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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课题在于，防止异物接触端子零

件。连接器(A)具备：一对壳体(10、30)，具有在宽

度方向排列的多个端子收纳室(12、32)，以端子

收纳室(12、32)的排列方向相互呈平行的方式层

积地组装；连通部(23、37)，在一对壳体(10、30)

中相互对置的对置面(21、35)开口，使在宽度方

向相邻的端子收纳室(12、32)彼此连通；以及多

个端子零件(15)，与电线(14)的前端部连接，单

个地分别收纳于多个端子收纳室(12、32)，在对

置面(21、35)中比连通部(23、37)的前端靠前方

的区域形成有凹部(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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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连接器，具备：

一对壳体，具有在宽度方向排列的多个端子收纳室，以所述端子收纳室的排列方向相

互呈平行的方式层积地组装；

连通部，在所述一对壳体中相互对置的对置面开口，使在宽度方向相邻的所述端子收

纳室彼此连通；以及

多个端子零件，与电线的前端部连接，单个地分别收纳于所述多个端子收纳室，

在所述对置面中比所述连通部的前端靠前方的区域形成有凹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接器，其中，前后方向上的所述凹部的形成范围仅是比所述

壳体的前表面靠后方的区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接器，其中，所述凹部以在所述一对壳体的前表面开口的形

态形成，

形成于一方所述壳体的所述凹部和形成于另一方所述壳体的所述凹部在宽度方向上

配置于相互不同的区域。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连接器，其中，宽度方向上的所述凹部的形成范围仅是对相邻

的两个所述端子收纳室进行分隔的隔壁部的形成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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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连接器。

背景技术

[0002] 专利文献1中公开一种连接器，其具有两个扁平的壳体和多个端子零件，多个端子

零件以并列状态收纳于各壳体的端子收纳室。两个壳体以层积的状态组装。在两个壳体的

相互对置的对置面形成有使端子收纳室的一部分露出的开口部。

现有技术文献

专利文献

[0003] 专利文献1：美国专利第9722347B2号

发明内容

发明要解决的课题

[0004] 因为层积的两壳体在宽度方向两端部连结，所以当外力作用于与端子零件连接的

电线之束时，有时两壳体以在宽度方向中央部开口的方式弯曲变形。当两壳体分离时，在两

壳体的对置面之间产生间隙，进入该间隙的异物有可能在开口部与端子零件接触。

[0005] 本公开的连接器是基于如上述的情况而完成的，以能够防止异物接触端子零件为

目的。

用于解决课题的方案

[0006] 本公开的连接器具备：

一对壳体，具有在宽度方向排列的多个端子收纳室，以所述端子收纳室的排列方

向相互呈平行的方式层积地组装；

连通部，在所述一对壳体中相互对置的对置面开口，使在宽度方向相邻的所述端

子收纳室彼此连通；以及

多个端子零件，与电线的前端部连接，单个地分别收纳于所述多个端子收纳室，

在所述对置面中比所述连通部的前端靠前方的区域形成有凹部。

发明效果

[0007] 根据本公开，能够防止异物接触端子零件。

附图说明

[0008] 图1是实施例1的连接器的主视图。

图2是图1的X‑X线剖视图。

图3是下壳体的局部放大俯视图。

图4是上壳体的局部放大仰视图。

图5是实施例2的连接器的主视图。

图6是图5的Y‑Y线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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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是图6的局部放大剖视图。

图8是下壳体的局部放大俯视图。

图9是上壳体的局部放大仰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本公开的实施方式的说明]

