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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

管，包括：导管体部；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

位于导管体部的一端；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与

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连接，以构成双环结

构；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的位置垂直高于外侧环

状标测消融电极环，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设

置有多个垂直突出于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

所在平面的外环电极段，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设

置有多个垂直突出于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所在

平面的内环电极段。本发明导管头端的外侧环状

标测消融电极环可以用于心内膜组织面电极增

强贴靠，提高标测和消融质量和效率，内侧环状

标测电极环整体凸出于外侧消融电极环平面，能

够在肺静脉前庭消融过程中监测肺静脉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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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其特征在于，包括：

导管体部；

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位于所述导管体部的一端；

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与所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连接，以构成双环结构；

其中，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的位置垂直高于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所述外侧

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设置有多个垂直突出于所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所在环平面的

外环电极段，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设置有多个垂直突出于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所

在环平面的内环电极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

极环的位置垂直高于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至少3m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的体部带有至少3对垂直凸出于环面2mm以上的正交电极，所

述正交电极的内侧有导丝与所述导管体部的尾端的接头相连，导丝之间相互绝缘；

其中，面向组织接触面的电极为探测阴极，占据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周径的2/3，

材料为铂铱合金，电极宽度不大于3mm；背向组织接触面的电极为参考阳极，占据所述内侧

环状标测电极环周径的1/3,  材料为铂铱合金，电极宽度不大于2mm；

并且，两个正交电极对之间的极间距离不小于2m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的头端和体部分别设置有极性相互吸引的微磁体；

当导管完全伸直时，所述微磁体相互解离，用于使得导管进出鞘管；

当导管恢复环状记忆形状时，所述微磁体相互吸附，以形成内侧标测导管闭环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

极环还设置有至少两个内环定位芯片，对称分布于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的体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的直径大于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且不小于30mm，所

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的体部外径不大于8F；

所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的体部横截面呈圆形，管壁材料为医用聚氨酯，头端与

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的尾端自然延续；

所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的体部带有至少3对垂直凸出于环面2mm以上的正交电

极，其内侧有导丝与导管尾部的接头相连，导丝之间相互绝缘；

其中，面向组织接触面的电极为标测和消融两用电极，占据导管周径2/3，材料为铂铱

合金，电极宽度不小于3mm，表面带有多个灌注微孔，与电极内腔相通，电极内腔与走行于管

身的导流管相通，用于消融过程中灌注生理盐水；背向组织接触面的电极为正交参考电极，

占据导管周径1/3,  材料为铂铱合金，电极宽度不小于3mm；两个正交电极对之间的极间距

离不小于2mm，电极内侧有导丝与导管尾部接头相连，导丝之间相互绝缘。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外侧环状标测消

融电极环还设置有至少2个外环定位芯片，对称分布于所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的体

部，内侧有导丝与导管尾部的接头相连，用于在目标心腔内显示和定位外侧电极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管还包括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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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可视化参考电极，位于靠近电极环平面附近的导管体部，距离电极环平面不小于20mm，

极间距离不小于20mm，电极材料为铂铱合金，电极宽度不大于2mm，电极内侧有导丝与导管

尾部的接头相连，分别用于定位和三维显示电极导管以及作为非接触标测的参考电极。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管体部的直径

不大于8F，长度不短于90cm，材质为医用聚氨酯材料；

其中，管身内部走行有盐水导流管、导管头端双弯操控钢丝、挖侧外侧电极环导线和内

侧电极环导线。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管还包括：

导管头端双弯调节滑杆，布置于所述导管体部，为圆柱形伸缩式结构，当前推或回拉滑

杆时，导管头端向两侧弯头；

导管操作手柄，用于握持和操控导管；

消融电极、标测电极和定位芯片接头，位于所述导管操作手柄尾部，用于连接消融电

极、标测电极和定位芯片；

外环消融电极灌注接头，位于所述导管操作手柄尾部，用于连接消融电极的盐水灌注

导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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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

