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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建筑脚手架斜撑杆的

可调角度连接固定件，其能够方便脚手架斜撑杆

之间连接固定，且连接交叉角度可以适应调整，

包括外弧形箍一，外弧形箍二，内弧形箍一，内弧

形箍二，外固定盘，内固定盘，固定轴杆，外固定

盘的中心位置固定设置在外弧形箍二的外侧面

中心位置，内固定盘的中心位置固定设置在内弧

形箍一的外侧面中心位置，固定轴杆使得外弧形

箍二与内弧形箍一连接到一块，且外弧形箍二与

内弧形箍一之间能够相互进行转动，外固定盘与

内固定盘的一周部位分别均匀排列设置有多道

对应的弧形穿孔，可以对弧形穿孔内穿入锚固螺

栓将外固定盘与内固定盘锚固在一块，达到可调

整交叉角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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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脚手架斜撑杆的可调角度连接固定件，其特征在于：包括外弧形箍一(11)，

外弧形箍二(12)，内弧形箍一(21)，内弧形箍二(22)，外固定盘(31)，内固定盘(32)，固定轴

杆(4)，所述外弧形箍一(11)，外弧形箍二(12)为形状相同的弧形板构造，所述内弧形箍一

(21)，内弧形箍二(22)也为形状相同的弧形板构造，所述外弧形箍一(11)的两端固定设置

有外固定板一(51)，所述外弧形箍二(12)的两端固定设置有与外固定板一(51)对应的外固

定板二(52)，所述内弧形箍一(21)的两端固定设置有内固定板一(61)，所述内弧形箍二

(22)的两端固定设置有与内固定板一(61)对应的内固定板二(62)，所述外固定板一(51)与

外固定板二(52)上设置有对应的锚固孔一(53)，同样，所述内固定板一(61)与内固定板二

(62)上设置有对应的锚固孔二(63);

所述外固定盘(31)与内固定盘(32)均为圆形状板体结构，所述外固定盘(31)的中心位

置固定设置在外弧形箍二(12)的外侧面中心位置，所述内固定盘(32)的中心位置固定设置

在内弧形箍一(21)的外侧面中心位置，所述外弧形箍二(12)的中心部位与外固定盘(31)的

中心部位设置有贯穿的穿孔一(71)，所述内弧形箍一(21)的中心部位与内固定盘(32)的中

心部位设置有贯穿的穿孔二(72)，所述外固定盘(31)与内固定盘(32)相互贴靠在一块使得

穿孔一(71)与穿孔二(72)相互贯穿，所述固定轴杆(4)穿入在穿孔一(71)与穿孔二(72)内，

所述固定轴杆(4)能够在穿孔一(71)与穿孔二(72)内转动，且固定轴杆(4)的两端部位置分

别伸入进外弧形箍二(12)的内侧部位与内弧形箍一(21)的内侧部位，所述固定轴杆(4)的

两端部位置固定设置有限位盘(41)，所述限位盘(41)的外径大于穿孔一(71)及穿孔二(72)

的内径，所述限位盘(41)分别贴靠在外弧形箍二(12)的内侧部位与内弧形箍一(21)的内侧

部位，使得外弧形箍二(12)与内弧形箍一(21)连接到一块；

所述外固定盘(31)与内固定盘(32)的一周部位分别均匀排列设置有多道对应的弧形

穿孔(3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脚手架斜撑杆的可调角度连接固定件，其特征在于：所述

外固定盘(31)与内固定盘(32)上排列设置的弧形穿孔(33)的弧形长度显著大于其上未设

置弧形穿孔(33)部位的弧形长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建筑脚手架斜撑杆的可调角度连接固定件，其特征在于：所述

外固定盘(31)与内固定盘(32)上排列设置的弧形穿孔(33)的数量具体为三道。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建筑脚手架斜撑杆的可调角度连接固定件，其特

征在于：所述外弧形箍二(12)与内弧形箍一(21)的内侧中心部位在分别存在穿孔一(71)与

穿孔二(72)的位置设置有凹陷(8)，所述固定轴杆(4)两端的限位盘(41)分别陷入在凹陷

(8)内，使得限位盘(41)外表面不突出于外弧形箍二(12)与内弧形箍一(21)的内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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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脚手架斜撑杆的可调角度连接固定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脚手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建筑脚手架斜撑杆的可调角

度连接固定件。

背景技术

[0002] 脚手架是建筑施工中经常使用的措施工具，如砌墙施工，外墙装饰等施工过程必

须依附墙面搭设脚手架，用以形成工人可以活动的且具备一定高度的施工平台，通常完整

的脚手架由架子杆与架子板组成，架子杆搭设形成一定高度，尤其是搭设在外墙的脚手架

以及满堂脚手架，由于搭设高度较高或者搭设面积较大，造成脚手架整体抗侧倾能力较差，

所以就需要在脚手架杆之间再增加斜撑杆，使其与脚手架杆之间形成三角稳定结构，从而

提高整体抗侧倾能力，然而，由于脚手架杆之间的间距并不相同，这样斜撑杆之间交叉形成

的角度各不相同，便没有合适的连接件能够对斜撑杆交叉部位进行连接固定，即连接件需

要具备可调相交角度的效果，这是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建筑脚手架斜撑杆的可调角度连接

