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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输液管道防折装置，

包括导管组件、一端连接于导管组件的输液导管

以及连接于输液导管另一端上的输液接头，所述

输液导管上设置有固定组件，所述固定组件包括

以可拆卸地方式设于输液导管上的能够开合以

将输液导管夹持于其中的第一夹持件，且第一夹

持件的内侧形成有呈“U”字型的用于供输液导管

穿设于其中的U形通道。通过设置固定组件，将输

液导管直接弯折成“U”形而便于连接于输液导管

的输液接头朝向药液一侧延伸，从而防止输液导

管弯折成“V”形而发生堵塞，影响输液的进行，且

固定组件的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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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输液管道防折装置，包括导管组件、一端连接于导管组件的输液导管以及连接

于输液导管另一端上的输液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输液导管上设置有固定组件，所述固定

组件包括以可拆卸地方式设于输液导管上的能够开合以将输液导管夹持于其中的第一夹

持件，且第一夹持件的内侧形成有呈“U”字型的用于供输液导管穿设于其中的U形通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输液管道防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持件包括一侧铰接

且另一侧能够开合的第一夹持板和第二夹持板以及用于限制第一夹持板和第二夹持板开

合的第一限位部，在第一夹持板和第二夹持板相向的一侧上分别对称形成有相扣合的呈

“U”字型的两通槽，两通槽相扣合以形成所述U形通道。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输液管道防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限位部包括与第一夹

持板和第二夹持板分别对应连接的第一夹持臂和第二夹持臂以及设于第一夹持臂和第二

夹持臂之间的第一扭簧，通过按动第一夹持臂和第二夹持臂以实现第一夹持板和第二夹持

板的开合。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输液管道防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持板和第二夹持板

上靠近通槽中部的一侧上均开设有连通通槽的开口。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输液管道防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持板和第二夹持板

的一侧通过铰接座铰接；所述固定组件还包括以可拆卸地方式设置于导管组件或输液接头

上的第二夹持件，所述第二夹持件连接于所述铰接座。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输液管道防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组件还包括连接件，

所述连接件的两端分别连接于第二夹持件和铰接座。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输液管道防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件包括两端分别连接

于第二夹持件和铰接座的通过外力可发生塑性形变的连接杆。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输液管道防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夹持件和铰接座上均

设置有由橡胶制成的连接头，所述连接杆的两端分别与第二夹持件和铰接座上的连接头插

装配合。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输液管道防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件还包括套设在连接

杆上的卡扣，所述卡扣上形成有用于限制输液导管的卡槽。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输液管道防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扣包括一体成型并由

橡胶制成的用于活动套设在连接杆上的套筒以及设置在套筒外壁上的限位块，所述卡槽形

成于所述限位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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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输液管道防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输液管道防折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留置针是护理工作中的常用医疗器具，具有使用方便，减少对患者穿刺数的作用，

以减少临床输液是需要反复穿刺的弊端，降低病人的穿刺痛苦以及临床护理人员的工作

量，因此，在当今的临床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0003]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CN215309167U”公开了一种防折弯防堵塞留置针(以下称为

“该专利”)，并具体公开了留置针管体、设于留置针管体上的穿刺针、穿刺针座、连通于留置

针管体的输液导管、连通输液导管的输液三通、设于留置针管体上的活动塞组件和防折弯

组件，防折弯组件包括卡座、第一弹簧和移动块，卡座于移动块之间通过第一弹簧相连接，

卡座卡接固定于留置针管体，第一弹簧套设在输液导管上，输液导管贯穿于移动块。该专利

通过防折弯组件的卡座、第一弹簧和移动块之间的配合，通过弹簧的自恢复能力防止输液

导管折弯而堵塞输液导管，从而影响输液的进行。因此，该专利的防折弯组件由第一弹簧的

伸展来使输液导管保持直线状态，从而起到防弯折的作用。

[0004] 然而，临床上使用留置针进行输液时，需要使留置针的输液导管呈“U”形进行固

定，从而避免因重力作用而造成回血；而患者在进行输液时，常将液体药物放在床尾以方便

医护人员巡视，也方便患者自行观察液体余量。而患者在输液时，相对于病床而言，留置针

位于朝向床头的一侧，而输液导管则由于连接液体药物而需要朝向床尾的一侧延伸，以使

输液导管常常被弯折成“V”形而造成输液导管堵塞，液体药物无法在输液导管内流通而影

响患者治疗，而该专利的防折弯组件的第一弹簧在无外力作用下，始终保持直管状态，即使

将第一弹簧套设在被弯折成“V”形处的输液导管上使其避免继续堵塞，延伸至第一弹簧外

的输液导管与第一弹簧的交接处也会因输液管朝向床尾延伸而成弯折成“V”形，因此，该专

利的防折弯组件的使用效果局限，不仅影响患者治疗，也会增加医护人员的负担。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输液管

