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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搬动转移装置的研究

吴路光1　王世强2　黄彦辉3　李翠芳4　吕翠芹5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46

摘�要：本研究为解决当前病人手术后从手术床到转运床，再从转运床到病床的转移过程中，需要多名医护人员

或病人家属一起才能完成的现状，设计出可由单人操作完成以上病人搬动转移需求的装置，降低医护人员劳动强度，

减小病人痛苦，改善医患关系。该装置结构简单可靠，造价低，操作简便，适用于不同高度的病床，对病人身体干扰

小，有助于病人的康复和治疗，易于普及使用，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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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大多数医院里，医护人员在对病人进行护

理、检查或治疗时，尤其是病人手术后从手术床到转运

床，再从转运床到病床的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做法是由

多名医护人员或病人家属一起，用手将卧床病人抬起，

然后将病人搬动转移到推车上，这种搬移方式对医护人

员和病人来说，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腿骨、

脊椎骨骨折或手术后卧床的病人来说存在很多不利影

响，一方面可能会牵动病人未愈合的伤口，给病人造成

二次伤害，甚至造成再次损伤，另一方面医护人员的劳

动强度高，需要多人协助完成，这也给整个护理工作带

来了困难。*
近两年，疫情肆虐，越来越多的医院为规范管理，

减少病人家属进入医院，严格限制陪护家属人数，同时

随着家庭少子化的加剧，病人家属的陪护力量也大幅下

降，这样在病人需要搬动转移时，就需要医护人员来完

成，这种体力工作会大大加强医护人员的劳动量和劳动

强度，不利于医院护理工作的高水平完成。

面对以上病人搬动转移需要多人合力搬动的难题，

有人提出设计一种一种病人转移机构，使人体承托单元

沿弧形轨迹平移下摆从左右两侧切入人体的背面实现承托

后，推动滑动转移单元运动在两床之间进行滑动转移[1]。

有人提出设计一种方便住院的病人在病床和手术床之间

转移的术后转移装置，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病人搬动转移

过程困难，需要医护及家属搬动病人，造成病人身体不

适的问题[2]。有人提出设计一种自动升降病人搬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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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该转移车能降低医护人员的劳动强度，不会使病人

在移动中受到不规则的摇晃或振动[3]。有人设计了一种方

便病人搬动转移的病床，解决病人搬动转移时人工抬起

麻烦，尤其是对于体重较重的病人，抬起困难的问题[4]。

以上提出的解决方案虽然各有优点，但都有各种各

样的缺陷或弊端而不能令人满意，至今无法普及应用。

存在的主要不足是设备结构复杂、价格昂贵、体积大、

操作不便、不能很好的融合医院现有的病床，改造成本

高[5-6]；此外，以上方案均未能排除床垫或褥子影响，未

能达到实际应用目的[7-8]。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病人

搬动转移装置，减小对病人的扰动，能使病人离开床垫

和褥子，具有体积小、费用低、操作简单、灵活的特

点，可以由单人操作即可完成对病人的搬动转移。解决

当前医院存在的病人搬动转移几乎全靠人力搬动的现

象，减少转移过程中对病人造成的扰动，扰动会增加病

人痛苦并影响身体康复；降低医护人员的劳动量和劳动

强度，同时减少陪护人员数量，规范病房管理，改善医

患关系。

以下对本研究的病人搬动转移装置进行详细说明。

1� �病人搬动转移装置从结构上可分为承托绳、锁紧

孔、张紧架、转移车，具体结构和功能如下：

1.1  承托绳
承托绳与病人接触，在搬动转移过程中承受病人的

重量。承托绳为由不锈钢丝编织成的细绳，直径1mm，
具有一定的挠度和弹性，承托绳长度根据具体需求裁

定，一般要大于病床和手术床的宽度，两端为熔化后打

磨形成的半椭球体，椭球直径略大于承托绳直径。

在使用时，采用多根承托绳穿过人体与床垫之间，

因承托绳很细，且端头经过减阻设计，在穿过人体与床

垫之间时阻力很小，对病人的干扰很小，承托绳的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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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条数根据病人体型和姿态确定。之后承托绳两端固定

在张紧梁上的锁紧孔。

1.2  锁紧孔
承托绳与张紧梁连接处的锁紧孔放大后的结构示意

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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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锁紧孔结构示意图

