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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

构，提供可应用在挠性屏幕、减少组件组配/运动

空间等作用；包括本体和设置在本体上的第一作

动板、第二作动板的组合。第一作动板设有臂部、

第二作动板设有臂部，分别被收容在本体的第一

弧形轨道、第二弧形轨道，第一弧形轨道、第二弧

形轨道沿虚拟轴心弯曲而设置；以及，在人员操

作第一作动板、第二作动板运动时，使第一作动

板或其臂部、第二作动板或其臂部依所述虚拟轴

心分别沿着第一弧形轨道、第二弧形轨道而相逆

向运动，而达到开、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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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

本体(50)和设置在本体(50)上的第一作动板(10)、第二作动板(20)的组合；本体(50)

设有槽室(55)和位于槽室(55)上的第一弧形轨道(31)、第二弧形轨道(42)；第一弧形轨道

(31)、第二弧形轨道(42)是沿虚拟轴心(C)而弯曲设置，且第一弧形轨道(31)和第二弧形轨

道(42)，分别形成了从本体(50)上边朝下边直向延伸的型态；

第一作动板(10)设有弧形凸出结构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设有弧形凸出结构的

臂部(22)，且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分别对应所述的第

一弧形轨道(31)、第二弧形轨道(42)，形成从本体(50)上边朝下边直向延伸的结构；第一作

动板(10)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分别具有连接端(18)、(28)和自由端

(19)、(29)；

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分别被收容在第一弧形轨道

(31)、第二弧形轨道(42)；在第一作动板(10)、第二作动板(20)运动时，使第一作动板(10)

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依虚拟轴心(C)，分别沿着第一弧形轨道(31)、第

二弧形轨道(42)朝相对于本体(50)两边运动；并且，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第二作动

板(20)的臂部(22)配合第一弧形轨道(31)、第二弧形轨道(42)，共同构成一个空间(S)。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其特征在于，本体(50)成弧形板

体结构，而使槽室(55)形成开放型态的弧形断面结构；

本体(50)上边形成有第一槽口(51)，本体(50)下边形成有第二槽口(52)；第一槽口

(51)位于邻接本体(50)中央区域的位置，第二槽口(52)位于远离本体(50)中央位置的区

域；

槽室(55)中央位置配置有隔板(56)，将槽室(55)分成第一槽室(58)和第二槽室(59)；

以及

第一槽室(58)相通于第一槽口(51)，第二槽室(59)相通于第二槽口(5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槽室(55)设置

有多个限制部，限制部成弧形断面型态的块状体结构；

限制部区分为第一限制部(30)、第二限制部(40)；第一限制部(30)界定出第一弧形轨

道(31)，第二限制部(40)界定出第二弧形轨道(42)。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其特征在于，槽室(55)设置有多

个限制部，限制部成弧形断面型态的块状体结构；

限制部区分为第一限制部(30)、第二限制部(40)限制部，分别位于第一槽室(58)和第

二槽室(59)里面；

第一限制部(30)界定出相通于第一槽口(51)的第一弧形轨道(31)，第二限制部(40)界

定出相通于第二槽口(52)的第二弧形轨道(4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其特征在于，本体(50)组合设置

在基座(60)上；基座(60)成弧形板体结构，而具有开放型态的弧形断面结构的凹室(65)，容

许本体(50)在基座凹室(65)内往复移动；

基座60的上边设有第一缺口(61)，基座(60)的下边位置设有第二缺口(62)；

本体50底部设置有组合部(54)，组合部(54)成长形凸部结构和长形凹部结构的其中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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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基座(60)的凹室(65)设有导引部(64)，导引部(64)成长形凹部结构和长形凸部结

