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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厨房是一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燃气灶

具更是厨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锅搭载灶，就可以展开

多种烹饪方式。中式烹饪，讲究通过煎、炸、炖、炒

等多种烹调技法，制作中式菜肴，而其中“爆炒”更是

最为常见的烹饪方式。然而在烹饪的过程中，剧烈的颠

勺、搅铲，会使锅具在锅支架上受到向外的力从而发生

滑动的现象，也就是用户经常会反馈的问题——“滑锅

问题”。滑锅会对用户造成不安全的体验感，用户在使

用厨房电器的同时，不仅仅会关注性能、参数等，更加

会注重其在使用厨房电器过程中的操作体验。滑锅问题

不仅仅在操作体验上会使用户对该灶具的形象大打折

扣，更是稍不注意就会引发安全隐患。本文针对滑锅问

题的发生场景进行分析，收集了多个用户在不同锅具和

灶具使用情况下的炒菜动作以及滑锅体验，挖掘出烹饪

滑锅过程中的核心原因，提出合理的技术改进措施。

1��“滑锅问题”的场景分析

家庭烹饪方式煎、炸、炖、炒等各种方式，这些烹

饪方式中除了有煎、炸、炖等对于翻炒动作温和，炒就

属于比较“暴力”的烹饪方式。炒的过程动作比较复

杂，而中式烹饪中爆炒又是必不可少的。用户在使用锅

铲的时候会高频率的与锅发生接触，倒热油、放锅铲、

下菜、翻炒等的动作，无不需要与锅进行接触，这个过

程就会让锅单侧受力，从而容易导致滑锅问题的出现[1]。

因此本文着重针对用户在“炒”的时候出现滑锅问题的

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并试图予以解决。

2��“滑锅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前市场上流行的锅搭配锅支架主要为圆底锅搭配

平板锅支架，如图1所示。当锅置于锅支架上时，由于锅
与锅支架之间的接触面小，从而摩擦力小，且四周没有

着力点来阻止锅的偏移，因此当我们使用铲锅进行炒菜

的时候，容易使锅的重心产生偏移，即“滑锅问题”的

出现。

图1��市场上主流的锅与燃气灶锅支架

摩擦力的大小与锅体的重量以及锅和锅支架的接触

面积有关，我们以此为出发点，结合用户的实际使用情

况，找到影响滑锅的根本要素和衡量参数。接下来我们

进行了一些实验，用炒锅并配以一些常见的锅支架进行

烹饪，从烹饪的过程观察用户在炒菜的过程中容易发生

滑锅的几个重要场景[2]。

2.1  锅具与锅支架接触不全。锅具和锅支架一般有四
个接触点，且接触点都在锅底平面上，位置较低，如果

我们在放置的时候，锅具与锅支架的四个接触点若不能

完全接触，出现一个悬空点的情况的话，就容易出现晃

动的现象，尤其是当锅柄较重或者锅内没有食材的情况

下，滑锅现象会更加明显。

2.2  翻炒过于用力。在炒菜的过程中，翻炒是必不可
少的一个动作，尤其是中式美食，在制作的过程中，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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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用到大量的翻炒动作。当铲与锅体发生接触的时候，就