首先，列举本公开的实施方式进行说明。

本公开的连接器，

(1)具备：一对壳体，具有在宽度方向排列的多个端子收纳室，以所述端子收纳室

的排列方向相互呈平行的方式层积地组装；连通部，在所述一对壳体中相互对置的对置面

开口，使在宽度方向相邻的所述端子收纳室彼此连通；以及多个端子零件，与电线的前端部

连接，单个地分别收纳于所述多个端子收纳室，在所述对置面中比所述连通部的前端靠前

方的区域形成有凹部。根据本公开的结构，在两壳体以使对置面彼此分离的方式变形时，即

使异物从壳体的前方侵入到对置面彼此的间隙，侵入到间隙的异物也在到达连通部前收纳

于凹部，所以不可能从连通部侵入到端子收纳室内。由此，能够防止异物接触端子收纳室内

的端子零件。

[0010] (2)优选的是，前后方向上的所述凹部的形成范围仅是比所述壳体的前表面靠后

方的区域。根据该结构，因为凹部在壳体的前表面不开口，所以在对置面彼此不分离的状态

下，异物不会侵入到凹部。

[0011] (3)优选的是，所述凹部以在所述一对壳体的前表面开口的形态形成，形成于一方

所述壳体的所述凹部和形成于另一方所述壳体的所述凹部在宽度方向上配置于相互不同

的区域。根据该结构，与一方壳体的凹部和另一方壳体的凹部在宽度方向上配置于相同区

域的情况相比，异物不易侵入到两壳体间的间隙。

[0012] (4)优选的是，宽度方向上的所述凹部的形成范围仅是对相邻的两个所述端子收

纳室进行分隔的隔壁部的形成区域。根据该结构，因为壳体的前表面中的凹部的开口宽度

小，所以能够防止长条的异物侵入到对置面之间的间隙。

[0013] [本公开的实施方式的详情]

[实施例1]

参照图1～图4说明将本公开的连接器具体化的实施例1。另外，本发明并不限定于

这些例示，而通过权利要求书示出，意图包括与权利要求书等同的意思及范围内的所有变

更。在本实施例1中，关于前后方向，将图2中的左方、图3中的下方以及图4中的上方定义为

前方。关于上下方向，将图1、2所示的方向原样地定义为上方、下方。关于左右方向，将图1、

3、4所示的方向原样地定义为左方、右方。

[0014] 本实施例1的连接器A具有合成树脂制的下壳体10、合成树脂制的上壳体30以及固

装于电线14的前端部的多个端子零件15。下壳体10和上壳体30均呈上下尺寸相对于左右方

向的宽度尺寸较小的扁平形状。下壳体10和上壳体30组装成将上壳体30重叠于下壳体10上

的层积状态。下壳体10和上壳体30仅在宽度方向两端部以相互不分离的方式卡止。

[0015] 如图3所示，在下壳体10，在左右方向以一定间距形成有由下侧隔壁部11分隔的多

个下侧端子收纳室12。在各下侧端子收纳室12内形成有矛状部13。端子零件15从下壳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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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方插入到下侧端子收纳室12。在端子零件15的前端部形成有方筒部16，在方筒部16的

外表面形成有防脱突起17。插入到下侧端子收纳室12的端子零件15通过将防脱突起17卡止

于矛状部13而保持为防脱状态。如图1所示，下壳体10具有左右一对侧壁部18。在两侧壁部

18的内表面前端部形成有一对卡止凹部19。在两侧壁部18的后端部形成有一对弹性锁片

20。

[0016] 下壳体10的上表面成为与上壳体30对置的下侧对置面21。如图2、3所示，在下侧对

置面21的前端部形成有多个下侧开口部22和多个下侧连通部23。下侧开口部22使收纳于下

侧端子收纳室12内的端子零件15的前端部和防脱突起17在下侧对置面21露出。下侧连通部

23为使将下侧端子收纳室12间分隔的下侧隔壁部11的上端部切口的形态，使相邻的下侧端

子收纳室12彼此连通。

[0017] 在下侧对置面21形成有多个下侧凹部24。下侧凹部24形成于下侧隔壁部11的前端

部。端子零件15的长度方向(前后方向)上的下侧凹部24的形成范围是比下侧连通部23靠前

方、且比下壳体10的前表面10F靠后方的区域。下侧凹部24使下侧开口部22的前端部彼此连

通，但是位于比端子零件15的防脱突起17靠前方。在从端子零件15的排列方向(左右方向)

观看下壳体10的侧视时，下侧凹部24呈半圆形(参照图2)。

[0018] 在上壳体30，在左右方向以一定间距形成有由上侧隔壁部31分隔的多个上侧端子

收纳室32。在各上侧端子收纳室32内形成有矛状部33。端子零件15从上壳体30的后方插入

到上侧端子收纳室32。插入到上壳体30的端子零件15与插入到下壳体10的端子零件15是相

同部件。插入到上侧端子收纳室32的端子零件15通过使防脱突起17与矛状部33卡止而保持

为防脱状态。如图4所示，在上壳体30的左右两外侧面的前端部形成有一对卡止突起39。在

左右两外侧面的后端部形成有一对锁定突起34。

[0019] 上壳体30的下表面成为与下壳体10对置的上侧对置面35。在上侧对置面35的前端

部形成有多个上侧开口部36和多个上侧连通部37。上侧开口部36使收纳于上侧端子收纳室

32内的端子零件15的前端部和防脱突起17在上侧对置面35露出。上侧连通部37形成为使将

上侧端子收纳室32间分隔的上侧隔壁部31的下端部切口的形态，使相邻的上侧端子收纳室

32彼此连通。

[0020] 在上侧对置面35形成有多个上侧凹部38。上侧凹部38形成于上侧隔壁部31的前端

部。端子零件15的长度方向(前后方向)上的上侧凹部38的形成范围是比上侧连通部37靠前

方、且比上壳体30的前表面30F靠后方的区域。上侧凹部38使上侧开口部36的前端部彼此连

通，但是位于比端子零件15的防脱突起17靠前方。在从端子零件15的排列方向(左右方向)

