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声波电导治疗仪——超声透药仪

产品名称 超声波电导治疗仪——超声透药仪

公司名称 河南迈通实业有限公司

价格 15800.00/台

规格参数 品牌:迈通
型号:DJ-Q7
厂家:郑州大鲸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地润路18号C座1
0层1007号

联系电话 15238665023 15638585785

产品详情

超声波电导治疗仪——超声透药仪

2010年12月24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的联组会议上公
布：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平均8瓶/人，远高于国际上的2.5-3.5瓶水平。

2011年1月6日，央视新闻频道《新闻1+1》栏目播出《输液，为何泛滥成灾？》专题节目，重点揭露：临
床静脉输液的滥用现象及其背后的现实原因，并引用具体数据深刻阐述静脉输液存在的潜在危险。一时
间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

国际上公认的用药方针是：口服药占50%以上，肌肉注射占30%-40%，输液占10%左右。静脉滴注给药规
定比重为何如此低呢？深究其原因，与静脉输液存在的临床潜在危险密不可分！

静脉输液的危害

不良反应：国内每年60%左右的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是在静脉输液的过程中发生的。常见的不良反应有：
畏寒、发热、水肿等，同时静脉输液亦可能导致肝、肾等器官的损害，发生过敏性休克，严重的甚至会
危及生命。

破坏血管：静脉输液的“安全次数”为≤100次；“临界次数”约为500次；“极限次数”约为1000次。
在某一部位的血管上，输液次数＜100次：对再次输液无影响；＜500次：相对安全；﹥1000次：对再输



液造成困难，血管完全闭塞。对于需长期输液的部分患者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不可避免的微粒传染：微粒是指药液中肉眼观察不到的小颗粒杂质，其进入人体后，因不能被吸收将伴
随人的一生，医学上称之为“微粒污染”。较大的微粒可直接栓塞血管，还可引起静脉炎、肺部肉芽肿
、血栓形成，甚至危及生命。

抗生素滥用：滥用输液与过度用药密切相关，其直接后果就是抗生素滥用。调查显示：我国门诊输液的
药物一般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抗生素药物；第二类是治疗心脑血管等老年病的药物；第三类是其他疾病
用药，如抗过敏药物等。三类中，抗生素类药物占绝大多数。分析认为：70%用于医疗目的的注射是不
必要的，或者可以通过口服给药代替。

因静脉输液极易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危害，为响应国家全面停止静脉输液的号召，全国各省市已相继出
台相关政策法规，积极应对静脉输液。由于省市过多，这里仅列举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四省份。

安徽省：

2014年8月18日，安徽省卫计委正式发布《关于加强医疗机构静脉输液管理的通知》，要求：全省各医疗
机构遵循“能口服不注射、能肌肉注射不静脉滴注”的用药原则，尽可能减少不必要静脉输液，并确定
部分无需输液治疗的常见病、多发病，包括普通感冒、病毒性咽喉炎、轻度结肠炎、小型体表清创术后
等53中疾病。

江苏省：

2015年11月11日，江苏省卫计委发布《转发

浙江省：

2016年1月11日，浙江省卫计委颁布《关于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分级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对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实行分级管理（非限制使用、限制使用和特殊使用），倡导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
菌药物，三级医院（除儿童医院和儿科外）率先全面停止。

江西省：

2016年2月22日，江西省卫计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药械管理，促进合理用药用械工作的通知》，明确
要求：加强门诊输液管理，从严格控制门诊输液尤其是门诊抗菌药物输液治疗指征，实现门诊输液数量
和比例逐步减少。同时对于有条件的二级以上医院，鼓励探索取消门诊输液服务。

第三代给药技术——超声透药仪



超声透药仪综合利用超声波、电致孔、电压脉冲三者有机结合，实现药物的经皮透入（药物透皮深度达8
-12厘米，透药面积为15-20平方厘米），从而达到靶向给药、靶向治疗的目的。

产品特点：

1.定位给药

药物直达病变部位，可直接在病变部位组织外迅速形成药物聚集和浸润，并达到药物有效浓度，直接迅
速发挥药物的作用。

2.靶向给药

避免血药浓度峰谷现象，降低毒副反应。

3.生物利用度高，减少总用药量

药物经皮肤直接进入体内避免药物在胃肠被消化酶破坏、分解、肝脏的首过效应以及在体内转运过程中
的代谢，进入体内的药物有效成分被直接利用。

4.使用范围广，可透入多种药物和联合用药

据FDA认证，目前包括抗生素、抗癌药、镇痛药在内的9大类300余种药物均可使用。

5.收费编码完善，无后顾之忧

340100017超声波治疗/超声药物透入治疗、420000013中医定向透药方法、340100010中频脉冲电治疗、
430000023 穴位贴敷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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