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0747913.0

(22)申请日 2020.05.07

(73)专利权人 上海长海医院

地址 200082 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168号

(72)发明人 倪逸倩　姜春叶　陆小英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德昭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1204

代理人 郁旦蓉

(51)Int.Cl.

A61J 15/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具有这样的特征，

包括：第一输注主体，用于插在肠内营养液内，从

而将肠内营养液导出；Y型连接器，包括第一接

头、第二接头以及第三接头，第一接头与第一输

注主体可拆卸连接并且与第三接头相连通，第二

接头与第三接头相连通；以及第二输注主体，一

端与第三接头固定连接并连通，另一端与造瘘管

或营养管连接，用于将肠内营养液通过造瘘管或

营养管输出至患者肠内，其中，第一接头和第二

接头均为正压接头。该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

解决了造瘘管开口在不进行输注时的暴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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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输注主体，用于插在肠内营养液内，从而将所述肠内营养液导出；

Y型连接器，包括第一接头、第二接头以及第三接头，所述第一接头与所述第一输注主

体可拆卸连接并且与所述第三接头相连通，所述第二接头与所述第三接头相连通；以及

第二输注主体，一端与所述第三接头固定连接并连通，另一端与造瘘管或营养管连接，

用于将所述肠内营养液通过所述造瘘管或所述营养管输出至患者肠内，

其中，所述第一接头和所述第二接头均为正压接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第一接头与所述第一输注主体螺纹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第一输注主体包括依次连接并连通的第一输注插头、第一输注管、滴管、第

二输注管以及第三输注管，

所述第一输注插头用于插在所述肠内营养液内，

所述滴管为透明滴管，用于观察所述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的滴速，

所述第一输注管和所述第三输注管均为塑料管，所述第二输注管为橡胶管，所述第二

输注管用于卡在肠内营养注射泵内，从而在所述肠内营养注射泵的带动下进行蠕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滴管为倒锥形滴管。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第一输注管上还设置有用于开启或关闭所述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的按

压式夹子。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第三输注管上还设置有用于调节滴速的速度调节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第二输注主体包括第四输注管以及连接在所述第四输注管上的锥形接头，

该锥形接头与所述造瘘管或所述营养管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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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器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食管癌是常见消化道肿瘤，术后部分患者需留置造瘘管进行长期肠内营养并且需

要借助肠内营养输注系统进行营养输注。现有的肠内营养输注系统的结构如图2所示，包括

第一输注主体1、Y型连接器2以及第二输注主体3，Y型连接器2为三通结构，具有第一接头4、

第二接头5以及第三接头6，其中，第一接头4与第一输注主体1固定连接并与第三接头6相连

通，第二接头5与第三接头6相连通，第三接头6与第二输注主体3固定连接。第二接头5用于

进行临时打药或其他食品注入，第二接头5处还设置有接头帽，在该接头不使用时，将接头

帽安装在第二接头5上，从而避免杂质通过该接头混入输注的营养液内。

[0003] 但是，上述肠内营养输注系统在实际使用时，存在以下缺陷：一，由于Y型连接器2

与第一输注主体1以及Y型连接器2之间是固定连接的，在该系统进行一次输注后，只能将整

个系统直接从造瘘管上拔除，这样留置在患者身体上的造瘘管开口就会直接暴露在环境中

并且无法封闭，长期使用会导致造瘘管污染、反流等问题，影响营养效果。二，因为第二接头

5处设置接头帽，使用时需要取下该接头帽才能进行注射且注射结束后还需件接头帽重新

安装好，增加了医护人员的负担。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进行的，目的在于对现有的肠内营养输注系统

进行改进，从而提供一种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具有这样的特征，包括：第一输

注主体，用于插在肠内营养液内，从而将肠内营养液导出；Y型连接器，包括第一接头、第二

接头以及第三接头，第一接头与第一输注主体可拆卸连接并且与第三接头相连通，第二接

头与第三接头相连通；以及第二输注主体，一端与第三接头固定连接并连通，另一端与造瘘

管或营养管连接，用于将肠内营养液通过造瘘管或营养管输出至患者肠内，其中，第一接头

和第二接头均为正压接头。

[0006] 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中，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中，

第一接头与第一输注主体螺纹连接。

[0007] 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中，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中，

第一输注主体包括依次连接并连通的第一输注插头、第一输注管、滴管、第二输注管以及第

三输注管，第一输注插头用于插在肠内营养液内，滴管为透明滴管，用于观察分离式肠内营

养输注系统的滴速，第一输注管和第三输注管均为塑料管，第二输注管为橡胶管，第二输注

管用于卡在肠内营养注射泵内，从而在肠内营养注射泵的带动下进行蠕动。

[0008] 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中，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中，

滴管为倒锥形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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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中，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中，

第一输注管上还设置有用于开启或关闭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的按压式夹子。

[0010] 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中，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中，

第三输注管上还设置有用于调节滴速的速度调节器。

[0011] 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中，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中，