背景技术

[0002] 心房颤动导管消融治疗的基本术式是对左心房内4个肺静脉开口的前庭部位进行

电学隔离。目前常用的方法有：导管射频消融、导管冷冻球囊消融、导管超声球囊消融，导管

脉冲电场消融。由于采用的消融能量不同，导管头端的电极形态、数量和分布也明显不同。

导管射频消融通常采用8F外径的柱状电极，以单极模式进行点状消融，由位于病人体表皮

肤的片状参考电极构成电学回路；这种消融方法的特点是适用于几乎所有心律失常病灶的

消融，既可以形成消融点和消融面，也可以通过单一消融点组合成各种类型的消融线；其缺

点是消融效率低，对病灶和周围组织的损伤是非选择性的。导管冷冻球囊消融通常采用梭

形球囊，通过向球囊内填充和回收冷冻剂，可以对与球囊中部相接触的靶血管开口部位造

成不可逆性冷冻损伤；这种消融模式的优点是消融效率比较高，能够通过试消融检验定位

的准确性；其缺点是固定外径的球囊很难适应不同病人不同的肺静脉直径，需要持续X线透

视指引，当出现消融漏点时，需要采用点状消融模式补点，增加手术费用。导管超声球囊消

融技术的优点是使用和操作简便，但缺点是以导管传输的超声能量难以造成肺静脉前庭部

位的透壁性损伤，术后房颤的复发率比较高，目前已经很少用于临床。

[0003] 目前，上述传统的非选择性射频热损伤消融能量正在逐步被选择性脉冲电场能量

取代。导管脉冲电场消融的治疗模式既可以采用传统的柱状电极逐点消融，又可以通过异

形导管的序贯式或矩阵式电极进行片状或线性消融，大大提高了消融效率。脉冲电场消融

技术的优点是组织选择性强，消融效率高；缺点是放电时病人痛感明显，现有多极导管难以

与肺静脉良好同轴并实现持续稳定的组织接触，其消融电极很难同时全部与组织良好贴

靠，需要反复多次变换位置重复消融，影响手术效率和远期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克服上述技术问题，与组织结构实现良好贴靠，

提升消融手术效率；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包括：

导管体部；

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位于所述导管体部的一端；

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与所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连接，以构成双环结构；

其中，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的位置垂直高于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所述

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设置有多个垂直突出于所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所在环平

面的外环电极段，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设置有多个垂直突出于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

环所在环平面的内环电极段。

[0006]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的位置垂直高于外侧环状标测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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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环至少3mm。

[0007]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的体部带有至少3对垂直凸出于环

面2mm以上的正交电极，所述正交电极的内侧有导丝与所述导管体部的尾端的接头相连，导

丝之间相互绝缘；

其中，面向组织接触面的电极为探测阴极，占据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周径的

2/3，材料为铂铱合金，电极宽度不大于3mm；背向组织接触面的电极为参考阳极，占据所述

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周径的1/3,  材料为铂铱合金，电极宽度不大于2mm；

