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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用具技术领域，特别涉

及一种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包括

杯体，杯体的侧壁间隔开设有呼吸孔和吸痰供氧

孔；杯体的侧壁于呼吸孔和吸痰供氧孔处分别可

拆卸密封有密封件；杯体的杯口处罩设有透气

件，透气件上可拆卸密封有杯盖；杯体、密封件、

透气件和杯盖均由一次性材料制成。本实用新型

取材简单容易制作，用完就扔，不需要进行清洗，

从而避免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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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杯体(1)，所述杯体(1)的侧壁

间隔开设有呼吸孔(11)和吸痰供氧孔(12)；所述杯体(1)的侧壁于呼吸孔(11)和吸痰供氧

孔(12)处分别可拆卸密封有密封件(2)；所述杯体(1)的杯口处罩设有透气件(3)，所述透气

件(3)上可拆卸密封有杯盖(4)；所述杯体(1)、密封件(2)、透气件(3)和杯盖(4)均由一次性

材料制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件

(2)为贴膜，所述贴膜可拆卸粘贴在杯体(1)的外侧壁。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贴膜边缘

设有用于撕开贴膜的撕拉耳(21)。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气件

(3)为纱布，所述纱布通过橡胶圈(31)可拆卸罩在杯体(1)的杯口处。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呼吸孔

(11)和吸痰供氧孔(12)分别开设在杯体(1)的顶部两侧。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杯体(1)

为一次性塑料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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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用具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

容器。

背景技术

[0002] 气管切开术是将颈段气管切开后，植入特制的气管套管，从而保持呼吸道通畅，改

善通气，引流下呼吸道分泌物的一种手术。气管切开手术作为抢救危重患者的重要措施之

一，被广泛应用到各种手术中，如进行咽喉部手术。经过气管切开术后，患者不经过口鼻呼

吸，而是通过气管切开口来呼吸，气管切开口需佩戴气管套管，气管套管内的痰液等会从气

管套管内喷出，痰液乱喷，不但污染环境，造成空气污染，还会使患者体内的病菌传播到空

气中，造成其他患者交叉感染。

[0003] 因此，为了防止痰液喷溅，CN209917000U公开了一种防止气切病人喷痰的装置，该

装置解决了现有的防喷痰装置的呼吸孔直接暴露于空气中，缺少对吸入气体的过滤，且呼

吸孔缺少遮蔽易导致痰液喷出的问题，但是由于该装置的两处挡板与两处罩板呈上下交错

反向倾斜设置与导气筒的圆周内壁之间形成了S形通道，使得该装置用完之后清洗不够方

便，容易造成清洗不干净而引起交叉感染。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

取材简单容易制作，用完就扔，不需要进行清洗，从而避免交叉感染。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包括杯体，所述杯体的侧壁间隔开设有呼吸

孔和吸痰供氧孔；所述杯体的侧壁于呼吸孔和吸痰供氧孔处分别可拆卸密封有密封件；所

述杯体的杯口处罩设有透气件，所述透气件上可拆卸密封有杯盖；所述杯体、密封件、透气

件和杯盖均由一次性材料制成。

[0007] 优选地，所述密封件为贴膜，所述贴膜可拆卸粘贴在杯体的外侧壁。

[0008] 优选地，所述贴膜边缘设有用于撕开贴膜的撕拉耳。

[0009] 优选地，所述透气件为纱布，所述纱布通过橡胶圈可拆卸罩在杯体的杯口处。

[0010] 优选地，所述呼吸孔和吸痰供氧孔分别开设在杯体的顶部两侧。

[0011] 优选地，所述杯体为一次性塑料杯。

[0012]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3]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通过将杯体的呼吸孔密封

套接在气管套管上，病人呼出的气体能够经过透气件排出，且透气件本身还能够防止痰液

喷出并过滤吸入的气体，而且盖上杯盖后，通过吸痰供氧孔还可进行吸痰供氧操作，使用方

便。同时，通过将杯体、密封件、透气件和杯盖均设置为由一次性材料制成，这样取材容易，

制作简单，成本低，就可以做到用完就扔，不需要进行清洗，从而避免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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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的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的正视图；

