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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冷却式电子水泵包含机身单元，及汲

水单元。所述机身单元包括机壳、设置于所述机

壳上的马达盖、设置于所述马达盖的外侧室的散

热盖，及设置于所述机壳及所述马达盖间的套

筒。所述汲水单元包括位于所述机壳及所述套筒

间的定子、穿设所述机壳及所述套筒的转轴、位

固定于所述转轴上的转子，及固设于所述转轴且

位于所述汲水空间内的叶轮。相较于现有技术仅

通过中空的转轴来吸收热能，本实用新型还将所

述转子浸泡于流体中以进一步散热，并通过所述

套筒来带走所述定子产生的热能。此外，所述散

热盖上也可设有控制模块，通过水流大面积地接

触所述散热盖可对所述控制模块进行高效率的

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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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冷却式电子水泵，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冷却式电子水泵包含机身单元，及汲水

单元，所述机身单元包括机壳、设置于所述机壳上的马达盖、设置于所述马达盖的外侧并与

所述马达盖相配合界定出冷却水室的散热盖，及设置于所述机壳及所述马达盖间且界定出

内腔室的套筒，所述机壳界定出入水口、出水口、连通所述入水口、所述出水口及所述内腔

室的汲水空间，及连通所述汲水空间的流通水路，所述马达盖界定出连通所述流通水路及

所述冷却水室的连通流道、连通所述冷却水室的连通孔，及至少一个连通所述冷却水室及

所述内腔室的贯孔，所述汲水单元包括环绕于所述套筒外侧而位于所述机壳及所述套筒间

的定子、穿设所述机壳及所述套筒且其中一端可转动地设置于所述马达盖上的转轴、位于

所述内腔室中且可相对于所述定子旋转以带动所述转轴的转子，及固设于所述转轴的另一

端且位于所述汲水空间内，并可被所述转轴带动旋转而在所述汲水空间内产生离心吸力的

叶轮，所述转轴界定出连接所述连通孔及所述汲水空间的通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冷却式电子水泵，其特征在于：所述汲水单元还包括贴设于

所述散热盖上的控制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双冷却式电子水泵，其特征在于：所述机身单元的机壳具有界

定出所述流通水路的外壳体，及与所述外壳体相配合界定出所述汲水空间的罩盖。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双冷却式电子水泵，其特征在于：所述机身单元还包括固定于

所述散热盖外侧且容置所述控制模块的底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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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冷却式电子水泵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汲水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的双冷却式电子水泵。

背景技术

[0002] 参阅图1、2，现有的水泵1包含界定出汲水空间110的外壳11、可转动地设置于所述

外壳11内且中空而界定出通槽120的转轴12、固定于所述外壳11内且围绕所述转轴12的定

子13、固定于所述转轴12上而位于所述转轴12及所述定子13间的转子14，及固定于所述转

轴12上且位于所述汲水空间110内的叶轮15。所述外壳11包括壳体111，及盖设于所述壳体

111上的罩盖112。所述壳体111界定出连通所述转轴12的通槽120的流通水道113，并与所述

罩盖112相配合界定出所述汲水空间110。所述罩盖112界定出连通所述汲水空间110的入水

口114、连通所述汲水空间110的出水口115，及连通所述入水口114及所述流通水道113的导

流通道116。

[0003] 所述定子13可驱动所述转子14带动所述转轴12旋转，使所述叶轮15旋转而在所述

汲水空间110内产生离心吸力，从而可将流体由所述入水口114吸入所述汲水空间110中，所

述汲水空间110的吸力也会使所述转轴12的通槽120产生负压，使得一部分的流体在进入所

述入水口114时，会被负压吸入所述导流通道116中，并在流经所述流通水道113及所述通槽

120后送至所述汲水空间110，而所述汲水空间内110的流体则会由所述出水口115排出。所

述水泵1通过流体于所述导流通道116、流通水道113、通槽120及所述汲水空间110中循环，

对所述转轴12及所述转子14产生降温作用，然而此种冷却水路无法对与所述转轴12及转子

14间隔设置的定子13降温，导致散热效果不佳，因此仍有改善的空间。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散热效果较佳的水泵。

[0005] 本实用新型双冷却式电子水泵，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冷却式电子水泵包含机身单

元，及汲水单元，所述机身单元包括机壳、设置于所述机壳上的马达盖、设置于所述马达盖

的外侧并与所述马达盖相配合界定出冷却水室的散热盖，及设置于所述机壳及所述马达盖

间且界定出内腔室的套筒，所述机壳界定出入水口、出水口、连通所述入水口、所述出水口

及所述内腔室的汲水空间，及连通所述汲水空间的流通水路，所述马达盖界定出连通所述

流通水路及所述冷却水室的连通流道、连通所述冷却水室的连通孔，及至少一个连通所述

冷却水室及所述内腔室的贯孔，所述汲水单元包括环绕于所述套筒外侧而位于所述机壳及

所述套筒间的定子、穿设所述机壳及所述套筒且其中一端可转动地设置于所述马达盖上的

转轴、位于所述内腔室中且可相对于所述定子旋转以带动所述转轴的转子，及固设于所述

转轴的另一端且位于所述汲水空间内，并可被所述转轴带动旋转而在所述汲水空间内产生

离心吸力的叶轮，所述转轴界定出连接所述连通孔及所述汲水空间的通槽。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及解决其技术问题还可采用以下技术措施进一步实现。

[0007] 较佳地，前述双冷却式电子水泵，其中所述汲水单元还包括贴设于所述散热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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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模块。

