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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药物储存和微

针的集成性透皮给药装置，包括进样单元、易于

按压的药物存储单元、微针单元以及黏合单元；

进样单元由输液管、肝素帽组成，所述输液管与

药物存储单元相连通，所述药物存储单元为PDMS

制的无底盖的空心腔体，所述微针单元设置在药

物存储单元的顶端内壁上，所述黏合单元与药物

存储单元边缘黏合，使之贴合在需给药部位皮肤

上。本实用新型的给药装置操作简便，能同步实

现打开皮肤屏障和药物运输的功能；借助进样单

元，可实现持续多次给药；该装置体积小，便于患

者长时间携带，且不影响生活质量；制作工艺简

单，价格低廉，可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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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药物储存和微针的集成性透皮给药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进样单元、易于

按压的药物存储单元、微针单元以及黏合单元；所述进样单元与药物存储单元相连通，所述

药物存储单元为无底盖的空心腔体，所述微针单元设置在药物存储单元的顶端内壁上，所

述黏合单元与药物存储单元边缘黏合，使之贴合在需给药部位皮肤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药物储存和微针的集成性透皮给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进样单元包括输液管、肝素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药物储存和微针的集成性透皮给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药物存储单元为PDMS制的无底盖空心长方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药物储存和微针的集成性透皮给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微针单元包括基板、微针，基板的下表面一体连接若干个微针，所述基板的背面与药物存

储单元的顶端的内壁一体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药物储存和微针的集成性透皮给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微针针长为100μm～700μm。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药物储存和微针的集成性透皮给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微针针长为300μm。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药物储存和微针的集成性透皮给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微针的数量为192根。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药物储存和微针的集成性透皮给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微针与基本连接处为2cm2的圆形表面。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药物储存和微针的集成性透皮给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黏合单元为医用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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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药物储存和微针的集成性透皮给药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透皮给药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药物储存和微针的集成性

透皮给药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透皮给药系统是以皮肤为给药途径，将药物经皮肤传递至真皮层或血液体循环系

统中，从而发挥皮肤局部或全身治疗的作用。这种给药方式能有效的避免首关效应、降低血

药浓度的波动、局部治疗靶向性高，且患者顺应性好。但皮肤角质层是大部分药物难以通透

的天然屏障，许多药物以透皮传递给药时，透过率难以达到治疗要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微针技术应运而生，微针技术主要通过刺穿人体角质层，形成有利于药物输送的通道，来促

进药物的透皮吸收。微针具有无痛、给药方便、能够避过胃肠道消化作用以及肝脏首过作用

等显著优势。

[0003] 专利号为201720244542.2的专利，公开了一种超细透皮微针，该微针含有至少1个

微针体构成的中空微针阵列，以及柔性衬底；微针体含有微通道，顶端有一开口；柔性衬底

内含柔性腔室；微针体固定在柔性衬底上，微针体的微通道与柔性腔室连通。该装置只能单

次单剂量给药，不能持续多次给药。专利号为201680052050.1的专利公开了一种微针针列，

其具有片材部及存在于片材部的上表面的多个针部，微针阵列中，针部包含水溶性高分子

及药物，该微针内部含少量药物，待微针内部的药物输送完后，必须重新再拔出微针再进行

操作，不能持续性给药。专利号为201620385616.X公开了一种金属微针，该微针包括金属基

座，金属基座上设有多根金属针柱，金属针柱的端部设有金属针尖，该金属微针具有足够的

硬度，能够有效的刺穿皮肤角质层，并且对皮肤损伤小，修复快，但该微针给药需分步进行，

必须先建立药物输送通道才能进一步给药，且其不能持续多次给药。

[0004] 现有微针给药具有以下问题：

[0005] 1)微针技术给药需分步进行，必须先建立药物输送通道才能进一步给药；

[0006] 2)只能单次单剂量给药，不能持续多次给药。

发明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一种基于药物

储存和微针的集成性透皮给药装置。该给药装置突破现有微针给药技术的分步操作，使建

立药物通道与给药同步进行；打破单次单剂量给药模式，建立持续多次给药模式。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9] 一种基于药物储存和微针的集成性透皮给药装置，包括进样单元、易于按压的药

物存储单元、微针单元以及黏合单元；所述进样单元与药物存储单元相连通，所述药物存储

单元为无底盖的空心腔体，底端为开放结构，所述微针单元设置在药物存储单元的顶端内

壁上，所述黏合单元与药物存储单元边缘黏合，使之贴合在需给药部位皮肤上。

[0010]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方法：患者可以在使用前将本实用新型的给药装置固定在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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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上侧、大腿前外侧、腹壁或臀部上侧1/4处，这些部位下都有一层皮下脂肪组织，便于吸收

