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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盗门自动锁斜舌触碰上锁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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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防盗自动锁，属于五金门锁配件的范畴内。目前市场上流通的自动锁，通常是独立的斜舌与主锁舌的闭合，

也就是说，斜舌的闭合只要把门关上，斜舌就可以进入斜舌孔，从而实现斜舌的闭合，而主锁舌的闭合则需要插

入钥匙或把手的协助，只有当斜舌与主锁舌同时闭合时，才能发挥出防盗锁的作用。而往往在关上门后会忘记把

主锁舌锁紧，从而这一缺点极大地削弱了防盗门的防盗性能，所以必须设计一种斜舌触碰装置，它能将斜舌与主

锁舌一起锁闭。而本文具体讲述的自动锁的斜舌触碰装置，就能解决上述现有防盗门出现的问题，此装置具有多

项安全性，防盗性能好，可实现自动锁定，解决了目前的防盗门无法关闭自动上锁和防盗效果差的问题，大大发

挥出其防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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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背景

防盗门锁作为防盗门的关键部分，其质量的优劣将

直接关系到防盗门的安全性与使用效果。目前的防盗门

锁在应用中出现了以下问题：第一，与锁芯相连的传动

部件结构比较复杂，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制造和组装难

度大、生产加工和组装效率低下，容易出现机械故障，

寿命较短等问题；二是门锁在斜舌锁闭合后，不能将主

锁舌锁定；三是不方便使用的问题，开锁和上锁的过程

过于麻烦，程序过多，极大降低使用效率；四是防盗能

力差，不具备多种安全保障，易出现安全问题。现有自

动锁一般包括锁盒、设置在锁盒上的锁舌（包括斜舌和

主锁舌）及设置在锁盒一侧并带有锁舌孔的侧面板，锁

舌与锁舌孔相匹配，锁舌能伸入锁舌孔（斜舌对应斜舌

孔，主锁舌对应主锁舌孔）内。现有的自动锁，一般斜

舌和主锁舌的锁闭是独立的，即斜舌的锁闭只需关好门，

斜舌进入斜舌孔就能达到斜舌的锁闭，而主锁舌的锁闭

还需要钥匙或执手的配合，而斜舌和主锁舌一起锁闭后

才能使锁的防盗效果更好，然而人们带上门（关上门）

后常常忘了主锁舌的锁闭，这样使门的防盗能力大大减

弱，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斜舌锁闭同时能带动主锁舌一

起锁闭的斜舌触碰装置。

1.防盗门自动锁结构组成

结构组成：自动锁的斜舌触碰装置如图 1所示，此

装置包括斜舌杆、斜舌、拨片、限位块、贴靠机构及斜

舌复位机构，限位块由一根固定轴与锁盒旋转相连接，

限位块围绕固定轴旋转，使得限位块上的限位部在锁止

位置和解除位置之间来回自由转换，拨片的内端和限位

装置块的内部相连，其外端朝向斜舌方向，位置在斜舌

杆的侧面，其上有钩拉口，在斜舌杆面对着拨片的一侧，

有一个对应于钩嘴的卡钩,在斜舌地向里收缩运动中，

卡钩可以随着斜舌杆的运动而进入到钩口的内部，从而

形成一个钩扣连接，在拨片的外端具有一个倾斜的表面，

可以用斜舌拨又把它从斜舌杆上推开。此装置的斜舌上

锁后，锁舌板能自动弹出，完成主锁舌的锁闭，免去了

用钥匙才能上锁的麻烦，使自动锁的防盗性能大大提升。

2.技术主要内容

此技术的一个目标是提供一种用于自动锁定的斜

舌触碰设备，以克服已有的自动锁锁舌的上述缺陷，尤

其是一种斜舌锁闭同时能带动主锁舌一起锁闭的斜舌

触碰装置。可以利用以下方案来达到本技术的目标：自

动锁的斜舌触碰装置，包括斜舌杆及斜舌复位机构，斜

舌处于斜舌杆的一端上，斜舌杆在斜舌复位机构的作用

下将斜舌从自动锁的斜舌孔伸出，斜舌接触设备还包括

限位块，拨片，推动拨片向斜舌杆方向紧靠的帖靠机构，

由静止固定轴旋转地连接到锁盒上的限位块，它围绕静

止固定轴旋转，它的限位部在锁定位置和解锁位置之间

转换，拨片设置在斜舌杆的侧面，其中拨片上设有拉钩

口，斜舌杆朝向拨片的这一侧，卡钩被设在与上述钩口

对应的卡钩上，当斜舌缩回时，这个卡钩可以在斜舌杆

移动时进入拉钩口，从而形成一个挂钩，这个拨片的外

端有一个倾斜面，它可以通过斜舌拨又把它从斜舌杆顶

开。关门过程中，当斜舌向后收缩时，斜舌杆跟着运动，

在斜舌杆上的卡钩到达拨片的钩拉口时，由于贴靠机构

的作用使拨片向斜舌杆方向贴靠，卡钩落在钩拉口中，

形成钩扣连接；门关好后，斜舌在斜舌复位机构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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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进入斜舌孔。在斜舌弹出过程中，钩拉口与卡钩仍

