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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饮料供给装置，不会导致成

本增大就能够抑制将利用泵抽吸上来的热水引

导至饮料抽出单元的热水排出配管中残留的热

水的温度的降低。饮料供给装置搭载有贮存被内

置的加热器(16)加热了的热水的水箱(10)，并且

具有将利用配置于所述水箱(10)的下方的泵

(18)抽吸上来的热水引导至饮料抽出单元的热

水排出配管(19)，以贯通水箱(10)内的方式配置

热水排出配管(19)，待机中的热水排出配管(19)

中残留的热水被水箱(10)内的热水保温为该水

箱(10)内的热水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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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饮料供给装置，搭载有包括贮存被内置的加热器加热的热水的箱主体的水箱，

根据需要提供利用贮存于所述箱主体的热水调制而成的饮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饮料供给装置具有热水排出配管，该热水排出配管将利用配置在所述箱主体的下

方的泵抽吸上来的贮存于所述箱主体的热水引导至饮料抽出单元，

所述箱主体通过侧壁部件和底壁部件形成为上表面开口的矩形箱形状，开口的上表面

开口由上盖封堵，与根据贮存在所述箱主体内的热水的水位变动而上下动的浮子的上下动

联动，检测热水的水位变动的水位检测开关配置在所述箱主体的所述上盖，内置于所述箱

主体的加热器是沿着所述箱主体的另一侧的侧壁部件和底壁部件并且沿着底壁部件的部

分折叠成U字状而双重配设于所述箱主体内，所述热水排出配管贯通所述箱主体且以位于

沿着所述箱主体的另一侧的侧壁部件的双重加热器之间的方式配设，所述热水排出管具有

将所述热水排出管的热水排出到所述饮料抽出单元的热水排出端，所述热水排出端位于比

所述水箱的所述底壁部件靠上方的位置。

2.一种饮料供给装置，搭载有包括贮存被内置的加热器加热的热水的箱主体的水箱，

根据需要提供利用贮存于所述箱主体的热水调制而成的饮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饮料供给装置具有热水排出配管，该热水排出配管将利用配置在所述箱主体的下

方的泵抽吸上来的贮存于所述箱主体的热水引导至饮料抽出单元，

所述箱主体通过侧壁部件和底壁部件形成为上表面开口的矩形箱形状，开口的上表面

开口由上盖封堵，与根据贮存在所述箱主体内的热水的水位变动而上下动的浮子的上下动

联动，检测热水的水位变动的水位检测开关配置在所述箱主体的所述上盖，内置于所述箱

主体的加热器是沿着所述箱主体的另一侧的侧壁部件和底壁部件并且沿着底壁部件的部

分折叠成U字状而双重配设于所述箱主体内，所述热水排出配管贯通所述箱主体且以位于

沿着所述箱主体的另一侧的侧壁部件的双重加热器之间的方式配设，所述热水排出管具有

将所述热水排出管的热水排出到所述饮料抽出单元的热水排出端，所述热水排出端位于比

所述水箱的所述底壁部件靠下方的位置的情况下，在所述热水排出端的送水部位配管连接

T字状的三通接头，使该三通接头位于水箱的上限水位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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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供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饮料供给装置，搭载有贮存被内置的加热器加热了的热水的水