第二输注主体包括第四输注管以及连接在第四输注管上的锥形接头，该锥形接头与造瘘管

或营养管相匹配。

[0012] 实用新型的作用与效果

[0013] 根据本实施例所涉及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因为该系统的Y型连接器，包括

第一接头、第二接头以及第三接头，第一接头与第一输注主体可拆卸连接并且与第三接头

相连通，因此当一次输注结束之后，可以直接将第一接头与第一输注主体拆开，从而将第一

接头以及第二输注主体留在造瘘管或营养管上，在进行下一次输注时，再将该遗留的第一

接头以及第二输注主体取下并更换新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解决了造瘘管开口在不

进行输注时的暴露问题。

[0014] 进一步地，第一接头为正压接头，因此在不进行输注时，该接头直接暴露在空气

中，也不会有灰尘或脏东西动过该接头进入造瘘管或营养管。

[0015] 进一步地，第二接头为正压接头，因此，该接头可以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也不会有

灰尘或脏东西动过该接头进入造瘘管或营养管，而当需要通过该进行药品或食物注射时，

也可以直接向该接头进行注射，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中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现有技术中肠内营养输注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以

下实施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作具体阐述。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中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100用于将营养液输注至造瘘

管或营养管内，包括第一输注主体10、Y型连接器20以及第二输注主体30。

[0021] 第一输注主体10包括第一输注插头11、第一输注管12、滴管13、第二输注管14、第

三输注管15、按压式夹子16以及速度调节器17。

[0022] 第一输注插头11、第一输注管12、滴管13、第二输注管14以及第三输注管15依次连

接并连通。第一输注插头11用于插在肠内营养液内，具体是插在肠内营养液袋上。滴管13为

透明的倒锥形滴管，通过滴管13能够观察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100内营养液的滴速。

[0023] 第一输注管12和第三输注管15均为塑料管，第二输注管14为橡胶管。第二输注管

14用于卡在肠内营养注射泵内，从而在肠内营养注射泵的带动下执行蠕动操作。

[0024] 按压式夹子16设置在第一输注管12上，用于开启或关闭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

100。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2973572 U

4



[0025] 速度调节器17设置在第三输注管15上，用于调节滴速。速度调节器17的具体结构

与普通输液管上的速度调节器相同。

[0026] Y型连接器20包括第一接头21、第二接头22以及第三接头23。

[0027] 第一接头21的一端与第三输注管15可拆卸连接，其具体连接方式可以为螺纹连

接，也可以为插接，优选为螺纹连接。第一接头21为正压接头。第一接头21的另一端与第三

接头23连接并连通，并形成可执行长期肠内营养输注的通道。

[0028] 第二接头22为正压接头，其一端为自由端，另一端与第三接头23相连接并连通。通

过第二接头22可实现临时打药或注入其他食物。

[0029] 第二输注主体30包括第四输注管31以及锥形接头32。第四输注管31的一端与第三

接头23固定连接并连通，另一端与锥形接头32相连接。锥形接头32与造瘘管或营养管相匹

配，用于插在造瘘管或营养管上，从而使得营养液经由该锥形接头32进入造瘘管或营养管

内。

[0030] 本实施例中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100的使用过程为：首先，将第一输注插头

11插在肠内营养液袋上，并将锥形接头32插在造瘘管或营养管上；然后，打开按压式夹子

16，并通过速度调节器17调节滴速，直至一次输注结束，关闭按压式夹子16；最后，将第一输

注主体10从第一接头21分离，使得Y型连接器20以及第二输注主体30留在造瘘管或营养管

上。

[0031] 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100为一次性用具，在进行下一次输注时，先将留在造瘘

管或营养管上的Y型连接器20以及第二输注主体30拔下，并安装上新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

注系统100进行使用。

[0032] 实施例的作用与效果

[0033] 根据本实施例所涉及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因为该系统的Y型连接器，包括

第一接头、第二接头以及第三接头，第一接头与第一输注主体可拆卸连接并且与第三接头

相连通，因此当一次输注结束之后，可以直接将第一接头与第一输注主体拆开，从而将第一

接头以及第二输注主体留在造瘘管或营养管上，在进行下一次输注时，再将该遗留的第一

接头以及第二输注主体取下并更换新的分离式肠内营养输注系统，解决了造瘘管开口在不

进行输注时的暴露问题。

[0034] 进一步地，第一接头为正压接头，因此在不进行输注时，该接头直接暴露在空气

中，也不会有灰尘或脏东西动过该接头进入造瘘管或营养管。

[0035] 进一步地，第二接头为正压接头，因此，该接头可以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也不会有

灰尘或脏东西动过该接头进入造瘘管或营养管，而当需要通过该进行药品或食物注射时，

也可以直接向该接头进行注射，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0036] 进一步地，第一接头与第一输注主体螺纹连接，使得两者既能很好的连接在一起，

避免漏液；又能方便地进行分开

[0037] 进一步地，滴管为透明的倒锥形滴管，相比与方形滴管更便于观察滴速。

[0038] 上述实施方式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案例，并不用来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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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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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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