[0008] 较佳地，前述双冷却式电子水泵，其中所述机身单元的机壳具有界定出所述流通

水路的外壳体，及与所述外壳体相配合界定出所述汲水空间的罩盖。

[0009] 较佳地，前述双冷却式电子水泵，其中所述机身单元还包括固定于所述散热盖外

侧且容置所述控制模块的底盖。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的效果在于：所述汲水空间内的离心吸力可将流体由所述入水

口吸入，部分流体通过所述流通水路进入所述冷却水室中，另一部分的流体会流入所述内

腔室内使所述转子浸泡于流体中，并通过所述至少一个贯孔将流体导入所述冷却水室中，

所述冷却水室中的流体会因为所述通槽内的负压而被吸入所述通槽中并进入所述汲水空

间中，所述汲水空间中的流体也会由所述出水口排出。通过前述的两个冷却循环，不仅能冷

却所述转轴及所述转子，且所述定子可通过所述套筒内的流体来达到散热的功效，相较于

先前技术仅通过中空的转轴来吸收热能，本实用新型还将所述转子浸泡于流体中以进一步

散热，并带走所述定子产生的热能，此外，所述散热盖也可用来对贴设于其上的控制模块以

热传导方式散热，故本实用新型确实改善了散热能力。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立体图，说明一般的水泵；

[0012] 图2是剖视图，说明图1的剖视态样；

[0013] 图3是剖视图，说明本实用新型双冷却式电子水泵的实施例；

[0014] 图4是立体图，说明本实施例的立体态样；

[0015] 图5是俯视图，说明本实施例中的马达盖；及

[0016] 图6是剖视图，说明本实施例的流体流动方向。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18] 参阅图3、图4及图5，本实用新型双冷却式电子水泵2的一个实施例，包含一个机身

单元3，及一个设置于所述机身单元3内的汲水单元4。所述机身单元3包括一个沿一个延伸

方向A延伸的机壳31、一个设置于所述机壳31上的马达盖32、一个设置于所述马达盖32的外

侧且与所述马达盖32相配合界定出一个冷却水室330的散热盖33、一个沿所述延伸方向A位

于所述机壳31及所述马达盖32间且围绕界定出一个内腔室340的套筒34，及一个设置于所

述散热盖33外侧的底盖35。所述机壳31具有一个界定出一个入水口311及一个出水口312的

罩盖313，及一个沿所述延伸方向A的两相反侧分别连接所述罩盖313及所述马达盖32的外

壳体314。所述外壳体314界定出一个沿所述延伸方向A延伸的流通水路315。所述罩盖313及

所述外壳体314相配合界定出一个连通所述入水口311、所述出水口312，及所述流通水路

315的汲水空间316。所述外壳体314开设有多个开孔317(图3中因未被剖到因此以虚线表

示)以连通所述汲水空间316及所述套筒34的内腔室340。图5为所述马达盖32的俯视态样，

所述马达盖32界定出一个连通所述流通水路315及所述冷却水室330的连通流道321、一个

连通所述冷却水室330的连通孔322，及多个环状排列地围绕所述连通孔322开设，且连通所

述冷却水室330及所述内腔室340的贯孔323(图3中因未被剖到因此以虚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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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所述汲水单元4包括一个围绕所述套筒34而沿所述套筒34的径向方向位于所述机

壳31及所述套筒34间的定子41、一个沿所述延伸方向A穿设所述机壳31及所述套筒34且其

中一端可转动地设置于所述马达盖32上的转轴42、一个位于所述内腔室340中且固定地套

设于所述转轴42上的转子43、一个固设于所述转轴42的另一端且位于所述汲水空间316内

的叶轮44，及一个贴设于所述散热盖33上且容置于所述底盖35内的控制模块45。所述转轴

42呈中空状而界定出一个两端分别连通所述汲水空间316及所述马达盖32的连通孔322的

通槽421。

[0020] 参阅图4、图5，及图6，本实施例使用时是通过所述控制模块45来驱动及控制所述

转子43相对于所述定子41转动，以带动所述转轴42及所述叶轮44旋转，当所述叶轮44在所

述汲水空间316内旋转时会产生离心吸力，进而将外界的流体由所述入水口311吸入所述汲

水空间316中，所述汲水空间316中一部分的流体会因负压而被吸入所述流通水路315中，并

经所述马达盖32的连通流道321进入所述马达盖32及所述散热盖33间的冷却水室330中，前

述的循环方向以实线箭头表示，还有一部分的流体会通过所述外壳体314的所述开孔317进

入所述内腔室340中，最后再由所述所述贯孔323流入所述冷却水室330中，前述的循环方向

以虚线箭头表示，而所述冷却水室330内的流体会被负压吸引而通过所述连通孔322进入所

述通槽421中，最后再次回到所述汲水空间316中，汲水空间316其余的流体会被导引至所述

出水口312后排出，从而达成汲水之功效。在前述的流体循环中，除了通过所述通槽421来冷

却所述转轴42外，还通过不断注入所述内腔室340的流体使所述转子43浸泡于流体中，有效

提高散热面积及效率，而所述套筒34因所述内腔室340中充满流体，故通过相对低温将定子

41传递至所述机身单元3上的热能带走，承接流体的所述散热盖33也可通过热传导方式对

贴设于其上的控制模块45进行散热。总归而言，本实施例通过(1)汲水空间316→流通水路

315→连通流道321→冷却水室330→连通孔322→通槽421→汲水空间316(以实线表示)，及

(2)汲水空间316→开孔317→内腔室340→贯孔323→冷却水室330→连通孔322→通槽421

→汲水空间316(以虚线表示)这两个冷却循环来大幅提升散热能力及冷却效率。

[0021] 综上所述，本实施例通过双冷却循环对所述转子43、所述定子41、所述转轴42及所

述控制模块45进行散热，冷却能力强且效率高，故确实能达成本实用新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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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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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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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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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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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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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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