构的其中之一。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50)组合

设置在基座(60)上；基座(60)成弧形板体结构，而具有开放型态的弧形断面结构的凹室

(65)，容许本体(50)在基座凹室(65)内往复移动；

对应本体第一槽口(51)的位置，基座(60)的上边设有第一缺口(61)；对应本体第二槽

口(52)的位置，基座(60)的下边位置设有第二缺口(62)；

本体(50)底部设置有组合部(54)，组合部(54)成长形凸部结构和长形凹部结构的其中

之一；以及基座(60)的凹室(65)设有导引部(64)，导引部(64)成长形凹部结构和长形凸部

结构的其中之一。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其特征在于，本体(50)组合设置

在基座(60)上；基座(60)成弧形板体结构，而具有开放型态的弧形断面结构的凹室(65)，容

许本体(50)在基座凹室(65)内往复移动；

基座(60)的上边设有第一缺口(61)，基座(60)的下边位置设有第二缺口(62)；

本体(50)底部设置有组合部(54)，组合部(54)成长形凸部结构和长形凹部结构的其中

之一；

以及基座(60)的凹室(65)设有导引部(64)，导引部(64)成长形凹部结构和长形凸部结

构的其中之一。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其特征在于，本体(50)组合设置

在基座(60)上；基座(60)成弧形板体结构，而具有开放型态的弧形断面结构的凹室(65)，容

许本体(50)在基座凹室(65)内往复移动；

对应本体第一槽口(51)的位置，基座(60)的上边设有第一缺口(61)；对应本体第二槽

口(52)的位置，基座(60)的下边位置设有第二缺口(62)；

本体(50)底部设置有组合部(54)，组合部(54)成长形凸部结构和长形凹部结构的其中

之一；以及基座(60)的凹室(65)设有导引部(64)，导引部(64)成长形凹部结构和长形凸部

结构的其中之一。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其特征在于，第一作动板(10)、

第二作动板(20)组合壳体(70)、挠性屏幕(80)；

虚拟轴心(C)是位于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的运动

范围的中心位置；

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和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共同界定的空间(S)，收容

挠性屏幕(80)弯折区域。

10.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作动板

(10)、第二作动板(20)组合壳体(70)、挠性屏幕(80)；以及

虚拟轴心(C)是位于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的运动

范围的中心位置；

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和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共同界定的空间(S)，收容

挠性屏幕(80)弯折区域。

11.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其特征在于，第一作动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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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作动板(20)组合壳体(70)、挠性屏幕(80)；以及

虚拟轴心(C)是位于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的运动

范围的中心位置；

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和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共同界定的空间(S)，收容

挠性屏幕(80)弯折区域。

12.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其特征在于，第一作动板(10)、

第二作动板(20)组合壳体(70)、挠性屏幕(80)；以及

虚拟轴心(C)是位于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的运动

范围的中心位置；

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和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共同界定的空间(S)，收容

挠性屏幕(80)弯折区域。

13.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作动板

(10)、第二作动板(20)组合壳体(70)、挠性屏幕(80)；以及

虚拟轴心(C)是位于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的运动

范围的中心位置；

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和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共同界定的空间(S)，收容

挠性屏幕(80)弯折区域。

14.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作动板

(10)、第二作动板(20)组合壳体(70)、挠性屏幕(80)；以及

虚拟轴心(C)是位于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的运动

范围的中心位置；

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和第二作动板(20)臂部(22)共同界定的空间(S)，收容挠

性屏幕(80)弯折区域。

15.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作动板

(10)、第二作动板(20)组合壳体(70)、挠性屏幕(80)；以及

虚拟轴心(C)是位于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的运动

范围的中心位置；

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和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共同界定的空间(S)，收容

挠性屏幕(80)弯折区域。

16.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其特征在于，第一作动板(10)、

第二作动板(20)组合壳体(70)、挠性屏幕(80)；以及

虚拟轴心(C)是位于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的运动

范围的中心位置；

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和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共同界定的空间(S)，收容

挠性屏幕(80)弯折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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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为有关于一种枢轴结构；特别是指一种枢轴的作动板依虚拟轴心运动，以

减少组件组配/运动空间的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应用因外力可往复转动自如的枢轴或转轴，来配装在电子器物上，例如移动电话、

笔记本电脑、PDA、电子书等，使其盖或显示屏幕可转动而具有开、闭作用，已为现有技艺。例

如，中国台湾第97222022号“转轴结构”、第98207366号“枢轴结构”等专利案，为提供了典型

的实施例。

[0003] 为了使电子器物的显示模块(例如，屏幕)及/或机体模块在使用方面具备有更多

的操作模式和应用范围，现有技艺也已揭露一种在显示模块和机体模块之间设置双转轴，

使显示模块及/或机体模块可产生不同操作模式或转动角度的结构。例如，中国台湾第

99211350号“双枢轴枢纽器”、第99225737号“双轴向枢纽器”、US  7512426  B2“MOBILE 

COMMUNICATIONS  DEVICE  WITH  SYNCHRONISING  HINGE”专利案等，提供了典型的实施例。

[0004] 一个有关这类枢轴组件组合挠性屏幕或屏幕在操作、结构设计方面的课题是，实

务上必须应用至少一组双转轴组件配合转轴位移运动，才能提供挠性屏幕的弯折作动空

间；例如，中国台湾第105126016号“轴心位移枢轴器”专利案，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实施例。

