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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负压双套引流管，包括外套

管和疏通内套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套管的体

内段内侧壁沿圆周均匀分布若干条凸条，所述凸

条的中心开有孔隙，所述凸条的孔隙与一条设置

在外套管体外端侧壁内的通道汇合连通，所述外

套管的体外段内壁沿圆周方向设有一圈凹槽，所

述凹槽内对应通道设置开口，所述开口与通道连

通.采用以上技术方案后：保证不移动外套管体

腔内位置，简易、有效地清除各种诸如血凝块、组

织碎片及蛋白混杂堵塞物，轻松恢复通畅引流，

安全、高效地将被动升级为主动引流，实现最佳

引流效果，是保守治疗手段中的重中之重，从而

有可能避免二次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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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负压双套引流管，包括外套管(1)和引流内套管(2)，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套管

(1)的体内段(3)内侧壁沿圆周均匀分布若干条凸条(4)，所述凸条(4)的中心开有孔隙(5)，

所述凸条(4) 的孔隙(5)与一条设置在外套管(1)体外段(7)侧壁内的通道(6)  汇合连通，

所述通道(6)通向外套管(1)的体外端，所述外套管(1)的体外段(7)内壁沿圆周方向设有一

圈凹槽(8)，所述凹槽(8)内对应通道(6)的输入处(31)设置开口(9)，所述开口(9)  与通道

(6)连通，所述引流内套管(2)的体内段(11)的侧壁均匀设置若干个侧孔(12)，所述引流内

套管(2)的体外段(13)侧壁内设有与外部输入物连通的输入物通道(14)，所述输入物通道

(14) 的输出端(15)开在引流内套管(2)的外侧壁且位置与凹槽(8)对应，所述外套管(1)的

内壁在凹槽(8)的左右两侧位置与引流内套管(2)的对应位置的外壁密封接触，所述引流内

套管(2)的体外端  (16)与负压装置连通；所述引流内套管(2)的中部外圆周设有一圈充气

球囊(17)，所述充气球囊(17)充完气后的最大截面直径大于或者等于外套管(1)的内径，所

述充气球囊(17)与一根设置在引流内套管(2)侧壁内的进气通道(18)连接，所述进气通道

(18)从引流内套管(2)侧壁连向引流内套管(2)体外端(16)侧的气源(19)，所述输入物通道

(14)的输入端(20)采用单向三通管结构，所述输入物通道(14)的一个输入端(21)与液体连

通，所述输入物通道(14)的另一个输入端(22)与大气连通，所述外套管(1)的体内端(23)的

端面开有中间引流孔(24)，所述外套管(1)的体内段(3)的圆周侧壁开有若干个侧引流孔

(26)，所述引流内套管(2)的体内端(27)的端侧设有次引流孔(2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负压双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套管(1)以中间位

置为界，由硅胶和橡胶拼接而成，外套管(1)的体外段(7)为硅胶，外套管(1)的体内段(3)为

橡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负压双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凸条(4)的孔隙(5)的

纵截面为扇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负压双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套管(1)及引流内

套管(2)管壁纵行设有金属显影条，以及刻度标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负压双套引流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引流内套管(2)在对

应凹槽(8)的左右两侧的位置处分别设有一个密封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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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负压双套引流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用引流管领域，具体属于一种负压双套引流管。

背景技术

[0002] 引流是医学中一项重要技术，实现有效引流是目的。目前国内外大部分医院在胸

腔、腹腔手术或各类脏器组织手术之后多采用普通橡胶或者硅胶引流管进行引流，这种引

流管管腔因为本身结构及材料(材质)原因，容易被血凝块及组织细胞蛋白聚集物所堵塞，

影响疾病转归以及术后病情观察与判断；在出现瘘等情况下，无法有效将被动引流升级为

主动引流，随着医患双方对医疗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因此有必要对传统引流管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胸腔肺脏、心脏、纵膈等部位，腹部胃肠、肝胆、复

发复杂感染疝术后通畅引流，以及术后诸如胸腔、腹腔积液、积血、胆瘘、肠瘘、腔隙感染、脓

肿的保守治疗，实现最大程度的引流，则根据上述的内容提供一种负压双套引流管。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负压双套引流管，包括外套管和引流内套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套管的体内

