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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疗引

流管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

胆管近距离放疗引流管，包括纵向截面为圆形或

椭圆形结构的胆汁引流管、纵向截面是圆形结构

的核素腔道管体和三通连接头，胆汁引流管开设

有纵向截面为圆形或椭圆形结构的胆汁引流腔，

核素腔道管体开设有纵向截面为圆形结构的核

素腔道，胆汁引流腔内设置有控制线，胆汁引流

管两侧面上分别各一体式连接一个核素腔道管

体，核素腔道管体沿着胆汁引流管长度方向设

置，胆汁引流管的一端与三通连接头固定连接，

核素腔道管体远离引流头的一端固定连接核素

接收装置。本实用新型使用方便，核素剂量分布

合理，局部剂量高，缩短导管留置时间，同时控制

线固定引流管不易滑脱，保证腔道核素近距离照

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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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包括纵向截面为圆形

或椭圆形结构的胆汁引流管(1)、纵向截面是圆形结构的核素腔道管体(2)和三通连接头

(3)，所述胆汁引流管(1)内并沿着胆汁引流管(1)的长度方向开设有纵向截面为圆形或椭

圆形结构的胆汁引流腔(5)，所述核素腔道管体(2)内并沿着核素腔道管体(2)的长度方向

设有纵向截面为圆形结构的核素腔道(6)，所述胆汁引流腔(5)内设置有控制线(10)；

所述胆汁引流管(1)的且与胆汁引流管(1)的长轴相垂直的两个侧面上分别各一体式

连接一个核素腔道管体(2)，所述核素腔道管体(2)沿着胆汁引流管(1)长度方向设置，所述

胆汁引流管(1)的左端与三通连接头(3)固定连接，所述胆汁引流管(1)的右端一体式连接

引流头(4)，所述胆汁引流管(1)的且与胆汁引流管(1)的短轴相垂直的两个侧面上分别开

设有与胆汁引流腔(5)相连通的引流孔(8)，所述胆汁引流管(1)同一侧面的引流孔(8)之间

设置有引线孔(9)，所述核素腔道管体(2)延伸到距离引流头(4)端5cm处采用不透X线的物

质进行封闭，所述核素腔道管体(2)远离引流头(4)的一端固定连接核素接收装置(7)，所述

核素接收装置(7)与胆汁引流管(1)一体式连接；

所述三通连接头(3)包括与胆汁引流管(1)固定连接的圆柱管体(3-1)以及与圆柱管体

(3-1)均一体式连接的第一出口管(3-2)、第二出口管(3-3)和三通活塞放置管(3-4)，所述

第一出口管(3-2)、第二出口管(3-3)和三通活塞放置管(3-4)两两相互垂直相交且均与圆

柱管体(3-1)相连通，所述三通活塞放置管(3-4)活动设置有三通活塞(11)，所述三通活塞

(11)包括圆柱塞(11-1)和与圆柱塞(11-1)一体式连接的三角爪(11-2)，所述圆柱塞(11-1)

内开设有三个相互垂直且贯通的通孔(11-3)，所述通孔(11-3)的延伸方向与三角爪(11-2)

的三个爪的延伸方向相同。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

述引流头(4)为中间空腔为圆形或椭圆形，且远离胆汁引流管(1)的一端的侧面的面积小于

引流头(4)与胆汁引流管(1)相连接的侧面的面积，所述引流头(4)为中间空腔与胆汁引流

腔(5)相连通，所述引流头(4)的长度为0.5-1c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

述核素接收装置(7)，所述核素接收装置(7)内设置有与核素腔道(6)相连通的核素推进腔

道(12)以及与核素推进腔道(12)相连通的核素进入腔道(13)，所述核素进入腔道(13)的一

端直接连接核素植入装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

述胆汁引流管(1)上开设的引流孔(8)的数量为8-16个，由距引流头(4)5cm处开始并沿着胆

汁引流管(1)的中轴线向远离引流头(4)的方向依次开设，引流孔(8)的孔径为0.3-0.8mm，

两个引流孔(8)之间的间隙为8-15m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

述引线孔(9)包括距离引流头(4)较近的第一引线孔(9-1)和距离引流头(4)较远且在引流

孔(8)间隙处的第二引线孔(9-2)。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

述胆汁引流腔(5)的直径大于2mm，所述核素腔道(6)的内经为0.8-1.2mm，且与胆汁引流腔

(5)不相通，所述胆汁引流管(1)的外径为10-16F，总长度为40-50cm。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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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控制线(10)穿过通孔(11-3)经过胆汁引流腔(5)穿出第二引线孔(9-2)，并再次通过第一

