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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的远程输液监测报警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物联网的远程输液监测报警

装置，其结构包括出液量调节阀、输液瓶支座、真

空抽气筒、固定胶套、输液瓶、吊架、输液量监测

远程报警装置、输液毫升调节钮、输液毫升刻度

表、信号接收天线、控制器、出液软管，本发明输

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通过储液液位监测机构

与输液毫升刻度表相配合，能够设置患者需要进

行的输液量，通过液位报警机构能够在患者达到

设置的输液量时利用信号接收天线传递无线信

号至控制室进行报警，通过输液机构能够使患者

均匀的摄入输液量，减少患者出现不量反应的机

率，从而降低医护人员的劳动力，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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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联网的远程输液监测报警装置，其结构包括出液量调节阀（1）、输液瓶支座（2）、真

空抽气筒（3）、固定胶套（4）、输液瓶（5）、吊架（6）、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输液毫升

调节钮（8）、输液毫升刻度表（9）、信号接收天线（10）、控制器（11）、出液软管（12），所述的输

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前端设有控制器（11）并且二者相扣合，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控制器（11）和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电连接，所述的输液量监测远程报

警装置（7）顶部设有吊架（6）并且二者相焊接，所述的吊架（6）一侧设有输液瓶支座（2），所

述的输液瓶支座（2）通过底端设有的出液量调节阀（1）与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顶面

凹槽活动连接，所述的输液瓶支座（2）顶部设有固定胶套（4）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

的固定胶套（4）一侧设有真空抽气筒（3）并且二者相配合，所述的固定胶套（4）顶部设有输

液瓶（5）并且二者采用活动连接，所述的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底部设有出液软管

（12）并且二者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一侧设有输液毫升刻度

表（9），所述的输液毫升刻度表（9）紧贴固定在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外壁上，所述的

输液毫升刻度表（9）凹槽上设有输液毫升调节钮（8）并且二者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输液毫

升刻度表（9）下方设有信号接收天线（10），所述的信号接收天线（10）与输液量监测远程报

警装置（7）采用螺纹配合，所述的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由储液液位监测机构（71）、

液位报警机构（72）、不锈钢外壳（73）、输液机构（74）组成，所述的不锈钢外壳（73）内部设有

储液液位监测机构（71）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储液液位监测机构（71）下方设有液

位报警机构（72）并且二者相配合，所述的储液液位监测机构（71）一侧设有输液机构（74）并

且二者相配合；

所述的储液液位监测机构（71）由进液弯管（711）、储液圆筒（712）、第一滑轨（713）、第

二滑轨（714）、滑块（715）、活动管套（716）、导液管（717）、液位限位圆板（718）、管套限位块

（719）、止流管盖（7110）、出液管（7111）组成，所述的储液圆筒（712）为中空圆柱形结构并且

上下两端分别设有进液弯管（711）和出液管（7111），所述的进液弯管（711）一端与储液圆筒

（712）连接，所述的进液弯管（711）另一端与出液量调节阀（1）相配合，所述的出液管（7111）

首端与储液圆筒（712）螺纹连接，所述的出液管（7111）末端设有止流管盖（7110）并且二者

相扣合，所述的储液圆筒（712）内部中心位置设有导液管（717），所述的导液管（717）上端与

进液弯管（711）相连接，所述的导液管（717）下端设有管套限位块（719）并且二者采用过盈

配合，所述的储液圆筒（712）内部设有液位限位圆板（718）并且二者相配合，所述的液位限

位圆板（718）中心位置设有活动管套（716）并且二者相扣合，所述的液位限位圆板（718）通

过活动管套（716）与导液管（717）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储液圆筒（712）一侧设有第一滑轨

（713）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第一滑轨（713）另一侧设有第二滑轨（714）并且二者

相配合，所述的液位限位圆板（718）一端设有滑块（715）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滑

块（715）与第一滑轨（713）和第二滑轨（714）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滑块（715）另一端与输液

