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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腹腔单孔多方位引

流管，其包括若干引流单管，其还包括一个套管，

所述套管内分隔为若干引流管孔供所述引流单

管前端穿过，所述套管后端设有外凸的环形固定

帽，各所述引流单管后端分别连接有引流袋。所

述腹腔单孔多方位引流管中，通过所述套管，可

在腹腔开设一个孔洞即可放置多条引流单管，减

少了腹壁多处引流孔洞，减少了病人的痛苦。通

过多根引流单管，可引流腹腔内可能发生积液或

感染的不同区域，达到腹腔全方位充分的引流效

果。而且各所述引流单管相互独立，使用时可将

各引流分管通过引流分管通孔单独插入和拔出，

使用更加方便。所述套管后端的所述环形固定帽

的设置，更便于将所述套管固定在患者腹部皮肤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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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腹腔单孔多方位引流管，其包括若干引流单管，其特征在于，其还包括一个套

管，所述套管内分隔为若干供所述引流单管前端穿过的引流管孔，所述套管后端设有外凸

的环形固定帽，各所述引流单管后端分别连接有引流袋。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腹腔单孔多方位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固定帽周缘间隔

设有若干穿线孔。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腹腔单孔多方位引流管，其特征在于，各所述引流单管前端设有

若干侧孔。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腹腔单孔多方位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管内由“十字形”隔

板分隔为四个所述引流管孔。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腹腔单孔多方位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管为橡胶材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腹腔单孔多方位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管直径为1.5～

2.5cm，所述环形固定帽宽度为0.4～0.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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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腹腔单孔多方位引流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手术用器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以同时减少患者腹壁

戳孔并使引流管具有较高灵活性的，并且容易固定的腹腔单孔多方位引流管。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手术中放置病人腹腔内的引流管一般为1-2根，引流腹腔1-2处积液区，术后

根据患者引流液的性状及量拔除。这种方式缺点在于：1、不能对腹腔手术区域进行全面充

分的引流，导致术后腹腔感染几率增加。2、若腹腔内拟放置多根引流管，腹壁戳洞较多，增

加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并且加大了患者痛苦，患者的心理感受较差。

[0003] 专利(CN204910214U)公开了一种多头单体负压腹腔引流装置，该装置由腹腔引流

袋和腹腔引流管连接组成，在腹腔引流袋内设置有2～3个腹腔引流区，在腹腔引流袋的袋

口设置有腹腔引流管，在腹腔引流管的管内设置有2～3个能与腹腔引流区相连通的腹腔引

流分管。使用该装置进行腹腔引流后，可以一次拔出所有引流管，避免病人忍受多次拔管所

带来的额外痛苦。但是该装置为一体结构，各引流管之间的相互独立性较低，使用时所有引

流管也只能一次插入一次拔出，而由于腹部脏器较多，手术时不同区域的积液量往往不同，

手术过程中需要及时将先引流完成后的引流管拔出，避免影响手术视野，而当同时对两个

或多个脏器进行手术时，更加需要及时将插入手术完成的脏器的或附近的引流管先拔出，

而使用该装置中的各腹腔引流分管不能分别拔出；而当需要另外插入引流管时则必须另外

在患者腹部开孔。另外由于腹部皮肤较为松软，该装置中的腹腔引流管插在腹部固定不变，

稳定性不佳，也会影响手术。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因此，针对现有技术中腹腔引流装置不能同时减少患者腹壁戳孔并使引流管具有

