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706922.9

(22)申请日 2019.10.12

(73)专利权人 栾磊

地址 250000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济南市

第五人民医院设备科

(72)发明人 栾磊　王淋　徐兵　王建玲　

闫淑平　

(74)专利代理机构 青岛博展利华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37287

代理人 王于海

(51)Int.Cl.

A61M 16/00(2006.01)

A61M 16/1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材技术领域，且公开

了一种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包括机体，所述

机体内腔的底部安装有氧气过滤器，且机体内腔

的底部设有氧气过滤器，且氧气过滤器的右侧设

有的底块。该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通过设置

辅助氧气罐和微型气泵，当呼吸监测器的运行将

会对病人的呼吸频率和强度进行检测，并且将信

号传递至第一控制器，而第一控制器将会控制挡

板转动，进而使得供氧频率与患者的呼吸频率相

接近，同时第一控制器也会控制微型气泵运行，

来抽取辅助氧气罐内部的氧气，进而增加了氧气

的供量，以满足病危患者单次呼吸的氧气需求，

避免了病危患者由于体力虚弱而无法呼吸到充

足氧气的问题，因此增加了该装置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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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包括机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机体(1)内腔的底部安

装有氧气过滤器(2)，且机体(1)内腔的底部设有氧气过滤器(2)，且氧气过滤器(2)的右侧

设有的底块(3)，所述底块(3)的内部固定套接有氧气罐(4)，所述氧气罐(4)的顶部固定连

通有通气管(5)，所述通气管(5)的另一端与氧气过滤器(2)的顶部固定连通，所述氧气过滤

器(2)的顶部固定连通有位于通气管(5)左侧的导气管(6)，所述氧气过滤器(2)的左上方设

有固定块(7)，所述固定块(7)的内部活动套接有氧气罩(8)，所述氧气罩(8)正面的底部固

定连通有软管(9)，所述软管(9)的另一端与导气管(6)的底端固定连通，所述机体(1)的背

面固定安装有第一保护壳(28)，所述第一保护壳(28)的内部固定安装有呼吸监测器(10)，

所述第一保护壳(28)的内部固定安装有位于呼吸监测器(10)上方的第一控制器(29)，所述

导气管(6)内腔左侧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呼吸监测探头(11)，所述机体(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

底板(18)，所述底板(18)底部的两侧均活动安装有滚轮(19)，所述滚轮(19)的顶部固定安

装有位于机体(1)正面的支架(12)，所述支架(12)的内部固定套接有辅助氧气罐(13)，所述

机体(1)的正面固定安装有位于辅助氧气罐(13)正上方的微型气泵(14)，所述微型气泵

(14)的底部固定连通有连接管(17)，所述连接管(17)的底端与辅助氧气罐(13)的顶部固定

连通，所述微型气泵(14)的右侧固定连通有输氧管(15)，所述输氧管(15)的另一端贯穿机

体(1)并延伸至机体(1)的内部且固定连通有第一气流控制阀(16)，所述第一气流控制阀

(16)的另一端与导气管(6)的外侧固定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氧气罐(4)正

面的底部固定安装有位于底块(3)上方的氧气检测仪(20)，所述氧气罐(4)的正面固定安装

有位于氧气检测仪(20)正上方的氧气压力表(2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氧气罐(4)右

侧的顶部固定连通有短管(22)，所述短管(22)的另一端固定连通有位于机体(1)外部的第

二气流控制阀(23)，所述第二气流控制阀(23)的右侧固定连通有添氧管(2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体(1)的顶

部开设有顶口(25)，所述机体(1)的顶部铰接有顶盖(26)，所述顶盖(26)顶端的中部固定安

装有把手(2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体(1)正面

的内部固定套接有位于微型气泵(14)右上方的玻璃观测圆窗(30)，所述机体(1)的正面固

定安装有位于玻璃观测圆窗(30)正下方的警报器(3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体(1)的正

面固定安装有位于警报器(31)正下方的第二保护壳(32)，所述第二保护壳(32)的内部固定

安装有第二控制器(3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气管(6)的

左侧固定安装有位于呼吸监测探头(11)上方的微型伺服电机(34)，所述微型伺服电机(34)