毫升调节钮（8）相扣合；

所述的储液液位监测机构（71）下方设有液位报警机构（72），所述的储液液位监测机构

（71）通过液位限位圆板（718）与液位报警机构（72）相配合；

所述的液位报警机构（72）由滑杆（721）、限位筒（722）、第一弹簧（723）、第一滑槽

（724）、磁铁（725）、矩形铁块（726）、主动件（727）、静触头（728）、动触头（729）、第二滑槽

（7210）、从动件（7211）组成，所述的滑杆（721）贯穿储液圆筒（712）与液位限位圆板（718）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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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所述的滑杆（721）底端设有磁铁（725）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磁铁（725）和限

位筒（722）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限位筒（722）垂直固定在储液圆筒（712）底面上，所述的限

位筒（722）内部设有第一弹簧（723），所述的第一弹簧（723）首尾两端分别固定在储液圆筒

（712）顶盖和磁铁（725）顶面上，所述的磁铁（725）下方设有矩形铁块（726）并且二者相配

合，所述的矩形铁块（726）两侧设有第一滑槽（724），所述的第一滑槽（724）和矩形铁块

（726）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第一滑槽（724）上端与限位筒（722）外壁相连接，所述的矩形铁

块（726）下方设有主动件（727），所述的主动件（727）首端与矩形铁块（726）连接，所述的主

动件（727）末端与从动件（7211）一端相连接，所述的从动件（7211）另一端与动触头（729）连

接，所述的矩形铁块（726）依次通过主动件（727）和从动件（7211）与动触头（729）传动连接，

所述的动触头（729）上下两端设有第二滑槽（7210）并且二者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动触头

（729）前端设有静触头（728）并且二者相配合，所述的第二滑槽（7210）一端扣合固定在静触

头（728）表面凹槽上，所述的静触头（728）和动触头（729）通过导线与信号接收天线（10）相

连接；

所述的输液机构（74）由浮球（741）、活动圆杆（742）、圆杆限位滑套（743）、第三滑槽

（744）、第二弹簧（745）、活动杆（746）、动导电触头（747）、静导电触头（748）、接线盒（749）、

电机（7410）、链条（7411）、转轴（7412）、增压输液机构（7413）组成，所述的圆杆限位滑套

（743）紧贴固定在进液弯管（711）外壁上，所述的活动圆杆（742）一侧贯穿圆杆限位滑套

（743）和进液弯管（711）与浮球（741）连接，所述的活动圆杆（742）和圆杆限位滑套（743）采

用滑动配合，所述的活动圆杆（742）下端设有活动杆（746）并且二者相扣合，所述的圆杆限

位滑套（743）两侧设有第三滑槽（744），所述的第三滑槽（744）和活动杆（746）采用间隙配

合，所述的圆杆限位滑套（743）和活动杆（746）通过第二弹簧（745）连接，所述的活动杆

（746）两端设有动导电触头（747）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活动杆（746）下方设有电

机（7410），所述的电机（7410）顶部设有接线盒（749）并且二者相配合，所述的接线盒（749）

两端设有静导电触头（748），所述的静导电触头（748）扣合固定在接线盒（749）上，所述的动

导电触头（747）和静导电触头（748）相配合，所述的电机（7410）前端设有转轴（7412）并且二

者采用间隙配合；

所述的电机（7410）下方设有增压输液机构（7413），所述的输液机构（74）通过链条

（7411）与增压输液机构（7413）传动连接；

所述的增压输液机构（7413）由传动轴（741301）、传动轴套（741302）、第一传动带

（741303）、皮带轮（741304）、皮带轮支架（741305）、连杆（741306）、固定座（741307）、第二传

动带（741308）、凸轮（741309）、主动齿轮（7413010）、出液筒（7413011）、活塞（7413012）、连

接管（7413013）、推杆（7413014）、U型滑套（7413015）、定位滑块（7413016）、摆杆（7413017）、

环形滑槽（7413018）、从动齿轮（7413019）组成，所述的传动轴套（741302）扣合固定在传动

轴（741301）上，所述的传动轴（741301）下方设有皮带轮（741304），所述的皮带轮（741304）

和传动轴套（741302）通过第一传动带（741303）传动连接，所述的皮带轮（741304）通过皮带

轮支架（741305）固定在固定座（741307）上，所述的固定座（741307）下方设有主动齿轮

（7413010），所述的皮带轮（741304）和主动齿轮（7413010）通过第二传动带（741308）传动连

接，所述的主动齿轮（7413010）上方设有从动齿轮（7413019）并且二者相啮合，所述的从动

齿轮（7413019）一侧设有环形滑槽（7413018）并且二者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摆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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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3017）中心位置与环形滑槽（7413018）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摆杆（7413017）末端与连

