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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吸痰管，其包括管体和中空的座体；管

体内设置有光纤，光纤的第一端设置在管体的吸

痰孔附近，第二端设置在管体的第二端并形成光

纤插头；管体的第一端内设置有LED光源；LED光

源的导线延伸至管体的第二端并形成LED插头；

座体的第一端形成光纤插头座，以结合光纤插

头；座体的第一端还形成LED插头座，以结合LED

插头；座体内进一步形成有控制单元、光纤收发

单元，座体上表面设置有显示单元；光纤收发单

元与光纤插头座连接，以接收光纤传输的光信

号，并根据接收的光信号变换成电信号并发送给

控制单元，控制单元根据接收的电信号在显示单

元上显示图像；控制单元与LED插头座连接，以控

制LED光源的点亮。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2页

CN 107982621 B

2023.04.18

CN
 1
07
98
26
21
 B



1.一种吸痰管，其特征在于包括管体和中空的座体，管体的第二端和座体的第一端气

密性地且可插拔地结合在一起；

管体内设置有光纤，光纤的第一端设置在管体的吸痰孔附近，第二端设置在管体的第

二端并形成光纤插头；管体的第一端内设置有LED光源；LED光源的导线延伸至管体的第二

端并形成LED插头；

座体的第一端形成光纤插头座，以结合光纤插头；座体的第一端还形成LED插头座，以

结合LED插头；座体内进一步形成有控制单元、光纤收发单元，座体上表面设置有显示单元；

光纤收发单元与光纤插头座连接，以接收光纤传输的光信号，并根据接收的光信号变换成

电信号并发送给控制单元，控制单元根据接收的电信号在显示单元上显示图像；控制单元

与LED插头座连接，以控制LED光源的点亮；

在管体的第一端环绕管体设置有电感器，至少电感器的一部分位于吸痰孔的下游，电

感器的两端延伸至管体的第二端并形成电感插头；

座体的第一端形成电感插头座，以结合电感插头；座体中进一步形成有电感测量电路；

电感插头座连接于电感测量电路，电感测量电路连接于控制单元；

当吸痰孔中有痰液进入时，电感器的电感值增大；

座体的中空部中形成有流量计，流量计与控制单元连接；

当吸痰孔吸附在气道粘膜上时，流量计感测的流量值变小；

座体的中空部中形成有流量计，流量计与控制单元连接；

当吸痰孔吸入浓痰时，流量计感测的流量值变小而电感器的电感值增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痰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痰孔位于电感器的两圈导线之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痰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光纤的第一端朝向管体的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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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痰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医疗器械，尤其涉及一种吸痰管。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使用吸痰管进行吸痰时，一般是盲插盲吸。经常会出现吸痰管的吸痰孔吸

在患者的气道粘膜上，将气道粘膜吸破。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上述问题，本发明旨在提出一种能够分辨吸痰孔是不是吸到气道粘膜的吸痰

