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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自带吸管且利于吸食杯底珍珠的奶茶

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自带吸管且利于吸

食杯底珍珠的奶茶杯，包括杯体和伸缩吸管，杯

体包括上杯筒体、下杯筒体和设置在上杯筒体与

下杯筒体之间的杯底，杯底中心设置有吸食口，

杯底朝向下杯筒体的一面设置有凸台部，凸台部

的中心设置有连通吸食口的吸管孔，凸台部与下

杯筒体之间设置有用于盘放伸缩吸管的环槽，凸

台部上还设置有分别连通吸管孔和环槽的第一

出管口，下杯筒体上对应第一出管口设置有第二

出管口，伸缩吸管的一端设置在吸管孔内并连通

吸食口；正常状态下，伸缩吸管穿出第一出管口

盘放在环槽内，使用状态下，伸缩吸管依次经第

一出管口和第二出管口穿出杯体外。该实用新型

具有设计科学、实用性强、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利用率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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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带吸管且利于吸食杯底珍珠的奶茶杯，其特征在于：包括杯体和伸缩吸管，所

述杯体包括上杯筒体、下杯筒体和设置在所述上杯筒体与所述下杯筒体之间的杯底，所述

杯底中心设置有吸食口，所述杯底朝向所述下杯筒体的一面设置有凸台部，所述凸台部的

中心设置有连通所述吸食口的吸管孔，所述凸台部与所述下杯筒体之间设置有用于盘放所

述伸缩吸管的环槽，所述凸台部上还设置有分别连通所述吸管孔和所述环槽的第一出管

口，所述下杯筒体上对应所述第一出管口设置有第二出管口，所述伸缩吸管的一端设置在

所述吸管孔内并连通所述吸食口；正常状态下，所述伸缩吸管穿出所述第一出管口盘放在

所述环槽内，使用状态下，所述伸缩吸管依次经所述第一出管口和所述第二出管口穿出杯

体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带吸管且利于吸食杯底珍珠的奶茶杯，其特征在于：所述杯

底为漏斗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带吸管且利于吸食杯底珍珠的奶茶杯，其特征在于：所述伸

缩吸管另一端的管口外壁上对应所述杯体的杯口设置有钩挂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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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带吸管且利于吸食杯底珍珠的奶茶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饮料杯，具体的说，涉及了一种自带吸管且利于吸食杯底珍

珠的奶茶杯。

背景技术

[0002] 奶茶是一种广受青年人喜爱的饮料，奶茶调制好之后，很多人都喜欢在杯内放入

一些珍珠即粉圆，即常见的珍珠奶茶。由于现有的奶茶杯的底面是平的，当用吸管吸珍珠或

椰果的时候，表面光滑的珍珠总容易跑掉，吸食起来很不方便，普遍存在奶茶吸完珍珠却剩

余很多吸不到的情况，不仅使用不便且造成浪费。此外，现有的奶茶杯和吸管是分离的，商

家采购时一包奶茶杯和一包吸管是分离的，销售过程中常出现吸管不够用或者丢失等情

况，造成很大不便，而用户使用时也常出现吸管掉落等情况，也给用户带来不便。

[0003] 为了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人们一直在寻求一种理想的技术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从而提供一种设计科学、实用性强、结

构简单、使用方便、利用率高的自带吸管且利于吸食杯底珍珠的奶茶杯。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自带吸管且利于吸食

杯底珍珠的奶茶杯，包括杯体和伸缩吸管，所述杯体包括上杯筒体、下杯筒体和设置在所述

上杯筒体与所述下杯筒体之间的杯底，所述杯底中心设置有吸食口，所述杯底朝向所述下

杯筒体的一面设置有凸台部，所述凸台部的中心设置有连通所述吸食口的吸管孔，所述凸

台部与所述下杯筒体之间设置有用于盘放所述伸缩吸管的环槽，所述凸台部上还设置有分

别连通所述吸管孔和所述环槽的第一出管口，所述下杯筒体上对应所述第一出管口设置有

第二出管口，所述伸缩吸管的一端设置在所述吸管孔内并连通所述吸食口；正常状态下，所

述伸缩吸管穿出所述第一出管口盘放在所述环槽内，使用状态下，所述伸缩吸管依次经所

述第一出管口和所述第二出管口穿出杯体外。

[0006] 基于上述，所述杯底为漏斗状。

[0007] 基于上述，所述伸缩吸管另一端的管口外壁上对应所述杯体的杯口设置有钩挂机

构。

[0008] 本实用新型相对现有技术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具体的说，本实用新型通过下

