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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电动门，由

二导轨、控制箱、马达、传动装置、导引

机构、门片组合，导引机构设置于控制箱

二侧，其具有承置板、上、下导板、下导

轨、活动导板，该上、下导板设置于控制

箱下方对应门片移动路径；又活动导板设

于对应门片位移路径转向偏移位置，并对

应控制箱的板体呈弹性接合；又在控制箱

设置可供抵靠传动装置链条的弹性元件，

借由上述组合使本实用新型可具有较佳动

作顺畅性、减少冲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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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电动门，其由二导轨、控制箱、马达、传动装置、导引机构、门片

组合；二导轨设于门体两侧，并接合门片二端；控制箱可供容置门片；马达可

带动传动装置动作；传动装置设于控制箱二侧，其具有齿轮组、链条，该齿轮

组与马达组合，并连动链条动作；导引机构设置于控制箱二侧，其具有承置

板、上、下导板，该承置板可承置门片上方；上、下导板设置于控制箱下方对

应门片移动路径上，该二导板间具有对应门片收合方向呈向上倾斜的导槽；门

片由链条带动位移；其特征在于： 

所述导引机构设置可弹性偏移及回复动作的活动导板，该活动导板设于对

应门片位移路径转向偏移位置；所述门片设置下滚轮。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电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引机构的下导轨呈斜

度设置，且其具有向下斜度的滑槽，该滑槽一端与所述导槽下方呈弯曲连接，

并上方与导槽具有间隙，该间隙对应门片位移路径转向偏移位置；所述导引机

构的活动导板设于前述间隙位置，并可弹性偏移及回复填补间隙动作。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电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导轨具有二导片并与

承置板平行具斜度设置，且二导片间具向下斜度的滑槽。 

4、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电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导板一端与控制箱

的板体枢接，并设置弹性元件，该弹性元件二端分别与活动导板的凸体及控制

箱板体的凸体接合，该活动导板可借由弹性元件的弹性力令其一端抵靠于上导

板上。 

5、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电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导板为弹片，该弹

片一端与控制箱接合。 

6、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电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箱设置一可供与链

条抵靠以防止链条松动的弹性元件。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电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箱设置接合柱；其

上设置的弹性元件为扭力弹簧，其簧圈套置于接合柱上，且二瑞部分别与链条

及控制箱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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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电动门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动门。 

[0003]    背景技术 

[0004]    习知电动门体系具有多种形式，如图 6、图 7 所示即是习知具有若干门

片组成的电动门之一，主要具有二导轨 1’、控制箱 2’、马达 3’、传动装置 4’、

导引机构 5’、门片 6’组合，且该二侧导轨 1’内可接合门片 6’的二端；又控制箱

2’具有连结二侧的传动杆 21’，并具可供容置门片 6’的空间；马达 3’可带传动装

置 4’动作； 

[0005]    该传动装置 4’设于控制箱 2’两侧，其具有齿轮组 41’及链条 42’，该齿

轮组 41’与马达 3’接合，并带动链条 42’动作，使链条 42’一端可导入导轨 1’

