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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专利申请提供了一种腿柔韧性拉伸训练

装置，本装置包括承压部、加压部，所述的承压

部，包括承压气囊，还包括底盘、承压盘和承压护

垫承压气囊固定安装于底盘和承压盘之间，承压

部与加压部之间气路连通。本技术方案具有结构

简单、构件组成少、收纳体积小、便于携带、使用

方便的技术优点，尤其是受训人员能够根据自身

拉伸训练潜力无级调整两腿向外拉伸跨度和向

下压腿深度，有助于提高训练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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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腿柔韧性拉伸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

本训练装置包括承压部(10)、加压部(20)和承压部(10)与加压部(20)之间的连接；

所述的承压部(10)，包括承压气囊(4)，还包括底盘(5)、承压盘(2)和承压护垫(1)；

其中的承压气囊(4)，固定安装于底盘(5)和承压盘(2)之间；所述的承压护垫(1)，安装

在承压盘(2)上部，构成所述承压部(10)的上表面软护层；

所述的加压部(20)为充气泵(3)；

所述承压部(10)与加压部(20)之间的连接，为加压管(7)，使所述的充气泵(3)与承压

气囊(4)气路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腿柔韧性拉伸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压管(7)上连

接设有一放气阀(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腿柔韧性拉伸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盘(5)上安装

有滚轮(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腿柔韧性拉伸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承压部(10)，其一

组对侧面上设有连杆铰节(30)，所述的连杆铰节(30)铰接连接于底盘(5)与承压盘(2)之

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腿柔韧性拉伸训练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承压气囊(4)，由

多千斤顶气囊叠合而成，且气路并联至加压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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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柔韧性拉伸训练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专利申请涉及的是体育训练用器械，尤其涉及锻练下肢柔韧性和伸展度的压腿