观看上壳体30的侧视时，上侧凹部38呈半圆形(参照图2)。上侧凹部38在前后方向上配置于

与下侧凹部24相同的位置。下侧凹部24和上侧凹部38构成在侧视时呈圆形的一个孔部。

[0021] 组装成层积状态的下壳体10和上壳体30通过卡止凹部19和卡止突起39的卡止及

弹性锁片20和锁定突起34的卡止而保持为组装状态。因为两壳体10、30的卡止位置仅是左

右方向两端部，所以当上下方向的外力作用于向两壳体10、30的后方导出的电线14之束时，

两壳体10、30能够以使下侧对置面21和上侧对置面35的左右方向中央部向上下分离的方式

弹性地弯曲变形。

[0022] 在两壳体10、30发生如上述的变形的情况下，金属片等异物(省略图示)从两壳体

10、30的前方侵入到两壳体10、30的间隙，侵入的异物有可能进入下侧连通部23而与相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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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侧端子收纳室12内的端子零件15接触。但是，因为在下侧对置面21形成有使比下侧连通

部23靠前方的区域凹陷的形态的下侧凹部24，所以侵入到两壳体10、30的间隙的异物落入

下侧凹部24，不到达下侧连通部23。

[0023] 另外，在两壳体10、30以上下反转的状态分离的情况下，从两壳体10、30的前方侵

入到两壳体10、30的间隙的异物有可能进入上侧连通部37而与相邻的上侧端子收纳室32内

的端子零件15接触。但是，在该情况下，也因为在上侧对置面35形成有使比上侧连通部37靠

前方的区域凹陷的形态的上侧凹部38，所以侵入到两壳体10、30的间隙的异物落入上侧凹

部38，不到达上侧连通部37。

[0024] 本实施例1的连接器A具有一对壳体(下壳体10和上壳体30)。下壳体10具有在宽度

方向(左右方向)排列的多个下侧端子收纳室12，上壳体30具有在宽度方向(左右方向)排列

的多个上侧端子收纳室32。与电线14的前端部连接的多个端子零件15单个地收纳于多个下

侧端子收纳室12和多个上侧端子收纳室32。两壳体10、30以下侧端子收纳室12和上侧端子

收纳室32的排列方向相互呈平行的方式层积地组装。

[0025] 下壳体10具有在与上壳体30对置的下侧对置面21开口的下侧连通部23，下侧连通

部23使在宽度方向相邻的下侧端子收纳室12彼此连通。上壳体30具有在与下壳体10对置的

上侧对置面35开口的上侧连通部37，上侧连通部37使在宽度方向相邻的上侧端子收纳室32

彼此连通。在下侧对置面21中比下侧连通部23的前端靠前方的区域形成有下侧凹部24。在

上侧对置面35中比上侧连通部37的前端靠前方的区域形成有上侧凹部38。

[0026] 根据上述结构，在两壳体10、30以使下侧对置面21和上侧对置面35分离的方式变

形时，即使异物从两壳体10、30的前方侵入到下侧对置面21和上侧对置面35的间隙，侵入到

间隙的异物也在到达下侧连通部23、上侧连通部37前收纳于下侧凹部24或者上侧凹部38。

因此，侵入到两壳体10、30的间隙的异物不可能从下侧连通部23侵入到下侧端子收纳室12

内，也不可能从上侧连通部37侵入到上侧端子收纳室32内。根据本实施例1的连接器A，能够

防止异物接触下侧端子收纳室12内的端子零件15、上侧端子收纳室32内的端子零件15。

[0027] 因为前后方向上的下侧凹部24的形成范围仅是比下壳体10的前表面10F靠后方的

区域，所以下侧凹部24在下壳体10的前表面10F不开口。另外，因为前后方向上的上侧凹部

38的形成范围仅是比上壳体30的前表面30F靠后方的区域，所以上侧凹部38在上壳体30的

前表面30F不开口。因此，在下侧对置面21和上侧对置面35没有分离的状态下，异物不会侵

入到下侧凹部24、上侧凹部38。

[0028] [实施例2]