管。

[0004] 本发明的吸痰管，其包括管体和中空的座体，管体的第二端和座体的第一端气密

性地且可插拔地结合在一起；

[0005] 管体内设置有光纤，光纤的第一端设置在管体的吸痰孔附近，第二端设置在管体

的第二端并形成光纤插头；管体的第一端内设置有LED光源；LED光源的导线延伸至管体的

第二端并形成LED插头；

[0006] 座体的第一端形成光纤插头座，以结合光纤插头；座体的第一端还形成LED插头

座，以结合LED插头；座体内进一步形成有控制单元、光纤收发单元，座体上表面设置有显示

单元；光纤收发单元与光纤插头座连接，以接收光纤传输的光信号，并根据接收的光信号变

换成电信号并发送给控制单元，控制单元根据接收的电信号在显示单元上显示图像；控制

单元与LED插头座连接，以控制LED光源的点亮。

[0007] 优选地，在管体的第一端环绕管体设置有电感器，至少电感器的一部分位于吸痰

孔的下游，电感器的两端延伸至管体的第二端并形成电感插头；

[0008] 座体的第一端形成电感插头座，以结合电感插头；座体中进一步形成有电感测量

电路；电感插头座连接于电感测量电路，电感测量电路连接于控制单元；

[0009] 当吸痰孔中有痰液进入时，电感器的电感值增大。

[0010] 优选地，座体的中空部中形成有流量计，流量计与控制单元连接；

[0011] 当吸痰孔吸附在气道粘膜上时，流量计感测的流量值变小。

[0012] 优选地，座体的中空部中形成有流量计，流量计与控制单元连接；

[0013] 当吸痰孔吸入浓痰时，流量计感测的流量值变小而电感器的电感值增大。

[0014] 优选地，所述吸痰孔位于电感器的两圈导线之间。

[0015] 优选地，所述光纤的第一端朝向管体的外侧。

[0016] 本发明的吸痰管形成分体式结构，并且设置了光纤、电感器、流量计，从三方面感

测吸痰管是否在吸痰，一旦发生吸痰孔吸附在气道粘膜的情况，及时处理，避免气道粘膜破

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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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吸痰管的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吸痰管的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吸痰管的管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的吸痰管的座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图4的座体的侧面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的吸痰管的电路部分的原理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吸痰管进行详细说明。

[0024] 本发明的吸痰管，其设计为分体式结构，包括管体20和中空的座体30，这样座体可

以重复多次利用，管体20可以为一次性耗材。管体20至少在其第一端形成为透明的。管体20

的第二端和座体30的第一端气密性地且可插拔地结合在一起。

[0025] 管体20内设置有光纤16，光纤16的第一端设置在管体20的吸痰孔21附近，以观察

吸痰孔附近的情况。光纤16的第二端设置在管体20的第二端并形成光纤插头23；管体20的

第一端内设置有LED光源15，LED光源15为吸痰管插入患者气道时提供光源；LED光源15的导

线延伸至管体20的第二端并形成LED插头。

[0026] 座体30的第二端用于连接负压源，其与现有的吸痰管与负压源连接的一端的结构

相同，形成连接接头和负压调节孔。

[0027] 座体30的第一端形成光纤插头座33，以结合光纤插头23；座体30的第一端还形成

LED插头座31，以结合LED插头；座体30内进一步形成有控制单元10、光纤收发单元16，座体

上表面设置有显示单元17；光纤收发单元16与光纤插头座33连接，以接收光纤传输的光信

号，并根据接收的光信号变换成电信号并发送给控制单元10，控制单元10根据接收的电信

号在显示单元17上显示图像，由此使用者可以获知吸痰孔21附近的情况；控制单元10与LED

插头座连31接，以控制LED光源的点亮。控制单元10通过单片机实现。

[0028] 在第二实施例中，在管体20的第一端环绕管体设置有电感器13，至少电感器13的

一部分位于吸痰孔21的下游，由此经由吸痰孔21吸入的痰液会穿过电感器13而改变电感器

13的电感值。电感器13的两端延伸至管体的第二端并形成电感插头22。

[0029] 座体30的第一端形成电感插头座32，以结合电感插头22。座体30中进一步形成有

电感测量电路；电感插头座32连接于电感测量电路11，电感测量电路11连接于控制单元10，

由此控制单元10可以获知是佛有痰液流经电感器，从侧面反映是否有痰液流过管体20。当

吸痰孔中有痰液进入时，电感器的电感值增大。

[0030] 在第三实施例中，座体30的中空部中形成有流量计14，流量计14与控制10单元连

接，由此控制单元10可以获知管体20中的流量大小。当吸痰孔吸附在气道粘膜上时，流量计

感测的流量值变小。

[0031] 再将第二实施例与第三实施例相结合的第四实施例中，当吸痰孔21吸入浓痰时，

流量计14感测的流量值变小而电感器13的电感值增大。

[0032] 吸痰孔21可以是位于电感器的两圈导线之间。

[0033] 光纤16的第一端朝向管体的外侧，以方便观察与吸痰孔21正对的外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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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在仅仅设有光纤的方式，可以通过光纤传导的图像来判断吸痰孔周围的情况，如

果看到的是痰液，则表明是痰液被吸入；如果看到的是气道，可能对应两种情况，气道黏膜

被吸附或者吸痰孔与气道壁有预定距离且气道壁上没有痰。为了区分这两种情况，可以通

过流量计的流量来判断，如果流量很小，则可认为吸附到气道黏膜上。但是，还存在管体被

浓痰堵塞的情况，此时从光纤的图像中有可能看不到痰液，而流量计也流量很小，但不能由

此就判断是吸附到气道粘膜上，因为浓痰也会使得吸痰管堵塞，此时可通过电感器的电感

值变化来判断是否是由于浓痰进入吸痰管而造成流量减小，排除虚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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