较高灵活性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以同时减少患者腹壁戳孔并使引

流管具有较高灵活性的，并且容易固定的腹腔单孔多方位引流管。

[0005] 本实用新型的腹腔单孔多方位引流管包括若干引流单管，其还包括一个套管，所

述套管内分隔为若干供所述引流单管前端穿过的引流管孔，所述套管后端设有外凸的环形

固定帽，各所述引流单管后端分别连接有引流袋。

[0006] 较佳的，各所述引流单管前端设有若干侧孔，以此提高引流效率。

[0007] 较佳的，所述套管内由“十字形”隔板分隔为四个所述引流管孔，各所述引流单管

在所述引流管孔中不会相互干涉，可避免相互挤压而引起的引流不畅。

[0008] 较佳的，所述套管为橡胶材质，采用橡胶材质时，所述环形固定帽可通过针线缝接

在患者腹壁上。

[0009] 较佳的，所述环形固定帽周缘间隔设有若干穿线孔。以此将环形固定帽6缝接在患

者腹壁上时更加方便，不仅缝接更加省力，而且可避免所述环形固定帽损坏。

[0010] 较佳的，所述套管直径为1.5～2.5cm，所述环形固定帽宽度为0.4～0.6cm。所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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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尺寸可根据患者腹壁厚度调整。所述引流单管的尺寸也可根据临床实际情况调整。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2] 1、本实用新型的腹腔单孔多方位引流管中，通过所述套管，在腹腔开设一个孔洞

即可放置多条引流单管，减少了腹壁多处引流孔洞，减少了病人的痛苦，提高了病人的心理

舒适度。通过多根(优选4根)较长的引流单管，可引流腹腔内可能发生积液或感染的不同区

域，达到腹腔全方位充分的引流效果，不仅可减少了医生和护士的护理工作量，而且可有效

防止术后腹腔发生积液感染而此处未事先放置引流管或不易行术后穿刺引流的情况，从而

减少了病人的痛苦，降低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和死亡率。

[0013] 2、本实用新型的腹腔单孔多方位引流管中，各所述引流单管相互独立，使用时可

将各引流分管通过引流分管通孔单独插入和拔出，使用更加方便，更有利于减少患者痛苦

和手术并发症。

[0014] 3、本实用新型的腹腔单孔多方位引流管中，所述套管后端的所述环形固定帽的设

置，更便于将所述套管固定在患者腹部皮肤上，手术时稳定性相比于现有的引流装置得到

有效提高。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腹腔单孔多方位引流管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套管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开有针孔的套管的示意图。

[0018] 附图标记

[0019] 引流单管1，套管2，侧孔3，引流袋4，隔板5，环形固定帽6。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应理解，以下实施例仅用于说

明本实用新型而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21] 实施例1

[0022] 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一较佳实施例的腹腔单孔多方位引流管，其包括四根引流

单管1和一个套管2，各引流单管1前端设有若干侧孔3，各引流单管1后端分别连接有引流袋

4。如图2所示，套管2内由“十字形”隔板5分隔为四个引流管孔供引流单管1前端穿过，套管2

后端设有外凸的环形固定帽6。

[0023] 较佳的，引流单管1长为50cm，直径1cm。套管2为橡胶材质，长为10cm，直径为2cm，

环形固定帽6宽度为0.5cm。

[0024] 实际使用时，根据患者腹壁的厚度，适当剪切套管2的长度，使其贯穿腹壁后套管

边刚好到达腹腔，套管2穿过病人腹壁后，以4#丝线将环形固定帽6缝合固定于皮肤上，可缝

合两针。通过套管内4个引流管孔，置入四根引流分管1。引流分管1可根据患者体腔情况剪

短，四根引流分管1根据手术情况放置腹腔处需引流的地方(根据腹部外科手术经验，手术

后留置四根引流分管1通常可以满足引流要求)。控制引流分管1体外长度为10cm较佳，然后

连接引流袋4。然后用透明薄膜将四根引流分管1包裹固定于环形固定帽6及皮肤上。术后根

据患者引流情况，需要拔除的引流分管1可以先拆除透明薄膜，将引流分管1拔除，之后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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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薄膜将剩余的引流分管1固定，防止引流分管1自行脱落。当四根引流分管1需全部拔除

时，撤去套管，将皮肤对拢缝合。

[0025] 本实用新型另一较佳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环形固定帽6周缘间隔设有若干(图中

为3个)穿线孔7，以此将环形固定帽6缝接在患者腹壁上时更加方便，不仅缝接更加省力，而

且可避免环形固定帽6损坏。

[0026] 以上已对本实用新型创造的较佳实施例进行了具体说明，但本实用新型创造并不

限于实施例，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违背本实用新型创新的前提下还可作出种种的等

同的变型或替换，这些等同的变型或替换均包含在本申请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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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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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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