训练器械。

背景技术

[0002] 腿部柔韧性对于从事舞蹈、武术、体操、跳水、跑步的人员来说，是身体基础素质的

必备要件之一。对抗肌腱韧性，锻炼腿部横向和侧向拉伸度和深度，最终能否达到标准的

“一字马”水平，不仅拉伸训练初期对受训人来说极痛苦和难熬的，训练过程更需要一称手

的训练器械。

[0003] 目前虽出现了多种压腿训练器械，如多种高低杠压腿装置，但此类装置难以满足

一字拉伸训练和进度要求，提升速度相对缓慢。另一种较为典型的“一字马”训练装置如专

利公开文献CN208552988所记载，采用扇形开张的连杆装置，受训人手握中央拉杆向胸前拉

动，驱动两腿尽可能的向两边张开抻拉，以达到“一字马”压腿训练。但本装置依靠手臂力量

来对抗韧性强大的腿部肌腱，事实上是难以突破拉伸极限获得有效的“一字马”拉伸训练要

求的；另外，整体装置构成构件组成多、构成较为复杂和沉重、造价高、使用安全隐患大，很

难成为从事舞蹈、武术、体操、跳水、跑步人员应用称手的压腿器械。

发明内容

[0004] 本专利申请的发明的目的在于简化训练装置、使之成为体积小、造价低、使用称

手，并在受训人员不改变压腿姿态的情况下根据自身拉伸潜力自主控制无级调节拉伸跨

度，能够满足“一字马”压腿拉伸训练强度和深度要求，提供一种腿柔韧性拉伸训练装置。

[0005] 本专利申请提供的腿柔韧性拉伸训练装置技术方案，其主要技术内容是：一种腿

柔韧性拉伸训练装置，包括承压部、加压部和承压部与加压部之间的连接；

[0006] 所述的承压部，包括承压气囊，还包括底盘、承压盘和承压护垫；

[0007] 其中的承压气囊，呈垂直状固定安装于底盘和承压盘之间；所述的承压护垫，安装

在承压盘上部，构成所述承压部的上表面软护层；

[0008] 所述的加压部为充气泵；

[0009] 所述承压部与加压部之间的连接，为加压管，使所述的充气泵与承压气囊气路连

通。

[0010] 上述整体技术方案的之一优选项，所述的加压管上连接设有一放气阀。

[0011] 上述整体技术方案的之一优选项，所述的底盘上安装有滚轮。

[0012] 上述整体技术方案的之一优选项，所述承压部，其一组对侧面上设有连杆铰节，所

述的连杆铰节铰接连接于底盘与承压盘之间。

[0013] 上述整体技术方案的之一优选项，所述的承压气囊，由多千斤顶气囊叠合而成，且

气路并联至加压部。

[0014] 本专利申请公开的腿柔韧性拉伸训练装置技术方案，具有结构简单、构件组成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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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价低、体积小、收纳体积更小、便于携带和转移、使用方便而灵活的技术优点，更重要的

是，受训人员能够根据自身拉伸训练潜力通过自主控制充气泵抬升承压部高度，实现加大

压腿深度、拉伸幅度和开胯跨度的无级调节，既适合单体使用、实施侧向压腿拉伸训练，也

适合两双体组合，与加压部气路相连通，两承压部分别置于两腿之下，并保持压腿姿态不变

的情况下充气逐步抬升承压部，无级调整两腿向外拉伸跨度和向下压腿深度，以一己之力

达到“一字马”训练深度和强度要求，有助于提高训练进度，方便从事舞蹈、武术、体操、跳

水、跑步人员随身配备，是使用称手的压腿器械。

附图说明

[0015] 图1、图2分别为本专利申请实施例1的主视结构图和俯视结构图。

[0016] 图3、图4分别为本专利申请实施例1的主视结构图和俯视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结构详细说明本腿柔韧性拉伸训练装置和其技术效果。

[0018] 本腿柔韧性拉伸训练装置，其组成包括承压部10、加压部20和承压部10与加压部

20之间的连接。

[0019] 所述的承压部10，包括承压气囊4，还包括与承压气囊4组合、构成承压支撑体的底

盘5和承压盘2，以及承压护垫1。

[0020] 所述的承压气囊4，如图1、图2所示呈垂直状固定安装于上方的承压盘2和下方的

底盘5之间。

[0021] 所述的承压气囊4，可以选用千斤顶气囊，或多千斤顶气囊叠合，以满足极限抬升

高度要求，其气路并联至加压部20组成。

[0022] 所述的承压护垫1，安装在承压盘2之上，构成承压部10的上表面软护层，以满足腿

搭置于承压部10上时接触舒适感。

[0023] 所述的底盘5上，安装有滚轮6，使承压部10能够轻便的滑移。

[0024] 所述的加压部20，包括充气泵3和作为充气泵3与承压气囊4气路的连接的加压管

7，加压管7上还连接设置有一放气阀9。

[0025] 充气泵3为承压气囊4充气，使承压气囊4高度方向膨胀伸展，打开放气阀9时承压

气囊4气量减少而使高度缩减的变形特点，使所述的承压部10成为抗衡上方压力、高度随充

气量可无级调节的承压支撑部件。本装置可适用于单体使用，即一条腿搭地、另一腿搭承压

部10上，实施侧向压腿，还可双体组合，即两承压部10分别置于两腿之下，实施“一字马”拉

伸压腿，或侧向深度压腿。如图1、图2所示，两承压部10之间的加压管7经三通8与充气泵3相

连通。

[0026] 训练员自己手持充气泵3，在保持压腿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自身拉伸训练潜力

开启充气泵3，承压部10充气而逐步抬升高度，实现无级化调整加大两腿向外拉伸跨度和向

下压腿深度，而无需借助他人外力，一有利于加快“一字马”训练深度和强度，另一方面训练

员能够自控训练深度和强度，从而保证了训练的安全性。

[0027] 为避免承压部10抬升过程中的侧偏或侧塌，承压部10的一相对侧面上、于底盘5和

承压盘2之间铰接连接有连杆铰节30，如图2所示的实施例，一侧面上对称设有两连杆铰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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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通过连杆铰节30的束缚，在承压气囊4带动下，保证承压盘2与底盘5同轴抬升或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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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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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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