道防折装置以能够将输液导管的弯折处限制成“U”形而防堵塞。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输液管道防

折装置包括导管组件、一端连接于导管组件的输液导管以及连接于输液导管另一端上的输

液接头，导管组件、输液导管以及输液接头共同组成留置针以在使用后避免患者多次扎针

的麻烦；所述输液导管上设置有固定组件，所述固定组件包括以可拆卸地方式设于输液导

管上的能够开合以将输液导管夹持于其中的第一夹持件，且第一夹持件的内侧形成有呈

“U”字型的用于供输液导管穿设于其中的U形通道，U形通道使得输液导管被弯折成“U”形，

避免输液导管弯折成“V”形而堵塞输液导管，而U形通道的设置使得延伸至U形通道外的输

液导管部分无需再进行弯折，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输液导管堵塞的问题。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218889995 U

3



[0007] 所述第一夹持件包括一侧铰接且另一侧能够开合的第一夹持板和第二夹持板以

及用于限制第一夹持板和第二夹持板开合的第一限位部，在第一夹持板和第二夹持板相向

的一侧上分别对称形成有相扣合的呈“U”字型的两通槽，两通槽相扣合以形成所述U形通道

以能够通过扣合的方式将输液导管限制成“U”形；所述第一限位部包括与第一夹持板和第

二夹持板分别对应连接的第一夹持臂和第二夹持臂以及设于第一夹持臂和第二夹持臂之

间的第一扭簧，通过按动第一夹持臂和第二夹持臂以实现第一夹持板和第二夹持板的开

合，从而通过夹持输液导管的方式将输液导管限制成U形，且操作简单，使用方便。

[0008] 所述第一夹持板和第二夹持板上靠近通槽中部的一侧上均开设有连通通槽的开

口，通过开口能够便于观察输液导管弯折后的中部的情况，当输液导管可能因操作不当而

被第一夹持板和第二夹持板挤压而造成堵塞时能够被即使发现。

[0009] 所述第一夹持板和第二夹持板的一侧通过铰接座铰接；所述固定组件还包括以可

拆卸地方式设置于导管组件或输液接头上的第二夹持件，所述第二夹持件连接于所述铰接

座以将第一夹持组件与导管组件或输液接头进行连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第一夹持件进

行限位，从而限制第一夹持件的位置，避免第一夹持件朝向输液导管延伸的方向移动而使

输液导管因弯折而堵塞。

[0010] 所述固定组件还包括连接件，所述连接件的两端分别连接与第二夹持件和铰接

座。

[0011] 所述连接件包括两端分别连接于第二夹持件和铰接座的通过外力可发生塑性形

变的连接杆，在使用时，可根据实际需要手动弯折连接杆以使第一夹持件和第二夹持件能

够位于设定位置。

[0012] 所述第二夹持件和铰接座上均设置有由橡胶制成的连接头，所述连接杆的两端分

别与第二夹持件和铰接座上的连接头插装配合以便于安装和拆卸连接杆，当连接杆发生损

坏时便于更换。

[0013] 所述连接件还包括套设在连接杆上的卡扣，所述卡扣上形成有用于限制输液导管

的卡槽，将输液导管卡装于卡槽内从而限制第一夹持件和第二夹持组件之间的输液导管，

从而对U形通道外的输液导管进行限制，提升输液导管的防折效果。

[0014] 所述卡扣包括用于活动套设在连接杆上的套筒以及设置在套筒外壁上的限位块，

所述卡槽形成于所述限位块上，所述套筒与限位块一体成型并由橡胶制成以在套筒套设在

连接杆上时增加与其之间的摩擦，并在输液导管卡设在卡槽处时增加与之的摩擦。

[0015] 本实用新型的输液管道防折装置，至少具有如下有益效果：通过设置固定组件，将

输液导管直接弯折成“U”形而便于连接于输液导管的输液接头朝向药液一侧延伸，从而防

止输液导管弯折成“V”形而发生堵塞，影响输液的进行，且固定组件的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附图说明

