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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输液管的加热监测

装置，其包括保温套、监测卡扣、电磁截止和中控

装置；所述保温套套在输液管的外部，为内部设

有加热丝的弹性塑料套；所述监测卡扣卡在输液

管上，监测卡扣设有正对输液管的红外传感器；

所述电磁截止阀设在输液管上；所述中控装置与

保温套、监测卡扣和电磁截止阀通过线路连接，

中控装置设有警示灯或连接有警示装置；所述红

外传感器通过中控装置控制电磁截止阀、和警示

灯或警示装置的开启或关闭。本装置能够有效地

防止输液管的弯折，使输液过程更加安全；在出

现断流时，能够立即关闭电磁截止阀并进行警

示；具有加热效果好、使用安全方便等特点，有效

地保障了患者的安全性，降低了医护人员的劳动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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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输液管的加热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其包括保温套(3)、监测卡扣(1)、电磁截

止阀(2)和中控装置(13)；所述保温套(3)套在输液管(5)的外部，为内部设有加热丝(17)的

弹性塑料套；所述监测卡扣(1)卡在输液管(5)上，监测卡扣(1)设有正对输液管的红外传感

器；所述电磁截止阀(2)设在输液管(5)上；所述中控装置(13)与保温套(3)、监测卡扣(1)和

电磁截止阀(2)通过线路(6)连接，中控装置(13)设有警示灯(14)或连接有警示装置；所述

红外传感器通过中控装置(13)控制电磁截止阀(2)、和警示灯(14)或警示装置的开启或关

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液管的加热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套(3)设

有拉链(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液管的加热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控装置(13)

包括温度调节旋钮(9)、加热开关(11)和总开关(1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输液管的加热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控装置(13)

设有温度显示屏(8)。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液管的加热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控装置(13)

与保温套(3)、监测卡扣(1)和电磁截止阀(2)的连接接口为USB接口；所述线路(6)通过USB

接口实现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输液管的加热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

控装置(13)中的控制电路包括控制器(23)、第三保护电阻(R4)、三极管(VT)和继电器(J1)；

所述红外传感器的发射器(19)一端与电源连接，另一端经第三保护电阻(R3)接地；所述红

外传感器的接收器(2)的电源端分别与电源和地连接，信号端与控制器的P1.3接口连接；所

述控制器的P2.0接口与三极管(VT)的基极连接，所述三极管(VT)的发射极接地、集电极经

继电器(J1)后与电源连接；所述继电器的常开控制触点(J1‑1)一端与电源连接，另一端经

警示灯(14)或警示装置与地连接；所述继电器的常闭控制触点(J1‑2)一端与电源连接，另

一端经电磁截止阀(2)与地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输液管的加热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保护电

阻(R1)、第二保护电阻(R4)和第四保护电阻(R4)；所述加热开关(11)一端与经第一保护电

阻(R1)与电源连接，另一端与控制器的P1.0接口连接；所述总开关(12)一端与经第二保护

电阻(R2)与电源连接，另一端与控制器的P1.1接口连接；所述温度调节旋钮(9)一端经第四

保护电阻(R4)与电源连接，另一端与控制器的P1.2接口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输液管的加热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度显示屏

(8)与控制器(23)的P2.1接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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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输液管的加热监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医用设备，尤其是一种输液管的加热监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输液是指由静脉滴注输入体内的大剂量注射液，一次给药在100ml以上；它是注射

剂的一个分支，通常包装在玻璃或塑料的输液瓶或袋中，不含抑菌剂；使用时通过输液器调

整滴速，持续而稳定地将药物输入体内。但是，因为储存需要，使得一些注射液必须冷藏；一

般而言，药液存储温度都低于20°，在冬天药液的温度会更低，尤其是血液都是在冷藏室冷

藏，温度更低。冷藏的注射液或者在较为寒冷的天气中进行输液时，会导致输液瓶/输液袋

中注射液的温度与人体的温度相差较大；而温度较低的药液会对血管产生刺激，使得患者

在输液时，穿刺部位由于受到冷刺激而感到特别疼痛，一些体弱患者可能还会出现寒颤等

不适表现。因而患者在进行输液时，通常使用手握输液管增加药液温度，或者，利用热水袋

对输液管中的注射液进行加热。但是，由于热水袋中热水为一次性加入，冷却较快，造成注

射液无法充分受热，加热效果较差。

[0003] 而且现有的一次性输液器的输液管易弯折，如果在手术中发生不易被发现；而液

路不畅容易发生术中知晓等严重后果，给病人带来巨大的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在普通病

