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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新型椎体功能钳，其包

括有钳头、钳杆和手柄三部分，钳头由铰接的固

定钳夹和活动钳夹构成；钳杆由具有中空管腔的

钳管和设置于钳管内的拉杆构成；手柄由铰接的

固定手柄和活动手柄构成；固定钳夹的前段为钳

嘴部，后段为具有中空管腔的连接部，固定钳夹

的连接部末端与钳管一端连接；固定手柄的下端

为手持端，上端为具有中空管腔的连接部，固定

手柄的连接部与钳管另一端连接；拉杆穿设于固

定钳夹、钳管和固定手柄的中空管腔内，拉杆的

末端与活动手柄的上端连接，拉杆的前端与活动

钳夹后部末端铰接。本新型可对椎体内部各个方

位的组织进行钳取，获得更高质量的病理材料，

同时避免反复穿刺所带来的相关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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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椎体功能钳，其特征是，其包括有钳头、钳杆和手柄三部分，所述钳头由铰

接的固定钳夹和活动钳夹构成；所述钳杆由具有中空管腔的钳管和设置于钳管内的拉杆构

成；所述手柄由铰接的固定手柄和活动手柄构成；

所述固定钳夹的前段为钳嘴部，后段为具有中空管腔的连接部，固定钳夹的连接部末

端与所述钳管一端连接；所述固定手柄的下端为手持端，上端为具有中空管腔的连接部，固

定手柄的连接部与所述钳管另一端连接；

所述拉杆穿设于固定钳夹、钳管和固定手柄的中空管腔内，拉杆的末端与活动手柄的

上端连接，拉杆的前端与活动钳夹后部末端铰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椎体功能钳，其特征是，在固定钳夹和活动钳夹的钳嘴部

的咬合面上开设有用于抓取并容纳组织材料的凹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椎体功能钳，其特征是，在固定手柄与活动手柄的铰接轴

两侧设置有位于固定手柄上的第一限位挡台和第二限位挡台；所述第一限位挡台的高度使

所述固定钳夹与所述活动钳夹咬合时咬合面完全闭合，所述第二限位挡台的高度使所述固

定钳夹与所述活动钳夹张开时咬合面最大呈90°张角。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8784803 U

2



一种新型椎体功能钳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医疗器械，具体的说是一种新型椎体功能钳。

背景技术

[0002]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全身性、代谢性骨骼系统疾病，其病理特征为骨量降低、骨微细

结构破坏、骨脆性增加，骨强度下降，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是骨质疏松症引起的最常见

的骨折形式，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老年性骨质疏松及其引起的骨折已经成为降低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相对而言，老年人肿瘤发生率也较高，某些肿瘤转移至

脊柱椎体所造成的病理性椎体压缩骨折也时有发生。

[0003] 在发现发生椎体压缩性骨折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鉴别其是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

骨折还是病理性椎体压缩骨折，以便针对性的采取不同治疗方案。

[0004] 对于病理性的椎体压缩骨折，进行病理组织活检是判断是否肿瘤转移的金标准，

而常规抽吸活检通常需要将穿刺针反复引入病灶，但由于椎体解剖结构复杂，肿瘤性病变

血供丰富，因此抽吸活检方式容易导致出现气胸、血肿、神经根受损及种植转移等并发症。

虽然减少穿刺针活检次数虽可降低并发症的发生，但同时也可能降低活检的准确性，导致

无法判断造成骨折问题的真正原因。所以，目前缺少一种既能减少取材时并发症问题，又能

高效高质量取材的器械。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新型椎体功能钳，以解决现有针刺活检方式容易造

成气胸、血肿、神经根受损等并发症的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7] 一种新型椎体功能钳，其包括有钳头、钳杆和手柄三部分，所述钳头由铰接的固定

钳夹和活动钳夹构成；所述钳杆由具有中空管腔的钳管和设置于钳管内的拉杆构成；所述

手柄由铰接的固定手柄和活动手柄构成；

[0008] 所述固定钳夹的前段为钳嘴部，后段为具有中空管腔的连接部，固定钳夹的连接

部末端与所述钳管一端连接；所述固定手柄的下端为手持端，上端为具有中空管腔的连接

部，固定手柄的连接部与所述钳管另一端连接；

[0009] 所述拉杆穿设于固定钳夹、钳管和固定手柄的中空管腔内，拉杆的末端与活动手

柄的上端连接，拉杆的前端与活动钳夹后部末端铰接。

[0010]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新型椎体功能钳，在固定钳夹和活动钳夹的钳嘴部的咬合面上