箱，根据需要提供利用贮存在水箱的热水调制(抽出)而成的饮料。

背景技术

[0002] 作为搭载有贮存被内置的加热器加热了的热水的水箱、根据需要提供利用贮存在

水箱的热水调制而成的饮料的饮料供给装置，已知杯内混合方式的杯式自动售货机，其中，

收纳速溶咖啡、砂糖、奶油等粉末原料的多个罐搭载于自动售货机主体内，根据所选择的饮

料的售卖指令从对应的罐向杯中供给定量的粉末原料，同时加入从水箱供给的热水并进行

搅拌，之后将该杯搬送到售卖口以供售卖。售卖普通咖啡的饮料供给装置中具有咖啡冲泡

器，该咖啡冲泡器利用研磨机将从收纳有烘焙好的咖啡豆的豆罐供给的咖啡豆粉碎成规定

颗粒大小的豆粉之后，用从水箱向该用研磨机粉碎而成的豆粉中供给的热水抽出普通咖啡

饮料。由于这种杯式自动售货机比较高，所以水箱一般配置在自动售货机主体的上部区域，

以使从该水箱供给的热水因重力而落下。而且，通过对作为排出贮存在水箱的热水的阀体

的热水阀进行开闭控制，经由热水排出配管将贮存在水箱的热水供给到杯中。该情况下，根

据热水阀打开的时间决定热水的供给量(每一次售卖的供给量)，并且与热水阀连接的热水

排出配管在上下方向配置，当热水阀关闭时，热水排出配管内的热水因重力而全部落下，热

水排出配管内不会残留热水。因此，不必担心像热水排出配管内残留有热水时那样，在下次

售卖时，温度降低了的热水被供给的情况，或者至下次售卖的时间较长时，残留在热水排出

配管内的热水变冷而产生杂菌。

[0003] 相对于这种高的杯式自动售货机，还已知有较矮且小型、紧凑的台式的饮料供给

装置。该小型的饮料供给装置也包括：具有收纳原料的罐的原料供给单元、将从原料供给单

元供给的原料与热水混合、或者将原料浸泡在热水中抽取原料的成分而调制饮料的饮料抽

出单元、和贮存被内置的加热器加热了的热水的水箱等。这种小型的饮料供给装置由于矮，

所以难以将水箱配置在饮料抽出单元的上方，在箱形的机箱的靠前方的位置配设原料供给

单元、饮料抽出单元，在外装壳体的靠后方的位置配置水箱。该情况下，在水箱的下方配置

用于抽取贮存在水箱的热水并送至饮料抽出单元的泵，利用该泵将贮存在水箱的热水向上

方抽吸(例如，参照专利文献1)。该专利文献1中公开的饮料供给装置中，将利用配置在水箱

的下方的泵抽吸上来的热水引导至饮料抽出单元的热水排出配管以经过水箱的外部的方

式铺设，并且在热水排出配管的中途设有由阀体构成的热水阀，每次利用饮料选择单元选

择饮料，都控制泵及热水阀，而将贮存在水箱的热水送出到饮料抽出单元。

[0004] 现有技术文献

[0005] 专利文献

[0006] 专利文献：(日本)特开2010－63595号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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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发明要解决的课题

[0008] 在上述的专利文献1公开的发明中，将水箱配置在原料供给单元、饮料抽出单元的

后方，由此在能够使饮料供给装置小型且紧凑的方面优异。

[0009] 但是，将利用配置在水箱的下方的泵抽吸上来的热水引导至饮料抽出单元的热水

排出配管以经过水箱的外部的方式配置，并且在热水排出配管的中途设有由电磁阀构成的

热水阀，每次利用饮料选择单元选择了饮料，都控制泵及热水阀，而将贮存在水箱的热水送

出到饮料抽出单元，由于这样的构成，在等待利用饮料选择单元进行的饮料的选择的待机

中，在从泵到热水阀之间的热水排出配管中残留有热水，接着在选择了饮料的情况下，残留

在热水排出配管中的热水就被送出到饮料抽出单元。具有如下课题：所述热水排出配管置

于常温的环境中，残留在热水排出配管中的热水的温度随着时间的经过而降低，因此待机

时间越长越变冷的热水就会被送出到饮料抽出单元，当残留在热水排出配管中的热水变冷

时，就有可能产生杂菌。

[0010] 为了解决该课题，还考虑采用电动式电壶等的技术，即，使所述热水排出配管为玻

璃制，并且为了抑制散热而蒸镀银之后，以使其与金属制的水箱的外壁紧贴的方式进行配

管的技术，但在使热水排出配管为特殊品的情况下，也不可避免残留在热水排出配管的热

水的温度的降低，具有在费用或效果方面应加以改良的课题。

[0011] 本发明是鉴于上述的问题点而完成的，其目的在于，解决上述课题，提供一种不会

导致成本的増大、能够抑制将利用泵抽吸上来的热水向饮料抽出单元引导的热水排出配管

中残留的热水的温度降低。

[0012] 用于解决课题的技术方案

[0013]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第一方面的发明提供一种饮料供给装置，搭载有贮存被内置

