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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助动车的前车把收

纳结构，包括前车把和前大梁，所述前车把转动

设置在前大梁的前端部，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大

梁上形成有向下凹陷的收纳槽，所述收纳槽在

前、后方向上延伸，所述收纳槽的宽度与前车把

适配，而使得所述前车把相对前大梁折叠时、至

少部分能容置在收纳槽内。通过在前大梁上设置

向下凹陷的收纳槽，使得前车把折叠后，至少部

分容置在收纳槽内而不突出，从而减少了折叠后

的体积，增加了整车折叠后的美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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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助动车的前车把收纳结构，包括前车把(1)和前大梁(2)，所述前车把(1)转动设

置在前大梁(2)的前端部，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大梁(2)上形成有向下凹陷的收纳槽(21)，所

述收纳槽(21)在前、后方向上延伸，所述收纳槽(21)的宽度与前车把(1)适配，而使得所述

前车把(1)相对前大梁(2)折叠时、至少部分能容置在收纳槽(21)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助动车的前车把收纳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大梁(2)的前

端、对应收纳槽(21)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凸耳(22)，所述凸耳(22)与前车把(1)靠近底部

的位置转动连接而使得所述前车把(1)与前大梁(2)转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助动车的前车把收纳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前车把(1)靠近

底部的两侧分别设置有连杆(111)，每个连杆(111)的一端与外套管(11)固定连接，两个连

杆(111)的另一端之间连接有轴(112)；所述前大梁(2)上的收纳槽(21)底部前端的左右两

侧分别开设有卡槽(23)，所述卡槽(23)从收纳槽(21)底部从前向后延伸、并且在前端处开

口，所述收纳槽(21)的宽度与连杆(111)的宽度适配，而使得所述连杆(111)在前车把(1)相

对前大梁(2)展开时、能沿着卡槽(23)转动到前大梁(2)下方。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助动车的前车把收纳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前

车把(1)包括外套管(11)以及能伸缩地设置在外套管(11)内的内套管(12)，容置在所述收

纳槽(21)内的前车把(1)部分为所述外套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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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动车的前车把收纳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交通工具，尤其是一种助动车的前车把收纳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交通越来越拥挤，以及汽车尾气排放量的日益增多，人们越来越倾向于

使用轻便及环保的交通工具。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加快，特别

是一线城市的快节奏生活。为了适应快节奏的生活，人们会使用助动车作为代步工具，助动

车由于其携带方便、环保等诸多优点。

[0003] 常用的三轮助动车存整体结构较为复杂，多数不能折叠，收纳时占用空间大，也不

便于携带等问题。为此，现已有了不少可折叠的助动车。如申请号为201721714453.6 的中

国专利公开的一种折叠电动车，为三轮结构，其后轮支架设于车身底架后端，座椅支架铰接

在车身底架后上部；把手支架为伸缩杆，车把手铰接在伸缩杆上端；车身底架的铰接部铰接

在把手支架下部；车身底架分为首尾相交地铰接在一起左底架和右底架；座椅支架为伸缩

式框架，中部内侧设有折叠座位和折叠扶手。

[0004] 然而，这种助动车折叠过程繁杂，折叠完成后，部分部件如把手车架等裸露在外，

造成折叠后体积仍过大，影响包装、运输，同时美观度也有所欠缺。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减小

折叠体积的助动车的前车把收纳结构。

[0006]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助动车的前车把收纳结

构，包括前车把和前大梁，所述前车把转动设置在前大梁的前端部，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大

梁上形成有向下凹陷的收纳槽，所述收纳槽在前、后方向上延伸，所述收纳槽的宽度与前车

把适配，而使得所述前车把相对前大梁折叠时、至少部分能容置在收纳槽内。

[0007] 所述前大梁的前端、对应收纳槽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凸耳，所述凸耳与前车把

靠近底部的位置转动连接而使得所述前车把与前大梁转动连接。

[0008] 所述前车把靠近底部的两侧分别设置有连杆，每个连杆的一端与外套管固定连

接，两个连杆的另一端之间连接有轴；所述前大梁上的收纳槽底部前端的左右两侧分别开

设有卡槽，所述卡槽从收纳槽底部从前向后延伸、并且在前端处开口，所述收纳槽的宽度与

连杆的宽度适配，而使得所述连杆在前车把相对前大梁展开时、能沿着卡槽转动到前大梁

下方。

[0009] 所述前车把包括外套管以及能伸缩地设置在外套管内的内套管，容置在所述收纳

槽内的前车把部分为所述外套管。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通过在前大梁上设置向下凹陷的收纳

槽，使得前车把折叠后，至少部分容置在收纳槽内而不突出，从而减少了折叠后的体积，增

加了整车折叠后的美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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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收纳结构所应用的助动车的示意图；

[0012] 图2为图1的助动车的收纳状态示意图；

[0013] 图3为图1的助动车的前车把收纳结构分解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5] 参见图1，本实用新型的收纳结构所应用的助动车的示意图，包括前车把1、前大梁

2、后大梁3、座椅4和车轮，其中，前车把1设置在前大梁2的前端部，座椅4设置在后大梁3的

上方，前大梁2和后大梁3之间可相对折叠，车轮包括设置在前大梁2  底端的驱动轮51、以及

设置在后大梁3后侧的两个从动轮52。

[0016] 参见图2和图3，前车把1包括纵向设置的外套管11以及活动地设置在外套管11 内

的内套管12，内套管12可相对外套管11伸缩，从而调节前车把1的高度。外套管  11靠近底部

的两侧分别设置有连杆111，每个连杆111的一端与外套管11固定连接，两个连杆111的另一

端之间连接有轴112。

[0017] 前大梁2上、优选的为中间，形成有向下凹陷的收纳槽21，收纳槽21在前、后方向上

延伸，收纳槽21的宽度和长度与前车把1的外套管11适配，从而前车把1的外套管11可以在

助动车折叠后容置在前大梁2的收纳槽21内。

[0018] 前大梁2的前端、对应收纳槽21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凸耳22，可用销轴113穿过

凸耳22、连杆111和外套管11，从而使得外套管11和前大梁2转动连接。收纳槽21  底部前端

的左右两侧分别开设有卡槽23，卡槽23从收纳槽21底部从前向后延伸、并且在前端处开口，

其厚度与连杆111的厚度适配。

[0019] 当助动车处于折叠状态时，连杆111位于卡槽23外；当助动车展开时，随着外套管

11相对前大梁2转动，连杆111转向卡槽23方向，远离外套管11的端部沿着卡槽  23逐渐转动

到收纳槽21的下方，当连杆111位于前大梁2下方的部分与收纳槽21的底面抵接时，前车把1

展开到位。由此可见，连杆111和卡槽23的设置，可以限定外套管11的转动线路，并因此对前

车把1相对前大梁2的转动角度和位置进行限制。

[0020] 通过设置收纳槽21，使得前车把1折叠后，内套管11收缩进外套管12内，外套管  12

容置在收纳槽21内而不突出，从而减少了折叠后的体积，增加了整车折叠后的美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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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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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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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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