杆（741306）上端相连接，所述的连杆（741306）下端设有凸轮（741309）并且二者采用间隙配

合，所述的凸轮（741309）和主动齿轮（7413010）相配合，所述的摆杆（7413017）首尾设有U型

滑套（7413015）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U型滑套（7413015）内部设有定位滑块

（7413016）并且二者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U型滑套（7413015）通过定位滑块（7413016）与推

杆（7413014）传动连接，所述的从动齿轮（7413019）下方设有出液筒（7413011）、所述的出液

筒（7413011）扣合固定在不锈钢外壳（73）内壁凹槽上，所述的出液筒（7413011）内部设有活

塞（7413012）并且二者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推杆（7413014）贯穿出液筒（7413011）与活塞

（7413012）连接，所述的出液筒（7413011）和出液软管（12）一端相连接；

所述的传动轴（741301）和转轴（7412）通过链条（7411）传动连接，所述的出液筒

（7413011）和出液管（7111）通过连接管（7413013）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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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的远程输液监测报警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物联网监测报警装置领域，尤其是涉及到一种物联网的远程输液监测

报警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局部网络或互联网等通信技术把

传感器、控制器、机器、人员和物等通过新的方式联在一起，形成人与物、物与物相联，实现

信息化、远程管理控制和智能化的网络。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延伸，它包括互联网及互联网上

所有的资源，兼容互联网所有的应用，但物联网中所有的元素(所有的设备、资源及通信等)

都是个性化和私有化。

[0003] 现有技术输液监测报警装置多以采用指示灯对患者完成输液量以及更换输液瓶

进行报警提示为主，这种方式需要医护人员经常性的留意查看，不仅浪费时间，而且达不到

监测的效果，因此需要研制一种能够对输液情况进行远程监测的装置，从而提高医护人员

的工作效率，减少劳动力。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物联网的远程输液

监测报警装置，其结构包括出液量调节阀、输液瓶支座、真空抽气筒、固定胶套、输液瓶、吊

架、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输液毫升调节钮、输液毫升刻度表、信号接收天线、控制器、

出液软管，所述的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前端设有控制器并且二者相扣合，所述的控制

器和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电连接，所述的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顶部设有吊架并且

二者相焊接，所述的吊架一侧设有输液瓶支座，所述的输液瓶支座通过底端设有的出液量

调节阀与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顶面凹槽活动连接，所述的输液瓶支座顶部设有固定胶

套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固定胶套一侧设有真空抽气筒并且二者相配合，所述的

固定胶套顶部设有输液瓶并且二者采用活动连接，所述的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底部设

有出液软管并且二者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一侧设有输液毫升刻

度表，所述的输液毫升刻度表紧贴固定在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外壁上，所述的输液毫

升刻度表凹槽上设有输液毫升调节钮并且二者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输液毫升刻度表下方

设有信号接收天线，所述的信号接收天线与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采用螺纹配合，所述

的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由储液液位监测机构、液位报警机构、不锈钢外壳、输液机构组

成，所述的不锈钢外壳内部设有储液液位监测机构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储液液

位监测机构下方设有液位报警机构并且二者相配合，所述的储液液位监测机构一侧设有输

液机构并且二者相配合。

[0005]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的储液液位监测机构由进液弯管、储液圆筒、

第一滑轨、第二滑轨、滑块、活动管套、导液管、液位限位圆板、管套限位块、止流管盖、出液

管组成，所述的储液圆筒为中空圆柱形结构并且上下两端分别设有进液弯管和出液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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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进液弯管一端与储液圆筒连接，所述的进液弯管另一端与出液量调节阀相配合，所述

的出液管首端与储液圆筒螺纹连接，所述的出液管末端设有止流管盖并且二者相扣合，所

述的储液圆筒内部中心位置设有导液管，所述的导液管上端与进液弯管相连接，所述的导

液管下端设有管套限位块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储液圆筒内部设有液位限位圆板

并且二者相配合，所述的液位限位圆板中心位置设有活动管套并且二者相扣合，所述的液

位限位圆板通过活动管套与导液管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储液圆筒一侧设有第一滑轨并且