的加热器加热了的热水的水箱，根据需要提供利用贮存于水箱的热水调制而成的饮料，其

特征在于，上述饮料供给装置具有热水排出配管，该热水排出配管将利用配置在所述水箱

的下方的泵抽吸上来的、贮存于水箱的热水引导至饮料抽出单元，所述热水排出配管以贯

通水箱内的方式配置。

[0014] 另外，第二方面的发明的特征在于，在第一方面所述的饮料供给装置中，内置于水

箱的加热器以在上下方向延伸的方式配设，贯通水箱的热水排出配管靠近所述加热器地配

置。

[0015] 另外，第三方面的发明的特征在于，在第二方面所述的饮料供给装置中，加热器在

水箱内折叠成U字状而双重配设，贯通水箱的热水排出配管配置于双重加热器之间。

[0016] 发明效果

[0017]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的饮料供给装置，搭载有贮存被内置的加热器加热了的热

水的水箱，根据需要提供利用贮存在水箱的热水调制而成的饮料，上述饮料供给装置具有

热水排出配管，该热水排出配管将利用配置于所述水箱的下方的泵抽吸上来的、贮存在水

箱的热水引导至饮料抽出单元，所述热水排出配管以贯通水箱内的方式配置，由此，在根据

利用饮料选择单元进行的饮料的选择而对泵进行控制，将贮存在水箱的热水经由热水排出

配管排出到饮料抽出单元后的待机中，热水排出配管中残留的热水的水面返回到贮存在水

箱的热水的水位，热水排出配管中残留的热水被水箱内的热水保温为该水箱内的水温，所

说　明　书 2/7 页

4

CN 106419541 B

4



以在下次饮料供给时也能够向饮料抽出单元送出适当温度的热水，另外，起到不必担心热

水排出配管中残留的热水变冷而产生杂菌这样的效果。

[0018] 另外，根据本发明的第二方面的饮料供给装置，在第一方面所述的饮料供给装置

中，内置于水箱内的加热器以在上下方向延伸的方式配设，贯通水箱的热水排出配管靠近

所述加热器地配置，由此，只要在待机中向加热器通电而对水箱内的热水进行加热，就能够

将热水排出配管中残留的热水稳定地维持在高的水温。该情况下，如第三方面所述的饮料

供给装置那样，加热器在水箱内折叠成U字状而双重配设，贯通水箱的热水排出配管配置于

双重加热器之间，就能够将热水排出配管中残留的热水更加稳定地维持在高的水温。

附图说明

[0019] 图1表示本发明实施方式的饮料供给装置，(a)为正面图、(b)为从(a)的右斜上方

观察的立体图。

[0020] 图2表示图1的水箱的整体结构，(a)为从右斜上方观察的立体图，(b)为(a)的平面

图。

[0021] 图3为图2的(a)的水箱的A－A截面立体图。

[0022] 符号说明

[0023] 1：饮料供给装置、2：机箱、2a：罐、3：门、4：饮料选择单元(饮料选择按钮)、6、7：饮

料供给喷嘴、10：水箱11：箱主体、12：上盖、14：浮子、15：水位检测开关、16：加热器、18：泵、

19：热水排出配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基于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实施方式的饮料供给装置。

[0025] 图1是表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饮料供给装置的整体结构的图。如图所示，饮料供