会给锅具一个向外的力导致锅具的中心偏移，如沿着锅体

周边铲动，又或是从锅底往上铲动，都会造成锅具产生一

定的偏移。因此我们在翻炒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一只手抓住

锅柄，来保证锅具的稳定性，避免造成滑锅现象。

针对以上情况，如果需要一款防滑锅支架，那么必

须要增加锅与锅支架之间的摩擦。同时因为翻炒动作的

特殊性，锅容易向四周偏移，因此需要在锅支架的四周

进行技术研究，避免滑锅。

3��防滑锅架的技术背景�

经过一番用户调查和走访，滑锅问题和锅具难找中

心问题是现今厨房里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它不仅仅影

响到了人们炒菜，滑锅问题同时是一个比较危险的问

题。虽然行业内一直想方设法去解决这一个问题，但是

该问题仍然存在。厨房用的炒锅尺寸大小（锅的上沿内

口径）一般为30cm、32cm、34cm、36cm，针对不同的炒
锅大小，市面上出现了大小不一致的防滑锅架。然而效

果并不理想，我们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不可能选购每一

种防滑锅支架，更不会去频繁的更换锅支架，并且市面

上现有的锅架大部分无法有效防风、聚能。我们结合了

市面上现有的技术，加之创新，我们研究出出一款自适

应防滑锅架[3]。

我们运用不倒翁跷跷板原理制作这款自适应防滑锅

架。当我们把锅放上去后，四周的锅架支架会自动扣住

抱络锅外沿。锅支架采用齿纹结构，可以大大增加锅与

支架之间的摩擦。但经过我们试验后发现，虽然不会有

翻锅现象了，但锅还是会有轻微的滑动现象。为此我们

设计了用聚能盘的沿去抵住锅的底部，防止其滑动，在

保证防止滑锅现象发生的同事，还兼具聚能的效果，。

当我们需要使用小锅煮的时候，只需反向折叠锅架即

可。一种锅架，二种使用方法，兼顾所有锅型，不管多

大尺寸的锅，放在该锅架中，锅架四周的爪子都可以对

锅进行包裹。低成本实现了自适应、不滑锅、增加能效

的功能。下图2和下图3为该款自适应锅架效果图，零件3
为聚能盘，零件1为可正反面使用的锅支架。

����图2��自适应锅架展开�����������图3��自适应锅架合拢

4��防滑锅架的技术核心

我们设计的这款自适应防滑锅架，该锅架四周有可

正反旋转的锅支架，该锅支架可以做成四爪或五爪，可

以自动适应锅底大小，确保锅具正对火力中心，同时保

证不滑锅，又能增加能效。目前，市面上现有的锅架大

部分无法有效防风、聚能、防滑。这款自适应防滑锅架

包括聚能盘、活动架、固定片、固定卡、锅支撑、下固

定栓和钢圈，聚能盘为顶部直径大于或等于底部直径的

圆台形形状，聚能盘的内壁为斜线或多段斜折线形成的

曲面，聚能盘内设置有与可调炉架相互嵌接的隔热圈凹

槽，聚能盘凹槽的设置数量为n ≥ 3个，可调炉架主架的
中间位置设置有与活动架齿形槽相匹配的主架齿形槽，

可调炉架主架的设置数量为n ≥ 3个，活动架设置于可调
炉架主架的中下方，活动架的上部外侧设置有活动架齿

形槽，活动架通过活动架齿形槽与可调炉架主架相互嵌

接，活动架的设置数量与可调炉架主架的设置数量相等

并且n ≥ 3个，固定片嵌接于可调炉架主架的靠中上部位
置，固定卡设置于活动架的底部位置，固定卡通过下固

定栓与活动架活动连接，锅支撑设置于可调炉架主架的

上部位置，锅支撑的设置数量与可调炉架主架的设置数

量相等为n ≥ 3个，钢圈设置于可调炉架主架的内侧靠下
部位置并与可调炉架主架焊接固定或与可调炉架主架成

为整体铸件[4]。

我们设计的这款自适应活动锅架，包括支座和锅支

脚，锅支脚通过枢轴可转动地安装在支座上，还包括聚

能盘，支座设置于聚能盘的内壁，锅支脚绕枢轴的转动

角度分别通过聚能盘的顶沿和聚能盘的内壁进行限位，

从而将锅支脚限定在第一位置如图2所示和第二位置如图
3所示之间。
该自适应活动锅架其特征在于：如图4所示，锅支脚

呈三角形结构，枢轴设置在靠近顶角α的位置处，当锅支
脚位于第一位置时，锅支脚的一侧邻边S 1抵靠在聚能环
的顶沿上，锅支脚的对边Sα用以支撑锅具；当锅支脚位
于第二位置时，锅支脚的另一侧邻边S2抵靠在聚能环的
内壁上，锅支脚的一侧邻边S1用以支撑锅具。
其中，枢轴距离聚能环内壁的距离h1与枢轴距离锅