内；导引机构 5’设于控制箱 2’二侧，其上方具有斜向承置板 51’，且于对应导

轨 1’一侧设置导板 52’、53’，该二导板 52’、53’间具有向上倾斜的导槽 54’；门

片 6’的上方设置滚轮 61’，该滚轮 61’与链条 42’接合，门片 6’下方设置导轮

62’，当门片 6’收合时可借由其重量由滚轮 61’滑移排列于承置板 51’上，且门片

6’位移时其下方的导轮 62’可沿导槽 54’位移以便于门片 6’导出至导轨 1’或导入

控制箱 2’内。 

[0006]    然而如图 7 所示，由于各门片 6’仅于上方借助链条 42’带动行进，而其

下方呈悬空状态，因此门片 6’上方位移的动力将造成门片 6’下方产生晃动情

形，该晃动门片 6’的导轮 62’将造成与导板 52’产生撞击损坏或不易导入导槽

54’内的缺失，而若导轮 62’不能顺利导入导槽 54’时，更将产生卡止及整组门体

不能动作损坏的缺失。 

[0007]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增进门片收合、展开动作顺畅性，

并可防止门片动作时卡止及门体损坏的电动门。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电动门，其由

二导轨、控制箱、马达、传动装置、导引机构、门片组合；二导轨设于门体两

侧，并接合门片二端；控制箱可供容置门片；马达可带动传动装置动作；传动

装置设于控制箱二侧，其具有齿轮组、链条，该齿轮组与马达组合，并连动链

条动作；导引机构设置于控制箱二侧，其具有承置板、上、下导板，该承置板

可承置门片上方；上、下导板设置于控制箱下方对应门片移动路径上，该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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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间具有对应门片收合方向呈向上倾斜的导槽；门片由链条带动位移；所述导

引机构设置可弹性偏移及回复动作的活动导板，该活动导板设于对应门片位移

路径转向偏移位置；所述门片设置下滚轮。 

[0010]    所述导引机构的下导轨呈斜度设置，且其具有向下斜度的滑槽，该滑

槽一端与所述导槽下方呈弯曲连接，并上方与导槽具有间隙，该间隙对应门片

位移路径转向偏移位置；所述导引机构的活动导板设于前述间隙位置，并可弹

性偏移及回复填补间隙动作。 

[0011]    所述下导轨具有二导片并与承置板平行具斜度设置，且二导片间具向

下斜度的滑槽。 

[0012]    所述活动导板一端与控制箱的板体枢接，并设置弹性元件，该弹性元

件二端分别与活动导板的凸体及控制箱板体的凸体接合，该活动导板可借由弹

性元件的弹性力令其一端抵靠于上导板上。 

[0013]    所述活动导板为弹片，该弹片一端与控制箱接合。 

[0014]    所述控制箱设置一可供与链条抵靠以防止链条松动地弹性元件。 

[0015]    所述控制箱设置接合柱；其上设置的弹性元件为扭力弹簧，其簧圈套

置于接合柱上，且二瑞部分别与链条及控制箱接合。 

[0016]    采用上述方案后，由于本实用新型在其导引机构上设置可弹性偏移及

回复动作的活动导板，该活动导板设于对应门片位移路径转向偏移位置，且所

述门片设置下滚轮；借之当门片位移至转向位置时，该下滚轮转向的冲力撞击

活动导板，可借由活动导板缓冲该转向冲力，且可借由活动导板的弹性回复力

令活动导板导正下滚轮的行进角度以具有较佳动作顺畅性、稳定性。 

[0017]    附图说明 

[0018]    图 1 系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0019]    图 2 系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门片位移动作示意图一； 

[0020]    图 3 系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门片位移动作示意图二； 

[0021]    图 4 系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门片位移时活动导板动作示意图； 

[0022]    图 5 系本实用新型的另一实施例结构及动作示意图； 

[0023]    图 6 系习知产品结构示意图； 

[0024]    图 7 系习知产品结构动作示意图。 

[0025]    图中： 

[0026]    1 导轨          2 控制箱        21 接合柱 

[0027]    22 弹性元件     23 凸体         3 马达 

[0028]    31 马达固定座   4 传动装置      41 齿轮组 

[0029]    42 链条        5 导引机构      51 承置板 

[0030]    52 上导板      521 挡靠部      53 下导板 

[0031]    531 导槽       54 下导轨       541 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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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542 导片       543 滑槽        544 间隙 

[0033]    55 活动导板    551 枢孔        552 弹性元件 

[0034]    553 凸体       56 长条片体     57 活动导执 

[0035]    6 门片         61 上滚轮       62 下滚轮 

[0036]    1’导轨       2’控制箱      21’传动杆 

[0037]    3’马达       4’传动装置    41’齿轮组 

[0038]    42’链条      5’导引机构    51’承置板 

[0039]    52’导板      53’导板       54’导槽 

[0040]    6’门片       61’滚轮       62’导轮 

[0041]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请参阅图 1，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由二导轨 1、控制箱 2、马达 3、传动