给装置1具有形成为前表面有开口的壳体的机箱2和以将机箱2的前表面开口封闭的方式支

承于该机箱2的前表面侧的单开式的门3，在门3的前表面的上部区域配设有饮料选择按钮

4、液晶显示部5。在门3的中段区域配设有供应在机箱2内调制(抽出)好的饮料的饮料供给

喷嘴6、7，在其下方设有成为饮料容器即杯的放置台的杯托8、收集飞溅的饮料等的滴水盘

9。另外，门3设有覆盖所述饮料供给喷嘴6、7的排出口部和杯托8的前方区域的合成树脂制

的罩3a。该罩3a的一侧轴支承在门3上，能够在图1的(a)所示的关闭位置和图1(b)所示的打

开位置之间进行转动。

[0026] 在机箱2的顶板部设有合成树脂制(无色透明)的罐2a，用来收纳用于生成饮料的

原料。该罐2a以头部从机箱2的顶板部向上方突出的方式配设，头部具有开闭盖2b。在所述

罐2a中收纳用炭火烘焙好的咖啡豆，开闭开闭盖2b可补充烘焙好的咖啡豆。在机箱2内，在

罐2a的下方，纵排排列地配设有未图示的豆滑槽、研磨机和咖啡冲泡器。豆滑槽是将从罐2a

供给的咖啡豆向研磨机引导的部件，研磨机用粉碎刀将经由豆滑槽从罐2a供给的咖啡豆粉

碎成规定粒度(颗粒大小)的豆粉，咖啡冲泡器通过从本发明的后述的水箱10向用研磨机粉

碎后的豆粉中供给热水而调制(抽出)普通咖啡饮料。以用咖啡冲泡器调制(抽出)好的普通

咖啡饮料被供给到饮料供给喷嘴6的方式进行配管连接。所述咖啡冲泡器构成饮料抽出单

元，配设在机箱2的左右方向的大致中央部的靠前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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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如图1的(a)中用虚线所示，所述水箱10配设在机箱2的正面看左端侧的靠后方的

位置，通过驱动泵18(参照图2、图3)而贮存在水箱10的热水经由热水排出配管19(参照图2、

图3)供给到咖啡冲泡器(饮料抽出单元)。另外，在图1(a)中的机箱2的右端侧配设有加奶饮

料制造单元，该加奶饮料制造单元具有压送规定量的收纳在形成为隔热构造的室的冷藏库

内的BIB(Bag  In  Box)的牛奶的管式泵，通过将由管式泵压送的被冷藏的牛奶原液和来自

蒸汽发生装置的蒸汽进行混合，来制造液状的蒸汽牛奶，另外，除被冷藏的牛奶和蒸汽以

外，通过混合空气来制造泡状的牛奶泡沫，以由该加奶饮料制造单元制造的液状的蒸汽牛

奶和泡状的牛奶泡沫能够被供给到饮料供给喷嘴7的方式进行配管连接。另外，作为冷藏库

的冷却装置，使用利用珀耳帖效应的电子冷却装置。

[0028] 接着，使用图2、图3对本发明的水箱10进行说明。图2表示水箱10的整体结构，(a)

