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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便于微囊药物给药

的腹腔引流管，涉及引流装置领域，包括上连接

盖和连接管件，所述上连接盖下部与连接管件上

部螺纹连接，所述上连接盖内设有锥管，所述锥

管下连通有内管，所述锥管顶部连通有吸液管，

所述吸液管的下端连接于上连接盖顶面，所述连

接管件套设于内管和锥管的连接部外，所述连接

管件下连通有外管，所述外管套设于内管外，所

述内管的下部开设有若干通孔一，所述外管的下

部开设有若干进液孔，所述进液孔设于通孔一的

下方，所述内管上设有微囊给药组件，所述连接

管件侧壁上设有冲洗管，所述冲洗管下端开口于

内管和外管之间的空隙。本实用新型同时具备原

位冲洗和微囊缓释药物给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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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微囊药物给药的腹腔引流管，其特征在于，包括上连接盖(1)和连接管件

(3)，所述上连接盖(1)下部与连接管件(3)上部可拆卸连接，所述上连接盖(1)内设有锥管

(11)，所述锥管(11)下连通有内管(4)，所述锥管(11)顶部连通有吸液管(2)，所述吸液管

(2)的下端连接于上连接盖(1)顶面，所述连接管件(3)套设于内管(4)和锥管(11)的连接部

外，所述连接管件(3)下连通有外管(9)，所述外管(9)套设于内管(4)外，所述内管(4)的下

部开设有若干通孔一(41)，所述外管(9)的下部开设有若干进液孔(91)，所述进液孔(91)设

于通孔一(41)的下方，所述内管(4)上设有微囊给药组件，所述微囊给药组件将微囊药物输

送至内管(4)下端留置，所述连接管件(3)内侧壁上设有冲洗管(7)，所述冲洗管(7)下端开

口于内管(4)和外管(9)之间的空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微囊药物给药的腹腔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微囊

给药组件包括进药管(5)和留置漏网(6)，所述进药管(5)沿轴向设于内管(4)内壁，所述留

置漏网(6)设于内管(4)下端，所述进药管(5)的下端穿出内管(4)并与留置漏网(6)连通，进

药管(5)的上端穿出上连接盖(1)并设有接头二(8)。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便于微囊药物给药的腹腔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冲洗

管(7)的上端穿出连接管件(3)并设有接头二(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微囊药物给药的腹腔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液

管(2)的上端口设有接头一(21)，所述进液孔(91)的孔径大于通孔一(41)的孔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便于微囊药物给药的腹腔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管

(9)、内管(4)、进药管(5)、冲洗管(7)的材质均为柔性医用硅胶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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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微囊药物给药的腹腔引流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引流装置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便于微囊药物给药的腹腔引流管。

背景技术

[0002] 腹腔引流管是临床外科中常用的引流器械，是一种将人体组织间或体腔中积聚的

脓、血、液体导引至体外，防止术后感染、促进伤口愈合的医疗器械。

[0003] 微囊药物是利用天然的或合成的高分子材料作为载体材料，将固体或液体药物包

嵌而成的直径为200～500μm的微小胶囊，由于部分微囊药物中的载体材料不能被人体吸

收，因此不能直接注入人体内进行给药，需要局部植入给药，药物释放完毕后完全移出剩余

的载体材料，局部给药时也须防止微囊药物泄漏进入人体组织。

[0004] 常用的腹腔引流管仅具有引流功能，并不具备放置于体内原位冲洗和给药的功

能，部分腹腔引流管虽然具备给药功能，但仅限于液体类药物，其通过预置的管道直接将药

物注射进入内管和外管之间进行给药，但由于外管和内管上存在孔洞，当药物替换为颗粒

状的微囊缓释药物时，就会存在药物泄漏的情况，导致无法进行局部原位给药，因此需要一

种能够原位给予微囊药物的腹腔引流管。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于微囊药物给药的腹腔引流管，同时具备微囊

