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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肺消融的活检针，

用于肺消融的活检针，包括外针筒、内针芯、中空

的手柄以及从手柄外插入手柄内的拉杆，所述内

针芯与拉杆固接并插入至外针筒内，所述内针芯

的头部设有凹槽，所述凹槽沿内针芯的长度方向

延伸，所述凹槽的横截面为圆缺形，所述圆缺的

直边位于凹槽的底面上；所述凹槽的两侧均设有

沿内针芯的长度方向延伸的挡板，所述挡板与内

针芯固接。该活检针可以增加单次取样的组织

量，减少取样操作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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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肺消融的活检针，包括外针筒、内针芯、中空的手柄以及从手柄外插入手柄

内的拉杆，所述内针芯与拉杆固接并插入至外针筒内，所述内针芯的头部设有凹槽，所述凹

槽沿内针芯的长度方向延伸，所述凹槽的横截面为圆缺形，所述圆缺的直边位于凹槽的底

面上；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的两侧均设有沿内针芯的长度方向延伸的挡板，所述挡板与内

针芯固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肺消融的活检针，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板的高度小于所述

凹槽底面至凹槽顶部的距离。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肺消融的活检针，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板与所述凹槽靠近

内针芯头部的端面具有预设长度的间隙。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肺消融的活检针，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的内表面设有喷

砂涂层。

5.根据权利要求1‑4之任一项所述的用于肺消融的活检针，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柄内设

有与外针筒固接的基座，

远离内针芯头部的手柄端部与基座之间设有压缩弹簧，所述拉杆上设有拉钩，所述基

座设有与所述拉钩相配合的直杆；

所述拉钩的外侧设有凸台，所述手柄上设有与凸台相配合的击发按钮；

所述基座上设有第一行程卡扣和第二行程卡扣，所述第一行程卡扣和第二行程卡扣沿

外针筒的长度方向分布，所述手柄上设有与第一行程卡扣、第二行程卡扣相配合的凸起块，

所述拉钩位于凸起块和直杆之间；

在使用时，所述第一行程卡扣或第二行程卡扣卡在凸起块上时，所述手柄与基座在压

缩弹簧的作用下固定在一起；所述拉钩的凸台具有压迫击发按钮使第一行程卡扣或第二行

程卡扣脱离凸起块的工作状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肺消融的活检针，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设有朝向远离内

针芯头部的手柄端部方向延伸的第一圆台，远离内针芯头部的手柄端部朝向基座方向设有

第二圆台，所述压缩弹簧的两端分别套设在第一圆台和第二圆台上。

7.根据权利要求1‑4之任一项所述的用于肺消融的活检针，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针筒的

尾部呈喇叭口状。

8.根据权利要求1‑4之任一项所述的用于肺消融的活检针，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针筒、

内针芯的表面均设有亲水涂层。

9.根据权利要求1‑4之任一项所述的用于肺消融的活检针，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针筒表

面设有刻度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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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肺消融的活检针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肺消融的活检针，属于消融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肿瘤消融术具有升温快、手术时间短、消融范围大等优势，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

用，其介入方式通常为在医学影像引导下通过破皮穿刺进入病灶，通过消融电极前端产生

的热量将病灶部位的癌细胞杀死，从而可以抑制肿瘤的生长，达到缩小肿瘤的作用，从而防

止肿瘤持续性增长，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0003] 在进行消融手术前，通常需要利用活检针对病灶进行活检取样，现有的活检针多

是在内针芯上设置槽式针头结构，其具体结构形式可参考公开号为CN113017709A、名称为

“一种活检针以及具有该活检针的活检装置”的中国专利文献，即槽式针头结构的凹槽自内

针芯的表面向内凹陷形成，凹槽沿内针芯的长度方向延伸，凹槽的横截面为圆缺形，圆缺的

直边位于凹槽的底面上。

[0004] 但是申请人的实践表明，对于肺部活检来说，由于肺部组织的特殊性，现有的槽式

针头结构对肺部组织的附着度较差，取样完成后抽出针芯时，取样组织容易滑落，导致一次

取样得到的肺部组织量太小，需要多次反复操作，不但增加了病患的痛苦，而且容易损伤肺

部组织并带来二次感染风险。另外，据申请人了解，目前市面上还没有针对肺这种特定器官

所研发的活检针。

[0005] 需要说明的是，本申请中头部是指朝向针芯针尖的一端，尾部是指朝向手柄的一

端，相应地，本申请中向前是朝向头部，向后是指朝向尾部。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出一种可提高单次取样的肺部组织量、减少

取样操作次数的肺部活检针。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肺消融的活检

针，包括外针筒、内针芯、中空的手柄以及从手柄外插入手柄内的拉杆，所述内针芯与拉杆

固接并插入至外针筒内，所述内针芯的头部设有凹槽，所述凹槽沿内针芯的长度方向延伸，

所述凹槽的横截面为圆缺形，所述圆缺的直边位于凹槽的底面上；所述凹槽的两侧均设有

沿内针芯的长度方向延伸的挡板，所述挡板与内针芯固接。

[0008] 本申请通过在内针芯的凹槽两侧均设置挡板，增加了凹槽内部的肺部组织附着

度，取样的肺部组织进入凹槽后，在挡板的阻挡作用下，肺部组织不再容易滑落，实践表明，

本实用新型产品可在活检过程中一次性检出且存储足量的肺部组织用于后续检测，从而减

少了重复操作次数，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减少了肺部损伤和二次感染风险。

附图说明

[000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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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图1是本实用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是本实用型实施例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是图2中的A部放大图。