装置 4、导引机构 5、门片 6 组合。二导轨 1 设于门体两侧，其可接合门片 6 二

端；控制箱 2 具有连结二侧的传动杆(图中未标示)，并可供容置门片 6，且约为

方形体，另其一侧下方连导轨 1；马达 3 由马达固定座 31 固设于控制箱 2 一

侧，其可带动传动装置 4 动作；传动装置 4 设于控制箱 2 二侧(图示显示一侧)，

其具齿轮组 41、链条 42，该齿轮组 41 与马达 3 组合，并连动链条 42 动作，且

该链条 42 一端可导入导轨 1 内，又在控制箱上设置接合柱 21 以供套置弹性元

件 22，该弹性元件 22 可为扭力弹簧，其中央簧圈套置于接合柱 21 上，且二端

部分别与链条 42 及控制箱 2 抵靠，使链条 42 可借由弹性元件 22 的弹性力推移

而防止松动的情形，并可具有较佳动作稳定性； 

[0043]    导引机构 5 设置于控制箱 2 二侧，其具有承置板 51、上、下导板 52、

53、下导轨 54 及活动导板 55，其一侧设置可供托靠链条 42 的长条片体 56；又

该承置板 51 对应门片 6 收合路径呈向下斜度的设置于控制箱 2 上方；而上、下

导板 52、53 设置于控制箱 2 下方对应门片 6 移动路径上，且该二上、下导板

52、53 间具有对应门片 6 收合方向呈向上倾斜的导槽 531，且于上导板 52 一端

设置可供挡靠活动导板 55 的挡靠部 521；又下导轨 54 具有二导片 541、542，

且对应承置板 51 平行向下斜度设置，该二导片 541、542 间具有向下斜度的滑

槽 543，该滑槽 543 一端与前述导槽 531 下方呈弯曲连接，且上方与导槽 531 具

有间隙 544，间隙 544 对应门片 6 位移路径转向偏移位置； 

[0044]    活动导板 55 设于前述间隙 544 位置，其一端设于上导片 541 一侧，并

具有枢孔 551 与控制箱 2 的板体枢接；在活动导板 55 上接合一弹性元件 552，

该弹性元件 552 二端分别与活动导板 55 的凸体 553 及控制箱 2 板体的凸体 23

接合，并使活动导板 55 可借由弹性元件 552 的弹性力令其一端抵靠于上导板

52 的挡靠部 521 上以填补间隙 544 从而形成完整滑轨。 

[0045]    门片 6 的上、下方设置有上、下滚轮 61、62，该上滚轮 61 与链条 42

接合，下滚轮 62 可导入前述导槽 531 及滑槽 543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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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请参阅图 2，本实用新型各门片 6 由传动机构 4 的链条 42 带动位移

时，可借由下滚轮 62 沿导槽 531 及滑槽 543 位移以防止门片 6 晃动，并可确使

门片 6 在正常路径位移以具有较佳动作稳定性。 

[0047]    又请一并参阅图 3、4，当门片 6 位移至转向位置时，该下滚轮 62 转向

的冲力撞击活动导板 55，可令活动导板 55 适度偏移，并缓冲该转向冲力，且

可借由弹性元件 552 的弹性回复力令活动导板 55 导正下滚轮 62 的行进角度，

从而使下滚轮 62 顺利导入滑槽 543 或导槽 531 内以具有较佳动作顺畅性、稳定

性，并可防止下滚轮 62 撞击损坏。 

[0048]    又如图 5 所示，其为本实用新型另一实施例，该实施例的活动导板 57

为弹片，该弹片一端与控制箱 2 的板体固接，并使该弹片可借由其挠性缓冲下

滚轮 62 转向的冲力，同时可借由其弹性回复力导正下滚轮 62 的行进角度。 

[0049]    此外，本实用新型控制箱 2 的长度、宽度可依需求设定尺寸，因而可

适于较大的门片使用，并使门体可设计较大的尺寸以适于大型场所使用，并采

用本实用新型结构更可大幅降低大型门片位移的冲击力以防止造成损坏。 

[0050]    又本实用新型活动导板亦可采用扭力弹簧或其他适当弹性组合方式，

且并不一定须配合下导轨 54 设置，因而前述等效结构亦应属于本实用新型设计

范围内。 

[0051]    是以由以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结构实可较习知产品具防止卡止及更佳

动作稳定性，且可防止门片撞击而损坏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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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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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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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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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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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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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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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