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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单人救援场景的便携式救援担架设计 
张宇飞 

（郑州轻工业大学  河南郑州  450002） 

摘要：本文旨在改良和优化现有担架，设计出一款单人使用的便携式应急救援担架，以提升担架功能、缩短救援时间并避免伤
员二次伤害。基于人机工程学原理，本设计以铲式救援担架为基础结构，添加底部轮架结构，使其能快速转变为担架车，以节约救
援时间。支撑面板两侧设有伸缩式把手，以实现多人与单人救援模式的快速切换。该救援担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安全性和多功能
性，适用于各种地形和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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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自然灾害、灾难事故、公共卫生事件

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这些事件已经对人类的生命和发展造

成了严重的影响，救援担架在这些事件的救援过程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

的作用。 

一、救援担架的产品现状 
目前对于担架车的研究主要有折叠式担架车[1]、杆机构担架车[2-3]和

多功能担架车等[4]，分析上述几种担架车其主要特点是：质量轻，操作

简单，但占用操作人员至少两名；有的虽然占用操作人员较少，但是不

能折叠，体积较大；有的虽然能够折叠，但是不能实现由一个救援人员

操作即可上下救护车，因此，针对上述情况，研究一种可以实现单人直

推直拉上下救护车，并可以折叠进入电梯等狭小空间的多功能担架车，

是救援技术进步和救援设备更加人性化的需要[5]。经过对目前几种类型

担架车的分析研究，针对近年来灾害多发而救援人数有限，大多数担架

车需要至少两名操作人员抬上下救护车的现状，创新设计一款能够折叠

进入狭小空间且靠背角度可以调整、单人直推直拉上下救护车、担架车

担用和推用可以实现快速转换的多功能救援担架车[6]。通过市场分析可

以得出结论，市场上专门为灾区设计的担架是非常紧缺的，因此，为了

减少对伤员的再次伤害，使他们能够尽快地得到救治，设计一款具有安

全性、功能性、人机考量的便携式救援担架是迫在眉睫的。 

二、设计思路 
1.结构 

便携式救援担架的结构主要包括六个方面：①床体金属框架结构②

旋转轴折叠部分③安全带④护栏⑤支撑式外壳⑥滚轮及支架。 

产品主要的折叠结构是由担架床体底部的轴式折叠部分完成的，每

个旋转轴部分是由四个大小不同的轴体组成的，可以满足 360°的折叠

形态，其中一段用螺丝固定在担架的底部，在折叠形态时底部轴伸展开，

延伸出足够的长度使两个担架板折叠在一起。在非折叠状态下，旋转轴

会依次折叠在一起，置于担架底部。转轴为保证安全采用铝合金，在硬

度、韧性和重量上都符合担架的要求。把手部分为了满足便携的基本要

求，采用的是伸缩杆式把手，当进行救援时可以将把手从担架床体中抽

出，在便携状态下，将把手收回床体内，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便携性和功

能性。产品构造所示。（图 1） 

 
图 1 

2.功能 

（1）单人救援功能 

在进行救援时，实现单人操作的担架至关重要。这款担架采用在一

侧尾部添加滑轮的设计，在展开担架时能够将病人固定在担架上，并将

头部一侧抬起，使滑轮贴地拖动，从而实现单人救援，同时也达到省力

的效果。使用简单方便，没有多余的操作过程，保证了救援产品应有的

高效性。此外，担架护栏部分提供了安全防护，三根安全带同时固定了

伤员的头部、胸部和腿部，防止意外跌落。（如图 1） 

对于伤员来说，内置气垫以及安全卡扣为防止二次伤害提供了坚实

有力的保护，头部的颈枕将伤员的头部架高，同时凹槽部分固定头部，

避免发生因救援时的晃动伤害到头部。对于救援者来说，握把形状采用

椭圆式，更加贴合人手，方便救援人员进行长时间抓握，轮胎与地面的

夹角呈 60°，当单人拖拉时，救援者将把手放置在大腿处就可进行救

援，更加省力。 

 
图 1 

（2）折叠功能 

便携式救援担架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的便携性，所以在折叠上的功

能设计必须合理巧妙，通过三轴式折叠开合方式实现了担架打开时最大

程度上的紧密连接，并将底部的三轴同时以最小的体积折叠于担架底

部，当合上的时候支撑在担架尾部，可以作为一个底座支撑在地面，在

各个形式下都能合理巧妙地运用。（如图 2） 

 
图 2 

(3)安全防护功能 

当病人患病时，往往伴随着情绪上的焦虑和不安，特别是在遭受严

重创伤时，这种焦虑感更是明显。为此，我们研发出一款能够有效缓解

病人内心压力的救援产品。该产品采用气垫设计，能够有效地防止救援

过程中对病人的二次伤害，同时为病人提供更加舒适的救援体验，减轻

其内心的负担。 

此外，为了保障救援过程中伤员的安全，我们还在担架的两侧配备

了护栏和床体安全卡扣。这些安全措施可以有效防止伤员在运送过程中

的跌落情况，为运送过程中的伤员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这些措施既

考虑了救援效率，又兼顾了病人的安全和舒适度，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救

援产品。 



设计与制造                                                                                     电力技术研究 