是从右斜上方观察的立体图、(b)是(a)的平面图，图3是图2(a)的水箱10的A－A截面立体

图。

[0029] 图中，用10再次表示水箱，该水箱10包括：形成为上表面开口的矩形箱形状的、贮

存热水的箱主体11；覆盖箱主体11的上表面开口的上盖12；向箱主体11内供应饮用水的供

水管13；根据贮存在水箱10内的热水的水位变动而上下动的浮子14；与浮子14的上下动联

动而进行动作的水位检测开关15；对贮存在水箱10内的热水进行加热的加热器16；检测贮

存于水箱10内的热水的水温的温度传感器17；配设于水箱10的下方的泵18；贯通水箱10内

而配置的热水排出配管19；排出水箱10内的蒸汽的蒸汽排出管20等。

[0030] 箱主体11包括形成箱主体11的侧壁的钢板制的侧壁部件11a(参照图3)和形成箱

主体11的底壁的钢板制的底壁部件11b(参照图3)。侧壁部件11a展开的情况下由一块钢板

构成，将该一块钢板的一个端部折弯而形成凸缘11a1(还参照图2)后，将一块钢板折弯成矩

形而形成侧壁，之后使凸缘11a1的面与另一个端部的面抵接而进行焊接，由此构成矩形的

侧壁。底壁部件11b形成为将钢板的周缘向同一方向折弯而成的薄的箱形。底壁部件11b设

定为与由侧壁部件11a形成的下部侧的开口嵌合的大小，以将箱倒过来的方式嵌入由侧壁

部件11a形成的下部侧的开口之后，通过焊接而固定。另外，在箱主体11的周围铺设有隔热

件(未图示)。

[0031] 上盖12为钢板制，以盖在由箱主体11的侧壁部件11a形成的上部侧的开口的方式

能够拆装地安装在箱主体11，在通常时以封堵所述开口的状态利用未图示的卡止装置卡止

于箱主体11。

[0032] 供水管13从水箱10的底部(箱主体11的底壁部件11b)供给饮用水(自来水管水)，

供水管13的一端的排出口与箱主体11的底壁部件11a焊接在一起，另一端经由饮用水阀(未

图示)与自来水管连接，当打开饮用水阀时，从自来水管向水箱10内供给饮用水。

[0033] 浮子14根据水箱10内贮存的热水的水位变动而上下动，经由能够摆动地被轴支承

的支承杆14a(参照图3)支承于上盖12。支承杆14a能够摆动地被轴支承于上盖12的上表面，

一端与浮子14接合，并且另一端与浮子14的上下动联动地进行摆动。

[0034] 水位检测开关15被支承杵14a的另一端操作而检测水箱10内的热水的水位变动，

具有上限水位开关15a和下限水位开关15b。处于满水状态时，上限水位开关15a推压与浮子

14的上升联动地进行摆动的支承杆14a的另一端而进行动作。另外，在贮存在水箱10内的热

水的水位降低而需要供水时，下限水位开关15b推压与浮子14的下降联动地进行摆动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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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杆14a的另一端而进行动作。即，上限水位开关15a检测贮存在水箱10内的热水的满水位

