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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包

括框架、第一刻度表、驱动机构、移动机构、观察

机构、第一转动板、第二转动板，该便捷骨科创伤

测量尺，医护人员通过对驱动机构的使用，将滑

动机构深入患者的创伤内部后，此时，医护人员

只需观看观察机构从框架内移出后的数值即可

立即知晓患者创伤的深度情况，由此可知，本申

请中的装置相对于背景技术所提出的公开号的

装置而言，本申请中的装置可快速便捷的让医护

人员给患者的创伤深度进行测量处理，省时省

力，操作步骤便捷，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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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其特征在于包括框架、第一刻度表、驱动机构、移动机构、观察

机构、第一转动板、第二转动板，所述的框架外部前端左侧一体设有第一刻度表，所述的框

架内部中端固设有驱动机构，所述的框架内部左侧滑动设有移动机构，所述的框架内部右

侧滑动设有观察机构，所述的框架顶部转动设有第一转动板，所述的第一转动板右侧与框

架卡扣连接，所述的框架底部转动设有第二转动板，所述的第二转动板左侧与框架卡扣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机构由安装条、

连接销以及齿轮组成，所述的框架内部中端固设有安装条。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安装条内部中端转

动设有连接销，所述的连接销外部固定套设有齿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移动机构由第一滑

条以及第一齿条组成，所述的框架内部左侧滑动设有第一滑条。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滑条右侧上端

固设有第一齿条，所述的第一齿条与齿轮相啮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观察机构由第二滑

条、第二齿条以及第二刻度表组成，所述的框架内部右侧滑动设有第二滑条。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滑条左侧下端

固设有第二齿条，所述的第二齿条与齿轮相啮合。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滑条外部前端

上侧一体设有第二刻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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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测量尺，尤其涉及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临床上对于骨科创伤的测量还没有专门的测量工具，多是采用市场上出售

的普通直尺来测量，这种测量尺只适用于表面创伤的测量，而对于创伤深度的测量时，观看

刻度十分困难，并且存在读数误差大，给医护人员增加了工作难度，由公开号

“CN208435652U”,专利名为“一种新型骨科创伤测量尺”的装置已解决上述问题，但公开号

中的装置对于创伤深度测量的缺点在于，医护人员需先将深度尺深入患者的创伤内部后，

再通过固定功能，将深度尺深入患者创伤内的深度进行固定，医护人员再将其取出，并对固

定后深度尺处的刻度进行读取，以便知晓患者创伤的深度情况，此种深度测量方式费时费

力，操作步骤繁琐，影响了医护人员测量患者创伤深度的便捷性，降低了医护人员的工作效

率，鉴于以上缺陷，实有必要设计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来解决现有测

量尺，操作步骤繁琐，使用不便的问题。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包括框

架、第一刻度表、驱动机构、移动机构、观察机构、第一转动板、第二转动板，所述的框架外部

前端左侧一体设有第一刻度表，所述的框架内部中端固设有驱动机构，所述的框架内部左

侧滑动设有移动机构，所述的框架内部右侧滑动设有观察机构，所述的框架顶部转动设有

第一转动板，所述的第一转动板右侧与框架卡扣连接，所述的框架底部转动设有第二转动

板，所述的第二转动板左侧与框架卡扣连接。

[0005] 进一步，所述的驱动机构由安装条、连接销以及齿轮组成，所述的框架内部中端固

设有安装条。

[0006] 进一步，所述的安装条内部中端转动设有连接销，所述的连接销外部固定套设有

齿轮。

[0007] 进一步，所述的移动机构由第一滑条以及第一齿条组成，所述的框架内部左侧滑

动设有第一滑条。

[0008] 进一步，所述的第一滑条右侧上端固设有第一齿条，所述的第一齿条与齿轮相啮

合。

[0009] 进一步，所述的观察机构由第二滑条、第二齿条以及第二刻度表组成，所述的框架

内部右侧滑动设有第二滑条。

[0010] 进一步，所述的第二滑条左侧下端固设有第二齿条，所述的第二齿条与齿轮相啮

合。

[0011] 进一步，所述的第二滑条外部前端上侧一体设有第二刻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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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该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医护人员通过对驱动机构的使用，将滑

