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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預防血管狹窄之心血管支架 

(Prevention vascular stenosis of cardiovascular stent) 發明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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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發 明 係 有 關 於 一 種 具預防心肌梗塞和洗腎患者之血管支架；心血管支架原是治療閉塞性心血管系統疾病的醫療器件；該新型類型的血管支架主要在預防洗腎患者之血管，因長期洗腎導致其手臂上血管組織的壞死和其血管組織老化之問題；所以該血管支架主要是幫忙洗腎患者在做體外洗腎時，事先開刀植入在血管中；且目前發明之心血管支架，並不限定其可使用範圍；因該型之心血管支架在加工上，可縮減或增加 V型肋之行列設計數量；其 V型肋之行列數量的多寡，有助於運用在不同外圓直徑之毛細管材料切割使用；國外心血管支架的設計基本上，在圖形的共用性比較缺乏，其設計大多受到限制。 應用範圍 

 

心血管支架運用於臨床上，始於 1969~1970年之間，而早期心血管支架類似於拉伸彈簧之形狀；一般心血管支架常用的位置多為冠狀動脈和頸動脈，其直徑之範圍約為 2mm ~ 10mm和長度約為 5mm ~ 60mm，其植入尺寸須由臨床醫療人員，視其血管情況決定；同時心血管支架可應用在全身各處之血管內壁，如頸動脈血管、膽汁管、食道管、靜脈系統、輸尿管等；由於心血管支架一般的植入費用較為昂貴，除了在少數特殊情況外，健保均不給與高額的給付，病患須自行負擔必要費用。 其所使用位置和上述心血管支架使用位置不同略為不同；且申請該專利的目的和事由，主要在防止洗腎患者之血管阻塞問題；而經由申請者長期的開會討論和及檢討後，其血管支架之申請結構，將可擴充其原運用範圍位置。 同時使用於預防洗腎患者之血管阻塞問題，早期並沒有這樣的研究；有鑑於洗腎患者長期因洗腎機器和人體血管在連接位置之組織壞死和老化問題，申請者感受到洗腎患者的需求，所以將該構想提出與這一部份使用；且未來也可使用於防止下肢靜脈曲張等疾病使用上。 產品/技術優勢 

 

心血管支架肋壁面設計重點，為其肋與中心距離呈現角度設計；在植入人體經過膨脹後，其平均應力較小；心血管支架之肋與肋連接環設計重點，如彈簧特性補充其軸向和徑向之尺寸差異和在彎曲的血管上做為轉掣器功能。 心血管支架多連桿結構設計重點在表現心血管支架運用連桿架構連接上下兩個 V型肋，其多連桿架構像是彈簧結構，有助於補充上述轉掣器之功能不足點，且在植入人體內經過氣囊膨脹過程中，其可平均分散應力，同時其結構特性如彈簧功能，具有補充軸向和徑向之尺寸差異。 產品/技術 智財權保護方式 

申請心血管支架之結構設計發明專利;且同時申請其毛細管之加工法製程專利，以保護目前之產品和技術智財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