保持钩扣连接，斜舌杆运动带动拨片向外运动，在此情

况下，拨片的内端带动限位块的限位部从锁止位置转换

到解锁位置，解除了对锁舌板的锁止，锁舌板被弹出（自

动锁上设有弹出装置，以将锁舌板弹出）而上锁。拨片

的外端的斜面在随拨片向外运动过程中，会与斜舌拨叉

上设置的导向面贴靠，拨片被斜舌拨叉的导向面推离斜

舌杆，斜舌杆上的卡钩与拨片上的钩拉口脱离，拨片及

限位块（在限位块和锁盒之间设有一回位机构）回位。

在自动锁的斜舌接触设备中，斜舌杆在开锁方向上具有

引导槽，固定轴被布置在引导槽中并且能够相对于斜舌

杆沿着引导槽前后移动。斜舌回位机构包含一具有推杆

的第一扭簧，扭簧在斜舌杆上起到使斜舌杆向外移动的

作用。接合机构是第二扭簧，第二扭簧将拨片的外端朝

向斜舌杆。斜舌接触设备进一步包括限位连片，限位连

片与自动锁锁盒装置移动灵活连接，并且解锁返回机构

被设在解除锁定位置与保险锁止位置，当限位连片处于

封闭状态下，限位连片的解锁操作被限位块的限位连片

阻挡，限位块围绕静止固定轴旋转，限位连片在释放复

位机构的作用下被释放需要在限位连片上的限位部处

于解锁位置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当限位连片状态处于非

锁定状态时，在该状态下，不会被锁在锁舌板的锁定路

径上。锁舌板就会在弹出机构的作用下弹出而上锁。限

位臂和锁定臂组成限位连片通过一连杆与锁盒转动相

连，其中限位臂具有一推块，锁定舌板具有一限位卡口，

在自动锁非锁定状态下，限位连片在连杆转动时，能够

将推块插入限位卡口内，限位连片可以被限位块的限位

部分所阻挡。在限位块和锁箱之间设有一个作为第三扭

簧的回位机构，第三扭簧传动限位块的限制部分沿锁定

臂的开锁操作路径方向移动。解除回复机构包含一个第

四扭簧，该第四扭簧在限位连件上起到一个作用，使得

第四扭簧围绕连接轴旋转。锁紧臂上设有一个带有阶梯

的包含第一，第二卡口的夹持件，当在锁止位置和解锁

位置之间切换时，限位块的限位分别设置在第一和第二

卡口中。在锁紧臂与限位块之间设有一个由设在锁紧臂

末端的凹槽和一个与限位块相对应的凸起组成的卡扣

结构，并且在保险锁止位置与限位块的限位部分对应时，

锁紧臂的凹陷点可与限位块上的凸点相配合。在锁舌板

和限制连片之间提供了一种由解锁位置到保险锁止位

置的锁定机构，该锁定机构包含一凸点，对应于锁舌板

上的推块，在推块的开锁路径上有一凸点定位，限位连

片围绕连接轴旋转推块在锁舌板与推块一起开锁时。与

现有技术相比，该技术通过设置拨片、限位块、限位连

片，通过推动拨片向斜舌杆靠近的帖靠机构，使得斜舌

与门锁定后，锁舌板能自动弹出，完成主锁舌的锁闭，

省去了用钥匙或其他手工方法开锁的烦恼。

3.此技术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此技术做进一步说明描述本技

术的实际实施例子，但是技术不局限于此举例的例子。

如下图1所示，技术提供的一种自动锁的斜舌触碰装置，

它包括斜舌、斜舌杆及斜舌复位机构。斜舌设置在斜舌