[0016]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本申

请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申请，并不构成对本申请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输液管道防折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固定组件的立体图。

[0019] 附图中各标号的含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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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导管组件‑1；第一导管座‑11；钢针‑12；持针手柄‑13；输液导管‑2；输液接头‑3；第

二导管座‑31；肝素帽‑32；端帽‑33；固定组件‑4；第一夹持件‑41；U形通道‑411；第一夹持

板‑412；第二夹持板‑413；第一限位部‑414；第一夹持臂‑4141；第二夹持臂‑4142；铰接座‑

415；开口‑416；第二夹持件‑42；连接件‑43；连接杆‑431；卡扣‑432；连接头‑44；止流夹‑5。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2] 参照图1至图2，本实用新型的输液管道防折装置包括留置针以及设置在留置针上

的固定组件4，留置针包括用于扎入患者皮肤的导管组件1、一端连接于导管组件1的输液导

管2以及连接于输液导管2另一端上的输液接头3，输液接头3用于连接外部输液器以通过留

置针将药液输入患者体内，避免患者需要多次扎针而减轻患者痛苦，固定组件4能够将输液

导管2弯折并固定成“U”形，在药液放置于床头时，避免输液导管2因牵拉而被弯折成“V”形

而使输液导管2不畅通。

[0023] 导管组件1包括第一导管座11、设置在第一导管座11一端上的针座、固设在针座上

的钢针12以及设置在第一导管座11一侧上的持针手柄13，第一导管座11为三通管件，钢针

12具有导管部和连通导管部的针尖，导管部与第一导管座11的内腔连通，输液导管2的一端

连接于第一导管座11并连通第一导管座11的内腔，以通过输液导管2将药液输送至第一导

管座11，药液进入到第一导管座11后经钢针12输出；在第一导管座11的内腔内设置有隔离

塞，钢针12、输液导管2和隔离塞分别设置于第一导管座11的三个通口处，隔离塞用于堵塞

其中一个通口；持针手柄13便于医护人员拿持导管组件1。输液导管2为医用软管，在输液导

管2上夹设有止流夹5，从而在需要截断输液导管2内的药液流通时通过挤压输液导管2而堵

住输液导管2；输液接头3包括一端与输液导管2的一端连接并相连通的第二导管座31、分别

连接于第二导管座31上的肝素帽32和端帽33，第二导管座31同样为三通管件，输液导管2的

端部、肝素帽32和端帽33分别设置在第二导管座31的三个通口处，应当注意的是，留置针为

现有技术，更加详细的结构请参照现有结构，在此不再赘述。

[0024] 固定组件4包括一以可拆卸地方式设置于输液导管2上的能够开合的第一夹持件

41、以可拆卸地方式设置于导管组件1或输液接头3上的第二夹持件42以及分别连接于第一

夹持件41和第二夹持件42的连接件43，在第一夹持件41的内侧形成有呈“U”形的用于供输

液导管2穿设于其中的U形通道411，第一夹持件41通过开合能够将输液导管2夹持于其中的

U形通道411，并使得输液导管2呈“U”字型，从而防止输液导管2因弯折而使管内不畅通，影

响药液的流通。使用时，输液导管2沿U形通道411弯设于其中，第一夹持件41将输液导管2限

制在U形通道411内，输液导管2在被第一夹持件41夹持过程中始终保持“U”形结构而保证药

液能够在输液导管2内流通，避免输液导管2因弯折而影响输液的进行，第二夹持件42夹持

于导管组件1上，或者第二夹持件42夹持于输液接头3上，从而对第一夹持件41提供一个支

持点，使得第一夹持件41在夹持输液导管2时结构更加稳定。应当注意的是，本实用新型的

固定组件4并不局限于本实施例，也可为其他结构，如：固定组件4仅包括以可拆卸的方式设

置于输液导管2上的能够开合的第一夹持件41以及以可拆卸的方式设置于输液导管2上的

第二夹持件42，使用时，输液导管2呈“U”形夹持于第一夹持件41上后，将第二夹持件42夹持

在位于第一夹持件41一侧上的输液导管2上，第二夹持件42的夹持朝向于输液导管2朝向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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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延伸的延伸方向一致，从而避免输液导管2与第一夹持件41的铰接处发生弯折，进一步避