并且，两个正交电极对之间的极间距离不小于2mm。

[0008]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的头端和体部分别设置有极性相互

吸引的微磁体；

当导管完全伸直时，所述微磁体相互解离，用于使得导管进出鞘管；

当导管恢复环状记忆形状时，所述微磁体相互吸附，以形成内侧标测导管闭环结

构。

[0009]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还设置有至少两个内环定位芯片，

对称分布于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的体部。

[0010]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的直径大于所述内侧环状标测

电极环且不小于30mm，所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的体部外径不大于8F；

所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的体部横截面呈圆形，管壁材料为医用聚氨酯，头

端与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的尾端自然延续；

所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的体部带有至少3对垂直凸出于环面2mm以上的正

交电极，其内侧有导丝与导管尾部的接头相连，导丝之间相互绝缘；

其中，面向组织接触面的电极为标测和消融两用电极，占据导管周径2/3，材料为

铂铱合金，电极宽度不小于3mm，表面带有多个灌注微孔，与电极内腔相通，电极内腔与走行

于管身的导流管相通，用于消融过程中灌注生理盐水；背向组织接触面的电极为正交参考

电极，占据导管周径1/3,  材料为铂铱合金，电极宽度不小于3mm。两个正交电极对之间的极

间距离不小于2mm，电极内侧有导丝与导管尾部接头相连，导丝之间相互绝缘。

[0011]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还设置有至少2个外环定位芯

片，对称分布于所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的体部，内侧有导丝与导管尾部的接头相连，

用于在目标心腔内显示和定位外侧电极环。

[0012]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导管还包括至少2个可视化参考电极，位于靠近电极环平

面附近的导管体部，距离电极环平面不小于20mm，极间距离不小于20mm，电极材料为铂铱合

金，电极宽度不大于2mm，电极内侧有导丝与导管尾部的接头相连，分别用于定位和三维显

示电极导管以及作为非接触标测的参考电极。

[0013]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导管体部的直径不大于8F，长度不短于90cm，材质为医用

聚氨酯材料；

其中，管身内部走行有盐水导流管、导管头端双弯操控钢丝、挖侧外侧电极环导线

和内侧电极环导线。

[0014]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导管还包括：

导管头端双弯调节滑杆，布置于所述导管体部，为圆柱形伸缩式结构，当前推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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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滑杆时，导管头端向两侧弯头；

导管操作手柄，用于握持和操控导管；

消融电极、标测电极和定位芯片接头，位于所述导管操作手柄尾部，用于连接消融

电极、标测电极和定位芯片；

外环消融电极灌注接头，位于所述导管操作手柄尾部，用于连接消融电极的盐水

灌注导流管。

[001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至少具有下列优点：

本实施例中，导管头端的环状标测和消融电极（外环）具备如下多种功能：（1）心内

膜组织面电极增强贴靠，提高标测和消融质量和效率；（2）消融电极面向组织面垂直凸出式

设计，有利于向目标组织聚焦消融能量，增强消融效果；（3）环状电极组合能够完成序贯或

同步模式脉冲电场消融；（4）面向组织面的探测电极与背向组织面的参考电极构成正交双

极，提高标测准确性；（5）每个消融电极都有多个微孔灌注冲洗，有利于降低消融阻抗、消除

微气泡和微血栓；

以及，导管头端的环状标测电极（内环）具有如下多种功能：（1）标测电极环整体凸

出于外侧消融电极环平面3mm以上，能够在肺静脉前庭消融过程中监测肺静脉电位；（2）电

极环材料柔软，轻微受力后能够整体下移至外侧消融环同一平面，与外侧环状电极联合完

成高密度接触或非接触标测，便于快速标测建模；（3）电极环头端以磁吸附方式与电极体部

形成可拆解式闭环，便于导管自由旋转操作；（4）探测电极面向组织面垂直凸出式设计，有

利于增强组织贴靠，提高标测质量和效率；（5）面向组织面的探测电极与背向组织面的参考

电极构成正交双极，提高标测精度和稳定性；（6）位于内侧的标测电极环与位于外侧的消融

电极环采用一体式设计，有利于导管进出目标心腔、实现高密度联合标测和消融全程持续

标测肺静脉电位。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的头端结构示意图；

图3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正面观结构示意图；

图4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的导管体部管身断面示意

图；

附图标记

1‑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2‑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3‑可视化电极，4‑导管体

部，5‑保护套，6‑头端双弯滑杆，7‑手柄，8‑灌注接头，9‑尾线接头；

101‑外环电极段，102‑标测消融电极，103‑消融电极灌注微孔，104‑正交参考电

极，105‑U型连接；

201‑内环电极段，202‑定位芯片，203‑微磁体，204‑内外环连接段；

401‑盐水灌注管，402‑消融电极和定位芯片导线，403‑头端弯曲操控钢丝，404‑标

测电极和定位芯片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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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发明为达成预定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以下结合附图

