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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靠垫，包括靠垫本

体、设于靠垫本体上的多个平行排列的可充气气

囊，还包括多气囊联合充气装置、单气囊充气装

置、单气囊排气装置，多气囊联合充气装置包括

联合充气泵、多个联合充气单向阀，联合充气泵

与可充气气囊分别通过联合充气单向阀管道连

通，单气囊充气装置包括单独充气泵、单独充气

单向阀，单独充气泵与可充气气囊通过单独充气

单向阀管道连通，单气囊排气装置包括单独泄气

阀，单独泄气阀与可充气气囊管道连通。本实用

新型结构合理，可实现快速充气、泄气，可精准调

节对脊柱部位支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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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靠垫，包括靠垫本体、设于靠垫本体上的多个平行排列的可充气气囊，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多气囊联合充气装置、与可充气气囊一一对应的单气囊充气装置、单气囊排气装

置，所述的多气囊联合充气装置包括联合充气泵、多个联合充气单向阀，所述的联合充气泵

与多个可充气气囊分别通过联合充气单向阀管道连通，所述的单气囊充气装置包括单独充

气泵、单独充气单向阀，所述的单独充气泵与可充气气囊通过单独充气单向阀管道连通，所

述的单气囊排气装置包括单独泄气阀，所述的单独泄气阀与可充气气囊管道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靠垫，其特征是，所述的单气囊充气装置、单气囊排气装

置与可充气气囊为同管道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靠垫，其特征是，所述的可充气气囊为单向可伸展气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靠垫，其特征是，所述的可充气气囊为长条式，所述可充

气气囊一侧固定在靠垫本体上，所述可充气气囊另一侧设有硬质面板，所述的硬质面板相

互连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靠垫，其特征是，还包括软质靠垫，所述的可充气气囊外

侧设有硬质面板，所述的软质靠垫包覆在硬质面板外侧，所述的软质靠垫连结设于可充气

气囊外侧的硬质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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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靠垫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活用品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靠垫。

背景技术

[0002] 靠垫是日常生活用品，用于放置在背靠具上，提升使用背靠具时的舒适度，平衡及

减轻脊椎压力，用靠垫来调节人体脊椎受到背靠具的压力大小以获得更舒适的脊椎曲度来

减轻疲劳，因靠垫使用方便、灵活，便于人们用于各种场合环境；一般情况下，背靠具大都只

有几个突出的靠点形成脊椎不平衡的压力点，并不能很好的增加及减少某一段脊椎背靠时

的压力，容易造成多数人脊椎疾病的发生，因此现有的靠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

[0003] 现在有采用气囊来调节靠垫与人体接触处压力的产品，中国公开专利公开了一种

名为“一种自适应汽车座椅”，公告号为CN207657658U的专利，主要内容是：气囊分别布置于

座垫、靠背、侧翼的蒙皮下方，气囊外压力传感器位于气囊与座椅表面蒙皮之间，气囊内压

力传感器安装于气囊内部，所述气囊上带有两个电磁阀，一个电磁阀连通大气为气囊的出

气阀，打开该电磁阀气囊内气压降低，另一个电磁阀与气缸相连为气囊的进气阀，打开该电

磁阀气囊内气压升高。该公开专利方案中，气囊是贴靠人体多个部位设置的，气囊只简单设

置进气电磁阀和出气电磁阀，对于人体脊椎与背靠具的压力点调节不能实现精准调节。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是为了解决现有的靠垫气囊调节装置对人体脊椎部位的支撑力不能

