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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雾化器的吸嘴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用于雾化器的吸嘴，

包括导流管与其连通的出雾管，导流管的入口用

于和雾化器连接，出雾管的出口用于将雾化药液

导入患者的口腔，导流管上设置有至少一个常开

气孔，以及一个能够打开或闭合的调节气孔，当

吸入的雾化药液的量不足时，打开调节气孔，通

过增加吸入的空气，使雾化器本体内部形成吸力

增加，使或者吸入更多的雾化药液，实现雾化药

液吸入量的调节，同时还可以通过常开气孔和调

节气孔将患者呼气时的二氧化碳有效排除，提高

患者药物吸收量，提高药物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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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雾化器的吸嘴，其特征在于，包括导流管(2)与其连通的出雾管(1)，导流管

(2)的入口用于和雾化器连接，出雾管(1)的出口用于将雾化药液导入患者的口腔，导流管

(2)上设置有至少一个常开气孔(4)，以及一个能够打开或闭合的调节气孔(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雾化器的吸嘴，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气孔的轴线与

导流管的轴线呈夹角设置，夹角角度为15‑20°，所述调节气孔(7)的直径为4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雾化器的吸嘴，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气孔(7)中设

置有能够拆卸的孔塞(10)，孔塞(10)通过连接结构与导流管(2)连接，孔塞(10)与调节气孔

(7)过盈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雾化器的吸嘴，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结构为固定

柱，孔塞(10)设置在调节板(5)的一侧，固定柱的一端与调节板(5)连接，其另一端与导流管

(2)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雾化器的吸嘴，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气孔(7)的一

侧设置有固定柱(9)配合的连接孔(8)，固定柱(9)与连接孔(8)卡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雾化器的吸嘴，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柱(9)的端部

设置有突起的定位环，定位环的直径大于连接孔的直径，定位柱为橡胶柱。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雾化器的吸嘴，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管(2)的出口

与出雾管(1)入口采用套接的方式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雾化器的吸嘴，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雾管(1)的出口

为椭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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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雾化器的吸嘴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雾化器喷嘴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用于雾化器的吸嘴。

背景技术

[0002] 医用雾化器主要用于治疗各种上下呼吸系统疾病，相对于传统的服药治疗哮喘等

呼吸道的疾病的手段，医用雾化器将药液雾化成微小颗粒，药物通过呼吸吸入的方式进入

呼吸道和肺部沉积，从而达到无痛、迅速有效治疗。现有的雾化器一般包括雾化器本体，用

于将药液生成雾状药液，以及安装在雾化器本体出口的喷嘴，喷嘴伸入至口腔中，将雾化药

液导流至气管中，但是现有的喷嘴没有进气口，致吸入的雾化气体的量是固定的，不能对吸

入雾化气体的量进行控制，同时不能将患者呼气时产生的二氧化碳排除，使得患者药物吸

收量降低，降低了治疗效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用于雾化器的吸嘴，实现吸入

的雾化气体的调节，提高治疗效果。

[0004]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5] 一种用于雾化器的吸嘴，包括导流管与其连通的出雾管，导流管的入口用于和雾

化器连接，出雾管的出口用于将雾化药液导入患者的口腔，导流管上设置有至少一个常开

气孔，以及一个能够打开或闭合的调节气孔。

[0006] 优选的，所述调节气孔的轴线与导流管的轴线呈夹角设置，夹角角度为15‑20°，所

述调节气孔的直径为4mm。

[0007] 优选的，所述调节气孔中设置有能够拆卸的孔塞，孔塞通过连接结构与导流管连

接，孔塞与调节气孔过盈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连接结构为固定柱，孔塞设置在调节板的一侧，固定柱的一端与调节

板连接，其另一端与导流管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调节气孔的一侧设置有固定柱配合的连接孔，固定柱与连接孔卡接。

[0010] 优选的，所述固定柱的端部设置有突起的定位环，定位环的直径大于连接孔的直

径，定位柱为橡胶柱。

[0011] 优选的，所述导流管的出口与出雾管入口采用套接的方式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出雾管的出口为椭圆形。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用于雾化器的吸嘴，导流管上设置有常开气孔和能够打开

或闭合的调节气孔，当吸入的雾化药液的量不足时，打开调节气孔，通过增加吸入的空气，

使雾化器本体内部形成吸力增加，使或者吸入更多的雾化药液，实现雾化药液吸入量的调

节，同时还可以通过常开气孔和调节气孔将患者呼气时的二氧化碳有效排除，提高患者药

物吸收量，提高药物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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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雾化喷嘴顶部外观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雾化喷嘴底部外观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雾化喷嘴内部结构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雾化喷嘴的爆炸图1；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雾化喷嘴的爆炸图2；

[0020] 图6为本实用新型雾化喷嘴的剖视图。

[0021] 图中：1、导流管；2、出雾管；3、气雾入口；4、常开气孔；5、调节板；6、固定环；7、调节

孔；8、连接孔；9、固定柱；10、孔塞。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所述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而

不是限定。

[0023] 参阅图1‑6，一种用于雾化器的吸嘴，包括导流管2与其连通的出雾管1，导流管2的

入口用于和雾化器连接，出雾管1的出口用于将雾化药液导入患者的口腔，导流管2上设置

有至少一个常开气孔4，以及一个能够打开或闭合的调节气孔7。

[0024] 所述调节气孔7中设置有能够拆卸的孔塞10，孔塞10通过连接结构与导流管2连

接，孔塞10与调节气孔7过盈连接，调节气孔的轴线与导流管的轴线呈夹角设置，夹角角度

为15‑20°，所述调节气孔7的直径为4mm。

[0025] 孔塞10设置在调节板5的一侧，连接结构的一端与调节板5连接，其另一端与导流

管2连接，孔塞10和调节板5为整体机构，采用橡胶材料制成。

[0026] 所述连接结构为弹性固定柱，固定柱9设置在调节板的一侧，并位于孔塞的一侧，

调节气孔7的一侧设置有固定柱9配合的连接孔8，固定柱9卡接在连接孔中，使调节板与导

流管2活动连接，固定柱9的端部设置有突起的定位环，定位环的直径大于连接孔的直径，定

位柱为橡胶柱，通过橡胶的变形将定位环卡接至连接孔8。

[0027] 导流管的表面设置有凹槽，调节板位于凹槽中，并且调节板的表面与导流管的表

面平齐，当导流管安装至雾化器，调节气孔7位于导流管的底部。所述常开气孔优选为两个，

两个常开气孔对称设置在导流管的两侧。

[0028] 所述导流管2的出口与出雾管1入口采用套接的方式连接，出雾管1的一端设置有

固定环6，固定环6与导流管2的出口尺寸相匹配，固定环6嵌套在导流管2的出口中，两者采

用拆卸结构，便于清洗维护。

[0029] 所述出雾管1的出口为椭圆形，便于使用者将其端部含在口中。

[0030] 使用时，由于导流管上设置有两个常开气孔4，患者在吸入雾化药液时，外部的空

气通过常开气孔进行导流管，在通过导流管进入出雾管，同时对雾化器本体内部形成吸力，

在负压的作用下使雾化药液进入口腔，同时在吸入量不足的情况下，打开调节气孔7增加在

呼吸过程中吸入药液的量，实现雾化药液吸入量的调节，同时还可以通过常开气孔和调节

气孔将患者呼气时的二氧化碳有效排除，提高患者药物吸收量，提高药物利用率。

[0031] 以上内容仅为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思想，不能以此限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凡是按照本实用新型提出的技术思想，在技术方案基础上所做的任何改动，均落入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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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型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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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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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7

CN 216629345 U

7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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