及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如后。

[0018] 在附图中，为了便于说明，已稍微夸大了物体的厚度、尺寸和形状。附图仅为示例

而并非严格按比例绘制。

[0019] 还应理解的是，用语“包括”、“包括有”、“具有”、“包含”和/或“包含有”，当在本说

明书中使用时表示存在所陈述的特征、整体、步骤、操作、元件和/或部件，但不排除存在或

附加有一个或多个其它特征、整体、步骤、操作、元件、部件和/或它们的组合。此外，当诸如

“...中的至少一个”的表述出现在所列特征的列表之后时，修饰整个所列特征，而不是修饰

列表中的单独元件。此外，当描述本申请的实施方式时，使用“可以”表示“本申请的一个或

多个实施方式”。并且，用语“示例性的”旨在指代示例或举例说明。

[0020] 如在本文中使用的，用语“基本上”、“大约”以及类似的用语用作表近似的用语，而

不用作表程度的用语，并且旨在说明将由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认识到的、测量值或计算值

中的固有偏差。

[0021] 除非另外限定，否则本文中使用的所有用语（包括技术用语和科学用语）均具有与

本申请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通常理解相同的含义。还应理解的是，用语（例如在常用词

典中定义的用语）应被解释为具有与它们在相关技术的上下文中的含义一致的含义，并且

将不被以理想化或过度正式意义解释，除非本文中明确如此限定。

[0022]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申请。

[0023] 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一种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如图1至图3所示，包括：

导管体部4；

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1，位于所述导管体部4的一端；

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2，与所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1连接，以构成双环结构；

其中，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2的位置垂直高于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1，所

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1设置有多个垂直突出于所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1所在

平面的外环电极段101，所述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2设置有多个垂直突出于所述内侧环状标

测电极环2所在平面的内环电极段201。

[0024] 本实施例中，内侧环状标测电极环2（可简称内环）平面整体凸出于外侧环状标测

消融电极环1（可简称外环）平面3mm以上，能够在肺静脉前庭消融过程中监测肺静脉电位。

电极环材料柔软，轻微受力后能够整体下移至外侧消融环同一平面，与外侧环状电极联合

完成高密度接触或非接触标测，便于快速标测建模。

[0025] 内环直径小于外环，不大于60mm。导管体部4外径不大于5F且小于外环体部直径。

导管体部横截面呈圆形，管壁材料为医用聚氨酯，预成型圆环形。导管头端嵌置微型磁铁，

其磁极与管身内侧嵌置的微磁铁的磁极相互吸引，两者吸靠接触时形成可解离式闭环，便

于导管自由旋转操作。

[0026] 导管尾端与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1的头端自然延续。内环体部带有3对以上垂

直凸出于环面2mm以上的正交电极（即内环电极段201），其内侧有导丝与导管尾部的接头相

连，导丝之间相互绝缘；其中面向组织接触面的电极为探测阴极，占据导管周径2/3，材料为

说　明　书 4/8 页

7

CN 117481790 A

7



铂铱合金，电极宽度不大于3mm；背向组织接触面的电极为参考阳极，占据导管周径1/3,  材

料为铂铱合金，电极宽度不大于2mm。两个正交电极对之间的极间距离不小于2mm，所有电极

内侧都有导丝与导管尾部接头相连，导丝之间相互绝缘。内环体部带有3对以上的环状标测

电极，电极材料为铂铱合金，电极宽度不大于2mm，极间距离不小于2mm，电极内侧有导丝与

导管尾部接头相连，导丝之间相互绝缘。内环体部对称分布有不少于2个的定位芯片，其内

侧有导丝与导管尾部的接头相连。

[0027] 本实施例中，内环的头端和体部分别带有2个微磁体203，其极性相互吸引。当导管

完全伸直时，2个磁体203相互解离，便于导管进出鞘管。当导管恢复其环状记忆形状时，2个

磁体203相互吸附，形成内侧标测导管闭环，便于自由旋转操作导管。

[0028] 本实施例中，内环还设置有内环定位芯片202，对称分布于内环体部，数量不少于2

个，内侧有导丝与导管尾部的接头相连。用于在目标心腔内显示和定位内侧标测电极环2。

[0029] 本实施例中，相应地，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1平面（外环）比内侧环状标测电极