[0005] 所述实施例揭露了两个转轴(或四个转轴)之间分别设置多个齿轮部和杆部、位移

导引块；以及，两个转轴(或四个转轴)设置齿排，分别啮合齿轮部等结构组合。在人员操作

挠性屏幕弯折展开或收合时，迫使两个转轴(或四个转轴)产生位移运动的技术结构。

[0006] 正如熟知现有技艺的人所知悉，在考虑枢轴器或其相关结合组件在符合电子器物

轻巧、薄型化(或精简化)的造型条件下，现有技艺的结构和其配合型态复杂，存在制造、组

装比较麻烦和组配公差大、成本高等情形；以及，双转轴(或四个转轴)移位运动，提供挠性

屏幕弯折收合操作，也占用了较大的(运动)空间或具有较大材积；而这种情形并不是我们

所期望的。

[0007] 代表性的来说，这些参考数据显示了有关转轴或枢轴和其相关结合组件在使用和

结构设计方面的情形。如果重行设计考虑所述转轴和相关组件结构，以及上述的应用情形，

使其不同于现有技术，将可改变它的使用型态，增加它的应用范围，而有别于旧法。例如，考

虑使枢轴器或其相关结合组件符合电子器物轻巧、薄型化造型要求和组装简便的结构设计

条件，上述的技术文献没有提供操作挠性屏幕弯折区域的收容空间；因此，使枢轴器可应用

在挠性屏幕的弯折展开/收合操作和建立一个空间来收容挠性屏幕的弯折区域，是特别被

考虑的结构课题。并且，进一步使枢轴器或组件之间的配合间距、运动范围被尽可能减小，

以利于使整个电子器物获得简洁、设计美感的外观视觉效果，改善习知组件配合占据较大

(运动)空间或体积等作用。而这些课题在上述的参考数据中均未被具体教示或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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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即在于提供一种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提供可应用在挠

性屏幕、减少组件组配/运动空间和结构复杂、材积较大等作用；包括本体和设置在本体上

的第一作动板、第二作动板的组合。第一作动板设有臂部、第二作动板设有臂部，分别被收

容在本体的第一弧形轨道、第二弧形轨道，第一弧形轨道、第二弧形轨道沿虚拟轴心弯曲而

设置；以及，在人员操作第一作动板、第二作动板运动时，使第一作动板或其臂部、第二作动

板或其臂部依一虚拟轴心分别沿着第一弧形轨道、第二弧形轨道而相逆向运动，而达到开、

合机制。并且，第一作动板的臂部、第二作动板的臂部配合第一弧形轨道、第二弧形轨道，在

收合操作中共同构成一个空间，用以容纳一挠性屏幕的弯折区域；改善现有技术的结构复

杂、制造、组装麻烦和组配公差大、成本高等情形。

[0009] 根据本发明的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所述本体成弧形筒体结构，而具有弧

形(断面)结构的槽室；槽室设置或一体成形有多个限制部，而界定出上述的第一弧形轨道、

第二弧形轨道。以及，对应第一弧形轨道、第二弧形轨道，第一作动板的臂部、第二作动板的

臂部形成弧形结构，而相同于第一弧形轨道的曲度、第二弧形轨道的曲度。

[0010] 在修正的实施例中，本体设置在基座上，基座设置有凹室，收容本体，并且容许本

体在基座凹室内往复移动。以及，第一弧形轨道、第二弧形轨道和第一作动板的臂部、第二

作动板的臂部分别形成斜向延伸的结构型态；在第一作动板或其臂部沿着第一弧形轨道朝

向一边运动时，推动本体从凹室的第一位置(或称打开位置)朝第二位置(或称收合位置)运

动，同步带动第二作动板或其臂部在第二弧形轨道朝向另一边运动。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外观结构示意图；显示了本体组合基座和第一作动板、第二作

动板，以及本体位于基座凹室第一位置的结构情形。

[0012] 图2为图1的结构分解示意图；描绘了本体、基座、第一作动板、第二作动板和本体

设有限制部的结构情形。

[0013] 图3为图1的平面结构示意图；显示了第一作动板、第二作动板位于打开位置的结

构情形。

[0014] 图4为本发明的操作实施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描绘了第一作动板、第二作动板从