开设有用于抓取并容纳组织材料的凹槽。

[0011]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新型椎体功能钳，在固定手柄与活动手柄的铰接轴两侧设置有

位于固定手柄上的第一限位挡台和第二限位挡台；所述第一限位挡台的高度使所述固定钳

夹与所述活动钳夹咬合时咬合面完全闭合，所述第二限位挡台的高度使所述固定钳夹与所

述活动钳夹张开时咬合面最大呈90°张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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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在治疗椎体溶骨性骨肿瘤及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

的微创手术（经皮椎体成形术）操作中，本实用新型的椎体功能钳可顺利通过手术过程中所

使用的工作套筒，在微创手术的同时对椎体组织进行取材。在椎体内部操作时，打开的钳头

可以进行360°旋转，对椎体内部各个方位的组织进行钳取，使得病理取材更充分，获得更高

质量的病理材料。同时功能钳进行病理取材的途径是在工作套管里进行，避免反复穿刺所

带来椎体临近脊髓、血管、外周神经损伤及种植转移等相关并发症。另外，本新型在获取椎

体标本的同时制造了空腔，骨水泥首先填满于功能钳制造的小空腔内，随着骨水泥的推入，

从空腔向周围缓慢弥散，均匀分布。人造空腔使椎体内部压力降低，使得骨水泥推注压力减

小，弥散分布更加均匀，从而有效减少骨水泥渗漏等严重并发症。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钳头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手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固定钳夹和活动钳夹的钳嘴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固定手柄，2、活动手柄，3、拉杆，4、加粗段，5、收缩段，6、固定钳夹，7、活动

钳夹，8、咬合面，9、凹槽，10、第一限位挡台，11、第二限位挡台。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椎体功能钳主要由钳头、钳杆和手柄三部分构成，

其中，手柄与钳杆部分夹角为90°~180°，优选120°~150°。钳杆部分由钳管和拉杆3构成，钳

管可为前后粗细一致的具有中空官腔的管状体，而为方便使用时操作和观察，也可如图1所

示，其后半段为较粗的加粗段4，前半段为较细的收缩段5，拉杆3设置于钳管内。钳头部分结

构如图2所示，钳头由铰接的固定钳夹6和活动钳夹7构成；固定钳夹6的前部为钳嘴，后部为

具有中空官腔的管状体，固定钳夹6的钳嘴（及活动钳夹7的钳嘴）的咬合面8处开设有近似

三角椎体的凹槽9，用于抓取并容纳组织材料，固定钳夹6的后部末端与钳管的前端设计为

一体，拉杆3前端伸入固定钳夹6的管状体内，与活动钳夹7的末端铰接。手柄部分结构如图3

所示，其由𡿨型的活动手柄2和固定手柄1构成，两者在弯折点处铰接固定；固定手柄1的下端

为手持端，上端设置有中空官腔，固定手柄1的上端与钳管的末端设计为一体，拉杆3的末端

伸入固定手柄1的上端官腔内并延伸至与活动手柄2的上端铰接固定。根据以上设计，实现

通过控制活动手柄2使活动钳夹7相对固定钳夹6张开或闭合。

[0019] 另外，进一步的，如图3所示，在固定手柄1上的铰接轴两侧，分别设置有第一限位

挡台10和第二限位挡台11，第一限位挡台10使得固定手柄1和活动手柄2捏合时，活动钳夹7

与固定钳夹6完全闭合，第二限位挡台11使得固定手柄1和活动手柄2撑开时，活动钳夹7与

固定钳夹6最大张角能够达到90°。

[0020] 本新型的工作长度（即钳头顶端至手柄末端的水平距离）一般最好为190mm~
200mm，钳头处材料的硬度大于45HRC，且外表面光滑、平直、对称、无锋棱、砂眼、裂纹、残缺

等缺陷。钳头处夹持力设计不小于20N。

[0021]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方法是：手术操作中，将本新型伸入所使用的工作套筒内，使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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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伸入椎体组织中进行取材。在椎体内部操作时，可根据需要对椎体内各个方位的组织进

行钳取，获取病理材料。

[0022] 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

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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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7

CN 208784803 U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