药物原位给药和冲洗功能。

[0006] 一种便于微囊药物给药的腹腔引流管，包括上连接盖和连接管件，所述上连接盖

下部与连接管件上部螺纹连接或卡接，所述上连接盖内设有锥管，所述锥管下连通有内管，

所述锥管顶部连通有吸液管，所述吸液管的下端连接于上连接盖顶面，所述连接管件套设

于内管和锥管的连接部外，所述连接管件下连通有外管，所述外管套设于内管外，所述内管

的下部开设有若干通孔一，所述外管的下部开设有若干进液孔，所述进液孔设于通孔一的

下方，所述内管上设有微囊给药组件，所述微囊给药组件将微囊药物输送至内管下端留置，

所述连接管件内侧壁上设有冲洗管，所述冲洗管下端开口于内管和外管之间的空隙。

[0007] 优选地，所述微囊给药组件包括进药管和留置漏网，所述进药管沿轴向设于内管

内壁，所述留置漏网设于内管底部，所述进药管的下端穿出内管并与留置漏网连通，进药管

的上端穿出上连接盖并设有接头二。

[0008] 优选地，所述冲洗管的上端穿出连接管件并设有接头二。

[0009] 优选地，所述吸液管的上端口设有接头一，所述进液孔的孔径大于通孔一的孔径。

[0010] 优选地，所述外管、内管、进药管、冲洗管的材质均为柔性硅胶材质。

[0011]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12] 本实用新型同时具备原位冲洗和微囊缓释药物给药的功能，通过冲洗管可以有效

冲洗内管和外管之间的空隙，防止内管和外管上的通孔堵塞，影响引流效果。通过进药管将

微囊药物自上而下注入留置漏网内，可以将微囊药物保留在内管底部，防止微囊药物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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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实现了腹腔局部缓释给药的目的。对于含有不可生物降解的囊材或载体材料的微囊

药物，可以通过此引流管将不可生物降解的囊材或载体材料截留在管内(尤其是在术中用

药时)，待药物释放完毕后随引流管移除，使得用药安全性更高。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俯视图。

[0015] 图3为图2中A‑A向剖视图。

[0016] 其中，1‑上连接盖，11‑锥管，2‑吸液管，21‑接头一，3‑连接管件，4‑内管，41‑通孔

一，5‑进药管，6‑留置漏网，7‑冲洗管，8‑接头二，9‑外管，91‑进液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使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

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

[0018] 如图1至图3所示，一种便于微囊药物给药的腹腔引流管，包括上连接盖1和连接管

件3，所述上连接盖1下部与连接管件3上部螺纹连接，所述上连接盖1内设有锥管11，所述锥

管11下连通有内管4，所述锥管11顶部连通有吸液管2，所述吸液管2的下端连接于上连接盖

1顶面，所述连接管件3套设于内管4和锥管11的连接部外，所述连接管件3的下连通有外管

9，所述外管9套设于内管4外，所述内管4的下部开设有若干通孔一41，所述外管9的下部开

设有若干进液孔91，所述进液孔91设于通孔一41的下方，所述内管4上设有微囊给药组件，

所述微囊给药组件将微囊药物输送至内管4下端留置，所述连接管件3侧壁上设有冲洗管7，

所述冲洗管7下端开口于内管4和外管9之间的空隙。所述内管4的底端封闭。

[0019] 本实施例中，所述微囊给药组件包括进药管5和留置漏网6，所述进药管5沿轴向设

于内管4内壁，所述留置漏网6设于内管4下端，所述进药管5的下端穿出内管4并与留置漏网

6连通，进药管5的上端穿出上连接盖1并设有接头二8。所述留置漏网6的孔径小于微囊药物

的粒径。

[0020] 本实施例中，所述冲洗管7的上端穿出连接管件3并设有接头二8。

[0021] 本实施例中，所述吸液管2的上端口设有接头一21，所述进液孔91的孔径大于通孔

一41的孔径。

[0022] 本实施例中，所述外管9、内管4、进药管5、冲洗管7、吸液管2的材质均为柔性医用

硅胶材质。

[0023] 工作过程及原理：

[0024] 使用时，将外管9埋置在患者腹腔内，液体通过进液孔91进入外管和内管之间，引

流时，接头一21连接负压装置抽吸，液体通过通孔一41进入内管4内，再由锥管11进入吸液

管2被抽出，当需要冲洗时，将生理盐水从冲洗管7的接头二8注入内管4和外管9之间，再通

过内管4上的通孔一41抽吸除去完成冲洗操作。当给予微囊缓释药物时，将微囊缓释药物混

悬后注入进药管5，药物通过进药管5顺着内管4内壁进入留置漏网6内即完成给药操作。

[0025] 对于含有不可生物降解的辅料的微囊药物，在药物完全释放后，可通过移除内管

4、上连接盖1、锥管11和给药组件，或者将所述腹腔引流管整体移除，即可方便地将截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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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组件内的不可生物降解的辅料完全去除。

[0026] 由技术常识可知，本实用新型可以通过其它的不脱离其精神实质或必要特征的实

施方案来实现。因此，上述公开的实施方案，就各方面而言，都只是举例说明，并不是仅有

的。所有在本实用新型范围内或在等同于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内的改变均被本实用新型包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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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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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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