固定件，其能够方便脚手架斜撑杆之间连接固定，且连接交叉角度可以适应调整，包括外弧

形箍一，外弧形箍二，内弧形箍一，内弧形箍二，外固定盘，内固定盘，固定轴杆，所述外弧形

箍一，外弧形箍二为形状相同的弧形板构造，即两者尺寸相同，两者用于共同箍在同一道脚

手架杆上起到固定作用，所述内弧形箍一，内弧形箍二也为形状相同的弧形板构造，用于共

同箍在另一道脚手架杆上起到固定作用，所述外弧形箍一的两端固定设置有外固定板一，

所述外弧形箍二的两端固定设置有与外固定板一对应的外固定板二，所述内弧形箍一的两

端固定设置有内固定板一，所述内弧形箍二的两端固定设置有与内固定板一对应的内固定

板二，所述外固定板一与外固定板二上设置有对应的锚固孔一，则向对应部位的锚固孔一

内穿入锚固螺栓能够将外固定板一及外固定板二连接固定到一块，从而外弧形箍一与外弧

形箍二能够形成一体将脚手架杆箍紧，同样，所述内固定板一与内固定板二上设置有对应

的锚固孔二，则向对应部位的锚固孔二内穿入锚固螺栓能够将内固定板一及内固定板二连

接固定到一块，从而内弧形箍一与内弧形箍二能够形成一体将脚手架杆箍紧。

[0004] 所述外固定盘与内固定盘均为圆形状板体结构，所述外固定盘的中心位置固定设

置在外弧形箍二的外侧面中心位置，所述内固定盘的中心位置固定设置在内弧形箍一的外

侧面中心位置，所述外弧形箍二的中心部位与外固定盘的中心部位设置有贯穿的穿孔一，

所述内弧形箍一的中心部位与内固定盘的中心部位设置有贯穿的穿孔二，所述外固定盘与

内固定盘相互贴靠在一块使得穿孔一与穿孔二相互贯穿，所述固定轴杆穿入在穿孔一与穿

孔二内，所述固定轴杆能够在穿孔一与穿孔二内转动，且固定轴杆的两端部位置分别伸入

进外弧形箍二的内侧部位与内弧形箍一的内侧部位，所述固定轴杆的两端部位置固定设置

有限位盘，所述限位盘的外径大于穿孔一及穿孔二的内径，所述限位盘分别贴靠在外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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箍二的内侧部位与内弧形箍一的内侧部位，从而使得外弧形箍二与内弧形箍一连接到一

块，且外弧形箍二与内弧形箍一之间能够相对进行转动。

[0005] 所述外固定盘与内固定盘的一周部位分别均匀排列设置有多道对应的弧形穿孔，

从而可以对弧形穿孔内穿入锚固螺栓将外固定盘与内固定盘锚固在一块，则外弧形箍二与

内弧形箍一之间的相对角度达到固定。

[000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可以通过外弧形箍一与外弧形箍二及内弧形箍一与内

弧形箍二分别箍住固定两道脚手架斜撑杆，而当外固定盘与内固定盘之间未锚入锚固螺栓

时，外弧形箍二与内弧形箍一之间能够相对进行转动调整，从而调整两道脚手架杆之间的

交叉角度，适用于对脚手架斜撑杆的固定，而角度调整完成后，可以在外固定盘与内固定盘

之间的弧形穿孔内穿入锚固螺栓使得之间达到固定。

[0007] 具体的，所述外固定盘与内固定盘上排列设置的弧形穿孔的弧形长度显著大于其

上未设置弧形穿孔部位的弧形长度，这样外固定盘与内固定盘相互贴靠后，总有弧形穿孔

的一部分是相互贯穿的，不管外固定盘与内固定盘之间如何旋转，总有弧形穿孔的一部分

内能够穿入锚固螺栓。

[0008] 具体的，所述外固定盘与内固定盘上排列设置的弧形穿孔的数量具体为三道。

[0009] 作为改进实施例，所述外弧形箍二与内弧形箍一的内侧中心部位在分别存在穿孔

一与穿孔二的位置设置有凹陷，所述固定轴杆两端的限位盘分别陷入在凹陷内，使得限位

盘外表面不突出于外弧形箍二与内弧形箍一的内侧面，因为外弧形箍二与内弧形箍一的内

侧面需要箍紧脚手架杆时与脚手架杆紧密接触，该改进则避免对箍紧效果造成影响。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立体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实用新型部件分离状态立体示意图。