图中11：张紧梁，12：承托绳，13：张紧块

张紧块是楔形结构，承托绳的一端卡住张紧块的外

端，在张紧梁受力张紧时，张紧块被承托绳拉动受到张

紧梁体的挤压，进而压紧承托绳，进入自锁状态。此设

计使承托绳受力时锁紧，主要受力点在绳本身，端头受

力小，延长使用寿命。

在使用时，承托绳的端头越过张紧梁，从上方压入

锁紧孔即可。

1.3  张紧架
张紧架有两种结构类型，一种是担架结构，另一种

是吊架结构。

1.3.1  担架结构
担架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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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担架结构示意图

图中21：承托绳，22：张紧梁，23：液压张紧器，

24：提升环

在使用时，多根承托绳穿过人体与床垫之间后，两

端分别穿过张紧梁上的锁紧孔，张紧梁之间两端安装液

压张紧器，通过液压顶撑，张紧承托绳，张紧后的承托

绳与张紧梁一起构成刚性足够的网板；提升环可由转移

车提升，带动病人与床分离。

此结构简单，用材少；液压张紧器在两端，结构平

坦，适用于普通病人外，更适用于特殊姿势的病人搬动

转移。

液压张紧器采用电池驱动，也可人力驱动。

1.3.2  吊架结构
吊架简化结构示意图，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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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吊架简化结构示意图

图中31：承托绳，32：张紧梁，33：张紧臂，

34：液压张紧器，35：吊梁，36：提升环

在使用时，承托绳固定到张紧梁上后，张紧梁再固

定到张紧臂上，左右张紧臂在液压张紧器的顶撑下向两

边运动，张紧臂带动张紧梁张紧承托绳；吊梁与转移车

通过提升环连接，吊梁在转移车的提升力下，会带动病

人与床分离。

此结构较复杂，用材多；但是液压张紧器在上方端，

适用于平躺病人的搬动转移，和狭小空间的搬动转移。

1.3.3  转移车
转移车提升张紧架，对病人进行转运，为说明转移

车的结构和功能，采用结构示意图，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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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转移车结构示意图

图中41：车架，42：纵梁，43：万向轮，44：液压立柱，

45：液压升杆，46：悬臂

液压立柱采用电池驱动，也可人力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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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时，转移车推至病床或手术台处，使悬臂插

入提升环，启动液压立柱举升液压升杆，带动张紧架提

升，使病人垂直离开病床[9-10]，之后进行病人转移。

2��病人搬动转移装置的操作步骤及效果

2.1  病人与床铺分离的操作步骤及效果
第一步，护士把承托绳依次穿入病人与病床之间，

根数和间隔根据病人具体体型确定；

第二步，把承托绳两端固定到张紧梁上；

第三步，把张紧梁固定到张紧臂上（张紧架为担架

结构省略此步）；

第四步，启动液压张紧器，张紧承托绳；

第五步，手推转移车，使悬臂插入提升环；

第六步，启动液压立柱举升液压升杆，带动张紧架

提升，使病人离开病床。

病人躺在病床上，大多数情况会铺有褥子和床垫，

病人的全身重量压在床铺上，病人衣服、褥子和床垫是

柔性的，会产生拉伸、褶皱和移动，使用承托绳穿入人

体与床垫之间，可以避开这些影响；承托绳在穿入时，

接触面很小，所需力量很小，不用对病人施加其他方向

的力，不会对病人的皮肤、肌肉、骨骼产生作用力；在

形成具有刚性足够的网板后，可以对需要的病人的姿势

进行固定，同时在提升时，在几乎不受扰动的情况下与

床铺分离；病人与床铺的分离只需一人操作即可完成，

步骤简单。

2.2  病人转移的操作步骤及效果
第一步，护士把张紧架与转移车固定在一起；

第二步，手推转移车移动至新床处；

第三步，根据新床的高度调整液压升杆的高度，使

张紧架高于新床床面；

第四步，移动转移车，使张紧架处于新床正上方；

张紧架的提升高度可调节，适用于医院中不同高度

的病床，应用面广，使用灵活；转移车采用万向轮行

走，移动和转动方向随意，也可以锁定方向，适用于多

种空间和场所；转移车行走阻力小，一人可以轻松完成

病人转移。

2.3  放下病人操作步骤及效果
放下病人操作步骤是病人与床铺分离的逆操作，此

处不再赘述。病人躺在新的病床上，可以依旧保持原来

的姿势，让病人的舒适感最大化，有助于康复和治疗。

结束语

在具备以上功能和特点的基础上，本病人搬动转移

装置还具有结构简单可靠、体积小、造价低、操作方

便、故障率低的特点，具备普及使用的条件。

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本装置还可根据具体使用场

景，开展有针对性的提高和改进以适应需求，例如用于

需体位引流或被迫卧位的病人卧床姿势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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