动机构深入患者的创伤内部后，此时，医护人员只需观看观察机构从框架内移出后的数值

即可立即知晓患者创伤的深度情况，由此可知，本申请中的装置相对于背景技术所提出的

公开号的装置而言，本申请中的装置可快速便捷的让医护人员给患者的创伤深度进行测量

处理，省时省力，操作步骤便捷，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的主视图；

[0014] 图2是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的主视剖视图；

[0015] 图3是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的俯视剖视图。

[0016] 框架1、第一刻度表2、第一转动板3、第二转动板4、安装条5、连接销6、齿轮7、第一

滑条8、第一齿条9、第二滑条10、第二齿条11、第二刻度表12。

[0017]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在下文中，阐述了多种特定细节，以便提供对构成所描述实施例基础的概念的透

彻理解。然而，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很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可以在没有这些特定细节

中的一些或者全部的情况下来实践。在其他情况下，没有具体描述众所周知的处理步骤。

[0019] 实施例1

[0020] 如图1、图2所示，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包括框架、第一刻度表、驱动机构、移动机

构、观察机构、第一转动板、第二转动板，所述的框架外部前端左侧一体设有第一刻度表，所

述的框架内部中端固设有驱动机构，所述的框架内部左侧滑动设有移动机构，所述的框架

内部右侧滑动设有观察机构，所述的框架顶部转动设有第一转动板，所述的第一转动板右

侧与框架卡扣连接，所述的框架底部转动设有第二转动板，所述的第二转动板左侧与框架

卡扣连接。

[0021] 该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医护人员先通过对框架处第一刻度表的使用，可实现对

患者创伤的长度测量处理，当医护人员需要测量患者创伤的深度时，医护人员先用手打开

第一转动板以及第二转动板，再将框架的底端面与患者的创伤相接触，医护人员再通过对

驱动机构的使用，以此将滑动机构深入患者的创伤内，同步，观察机构从框架内移出，医护

人员只需查看观察机构上的数值即可知晓患者创伤的深度情况。

[0022] 实施例2

[0023] 如图1、图2、图3所示，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包括框架1、第一刻度表2、驱动机构、

移动机构、观察机构、第一转动板3、第二转动板4，所述的框架1外部前端左侧一体设有第一

刻度表2，所述的框架1内部中端固设有驱动机构，所述的框架1内部左侧滑动设有移动机

构，所述的框架1内部右侧滑动设有观察机构，所述的框架1顶部转动设有第一转动板3，所

述的第一转动板3右侧与框架1卡扣连接，所述的框架1底部转动设有第二转动板4，所述的

第二转动板4左侧与框架1卡扣连接，所述的驱动机构由安装条5、连接销6以及齿轮7组成，

所述的框架1内部中端固设有安装条5，所述的安装条5内部中端转动设有连接销6，所述的

连接销6外部固定套设有齿轮7，所述的移动机构由第一滑条8以及第一齿条9组成，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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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1内部左侧滑动设有第一滑条8，所述的第一滑条8右侧上端固设有第一齿条9，所述的

第一齿条9与齿轮7相啮合，所述的观察机构由第二滑条10、第二齿条11以及第二刻度表12

组成，所述的框架1内部右侧滑动设有第二滑条10，所述的第二滑条10左侧下端固设有第二

齿条11，所述的第二齿条11与齿轮7相啮合，所述的第二滑条10外部前端上侧一体设有第二

刻度表12。

[0024] 该便捷骨科创伤测量尺，医护人员先通过对框架1处第一刻度表2的使用，可实现

对患者创伤的长度测量处理，当医护人员需要测量患者创伤的深度时，医护人员先用手打

开第一转动板3以及第二转动板4，再将框架1的底端面与患者的创伤相接触，医护人员用手

顺时针旋转连接销6，以此让连接销6带动齿轮7正转，此时，齿轮7带动第一齿条9连同第一

滑条8做由上向下移动，即将第一滑条8深入患者创伤的内部，同步，齿轮7带动第二齿条11

连同第二滑条10做由下向上移动，即将第二滑条10从框架1内移出，医护人员可查看伸出框

架1外的第二滑条10处的第二刻度表12，以此对患者创伤的深度进行读取处理，当该装置使

用完毕后，医护人员逆时针旋转连接销6，以此将第一滑条8以及第二滑条10移至框架1内，

医护人员再将第一转动板3以及第二转动板4关闭即可，所述的框架为透明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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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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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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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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