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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真空锁液治疗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真空锁液治疗系统，包括压缩

型泡沫材料层、粘胶贴膜以及锁液材料层，粘胶

贴膜上有贴在创面周围的贴翼，锁液材料层包括

压缩吸水材料层以及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单向

透液表面材料层和压缩吸水材料层之间的间隙

形成锁液腔，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的一端面与压

缩型泡沫材料层接触，粘胶贴膜通过贴翼黏贴在

创面周围后所述贴翼的内表面和创面的外表面

之间形成第一吸附腔，第一吸附腔的体积随着所

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后膨胀而增大，通过单

向透液表面材料层和压缩吸水材料层将所吸取

的液体锁在锁液空间内，即使挤压压缩吸水材料

层，液体也不会从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渗回患者

伤口或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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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空锁液治疗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压缩型泡沫材料层、粘胶贴膜以及位于压缩型

泡沫材料层和粘胶贴膜之间的锁液材料层，所述粘胶贴膜附着在锁液材料层后其四周往外

依次延伸出锁液材料层和压缩型泡沫材料层的范围后形成能贴创面周围的贴翼，所述锁液

材料层包括压缩吸水材料层以及将压缩吸水材料层外表面完全包裹的单向透液表面材料

层，所述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和压缩吸水材料层之间的间隙形成锁液腔，单向透液表面材

料层的一端面与压缩型泡沫材料层接触，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后的液体通过单向透

液表面材料层进入锁液腔，所述粘胶贴膜通过贴翼黏贴在创面周围后所述贴翼的内表面和

创面的外表面之间形成第一吸附腔，所述第一吸附腔的体积随着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

液后膨胀而增大，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内设置有多个贯穿压缩型泡沫材料层上、下端面

的吸附孔，每一个所述吸附孔的一端与创面接触，所述吸附孔的敞口端与单向透液表面材

料层的内表面接触，所述吸附孔的内部通道形成第二吸附腔，所述第二吸附腔的体积随着

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后膨胀而增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锁液治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

膨胀后压缩型泡沫材料层中布置满三维互通的吸附通道，所述吸附通道形成第三吸附腔，

所述第三吸附腔的体积随着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后膨胀而增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锁液治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

膨胀后，所述第二吸附腔通过第三吸附腔与第一吸附腔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锁液治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附孔的截面形状为圆

形、矩形、椭圆形、梯形、半圆形、半椭圆形或者三角形中的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真空锁液治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缩型泡沫

材料层吸液膨胀后的厚度等于3～20倍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膨胀前的厚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真空锁液治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缩型泡沫

材料层吸液膨胀后第一吸附腔的体积等于2～30倍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膨胀前第一

吸附腔的体积。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真空锁液治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缩型泡沫

材料层吸液膨胀后第二吸附腔的体积等于2～30倍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膨胀前第二

吸附腔的体积。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真空锁液治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缩型泡沫

材料层为压缩高吸水性聚乙烯醇材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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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锁液治疗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医疗器械，特别是一种真空锁液治疗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现在工业的发展，空气中的微粒越来越多，人体表面的皮肤中藏有一些微小

的灰尘而形成污垢。位于皮肤表面的污垢可以通过洗澡清理掉，但是位于皮肤深层的污垢

通过洗澡清理不了。现代人通过尝试使用清吸液以及带化学物质的清理贴等含有化学物质

去清理皮肤深层的污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清理了皮肤深层的污垢，但是残留的化学物质

会对皮肤造成影响。

[0003] 还有就是伤口护理方面的。一般通过伤口贴将伤口保护起来。伤口贴一般为医用

聚氨酯（PU）伤口贴，该医用聚氨酯（PU）伤口贴采用进口透气PU基材，并复合表层背衬基材，

经分切、灭菌、包装制成。伤口贴只能用于小块的创伤应急治疗，从而起到暂时的止血，保护

创面的作用。但是应该注意，使用的时间不宜过长。如果过久地使用它，伤口贴外层的胶布

不透气。就会使伤口和伤口周围的皮肤发白，变软导致细菌的继发的感染。这样就会使伤口

更加的恶化。其仅能在伤口或者创面不发生渗液的情况下提供利于伤口或者创面愈合的良

好条件。然而，对于伤口或者创面大面积渗液时，由于伤口贴不能吸液，其渗液残留在伤口

或者创面表面，一方面不利于伤口或者创面愈合，另一方面形成细菌滋生的病灶。另外，现

有还有一些负压抽吸引流的创面贴，对伤口表面的渗液吸附以及将伤口深处的坏死组织吸

出，但是这些创面贴需要外接负压源，才能将创面中的渗液吸附出来。现在有一种能将皮肤

深层污垢吸附出来和/或吸附伤口渗液且将伤口深处的坏死组织吸出的压缩负压真空系

统。然而，虽然该压缩负压真空系统中的片状压缩型泡沫材料层能将液体吸附出来，但是片

状压缩型泡沫材料层不能锁住液体，当渗液达到一定饱和度时，用力挤压时，液体会重新流

道患者伤口或者伤口，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真空锁液治疗系统。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真空锁液治疗系统，包括压缩型泡沫材料