参照图5～图9说明将本公开的连接器具体化的实施例2。本实施例2的连接器B是

将下壳体40的下侧凹部42和上壳体50的上侧凹部52设为与上述实施例1不同的结构的连接

器。关于其他的结构与上述实施例1相同，因此对相同结构标注相同符号，省略结构、作用及

效果的说明。在本实施例2中，关于前后方向，将图6、7中的左方、图8中的下方以及图9中的

上方定义为前方。关于上下方向，将图5～7所示的方向原样地定义为上方、下方。关于左右

方向，将图5、8、9所示的方向原样地定义为左方、右方。

[0029] 如图8所示，在下壳体40的下侧对置面41形成的下侧凹部42为在下壳体40的前表

面40F开口的形态。左右方向上的下侧凹部42的形成区域是与下侧隔壁部11对应的范围，且

是下侧开口部22的前端彼此之间的范围。在从上方观看下壳体40的俯视时，下侧凹部42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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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右方向长的长方形。前后方向上的下侧凹部42的形成区域是比下侧连通部23的前端靠

前方的范围，且是比下侧开口部22靠前方的范围。

[0030] 如图9所示，在上壳体50的上侧对置面51形成的上侧凹部52为在上壳体50的前表

面50F开口的形态。左右方向上的上侧凹部52的形成区域是与上侧隔壁部31对应的范围，且

是上侧开口部36的前端彼此之间的范围。在从下方观看上壳体50的仰视时，上侧凹部52呈

在左右方向长的长方形。前后方向上的上侧凹部52的形成区域是比上侧连通部37的前端靠

前方的范围，且是比上侧开口部36靠前方的范围。

[0031] 如图5所示，在从前方观看两壳体40、50的主视时，在将两壳体40、50层积地组装的

状态下，下侧凹部42和上侧凹部52在左右方向上错位。详细地讲，下侧凹部42的左侧区域和

上侧凹部52的右侧区域在上下连通。下侧凹部42的右端部由上侧对置面51封闭，上侧凹部

52的左端部由下侧对置面41封闭。

[0032] 关于本实施例2的连接器B，下侧凹部42和上侧凹部52以在下壳体40的前表面40F

和上壳体50的前表面50F开口的形态形成。形成于下壳体40的下侧凹部42和形成于上壳体

50的上侧凹部52在宽度方向上配置于相互不同的区域。根据该结构，与下壳体40的下侧凹

部42和上壳体50的上侧凹部52在宽度方向上配置于相同区域的情况相比，异物不易侵入到

两壳体40、50间的间隙。

[0033] 宽度方向上的下侧凹部42的形成范围仅是对相邻的两个下侧端子收纳室12进行

分隔的下侧隔壁部11的形成区域。宽度方向上的上侧凹部52的形成范围仅是对相邻的两个

上侧端子收纳室32进行分隔的上侧隔壁部31的形成区域。根据该结构，下壳体40的前表面

40F中的下侧凹部42的开口宽度和上壳体50的前表面50F中的上侧凹部52的开口宽度均尺

寸较小，所以能够防止长条的异物侵入到下侧对置面41和上侧对置面51的间隙。

[0034] [其他实施例]

本发明并不限定于通过上述记述及附图说明的实施例1、2，而通过权利要求书示

出。本发明包括与权利要求书等同的意思及请求保护范围内的所有变更，意图也包括如下

述的实施方式。

在上述实施例1中，凹部的截面形状是半圆形，但是凹部的截面形状也可以是半长

圆形、半椭圆形、方形等。

在上述实施例2中，凹部的里端面是与前后方向正交的平面，但是凹部的里端面也

可以是相对于前后方向倾斜的平面、曲面。

符号说明

[0035] A：连接器

B：连接器

10：下壳体

10F：下壳体的前表面

11：下侧隔壁部

12：下侧端子收纳室

13：矛状部

14：电线

15：端子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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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方筒部

17：防脱突起

18：侧壁部

19：卡止凹部

20：弹性锁片

21：下侧对置面

22：下侧开口部

23：下侧连通部

24：下侧凹部

30：上壳体

30F：上壳体的前表面

31：上侧隔壁部

32：上侧端子收纳室

33：矛状部

34：锁定突起

35：上侧对置面

36：上侧开口部

37：上侧连通部

38：上侧凹部

39：卡止突起

40：下壳体

40F：下壳体的前表面

41：下侧对置面

42：下侧凹部

50：上壳体

50F：上壳体的前表面

51：上侧对置面

52：上侧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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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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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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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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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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