引线孔(9-1)返回到胆汁引流腔(5)，最后穿出通孔(11-3)与垂体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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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疗引流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疗

引流管。

背景技术

[0002] 胆管细胞癌(cholangiocarcinoma)是指起源于胆管上皮的恶行肿瘤，本病发病多

隐匿，临床症状不典型，加之以往对该病认识不足，早期诊断极其困难，患者多以进行性黄

疽为主要表现，至就诊时已为晚期，瘤体大、位置复杂、肿瘤浸润，手术处理较复杂，肿瘤整

体手术切除率仍较低，甚至有时连姑息性胆肠吻合手术亦无法进行，远期效果不理想，5年

生存率为5-15％。对于肝功能差，高龄，无法耐受外科手术患者往往采用姑息性的胆管引流

管植入或胆管支架植入术，且在临床广泛使用。但胆道引流管或胆管支架往往因肿瘤进展

或食靡堵塞而再次发生梗阻性黄疸。尽管目前可以辅助外外放疗技术对肿瘤进行放疗控制

肿瘤，但由于胆管解剖位置深，周围结构复杂，勾画放疗靶区较为困难，往往因担心肠道并

发症使得外放疗剂量受限。103Pd和125I是临床上常用近距离放疗核素，在临床实体肿瘤的治

疗中发挥了令人鼓舞的局部效果。近距离核素体积小，对正常人体组织损伤小，操作简便，

利于防护。基于这种情况，将胆管引流技术与近距离核素腔内放射治疗技术合二为一，起到

一箭双雕的作用，方法安全可行。现有的具有放疗效果的引流导管，在治疗的过程中，由于

引流腔道对粒子腔道的挤压作用，导致处于核素腔道内的剂量不均因，或者引流腔道的过

于狭小，不能很好的起到引流的作用。而且没有回拉线控制装置，近距离核素放疗因引流管

移位而发生放疗偏移影响放疗效果。控制线如何经导管末端固定好与否直接决定近距离放

疗的放疗疗效。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引流导管存在的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可调控性

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疗引流管。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申请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

离放疗引流管，包括纵向截面为圆形或椭圆形结构的胆汁引流管、纵向截面是圆形结构的

核素腔道管体和三通连接头，所述胆汁引流管内并沿着胆汁引流管的长度方向开设有纵向

截面为圆形或椭圆形结构的胆汁引流腔，所述核素腔道管体内并沿着核素腔道管体的长度

方向设有纵向截面为圆形结构的核素腔道，所述胆汁引流腔内设置有控制线；

[0005] 所述胆汁引流管的且与胆汁引流管的长轴相垂直的两个侧面上分别各一体式连

接一个核素腔道管体，所述核素腔道管体沿着胆汁引流管长度方向设置，所述胆汁引流管

的左端与三通连接头固定连接，所述胆汁引流管的右端一体式连接引流头，所述胆汁引流

管的且与胆汁引流管的短轴相垂直的两个侧面上分别开设有与胆汁引流腔相连通的引流

孔，所述胆汁引流管同一侧面的引流孔之间设置有引线孔，所述核素腔道管体延伸到距离

引流头端5cm处采用不透  X线的物质进行封闭，所述核素腔道管体远离引流头的一端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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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核素接收装置，所述核素接收装置与胆汁引流管一体式连接；

[0006] 所述三通连接头包括与胆汁引流管固定连接的圆柱管体以及与圆柱管体均一体

式连接的第一出口管、第二出口管和三通活塞放置管，所述第一出口管、第二出口管和三通

活塞放置管两两相互垂直相交且均与圆柱管体相连通，所述三通活塞放置管活动设置有三

通活塞，所述三通活塞包括圆柱塞和与圆柱塞一体式连接的三角爪，所述圆柱塞内开设有

三个相互垂直且贯通的通孔，所述通孔的延伸方向与三角爪的三个爪的延伸方向相同。

[0007]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引流头为中间空腔为圆形或椭圆形，且远离胆汁引流管的一