支脚另一侧邻边S2的距离h2相等。锅支脚位于第二位置
时，锅支脚的一侧邻边S1沿水平方向延伸，且锅支脚的
一侧邻边S1距离聚能环上沿的高度为5-30mm。枢轴的高
度高出聚能环上沿的高度至少3mm。锅支脚顶角α的对边
Sα呈内凹弧线型结构。锅支脚顶角α的对边Sα上还设置有
防滑结构，该防滑结构采用齿状凸起、波浪状凸起、点

状凸起中的至少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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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锅支脚位于第一位置时，与顶角α相对一侧的锅支
脚一侧邻边S1的顶点P1所在高度低于与顶角α相对一侧的
锅支脚另一侧邻边S2的顶点P2所在的高度，并且顶点P2
位于枢轴的内侧上方。

图4��锅支架技术细节图

按照本实用新型所述技术方案，具有如下有益效

果：采用聚能盘的顶沿和聚能盘的内壁分别对锅支脚进

行限位，无需再单独设置其他限位结构，工艺流程简

单、生产效率也相应提高；锅支脚采用稳定性高的三角

形结构，为后续利用“不倒翁”原理提供了便利，方便

服帖地抓取圆底锅的锅底，无需人为翻动锅支脚，防止

发生烫伤危险。

5��具体实施方案

这种结构设计，可以利用聚能盘顶沿和聚能盘内壁

进行限位，而无需再单独设置其他限位结构，工艺流程

简单。优选地，锅支脚通过焊接、铆接等的连接方式，

或者通过整体铸造的方式设置在聚能盘的内壁上，在一

些实施例中为了方便生产，支座除了设置在聚能盘的内

壁之外，还跨设在聚能盘的顶沿上。聚能盘是封闭的环

型或者锥环型（包括锥环倒置的情况，例如锥台型），

以聚集炉头火焰的热量、防止热量散失，同时还能起到

防风的作用，提高了炉头火焰的能效值。聚能盘也可以

是圆环型或者方环型，可以加上支撑脚，支撑脚将聚能

盘抬高3-15mm，以便于向炉头火焰的内焰补充足够的空
气，保证充分燃烧、防止产生有害气体。支座与聚能盘

形成为U型凹槽结构，U型凹槽的槽宽大于锅支脚的厚
度，以便于锅支脚进行转动，U型凹槽结构的侧面设置有
穿设枢轴的通孔，枢轴采用压铆枪压死，以防止从U型凹
槽结构的侧面脱出通孔。一般来说锅支脚的数量采用3-6
个，其中采用4个或者5个的效果较好[5]。

锅支脚呈三角形结构，枢轴设置在靠近顶角α的位置
处，当锅支脚位于第一位置时，锅支脚的一侧邻边S 1抵
靠在聚能盘的顶沿上，锅支脚的对边Sα用以支撑锅具；
当锅支脚位于第二位置时，锅支脚的另一侧邻边S2抵靠
在聚能盘的内壁上，锅支脚的一侧邻边S1用以支撑锅
具。这样一来，顶角α处形成有倒角结构，尤其在蓄积了
大量食物残渣或者油污的时候，可以方便进行锅支脚转

动。聚能盘的顶沿设置有与锅支脚的一侧邻边S 1相适配
的斜面，以保证锅支脚能够较稳定地抵靠在上面。

枢轴距离聚能盘内壁的距离h1与枢轴距离锅支脚另
一侧邻边S2的距离h2相等。该种结构设计，使位于第二
位置的锅支脚的另一侧邻边S2能够紧密地贴靠在聚能盘
的内壁上，从而保证支撑的稳定性更高。

6��结束语

综上所述，该方案低成本实现了自适应、不滑锅、

增加能效的功能。该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

优点：能效值高、结构和生产工艺简单、便于操作、零

部件数量少、外观整洁性高、生产成本低。有效避免因

滑锅而产生的厨房事故，让每天给家人献上美食的一家

之“煮”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翻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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