环2平面（内环）相比，低3mm以上，其直径大于内侧电极环且不小于30mm。外环体部的外径不

大于8F且大于内环体部直径。外环体部横截面呈圆形，管壁材料为医用聚氨酯，预成型圆环

形。外环头端与内侧环状电极尾端自然延续。

[0030] 外环体部带有3对以上垂直凸出于环面2mm以上的正交电极（即外环电极段101），

其内侧有导丝与导管尾部的接头相连，导丝之间相互绝缘；其中面向组织接触面的电极为

标测和消融两用电极（即标测消融电极102），占据导管周径2/3，材料为铂铱合金，电极宽度

不小于3mm，表面带有多个灌注微孔103，与电极内腔相通，电极内腔与走行于管身的导流管

相通，用于消融过程中灌注生理盐水；背向组织接触面的电极为正交参考电极104，占据导

管周径1/3,  材料为铂铱合金，电极宽度不小于3mm。两个正交电极对之间的极间距离不小

于2mm，电极内侧有导丝与导管尾部接头相连，导丝之间相互绝缘。外环体部设置导流管，与

朝向组织面的消融电极内腔相通，用于输送灌注盐水。外环尾端与导管体部自然延续，导管

体部与内外环所在的平面垂直，且在平面中心线上与外环尾端相延续。外环体部对称分布

有不少于2个的定位芯片202，其内侧有导丝与导管尾部的接头相连，用于显示和定位外侧

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1。

[0031] 本实施例中，外环电极段101之间的U型连接105垂直于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1

所在平面。

[0032] 本实施例中，外环与内环通过内外环连接段204连接成为一体式结构。

[0033] 本实施例中，3对以上的正交电极位于外侧电极环上（外环）对称分布，凸出于电极

环平面2mm以上，电极内侧有导丝与导管尾部的接头相连，导丝之间相互绝缘。其中面向组

织面的电极为标测和消融两用电极，占据环体周径的2/3，材料为铂铱合金，电极宽度不小

于3mm，表面带有多个灌注微孔，与电极内腔相通，电极内腔与走行于管身的导流管相通，用

于消融过程中灌注生理盐水。外环体部设置有导流管，与朝向组织面的消融电极内腔相通，

用于输送灌注盐水。

[0034] 本实施例中，3对以上的正交电极位于外侧环状标测消融电极环1上对称分布，凸

出于电极环平面2mm以上，电极内侧有导丝与导管尾部的接头相连，导丝之间相互绝缘。其

中背向组织面的电极为正交参考电极，占据环体周径的1/3,  材料为铂铱合金，电极宽度不

小于3mm。两个正交电极对之间的极间距离不小于2mm，电极内侧有导丝与导管尾部的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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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导丝之间相互绝缘。