房中，注射液流尽后只要通过病人家属通知护士换药，如果病人单人住院并且睡着的话，不

能及时发现注射液滴尽等状况。并且现有的注射液加热装置只能做到加热，而不能做到报

警反馈从而提醒医护人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防止输液管弯折并能够警示的输液

管的加热监测装置。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其包括保温套、监测卡

扣、电磁截止阀和中控装置；所述保温套套在输液管的外部，为内部设有加热丝的弹性塑料

套；所述监测卡扣卡在输液管上，监测卡扣设有正对输液管的红外传感器；所述电磁截止阀

设在输液管上；所述中控装置与保温套、监测卡扣和电磁截止阀通过线路连接，中控装置设

有警示灯或连接有警示装置；所述红外传感器通过中控装置控制电磁截止阀、和警示灯或

警示装置的开启或关闭。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述保温套设有拉链。

[0007] 本实用新型所述中控装置包括温度调节旋钮、加热开关和总开关。所述中控装置

设有温度显示屏。

[0008] 本实用新型所述中控装置与保温套、监测卡扣和电磁截止阀的连接接口为USB接

口；所述线路通过USB接口实现连接。

[0009] 本实用新型所述中控装置中的控制电路包括控制器、第三保护电阻、三极管和继

电器；所述红外传感器的发射器一端与电源连接，另一端经第三保护电阻接地；所述红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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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的接收器的电源端分别与电源和地连接，信号端与控制器的P1.3接口连接；所述控制

器的P2.0接口与三极管的基极连接，所述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地、集电极经继电器后与电源

连接；所述继电器的常开控制触点一端与电源连接，另一端经警示灯或警示装置与地连接；

所述继电器的常闭控制触点一端与电源连接，另一端经电磁截止阀与地连接。

[0010] 本实用新型还包括第一保护电阻、第二保护电阻和第四保护电阻；所述加热开关

一端与经第一保护电阻与电源连接，另一端与控制器的P1.0接口连接；所述总开关一端与

经第二保护电阻与电源连接，另一端与控制器的P1.1接口连接；所述温度调节旋钮一端经

第四保护电阻与电源连接，另一端与控制器的P1.2接口连接。

[0011] 本实用新型所述温度显示屏与控制器的P2.1接口连接。

[001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所述保温套在进行加热的

同时，利用弹性塑料套的支撑作用，能够有效地防止输液管的弯折，使输液过程更加安全；

本实用新型采用红外传感器来监测输液管内是否有注射液流过，在出现断流时，能够立即

关闭电磁截止阀并进行警示，有效地避免了注射液滴尽而未发现的情况发生，从而有效地

提升了输液过程中的安全性，并能避免医护人员需要频繁关注输液过程。本实用新型具有

加热效果好、使用安全方便等特点，有效地保障了患者的安全性，降低了医护人员的劳动强

度。

[0013] 本实用新型所述线路通过USB接口连接，这样及可根据需要分别连接保温套、监测

卡扣和电磁截止阀，从而实现模块化可拆卸的设计，实现加热、保护、反馈功能的单独使用。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保温套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图2中A部放大图；

[0018]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保温套套体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监测卡扣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控制电路示意图。

[0021] 图中：监测卡扣1；电磁截止阀2；保温套3；拉链4；输液管5；线路6；输液袋7；温度显

示屏8；温度调节旋钮9；插头10；加热开关11；总开关12；中控装置13；警示灯14；套体15；弹

性塑料层16；加热丝17；卡条18；发射器19；接收器20；卡体21；卡头22；控制器23；第一保护

电阻R1；第二保护电阻R2；第三保护电阻R3；第四保护电阻R4；三极管VT；继电器J1；继电器

常开控制触点J1‑1；继电器常闭控制触点J1‑2。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图1所示，本输液管的加热监测装置包括保温套3、监测卡扣1、电磁截止阀2和中控

