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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

属于食品加工技术领域，包括：机架，作为载体；

输送带，安装于机架上，其中，输送带的一端连接

有输送电机，作为餐盘的行走通道；若干个平台，

分别位于输送带的两侧，其中，每一个平台活动

安装于机架上，作为菜桶的放置位置。本实用新

型提供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解放了打菜员

始终手握餐盘进行打菜的双手，避免发生餐盘打

翻现象，另外，餐盘在打菜期间始终位于输送带

中，随着输送带的移动，加快了打菜的速度，提高

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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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作为载体；输送带，安装于机架上，

其中，输送带的一端连接有输送电机，作为餐盘的行走通道；若干个平台，分别位于输送带

的两侧，其中，每一个平台活动安装于机架上，作为菜桶的放置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每一个平台能够沿机架

的长度方向水平移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平台呈直角三角形

结构设置，其中一条直角边的两端作为平台与机架相连的连接部，另一条直角边作为菜桶

的放置空间，斜边作为平台的支撑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平台包括两根上下平行

连接于机架上的连接杆，分别为第一连接杆和第二连接杆；平板，一端与第一连接杆相连；

斜撑杆，一端与第二连接杆相连，斜撑杆的另一端与平板的另一端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平板与第一连接杆之

间，斜撑杆与第二连接杆之间均为卡接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沿第一连接杆的长度方

向设置有若干个卡接件，其中，卡接件的一端与机架相连，卡接件的另一端与平板之间形成

第一卡接部，斜撑杆与第二连接杆之间形成第二卡接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其特征在于，第一卡接部与第二卡接

部均为球面副结构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卡接件呈L型结构设置，

其中，卡接件的一端设置有一个竖向截面为球状的凸部，与平板上的凹部相卡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斜撑杆的一端与平板相

铰接，斜撑杆的另一端设置有一个与第二连接杆的外侧面相卡接的凹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平板上的凹部呈U型结

构设置，斜撑杆上的凹部呈L型结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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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食品加工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生产线，特别是一种移动式配餐生

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重视，自办食堂的企事业

单位日趋增加，选择在单位食堂用餐的人也越来越多。食堂担负着提供餐饮服务、保障食品

安全、促进职工健康等重要职责，是后勤服务保障的重要窗口，关系到广大干部职工的身体

健康，关系到单位凝聚力和正常运转，也关系到后勤部门自身的发展。

[0003] 但是，大多数单位公共食堂存在着如下问题，对于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大中型企事

业单位的食堂往往集中用餐人数众多，用餐排队时间长，需要逐个排队打菜，降低了工作效

率，另外，在打菜过程中，餐盘始终握于打菜员工手里，容易造成餐盘打翻现象，造成食材的

浪费。

[0004] 综上所述，需要设计一种能够提高打菜的工作效率，并且避免发生餐盘打翻现象

的生产线。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能够提高打菜的

工作效率，并且避免发生餐盘打翻现象的生产线。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包括：机

架，作为载体；输送带，安装于机架上，其中，输送带的一端连接有输送电机，作为餐盘的行

走通道；若干个平台，分别位于输送带的两侧，其中，每一个平台活动安装于机架上，作为菜

桶的放置位置。

[0007] 在上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中，每一个平台能够沿机架的长度方向水平移

动。

[0008] 在上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中，平台呈直角三角形结构设置，其中一条直角

边的两端作为平台与机架相连的连接部，另一条直角边作为菜桶的放置空间，斜边作为平

台的支撑部。

[0009] 在上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中，平台包括两根上下平行连接于机架上的连接

杆，分别为第一连接杆和第二连接杆；平板，一端与第一连接杆相连；斜撑杆，一端与第二连

接杆相连，斜撑杆的另一端与平板的另一端相连。

[0010] 在上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中，平板与第一连接杆之间，斜撑杆与第二连接

杆之间均为卡接连接。

[0011] 在上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中，沿第一连接杆的长度方向设置有若干个卡接