 101 

3.人机工程 

（1）产品人机分析 

产品在人机上采用可用性的研究方式，即通过分析、对比人的身高

尺寸，救援者的持握姿势，伤员平躺时与地面的夹角大小所确定的尺寸

大小，经过对比、改进、测定，最终确定产品的具体尺寸。 

身高的情况主要集中在两段 160-180cm 之间，考虑人机工程学的关

系可以将担架的骨架及所有模块高度设计成可调节式，因此将担架总长

度为 210cm，这个长度可以满足不同高度的人的需要，同时在折叠时的

尺寸也便于人的携带（如图 4 所示）。 

（2）握把的人机分析 

根据人机工程学对于人手的分析，握把直径在 30-40mm 是最具有

着力抓握的尺寸，长度一般在 100-120mm 为最佳，最佳抓握形状有椭

圆、三角、斜丁形等等。握把的弧度曲率以 10°标准。因此在进行设

计担架把手的时候，充分考虑人机分析，如图 4 所示，在设计这款担架

时将把手的尺寸控制在直径 35mm，长度 110mm，并且带有轻微的弧度，

以便于救援人员的抓握。 

 
图 4 成人人体主要参考尺度 

对人手部人机进行分析，发现在设计把手时圆形是最适合抓握，而

完全的圆筒式在长时间抓握时易产生疲惫感以及难以手部酸痛感，因此

在设计担架把手的时候，采用的是椭圆形的把手设计，更加贴合手心，

易于长时间抓握，达到了省力的目的。最终定下产品的尺寸。 

通过调研，折叠后 110cm 到 115cm 的尺寸选用是最适合使用者的

大小，制定产品各个部位的尺寸参数。根据伤员人体标准尺寸，设计宽

为 56 厘米高 21 厘米，宽度稍大于人体平均值肩宽，安全带可以起到防

护作用，三个安全带可以同时保护伤员的胸部、腹部和腿部，产品的高

度设计参考救援人员上半身的高度，在单人拖拽状态下，担架与地面成

35°夹角，更加省力，如图 5 所示。 

图 5

人体手部尺寸图 

4.造型 

对于救援类产品的造型设计，有几个方面需要考虑。首先，造型应

该符合高效救援的使用，因此应该采用简单大方的设计，易于辨别产品

功能和使用方式。这款产品采用了中间宽两头窄的倒角矩形，护栏可折

叠于床体边缘，轮胎支架置于边缘一侧，整体简洁明了，让人能够轻易

识别出担架的功能性。 

其次，产品的外观应考虑病人的心理需求。通过调查，发现圆润的

造型更受欢迎，因此整体造型进行了倒角处理，让人更容易接受且使用

舒适。同时，作为一件救援设备，产品的造型应该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审

美，匹配他们的使用方式。为了保证病人的舒适性，中间病人躺的区域

采用柔软的填充材质，整体边角圆润。 

握把和扶手都采用椭圆形的造型，更加圆润，给人以安全的感觉，

并且符合人体手部的人机关系，更适合长时间的抓握，达到省力的目的。

其次造型简洁干练，符合救援产品的设计风格。护栏采用的是开孔式圆

角梯形，第一，能够有效地起到防护作用，将伤员的身体挡在床体内，

以免发生运输过程中跌落的情况。第二，掏空的部分可以在多人运输的

时候起到抓握的作用。第三，造型整体简单精致，与整体造型保持一致

性。在折叠形态下，担架两侧护栏折叠，底部转轴完全打开，整个担架

以一个盾牌状的形式呈现，外壳镶嵌于床体上，不仅简洁美观，而且能

够加固床体支撑力，起到安全防护的作用。（图 6） 

综上所述，产品的造型应该符合高效救援的使用，易于辨别功能和

使用方式，同时考虑到病人的心理需求和舒适性。这些设计可以提高产

品的可用性，让救援行动更加顺畅和安全。 

 
图 6 

三、设计过程 
通过调查市场上的现有伸缩式救援担架产品，发现目前市场上现有

产品的形式都是为了使用时的便利性，而没有考虑过携带时如何能将产

