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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案揭露一种电源连接器，包含：本体、连接

器组件、电源线外盖及支撑座，其中本体具有第

一开口、第二开口及容置部，且彼此相连通；连接

器组件设置于本体的容置部内，用以连接多个线

缆；支撑座设置于第二开口与连接器组件之间，

当多个线缆自第二开口穿越并连接于连接器组

件上时，跨设于支撑座上，支撑座用以支撑不同

线径的多个线缆，当电源线外盖对应封闭设置于

本体的第一开口上时，多个不同线径的线缆被夹

持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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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源连接器，包含：

一本体，具有一第一开口、一第二开口及一容置部，该第一开口、该第二开口与该容置

部相连通；

一连接器组件，设置于该本体的该容置部内，用以连接多个线缆；

一电源线外盖，对应覆盖于该本体的该第一开口上；以及

一支撑座，设置于该容置部内；

其中，该支撑座设置于该第二开口与该连接器组件之间，当多个线缆自该第二开口穿

越并连接于该连接器组件上时，跨设于该支撑座上，该支撑座用以支撑不同线径的该多个

线缆，当该电源线外盖对应封闭设置于该本体的该第一开口上时，该多个不同线径的线缆

被夹持固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源连接器，其中该线缆支撑座具有至少一第一支撑部，用以供

不同线径的该多个线缆跨设于其上。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源连接器，其中该至少一第一支撑部为阶梯状的凸部结构，借

由不同高度的凸部以对应支撑不同线径的该多个线缆，当该电源线外盖封闭设置于该第一

开口上时，可辅助夹持不同线径的该多个线缆。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源连接器，其中该至少一第一支撑部的型态为X型、V型、弧型

及网状的其中之一，并借此型态以对应支撑不同线径的该多个线缆。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源连接器，其中该支撑座为一双面支撑结构，具有相对应的一

第一表面及一第二表面，该第一表面上具有至少一第一支撑部，该第二表面上具有至少一

第二支撑部。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源连接器，其中该至少一第一支撑部及该至少一第二支撑部

分别为阶梯状的凸部结构，且该至少一第一支撑部及该至少一第二支撑部的凸部结构的高

度不相同，当多个线缆自该电源连接器的该第二开口穿越，并连接于该电连接器组件上时，

跨设于该支撑座的该第一表面上或该第二表面上，该至少一第一支撑部或该至少一第二支

撑部可分别支撑不同线径的线缆，当该电源线外盖对应封闭设置于该本体的该第一开口上

时，通过该至少一第一支撑部或该至少一第二支撑部的支撑辅助，以夹持固定不同线径的

该多个线缆。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源连接器，其中该至少一第一支撑部及该至少一第二支撑部

的型态分别为X型、V型、弧型及网状的至少其中之一，并借此等型态以对应支撑不同线径的

该多个线缆。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源连接器，其中该支撑座由一具可挠性的材质所构成，并由一

塑料材料、一橡胶材料及一金属材料的其中之一所构成。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源连接器，其中该支撑座为一体成型的结构。

10.一种支撑座，适用于一电源连接器中，包含：

一第一表面，具有至少一第一支撑部；

一第二表面，具有至少一第二支撑部，该至少一第二支撑部的高度与该至少一第一支

撑部的高度不相同；

当多个线缆自该电源连接器的一本体的一第二开口穿越，并连接于该电源连接器的一

连接器组件上时，跨设于该第一表面上或该第二表面上，该至少一第一支撑部或该至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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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支撑部可分别支撑不同线径的线缆，当一电源线外盖对应封闭设置于该本体的一第一

开口上时，通过该至少一第一支撑部或该至少一第二支撑部夹持固定不同线径的该多个线

缆。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源连接器，其中该至少一第一支撑部及该至少一第二支撑

部分别为阶梯状的凸部结构，借由不同高度的凸部以对应支撑不同线径的该多个线缆。

12.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源连接器，其中该至少一第一支撑部及该至少一第二支撑

部的型态分别为X型、V型、弧型及网状的至少其中之一，并借此等型态以对应支撑不同线径

的该多个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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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连接器及其支撑座

技术领域

[0001] 本案关于一种电源连接器，尤指一种具有支撑座，以支撑并夹持及固定不同线径

的多个线缆的电源连接器。

背景技术

[0002] 甲、电源连接器(Power  connector)已广泛地应用于电力网络、电源传输系统、电

源分配系统、电源供应系统、电子设备中，以作为电源传输与连接的接口。举例而言，电源供

应器与电源传输线间通常会借由两电源连接器的组合，亦即电源插头与电源插座的组合，

以达到电性连接与传输电源的目的。

[0003] 乙、图1为传统电源连接器的分解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传统电源连接器1包括

