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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呼吸器管路漏氣檢測方式 
106 年臺北榮民總醫院「醫事人員技術創新獎」第二名 

 
胸腔部呼吸治療科呼吸治療師 鄭瑞駿 

   工務室技士  詹飛龍 

 

創新動機 

考量成本以及環境保護，本部使用可重複消毒的呼吸器管路。消毒方式則依照美國疾病

管制中心(The Cena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規定
1，使用高層次的

巴斯德消毒法(Pasteurization)。管路與集水瓶經多次以及長時間的清潔、消毒、烘乾等流程，

會造成呼吸管路材質脆化、龜裂、破損，而造成漏氣。 

管路漏氣在臨床上，除了影響病人與呼吸器同步性 2，治療效果以及產生呼吸器警報 3，

還會增加臨床護理人員以及呼吸治療師處理問題的困難度，引起病人與家屬的緊張與不安，衍

生對醫療品質的疑慮。 

雖然呼吸器於使用前都必須執行操作確認程序(operational verification procedure, 

OVP)
4，此程序包含病人與呼吸器之間的緊密度測試，也就是漏氣測試。但由於科技的發達，

新世代的呼吸器大多已經內建緊密度自我檢測(self-tightness test)功能，具備自我檢測功

能的呼吸器對微小漏氣都能補償，因此通過自我檢測測試並不代表呼吸管路沒有漏氣，所以臨

床使用時，護理人員與呼吸治療師仍不時需處理因漏氣的相關警報。由於臨床上很難立即辨識

呼吸管路的漏氣位置，所以呼吸治療師都要花費不少時間處理這類問題，以及因品管不良受到

質疑的窘境感到尷尬不已。 

105 年本部於呼吸管路漏氣的品質改善專案的調查發現，分別通過兩款內建緊密度自我檢

測功能測試呼吸器的呼吸管路與集水瓶，確實仍有 6%(p=0.0131)、 8% (p=0.004)的呼吸管路，

以及 28% (p=0.0001)、32% (p<0.0001)的集水瓶產生漏氣。 

因此邀請負責本科設備維護的工務室詹飛龍先生參與此改善計畫，共同設計一款簡單且

方便使用的檢測工具。 

 

創新工具的介紹 

此檢測工具的配件，包括控制壓力的針閥一個，調整流量的流量計一個，觀察壓力的壓

力計兩個，一個用於校正壓力一個用於觀測壓力，控制管道連通的球閥一個，作為高壓緩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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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夾式測試肺兩個，兩端可連接測試管路的彎月型連通管一個，接頭口徑為 22mm(圖一)。 

測試步驟一：打開流量計調整流量並調整針閥直至測試壓力，因無文獻提供漏氣檢測的

相關測試壓力，故本試驗曾進行壓力前測，並發現無論壓力維持在 60 幾或 70 幾的管路或集水

瓶，再經過灌水測試都會發現有漏水的情形，只有通過 80cmH2O 的管路才不會產生漏水，因此

將測試壓力設為 80cmH2O，此時球閥位置為關閉。 

測試步驟二：將受測管路連接彎月型連通管兩端。 

測試步驟三：將球閥位置調至打開方向，此時會因波以耳定律(Boyle's law)使連通管內

壓力瞬間下降，流量表提供的固定流量則持續填充管路，壓力慢慢回復並維持至針閥所調整的

80cmH2O 測試壓力；壓力如能回復並維持在 80cmH2O 表示通過緊密度測試，如如壓力無法回復

及低於 80cmH2O 則判定未通過緊密度測試。 

 

創新工具的可靠性確認 

為確認此創新工具檢測的可靠性，將已通過此創新工具檢測的呼吸管路和集水瓶由呼吸

器進行緊密度複測來驗證工具的可靠性，結果證實呼吸管路和集水瓶可 100%通過呼吸器的緊

密度複測。經過半年的臨床訪調，皆無呼吸治療師再遇到有呼吸管路以及集水瓶漏氣的處理問

題。 

 

創新工具的效益 

此創新漏氣檢測工具提供100%無漏氣的呼吸管

路組件，最大效益是可以減少臨床呼吸治療師的工作

負擔和臨床糾紛，其次是可以提升消毒班人員的工作

效率以及成就感，讓原來用於檢測的呼吸器回到臨床

服務病人，無形的效益則是提升醫院臨床的服務品質

和院譽。 

 

圖一創新呼吸管路檢測工具(針閥一個，壓力計兩個，

球閥一個，連接測試管路的彎月型連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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