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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断路器的电动分合闸机构，

包括壳体、驱动齿轮、拨动齿轮，联轴器，壳体内

设置有限位杆，壳体内对应限位杆与驱动齿轮之

间处活动设置有脱扣件，脱扣件上设置有与断路

器的脱扣机构相连接的连杆，驱动齿轮上设置有

与脱扣件相配合的凸块，当联轴器处于分闸位置

且脱扣件处于初始位置时，驱动齿轮向合闸方向

转动，联轴器与驱动齿轮联动配合且使断路器合

闸；驱动齿轮向分闸方向转动，联轴器与驱动齿

轮自由配合，驱动齿轮上的凸块将脱扣件拨动至

脱扣位置且使断路器脱扣分闸；当脱扣件处于脱

扣锁定位置时，驱动齿轮上的凸块可将脱扣件压

紧在限位杆上且使断路器锁定在脱扣分闸状态。

本发明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性能安全可靠的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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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断路器的电动分合闸机构，包括壳体、驱动齿轮、拨动齿轮，用于驱动断路器手

柄的联轴器，所述的驱动装置通过驱动齿轮与拨动齿轮啮合传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壳体

内对应驱动齿轮的一侧处设置有限位杆，所述的壳体内对应限位杆与驱动齿轮之间处活动

设置有脱扣件，脱扣件上设置有与断路器的脱扣机构相连接的连杆，驱动齿轮上设置有与

脱扣件相配合的凸块，脱扣件可处于初始位置、合闸位置、脱扣锁定位置，当联轴器处于分

闸位置且脱扣件处于初始位置时，驱动齿轮向合闸方向转动，联轴器与驱动齿轮联动配合

且使断路器合闸；驱动齿轮向分闸方向转动，联轴器与驱动齿轮自由配合，驱动齿轮上的凸

块将脱扣件拨动至脱扣位置且使断路器脱扣分闸；当脱扣件处于脱扣锁定位置时，驱动齿

轮上的凸块可将脱扣件压紧在限位杆上且使断路器锁定在脱扣分闸状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断路器的电动分合闸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拨动齿轮上设

置有拨动块，所述的联轴器上设置有与拨动块相配合的凸起部，所述的拨动齿轮向合闸方

向转动时，拨动块与凸起部联动配合，所述的拨动齿轮向分闸方向转动时，拨动块与凸起部

自由配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断路器的电动分合闸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壳体内对

应凸起部的两侧处分别设置有一个限位块，联轴器上的凸起部可在两个限位块之间转动，

两个限位块之间的跨度与断路器手柄的转动弧度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断路器的电动分合闸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联轴器上设置

有穿插在壳体的安装孔内的圆台，圆台上设置有方孔，方孔内设置有方轴，方轴的另一端连

接在断路器手柄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断路器的电动分合闸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圆台上设置有

露在壳体外的拼装凸块，所述的拼装凸块与断路器手柄上的凹槽相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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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路器的电动分合闸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断路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断路器的电动分合闸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小型断路器是一种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种场合的开关装置，用户端一

般都配有小型断路器，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智能电网日益发展完善，对用户收取电费的方式

也不再像过去一样由抄表员上门抄表并收取电费；现在对用户收取电费一般采取远程收取

电费的方式，用户可以通过定点营业厅缴纳电费或者在网上营业厅缴纳电费，还可以通过

预付费的方式预先购买一定的电量。当用户欠费时，用户端的小型断路器由电动分合闸机

构控制而自动分闸，待用户缴纳电费之后，电动分合闸机构再控制用户端的小型断路器合

闸为用户供电。

[0003] 现有的电动分合闸机构的结构设计复杂，该电动分合闸机构在执行电动分闸时，

电动分合闸机构无法将小型断路器锁定在分闸状态，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拨动小型断路器手

柄进行手动合闸，导致产品的安全性能不高。且该电动分合闸机构还存在成本高、性能不可

靠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故障率低、

性能安全可靠的断路器的电动分合闸机构。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一种断路器的电动分合闸机构，包括壳体、驱动齿

