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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心脏的内窥镜，

包括插入头、与插入头连接的弯曲管、与弯曲管

连接的第一控制机构；所述插入头端部设置有取

像照片元件，所述插入头内可伸缩安装有排开机

构，所述排开机构与第二控制机构连接，所述第

一控制机构与第二控制机构均安装于操作手柄

上；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通过与第一控制

机构连接弯曲管、与第二控制机构连接的排开机

构、取像照片元件配合能够实现对心脏内部进行

观察，观察效果好，对光线的通透性也比较好，适

用性比较强，能够满足人们的使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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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心脏的内窥镜，其特征在于，包括插入头、与插入头连接的弯曲管、与弯曲

管连接的第一控制机构；所述插入头端部设置有取像照片元件，所述插入头内可伸缩安装

有排开机构，所述排开机构与第二控制机构连接，所述第一控制机构与第二控制机构均安

装于操作手柄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心脏的内窥镜，其特征在于，所述排开机构包括透明

柔性模、与透明柔性膜固定连接的透明罩骨架，所述透明罩骨架收容于插入头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用于心脏的内窥镜，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控制机构

包括弯管牵引绳、与弯管牵引绳连接的调节装置，所述弯管牵引绳的一端与弯曲管的端部

固定连接，所述弯管牵引绳的另一端固定于调节装置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心脏的内窥镜，其特征在于，所述弯管牵引绳设有两

个且对称设置于弯曲管内两侧。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心脏的内窥镜，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装置包括固定

部、设置于固定部外侧的转动块，所述固定部安装于操作手柄内且与其销轴连接，所述固定

部内设有卡槽，所述弯管牵引绳的另一端固定于卡槽中；所述转动块凸出设置于操作手柄

的外侧，所述操作手柄上设有滑槽供转动块转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心脏的内窥镜，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控制机构包括

与透明罩骨架连接的透明罩牵引绳、与透明罩牵引绳连接的调节拉手；所述透明罩牵引绳

的一端与透明罩骨架固定连接，所述透明罩牵引绳的另一端与调节拉手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心脏的内窥镜，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罩牵引绳设有

两个且对称安装于透明罩骨架与调节拉手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用于心脏的内窥镜，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罩牵引绳设有

偶数个且对称安装于透明罩骨架与调节拉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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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心脏的内窥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用于心脏的内窥镜。

背景技术

[0002] 人们在对心脏进行手术时通常需要借助器械来观察心脏内部情况从而进行手术

及治疗，目前常用的是内窥镜，但是现有的内窥镜在使用时由于血液对光线的通透性比较

差，致使内窥镜对于心脏的观察效果不佳，正常使用通常只能用于观察无血环境下的心脏

内部结构，局限性很大，不能满足我们实际的使用需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由于心脏在治疗时需要借助外在器械进行观察，但是现有的内窥镜在使用时存在

一定的缺陷，由于血液对光线的通透性比较差，容易影响对于心脏的观察效果，因此我们在

现有技术缺陷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用于心脏的内窥镜，能够将观察部位的血液暂时排开，

便于后续观察及检查。

[0004] 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用于心脏的内窥镜，包括插入头、与

插入头连接的弯曲管、与弯曲管连接的第一控制机构；所述插入头端部设置有取像照片元

件，所述插入头内可伸缩安装有排开机构，所述排开机构与第二控制机构连接，所述第一控

制机构与第二控制机构均安装于操作手柄上。

[0005] 对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补充，所述排开机构包括透明柔性模、与透明柔性膜固定

连接的透明罩骨架，所述透明罩骨架收容于插入头内。

[0006] 对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补充，所述第一控制机构包括弯管牵引绳、与弯管牵引绳

连接的调节装置，所述弯管牵引绳的一端与弯曲管的端部固定连接，所述弯管牵引绳的另

一端固定于调节装置上。

[0007] 对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补充，所述弯管牵引绳设有两个且对称设置于弯曲管内两

侧。

[0008] 对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补充，所述调节装置包括固定部、设置于固定部外侧的转

动块，所述固定部安装于操作手柄内且与其销轴连接，所述固定部内设有卡槽，所述弯管牵

引绳的另一端固定于卡槽中；所述转动块凸出设置于操作手柄的外侧，所述操作手柄上设

有滑槽供转动块转动。

[0009] 对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补充，所述第二控制机构包括与透明罩骨架连接的透明罩

牵引绳、与透明罩牵引绳连接的调节拉手；所述透明罩牵引绳的一端与透明罩骨架固定连

接，所述透明罩牵引绳的另一端与调节拉手固定连接。

[0010] 对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补充，所述透明罩牵引绳设有两个且对称安装于透明罩骨

架与调节拉手上。

[0011] 对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补充，所述透明罩牵引绳设有偶数个且对称安装于透明罩

骨架与调节拉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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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其有益效果在于，通过与第一控制机构连接弯曲管、与第二控制机构连接的排开