品体积最小化且容易使用的问题，而救援担架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高效与

安全。本产品通过在伸缩式钢管结构的基础上，在产品中间部位采用折

叠式设计，将产品体积进一步缩小，并且通过旋转抽拉即可使用，使产

品达到高效与便携高度统一，躺板采用 PVP 塑料材质，更加符合产品

轻便卫生的特性。 

在进行造型分析的过程中，通过研究伸缩钢管、已有担架造型以及

担架床等产品，分析产品的舒适性，并通过绘制草图、模型制作进行测

试，最终得出了更加贴合人的脊柱，抬起运送更加轻便的造型。通过以

上分析，得出以下两种设计方案。 

方案一：该方案使用的是模块化组合形式，收缩式结构将担架体积

缩小，不仅轻薄易携带，同时造型简洁。在携带过程中可以将产品的体

积最小化，特殊场景下也能更方便地携带。使用方式简单，仅需简单的

折叠操作即可。 

方案二：采取整体式折叠式结构，产品整体性强，造型更加硬朗。

通过折叠的方式将担架的体量缩小，同时折叠是一种简单易操作的操作

方式，在底部添加滑轮，单人也可以通过拖拽的形式去进行病人的运输，

从而满足单人救援的目的，达到操作的便利与功能的结合，两侧护栏可

以有效避免运送过程中的安全问题，降低在运送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四、深入设计 
经过分析，方案二更加具有整体性、安全性和便携性，因此这个方

案更符合本次设计的定位，造型更加精致，更符合使用人群的需求。因

此将对这个方案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完善细节，改良产品结构以及功能

性。对产品的细节进行深入的设计时，发现担架的抽拉杆伸缩结构上容

易出现松动的情况，会对病人的安全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减少这

种问题，在伸缩结构的边缘部分，增加了一种旋转结构的卡扣，不仅解

决了产品的安全问题，同时也使救援操作更加方便，可以很好地减少救

援工作的繁琐工序。。 

总结 
便携式担架通过运用独特的方式赋予了担架更多的操作模式 ，本

课题设计出了一款造型简洁大方，多功能，实用且便捷的便携式救援担

架，将担架折叠以达到便携性的最大化，担架与滑轮相结合使救援担架

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多人使用，提高了救援效率，为救援方式提供了更多

的可能性，更高的安全系数保护了伤员的生命安全。充分体现了创新能

够给救援带来更多的便利，为救援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救援模式，对伤员

的生命安全更加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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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担架的设计贴近生活，使用起来要方便，要实用这都是设计时

候要考虑的问题，从中感受到了设计出一款产品的不容易，需要考虑诸

多的问题，外观，功能，结构，人机还牵扯到了各个学科的知识技能，

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以后会慢慢提升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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