[0035] 本实施例中，外环的定位芯片202对称分布于外环体部，数量不少于2个，内侧有导

丝与导管尾部的接头相连。用于在目标心腔内显示和定位外侧电极环。

[0036] 本实施例中，可视化参考电极3位于电极环平面附近的导管体部，距离电极环平面

不小于20mm，2个以上，极间距离不小于20mm，电极材料为铂铱合金，电极宽度不大于2mm，电

极内侧有导丝与导管尾部的接头相连，分别用于定位和三维显示电极导管以及作为非接触

标测的参考电极。

[0037] 本实施例中，导管体部4直径不大于8F，长度不短于90cm，医用聚氨酯材料。管身内

部走行有盐水灌注管401、消融电极和定位芯片导线402、导管头端双弯操控钢丝403、标测

电极和定位芯片导线404。

[0038] 本实施例中，保护套5长度不小于5cm，内径大于管身外径，能够在导管体部自由移

动，用于回收导管环形电极，同时引导电极环自由进出鞘管。

[0039] 本实施例中，导管头端双弯调节滑杆6为圆柱形伸缩式结构，当前推或回拉滑杆

时，导管头端可以向两侧弯头；根据滑杆伸缩的程度不同，导管头端的弯曲程度也相应不

同。

[0040] 本实施例中，导管操作手柄7用于握持和操控导管、固定管身、支撑调节滑杆、连接

灌注尾管和电极尾线等。

[0041] 本实施例中，外环消融电极灌注接头8位于操作手柄尾部，用于连接消融电极的盐

水灌注导流管。

[0042] 本实施例中，消融电极、标测电极和定位芯片的电极尾线9接头位于操作手柄尾

部，用于连接消融电极、标测电极和定位芯片。

[0043] 下面以代表性的房颤标测和消融手术为例，举例说明本导管的基本使用操作过

程：

一、三维建模和高密度标测：

步骤S1、经右侧股静脉穿刺房间隔，鞘管排气后经鞘管注射肝素抗凝。

[0044] 步骤S2、更换可调弯长鞘，排气后充盈肝素盐水。

[0045] 步骤S3、拆除本导管的无菌包装，取出导管，连接电极尾线和盐水灌注消融尾管。

[0046] 步骤S4、将位于保护套管内的导管头端浸泡与生理盐水中，或者以注射器连接保

护套管头端向套管内注射生理盐水湿润导管。

[0047] 步骤S5、将套管头端连接到鞘管尾端接口后，在套管保护下前送导管，直到内外电

极环都顺利进入鞘管内。

[0048] 步骤S6、回撤保护套管至导管手柄附近，回抽鞘管侧管排气，注射肝素盐水冲洗鞘

管内腔。

[0049] 步骤S7、在透视或者三维坐标指引下前送导管，直到内外电极环全部伸出鞘管头

端并恢复预制环形。

[0050] 步骤S8、在三维坐标指引下，通过手柄前向弯曲导管头端并缓慢前送导管，使导管

头端电极环分别到达左上肺静脉口、左下肺静脉口、左房顶部、左房前壁、左房后壁、右上肺

静脉口、右下肺静脉口、左房下部，左心耳开口，完成三维建模。由于电极环材料柔软，轻微

受力后能够整体下移至外侧消融电极环同一平面，与外侧环状电极联合完成高密度接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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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标测，便于快速标测建模。

