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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荷包缝合器开合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腹

腔镜荷包缝合器开合装置，包括缝合装置、第一

开合机构和第二开合机构，所述缝合装置包括第

一钉仓和第二钉仓，所述第一开合机构包括依次

连接的手柄、第一操作齿轮组、第一齿条和第一

开合齿轮组，所述第一开合齿轮组与所述第一钉

仓连接，所述第二开合机构包括依次连接的旋

钮、第二操作齿轮组、第二齿条和第二开合齿轮

组，所述第二开合齿轮组与所述第二钉仓连接。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结构科学合理，头端的

缝合装置两部分可独立转动，也可同时转动，且

转动角度较大，方便手术操作，从而提高手术的

安全性和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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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腹腔镜荷包缝合器开合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缝合装置、第一开合机构和第二

开合机构，所述缝合装置包括第一钉仓和第二钉仓，所述第一开合机构包括依次连接的手

柄、第一操作齿轮组、第一齿条和第一开合齿轮组，所述第一开合齿轮组与所述第一钉仓连

接，所述第二开合机构包括依次连接的旋钮、第二操作齿轮组、第二齿条和第二开合齿轮

组，所述第二开合齿轮组与所述第二钉仓连接，所述第一齿条与第二齿条并排设置，所述第

一操作齿轮组设置有三角架机构，所述三角架机构包括三角架、固定齿轮、薄齿轮和厚齿

轮，所述固定齿轮、薄齿轮和厚齿轮的中心轴分别设置在所述三角架的三个角，所述固定齿

轮分别与薄齿轮、厚齿轮啮合，所述三角架可绕所述固定齿轮的中心轴旋转，可切换薄齿轮

状态和厚齿轮状态，所述薄齿轮状态为所述薄齿轮与所述第一齿条啮合，所述厚齿轮状态

为所述厚齿轮同时与所述第一齿条、第二齿条啮合,  所述第二操作齿轮组设置有锁定开

关，所述锁定开关上设置有卡齿，所述卡齿可卡入所述第二操作齿轮组的齿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腹腔镜荷包缝合器开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齿条上方

设置有限位件，所述第一齿条上设置有限位凸起与所述限位件配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腹腔镜荷包缝合器开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柄连接有曲

柄连杆机构和复位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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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荷包缝合器开合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腹腔镜荷包缝合器开合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如今科技发展迅速，在医疗方面微创的呼声越来越强。荷包缝合器是在外科手术

过程中对肠道等管腔组织进行荷包缝合时经常使用的一种医疗器械，其在开腹及腹腔镜手

术中，尤其在狭小空间内的使用能有效代替人手完成荷包缝合，放置荷包缝线。荷包缝合器

在食管及胃肠手术中的使用能够有效节省手术时间，保证手术质量，避免不必要的副损伤，

其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手术进程，对手术效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在临床使用的荷

包缝合器，存在着头端体积过大、操作杆太粗、头端两部分无法独立转动、头端整体无法转

换角度及需要穿针引线等缺点，不适用于腹腔镜手术及开腹手术狭小空间内的操作。虽然

已有开放手术用的一次性荷包缝合钳，也有日本学者发明的“Endo‑PSI”器械，但仍未能解

决以上难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腹腔镜荷包缝合器开合装置，以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

头端两部分无法独立转动、头端整体无法转换角度等问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的目的，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一种腹腔镜荷包缝合器开合装置，包