[0013] 图4是内针芯的凹槽示意图。

[0014] 图5是拉杆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6是基座的结构示意图。

[0016] 附图标记：1、外针筒；2、内针芯；3、手柄；4、凹槽；5、拉杆；6、基座；7、压缩弹簧；8、

挡板；31、凸起块；51、针芯孔；52、拉钩；53、凸台；61、中心孔；62、直杆；63、第一圆台；64、第

一行程卡扣；65、第二行程卡扣；66、第二圆台。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本实施例涉及一种用于肺消融的活检针，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外针筒1、内针芯

2、中空的手柄3以及从手柄3外插入手柄3内的拉杆5，所述内针芯2与拉杆5固接并插入至外

针筒1内，所述内针芯2的头部设有凹槽4，所述凹槽4沿内针芯2的长度方向延伸，所述凹槽4

的横截面为圆缺形，所述圆缺的直边位于凹槽4的底面上。

[0018] 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外针筒1的尾部优选呈喇叭口状，这样不但能提高外针筒1

和基座6的连接牢固性，从而提高取样的稳定性，而且利于内针芯2插入至外针筒1中。

[0019] 如图4所示，所述凹槽4的两侧均设有沿内针芯2的长度方向延伸的挡板8，所述挡

板8与内针芯2固接。本实施例中内针芯2前端根据肺部组织构成特性，克服现有技术中普通

槽式针头结构存取肺部组织困难的缺陷，通过在凹槽4的两侧设置挡板8，形成一种新型的

带存储功能的凹槽4结构可一次性完成足量的肺部组织活检检出存取，避免多次反复操作，

有效减轻病患痛苦。

[0020] 优选的，为了有效增加凹槽4内部的肺部组织附着度，本实施例在凹槽4内表面进

行表面喷砂处理。

[0021] 优选的，为了便于内针芯2在外针筒1中滑动，所述挡板8的高度小于所述凹槽4底

面至凹槽4顶部的距离。

[0022] 优选的，为了便于取样的肺部组织进入至凹槽4中，所述挡板8与所述凹槽4靠近内

针芯2头部的端面具有预设长度的间隙。

[0023] 优选的，所述外针筒1、内针芯2的表面均设有亲水涂层。亲水涂层可以大大降低针

芯和针筒表面的摩擦力，从而大大增加表面的润滑性，且该涂层可以有效降低针芯和针筒

表面对组织的粘连性，可以有效减轻活检过程中，针芯和针筒对组织产生的损伤和感染等

症状。

[0024] 优选的，所述外针筒1表面设有刻度标记，便于医生通过刻度有效控制活检深度。

[0025] 本实施例还可以作以下改进：如图2、图5和图6所示，所述手柄3内设有与外针筒1

固接的基座6，远离内针芯2头部的手柄3端部与基座6之间设有压缩弹簧7，所述拉杆5上设

有拉钩52，所述基座6设有与所述拉钩52相配合的直杆62；所述拉钩52的外侧设有凸台53，

所述手柄3上设有与凸台53相配合的击发按钮；所述基座6上设有第一行程卡扣64和第二行

程卡扣65，所述第一行程卡扣64和第二行程卡扣65沿外针筒1的长度方向分布，所述手柄3

上设有与第一行程卡扣64、第二行程卡扣65相配合的凸起块31，所述拉钩52位于凸起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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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直杆62之间。其中第一行程卡扣64或第二行程卡扣65与凸起块31的配合过程为现有技

术，可参考现有的活检针，本申请的创新之处在于采用两个行程卡扣调节活检针。

[0026] 进一步的，所述基座6设有朝向远离内针芯2头部的手柄3端部方向延伸的第一圆

台63，远离内针芯2头部的手柄3端部朝向基座6方向设有第二圆台66，所述压缩弹簧7的两

端分别套设在第一圆台63和第二圆台66上。

[0027] 如图2所示，内针芯2固定在针芯孔51中，两者连为一体；外针筒1固定在基座6的中

心孔61中，两者连为一体。

[0028] 在使用时，所述第一行程卡扣64或第二行程卡扣65卡在凸起块31上时，所述手柄3

与基座6在压缩弹簧7的作用下固定在一起；所述拉钩52的凸台53具有压迫击发按钮使第一

行程卡扣64或第二行程卡扣65脱离凸起块31的工作状态。

[0029] 改进后的活检针工作过程如下：通过向后拉动拉杆5，带动基座6向后移动，确认穿

刺深度后，可将基座6通过第一行程卡扣64第二行程卡扣65固定在壳体上，这样也能保证压

缩弹簧7有一定的压缩距离。将活检针插入肺部组织，确认活检位置后，向前推动拉杆5，使

内针芯2刺入活检部位，在CT等医学影像下再次确认位置，再向前推动拉杆5，用拉钩52处的

凸台53顶开第一行程卡扣64或第一行程卡扣64，此时释放基座6，最后将活检针取出，完成

取样。通过上述改进，针对肺部病灶的特点进行设计，可以对活检针进行调节，方便医生对

肺部病灶进行活检取样，减轻患者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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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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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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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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