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第一滑轨另一侧设有第二滑轨并且二者相配合，所述的液位限

位圆板一端设有滑块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滑块与第一滑轨和第二滑轨采用滑动

配合，所述的滑块另一端与输液毫升调节钮相扣合。

[0006]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的储液液位监测机构下方设有液位报警机

构，所述的储液液位监测机构通过液位限位圆板与液位报警机构相配合。

[0007]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的液位报警机构由滑杆、限位筒、第一弹簧、

第一滑槽、磁铁、矩形铁块、主动件、静触头、动触头、第二滑槽、从动件组成，所述的滑杆贯

穿储液圆筒与液位限位圆板相配合，所述的滑杆底端设有磁铁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

述的磁铁和限位筒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限位筒垂直固定在储液圆筒底面上，所述的限位

筒内部设有第一弹簧，所述的第一弹簧首尾两端分别固定在储液圆筒顶盖和磁铁顶面上，

所述的磁铁下方设有矩形铁块并且二者相配合，所述的矩形铁块两侧设有第一滑槽，所述

的第一滑槽和矩形铁块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第一滑槽上端与限位筒外壁相连接，所述的

矩形铁块下方设有主动件，所述的主动件首端与矩形铁块连接，所述的主动件末端与从动

件一端相连接，所述的从动件另一端与动触头连接，所述的矩形铁块依次通过主动件和从

动件与动触头传动连接，所述的动触头上下两端设有第二滑槽并且二者采用滑动配合，所

述的动触头前端设有静触头并且二者相配合，所述的第二滑槽一端扣合固定在静触头表面

凹槽上，所述的静触头和动触头通过导线与信号接收天线相连接。

[0008]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的输液机构由浮球、活动圆杆、圆杆限位滑

套、第三滑槽、第二弹簧、活动杆、动导电触头、静导电触头、接线盒、电机、链条、转轴、增压

输液机构组成，所述的圆杆限位滑套紧贴固定在进液弯管外壁上，所述的活动圆杆一侧贯

穿圆杆限位滑套和进液弯管与浮球连接，所述的活动圆杆和圆杆限位滑套采用滑动配合，

所述的活动圆杆下端设有活动杆并且二者相扣合，所述的圆杆限位滑套两侧设有第三滑

槽，所述的第三滑槽和活动杆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圆杆限位滑套和活动杆通过第二弹簧

连接，所述的活动杆两端设有动导电触头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活动杆下方设有

电机，所述的电机顶部设有接线盒并且二者相配合，所述的接线盒两端设有静导电触头，所

述的静导电触头扣合固定在接线盒上，所述的动导电触头和静导电触头相配合，所述的电

机前端设有转轴并且二者采用间隙配合。

[0009]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的电机下方设有增压输液机构，所述的输液

机构通过链条与增压输液机构传动连接。

[0010]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的增压输液机构由传动轴、传动轴套、第一传

动带、皮带轮、皮带轮支架、连杆、固定座、第二传动带、凸轮、主动齿轮、出液筒、活塞、连接

管、推杆、U型滑套、定位滑块、摆杆、环形滑槽、从动齿轮组成，所述的传动轴套扣合固定在

传动轴上，所述的传动轴下方设有皮带轮，所述的皮带轮和传动轴套通过第一传动带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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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所述的皮带轮通过皮带轮支架固定在固定座上，所述的固定座下方设有主动齿轮，所

述的皮带轮和主动齿轮通过第二传动带传动连接，所述的主动齿轮上方设有从动齿轮并且

二者相啮合，所述的从动齿轮一侧设有环形滑槽并且二者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摆杆中心

位置与环形滑槽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摆杆末端与连杆上端相连接，所述的连杆下端设有

凸轮并且二者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凸轮和主动齿轮相配合，所述的摆杆首尾设有U型滑套

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U型滑套内部设有定位滑块并且二者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