括缝合装置、第一开合机构和第二开合机构，所述缝合装置包括第一钉仓和第二钉仓，所述

第一开合机构包括依次连接的手柄、第一操作齿轮组、第一齿条和第一开合齿轮组，所述第

一开合齿轮组与所述第一钉仓连接，所述第二开合机构包括依次连接的旋钮、第二操作齿

轮组、第二齿条和第二开合齿轮组，所述第二开合齿轮组与所述第二钉仓连接。通过手柄可

操作第一钉仓转动，通过旋钮可操作第二钉仓转动，两个钉仓可独立转动，从而实现缝合装

置的开合以及角度的变化。

[0005] 所述第一齿条与第二齿条并排设置，所述第一操作齿轮组设置有三角架机构，所

述三角架机构包括三角架、固定齿轮、薄齿轮和厚齿轮，所述固定齿轮、薄齿轮和厚齿轮的

中心轴分别设置在所述三角架的三个角，所述固定齿轮分别与薄齿轮、厚齿轮啮合，所述三

角架可绕所述固定齿轮的中心轴旋转，可切换薄齿轮状态和厚齿轮状态，所述薄齿轮状态

为所述薄齿轮与所述第一齿条啮合，所述厚齿轮状态为所述厚齿轮同时与所述第一齿条、

第二齿条啮合。通过三角架机构，可以实现薄齿轮状态和厚齿轮状态之间的切换，薄齿轮状

态下，手柄只控制第一钉仓转动，厚齿轮状态下，手柄控制两个钉仓同时转动。

[0006] 所述第一齿条上方设置有限位件，所述第一齿条上设置有限位凸起与所述限位件

配合。该结构可以锁定第一齿条，从而锁定第一钉仓，再操作旋钮对第二钉仓进行转动，调

节更加灵活，

[0007] 所述手柄连接有曲柄连杆机构和复位弹簧。该结构用于手柄的复位，当按压手柄

时，通过曲柄连杆机构压缩复位弹簧，而松开手柄时，复位弹簧释放弹力对手柄进行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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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第二操作齿轮组设置有锁定开关，所述锁定开关上设置有卡齿，所述卡齿可

卡入所述第二操作齿轮组的齿间。该结构可以锁定第二齿条，从而锁定第二钉仓，再操作手

柄对第一钉仓进行转动，调节更加灵活。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结构科学合理，头端的缝合装置两部分可独立转动，也可

同时转动，且转动角度较大，方便手术操作，从而提高手术的安全性和成功率。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的背面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操作部分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为三角架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5为限位件与第一齿条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5] 图6为手柄、曲柄连杆机构与复位弹簧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6] 图7为锁定开关与第二操作齿轮组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18] 本发明的结构如图1、图2、图3所示，包括缝合装置、第一开合机构和第二开合机

构。缝合装置包括第一钉仓11和第二钉仓12。第一开合机构包括依次连接的手柄21、第一操

作齿轮组22、第一齿条23和第一开合齿轮组24，第一开合齿轮组24与第一钉仓11连接。第二

开合机构包括依次连接的旋钮31、第二操作齿轮组32、第二齿条33和第二开合齿轮组34，第

二开合齿轮组34与第二钉仓12连接。操作时，按压手柄21，通过第一操作齿轮组22、第一齿

条23和第一开合齿轮组24的传动，可以控制第一钉仓11转动；旋转旋钮31，通过第二操作齿

轮组32、第二齿条33和第二开合齿轮组34的传动，可以控制第二钉仓12转动。

[0019] 第一齿条23与第二齿条33并排设置。第一操作齿轮组22设置有三角架机构，如图4

所示，三角架机构包括三角架221、固定齿轮222、薄齿轮223和厚齿轮224。固定齿轮222、薄

齿轮223和厚齿轮224的中心轴分别设置在三角架221的三个角，固定齿轮222分别与薄齿轮

223、厚齿轮224啮合。三角架221可绕固定齿轮222的中心轴旋转，可切换薄齿轮状态和厚齿

轮状态。薄齿轮状态为薄齿轮223与第一齿条23啮合，厚齿轮状态为厚齿轮224同时与第一

齿条23、第二齿条33啮合。薄齿轮状态下，按压手柄21，通过第一操作齿轮组22、第一齿条23

和第一开合齿轮组24的传动，可以控制第一钉仓11转动。厚齿轮状态下，按压手柄21，除了

与薄齿轮状态同样的控制第一钉仓11转动，同时还通过第一操作齿轮组22、第二齿条33和

第二开合齿轮组34的传动，控制第二钉仓12与第一钉仓11同时转动。

[0020] 第一齿条23上方设置有限位件25，第一齿条23上设置有限位凸起231与限位件25

配合，如图5所示，限位件25通过一转动轴与装置主体连接，与限位凸起231的配合部为钩状

结构。按压手柄21，通过传动使第一齿条23后退，当限位凸起231接触到钩状结构时将其顶

起，之后继续后退，钩状结构由于限位弹簧251的弹力拉回原位，卡住限位凸起231，从而限

制第一齿条23复位，从而限制第一钉仓11的角度。此时切换为薄齿轮状态，第二钉仓12仍然

可以通过旋钮31操作转动，操作更加灵活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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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手柄21连接有曲柄连杆机构211和复位弹簧212，如图6所示，按压手柄21时，通过

曲柄连杆机构211压缩复位弹簧212，当松开手柄21时，复位弹簧212释放弹力通过曲柄连杆

机构211对手柄21进行复位。

[0022] 第二操作齿轮组32设置有锁定开关35，锁定开关35上设置有卡齿351，卡齿351可

卡入第二操作齿轮组32的齿间，如图7所示，当需要锁定第二钉仓12时，通过操作锁定开关

35将卡齿351可卡入第二操作齿轮组32的齿间，使第二操作齿轮组32无法转动，从而限制第

二钉仓12的角度。此时切换为薄齿轮状态，第一钉仓11仍然可以通过手柄21操作转动，操作

更加灵活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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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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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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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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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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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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