实现精确调节的问题，提供一种结构合理，可实现快速充气，精准调节对脊柱部位支撑压力

的自适应可调节靠垫。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靠垫，包括靠垫本体、设

于靠垫本体上的多个平行排列的可充气气囊，还包括多气囊联合充气装置、与可充气气囊

一一对应的单气囊充气装置、单气囊排气装置，所述的多气囊联合充气装置包括联合充气

泵、多个联合充气单向阀，所述的联合充气泵与多个可充气气囊分别通过联合充气单向阀

管道连通，所述的单气囊充气装置包括单独充气泵、单独充气单向阀，所述的单独充气泵与

可充气气囊通过单独充气单向阀管道连通，所述的单气囊排气装置包括单独泄气阀，所述

的单独泄气阀与可充气气囊管道连通。本方案把贴紧人体脊椎的可充气气囊设为条状平行

排列，可充气气囊排列外形适合脊椎走向；在可充气气囊上设置一个气孔，气孔用管道连

接，同时管道上还连接多气囊联合充气装置、单气囊充气装置、单气囊排气装置，各装置都

设有单向止回功能；也可以在可充气气囊上设置多个气孔，气孔分别连接多气囊联合充气

装置、单气囊充气装置、单气囊排气装置；联合充气泵可实现对所有可充气气囊同时快速充

气，但快速充气后，各可充气气囊压力还需要进行微调以适合不同人体的体形特点贴紧脊

椎，本方案采用压力气源(如单独充气泵)和单独泄气阀，使用者个体存在差异(高矮、胖瘦

不同等)，使用时，可针对不同可充气气囊，进行针对性压力调节，可以加气加压，也可以排

气减压；单独充气泵可以采用手动式设备，也可以采用自动式设备；单向阀的作用是保证气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10095235 U

3



体单向流动；本方案的单独泄气阀，采用电磁开关，可以单独开关，也可以联动开关，在联合

充气泵给可充气气囊同时充气后气囊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可以使所有单独泄气阀同时打开

泄气，避免单独操作逐个排气的繁琐；泄气单向阀可保证压力较大气囊中排出的气体不会

进入其它气囊。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的单气囊充气装置、单气囊排气装置与可充气气囊为同管道连通。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的可充气气囊为单向可伸展气囊。本方案可充气气囊充气伸展时，

限定为向靠垫本体前方伸展，可以采用伸缩式结构，如手风琴风箱结构。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的可充气气囊为长条式，所述可充气气囊一侧固定在靠垫本体上，

所述可充气气囊另一侧设有硬质面板，所述的硬质面板相互连结。可充气气囊材质较软，受

压后容易变形，不能很好地传递压力，本方案采用硬质面板与使用者身体接触，硬质面板可

以较好地传递压力。

[0009] 作为优选，还包括软质靠垫，所述的可充气气囊外侧设有硬质面板，所述的软质靠

垫包覆在硬质面板外侧，所述的软质靠垫连结设于可充气气囊外侧的硬质面板。

[0010] 因此，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结构合理，可实现快速充气、泄气，可精准调

节对脊柱部位支撑压力。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3] 图中：1、靠垫本体      2、可充气气囊       5、联合充气泵    6、联合充气单向阀

[0014]      7、单独充气泵    8、单独充气单向阀   9、软质靠垫

[0015]      10、单独泄气阀   11、硬质面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描述。

[0017] 如图1、图2所示，一种靠垫，包括靠垫本体1、设于靠垫本体1上的多个平行排列的

可充气气囊2，还包括多气囊联合充气装置、与可充气气囊2一一对应的单气囊充气装置、单

气囊排气装置，多气囊联合充气装置包括联合充气泵5、多个联合充气单向阀6，联合充气泵

5与多个可充气气囊2分别通过联合充气单向阀5管道连通，单气囊充气装置包括单独充气

泵7、单独充气单向阀8，单独充气泵7与可充气气囊2通过单独充气单向阀8管道连通，单气

囊排气装置包括单独泄气阀10，单独泄气阀10与可充气气囊2管道连通；其中，图1中多个可

充气气囊2未画出，以虚线代替；

[0018] 图1中，多气囊联合充气装置、单气囊充气装置、单气囊排气装置分别与可充气气

囊2管道连通；也可以采用三个装置用同一个管道与可充气气囊2连通的结构；

[0019] 可充气气囊2为单向可伸展气囊；

[0020] 可充气气囊2为长条式，可充气气囊2一侧固定在靠垫本体1上，可充气气囊2另一

侧中部设有硬质面板11，硬质面板11相互连结；或者，还包括软质靠垫9，软质靠垫9包覆在

硬质面板11外侧，软质靠垫9连结所有设于可充气气囊2外侧的硬质面板11。

[0021] 具体使用过程是，可充气气囊2设置相应气孔，分别与联合充气泵5、单独充气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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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泄气阀10连通，联合充气泵5对所有可充气气囊2同时快速充气，快速充气后，如果压力

过大，可采用同时打开多个单独泄气阀10直接对所有可充气气囊2同时排气，直到压力合

适；

[0022] 各单个可充气气囊2压力不足时，采用单独充气泵7对单个可充气气囊2进行加气

加压调节，压力过大时，采用单独泄气阀10对单个可充气气囊2进行排出气体，降低压力。

[0023] 使用时，根据使用者个体存在差异(高矮、胖瘦不同等)，可针对不同位置的可充气

气囊2，进行针对性压力调节，可以加气加压，也可以排气减压。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210095235 U

5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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