端的侧面的面积小于引流头与胆汁引流管相连接的侧面的面积，所述引流头为中间空腔与

胆汁引流腔相连通，所述引流头的长度为0.5-1cm。

[0008]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核素接收装置，所述核素接收装置内设置有与核素腔道相连

通的核素推进腔道以及与核素推进腔道相连通的核素进入腔道，所述核素进入腔道的一端

直接连接核素植入装置。

[0009]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胆汁引流管上开设的引流孔的数量为8-16个，由距引流头5cm

处开始并沿着胆汁引流管的中轴线向远离引流头的方向依次开设，引流孔的孔径为0.3-

0.8mm，两个引流孔之间的间隙为8-15mm。

[0010]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引线孔包括距离引流头较近的第一引线孔和距离引流头较远

且在引流孔间隙处的第二引线孔。

[0011]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胆汁引流腔的直径大于2mm，所述核素腔道的内经为  0 .8-

1.2mm，且与胆汁引流腔不相通，所述胆汁引流管的外径为10-16F，总长度为40-50cm。

[0012]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控制线穿过通孔经过胆汁引流腔穿出第二引线孔，并再次通

过第一引线孔返回到胆汁引流腔，最后穿出通孔与垂体固定连接。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圆形或椭圆形结构的胆汁引流腔和

圆形结构的核素腔道能够有效的增加核素腔道距离胆管上的癌细胞的距离，从而治疗效果

更加的明显；而且核素在空间均匀排列，使得近距离放疗剂量更加均与，通过调整引流管的

旋转角度能够进一步对腔道内肿瘤进行精准治疗。

[0014] 核素腔道和胆汁引流腔分属于不同引流管内，这样能够有效的避免两个腔体之间

相互的挤压，从而避免核素在核素腔道中分布不均匀，或者避免影响胆汁引流腔道对体液

的引流效果；控制线能够使得引流管头端在十二指肠内成袢，引流管不容易发生移位，从而

避免了近距离放疗的偏移现象发生。三通连接头和三通活塞的设计能够确保在使用者更换

与引流管末端连接的引流袋时，不会导致液体在体内的积存，同时特有三通装置使得控制

线能够很好的固定引流管头端。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疗引流管的一种状

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疗引流管的另一种

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疗引流管的  A-A截

面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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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疗引流管的  A-A截

面的另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疗引流管的三通连

接头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疗引流管的三通活

塞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胆汁引流管；2、核素腔道管体；3、三通连接头；3-1、圆柱管体；3-2、第一出

口管；3-3、第二出口管；3-4、三通活塞放置管；4、引流头；5、胆汁引流腔；6、核素腔道；7、核

素接收装置；8、引流孔；9、引线孔；9-1、第一引线孔；9-2、第二引线孔；10；控制线；11、三通

活塞；11-1、圆柱塞；  11-2、三角爪；11-3、通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

晰、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

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

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3] 如图1-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可调控性三腔结构胆管近距离放