杆的一端，斜舌杆在斜舌复位机构的作用下将斜舌从自

动锁的斜舌孔伸出。还包括限位块、拨片、用于将拨片

推向斜舌杆的紧靠机构，斜舌杆的侧部有一拨片，拨片

的内端与限位块旋转的连接，其外端具有一个钩状物，

该钩状物在拨片的一侧具有一个与钩拉口相对应的卡

钩，卡钩在斜舌缩回的情况下可随着该斜舌杆的移动而

进入钩拉口中，从而形成钩扣连接，拨片的外端具有一

个可由斜舌拨叉从斜舌杆上推出的斜面。限位块由静止

固定轴旋转地与锁盒相连接，限位块围绕静止轴旋转，

限位块上的限位分在解除锁定位置与锁止位置之间来

回转换。在开锁路径上，有一个导向槽在斜舌杆的另外

一头上，有一固定轴在锁盒上，并且位于导向槽内，可

沿着导向槽相对于斜舌杆作前后运动。第一扭簧组成斜

舌复位机构，斜舌杆上有一推杆，扭簧在推杆上使该斜

舌杆朝外（斜舌孔方向）运动。此装置还包括限位连片、

限位块、拨片以及推动拨片向斜舌杆靠近的帖靠机构。

斜舌杆的作用力能依次通过拨片、限位块及限位连片传

递给锁舌板。限位块环绕静止固定轴转动，与锁盒通过

固定轴线相连，限位块以使在上部的限位部在锁止位置

与解锁位置之间进行转换。在限位块和锁盒之间设有一

个返回机构，返回机构是第三弹簧，第三扭簧将限位块

的限位部分沿锁止位置方向移动。在斜舌杆的一面装有

拨片，在拨片的内端与限位块被转动并连接，其外端朝

向斜舌。贴靠装置是第二扭簧，第二扭簧将拨片的外端

朝向斜舌杆。钩拉口被开在拨片上，在面对拨片的那一

端，还装有一个卡钩，它相对于前面提到的挂钩。当斜

舌向内回缩后，卡钩就可由于斜舌的移动而进入到钩口

侧，就这样构成了钩状的连接方式。有一倾斜的斜面存

在于拨片的侧面，并将斜舌拨叉从斜舌板上推离，在相

应的斜舌拨叉上有一个引导面。执手开锁时，斜舌拨又

把拨片拨开，不会钩住。从图 1－图 3可以看出，限位

连片可以在非锁定状态与保险锁止位置与之间来回切

换，由连接轴旋转的连接至锁止位置，当限位连片被阻

止在其锁舌板的上锁路径上时限位连片处于保险锁止

状态中。限位连片上装有一个限位臂和一个锁紧臂。在

锁舌板上装有一个推块，在限位臂上面对推块的一侧具

有一个限位卡口，当限位臂旋转时，可以将限位卡口固

定在所述的推块上。当自动锁具在开启状态时，当限位

连片围绕连杆轴旋转时，可将推块插入限位卡口。阶梯

的卡部被设置在锁定臂上，第一卡口和第二卡口位于卡

部内部，限位块的一个限位部分在锁止位置与解锁位置

之间转换时，所述第一卡口和第二卡口中设有限位部。

锁定臂的锁定端部设有一凹陷点，在限位块相应的位置

设有一凸点，该凸点可与凹点相匹配，限位块可将凸点

嵌入锁定臂凹槽中，从而使得限位块更加牢固可靠的锁

止限位连片，限位块在斜舌杆和拨片的作用下绕固定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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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动而处于解锁位置时，在非锁定状态下，限位块上的

