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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气管导管堵管器，包括

封堵帽、第一封堵塞和第二封堵塞，所述封堵帽

上端设置有第一通气孔，所述第一封堵塞中间设

置有第二通气孔，并通过第一连接带与封堵帽相

连接，所述第二封堵塞通过第二连接带与封堵帽

连接。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使用安全、方便，利

用封堵帽和两个封堵塞实现了对气管导管进行

1/3、2/3以及全部封堵的精确调节，两个通气孔

的设计，实现了在逐步堵管的过程中进行吸痰等

操作。封堵帽罩在气管导管接口处，堵管过程中

降低了外源性感染的风险。利用连接带可以方便

地拔出封堵塞，避免对呼吸道造成刺激，减轻了

医务人员的工作难度，同时也降低了医务人员感

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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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管导管堵管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封堵帽（1）、第一封堵塞（2）和第二封堵塞

（3），所述封堵帽（1）上端设置有第一通气孔（4），所述第一封堵塞（2）中间设置有第二通气

孔（5），并通过第一连接带（6）与封堵帽（1）相连接，所述第二封堵塞（3）通过第二连接带（7）

与封堵帽（1）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管导管堵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封堵帽（1）上端为圆顶状

结构，中间设有第一通气孔（4），封堵帽（1）下端内径与气管导管接口的外径相适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管导管堵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通气孔（4）的横截面

积为气管导管接口横截面积的三分之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管导管堵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封堵塞（2）的塞体为

中空圆柱体结构，上端设有环形凸起。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气管导管堵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封堵塞（2）的塞体

外径为第一通气孔（4）的直径相适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管导管堵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通气孔（5）的横截面

积为气管导管接口横截面积的三分之一。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管导管堵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封堵塞（3）的塞体为

圆柱体结构，上端设有环形凸起。

8.根据权利要求1或7所述的气管导管堵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封堵塞（3）的塞体

外径为第二通气孔（5）的直径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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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气管导管堵管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气管导管堵管器。

背景技术

[0002] 气管切开术是临床上抢救危急重症患者常见的治疗措施，它通过手术方法将气管

切开插入气管导管以形成人工气道，解除喉源性呼吸困难或下呼吸道分泌物潴留所导致的

呼吸困难，从而维持气道通畅。当危重患者的病情好转，气道恢复通畅时，需要及时拔出气

管导管。气管切开的患者一般在拔管前都要常规进行试堵管，其目的在于观察患者是否可

以通过口鼻呼吸，是否会出现呼吸困难。

[0003] 但临床上常用的气管导管并没有配套的堵管器，这给堵管操作带来诸多不便。根

据以往的经验，临床上多采用棉签、胶布等进行堵管，这种堵管操作易污染，易脱落，不美

观，而且不能实现精确堵管。目前临床上也有使用堵管器进行封堵，但现有的堵管器功能单

一，美观不足，封堵调节不便，而且在封堵的过程中不能完成吸痰等操作。专利文献

CN201290978Y公开了一种气管插管端口封堵器，其利用外管、内管和塞芯插入气管插管内，

实现了逐步精确堵管，也可以在逐步堵管的过程中进行吸痰等操作。但该装置也存在一定

程度的缺陷：首先，将外管、内管和塞芯直接插入气管插管内，容易引起外源性感染；其次，

在逐步堵管的过程中，医务人员只能利用该装置的环形折边插入和拔出外管、内管及塞芯，

这种插入和拔出的操作容易刺激气道，引起患者痰液从气管导管内喷出，喷出的痰液会污

染床单，甚至会溅到医务人员的身上，尤其是传染性疾病的患者，这就大大增加了医务人员

感染的风险。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操作方

便、堵管精确、便于吸痰等操作的气管导管堵管器。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气管导管堵管器，包括封堵帽、第一封堵塞和第二封堵塞，所述封堵帽上端设

置有第一通气孔，所述第一封堵塞中间设置有第二通气孔，并通过第一连接带与封堵帽连

接，所述第二封堵塞通过第二连接带与封堵帽连接。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封堵帽上端为圆顶状结构，中间设有第一通气孔，封堵帽下端内径

与气管导管接口的外径相适应。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通气孔的横截面积为气管导管接口横截面积的三分之二。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封堵塞的塞体为中空圆柱体结构，上端设有环形凸起。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封堵塞的塞体外径为第一通气孔的直径相适应。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通气孔的横截面积为气管导管接口横截面积的三分之一。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封堵塞的塞体为圆柱体结构，上端设有环形凸起。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封堵塞的塞体外径为第二通气孔的直径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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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利用封堵帽和两个封堵塞实现了对气管

导管进行1/3、2/3以及全部封堵的精确调节，解决了拔管前逐步进行精确堵管的难题。两个

通气孔的设计，实现了在逐步堵管的过程中进行吸痰等操作。封堵帽罩在气管导管接口处，

封堵塞不与气管导管接口接触，堵管过程中降低了外源性感染的风险。利用连接带可以方

便地拔出封堵塞，不会对呼吸道造成刺激，减轻了医务人员的工作难度，同时也降低了医务

人员感染的风险。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气管导管堵管器总体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气管导管堵管器主视图。

[0017] 附图标记说明：1、封堵帽；2、第一封堵塞；3、第二封堵塞；4、第一通气孔；5、第二通

气孔；6、第一连接带；7、第二连接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19] 如图1-2所示，一种气管导管堵管器，包括封堵帽1、第一封堵塞2和第二封堵塞3，

所述封堵帽1上端设置有第一通气孔4，所述第一封堵塞2中间设置有第二通气孔5，并通过

第一连接带6与封堵帽1连接，所述第二封堵塞3通过第二连接带7与封堵帽1连接。

[0020]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使用时，将封堵帽1罩在气管导管接口处，此时即完成了

气管导管的1/3堵管。之后，将第一封堵塞2插入封堵帽1的第一通气孔4内，完成气管导管的

2/3堵管。待患者病情稳定后，将第二封堵塞3插入第一封堵塞2的第二通气孔5内，完成气管

导管的完全堵管操作。当患者需要吸痰操作时，只需要将吸痰管通过第一通气孔4或第二通

气孔5插入气管导管内，完成吸痰操作。如在堵管过程中，患者出现呼吸困难等突发情况，可

以通过牵拉第一连接带6或第二连接带7快速拔出封堵塞。

[002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气管导管堵管器的详细介绍，需要指出的是，本实

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述特定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

对技术方案做出的各种变形和修改，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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