疗引流管，包括纵向截面为圆形或椭圆形结构的胆汁引流管1、纵向界面是圆形结构的核素

腔道管体2和三通连接头3，胆汁引流管1内并沿着胆汁引流管1的长度方向开设有纵向截面

为圆形或椭圆形结构的胆汁引流腔5，核素腔道管体2内并沿着核素腔道管体2的长度方向

设有纵向截面为圆形结构的核素腔道6，胆汁引流腔5内设置有控制线10。圆形或椭圆形结

构的胆汁引流腔和圆形结构的核素腔道能够有效的增加核素腔道距离胆管上的癌细胞的

距离，从而治疗效果更加的明显。

[0024] 胆汁引流管1的且与胆汁引流管1的长轴相垂直的两个侧面上分别各一体式连接

一个核素腔道管体2，核素腔道管体2沿着胆汁引流管1长度方向设置，胆汁引流管1的左端

与三通连接头3固定连接，胆汁引流管1的右端一体式连接引流头4，胆汁引流管1的且与胆

汁引流管1的短轴相垂直的两个侧面上分别开设有与胆汁引流腔5相连通的引流孔8，胆汁

引流管1同一侧面的引流孔  8之间设置有引线孔9，核素腔道管体2延伸到引流头4的一端封

闭，核素腔道管体2远离引流头4的一端固定连接核素接收装置7，核素接收装置7与胆汁引

流管1一体式连接。核素接收装置7，核素接收装置7内设置有与核素腔道6相连通的核素推

进腔道12以及与核素推进腔道12相连通的核素进入腔道  13，核素进入腔道13的一端直接

连接核素植入器。核素腔道和胆汁引流腔分属于不同引流管内，这样能够有效的避免两个

腔体之间相互的挤压，从而避免核素在核素腔道中分布不均匀，或者避免影响胆汁引流腔

道对体液的引流效果。通过核素植入器向核素进入腔道13植入核素，并采用专用推进杆深

入到核素推进腔道12内，将从核素进入腔道13进入的核素推到合适的位置，实现对疾病的

放疗。

[0025] 三通连接头3包括与胆汁引流管1固定连接的圆柱管体3-1以及与圆柱管体3-1均

一体式连接的第一出口管3-2、第二出口管3-3和三通活塞放置管3-4，第一出口管3-2、第二

出口管3-3和三通活塞放置管3-4两两相互垂直相交且均与圆柱管体3-1相连通，三通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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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管3-4活动设置有三通活塞11，三通活塞11包括圆柱塞11-1和与圆柱塞11-1一体式连

接的三角爪11-2，圆柱塞11-1 内开设有三个相互垂直且贯通的通孔11-3，通孔11-3的延伸

方向与三角爪11-2 的三个爪的延伸方向相同。三通连接头和三通活塞的设计能够确保在

使用者更换与引流管末端连接的引流管时，不会导致液体在体内的积存。

[0026] 作为本实施例的一优选方案，引流头4为中间空腔为圆形或椭圆形，且远离胆汁引

流管1的一端的侧面的面积小于引流头4与胆汁引流管1相连接的侧面的面积，所述引流头4

为中间空腔与胆汁引流腔5相连通，引流头4的长度为0.5-1cm。

[0027] 作为本实施例的另一优选方案，胆汁引流管1上开设的引流孔8的数量为  8-16个，

由距引流头5cm处开始并沿着胆汁引流管1的中轴线向远离引流头4 的方向依次开设，引流

孔8的孔径为0.3-0.8mm，两个引流孔8之间的间隙为  8-15mm。

[0028] 作为本实施例的另一优选方案，引线孔9包括距离引流头4较近的第一引线孔9-1

和距离引流头4较远且在引流孔8间隙处的第二引线孔9-2。

[0029] 作为本实施例的另一优选方案，胆汁引流腔5的直径大于2mm，所述核素腔道6的内

经为0.8-1 .2mm，且与胆汁引流腔5不相通，胆汁引流管1的外径为10-16F，总长度为40-

50cm。

[0030] 作为本实施例的另一优选方案，控制线10穿过通孔11-3经过胆汁引流腔  5穿出第

二引线孔9-2，并再次通过第一引线孔9-1返回到胆汁引流腔5，最后穿出通孔11-3与垂体固

定连接。通过拉伸与控制线10固定的垂体可以让胆汁引流管1的头部(与引流头4连接的一

端)弯曲，从而使本实用新型在人体内。

[0031]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圆或椭圆形结构的胆汁引流腔和圆形结构的核素腔道能

够有效的增加核素腔道距离胆管上的癌细胞的距离，实现近距离放疗，从而治疗效果更加

的明显；核素腔道和胆汁引流腔分属于不同引流管内，这样能够有效的避免两个腔体之间

相互的挤压，从而避免核素在核素腔道中分布不均匀，或者避免影响胆汁引流腔道对体液

的引流效果；控制线能够使得引流管头端在十二指肠内成袢，引流管不容易发生移位，从而

避免了近距离放疗的偏移现象发生。三通连接头和三通活塞的设计能够确保在使用者更换

与引流管末端连接的引流袋时，不会导致液体在体内的积存，同时特有三通装置使得控制

线能够很好的固定引流管头端。

[0032]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但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并非局限于

此，任何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思之的变化都应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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