U型滑套通过定位滑块与推杆传动连接，所述的从动齿轮下方设有出液筒、所述的出液筒扣

合固定在不锈钢外壳内壁凹槽上，所述的出液筒内部设有活塞并且二者采用滑动配合，所

述的推杆贯穿出液筒与活塞连接，所述的出液筒和出液软管一端相连接。

[0011]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的传动轴和转轴通过链条传动连接，所述的

出液筒和出液管通过连接管相连接。

[0012]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的进液弯管、储液圆筒、导液管、出液筒和连

接管的材料为304不锈钢，具有加工性能好，韧性高的特点，广泛使用于工业和家具装饰行

业和食品医疗行业。

[0013] 有益效果

[0014] 本发明物联网的远程输液监测报警装置，将输液瓶放入固定胶套使其与输液瓶支

座相贴合，而后通过真空抽气筒将输液瓶支座和固定胶套内部的空气抽出，使固定胶套紧

贴固定在输液瓶外壁上，从而达的固定的效果；通过旋转出液量调节阀调节输液瓶向输液

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输液的速度，通过输液毫升调节钮在输液毫升刻度表凹槽内滑动，对

准输液毫升刻度表调节患者需要摄入的输液量，因为输液毫升调节钮通过滑块与液位限位

圆板连接，所以当输液毫升调节钮滑动时，液位限位圆板会在储液圆筒内部滑动，通过液位

限位圆板限制储液圆筒内部的液位；因为浮球设于进液弯管内部，所以当有液体进入进液

弯管时，浮球会向上浮动，并带动活动圆杆沿圆杆限位滑套向上滑动，因为活动圆杆下端与

活动杆相扣合，所以此时活动杆会沿第三滑槽向上滑动，此时第二弹簧被挤压，动导电触头

向静导电触头方向靠近，当动导电触头向静导电触头相闭合时，电机通电并驱动转轴旋转，

因为转轴和传动轴通过链条传动连接，所以传动轴旋转并通过第一传动带传动皮带轮旋

转，皮带轮通过第二传动带驱动主动齿轮旋转，使从动齿轮旋转，并通过连杆和摆杆相配

合，最终达到推杆带动活塞在出液筒内上下滑动的效果，活塞在出液筒内部上下滑动时会

产生负压，并通过出液管将储液圆筒内部的液体吸入出液筒，并利用活塞的下压力将液体

从出液筒增压推入出液软管，通过控制器能够控制电机驱动转轴旋转的频率，从而控制患

者药物进入患者身体的速度；因为储液圆筒内部液位的减少，液位限位圆板会通过管套限

位块沿导液管向下滑动，当液位限位圆板和滑杆相接触时滑杆会推动，此时第一弹簧被拉

伸，矩形铁块向下滑动，矩形铁块依次通过主动件和从动件传动动触头沿第二滑槽向静触

头方向滑动，当活动管套和管套限位块相接触时，静触头和动触头相闭合，此时信号接收天

线接收到报警电信号，此时电机停止工作，信号接收天线会将报警信号转换成无线信号发

出，从而实现远程对患者完成输液量以及更换输液瓶进行报警提示。

[0015] 基于现有技术而言，本发明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通过储液液位监测机构与输

液毫升刻度表相配合，能够设置患者需要进行的输液量，通过液位报警机构能够在患者达

到设置的输液量时利用信号接收天线传递无线信号至控制室进行报警，通过输液机构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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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患者均匀的摄入输液量，减少患者出现不量反应的机率，从而降低医护人员的劳动力，提

高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17] 图1为本发明物联网的远程输液监测报警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物联网的远程输液监测报警装置的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结构示

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物联网的远程输液监测报警装置的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动态图

结

[0020] 图4为本发明物联网的远程输液监测报警装置的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详细结

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物联网的远程输液监测报警装置的图4中A的放大图。

[0022] 图中：出液量调节阀-1、输液瓶支座-2、真空抽气筒-3、固定胶套-4、输液瓶-5、吊

架-6、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储液液位监测机构-71、进液弯管-711、储液圆筒-712、