层、粘胶贴膜以及位于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和压缩型泡沫材料层之间的锁液材料层，所述粘

胶贴膜附着在锁液材料层后其四周往外依次延伸出锁液材料层和压缩型泡沫材料层的范

围后形成能贴在创面周围的贴翼，所述锁液材料层包括压缩吸水材料层以及将压缩吸水材

料层外表面完全包裹的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所述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和压缩吸水材料层

之间的间隙形成锁液腔，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的一端面与压缩型泡沫材料层接触，所述粘

胶贴膜通过贴翼黏贴在创面周围后所述贴翼的内表面创面的外表面之间形成第一吸附腔，

所述第一吸附腔的体积随着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后膨胀而增大。

[000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后的液体通过单向

透液表面材料层进入锁液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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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膨胀后压缩型泡沫

材料层中布置满三维互通的吸附通道，所述吸附通道形成第三吸附腔，所述第三吸附腔的

体积随着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后膨胀而增大。

[000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内设置有多个贯穿压缩

型泡沫材料层上、下端面的吸附孔，每一个所述吸附孔的一端与创面接触，所述吸附孔的敞

口端与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的内表面接触，所述吸附孔的内部通道形成第二吸附腔，所述

第二吸附腔的体积随着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后膨胀而增大。

[000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膨胀后，所述第二

吸附腔通过第三吸附腔与第一吸附腔连通。

[0010]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吸附孔的截面形状为圆形、矩形、椭圆形、

梯形、半圆形、半椭圆形或者三角形中的一种。

[001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膨胀后的厚度等于

3~20倍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膨胀前的厚度。

[0012]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膨胀后第一吸附腔

的体积等于2~30倍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膨胀前第一吸附腔的体积。

[0013]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膨胀后第二吸附腔

的体积等于2~30倍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膨胀前第二吸附腔的体积。

[0014]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为压缩高吸水性聚乙烯

醇材料层。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设置第一吸附腔，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后膨

胀，粘胶贴膜逐渐被抬高，第一吸附腔的密闭空间越来越大，空气越来越稀薄，局部真空形

成，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局部真空对需要清洁的粘贴作用位置或伤口、创面等必然形成负压

压差。因为压差形成，本发明对于其作用的皮肤等位置，必然产生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负压

抽吸作用，达到逐渐将皮肤深层中的污垢清除或伤口渗液抽吸的效果；同理，也有创面肉芽

软组织逐渐消肿和促进局部血液血环的作用。另外，通过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和压缩吸水

材料层将所吸取的液体锁在锁液空间内，即使挤压压缩吸水材料层，液体也不会从单向透

液表面材料层渗回患者伤口或创面。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说明。显然，所描述的附图只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

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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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方案和附图。

[0017] 图1是本发明通过贴翼贴在创面周围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中压缩型泡沫材料层吸液膨胀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将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的构思、具体结构及产生的技术效果进行清

楚、完整地描述，以充分地理解本发明的目的、特征和效果。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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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基于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付出

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其他实施例，均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另外，文中所提到的

所有联接/连接关系，并非单指构件直接相接，而是指可根据具体实施情况，通过添加或减

少联接辅件，来组成更优的联接结构。

[0020] 参照图1～图2，真空锁液治疗系统，包括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粘胶贴膜4以及位于

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和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之间的锁液材料层，所述粘胶贴膜4附着在锁液

材料层的外表面后其四周往外依次延伸出锁液材料层和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的范围后形成

能贴在创面周围的贴翼40，所述锁液材料层包括压缩吸水材料层3以及将压缩吸水材料层3

外表面完全包裹的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2，所述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2和压缩吸水材料层3

之间的间隙形成锁液腔20，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2的一端面与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接触，所

述粘胶贴膜4通过贴翼40黏贴在创面周围后所述贴翼40的内表面和创面的外表面之间形成

第一吸附腔10，所述第一吸附腔10的体积随着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吸液后膨胀而增大。

[0021] 通过设置第一吸附腔10，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吸液后膨胀，粘胶贴膜4逐渐被抬高，

第一吸附腔10的密闭空间越来越大，空气越来越稀薄，局部真空形成，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

局部真空对需要清洁的粘贴作用位置或伤口、创面等必然形成负压压差。因为压差形成，本

发明对于其作用的皮肤等位置，必然产生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负压抽吸作用，达到逐渐将

皮肤深层中的污垢清除或伤口渗液抽吸的效果；同理，也有创面肉芽软组织逐渐消肿和促

进局部血液血环的作用。另外，通过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2和压缩吸水材料层3将所吸取的

液体锁在锁液空间内，即使挤压压缩吸水材料层3，液体也不会从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2渗