本体2以及电源线外盖3。本体2具有第一开口20、第二开口21以及容置部22，第一开口20、第

二开口21与容置部22相连通，以构成一开放式的容置空间。连接器组件23设置于容置部22

内，用以与多个线缆4电连接，以传输电力。当电源线外盖3对应设置于第一开口20上时，则

可如图2所示，通过一锁固元件30将电源线外盖3锁固于本体2上，以完整封闭第一开口20，

仅露出第二开口21，且线缆4即穿越第二开口21而设置。然而，于现有技术中，电源线外盖3

为固定尺寸，且对应于第一开口20而设置，故当其锁固设置于本体2上时，仅能夹紧线径较

大的线缆4，若是线缆4的线径尺寸较小，即如图2所示的小尺寸线径的线缆4，则其周围将具

有空隙而无法被夹紧。换言之，此线缆4由于线径较小，是以无法被现有的电源线外盖3及本

体2所共同夹紧，故线缆4易滚动、滑动及松脱，长久以往，则线缆4因无法紧配之故，容易松

动、损坏，或是脱落而无法与连接器组件23电连接，进而导致电源连接器1的故障。

[0004] 是以，如何发展一种可改善上述现有技术所遇到问题的电源连接器，实为重要的

课题之一。

发明内容

[0005] 本案的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源连接器及其支撑座，其中借由将支撑座设置于本

体的第二开口及连接器组件之间，借以辅助支撑由第二开口穿越的不同线径大小的多个线

缆，使其不会因线径大小不一而滑移滚动，并可稳定支撑及固定设置位置，借以解决线缆容

易因线径大小不一而滚动松脱、造成损坏等问题。

[0006] 本案之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双面支撑座，借由双面均可使用的支撑结构，使得其

于应用上更为广泛，可适用于夹持固定多款不同线径大小的线缆，于使用上更具便利性。

[0007] 根据本案的构想，本案提供一种电源连接器，包含：本体，具有第一开口、第二开口

及容置部，第一开口、第二开口与容置部相连通；连接器组件，设置于本体的容置部内，用以

连接多个线缆；电源线外盖，对应覆盖于本体的第一开口上；以及支撑座，设置于容置部内；

其中，支撑座设置于第二开口与连接器组件之间，当多个线缆自第二开口穿越并连接于连

接器组件上时，跨设于支撑座上，支撑座用以支撑不同线径的多个线缆，当电源线外盖对应

封闭设置于本体的第一开口上时，多个不同线径的线缆被夹持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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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根据本案的构想，其中支撑座具有至少一第一支撑部，用以供不同线径的多个线

缆跨设于其上。

[0009] 根据本案的构想，其中至少一第一支撑部为阶梯状的凸部结构，借由不同高度的

凸部以对应支撑不同线径的多个线缆，当电源线外盖封闭设置于第一开口上时，可辅助夹

持不同线径的多个线缆。

[0010] 根据本案的构想，其中至少一第一支撑部的型态为X型、V型、弧型及网状的其中之

一，并借此型态以对应支撑不同线径的多个线缆。

[0011] 根据本案的构想，其中支撑座为双面支撑结构，具有相对应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