[0016] 图2是图1实施例的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的剖视图；

[0017] 图3是图1实施例的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使用状态下的剖视图；

[0018] 图4是图1实施例的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的爆炸示意图。

[0019] 图中标号为：1、杯体；11、呼吸孔；12、吸痰供氧孔；2、密封件；21、撕拉耳；3、透气

件；31、橡胶圈；4、杯盖；5、双面胶；6、气管套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文将参照附图中的示例性实施例来详细地描述本实用新型。但应当知道的是，

本实用新型可通过多种不同的形式来实现，而不应该被理解为限制于本文所阐述的实施

例。在此提供这些实施例旨在使得本实用新型的公开内容更为完整，并将本实用新型的构

思完全传递给本领域技术人员。

[0021]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横向”、“纵向”、“前”、“后”、

“左”、“右”、“上”、“下”、“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

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

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

为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制。

[0022]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容易造成清洗不干净而引起交叉感染的缺陷。发明人进行仔

细分析后发现，现有的防止气切病人喷痰的装置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两处挡板与

两处罩板呈上下交错反向倾斜设置与导气筒的圆周内壁之间形成了S形通道，用完之后清

洗不够方便。基于以上分析，发明人对现有的防止气切病人喷痰的装置进行了结构改进。

[0023] 请参考图1至图4，在本实用新型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的一个实施例

中，该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收集容器，包括杯体1；其中，杯体1的顶部两侧侧壁分别开

设有用于连接气管套管6进行呼吸的呼吸孔11和用于接入氧气或吸出痰液的吸痰供氧孔

12；杯体1的侧壁于呼吸孔11和吸痰供氧孔12处分别可拆卸密封有密封件2；杯体1的杯口处

罩设有透气件3，从气管套管6呼出的气体能够经过透气件3排出，且该透气件3本身还能够

防止痰液喷出并过滤吸入的气体，透气件3上可拆卸密封有用于关闭透气件3的杯盖4。另

外，杯体1、密封件2、透气件3和杯盖4均由一次性材料制成，取材容易，制作成本低，可以做

到用完就扔，不需要进行清洗，从而避免交叉感染。

[0024] 具体地，杯体1为透明的一次性塑料杯，在杯体1的顶部两侧侧壁分别裁剪出呼吸

孔11和吸痰供氧孔12；密封件2为尺寸略大于呼吸孔11和吸痰供氧孔12的圆形贴膜，该贴膜

可拆卸粘贴覆盖在杯体1的外侧壁对应呼吸孔11或吸痰供氧孔12处，且贴膜的边缘一体成

型地设有用于撕开贴膜的撕拉耳21。透气件3设置为尺寸略大于杯体1杯口尺寸的纱布，该

纱布通过橡胶圈31可拆卸罩在杯体1的杯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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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方法或工作原理如下：

[0026] 需要收集气管切开病人气道分泌物时，先撕开呼吸孔11上的贴膜(密封件2)并打

开杯盖4，然后使用双面胶5将呼吸孔11密封套接固定在气管套管6上，再在双面胶5另一面

粘贴纱布垫在患者的脖子上；病人通过气管套管6呼吸时，呼出的气体能够经过杯口处的纱

布(透气件3)排出，且该纱布(透气件3)本身还能够防止痰液喷出并过滤吸入的气体。

[0027] 需要进行接入氧气或吸出痰液时，先撕开吸痰供氧孔12上的贴膜，然后将输氧管

或吸痰管插入吸痰供氧孔12内，再使用双面胶5粘贴缝隙并在双面胶5另一面粘贴纱布，最

后盖上杯盖4即可进行吸痰供氧操作。

[0028] 应当理解的是，所有以上的实施例都是示例性而非限制性的，本领域技术人员在

本实用新型的构思下，对以上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出的各种改型或变形，都应在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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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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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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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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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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