输出轴的另一端固定套接有转轴(35)。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轴(35)的另

一端贯穿导气管(6)并延伸至导气管(6)的内部，所述转轴(35)的外表面固定套接有位于导

气管(6)内部的挡板(36)，所述挡板(36)的外表面与导气管(6)的内壁活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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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材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急诊内科是急危重症的接诊场所，全天开放，不同于普通门诊，急诊内科实行分级

和分区诊治，根据病人病情的严重程度可分为四级，分别为濒危病人、危重病人、急症病人

和非急症病人；目前，急诊内科在对病人进行治疗的时候，由于病人存在呼吸困难的情况，

此时就需要使用呼吸机来进行不断输氧，以满足病人的呼吸需求，而现有的呼吸机在使用

的过程中，不能有效的分析病人的呼吸频率，进而强行的改变病人的呼吸节奏，从而影响病

人的身体恢复，进而对病人身体造成二次伤害。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现有专利公开了“一种急诊内科新型滤氧呼吸装置”(申请号：

CN105688316B)该申请利用呼吸监测器来对病人的呼吸频率和强度进行分析，然后将信号

传递给控制器，从而使得控制器来启动伺服电机，进而实现对挡板的角度进行不断的调节，

使供氧频率与病人的呼吸频率达到最好的吻合，避免了对病人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

[0004] 但是上述技术方案在实际运用时，仍旧存在较多缺点：

[0005] 1.尽管该申请可以保证供氧频率与病人的呼吸频率相接近，但是对于一些病危的

患者而言，由于其身体十分虚弱，从而造成患者主动呼吸所吸取的氧气减少，而该呼吸装置

也会提供较少的氧气，而这些氧气无法满足患者的氧气需求，长期如此，将会导致患者出现

缺氧的现象，从而对患者依然存在二次伤害的情况。

[0006] 2.该申请通过设置氧气瓶，从而为患者提供源源不断的氧气，然而由于氧气瓶单

一的结构，将会导致操作人员在使用之前无法有效的判断其内部的氧气含量，倘若氧气瓶

内部的氧气过少，将会导致患者无法有效的呼吸，进一步的影响了病人病情的恢复，因此需

要对其进行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具备辅助

供氧和方便判断氧气量的优点，解决了对于一些病危的患者而言，由于其身体十分虚弱，从

而造成患者主动呼吸所吸取的氧气减少，而该呼吸装置也会提供较少的氧气，而这些氧气

无法满足患者的氧气需求，长期如此，将会导致患者出现缺氧的现象，从而对患者依然存在

二次伤害情况和由于氧气瓶单一的结构，将会导致操作人员在使用之前无法有效的判断其

内部的氧气含量，倘若氧气瓶内部的氧气过少，将会导致患者无法有效的呼吸，进一步影响

了病人病情恢复的问题。

[0008] 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包括机体，所述机体

内腔的底部安装有氧气过滤器，且机体内腔的底部设有氧气过滤器，且氧气过滤器的右侧

设有的底块，所述底块的内部固定套接有氧气罐，所述氧气罐的顶部固定连通有通气管，所

述通气管的另一端与氧气过滤器的顶部固定连通，所述氧气过滤器的顶部固定连通有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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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气管左侧的导气管，所述氧气过滤器的左上方设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的内部活动套接

有氧气罩，所述氧气罩正面的底部固定连通有软管，所述软管的另一端与导气管的底端固

定连通，所述机体的背面固定安装有第一保护壳，所述第一保护壳的内部固定安装有呼吸

监测器，所述第一保护壳的内部固定安装有位于呼吸监测器上方的第一控制器，所述导气

管内腔左侧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呼吸监测探头，所述机体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底板，所述底板