面，第一表面上具有至少一第一支撑部，第二表面上具有至少一第二支撑部。

[0012] 根据本案的构想，其中至少一第一支撑部及至少一第二支撑部分别为阶梯状的凸

部结构，且至少一第一支撑部及至少一第二支撑部的凸部结构的高度不相同，当多个线缆

自电源连接器的该第二开口穿越，并连接于电连接器组件上时，跨设于支撑座的该第一表

面上或第二表面上，至少一第一支撑部或至少一第二支撑部可分别支撑不同线径的线缆，

当电源线外盖对应封闭设置于本体的第一开口上时，通过至少一第一支撑部或至少一第二

支撑部的支撑辅助，以夹持固定不同线径的多个线缆。

[0013] 根据本案的构想，其中至少一第一支撑部及该至少一第二支撑部的型态分别为X

型、V型、弧型及网状的至少其中之一，并借此等型态以对应支撑不同线径的多个线缆。

[0014] 根据本案的构想，其中支撑座由具可挠性的材质所构成，并由塑料材料、橡胶材料

及金属材料的其中之一所构成。

[0015] 根据本案的构想，其中支撑座为一体成型的结构。

[0016] 根据本案的构想，本案提供一种支撑座，适用于一电源连接器中，包含：第一表面，

具有至少一第一支撑部；第二表面，且具有至少一第二支撑部，至少一第二支撑部的高度与

至少一第一支撑部的高度不相同；当多个线缆自电源连接器的本体的第二开口穿越，并连

接于电源连接器的连接器组件上时，跨设于第一表面上或第二表面上，至少一第一支撑部

或至少一第二支撑部可分别支撑不同线径的线缆，当电源线外盖对应封闭设置于本体的第

一开口上时，通过至少一第一支撑部或至少一第二支撑部夹持固定不同线径的多个线缆。

[0017] 根据本案的构想，其中至少一第一支撑部及至少一第二支撑部分别为阶梯状的凸

部结构，借由不同高度的凸部以对应支撑不同线径的多个线缆。

[0018] 根据本案的构想，其中至少一第一支撑部及至少一第二支撑部的型态分别为X型、

V型、弧型及网状的至少其中之一，并借此等型态以对应支撑不同线径之多个线缆。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传统电源连接器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图1所示的传统电源连接器的组合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案第一较佳实施例的电源连接器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图3所示的电源连接器的组合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A为图3所示的电源连接器的支撑座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B为本案第二较佳实施例的支撑座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A为图3所示的电源连接器的支撑座以正面设置于本体内的局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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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6B为图3所示的电源连接器的支撑座以反面设置于本体内的局部示意图。

[0027] 图7A为图3所示的电源连接器的线缆设置于支撑座上的示意图。

[0028] 图7B为图7A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9] 其中附图标记为：

[0030] 1、5：电源连接器

[0031] 2、6：本体

[0032] 20、61：第一开口

[0033] 21、62：第二开口

[0034] 22、60：容置部

[0035] 23、64：连接器组件

[0036] 3、7：电源线外盖

[0037] 30、70：锁固元件

[0038] 4：线缆

[0039] 40：第一线缆

[0040] 41：第二线缆

[0041] 63、71：侧壁

[0042] 72：第三开口

[0043] 8、9：支撑座

[0044] 80、90：基板

[0045] 81、91：第一表面

[0046] 82、92：第二表面

[0047] 83、93：第一支撑部

[0048] 83a、93a：第一凸部

[0049] 83b、93b：第二凸部

[0050] 84、94：第二支撑部

[0051] 84a、93c：第三凸部

[0052] 84b、94a：第四凸部

[0053] 94b：第五凸部

[0054] 94c：第六凸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55] 体现本案特征与优点的一些典型实施例将在后段的说明中详细叙述。应理解的是

本案能够在不同的态样上具有各种的变化，其皆不脱离本案的范围，且其中的说明及图示

在本质上当作说明之用，而非限制本案。

[0056] 图3为本案第一较佳实施例的电源连接器的分解结构示意图。图4为图3所示的电

源连接器的组合结构示意图。如图3及图4所示，本案的较佳实施例的电源连接器5包括本体

6、电源线外盖7以及支撑座8。本体6为一盒体结构，且其前端破空以形成一容置部60，并具

有第一开口61、第二开口62以及容置部60，第一开口61设置于容置部60之上方，第二开口62

则设置于本体6的侧壁63上，即为容置部60的一侧边上，第一开口61、第二开口62均与容置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14156669 A

