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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电动推拿椅产品造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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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设计一款新型电动推拿椅，主要包括支架设计: 把手、行走系统、底座等零部件设计，以及

机械推拿方式研究: 推拿传动系统主要零部件设计等; 并利用三维设计软件进行模拟装配，由此确定系统各零

部件的结构尺寸和方案等，为有关企业生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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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器材市场是近年新兴起来的消费品市场之

一，推拿椅更是新兴之中的佼佼者。据宏观预测，

该市场成长曲线呈快速上升之势。开发一款外观新

颖、功能可靠，安全舒适的推拿椅，将有广泛的国

内外市场前景。
1 推拿的作用和原理

中医认为，气血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基本物质，

经络血管通畅是气血正常运作的基础，而气血运行

正常又是人体健康的前提，故有 “气为血帅，气

行血行，血为气母，血至气至，气若顺得意轻松，

血若通远离病痛”。经络贯通于人体内外、上下联

络脏腑，贯通九窍，是气血运行的途径，也是津液

输布的网络。经络壅阻，人体气血不畅，阴阳失

调，就会产生疲劳和病变。推拿人体的某些特定部

位或穴位，可以起到舒经通络，止血祛瘀，理筋整

复，调整营卫 ( 气血) ，协调阴阳平衡的作用，从

而达到增强人体抗病能力和强身健体的目的。
我国传统中医认为，推拿能够平衡阴阳、调和

脏腑、疏通经络、加强盈卫气血功能，从而达到扶

正祛邪的作用。
西医认为推拿不但可以调整内分泌、加强胃肠

蠕动、拨离组织粘连、缓拿复位等作用，而且具有

调节大脑皮层、皮质功能，使大脑神经产生冲动，

进而达到兴奋或抑制神经作用。

大量科学研究实践证明，各种推拿手法是由各

种动作所产生的力在机体上引起的一系列反应，人

体接受推拿以后，能使大小循环系统畅通、血流丰

富、改善血液循环，加速人体各器官组织的新陈代

谢、消除疲劳、解除病痛，具有延年益寿之功效。
传统人工推拿是通过专业医师或推拿师，根据

推拿对象的实际病症或生理特点，对其身体不同穴

位或区域，采用诸如“推”、“揉”、“压”等一系

列不同的手法进行推拿。
电动推拿椅所采用的机械推拿方式相对于人工

推拿来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其自身的特点。首

先，从实现的方式上看，以背部推拿为例，机械推

拿采用推拿头或充气气垫，通过丝杆、气泵等机械

机构带动多组电机运转，以实现敲击、揉捏、拍打

等多种推拿动作，其控制的精度主要取决于机械部

件本身。
2 推拿方式及其特点

对于人工推拿来讲，推拿方式指的是推拿过程

中所采用的推拿手法。电动推拿椅正是通过相应机

构“模拟”这些推拿手法来实现机械推拿的。
根据市场调查的结果，我们将目前电动推拿椅

产品最常见的背部推拿方式分为以下四种: 敲击推

拿、揉捏推拿、指压推拿和拍打推拿，如图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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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常见推拿椅推拿方式