第一滑轨-713、第二滑轨-714、滑块-715、活动管套-716、导液管-717、液位限位圆板-718、

管套限位块-719、止流管盖-7110、出液管-7111、液位报警机构-72、滑杆-721、限位筒-722、

第一弹簧-723、第一滑槽-724、磁铁-725、矩形铁块-726、主动件-727、静触头-728、动触头-

729、第二滑槽-7210、从动件-7211、不锈钢外壳-73、输液机构-74、浮球-741、活动圆杆-

742、圆杆限位滑套-743、第三滑槽-744、第二弹簧-745、活动杆-746、动导电触头-747、静导

电触头-748、接线盒-749、电机-7410、链条-7411、转轴-7412、增压输液机构-7413、传动轴-

741301、传动轴套-741302、第一传动带-741303、皮带轮-741304、皮带轮支架-741305、连

杆-741306、固定座-741307、第二传动带-741308、凸轮-741309、主动齿轮-7413010、出液

筒-7413011、活塞-7413012、连接管-7413013、推杆-7413014、U型滑套-7413015、定位滑块-

7413016、摆杆-7413017、环形滑槽-7413018、从动齿轮-7413019、输液毫升调节钮-8、输液

毫升刻度表-9、信号接收天线-10、控制器-11、出液软管-12。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以及附图说明，进一步阐述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案。

[0024] 实施例

[0025] 请参阅图1-图5，本发明提供物联网的远程输液监测报警装置，其结构包括出液量

调节阀1、输液瓶支座2、真空抽气筒3、固定胶套4、输液瓶5、吊架6、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

置7、输液毫升调节钮8、输液毫升刻度表9、信号接收天线10、控制器11、出液软管12，所述的

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前端设有控制器11并且二者相扣合，所述的控制器11和输液量

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电连接，所述的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顶部设有吊架6并且二者相

焊接，所述的吊架6一侧设有输液瓶支座2，所述的输液瓶支座2通过底端设有的出液量调节

阀1与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顶面凹槽活动连接，所述的输液瓶支座2顶部设有固定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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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4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固定胶套4一侧设有真空抽气筒3并且二者相配合，所述

的固定胶套4顶部设有输液瓶5并且二者采用活动连接，所述的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

底部设有出液软管12并且二者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一侧设有

输液毫升刻度表9，所述的输液毫升刻度表9紧贴固定在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外壁上，

所述的输液毫升刻度表9凹槽上设有输液毫升调节钮8并且二者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输液

毫升刻度表9下方设有信号接收天线10，所述的信号接收天线10与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

置7采用螺纹配合，所述的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由储液液位监测机构71、液位报警机

构72、不锈钢外壳73、输液机构74组成，所述的不锈钢外壳73内部设有储液液位监测机构71

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储液液位监测机构71下方设有液位报警机构72并且二者相

配合，所述的储液液位监测机构71一侧设有输液机构74并且二者相配合。

[0026] 所述的储液液位监测机构71由进液弯管711、储液圆筒712、第一滑轨713、第二滑

轨714、滑块715、活动管套716、导液管717、液位限位圆板718、管套限位块719、止流管盖

7110、出液管7111组成，所述的储液圆筒712为中空圆柱形结构并且上下两端分别设有进液

弯管711和出液管7111，所述的进液弯管711一端与储液圆筒712连接，所述的进液弯管711

另一端与出液量调节阀1相配合，所述的出液管7111首端与储液圆筒712螺纹连接，所述的

出液管7111末端设有止流管盖7110并且二者相扣合，所述的储液圆筒712内部中心位置设

有导液管717，所述的导液管717上端与进液弯管711相连接，所述的导液管717下端设有管

套限位块719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储液圆筒712内部设有液位限位圆板718并且

二者相配合，所述的液位限位圆板718中心位置设有活动管套716并且二者相扣合，所述的

液位限位圆板718通过活动管套716与导液管717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储液圆筒712一侧设

有第一滑轨713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第一滑轨713另一侧设有第二滑轨714并且

二者相配合，所述的液位限位圆板718一端设有滑块715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滑

块715与第一滑轨713和第二滑轨714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滑块715另一端与输液毫升调节

钮8相扣合。

[0027] 所述的储液液位监测机构71下方设有液位报警机构72，所述的储液液位监测机构

71通过液位限位圆板718与液位报警机构72相配合。

[0028] 所述的液位报警机构72由滑杆721、限位筒722、第一弹簧723、第一滑槽724、磁铁

725、矩形铁块726、主动件727、静触头728、动触头729、第二滑槽7210、从动件7211组成，所

述的滑杆721贯穿储液圆筒712与液位限位圆板718相配合，所述的滑杆721底端设有磁铁

725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磁铁725和限位筒722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限位筒722

