挡住的情况，从而更有效地提高除尘效果。

[0045] 以上实施方式只是阐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和特性，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

施方式限制，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实用新型还有各种变化和改变，

这些变化和改变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范围内。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

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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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7

CN 209220124 U

7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8

CN 209220124 U

8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9

CN 209220124 U

9



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0

CN 209220124 U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