6



部60相连通，以构成一开放式的容置空间。于本实施例中，连接器组件64设置于容置部60

内，其一端与本体6内部的电路组件(未图标)电连接，一端则用以与多个线缆4电连接，以传

输电力。线缆支撑座8设置于本体6的容置部60内，且其设置于第二开口62与连接器组件64

之间，用以支撑不同线径的多个线缆4(如图6A所示)。当多个线缆4自第二开口62穿越并连

接于该连接器组件64上时，不同线径的该多个线缆4跨设于支撑座8上。电源线外盖7用以对

应封闭设置于本体6的第一开口61上，且可通过一锁固元件70，例如：螺丝，将电源线外盖7

锁固于本体6上，以完整封闭第一开口61及容置部60。

[0057] 于本实施例中，电源线外盖7的侧壁71上亦具有一第三开口72。如图4所示，当电源

线外盖7对应锁固设置于本体6上时，不同线径的多个线缆4穿越本体6的第二开口21而设

置。同时，通过电源线外盖7的侧壁71上的第三开口72则可限制多个线缆4的上缘，并使其可

与支撑座8共同夹持固定不同线径的多个线缆4。

[0058] 请参阅图5A，图5A为图3所示的电源连接器的线缆支撑座的结构示意图。于本实施

例中，支撑座8可为但不限为一双面支撑结构，然于另一些实施例中，支撑座8亦可为一单面

支撑结构，并不以本案所示的实施态样为限。于本实施例中，支撑座8具有一基板80，基板80

具有第一表面81及第二表面82，该第二表面82与第一表面81相对应。于第一表面81上具有

至少第一支撑部83。以本实施例为例，线缆支撑座8具有两对称设置的第一支撑部83，但此

数量及设置方式并不以此为限。以及，本实施例的第一支撑部83可为但不限为阶梯状的凸

部结构。即如图所示，第一支撑部83具有第一凸部83a及第二凸部83b，且第一凸部83a的高

度大于第二凸部83b，是以其呈现阶梯状的结构。当然，此第一凸部83a及第二凸部83b的高

度对应于多个线缆4的不同线径而规划，举例而言，第一线缆40的线径较小，是以第一凸部

83a的高度较高，而第二线缆41的线径较大，故第二凸部83b的高度即对应降低，以使该不同

线径的第一线缆40、第二线缆41跨设于支撑座8上时，可稳固设置，且可获得对应支撑。

[0059] 请续参阅图5A。于本实施例中，线缆支撑座8双面支撑结构，是以于第二表面82上

更具有至少一第二支撑部84，第二支撑部84亦为阶梯状的凸部结构，但不以此为限，其同样

可借由不同高度的凸部以对应支撑不同线径的该多个线缆。举例来说，第二支撑部84亦具

有第三凸部84a及第四凸部84b，且第三凸部84a的高度大于第四凸部84b。又于本实施例中，

第二支撑部84的第三凸部84a的高度大于第一支撑部83的第一凸部83a，换言之，相较于第

一支撑部83，第二支撑部84可支撑线径更小的线缆4，是以，若使用者有需求换用不同线径

的线缆4时，则可依照实际需求决定以正面装设支撑座8，以采用第一支撑部83支撑多个线

缆4，或是以反面装设支撑座8，采用第二支撑部84支撑多个线缆4。如此一来，则支撑座8的

应用更富弹性，更利于用户依不同线径大小的需求而选择使用。

[0060] 请参阅图5B，图5B为本案第二较佳实施例的线缆支撑座的结构示意图。如图所示，

本案的第二较佳实施例的支撑座9亦同样为双面支撑结构，故其同样具备基板90、第一表面

91及第二表面92，且第二表面92与第一表面91相对应。且第一表面91上亦具有至少第一支

撑部93，第二表面92上亦具有至少一第二支撑部94，于本实施例中，第一支撑部93及第二支

撑部94亦为阶梯状的凸部结构，惟于本实施例中，第一支撑部93及第二支撑部94为三阶段

的阶梯状凸部结构。如图所示，第一支撑部93具有第一凸部93a、第二凸部93b及第三凸部

93c，第二支撑部94则具有第四凸部94a、第五凸部94b及第六凸部94c，其中第一凸部93a的

高度大于第二凸部93b、第二凸部93b的高度则大于第三凸部93c，而同样地，第四凸部94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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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亦大于第五凸部94b、第五凸部94b的高度则大于第六凸部94c，借此不同高度的阶梯状