的上限水位，下限水位开关15b检测水箱10内需要供水的下限水位。

[0035] 加热器16是沿着箱主体11的侧壁和底壁，并且在底壁折叠成U字状而双重配设于

箱主体11内的电加热器(例如，消耗电力1000W)，其与商用电源的连接端子16a、16b以在上

盖12的上表面突出的方式安装于上盖12。该加热器16的发热部通过通电而发热，将贮存在

水箱木体10内的热水加热到规定温度(例如，摄氏98度)。

[0036] 温度传感器17检测贮存在水箱10内的热水的温度，安装于箱主体11的侧壁部件

11a。该温度传感器17用于对加热器16的通电控制。

[0037] 泵18配设与水箱10的下方，将贮存在水箱10的热水向上方抽吸上来，在泵18的取

水口配管连接有贯通水箱10的底壁部件11b而插入水箱10内的取水管18a(参照图3)，在泵

18的送水口配管连接有热水排出配管19。另外，泵18在取水口与送水口之间不具有止回阀，

配置于取水口与送水口之间的叶片旋转的情况下，热水从取水口向送水口移动，在叶片停

止的情况下，热水在取水口与送水口之间能够移动。

[0038] 热水排出配管19与泵18的送水口配管连接，并且以贯通水箱10内的方式配置。贯

通水箱10内的热水排出配管19配置成从折叠成U字状而双重配设的加热器16之间通过。热

水排出配管19包括：与泵18的送水口配管连接并贯通水箱10内且在上盖12的上方突出的扬

水部位19a和与该扬水部位19a连接的、并且以其热水排出端19c向咖啡冲泡器(饮料抽出单

元)输送热水的方式绕回的送水部位19b，在贯通水箱10内的部位以外的部位，卷装有隔热

材料。此处，热水排出端19c的位置设置在至少比水箱10的底部(底壁部件11b)靠上方的位

置。这是为了防止在热水排出端19c的位置处于比水箱10的底部低的位置的情况下，当热水

经由热水排出配管19从热水排出端19c排出时，贮存在水箱10内的热水流到流尽为止的情

况。而且，由于热水排出端19c位于比水箱10的底部(底壁部件11b)靠上方的位置，所以在使

泵18停止的情况下，热水排出配管19内残留的热水就会被引回水箱10内，以使贯通水箱10

内的扬水部位19a内的热水的水面成为与水箱10内的水面一致的水位。另外，在热水排出端

19c的位置位于比水箱10靠下方的位置的情况下，在送水部位19b配管连接T字状的三通接

头，使该三通接头位于水箱10的上限水位的上方。在该情况下，当使泵18停止时，空气就会

从三通接头进入热水排出配管19内，因此其热水排出配管19内残留的热水就被引回水箱10

内，以使其成为与水箱10内的水面一致的水位。

[0039] 蒸汽排出管20用于将因贮存在水箱10内的热水沸腾而产生的蒸汽排出，贯通水箱

10的底壁部件11b地配置，并且其上端位于比贮存在水箱10内的热水的满水位靠上的位置。

另外，蒸汽排出管20还具有作为贮存在水箱10内的热水的溢流管的作用。进而，在蒸汽排出

管20的中途设有双金属片开关20a。该双金属片开关20a在通过蒸汽排出管20的蒸汽的温度

达到规定温度(摄氏100度)时反转，成为“导通(ON)”，在规定温度以下则成为“断开(OFF)”。

该双金属片开关20a用于加热器16的通电控制，具有通过双金属片开关20a的“导通(ON)”而

强制性地切断向加热器16的通电的自动防故障功能。另外，为了对进行加热器16的通电控

制的温度传感器17实施故障保护，在水箱10的侧壁(箱主体11的侧壁部件11a)也安装有双

金属片开关20b、20c。

[0040] 此处，将水箱10的箱主体11分为侧壁部件11a和底壁部件11b，是为了使在底壁部

件11b焊接贯通底壁部件11b的热水排出配管19(扬水部位19a)、取水管18a、蒸汽排出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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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业和在底壁部件11b焊接供水管13的一端即放出口的作业容易进行。即，作为将底壁部