轮、拨动齿轮，用于驱动断路器手柄的联轴器，所述的驱动装置通过驱动齿轮与拨动齿轮啮

合传动，所述的壳体内对应驱动齿轮的一侧处设置有限位杆，所述的壳体内对应限位杆与

驱动齿轮之间处活动设置有脱扣件，脱扣件上设置有与断路器的脱扣机构相连接的连杆，

驱动齿轮上设置有与脱扣件相配合的凸块，脱扣件可处于初始位置、合闸位置、脱扣锁定位

置，当联轴器处于分闸位置且脱扣件处于初始位置时，驱动齿轮向合闸方向转动，联轴器与

驱动齿轮联动配合且使断路器合闸；驱动齿轮向分闸方向转动，联轴器与驱动齿轮自由配

合，驱动齿轮上的凸块将脱扣件拨动至脱扣位置且使断路器脱扣分闸；当脱扣件处于脱扣

锁定位置时，驱动齿轮上的凸块可将脱扣件压紧在限位杆上且使断路器锁定在脱扣分闸状

态。

[0006] 上述结构的有益效果是：该电动分合闸机构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故障率低、性

能安全可靠的优点，驱动装置驱动驱动齿轮向合闸(逆时针)方向转动，驱动齿轮带动拨动

齿轮转动，驱动齿轮驱动联轴器转动，联轴器带动断路器手柄动作，实现断路器的电动合

闸，断路器合闸到位后，驱动装置驱动驱动齿轮向分闸(顺时针)方向转动，驱动齿轮上的凸

块拨动脱扣件，脱扣件处于脱扣位置时，断路器脱扣分闸，实现断路器的电动分闸；断路器

分闸到位后，驱动齿轮继续顺时针转动，驱动齿轮上的拨快将脱扣件压紧在壳体上的限位

杆上，断路器锁定在脱扣分闸状态，且断路器无法手动合闸，从而提高了断路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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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0007] 特别地，所述的拨动齿轮上设置有拨动块，所述的联轴器上设置有与拨动块相配

合的凸起部，所述的拨动齿轮向合闸方向转动时，拨动块与凸起部联动配合，所述的拨动齿

轮向分闸方向转动时，拨动块与凸起部自由配合。通过在拨动齿轮上设置有与联轴器上的

凸起部相配合的拨动块，驱动装置驱动驱动齿轮转动，拨动齿轮上的拨动块可推动凸起部，

实现联轴器的合闸动作，联轴器合闸到位后，驱动装置驱动驱动齿轮回转，拨动齿轮随驱动

齿轮回转，拨动块与凸起部自由配合，拨动齿轮与联轴器处于离合状态，拨动块不会限制联

轴器执行分闸动作，从而拨动块不会影响断路器手动分闸。

[0008] 特别地，所述的壳体内对应凸起部的两侧处分别设置有一个限位块，联轴器上的

凸起部可在两个限位块之间转动，两个限位块之间的跨度与断路器手柄的转动弧度相同。

将联轴器上的凸起部设置在壳体的两个限位块之间，便于联轴器的装配，且可确保联轴器

在断路器手柄的分合闸转动区域内转动，提高了该电动分合闸机构工作的可靠性。

[0009] 特别地，所述的联轴器上设置有穿插在壳体的安装孔内的圆台，圆台上设置有方

孔，方孔内设置有方轴，方轴的另一端连接在断路器手柄上。联轴器上的圆台转动设置在壳

体的安装孔内，增大了联轴器与壳体的接触面积，增大了联轴器的扭力，且圆台通过方轴连

接在断路器手柄上，便于该电动分合闸机构与断路器的装配。

[0010] 特别地，所述的圆台上设置有露在壳体外的拼装凸块，所述的拼装凸块与断路器

手柄上的凹槽相卡合。圆台上设置有与断路器手柄相拼装的拼装凸块，避免该电动分合闸

机构与断路器拼装错误，从而便于该电动分合闸机构与断路器的装配。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立体图。

[001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内部结构图。

[0013]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壳体内部结构图。

[0014]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初始状态结构图。

[0015]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合闸状态结构图。

[0016]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脱扣分闸状态图。

[0017]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脱扣分闸锁定状态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如图1～7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是一种断路器的电动分合闸机构，包括壳体10、驱动