免输液导管2堵塞的可能性。

[0025] 第一夹持件41包括一侧相铰接且另一侧能够开合的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

413以及用于限制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开合的第一限位部414，第一夹持板412

和第二夹持板413均呈矩形片状结构。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远离铰接侧的另一

侧能够相向或背向摆动，从而实现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之间的开合，当第一夹

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相向摆动直至相贴时，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相平行并

能够将输液导管2夹持于其中，当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背向摆动时，能够松开输

液导管2而便于取放输液导管2。在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相向的一侧面上分别对

称形成有相扣合设置的呈“U”形的通槽，当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相向摆动直至

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相贴设置时，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上共计的两

通槽相扣合在一起以形成所述U形通道411。

[0026] 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的其中一侧上设置有铰接座415，第一夹持板412

和第二夹持板413通过铰接座415进行铰接以使第一夹持板412与设置有铰接座415的另一

相对侧能够相互摆动而开合，在本实施例中，连接件43的一端连接于铰接座415，在另一实

施例中，第二夹持件42连接于铰接座415。铰接座415包括分别设置在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

夹持板413一侧上的连接条、分别间隔分设在两连接条上的两连接块以及活动穿设于各连

接块的转轴，第一夹持板412上的两连接块位于第一夹持板412上的连接条的底面两侧上，

第二夹持板413上的两连接块位于第二夹持板413上的连接条的顶面两侧上，且第一夹持板

412上的两连接块位于第二夹持板413上的两连接块的两侧，或第一夹持板412上的两连接

块位于第二夹持板413上的两连接块相互错位布置，两连接条之间具有供转轴活动的活动

空间，转轴位于活动空间内。作为优选的，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上靠近通槽中部

的一侧上分别开设有连通通槽的开口416，在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相贴而使两

通槽口扣合成U形通道411时，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上的开口416共同形成一椭

圆形的口，以便于在输液导管2穿设于U形通道411内时，开口416处能够便于医护人员直接

直观的观察到输液导管2的弯折处是否呈“V”形。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实施例，第一夹

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由透明材质制成，并取消开口416的设置以同样能够直观的观察

到U形通道411内的输液导管2的弯折情况。

[0027] 第一限位部414包括与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分别对应连接的第一夹持

臂4141和第二夹持臂4142以及设置在第一夹持臂4141和第二夹持臂4142之间的第一扭簧，

通过按动第一夹持臂4141和第二夹持臂4142实现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的开合，

第一扭簧在无外力作用下能够挤压第一夹持臂4141和第二夹持臂4142从而推动第一夹持

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相向摆动直至相贴。应当注意的是，第一限位部414不局限于本实施

例中的结构，也可使用其他结构进行替换，如：第一限位部414包括设置在第一夹持板412上

的向远离第一夹持板412一侧凸设的挂扣以及铰接在第二夹持板413上的用于与挂扣卡装

配合的卡块，卡块能够相对于挂扣进行转动，在卡块上设置有卡装槽，当朝向挂扣转动卡块

直至卡块靠近挂扣时，挂扣位于卡装槽槽口处，医护人员在使用时稍加用力即可将挂扣卡

设于卡装槽内，此时，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相贴并被限位，从而将第一夹持板

412和第二夹持板413锁住，将输液导管2限位于U形通道411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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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第一夹持臂4141的一侧连接于第一夹持板412上的连接条，也可直接连接于第一

夹持板412；第二夹持臂4142的一侧连接于第二夹持板413上的连接条，也可直接连接于第

二夹持板413。第一夹持臂4141和第二夹持臂4142远离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的