底部的两侧均活动安装有滚轮，所述滚轮的顶部固定安装有位于机体正面的支架，所述支

架的内部固定套接有辅助氧气罐，所述机体的正面固定安装有位于辅助氧气罐正上方的微

型气泵，所述微型气泵的底部固定连通有连接管，所述连接管的底端与辅助氧气罐的顶部

固定连通，所述微型气泵的右侧固定连通有输氧管，所述输氧管的另一端贯穿机体并延伸

至机体的内部且固定连通有第一气流控制阀，所述第一气流控制阀的另一端与导气管的外

侧固定连通。

[0009] 优选的，所述氧气罐正面的底部固定安装有位于底块上方的氧气检测仪，所述氧

气罐的正面固定安装有位于氧气检测仪正上方的氧气压力表。

[0010] 优选的，所述氧气罐右侧的顶部固定连通有短管，所述短管的另一端固定连通有

位于机体外部的第二气流控制阀，所述第二气流控制阀的右侧固定连通有添氧管。

[0011] 优选的，所述机体的顶部开设有顶口，所述机体的顶部铰接有顶盖，所述顶盖顶端

的中部固定安装有把手。

[0012] 优选的，所述机体正面的内部固定套接有位于微型气泵右上方的玻璃观测圆窗，

所述机体的正面固定安装有位于玻璃观测圆窗正下方的警报器。

[0013] 优选的，所述机体的正面固定安装有位于警报器正下方的第二保护壳，所述第二

保护壳的内部固定安装有第二控制器。

[0014] 优选的，所述导气管的左侧固定安装有位于呼吸监测探头上方的微型伺服电机，

所述微型伺服电机输出轴的另一端固定套接有转轴。

[0015] 优选的，所述转轴的另一端贯穿导气管并延伸至导气管的内部，所述转轴的外表

面固定套接有位于导气管内部的挡板，所述挡板的外表面与导气管的内壁活动连接。

[0016] 与现有技术对比，本实用新型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7] 1、该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通过设置辅助氧气罐和微型气泵，当呼吸监测器的

运行将会对病人的呼吸频率和强度进行检测，并且将信号传递至第一控制器，而第一控制

器将会控制挡板转动，进而使得供氧频率与患者的呼吸频率相接近，同时第一控制器也会

控制微型气泵运行，来抽取辅助氧气罐内部的氧气，进而增加了氧气的供量，以满足病危患

者单次呼吸的氧气需求，避免了病危患者由于体力虚弱而无法呼吸到充足氧气的问题，因

此增加了该装置的实用性。

[0018] 2、该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通过设置氧气检测仪、氧气压力表、警报器和第二控

制器，由于氧气压力表的作用，从而使得操作人员可以在使用该呼吸装置之前，观察氧气压

力表，从而判断氧气罐内部的氧气是否充足，并且氧气罐内部的氧气在输送的时候，氧气检

测仪将会对其内部的氧气量进行检测，然后将信号传递至第二控制器中，倘若氧气罐中的

氧气浓度过低，此时第二控制器将会控制警报器运行，进而发出警报，从而提醒操作人员及

时补充氧气，以满足患者的正常呼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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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背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导气管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微型伺服电机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机体；2、氧气过滤器；3、底块；4、氧气罐；5、通气管；6、导气管；7、固定块；

8、氧气罩；9、软管；10、呼吸监测器；11、呼吸监测探头；12、支架；13、辅助氧气罐；14、微型气

泵；15、输氧管；16、第一气流控制阀；17、连接管；18、底板；19、滚轮；20、氧气检测仪；21、氧

气压力表；22、短管；23、第二气流控制阀；24、添氧管；25、顶口；26、顶盖；27、把手；28、第一

保护壳；29、第一控制器；30、玻璃观测圆窗；31、警报器；32、第二保护壳；33、第二控制器；

34、微型伺服电机；35、转轴；36、挡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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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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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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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 请参阅图1-5，一种急诊内科滤氧呼吸装置，包括机体1，机体1内腔的底部固定安