垂直固定在储液圆筒712底面上，所述的限位筒722内部设有第一弹簧723，所述的第一弹簧

723首尾两端分别固定在储液圆筒712顶盖和磁铁725顶面上，所述的磁铁725下方设有矩形

铁块726并且二者相配合，所述的矩形铁块726两侧设有第一滑槽724，所述的第一滑槽724

和矩形铁块726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第一滑槽724上端与限位筒722外壁相连接，所述的矩

形铁块726下方设有主动件727，所述的主动件727首端与矩形铁块726连接，所述的主动件

727末端与从动件7211一端相连接，所述的从动件7211另一端与动触头729连接，所述的矩

形铁块726依次通过主动件727和从动件7211与动触头729传动连接，所述的动触头729上下

两端设有第二滑槽7210并且二者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动触头729前端设有静触头728并且

二者相配合，所述的第二滑槽7210一端扣合固定在静触头728表面凹槽上，所述的静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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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和动触头729通过导线与信号接收天线10相连接。

[0029] 所述的输液机构74由浮球741、活动圆杆742、圆杆限位滑套743、第三滑槽744、第

二弹簧745、活动杆746、动导电触头747、静导电触头748、接线盒749、电机7410、链条7411、

转轴7412、增压输液机构7413组成，所述的圆杆限位滑套743紧贴固定在进液弯管711外壁

上，所述的活动圆杆742一侧贯穿圆杆限位滑套743和进液弯管711与浮球741连接，所述的

活动圆杆742和圆杆限位滑套743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活动圆杆742下端设有活动杆746并

且二者相扣合，所述的圆杆限位滑套743两侧设有第三滑槽744，所述的第三滑槽744和活动

杆746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圆杆限位滑套743和活动杆746通过第二弹簧745连接，所述的

活动杆746两端设有动导电触头747并且二者采用过盈配合，所述的活动杆746下方设有电

机7410，所述的电机7410顶部设有接线盒749并且二者相配合，所述的接线盒749两端设有

静导电触头748，所述的静导电触头748扣合固定在接线盒749上，所述的动导电触头747和

静导电触头748相配合，所述的电机7410前端设有转轴7412并且二者采用间隙配合。

[0030] 所述的电机7410下方设有增压输液机构7413，所述的输液机构74通过链条7411与

增压输液机构7413传动连接。

[0031] 所述的增压输液机构7413由传动轴741301、传动轴套741302、第一传动带741303、

皮带轮741304、皮带轮支架741305、连杆741306、固定座741307、第二传动带741308、凸轮

741309、主动齿轮7413010、出液筒7413011、活塞7413012、连接管7413013、推杆7413014、U

型滑套7413015、定位滑块7413016、摆杆7413017、环形滑槽7413018、从动齿轮7413019组

成，所述的传动轴套741302扣合固定在传动轴741301上，所述的传动轴741301下方设有皮

带轮741304，所述的皮带轮741304和传动轴套741302通过第一传动带741303传动连接，所

述的皮带轮741304通过皮带轮支架741305固定在固定座741307上，所述的固定座741307下

方设有主动齿轮7413010，所述的皮带轮741304和主动齿轮7413010通过第二传动带741308

传动连接，所述的主动齿轮7413010上方设有从动齿轮7413019并且二者相啮合，所述的从

动齿轮7413019一侧设有环形滑槽7413018并且二者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的摆杆7413017中

心位置与环形滑槽7413018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摆杆7413017末端与连杆741306上端相连

接，所述的连杆741306下端设有凸轮741309并且二者采用间隙配合，所述的凸轮741309和

主动齿轮7413010相配合，所述的摆杆7413017首尾设有U型滑套7413015并且二者采用过盈

配合，所述的U型滑套7413015内部设有定位滑块7413016并且二者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U