凸起点与限位连片上的凹槽点中分离。第四扭簧位于限

位连片和锁盒之间，第四扭簧作用于限位连片，使得限

位连片围绕连接轴的开闭位方向旋转。在锁舌板与限位

连片之间设有一个上锁装置，其中的限位连片可以从解

除锁定位置至保险锁止位置。上锁装置具有推块，在推

块的解锁路径有一凸块。当锁舌板和推块一起解锁时，

通过推动凸块，可以围绕连杆轴向保险锁止位置旋转。

该装置的工作原理，关门过程中，当斜舌回缩时，斜舌

杆跟着运动，斜舌杆上的卡钩到达拨片的钩拉口处时，

因为贴靠装置的作用，使拨片紧靠在斜舌杆上，卡钩落

入钩拉口内形成钩扣连接；门关好后，在斜舌复位机制

的影响下，斜舌向外伸入斜舌孔。斜舌弹出过程中，卡

钩与钩拉口仍保持钩扣连接，拨片随着斜舌杆向外运动，

此时，拨片的内端带动限位块旋转，限位块的限位部分

从锁止位置转换到解锁位置，限位块从锁止臂的锁止末

端脱离，并且在第四扭簧的作用下，限位连片围绕连接

轴向解除锁定位置旋转，限位连片上的限位卡口随限位

连片的转动而与锁舌板上的推块分离，锁舌板被弹出

（自动锁上设置有使锁舌板弹出的弹出机构）而上锁。

拨片的外端设置的斜面在随拨片向外运动过程中，拨片

会与斜舌拨叉上设置的导向面贴靠，拨片被斜舌拨叉的

导向面推离斜舌杆，斜舌杆上的卡钩与拨片上的钩拉口

脱离，拨片及限位块（限位块与锁盒之间设置有回位机

构）回位。而通过上锁机构，又能使相关机构回到斜舌

触碰前的状态，等待下一次的斜舌触碰的触发。通过这

项技术应当认识到，在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中，所有 "

包括 "一词必须在开放的意义上理解，即 "至少包括 "

而不是 "只包括”。此文章所述的特定实施方案仅通过

举例子来解释，旨在反映其中的精神。在所述的特定实

施方案中，专业的技术人员在这方面可以做出改善或增

加，或使用类似的替代方法，而但需要不脱离技术的本

质精神，也不脱离其局限。

图 1 自动锁的结构示意图（1 斜舌 2 斜舌杆 3 导向槽 4

固定轴 5 第一扭簧 6 推杆 7 拨片 8 限位块 9 限位连片 10 锁

舌板 11 限位部 12 钩拉口 13卡钩 14 斜舌拨叉 15斜面 16 导

向面 17 连接轴 18 限位臂 19 锁定臂 20 推块 21 限位卡口 22

锁定端 23锁盒 24 凸块 25 第一卡口 26 第二卡口）

图 2 限位连片的结构示意图

图3 自动锁的部分结构示意图（沿图1相反方向看过去）

结语

综上所述，文章介绍和探讨了一种自动锁的斜舌触

碰上锁技术，并对其背景和组成部分以及特征做了简要

说明，同时对这个技术的内容作了详细说明，之后也对

具体实施操作进行了详细说明。该技术针对现有自动锁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改进而设计出来一种更加方便高效

的上锁装置，尤其是一种斜舌锁闭同时能带动主锁舌一

起锁闭的装置，大大提高了自动锁的防盗能力，使其发

挥更好的作用。此技术结构紧凑，实用性强。因此，此

技术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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