凸部结构，使得第一支撑部93及第二支撑部94可用以分别支撑三种不同线径的线缆4。于本

实施例中，第四凸部94a的高度亦大于第一凸部93a，故使用者亦可以依据不同线径大小而

选择所欲使用设置的支撑座9的设置方向，更增添使用的方便性。

[0061] 由前述实施例可见，本案的支撑座8、9的实施态样实相当广泛，故其型态亦可有多

样的选择。于一些实施例中，支撑座8、9的第一支撑部83、93及第二支撑部84、94可为但不限

为X型的结构或V型的结构，借由X型或V型的型态以对应支撑不同线径的多个线缆。于另一

些实施例中，支撑座8、9的第一支撑部83、93及第二支撑部84、94亦可为网状的结构，但不以

此为限，其亦可通过网状结构以对应支撑不同线径的多个线缆。于另一些实施例中，支撑座

8、9的第一支撑部83、93及第二支撑部84、94亦可为但不限为弧型的结构，并通过弧型结构

的不同高低弧度以对应支撑不同线径的多个线缆。是以，线缆支撑座8、9的第一支撑部83、

93及第二支撑部84、94的型态、数量及设置方式均可依照实际施作情形而任施变化，且第一

支撑部83、93的型态亦不限定于与第二支撑部84、94相同，其亦可能为不同的型态，例如：第

一支撑部83、93为二阶的阶梯结构、第二支撑部84、94为三阶的阶梯结构，又或者是第一支

撑部83、93为阶梯结构、而第二支撑部84、94为V型结构等，其可依照实际施作情形任施变

化，并不以本案所示的实施态样为限。

[0062] 于本实施例中，支撑座8、9可由具有弹性、可挠性的材质所构成，例如其可由塑料

材质、橡胶材质、金属材质的其中之一所构成，但不以此为限。且其可通过射出成型的工艺，

以制出一体成型的支撑座8、9，但亦不以此为限。

[0063] 请同时参阅图6A～图7B，图6A为图3所示的电源连接器的线缆支撑座以正面设置

于本体内的局部示意图。图6B为图3所示的电源连接器的线缆支撑座以反面设置于本体内

的局部示意图。图7A为图3所示的电源连接器的线缆设置于线缆支撑座上的示意图。图7B为

图7A的剖面结构示意图。如图6A所示，其即为将支撑座8正面设置于电源连接器5的本体6的

容置部60内，且其设置于第二开口62与连接器组件64之间，并邻近于第二开口62，如此一

来，如图7A及图7B所示，当多个线缆4自第二开口62穿越后，则可对应跨设于支撑座8的第一

支撑部83上，且第一支撑部83的第一凸部83a因高度较高，可用于支撑线径较小的第一线缆

40，高度较低的第二凸部83b则可用于支撑线径较大的第二线缆41，通过此辅助支撑，使得

线径不一的第一线缆40、第二线缆41均获得足够的支撑力，且使得第一线缆40、第二线缆41

之间可相互紧靠不滑移。是以，当电源线外盖7如图4所示对应设置于本体6的第一开口61

上，以封闭容置部60，并通过锁固元件70使电源线外盖7锁固于本体6上时，则第一线缆40、

第二线缆41则可稳固地被电源线外盖7及线缆支撑座8共同夹持而紧配设置。

[0064] 除此之外，若第一线缆40的线径尺寸更小，则可如图6B所示，将线缆支撑座8以正

面设置于电源连接器5的本体6的容置部60内，如此一来，则可以线缆支撑座8反面的第二支

撑部83来对应支撑线径尺寸较小的第一线缆40，即为以高度更高的的第三凸部84a来支撑

线径尺寸较小的第一线缆40，同时以高度较低的第四凸部84b来支撑线径尺寸较大的第二

线缆41。当然，如前所述，支撑座8的型态及设置方式并不以此为限，且每一凸部83a、83b、

84a、84b的高度及宽度等均可依照实际对应的线缆4的线径尺寸以适度调整的。同样地，通

过支撑座8的第二支撑部83，同样可辅助支撑不同线径大小的线缆4，故当电源线外盖7对应

封闭设置于本体6的第一开口61上，以封闭容置部60时，借由支撑座8的第二支撑部83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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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辅助，以可夹持固定不同线径的多个线缆4。

[0065] 综上所述，本案提供了一种电源连接器及其支撑座，其中借由将支撑座设置于本

体的第二开口及连接器组件之间，借以辅助支撑由第二开口穿越的不同线径大小的多个线

缆，使其不会因线径大小不一而滑移滚动，并可稳定支撑及固定设置位置，当电源线外盖对

应封闭本体的第一开口及容置部时，通过电源线外盖与支撑座支共同夹持紧配，使得不同

线径大小的多个线缆更进一步地被夹持固定。借此，不同线径大小的多个线缆不易再松脱

滚动，而不会导致损坏脱落等情形。此外，本案的支撑座更可为双面的支撑结构，借由此双

面均可使用的支撑结构，使得其于应用上更为广泛，可适用于夹持固定多款不同线径大小

的线缆，于使用上更具便利性。

[0066] 本案得由熟习此技术的人士任施匠思而为诸般修饰，然皆不脱如附申请专利范围

所欲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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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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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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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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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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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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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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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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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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