打开位置朝收合位置的方向运动及本体从第一位置往第二位置的方向运动的情形。

[0015] 图5为图4的断面结构示意图；图中虚线部分描绘了壳体、挠性屏幕组合第一作动

板、第二作动板的型态，及第一作动板、第二作动板依一虚拟轴心转动的情形。

[0016] 图6为本发明的另一操作实施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显示了第一作动板、第二作动

板位于收合位置及本体位于第二位置的情形。

[0017] 图7为图6的断面结构示意图；图中描绘了第一作动板的臂部、第二作动板的臂部

共同界定出一空间，收容挠性屏幕弯折区域的结构情形。

[0018] 图8为本发明的一衍生实施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9为第8图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中符号标记说明：

[0021] 10      第一作动板                       11、22  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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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18、28  连接端                           19、29  自由端

[0023] 20      第二作动板                       30      第一限制部

[0024] 31      第一弧形轨道                     40      第二限制部

[0025] 42      第二弧形轨道                     50      本体

[0026] 51      第一槽口                         52      第二槽口

[0027] 54     组合部                           55      槽室

[0028] 56     隔板                             58      第一槽室

[0029] 59      第二槽室                         60      基座

[0030] 61      第一缺口                         62      第二缺口

[0031] 64     导引部                           65     凹室

[0032] 70     壳体                             80     挠性屏幕

[0033] C       虚拟轴心                         S      空间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将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

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

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5] 如图1、2及3所示，本发明的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包括本体、第一作动板和

第二作动板的组合，概分别以50、10、20表示。下列说明中提到的上部、上边、底部、下边或左

端、左边、右端、右边等，是以图中显示的方向为参考方向。

[0036] 图中显示了本体50呈弧形板体或筒体(或近半筒体)结构，而具有开放型态的弧形

(断面)结构的槽室55；槽室55大体中央位置选择性的配置有隔板56，将槽室55分成第一(弧

形)槽室58和第二(弧形)槽室59。以及，本体50在(图中)上边形成有相通于第一槽室58的第

一槽口51，本体50下边形成有相通于第二槽室59的第二槽口52；第一槽口51位于邻接隔板

56的位置(或邻接本体50中央位置)，第二槽口52位于远离隔板56方向的位置(或远离本体

50中央位置)。

[0037] 在所采的实施例中，槽室55设置或一体成形有多个限制部；限制部区分为第一限

制部30、第二限制部40，分别位于第一槽室58和第二槽室59里面。第一限制部30、第二限制

部40形成多个弧形断面型态的块状体结构；第一限制部30设置或界定有相通于第一槽口51

的第一弧形轨道31，第二限制部40设置或界定有相通于第二槽口52的第二弧形轨道42。

[0038] 在较佳的实施例中，第一弧形轨道31、第二弧形轨道42分别形成斜向延伸的结构

型态。

[0039] 假设以图中方向为参考方向，第一弧形轨道31是从上边(或第一槽口51)位置朝本

体50下边和左端方向倾斜延伸的型态；第二弧形轨道42是从上边位置朝本体50下边和右端

(或第二槽口52)方向倾斜延伸的型态。

[0040] 图1、2及3所示也描绘了本体50上设置第一作动板10和第二作动板20的情形。第一

作动板10设有弧形凸出结构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设有弧形凸出结构的臂部22，分别可

往复运动的被收容在本体10的第一弧形轨道31、第二弧形轨道42里面；以及，第一作动板10

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分别具有连接端18、28和自由端19、29。

说　明　书 3/5 页

7

CN 112392849 B

7



[0041] 在所采的实施例中，对应第一弧形轨道31，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是从连接端18