件11b与箱主体11组装的工序的前工序，在底壁部件11b上焊接热水排出配管19(扬水部位

19a)、取水管18a、蒸汽排出管20、供水管13的一端即放出口而组装成组装部件之后，将底壁

部件11b组装在箱主体11上。由此，相对于将底壁部件11b与箱主体11组装在一起后，在底壁

部件11b上焊接热水排出配管19(扬水部位19a)、取水管18a、蒸汽排出管20、供水管13的一

端即放出口的困难的作业，能够提高作业效率。

[0041] 另外，在热水排出配管19之中与泵18的送水口配管连接并且以贯通水箱10内的方

式配置的扬水部位19a所贯通的上盖12，贯通设置有比扬水部位19a(热水排出配管19)的管

径大一圈儿的开口(未图示)。而且，在扬水部位19a的贯通上盖12的部位，以从上下夹着上

盖12的方式设有橡胶密封件P(图2、图3中，上面的密封件P看得见，下面的密封件P被上盖12

遮住而看不见)。通过将扬水部位19a所贯通的上盖12的开口形成为比扬水部位19a(热水排

出配管19)的管径大一圈儿，这是为了即使在底壁部件11b上焊接热水排出配管19(扬水部

位19a)时产生偏差的情况下，也可吸收该偏差。

[0042] 将这种结构的水箱10内的水位保持在规定的上下允许范围的水位控制和加热器

16的通电控制，通过电源的投入并通过未图示的控制部如下所述进行控制。即，基于来自水

位检测开关15的信号(上限水位开关15a“断开(OFF)”)，开放与供水管13连接的饮用水阀

(电磁阀)，将来自自来水管的饮用水向水箱10内供给。当水箱10内的水位上升而上限水位

开关15a成为“导通(ON)”时，关闭与供水管13连接的饮用水阀(电磁阀)，停止向水箱10内的

供水。之后，对加热器16进行通电控制，来对贮存在水箱10内的饮用水进行加热，加热至规

定温度(例如，摄氏90度)。向加热器16的通电基于来自温度传感器17的信号来控制，当通过

温度传感器17检测到贮存在水箱10内的饮用水到达规定温度的热水时，切断加热器16的通

电。然后，当通过后述的泵18的驱动，贮存在水箱10内的热水的水位降低而下限水位开关

15b成为“导通(ON)”时，开放与供水管13连接的饮用水阀(电磁阀)，向水箱10内供给来自自

来水管的饮用水，将水箱10内贮存的热水的水位保持在规定的上下允许范围的水位。另外，

对加热器16的通电控制包含双金属片开关20a～20c动作时强制性地切断通电以防止加热

器16的过热的控制，进而，也能够根据下限水位开关15b的信号强制性地切断向加热器16的

通电。

[0043] 在搭载有这种结构的水箱10的图1所示的饮料供给装置1中，在需要普通咖啡饮料

的情况下，如图1的(b)所示将罩3a打开，将杯放在饮料供给喷嘴6的下方的杯托8上后将罩

3a关闭，之后按压显示为普通咖啡饮料的饮料选择按钮4。当通过饮料选择按钮4的操作而

选择了普通咖啡饮料时，饮料供给装置1从收纳有烘焙好的咖啡豆的罐2a将规定量的咖啡

豆经由豆滑槽投入研磨机。投入有咖啡豆的研磨机用粉碎刀将咖啡豆粉碎成规定粒度(颗

粒大小)的豆粉后，供给到咖啡冲泡器。与此同时，在咖啡冲泡器中，以如下所述的方式供给

贮存在水箱10内的热水。即，对配设于水箱10的下方的泵18驱动预先确定的规定时间。当泵

18被驱动时，热水排出配管19的贯通水箱10内的扬水部位19a内的热水经由送水部位19b从

热水排出端19c排出到咖啡冲泡器。由此，咖啡冲泡器用热水浸泡用研磨机粉碎的豆粉而调

制(抽出)普通咖啡饮料。用咖啡冲泡器调制(抽出)好的普通咖啡饮料从饮料供给喷嘴6供

给到放置在杯托8上的杯中。

[0044] 此处，通过泵18的驱动而排出到咖啡冲泡器的热水，成为热水排出配管19的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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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箱10内的扬水部位19a内的热水，但热水排出配管19的贯通水箱10内的扬水部位19a被浸

泡在贮存于水箱10内的热水中而被保温。因此，贯通水箱10内的扬水部位19a内的热水的温

度成为与贮存在水箱10内的热水水温大致相同的温度，通过加热器16的通电控制能够将扬

水部位19a内的热水的温度维持为适当温度。另外，积存于泵18的热水也从贯通水箱10内的

扬水部位19a通过，由此被加热至咖啡饮料的抽出所需要的适当温度后排出。进而，由于泵

18的驱动停止而残留在热水排出配管19的送水部位19b的热水，因帕斯卡定律而被引回温

水泵10内，直至热水排出配管19的贯通水箱10内的扬水部位19a内的水面(水位)成为与水

箱10内的水面一致的水位为止。因此，在提供了利用贮存在水箱10的热水调制(抽出)的饮

料后的待机中，热水排出配管19内残留的热水被贮存在热水水箱10内的热水保温，所以热

水不会变冷，不必担心杂菌繁殖。

[0045] 另外，在需要加奶饮料(例如，拿铁咖啡)的情况下，如图1(b)所示，将饮料供给装

置1的罩3a打开，将杯放置于饮料供给喷嘴6的下方的杯托8上后将罩3a关闭，之后按压普通

咖啡饮料的饮料选择按钮4，等待普通咖啡饮料的抽出(注出)。确认向杯中抽出了普通咖啡

饮料后，将罩3a打开，将加入有普通咖啡饮料的杯再放置于饮料供给喷嘴7的下方的杯托8。

然后，将罩3a关闭之后，当按压所需的加奶饮料的饮料选择按钮4时，由未图示的加奶饮料

制造单元制造的液状的热牛奶和泡状的奶泡从饮料供给喷嘴7被抽取到杯中，所以，确认来

自饮料供给喷嘴7的加奶饮料的抽取之后，将罩3a打开，将杯取出即可。

[0046] 如上所述，根据该实施方式的饮料供给装置，饮料供给装置1搭载有贮存被内置的

加热器16加热了的热水的水箱10，根据需要提供利用贮存于水箱10的热水调制而成的饮

料，饮料供给装置1具有热水排出配管19，热水排出配管19将利用配置于所述水箱10的下方

的泵18抽吸上来的贮存在水箱10的热水引导至饮料抽出单元，所述热水排出配管19以贯通

水箱19内的方式配置，由此，在根据饮料选择单元(饮料选择按钮4)进行的饮料的选择来控

制泵18，而将贮存在水箱10的热水经由热水排出配管19排出到饮料抽出单元后的待机中，

热水排出配管19中残留的热水的水面返回到贮存在水箱10的热水的水位，热水排出配管19

中残留的热水被水箱10内的热水保温为该水箱10内的热水水温，所以在下次饮料供给时也

能够将适当温度的热水送出到饮料抽出单元，另外，起到不必担心热水排出配管19中残留

的热水变冷而产生杂菌的效果。

[0047] 另外，在上述实施方式中，对作为饮料抽出单元抽出普通咖啡饮料的情况进行了

说明，但也能够应用于使茶叶的成分浸泡在热水中再将其抽出而生成茶饮料的茶饮料抽出

单元等，本发明不限定于实施方式的饮料供给装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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