装有氧气过滤器2，氧气过滤器2为现有装置，且氧气过滤器2的型号适用于YTG-A1系列，机

体1的正面固定安装有位于警报器31正下方的第二保护壳32，第二保护壳32的内部固定安

装有第二控制器33，第二控制器33和第一控制器29均为现有装置，且第二控制器33和第一

控制器29的型号均适用于SR2-B201BD系列，第二控制器33的输出端通过导线与警报器31的

输入端电性连接，机体1正面的内部固定套接有位于微型气泵14右上方的玻璃观测圆窗30，

机体1的正面固定安装有位于玻璃观测圆窗30正下方的警报器31，机体1的顶部开设有顶口

25，机体1的顶部铰接有顶盖26，顶盖26顶端的中部固定安装有把手27，机体1内腔的底部固

定安装有位于氧气过滤器2右侧的底块3，底块3的内部固定套接有氧气罐4，氧气罐4右侧的

顶部固定连通有短管22，短管22的另一端固定连通有位于机体1外部的第二气流控制阀23，

第二气流控制阀23的右侧固定连通有添氧管24，氧气罐4正面的底部固定安装有位于底块3

上方的氧气检测仪20，氧气检测仪20为现有装置，且氧气检测仪20的型号适用于JH-GBPRO-

GB60系列，氧气检测仪20的输出端通过导线与第二控制器33的输入端电性连接，氧气罐4的

正面固定安装有位于氧气检测仪20正上方的氧气压力表21，氧气罐4的顶部固定连通有通

气管5，通气管5的另一端与氧气过滤器2的顶部固定连通，氧气过滤器2的顶部固定连通有

位于通气管5左侧的导气管6，导气管6的左侧固定安装有位于呼吸监测探头11上方的微型

伺服电机34，微型伺服电机34为现有装置，且微型伺服电机34的型号适用于SDE20NK9系列，

微型伺服电机34输出轴的另一端固定套接有转轴35，转轴35的另一端贯穿导气管6并延伸

至导气管6的内部，转轴35的外表面固定套接有位于导气管6内部的挡板36，挡板36的外表

面与导气管6的内壁活动连接，机体1正面的内部固定安装有位于氧气过滤器2左上方的固

定块7，固定块7的内部活动套接有氧气罩8，氧气罩8正面的底部固定连通有软管9，软管9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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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端与导气管6的底端固定连通，机体1的背面固定安装有第一保护壳28，第一保护壳28

的内部固定安装有呼吸监测器10，呼吸监测器10为现有装置，且呼吸监测器10的型号适用

于CN61M系列，呼吸监测器10的输出端通过导线与第一控制器29的输入端电性连接，第一保

护壳28的内部固定安装有位于呼吸监测器10上方的第一控制器29，第一控制器29的输出端

通过导线分别与微型气泵14和微型伺服电机34的输入端电性连接，导气管6内腔左侧的底

部固定安装有呼吸监测探头11，呼吸监测探头11的输出端通过导线与呼吸监测器10的输入

端电性连接，机体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底板18，底板18底部的两侧均活动安装有滚轮19，滚

轮19的顶部固定安装有位于机体1正面的支架12，支架12的内部固定套接有辅助氧气罐13，

机体1的正面固定安装有位于辅助氧气罐13正上方的微型气泵14，微型气泵14为现有装置，

且微型气泵14的型号适用于KVP04-1.1-12V系列，微型气泵14的底部固定连通有连接管17，

连接管17的底端与辅助氧气罐13的顶部固定连通，微型气泵14的右侧固定连通有输氧管

15，输氧管15的另一端贯穿机体1并延伸至机体1的内部且固定连通有第一气流控制阀16，

第一气流控制阀16和第二气流控制阀23均为现有装置，且第一气流控制阀16和第二气流控

制阀23的型号均适用于ST-01系列，第一气流控制阀16的另一端与导气管6的外侧固定连

通。

[0027] 工作时，操作人员首先通过玻璃观测圆窗30观测氧气压力表21，从而判断氧气罐4

内部的氧气是否充足，倘若氧气罐4内部的氧气充足，之后操作人员拉动把手27打开顶盖

26，然后从固定块7的内部取出氧气罩8，使得氧气罩8安放在病人的鼻部，此时病人将会依

次通过软管9、导气管6、氧气过滤器2和通气管5来吸取氧气罐4内部的氧气，并且呼吸监测

器10的运行将会通过呼吸监测探头11来检测病人的呼吸频率和强度，同时将信号传递至第

一控制器29，而第一控制器29将会控制启动微型伺服电机34，从而使得转轴35带动挡板36

旋转，进而改变了导气管6内部的氧气流通量，使供氧频率与病人的呼吸频率相接近，倘若

对其供氧的是身体虚弱的病危患者时，此时操作人员需要接通微型气泵14与第一控制器29

之间的电路，当病危患者在呼吸时，第一控制器29会控制微型气泵14运行，进而使得微型气

泵14通过连接管17来抽取辅助氧气罐13内部的氧气，并且使其通过输氧管15和第一气流控

制阀16排入至导气管6中，进而增加了病危患者呼吸的单次氧气提供量，实现帮助病危患者

呼吸，同时氧气检测仪20的运行将会对氧气罐4内部的氧气量进行不断的检测，并且将信号

传递至第二控制器33中，倘若氧气罐4内部的氧气量过低，此时第二控制器33将会控制警报

器31运行发出警报，从而提醒操作人员对氧气罐4及时补充氧气。

[0028]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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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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