段内侧壁沿圆周均匀分布若干条凸条，所述凸条的中心开有孔隙，所述凸条的孔隙与一条

设置在外套管体外段侧壁内的通道汇合连通，所述外套管的体外段内壁沿圆周方向设有一

圈凹槽，所述凹槽内对应通道设置开口，所述开口与通道连通；所述引流内套管的体内段的

侧壁均匀设置若干个侧孔，所述引流内套管的体外端侧壁内设有与外部输入物连通的输入

物通道，所述输入物通道的输出端开在引流内套管的外侧壁且位置与凹槽对应，所述外套

管的内壁在凹槽的左右两侧位置与引流内套管的对应位置的外壁密封接触，所述引流内套

管的体外端与负压装置连通。

[0006] 所述引流内套管的中部外圆周设有一圈充气球囊，所述充气球囊充完气后的最大

截面直径大于或者等于外套管的内径，所述充气球囊与一根设置在引流内套管侧壁内的进

气通道连接，所述进气通道从引流内套管侧壁连向引流内套管体外端侧的气源。

[0007] 所述输入物通道的输入端采用单向三通管结构，所述输入物通道的一个输入端与

液体连通，所述输入物通道的另一个输入端与大气连通。

[0008] 所述外套管的体内端的端面开有中间引流孔，所述外套管的体内段的圆周侧壁开

有若干个侧引流孔，所述引流内套管的体内段的端侧设有次引流孔。

[0009] 所述外套管以中间位置为界，由硅胶和橡胶拼接而成。

[0010] 所述固定凸条的孔隙的纵截面为扇形。

[0011] 所述外套管及引流内套管管壁纵行设有金属显影条，以及刻度标识。

[0012] 所述引流内套管在对应凹槽的左右两侧的位置处分别设有一个密封块。

[0013] 所述外套管内设有一根用于替换引流内套管的疏通内套管，所述疏通内套管的体

外段设有一圈用于覆盖外套管的凹槽的覆盖密封块，所述疏通内套管的输出端采用单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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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管结构，所述疏通内套管的输出端的一个次输入端与负压连通，所述疏通内套管的另一

个二次输入端与大气连通。

[0014]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后：在肺脏、心脏、纵膈等胸腔部位以及胃肠、肝胆、复发复杂感

染疝等腹部及腹壁术后，在手术操作部位或附近单独留置外套管，此外套管可视为普通引

流管，常规接引流袋。如若出现诸如胸腔、腹腔大量积液、积血、胆瘘、肠瘘、吻合口瘘、腔隙

感染、脓肿；并且因血凝块、组织细胞碎片及蛋白混杂堵塞物堵塞外套管，引起不甚通畅、甚

至堵管的情况下，保证不移动外套管体腔内位置，简易、有效地使用疏通内套管清除各种诸

如血凝块、组织碎片及蛋白混杂堵塞物，轻松恢复通畅引流，方法如下：将疏通内套管接负

压后，伸入外套管内，当疏通内套管头端接触堵塞物后，操作者拇指封闭另一开放于大气的

开口，从而堵塞物在负压作用下被吸出；特殊情况下如瘘可以使用引流内套管安全、高效地

将被动升级为主动引流，实现最佳引流效果从而有可能避免二次手术，方法如下：将引流内

套管插入外套管内，由于外套管的内壁在凹槽的左右两侧与内管的对应位置外壁密封接

触，引流内套管的输入物从输入物通道输入只能进到凹槽内，从而通过外套管内壁的通道

的开口输入到外套管体内段内壁固定凸条的孔隙，然后引流内套管与负压装置连接，进行

负压主动吸引引流，同时引流内套管中段位置设置了充气球囊，充气球囊在充气完毕后，将

外套管的内腔隔离成引流腔和清洁腔，即在引流腔内的混合污物不会倒流蓄积在清洁腔，

从而避免体腔内的逆行性感染。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引流内套管安装进外套管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外套管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的引流内套管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的疏通内套管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参见图1、图2以及图3和图4，1、一种负压双套引流管，包括外套管1和引流内套管

2，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套管1的体内段3内侧壁沿圆周均匀分布若干条凸条4，所述凸条4的

中心开有孔隙5，所述凸条4的孔隙5与一条设置在外套管1体外段7侧壁内的通道6汇合连

通，所述外套管1的体外段7内壁沿圆周方向设有一圈凹槽8，所述凹槽8内对应通道6的输入

处31设置开口9，所述开口9与通道6连通，所述引流内套管2的体内段11的侧壁均匀设置若

干个侧孔12，所述引流内套管2的体外段13侧壁内设有与外部输入物连通的输入物通道14，

所述输入物通道14的输出端15开在引流内套管2的外侧壁且位置与凹槽8对应，所述外套管

1的内壁在凹槽8的左右两侧位置与引流内套管2的对应位置的外壁密封接触，所述引流内

套管2的体外端16与负压装置连通。

[0020] 对于本发明的各个部件进行进一步的优化说明解释：

[0021] 1、参见图1，所述引流内套管2的中部外圆周设有一圈充气球囊17，所述充气球囊

17充完气后的最大截面直径大于或者等于外套管1的内径，所述充气球囊17与一根设置在

引流内套管2侧壁内的进气通道18连接，所述进气通道18从引流内套管2侧壁连向引流内套

管2体外端16侧的气源19，充气气囊17充气后将外套管内隔离成引流腔39和清洁腔38，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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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体内段的体液不会从引流腔39倒流到清洁腔38。