杯筒体和凸台部的配合以及将伸缩吸管与杯体一体设置的方式，避免丢失，且方便多个杯

子套设存放，方便运输和存储，同时吸食口设置在杯底，吸食饮料时液体流动带动珍珠移

动，方便吸食杯底珍珠，进一步方便使用且避免浪费，其具有设计科学、实用性强、结构简

单、使用方便、利用率高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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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杯体外部结构示意图。

[0011]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杯底仰视结构示意图。

[0012] 图中：1.上杯筒体；2.下杯筒体；3.杯底；4.伸缩吸管；5.凸台部；6.吸食口；7.环

槽；8.钩挂机构；9.第二出管口；10.吸管孔；11.第一出管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14]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一种自带吸管且利于吸食杯底珍珠的奶茶杯，包括杯体和

伸缩吸管4，所述杯体包括上杯筒体1、下杯筒体2和设置在所述上杯筒体1与所述下杯筒体2

之间的杯底3，所述杯底3中心设置有吸食口6，所述杯底3朝向所述下杯筒体2的一面设置有

凸台部5，所述凸台部5的中心设置有连通所述吸食口6的吸管孔，所述凸台部5与所述下杯

筒体2之间设置有用于盘放所述伸缩吸管的环槽7，所述凸台部5上还设置有分别连通所述

吸管孔10和所述环槽7的第一出管口11，所述下杯筒体2上对应所述第一出管口11设置有第

二出管口9，所述伸缩吸管4的一端设置在所述吸管孔内并连通所述吸食口6；正常状态下，

所述伸缩吸管4穿出所述第一出管口11盘放在所述环槽7内，使用状态下，所述伸缩吸管4依

次经所述第一出管口11和所述第二出管口9穿出杯体外。

[0015] 正常状态下，所述伸缩吸管4处于收缩状态，所述伸缩吸管4的一端设置在所述吸

管孔10内并连通所述吸食口6，所述伸缩吸管4的另一端通过所述第一出管口11盘放在所述

环槽7内，所述伸缩吸管4和所述凸台部5均位于所述下杯筒体2与所述杯底3构成的空间内，

方便多个奶茶杯套叠放置，减少占用空间并方便存放和运输。使用时，先将所述伸缩吸管4

从所述环槽7内拉出，并将所述伸缩吸管4拉伸后，通过所述第二出管口9拉出所述杯体外。

实际中，根据连通器原理易知，所述伸缩吸管4拉伸后管口的高度应能高于奶茶杯杯口的高

度。保持所述伸缩吸管4管口高于奶茶杯杯口的位置，并向奶茶杯内注入珍珠奶茶，吸食时

由于所述吸食口6在所述杯底3，饮料流动带动沉在杯底3的珍珠移动，吸食珍珠方便。

[0016] 优选地，为进一步方便吸食珍珠，所述杯底3为漏斗状，也即所述吸食口6位于所述

杯底3的最低处，在重力作用下，珍珠向所述吸食口6处滑动，更容易吸食。

[0017] 优选地，所述伸缩吸管4另一端的管口外壁上对应所述杯体的杯口设置有钩挂机

构8，在注入奶茶时以及暂停吸食饮料时，可通过所述钩挂机构8将所述伸缩吸管4挂在奶茶

杯的杯口，使用方便。本实施例中，所述钩挂机构8为小型挂钩，能够起到钩挂作用的同时，

不影响管口在吸食饮料时的使用。

[0018]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

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依然可以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对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

换；而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精神，其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

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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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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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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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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