[0012] 图3为本实用新型应用状态立体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的说明。

[0014] 一种建筑脚手架斜撑杆的可调角度连接固定件，如图2所示，包括外弧形箍一11，

外弧形箍二12，内弧形箍一21，内弧形箍二22，外固定盘31，内固定盘32，固定轴杆4，所述外

弧形箍一11，外弧形箍二12为形状相同的弧形板构造，即两者尺寸相同，两者用于共同箍在

同一道脚手架杆上起到固定作用，所述内弧形箍一21，内弧形箍二22也为形状相同的弧形

板构造，用于共同箍在另一道脚手架杆上起到固定作用，所述外弧形箍一11的两端固定设

置有外固定板一51，所述外弧形箍二12的两端固定设置有与外固定板一51对应的外固定板

二52，所述内弧形箍一21的两端固定设置有内固定板一61，所述内弧形箍二22的两端固定

设置有与内固定板一61对应的内固定板二62，所述外固定板一51与外固定板二52上设置有

对应的锚固孔一53，则向对应部位的锚固孔一53内穿入锚固螺栓能够将外固定板一51及外

固定板二52连接固定到一块，从而外弧形箍一11与外弧形箍二12能够形成一体将脚手架杆

箍紧，同样，所述内固定板一61与内固定板二62上设置有对应的锚固孔二63，则向对应部位

的锚固孔二63内穿入锚固螺栓能够将内固定板一61及内固定板二62连接固定到一块，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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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弧形箍一21与内弧形箍二22能够形成一体将脚手架杆箍紧。

[0015] 所述外固定盘31与内固定盘32均为圆形状板体结构，所述外固定盘31的中心位置

固定设置在外弧形箍二12的外侧面中心位置，所述内固定盘32的中心位置固定设置在内弧

形箍一21的外侧面中心位置，所述外弧形箍二12的中心部位与外固定盘31的中心部位设置

有贯穿的穿孔一71，所述内弧形箍一21的中心部位与内固定盘32的中心部位设置有贯穿的

穿孔二72，所述外固定盘31与内固定盘32相互贴靠在一块使得穿孔一71与穿孔二72相互贯

穿，所述固定轴杆4穿入在穿孔一71与穿孔二72内，所述固定轴杆4能够在穿孔一71与穿孔

二72内转动，且固定轴杆4的两端部位置分别伸入进外弧形箍二12的内侧部位与内弧形箍

一21的内侧部位，所述固定轴杆4的两端部位置固定设置有限位盘41，所述限位盘41的外径

大于穿孔一71及穿孔二72的内径，所述限位盘41分别贴靠在外弧形箍二12的内侧部位与内

弧形箍一21的内侧部位，从而使得外弧形箍二12与内弧形箍一21连接到一块，如图1所示，

且外弧形箍二12与内弧形箍一21之间能够相对进行转动。

[0016] 如图2所示，所述外固定盘31与内固定盘32的一周部位分别均匀排列设置有多道

对应的弧形穿孔33，从而可以对弧形穿孔33内穿入锚固螺栓将外固定盘31与内固定盘32锚

固在一块，如图1所示，则外弧形箍二12与内弧形箍一21之间的相对角度达到固定。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可以通过外弧形箍一11与外弧形箍二12及内弧形箍一

21与内弧形箍二22分别箍住固定两道脚手架斜撑杆，而当外固定盘31与内固定盘32之间未

锚入锚固螺栓时，外弧形箍二12与内弧形箍一21之间能够相对进行转动调整，从而调整两

道脚手架杆之间的交叉角度，适用于对脚手架斜撑杆的固定，如图3所示，而角度调整完成

后，可以在外固定盘31与内固定盘32之间的弧形穿孔33内穿入锚固螺栓使得之间达到固

定。

[0018] 具体的，如图2所示，所述外固定盘31与内固定盘32上排列设置的弧形穿孔33的弧

形长度显著大于其上未设置弧形穿孔33部位的弧形长度，这样外固定盘31与内固定盘32相

互贴靠后，总有弧形穿孔33的一部分是相互贯穿的，不管外固定盘31与内固定盘32之间如

何旋转，总有弧形穿孔33的一部分内能够穿入锚固螺栓。

[0019] 具体的，如图2所示，所述外固定盘31与内固定盘32上排列设置的弧形穿孔33的数

量具体为三道。

[0020] 作为改进实施例，如图2所示，所述外弧形箍二12与内弧形箍一21的内侧中心部位

在分别存在穿孔一71与穿孔二72的位置设置有凹陷8，所述固定轴杆4两端的限位盘41分别

陷入在凹陷8内，如图1所示，使得限位盘41外表面不突出于外弧形箍二12与内弧形箍一21

的内侧面，因为外弧形箍二12与内弧形箍一21的内侧面需要箍紧脚手架杆时与脚手架杆紧

密接触，该改进则避免对箍紧效果造成影响。

[0021]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

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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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7

CN 211974290 U

7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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