朝自由端19和(图中)左端方向倾斜延伸的型态；对应第二弧形轨道42，第二作动板20的臂

部22是从连接端28朝自由端29和(图中)左端方向倾斜延伸的型态。

[0042] 图中也显示了本体50可组合设置在基座60上的型态。基座60成弧形板体或筒体

(或近半筒体)结构，而具有开放型态的弧形(断面)结构的凹室65，用来收容本体50；并且，

容许本体50在基座凹室65内往复移动。以及，对应本体第一槽口51的位置，基座60的上边设

有第一缺口61；对应本体第二槽口52的位置，基座60的下边位置设有第二缺口62的型态。

[0043] 在可行的实施例中，本体50底部设置有成长形凸部结构(或长形凹部结构)的组合

部54；以及，对应所述本体50的组合部54，基座60的凹室65设有成长形凹部结构(或长形凸

部结构)的导引部64，使本体50安装在基座凹室65里面时，本体组合部54组合基座导引部

64，辅助本体50可稳定的在凹室65内形成移动自如的作用。

[0044] 如图1或3所示，显示了本体50组合基座60和第一作动板10、第二作动板20(及第一

限制部30、第二限制部40)的情形；所述的组合位置是定义本体50位于基座凹室65的第一位

置，及第一作动板10、第二作动板20位于打开位置的型态。

[0045] 如图4、5所示，图5的虚线部分描绘了第一作动板10、第二作动板20组合壳体70、挠

性屏幕80的型态。当人员操作壳体70(或挠性屏幕80)，使第一作动板10、第二作动板20从打

开位置朝收合位置运动时，包括下列运动：

[0046] 1.第一作动板10或其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或其臂部22依虚拟轴心C转动，而分别

沿着第一弧形轨道31、第二弧形轨道42运动，迫使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渐从第一槽口51

(或第一缺口61)突出，同时带动本体50(或第一限制部30、第二限制部40)从凹室65的第一

位置(或图4右端)朝第二位置(或图4左端)的方向运动。

[0047] 可了解的是，上述的虚拟轴心C位于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

22的运动范围(或转动范围)的中心位置。

[0048] 2.以及，响应第二限制部40的运动，第二弧形轨道42同步带动第二作动板20的臂

部22渐从第二槽口52(或第二缺口62)突出的型态。

[0049] 如图6、7所示，当第一作动板10、第二作动板20(或壳体70、挠性屏幕80)到达收合

位置时，本体50也从凹室65第一位置到达第二位置；而达到第一作动板10、第二作动板20

(或壳体70、挠性屏幕80)开、合机制。

[0050] 须加以说明的是，第7图特别显示了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和第二作动板20的臂

部22共同界定出一个空间S(上述的虚拟轴心C是位于所述空间S内)，收容挠性屏幕80弯折

区域的型态；改善现有结构复杂、制造、组装麻烦和组配公差大、成本高等情形，像旧法提供

较大的组件组配/运动空间，材积较大等情形，也被尽可能的减到最小。

[0051] 可了解的是，第一弧形轨道31、第二弧形轨道42是沿虚拟轴心C弯曲而设置；以及，

对应第一弧形轨道31、第二弧形轨道42，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的

弧形结构(或弯曲度)，相同于第一弧形轨道31的曲度、第二弧形轨道42的曲度。

[0052] 如图8、9所示，揭示了一个衍生的实施例。第一限制部30的第一弧形轨道31和第二

限制部40的第二弧形轨道42，分别形成了从本体50上边朝下边直向延伸的型态。以及，对应

所述的第一弧形轨道31、第二弧形轨道42，第一作动板10的臂部11、第二作动板20的臂部22

形成从本体50上边(或图中上边)朝下边直向延伸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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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可了解的是，图8、9的结构型态容许第一作动板10、第二作动板20形成不同步运动

的型态，而可选择性的撤除基座60和凹室65。

[0054] 代表性的来说，这依虚拟轴心运动的枢轴结构在符合电子器物轻巧、薄型化(或精

简化)的造型条件下，相较于旧法而言，包括了下列的优点和考虑：

[0055] 1 .所述本体50、第一作动板10、第二作动板20或基座60的组合结构已被重行设计

考虑，而构成可转动及/或移动作用的结构型态；例如，本体10设置第一限制部30、第二限制

部40，构成第一弧形轨道31、第二弧形轨道42；第一作动板10、第二作动板20分别形成弧形

凸出结构的臂部11、22，可在第一弧形轨道31、第二弧形轨道42上往复运动；或使本体50在

基座凹室65的第一位置、第二位置之间运动的构造等部分，明显不同于现有的枢轴器的结

构型态。

[0056] 2.所述本体50、第一作动板10、第二作动板20或基座60、挠性屏幕80的组合结构，

利于使整个电子器物获得简洁、设计美感的外观视觉效果；并且，改善了现有结构不利于收

容挠性屏幕弯折区域的情形，及现有组件配合占据较大(间距/运动)空间或材积等情形。像

现有技艺的结构和其配合型态比较复杂、制造、组装麻烦和组配公差大、成本高等情形，也

获得了明显的改善。

[0057] 综上所述，上述各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定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皆应包含在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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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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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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