回患者伤口或创面。

[0022] 进一步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吸液后的液体通过单向透

液表面材料层2进入锁液腔20。压缩吸水材料层3吸液后膨胀，粘胶贴膜4逐渐被抬高，随着

锁液腔20的密闭空间越来越大，局部真空进一步加强，压缩吸水材料层3局部真空配合压缩

型泡沫材料层1对创面及其深部软组织产生长时间持续负压抽吸作用，达到伤口、创面渗液

抽吸，创面肉芽软组织逐渐消肿和促进局部血液血环的效果。与位于压缩吸水材料层3的下

端面相对的所述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2的一面为单向透液层，与位于压缩吸水材料层3的上

端面相对的所述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2的一面为不透水层。即液体只能从单向透液层进入

到锁液腔，并且单向透液层靠近创面。

[0023] 进一步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吸液膨胀后压缩型泡沫材

料层1中布置满三维互通的吸附通道，所述吸附通道形成第三吸附腔，所述第三吸附腔的体

积随着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吸液后膨胀而增大。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吸液后膨胀，单向

透液表面材料层2和粘胶贴膜4逐渐被抬高，除了第一吸附腔10的密闭空间越来越大，局部

真空形成，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内部三维互通的吸附通道逐渐恢复，局部真空进一步加强，

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局部真空对创面及其深部软组织产生长时间持续负压抽吸作用，达到

伤口、创面渗液抽吸，创面肉芽软组织逐渐消肿和促进局部血液血环的效果。同理，压缩型

泡沫材料层1局部真空对需要除污垢的表面及其深部软组织产生负压抽吸作用，逐渐将深

层中的污垢排出。另外，通过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2和压缩吸水材料层3将所吸取的液体锁

在锁液空间内，即使挤压压缩吸水材料层3，液体也不会从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2渗回患者

伤口或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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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进一步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内设置有多个贯穿压缩型

泡沫材料层1上、下端面的吸附孔，每一个所述吸附孔的一端与创面接触，所述吸附孔的敞

口端与单向透液表面材料层2的内表面接触，所述吸附孔的内部通道形成第二吸附腔11，所

述第二吸附腔11的体积随着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吸液后膨胀而增大。

[0025] 进一步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吸液膨胀后，所述第二吸附

腔11通过第三吸附腔与第一吸附腔10连通。

[0026] 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吸液后膨胀，粘胶贴膜4逐渐被抬高，除了第一吸附腔10的密

闭空间越来越大，局部真空形成，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内部三维互通的吸附通道逐渐恢复，

局部真空进一步加强，随着第二吸附腔11的密闭空间越来越大，局部真空得到极大的加强，

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局部真空对创面及其深部软组织产生长时间持续负压抽吸作用，达到

伤口、创面渗液抽吸，创面肉芽软组织逐渐消肿和促进局部血液血环的效果。同理，压缩型

泡沫材料层1局部真空对需要除污垢的表面及其深部软组织产生负压抽吸作用，逐渐将深

层中的污垢排出。

[0027] 进一步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吸附孔的截面形状为圆形、矩形、椭圆形、梯形、

半圆形、半椭圆形或者三角形中的一种。

[0028] 进一步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吸液膨胀后的厚度等于3~
20倍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吸液膨胀前的厚度。

[0029] 进一步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吸液膨胀后第一吸附腔10

的体积等于2~30倍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吸液膨胀前第一吸附腔10的体积。

[0030] 进一步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吸液膨胀后第二吸附腔11

的体积等于2~30倍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吸液膨胀前第二吸附腔11的体积。

[0031] 进一步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压缩型泡沫材料层1为压缩高吸水性聚乙烯醇

材料层。

[0032] 另外，在无法密封创面或无需密封创面的处理中，本发明主要利用自身特殊结构

而具有干燥压缩、大开孔以及吸液能力的设计特点具有“唧筒效应”，产生较强的抽吸力，将

粘稠渗液引流至材料内。同时，渗液或渗血实时、快速流入材料，必然出现液体流动所形成

的表面张力及其创面不同位置的压强差，形成微动力。这样一来，24小时持续作用，微动力

也可以改善伤口或创面血液循环、消肿、促进上皮细胞或肉芽生长等作用。

[0033] 对于混合型、深 ǁ度烧伤创面，基于本发明的结构而起的局部真空负压作用，创面

渗液被整体吸入敷料，临床医生手术时可以减轻清创强度；减少换药次数。因为清创强度和

换药次数减少，对于混合型、深 ǁ度烧伤创面逐渐形成的“皮岛细胞”损伤也减少，有利于“皮

岛”生成及其 “皮岛”逐渐融合覆盖创面。减少临床植皮和恢复后疤痕残留。

[0034] 以上是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进行了具体说明，但本发明创造并不限于所述实

施例，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违背本发明精神的前提下还可作出种种的等同变型或替

换，这些等同的变型或替换均包含在本申请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6420167 B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106420167 B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06420167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