型滑套7413015通过定位滑块7413016与推杆7413014传动连接，所述的从动齿轮7413019下

方设有出液筒7413011、所述的出液筒7413011扣合固定在不锈钢外壳73内壁凹槽上，所述

的出液筒7413011内部设有活塞7413012并且二者采用滑动配合，所述的推杆7413014贯穿

出液筒7413011与活塞7413012连接，所述的出液筒7413011和出液软管12一端相连接。

[0032] 所述的传动轴741301和转轴7412通过链条7411传动连接，所述的出液筒7413011

和出液管7111通过连接管7413013相连接。

[0033] 所述的进液弯管711、储液圆筒712、导液管717、出液筒7413011和连接管7413013

的材料为304不锈钢，具有加工性能好，韧性高的特点，广泛使用于工业和家具装饰行业和

食品医疗行业。

[0034] 本发明的原理：

[0035] 将输液瓶放入固定胶套4使其与输液瓶支座2相贴合，而后通过真空抽气筒3将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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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瓶支座2和固定胶套4内部的空气抽出，使固定胶套4紧贴固定在输液瓶外壁上，从而达的

固定的效果；通过旋转出液量调节阀1调节输液瓶向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输液的速

度，通过输液毫升调节钮8在输液毫升刻度表9凹槽内滑动，对准输液毫升刻度表9调节患者

需要摄入的输液量，因为输液毫升调节钮8通过滑块715与液位限位圆板718连接，所以当输

液毫升调节钮8滑动时，液位限位圆板718会在储液圆筒712内部滑动，通过液位限位圆板

718限制储液圆筒712内部的液位；因为浮球741设于进液弯管711内部，所以当有液体进入

进液弯管711时，浮球741会向上浮动，并带动活动圆杆742沿圆杆限位滑套743向上滑动，因

为活动圆杆742下端与活动杆746相扣合，所以此时活动杆746会沿第三滑槽744向上滑动，

此时第二弹簧745被挤压，动导电触头747向静导电触头748方向靠近，当动导电触头747向

静导电触头748相闭合时，电机7410通电并驱动转轴7412旋转，因为转轴7412和传动轴

741301通过链条7411传动连接，所以传动轴741301旋转并通过第一传动带741303传动皮带

轮741304旋转，皮带轮741304通过第二传动带741308驱动主动齿轮7413010旋转，使从动齿

轮7413019旋转，并通过连杆741306和摆杆7413017相配合，最终达到推杆7413014带动活塞

7413012在出液筒7413011内上下滑动的效果，活塞7413012在出液筒7413011内部上下滑动

时会产生负压，并通过出液管7111将储液圆筒712内部的液体吸入出液筒7413011，并利用

活塞7413012的下压力将液体从出液筒7413011增压推入出液软管12，通过控制器11能够控

制电机7410驱动转轴7412旋转的频率，从而控制患者药物进入患者身体的速度；因为储液

圆筒712内部液位的减少，液位限位圆板718会通过管套限位块719沿导液管717向下滑动，

当液位限位圆板718和滑杆721相接触时滑杆721会推动，此时第一弹簧723被拉伸，矩形铁

块726向下滑动，矩形铁块726依次通过主动件727和从动件7211传动动触头729沿第二滑槽

7210向静触头728方向滑动，当活动管套716和管套限位块719相接触时，静触头728和动触

头729相闭合，此时信号接收天线10接收到报警电信号，此时电机7410停止工作，信号接收

天线10会将报警信号转换成无线信号发出，从而实现远程对患者完成输液量以及更换输液

瓶进行报警提示。

[0036] 本发明所述的信号接收天线10为全向天线，即在水平方向图上表现为360°都均匀

辐射，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无方向性，在垂直方向图上表现为有一定宽度的波束，一般情况下

波瓣宽度越小，增益越大，信号接收传递速度快。

[0037] 本发明解决的问题是现有技术输液监测报警装置多以采用指示灯对患者完成输

液量以及更换输液瓶进行报警提示为主，这种方式需要医护人员经常性的留意查看，不仅

浪费时间，而且达不到监测的效果，因此需要研制一种能够对输液情况进行远程监测的装

置，从而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减少劳动力，本发明通过上述部件的互相组合，本发明

输液量监测远程报警装置7通过储液液位监测机构71与输液毫升刻度表9相配合，能够设置

患者需要进行的输液量，通过液位报警机构72能够在患者达到设置的输液量时利用信号接

收天线10传递无线信号至控制室进行报警，通过输液机构74能够使患者均匀的摄入输液

量，减少患者出现不量反应的机率，从而降低医护人员的劳动力，提高工作效率。

[0038]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或基本特征的前提下，不仅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

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因此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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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物界定，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

[0039]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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