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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儿科便捷吸痰积液装置的设计 

谢晓容  庞艳 

（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研发集吸引、储液、冲洗于一体的儿科吸痰积液装置，缩短操作准备和用物处置时间，能及时、有效地解除患儿痰液堵塞。适合院

前急救和急诊抢救室、重症监护室及家庭护理使用，操作使用方便，节省时间，有效地减少交叉感染和环境污染，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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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道管理是急救护理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吸痰护理是清除呼吸

道分泌物的重要方法［1］。由于婴幼儿的气管或支气管短且狭窄，纤

毛清除能力差，神经系统发育未完善，咳嗽反射未完全建立，排痰

功能不强，需借助吸痰保持气道的通畅。目前吸痰器大多是使用电

器产生负压或者针管抽取，电器负压方式大多在科室内使用，不方

便携带；而针管抽取连续性不高，临床实践发现经口鼻吸痰操作存

在以下不足：①操作前备物时间长，管道连接数量多；②操作中吸

痰管冲洗液使用不便，容易翻倒污染；③操作后护士清洗消毒吸引

瓶，耗时耗力且易造成痰液的泄露，引起交叉感染。吸痰急救要求

分秒必争，所需的物品随时可取用,因此选择安全、实用、高效的吸

痰装置，是临床的迫切需要。为解决以上问题，笔者结合多年儿科

护理经验，研制出一款儿科实用的吸痰积液装置，并获得实用新型

专利（专利号：ZL202021107947.X），现介绍如下： 

1 装置结构 

儿科吸痰积液装置结构（图 1）包括集液罐，集液罐内的吸引

腔，集液罐与吸引腔连通的连接管，集液罐与吸引腔连通的吸痰接

头，吸痰接头连接吸痰管。集液罐内吸引腔旁侧的清洗腔，内装 0.9%

生理盐水，可根据临床需要生产不同规格集液罐。清洗腔顶端连通

的清洗口，清洗口上的密封盖。集液罐采用透明医用材料，外侧有

手柄和刻度。 

图 1 一次性儿科吸痰积液装置结构示意图 

 
注： 1 集液罐；2 吸引腔；3 连接管；4 吸痰接头；5 吸痰

管；6 清洗腔；7 清洗口；8 密封盖；9 手柄；10 刻度 

2 使用方法 

按《吸痰操作流程》[2]准备：连接集液罐与负压吸引器，使吸

引腔内处于负压状态，连接吸痰接头与吸痰管，打开清洗腔密封盖，

将集液罐挂于左手虎口处，用左手拇指按压吸痰管控制负压，右手

执吸痰管放入清洗液中试吸生理盐水到吸引腔内检查是否通畅，左

手拇指放开吸痰管末端，右手以边左右旋转边撤出吸痰管的手法吸

引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吸完鼻腔更换吸痰管后再吸口腔，深度同鼻

腔，痰液黏稠者需反复操作，每次吸痰时间不超过 15s，操作过程

中观察患儿呼吸、面色等情况[3]；吸痰结束后，可通过透明塑料罐

体观察痰液的色、量等，最后将集液罐连同吸痰管等扔入黄色医疗

垃圾。 

3 应用优势 

本装置与传统吸痰装置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1）操作快捷方便：传统装置有多个分散独立体而难以一次

性准备到位[4],本装置集液罐包括吸引腔和清洗腔，连接管直接与负

压装置连接产生负压，吸痰后积液罐连同吸痰管等直接扔入黄色医

疗垃圾，缩短吸痰操作准备时长，节省吸痰间隔时间及操作后物品

处置时间，具有方便性、快捷性的特点，适合各种场所尤其院前急

救使用。 

（2）避免交叉感染：一次性医疗用具节省清洗消毒的繁琐操

作，避免患者痰液泄露，减少交叉感染，降低职业暴露的风险。研

究表明，在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治疗中的雾化吸入、机械通气、吸痰

等操作会产生大量的气溶胶和飞沫［5］,建议吸痰人员佩戴护目镜和

（或）防护面屏等［6］，使用一次性医疗废液收集器并按传染性医疗

垃圾处理。 

（3）便于痰液采集：收集痰液进行微生物检验或药敏试验是

临床护理常见工作，其检验结果直接影响医疗干预措施，如某种针

对性药物的选择[7]。常规吸痰装置痰液量较少特点使痰液收集变得

困难，吸痰管与引流瓶非一体化结构存在连接管或吸引瓶污染的可

能，以上影响检验结果。本装置将吸引出的痰液直接收集于一体化

的积液装置内，无菌的积液容器减少了痰液被污染的可能，增加检

验结果的准确性。 

4 小结 

综上，本吸痰积液装置操作快捷，减少物品准备时间，提高工

作效率，弥补连接管污染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护理质量，是减

少医院感染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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