机构、取像照片元件配合能够实现对心脏内部进行观察，观察效果好，对光线的通透性也比

较好，适用性比较强，能够满足人们的使用需要；

[0013] 1、排开机构包括透明柔性模、与透明柔性膜固定连接的透明罩骨架，透明罩骨架

与第二控制机构连接，第二控制机构能够控制透明罩骨架的伸缩，进而能够使得透明柔性

膜的展开与收缩，在透明柔性膜的展开过程能够将需要观察部位的血液排开，从而形成一

个暂时的密闭空间，便于观察，在此过程中通过取像照片元件能够更好地对相关部位进行

观察或检查；

[0014] 2、第一控制机构的设置能够使得本技术方案适用范围更广，能够弯曲从而带动其

上的插入头与排开机构更准确地到达需要观察的位置，效果更佳。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排开机构未工作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排开机构伸出工作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部分拆开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图3中的局部放大图；

[0019] 图5是透明柔性膜张开的主视图；

[0020] 图6是透明柔性膜张开的轴侧图；

[0021] 图中，1、透明柔性膜；2、插入头；3、弯曲管；4、透明罩牵引绳；5、调节拉手；6、弯管

牵引绳；7、调节装置；71、固定部；711、卡槽；72、转动块；8、操作手柄；9、透明罩骨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由于心脏在观察时需要借助现有的外在器械，但是现有的内窥镜在使用时存在一

定的缺陷，由于血液对光线的通透性比较差，容易影响对于心脏的观察效果，工作效率也比

较低，因此我们在现有技术缺陷的基础上设计了本技术方案，能够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

[0023]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技术方案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1－6详细阐述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首先包括放入人体内的插入头2，插入头2上还安装有

可方便弯曲的弯曲管3，该弯曲管3与第一控制机构连接，第一控制机构能够控制弯曲管3弯

曲从而满足人体内部特定部分的观察，其主要包括弯管牵引绳6、与弯管牵引绳6连接的调

节装置7，弯管牵引绳6的一端与弯曲管3的端部固定连接，其另一端与调节装置7固定连接，

调节装置7能够控制弯管牵引绳6的伸缩进而控制弯曲管3的弯曲，便于人们使用，其中调节

装置7包括固定部71、设置于固定部71外侧的转动块72，固定部71安装于操作手柄8内且与

其销轴连接，固定部71内设有卡槽711，弯管牵引绳6的另一端固定于卡槽711中；转动块72

凸出设置于操作手柄8的外侧，操作手柄8上设有滑槽供转动块72转动，转动块72在操作手

柄8的滑槽内转动时能够带动固定部71转动，进而能够带动弯管牵引绳6的伸缩，从而能够

带动弯曲管3的弯曲角度；进一步地，弯管牵引绳6设有两个且对称设置于弯曲管3内两侧，

两根弯管牵引绳6分别与安装于固定部71内，在工作时，转动块72的前后转动能够使得两根

弯管牵引绳6相互交替伸缩，对弯曲管3的弯曲起到更好地控制，使用效果更好，保证了内窥

镜能够顺滑地通过血管进入到心脏中；所述插入头2端部还安装有取像照片元件，便于内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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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在插入人体内部时能够拍照取像观察；由于现有的内窥镜在进入人体心脏时，人体心脏

内血液比较多，其会影响取像照片元件的正常使用，视线比较模糊，无法准确观察到具体部

位的症结，因此我们在插入头2内设置了一个可伸缩安装的排开机构，排开机构包括透明柔

性膜1、与透明柔性膜1固定连接的透明罩骨架9，所述透明罩骨架9收容于插入头2内，所述

排开机构与第二控制机构连接，第二控制机构包括与透明罩骨架9连接的透明罩牵引绳4、

与透明罩牵引绳4连接的调节拉手5；所述透明罩牵引绳4的一端与透明罩骨架9固定连接，

所述透明罩牵引绳4的另一端与调节拉手5固定连接；在内窥镜刚进入人体内时，排开机构

收容于插入头2内不向外伸出，等到到达需要观察的位置时，此时操作第二控制机构，使得

透明罩骨架9向外伸出并张开，从而撑开透明柔性膜1，在插入头2前端形成一密闭空间，在

此过程能够对周围的血液起到一个暂时排开的作用，此时在取像照片元件与待检查部位间

便形成一可视空间，便于人们进行观察；其中，所述透明罩牵引绳4设有偶数个且对称安装

于透明罩骨架9与调节拉手5上，使得透明罩骨架9与透明柔性膜1能够平缓的伸出并张开，

避免倾斜，控制起来更为平衡，优选地，所述透明罩牵引绳4设有两个且对称安装于透明罩

骨架9与调节拉手5上，在能够保证平衡效果地同时也便于控制。

[0024] 上述技术方案仅体现了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优选技术方案，本技术领域的技术

人员对其中某些部分所可能做出的一些变动均体现了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属于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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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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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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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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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9

CN 214907414 U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