( 1) 敲击推拿

推拿头模拟人的拳头力稳、有节律地捶打推

拿，作用在一定穴位上，可以舒缓僵硬的组织，松

弛紧张的肌肉，消除肌肉疼痛与疲劳。其推拿强度

相对其他推拿形式，诸如揉捏推拿来讲力度较高。
一般电动推拿椅推拿机构通过电机带动皮带，推拿

头呈扇形运动轨迹，以模拟敲击推拿。
( 2) 揉捏推拿

此推拿功能可促进身体深处静脉和淋巴管的血

液循环。悬臂式滚轮通过电机带动进行旋转式揉

捏，精心设计的推拿头类似人手的触感，对背部酸

痛麻木的肌肉施以牵引，挤压，揉捏等推拿，对肌

肉产生柔和的刺激，恢复肌肉纤维弹性，加速血液

循环速度。揉捏推拿的同时推拿机构亦可沿丝杆上

下运动做滚压推拿。可完成定点推拿和连续推拿，

灵活性较强。
( 3) 指压推拿

与专业人工推拿一样，对肌肉垂直施力，准确

地进行点推拿。人体上有多个指压点，针对特定的

指压穴位施加稳健的压力，可有效消除肌肉紧绷与

压力，有效的刺激人体穴位，让血液的流通变得更

顺畅，充分激发人 体的内部潜能，增强人体免疫

力。指压推拿与敲击推拿类似，但力度没有敲击推

拿那么强烈，相对来说，其力度控制也较难，对电

机和机械结构要求也较高。
( 4) 拍打推拿

拍打推拿通过两个推拿头模仿专业推拿师握紧

拳头的动作来进行集中式拍打，使推拿效果深入肌

肉层，达到协调肌肉、舒缓压力和紧张的作用，同

时改善软组织的活动性。拍打推拿要配合特殊形态

的推拿头，其效果和敲击推拿类似，力度也较强。
3 电动推拿椅造型设计

3. 1 电动推拿椅支架造型设计

本文设计一款电动推拿椅支架，如图 2 所示，

主要设计特点如下:

图 2 电动推拿椅造型设计图

( 1) 支架 简 单，易 加 工，材 质 无 特 殊 要 求，

甚至可用木材加工;

( 2) 推拿系统为由几个模块组合而成，均可

单独存在，对支架无具体要求;

( 3) 推拿椅的靠背和腿部的支架由左右两边

的把手控制，弹性也集中于把手;

( 4) 推拿椅的下面部分由一个球体和底座组

成，球的上方为推拿模块和椅子行走系统，球本身

无特殊材质要求，亦可用木材加工，球的下方可垫

一个底座，不同的底座有不同的功能，无底座时通

过加两个支撑轮，推拿椅便可自由行走。
3. 1. 1 推拿椅支架把手设计

如图 3 所示，把手功能如下:

( 1) 扶手功能;

( 2) 可按档位调节推拿椅倾斜的角度，如图 4
所示;

( 3) 弯曲部分由弹性钢板组成，中间竖直部分

由弹簧和伸缩杆组成，构成减震系统，使人体倍感

舒适。

图 3 支架把手 图 4 推拿椅倾斜角度调节

3. 1. 2 推拿椅行走系统设计

行走系统设计如图 5 所示，滚球上部分上接臀

部推拿模块，下接行走系统。行走原理参考机械鼠

标的滚球传感系统，如图 6 所示，只是把 X － Y 滚

动轴连接动力系统和控制系统，便可带动滚球自由

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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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推拿椅行走系统

图 6 机械鼠标滚球传感系统

行走系统只有一个支点，重心不好控制，需在

推拿椅后面加两个轮子。
3. 1. 3 推拿椅底座设计

推拿椅底座是独立模块，不同底座拥有不同功

能，但底座不可过于光滑，要有一定的摩擦系数，

保证和滚球接触时不至于滑动。底座和滚球接触有

三种方式:

( 1) 如图 7 － A 所示，底座和滚球完全接触。
功能: 固定推拿椅，使椅子固定在一个地方，一个

角度;

( 2) 如图 7 － B 所示，底座和滚球一个走向

( X 轴或 Y 轴) 上可滚动，另一方向与滚球接触，

不可滚动。功能: 使椅子可前后或左右摆动，但不

可行走。
( 3) 如图 7 － C 所示，底座只有一个点和滚球接

触，滚球可 360 度自由滚动。功能: 使椅子 360 度自

由摆动，但不可行走，即灵活舒适又可以避免跌伤。
3. 2 机械推拿系统主要零部件设计

其中，主轴是连接蜗杆的，蜗杆可在轴上轴向

滑动，且主轴既是传动轴，又是丝杆，连接电磁离

合器。

图 7 推拿椅底座设计

图 8 推拿系统主要零部件设计

4 结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本身健康

的存眷度加大，推拿椅作为一种保健医疗产品，越

来越遭到消费者的欢迎。推拿椅对于临床许多慢性

疾病，如: 颈肩腰腿痛、中风、偏瘫等有很好的辅

助治疗作用，为以上患者带来便捷、舒适、廉价、
有效，同时又节省人力，从而减轻家庭负担，为这

些病人带来福音。同时对于亚健康者有良好的预防

保健作用，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电动推拿椅与普通家具相比其复杂程度较高，

触及到多方面因素。推拿舒适性不仅依赖包括以人

体工程学理论为支持的推拿功效的设置，同时还包

括机器传动机构的设计、智能控制体系的开辟等多

个关键，需要多学科的介入，还有待于对其进行越

发深化的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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