一侧背向倾斜以呈“八”字型。第一扭簧套设在转轴上，且第一扭簧的两扭臂分别连接于第

一夹持臂4141和第二夹持臂4142。

[0029] 第一夹持件41的其中一种实施例的工作方式如下：医护人员通过相向按动第一夹

持臂4141和第二夹持臂4142使第一夹持臂4141和第二夹持臂4142相向摆动并通过铰接座

415带动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背向摆动而张开，此时，将输液导管2沿通槽铺设

后，松开第一夹持臂4141和第二夹持臂4142，第一扭簧的两扭臂挤压第一夹持臂4141和第

二夹持臂4142使其背向摆动，对应的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相向摆动直至相贴，

相贴后的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将输液导管2限制于扣合后形成的U形通道411

内。

[0030] 第二夹持件42包括一侧相铰接而另一侧能够开合的第三夹持板和第四夹持板以

及用于限制第三夹持板和第四夹持板开合的第二限位部，第三夹持板和第四夹持板的一侧

通过一铰接部铰接后，另一侧朝向远离铰接侧呈弧形相向延伸以围合出一个两端贯通的圆

柱形空间。铰接部包括两分设在第三夹持板和第四夹持板一侧上的同轴设置的铰接块以及

两端分别活动连接于两铰接块的滚轴，滚轴位于两铰接块之间，滚轴能够相对于两铰接块

沿自身轴线自由转动，从而实现第三夹持板和第四夹持板之间的铰接。第二限位部同第一

限位部414的结构相同，详细结构参照第一限位部414的结构以及图2中所示，在此不再赘

述，第二夹持件42也可直接使用现有的夹子。

[0031] 连接件43包括两端分别连接于第二夹持件42和铰接座415的连接杆431以及套设

在连接杆431上的卡扣432，连接杆431由具有塑性形变的材质制成以通过外力能够发生塑

性形变，即经过外力的扳动，能够使连接杆431产生变形并在撤下外力后，连接杆431不会自

主恢复原状；连接杆431可为金属丝。连接杆431将第一夹持件41和第二夹持件42进行连接，

且由于连接杆431具有塑性，医护人员能够在外力作用下扳动连接杆431使其弯折成需要的

形状或弧度，使得第一夹持件41和第二夹持件42能够处在既定位置，而通过连接杆431和第

二夹持件42的配合，能够限制第一夹持件41的位置使其位于较为固定的位置，避免夹持有

输液导管2的第一夹持件41在外力作用下移动或翻转，从而影响第一夹持件41的使用效果，

使得第一夹持件41的结构以及与留置针之间的位置关系更稳定。

[0032] 卡扣432包括用于套设在连接杆431上的套筒4321以及设置在套筒4321外壁上的

限位块4322，在限位块4322上朝向远离套筒4321的一侧上形成有两端贯通以用于供输液导

管2穿设于其中的卡槽，当第一夹持件41夹持于输液导管2，第二夹持件42夹持于导管组件1

或输液接头3上时，位于第一夹持件41与导管组件1或位于第一夹持件41与输液接头3之间

的输液导管2部分可卡设于卡槽处，从而限制这一段输液导管2，进一步防止输液导管2弯折

而堵塞留置针的使用。作为优选的，套筒4321和限位块4322一体成型并由橡胶或硅胶材质

制成，当套筒4321套设在连接杆431上时，由套筒4321的材质的物理特性使得套筒4321通过

与于连接杆431外壁之间的摩擦而停留在连接杆431上而不会自由滑动，当输液导管2卡设

在限位块4322之间的卡槽上时，挤压限位块4322能够使卡槽的槽口处发生形变，直至输液

导管2卡设于卡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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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在第二夹持件42上的铰接块和铰接座415上均设置有由橡胶制成的连接头44，在

各连接头44上形成有用于与连接杆431的端部插装配合的插槽，当连接杆431插装于插槽内

时，插槽的内壁贴设于连接杆431的外壁，以通过连接头44与连接杆431之间的摩擦限制连

接杆431使其能够限位于连接头44内。如此，连接杆431与两连接头44之间的连接可拆卸配

合，连接杆431的长度能够根据实际需要而进行更换并便于维护。而根据长度需要，也可在

连接头44与对应的铰接座415和铰接块之间设置连接杆431，从而避免连接头44影响第二夹

持件42和第一夹持件41的使用。

[0034] 本实用新型的输液管道防折装置的其中一种实施例的工作方式如下：首先将留置

针的钢针12部分扎入血管内并使用胶带进行固定后，通过按动第一夹持臂4141和第二夹持

臂4142以使第一夹持板412和第二夹持板413张开，随后将输液导管2沿通槽设置并松开第

一夹持臂4141和第二夹持臂4142，使得两通槽扣合而将输液导管2限制于U形通道411内，将

第二夹持件42夹持在导管组件1上，将卡扣432套设在连接杆431上并使连接杆431的两端插

装于两连接头44上的插槽内，最后将输液导管2卡设在卡槽内并调整连接杆431，从而完成

输液导管2的固定。

[0035] 本实用新型的输液管道防折装置与现有技术相比，能够将输液导管2呈“U”形弯折

并固定，保证输液导管2能够在输液时进行使用，避免输液导管2弯折成“V”形而影响输液的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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