[0022] 2、参见图3，所述输入物通道14的输入端20采用三通管结构，所述输入物通道14的

一个输入端21与液体连通，所述输入物通道14的另一个输入端22与大气连通，引入气体为

管内起到了压力动态平衡作用。

[0023] 3、参见图1，所述外套管1的体内端23的端面开有中间引流孔24，所述外套管1的体

内段3的圆周侧壁开有若干个侧引流孔26，所述引流内套管2的体内端27的端侧设有次引流

孔28，中间引流孔24为人体内体液进行引流，同时次引流孔28和侧引流孔26也起到了引流

的作用。

[0024] 4、参见图2，所述外套管1以中间位置为界，由硅胶和橡胶拼接而成，外套管1的体

外段7为硅胶，外套管1的体内段3为橡胶。

[0025] 5、所述凸条4的孔隙5的纵截面为扇形，扇形结构能够使得外部输入物以扇形方式

溢出。

[0026] 6、参见图1，所述外套管1及引流内套管2管壁纵行设有金属显影条，以及刻度标

识。

[0027] 7、参见图1，所述引流内套管2在对应凹槽8的左右两侧的位置处分别设有一个密

封块29，本发明这里通过密封块，实现引流内套管2与外套管1凹槽8的密封连接，即输入物

通道14的外部输入物只能进入到凹槽8，然后依次通过开口9进入到通道6，然后到达外套管

1的凸条4，最终从凸条4的孔隙输出。

[0028] 8、参见图4，外套管1内设有一根用于替换引流内套管2的疏通内套管32，所述疏通

内套管32的体外段33设有一圈用于覆盖外套管1的凹槽8的覆盖密封块34，所述疏通内套管

32的输出端35采用单向三通管结构，所述疏通内套管32的输出端35的一个次输入端36与液

体连通，所述疏通内套管14的另一个二次输入端37与大气连通，把疏通内套管伸入外套管

内，保证不移动外套管体腔内位置，使用疏通内套管简易、有效地清除各种诸如血凝块、组

织碎片及蛋白混杂堵塞物。

[0029] 本发明的设计原理：负压可以加强引流以及促进组织向心性聚集生长，这在腹腔

空腔脏器发生瘘后，尤其重要，引流内套管就是该作用的核心；而外套管则起到隔离，避免

内套管直接接触内脏，导致二次损伤以及出血等情况。其中的细节为：外套管内通道及体内

段数个凸条的设计使得冲洗液体可以均匀分布于引流内腔，使得引流更加通畅、高效；内套

管一端接负压，另一端设计为单向三通结构，使得液体及气体可以自主进入管腔，动态平衡

进出物之间的压力，最后一端与引流内套管中部的气囊相通，气囊充气后，隔离外套管为清

洁腔以及引流腔，避免逆行性感染。

[003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肺脏、心脏、纵膈等胸腔部位以及胃肠、肝胆、复发复杂感染

疝等腹部及腹壁术后，在手术操作部位或附近单独留置外套管，此外套管可视为普通引流

管，常规接引流袋。如若出现诸如胸腔、腹腔大量积液、积血、胆瘘、肠瘘、吻合口瘘、腔隙感

染、脓肿；并且因血凝块、组织细胞碎片及蛋白混杂堵塞物堵塞外套管，引起不甚通畅、甚至

堵管的情况下，保证不移动外套管体腔内位置，简易、有效地使用疏通内套管清除各种诸如

血凝块、组织碎片及蛋白混杂堵塞物，轻松恢复通畅引流，方法如下，将疏通内套管接负压

后，伸入外套管内，当疏通内套管头端接触堵塞物后，操作者拇指封闭另一开放于大气的开

口，从而堵塞物在负压作用下被吸出；特殊情况下如瘘可以使用引流内套管安全、高效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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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升级为主动引流，实现最佳引流效果从而有可能避免二次手术，方法如下，将引流内套

管插入外套管内，由于外套管的内壁在凹槽的左右两侧与内管的对应位置外壁密封接触，

引流内套管的输入物从输入物通道输入只能进到凹槽内，从而通过外套管内壁的通道的开

口输入到外套管体内段内壁固定凸块的孔隙，然后引流内套管与负压装置连接，进行负压

主动吸引引流，同时引流内套管中段位置设置了充气球囊，充气球囊在充气完毕后，将外套

管的内腔隔离成引流腔和清洁腔，即在引流腔内的混合污物不会倒流蓄积在清洁腔，从而

避免体腔内的逆行性感染

[0031] 同时对于本发明的几个名词进行解释说明：

[0032] 1)体内段，是指外套管或者引流内套管朝向人体内部一整段的部分；

[0033] 2)体内端，是指外套管或者引流内套管在人体内部端部位置；

[0034] 3)体外段，是指外套管或者引流内套管朝向人体外部一整段的部分；

[0035] 4)体外端，是指外套管或者引流内套管在人体外部端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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