装置13。图1所示，所述保温套3套在与输液袋7连通的输液管5的外部；图2、图3所示，所述保

温套3包括套体15和拉链4；所述套体15为长条形结构，拉链4固接在套体15的两侧；这样将

两侧的拉链4连在一起，即可形成保温套3的筒状状态；所述筒状状态的保温套3的内筒粗细

与输液管5外壁的粗细相配合。图2、图3所示，所述套体15由弹性塑料层16和加热丝17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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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丝17平铺在弹性塑料层16内部；这样，即可利用弹性塑料层16的支撑作用防止输液管5

的弯折、利用加热丝17对输液管5进行加热。

[0023] 图1所示，本输液管的加热监测装置所述监测卡扣1和电磁截止阀2位于保温套3的

注射液输送前端。图5所示，所述监测卡扣1由卡条18、红外传感器、卡体21和卡头22。所述卡

体21的内前部设有凹槽，卡体21的两端向前伸出卡条18；所述卡头22设有可容卡条18穿过

的卡槽；这样将输液管放在卡体21的凹槽内，卡条18穿过卡头22的卡槽，即可将监测卡扣1

卡在输液管上。所述红外传感器包括发射器19、接收器20，对应设置在卡体21两侧的凹槽

内，并正对输液管；这样，红外传感器即可根据光线变化判断输液管内是否流通有注射液。

所述电磁截止阀2位于监测卡扣1的注射液输送后端；所述红外传感器判断输液管内未流通

有注射液时，通过中控装置13控制电磁截止阀2关闭，从而将输液管截止。

[0024] 图1所示，本输液管的加热监测装置所述保温套3、监测卡扣1和电磁截止阀2通过

线路6与中控装置13连接；所述中控装置13与各线路连接接口为USB接口，这样即可方便插

拔。图6所示，所述中控装置13包括控制器23、第一保护电阻～第四保护电阻R1～R4、温度显

示屏8、温度调节旋钮9、加热开关11、总开关12和警示灯14；所述红外传感器的发射器19一

端与电源连接，另一端经第三保护电阻R3接地；所述红外传感器的接收器20的电源端分别

与电源和地连接，信号端与控制器23的P1.3接口连接。所述加热开关11一端与经第一保护

电阻R1与电源连接，另一端与控制器23的P1.0接口连接；所述总开关12一端与经第二保护

电阻R2与电源连接，另一端与控制器23的P1.1接口连接；所述温度调节旋钮9一端经第四保

护电阻R4与电源连接，另一端与控制器的P1.2接口连接。所述控制器23的P2.0接口与三极

管VT的基极连接，所述三极管VT的发射极接地，集电极经继电器J1后与电源连接；所述继电

器的常开控制触点J1‑1一端与电源连接，另一端经警示灯14与地连接；所述继电器的常闭

控制触点J1‑2一端与电源连接，另一端经电磁截止阀2与地连接。所述温度显示屏8与控制

器23的P2.1接口连接。采用上述结构，开启总开关后，根据温度调节按钮9调节温度，所述调

节信息发送给控制器23，所述控制器23根据温度信息控制线路6进行电热丝加热；所述监测

卡扣1的红外传感器将检测输液管内液体的流下情况，并将液体流经的信息发送给控制器

23；所述控制器23根据信息进行判断，若输液管处没有液体流过则控制三极管VT通电，则继

电器J1通电，所述继电器的常开控制触点J1‑1闭合，所述警示灯14闪烁；所述继电器的常闭

控制触点J1‑1断开，所述电磁截止阀2断电截止。在所述过程中所述温度显示屏8一直显示

液体的流下情况、温度调节旋钮9调节的温度。所述警示灯14还可用报警器替代，报警器可

用无线信号传输方式与控制器23连接，以便放置在与手术室或病房相隔较远的护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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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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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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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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