件，其中，卡接件的一端与机架相连，卡接件的另一端与平板之间形成第一卡接部，斜撑杆

与第二连接杆之间形成第二卡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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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在上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中，第一卡接部与第二卡接部均为球面副结构设

置。

[0013] 在上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中，卡接件呈L型结构设置，其中，卡接件的一端

设置有一个竖向截面为球状的凸部，与平板上的凹部相卡接。

[0014] 在上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中，斜撑杆的一端与平板相铰接，斜撑杆的另一

端设置有一个与第二连接杆的外侧面相卡接的凹部。

[0015] 在上述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中，平板上的第一凹部呈U型结构设置，斜撑杆上

的第二凹部呈L型结构设置。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解放了打菜员始终

手握餐盘进行打菜的双手，避免发生餐盘打翻现象，另外，餐盘在打菜期间始终位于输送带

中，随着输送带的移动，加快了打菜的速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另一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00、机架；200、输送带；300、输送电机；400、平台；410、第一连接杆；420、第

二连接杆；430、平板；431、第一凹部；440、斜撑杆；441、第二凹部；450、卡接件；451、凸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

的描述，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1]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包括：机架100，作为

载体；输送带200，安装于机架100上，其中，输送带200的一端连接有输送电机300，作为餐盘

的行走通道；若干个平台400，分别位于输送带200的两侧，其中，每一个平台400活动安装于

机架100上，作为菜桶(安装有食材的桶)的放置位置。

[0022] 在本实施例中，餐盘放置于输送带200上，通过输送带200向前输送，各个平台400

上放置有盛有食材的菜桶，根据员工的需求，打菜员将菜桶中的食材打入相应的餐盘内，而

后员工直接将盛有饭菜的餐盘搬离输送带200即可。

[0023]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移动式配餐生产线，解放了打菜员始终手握餐盘进行打菜

的双手，避免发生餐盘打翻现象，另外，餐盘在打菜期间始终位于输送带200中，随着输送带

200的移动，加快了打菜的速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0024] 进一步优选地，为了方便员工选菜，避免漏选，或者重复来回选菜，使得每一个平

台400能够沿机架100的长度方向水平移动，提高配餐生产线使用的灵活性、便捷性。

[0025] 优选地，如图1和图2所示，平台400呈直角三角形结构设置，其中一条直角边的两

端作为平台400与机架100相连的连接部，另一条直角边作为菜桶的放置空间，斜边作为平

台400的支撑部，提高安装于机架100上的平台400的稳定性。

[0026] 进一步优选地，平台400包括两根上下平行连接于机架100上的连接杆，分别为第

一连接杆410和第二连接杆420；平板430，一端与第一连接杆410相连；斜撑杆440，一端与第

二连接杆420相连，斜撑杆440的另一端与平板430的另一端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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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进一步优选地，平板430与第一连接杆410之间，斜撑杆440与第二连接杆420之间

均为卡接连接。安装方便。

[0028] 进一步优选地，沿第一连接杆410的长度方向设置有若干个卡接件450，其中，卡接

件450的一端与机架100相连，卡接件450的另一端与平板430之间形成第一卡接部，斜撑杆

440与第二连接杆420之间形成第二卡接部。

[0029] 进一步优选地，第一卡接部与第二卡接部均为球面副结构设置。

[0030] 在本实施例中，之所以采用球面副结构，能够缓冲菜桶放置于平板430上时的冲

击，使得菜桶放置在平板430上更为地平稳，另外，球面副结构的设计方便平台400的安装。

[0031] 进一步优选地，卡接件450呈L型结构设置，其中，卡接件450的一端设置有一个竖

向截面为球状的凸部451，与平板430上的第一凹部431相卡接。

[0032] 进一步优选地，斜撑杆440的一端与平板430相铰接，斜撑杆440的另一端设置有一

个第二凹部441，与第二连接杆420的外侧面(凸部)相卡接。

[0033] 进一步优选地，平板430上的第一凹部431呈U型结构设置，斜撑杆440上的第二凹

部441呈L型结构设置。

[0034]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

的方式替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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