[0051] 步骤S9、以接触和非接触标测电位特征定位和标示肺静脉口、左心耳口、二尖瓣

口。

[0052] 步骤S10、将导管头端的外侧消融电极环移动至拟消融的肺静脉前庭，定位和接触

满意后行脉冲电场消融。

[0053] 二、肺静脉前庭消融：

步骤S1、在三维电生理影像指引下，将导管头端的环状电极移动至左上肺静脉前

庭部位。由于内侧的标测电极环平面（内环）整体凸出于外侧消融电极环平面（外环）3mm以

上，能够在肺静脉前庭消融过程中监测肺静脉电位。

[0054] 步骤S2、缓慢前送导管直到外侧电极环的所有电极都达到稳定的组织接触，根据

电极环姿态、电极位置、接触电位、电极阻抗等参数综合评判。

[0055] 步骤S3、当某个或连续某几个电极显示无组织贴靠时，表明这些电极悬浮于肺静

脉开口，个别或部分内侧电极环可能记录到接触性电位，此时可以通过操控手柄微调外侧

电极环的位置，直到全部电极都获得稳定贴靠。

[0056] 步骤S4、如果某个或不连续的几个电极显示接触不良时，表明这些电极与目标组

织之间存在距离或间断接触，内侧电极环都显示为非接触电位；此时可以通过操控手柄和

导管向这些电极所在的方向增加前送力，直到所有电极都获得稳定贴靠。

[0057] 步骤S5、当外环电极都达到稳定贴靠后、全部或大部分内环电极都显示非接触电

位时，持续保持导管的前向张力，直到该次消融过程结束。

[0058] 步骤S6、以序贯或同步模式发放脉冲电场消融能量，可以通过内侧环状电极监测

到肺静脉电位消失。

[0059] 步骤S7、如果内侧电极环上的某个或某几个电极上的肺静脉电位不消失，可以通

过操控手柄旋转外侧电极环，改变消融电极的位置后继续消融，直到肺静脉电位完全消失。

[0060] 步骤S8、按照上述操作依次消融左下肺静脉、右上肺静脉和右下肺静脉前庭部位，

直到所有肺静脉前庭达到永久性电隔离。

[0061] 步骤S9、调整可调弯长鞘的头端弯曲，使其头端指向左上肺静脉开口。

[0062] 步骤S10、固定电极导管，前送可调弯长鞘，直到其头端抵达左心房中部。

[0063] 步骤S11、固定鞘管，缓慢回撤电极导管，直到其头端位于鞘管头端内。

[0064] 步骤S12、一起撤出鞘管和电极导管，结束手术操作。

[0065] 由上可见，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双环高密度标测消融导管，采用同一根导管

就能够同时完成：（1）三维建模；（2）异位病灶高密度标测；（3）消融全程持续监测肺静脉电

位；（4）环形多极导管增强贴靠心内膜组织，提高标测和消融质量和效率；（5）适配脉冲电场

多极同步或序贯放电消融模式。

[0066] 本实施例中，导管头端的环状标测和消融电极（外环）具备如下多种功能：（1）心内

膜组织面电极增强贴靠，提高标测和消融质量和效率；（2）消融电极面向组织面垂直凸出式

设计，有利于向目标组织聚焦消融能量，增强消融效果；（3）环状电极组合能够完成序贯或

同步模式脉冲电场消融；（4）面向组织面的探测电极与背向组织面的参考电极构成正交双

极，提高标测准确性；（5）每个消融电极都有多个微孔灌注冲洗，有利于降低消融阻抗、消除

微气泡和微血栓；（6）能够独立完成三维建模、异位病灶高密度标测、环状电极非接触标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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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本实施例中，导管头端的环状标测电极（内环）具有如下多种功能：（1）标测电极环

整体凸出于外侧消融电极环平面3mm以上，能够在肺静脉前庭消融过程中监测肺静脉电位；

（2）电极环材料柔软，轻微受力后能够整体下移至外侧消融环同一平面，与外侧环状电极联

合完成高密度接触或非接触标测，便于快速标测建模；（3）电极环头端以磁吸附方式与电极

体部形成可拆解式闭环，便于导管自由旋转操作；（4）探测电极面向组织面垂直凸出式设

计，有利于增强组织贴靠，提高标测质量和效率；（5）面向组织面的探测电极与背向组织面

的参考电极构成正交双极，提高标测精度和稳定性；（6）位于内侧的标测电极环与位于外侧

的消融电极环采用一体式设计，有利于导管进出目标心腔、实现高密度联合标测和消融全

程持续标测肺静脉电位。

[0068] 本导管具有三种非接触标测模式：（1）内侧环状电极与可视化电极配对；（2）外侧

环状电极与可视化电极配对；（3）内侧和外侧环状电极同时与可视化电极配对。区分接触式

和非接触式标测电位特征有利于定位和标示肺静脉、左心耳和二尖瓣开口。

[0069] 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的说明，应当可对本发明为达成预定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

功效得以更加深入且具体的了解，然而所附图示仅是提供参考与说明之用，并非用来对本

发明加以限制。

说　明　书 8/8 页

11

CN 117481790 A

11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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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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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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