装置20、驱动齿轮30、拨动齿轮31，用于驱动断路器手柄的联轴器32，所述的驱动装置20通

过驱动齿轮30与拨动齿轮31啮合传动，所述的驱动装置20包括电机21、设置在电机21的转

轴上的蜗杆22、与蜗杆22相啮合的斜齿轮23、与斜齿轮23相啮合的传动齿轮24，所述的传动

齿轮24与驱动齿轮30啮合传动，所述的电机21与线路板25电连接。所述的壳体10内对应驱

动齿轮30的一侧处设置有限位杆11，所述的壳体10内对应限位杆11与驱动齿轮30之间处活

动设置有脱扣件12，脱扣件12上设置有连杆13，连杆13的尾端穿过壳体10上的通孔101且连

接在断路器的脱扣机构上，驱动齿轮30上设置有与脱扣件12相配合的凸块301，脱扣件12可

处于初始位置、合闸位置、脱扣锁定位置，当联轴器32处于分闸位置且脱扣件12处于初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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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时，驱动齿轮30向合闸方向转动，联轴器32与驱动齿轮30联动配合且使断路器合闸；驱动

齿轮30向分闸方向转动，联轴器32与驱动齿轮30自由配合，驱动齿轮30上的凸块301将脱扣

件12拨动至脱扣位置且使断路器脱扣分闸；当脱扣件12处于脱扣锁定位置时，驱动齿轮30

上的凸块301可将脱扣件12压紧在限位杆11上且使断路器锁定在脱扣分闸状态。如图2所

示，所述的拨动齿轮31上设置有拨动块311，所述的联轴器32上设置有与拨动块311相配合

的凸起部321，所述的拨动齿轮31向合闸方向转动时，拨动块311与凸起部321联动配合，所

述的拨动齿轮31向分闸方向转动时，拨动块311与凸起部321自由配合。通过在拨动齿轮上

设置有与联轴器上的凸起部相配合的拨动块，驱动装置驱动驱动齿轮转动，拨动齿轮上的

拨动块可推动凸起部，实现联轴器的合闸动作，联轴器合闸到位后，驱动装置驱动驱动齿轮

回转，拨动齿轮随驱动齿轮回转，拨动块与凸起部自由配合，拨动齿轮与联轴器处于离合状

态，拨动块不会限制联轴器执行分闸动作，从而拨动块不会影响断路器手动分闸。

[0019] 如图2和3所示，所述的壳体10内对应凸起部321的两侧处分别设置有一个限位块

14，联轴器32上的凸起部321可在两个限位块14之间转动，两个限位块14之间的跨度与断路

器手柄的转动弧度相同。将联轴器上的凸起部设置在壳体的两个限位块之间，便于联轴器

的装配，且可确保联轴器在断路器手柄的分合闸转动区域内转动，提高了该电动分合闸机

构工作的可靠性。所述的联轴器32上设置有穿插在壳体10的安装孔15内的圆台322，圆台

322上设置有方孔323，方孔323内设置有方轴33，方轴33的另一端连接在断路器手柄上。联

轴器上的圆台转动设置在壳体的安装孔内，增大了联轴器与壳体的接触面积，增大了联轴

器的扭力，且圆台通过方轴连接在断路器手柄上，便于该电动分合闸机构与断路器的装配。

所述的圆台322上设置有露在壳体10外的拼装凸块324，所述的拼装凸块324与断路器手柄

上的凹槽相卡合。圆台上设置有与断路器手柄相拼装的拼装凸块，避免该电动分合闸机构

与断路器拼装错误，从而便于该电动分合闸机构与断路器的装配。

[0020] 该电动分合闸机构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故障率低、性能安全可靠的优点，如图4

所示，该电动分合闸机构的联轴器处于分闸位置，脱扣件处于初始位置，驱动装置驱动驱动

齿轮向合闸(逆时针)方向转动，驱动齿轮带动拨动齿轮转动，驱动齿轮驱动联轴器转动，联

轴器上的方轴带动断路器手柄动作，从而实现断路器的电动合闸，且脱扣件处于合闸位置

(如图5所示)，断路器合闸到位后，驱动装置驱动驱动齿轮向分闸(顺时针)方向转动，驱动

齿轮上的凸块拨动脱扣件，脱扣件处于脱扣位置时，断路器脱扣分闸，实现断路器的电动分

闸(如图6所示)；断路器分闸到位后，驱动齿轮继续顺时针转动，驱动齿轮上的拨快将脱扣

件压紧在壳体上的限位杆上，断路器锁定在脱扣分闸状态(如图7所示)，且断路器无法手动

合闸，从而提高了断路器的安全性能。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7359092 B

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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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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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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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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