胰岛素。将胰岛素针剂经进样单元注射进药物存储单元，根据不同类型的胰岛素注射剂选

择不同的给药时间段，在需给药时，用拇指将本专利所述的给药装置上的微针单元轻轻按

下，至药物存储单元外壳紧贴皮肤后松开拇指，此时药物存储单元的药物便会通过皮肤通

透到血液循环系统，从而达到治疗效果。

[0011] 优选地，所述进样单元包括输液管、肝素帽组成。注射药物时可通过进样单元进针

注射至药物存储区，如靶向纳米制剂，输液管与肝素帽合用可增强本给药装置的密封性。借

助进样单元，可实现持续多次给药；

[0012] 优选地，所述药物存储单元为PDMS制的无底盖空心长方体。本实用新型选用PDMS

材料制成，PDMS具有良好的弹性和柔性，易于按压进针。

[0013] 优选地，所述微针单元包括基板、微针，基板的下表面一体连接若干个微针，所述

基板的背面与药物存储单元的顶端的内壁一体连接。

[0014] 优选地，所述微针针长为100μm～700μm，更优选地，所述微针针长为300μm。

[0015] 优选地，所述微针的数量为192根。

[0016] 优选地，所述微针与基本连接处为2cm2的圆形表面。

[0017] 优选地，所述黏合单元为医用胶带。医用胶带与药物存储单元边缘黏合，使之贴合

在需给药部位皮肤上。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9] 1、本实用新型的给药装置操作简便，能同步实现打开皮肤屏障和药物运输的功

能；

[0020] 2、本实用新型的给药装置借助进样单元，可实现持续多次给药；

[0021] 3、本实用新型的给药装置体积小，便于患者长时间携带，且不影响生活质量；

[0022] 4、本实用新型的给药装置制作简单，价格低廉，可重复使用。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实用新型去掉微针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微针单元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更好的说明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7]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药物储存和微针的集成性透皮给药装置，包括进样单

元1、药物存储单元2、微针单元3以及黏合单元4；

[0028] 其中，进样单元1由输液管11、肝素帽12组成；注射药物时可通过进样单元进针注

射至药物存储区，如靶向纳米制剂，输液管与肝素帽合用可增强本给药装置的密封性。

[0029] 药物存储单元2为PDMS制的无底盖空心长方体，药物存储单元2设有通孔，进样单

元1的输液管嵌合于该通孔处，从而使输液管11与药物存储单元2相通，药物通过进样单元1

进入药物储存单元2内，本实用新型选用PDMS材料制成，PDMS具有良好的弹性和柔性，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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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压进针。

[0030] 药物存储单元2的顶端的内壁一体设置微针单元3，微针单元3包括基板31、微针

32，基板31的下表面一体连接若干个微针32，基板31的背面与药物存储单元2的顶端的内壁

一体连接，微针32采用现有技术普通的微针，其针长为300μm、针数192根、2cm2的圆形表面。

[0031] 黏合单元4为医用胶带，其与药物存储单元边缘黏合，使之贴合在需给药部位皮肤

上。

[0032] 本实用新型的所述基于药物储存和微针的集成性透皮给药装置的制作，包括以下

步骤：

[0033] 1、将已清洗好的硅片进行匀胶操作，得到本装置所需的微流控芯片。

[0034] 2、经前烘、曝光、后烘、显影、坚模、硅烷化等操作步骤得到一个表面疏水的模具。

[0035] 3、用得到的模具进行浇铸，固化，后将PDMS从模具上取下，进行切割，打孔和键合，

得到本专利所述的药物存储装置。

[0036] 4、加热，使药物存储装置处于可塑状态，将2cm2的微针装置融合到药物存储装置

上。

[0037] 5、重复上述方法将进样单元(去除软针管的滞留针)嵌合到药物存储装置预留的

孔中，最终得到本申请所述的一种基于药物储存和微针的集成性透皮给药装置。

[0038]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所述的基于药物储存和微针的集成性透皮给药装置的实际

应用。

[0039] 本装置适用于绝对大部分的液体制剂，尤其是DNA、疫苗、抗体等大分子药物，对糖

尿病、癌症、遗传病等疑难杂症的治疗有小分子药物无可比拟的优势。

[0040] 目前，中国已取代印度，成为全球糖尿病第一大国。国际糖尿病联盟主席吉恩·克

劳德·穆班亚教授指出，中国糖尿病发病率，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中国糖尿病高危

人群也在扩大，约有亿，可以说糖尿病在中国已成燃眉之急。

[0041] 皮下注射是胰岛素临床治疗过程中最常见的给药方法,但是长期的注射给患者带

来痛苦，导致给药部位炎症、结节等不良反应。胰岛素是蛋白类药物，口服胰岛素生物利用

度低，易被胃肠道内的蛋白酶水解。因此，经皮给药是胰岛素给药的理想方式。

[0042] 患者可以在使用前将本申请所述的给药装置固定在手臂外上侧、大腿前外侧、腹

壁或臀部上侧1/4处，这些部位下都有一层皮下脂肪组织，便于吸收胰岛素。将胰岛素针剂

经进样单元注射进存储区，根据不同类型的胰岛素注射剂选择不同的给药时间段，在需给

药时，用拇指将本申请所述的给药装置上的微针单元轻轻按下，至PDMS外壳紧贴皮肤后松

开拇指，此时药物存储单元2的药物便会通过皮肤通透到血液循环系统，从而达到治疗效

果。

[0043] 最后所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实

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实

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实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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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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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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