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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加油打氣專欄(275)精密的醫療用細管 

 

李家同 

 

 病人有的時候會有吞嚥問題，必須用人工方式灌食。如果病人是嬰兒，管

子就必須非常之細。這篇文章介紹我國一家醫療器材公司，他們很多的產品都

與細管有關。圖一顯示他們公司的一個細管規格。外管的直徑是 1.35mm，內管

的直徑是 0.8mm。各位可以想像得到，這種管子有多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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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在下面，我要設法解釋這種細管是如何做的。圖二是一個示意圖，細管是

用塑膠材料形成的，先將塑膠變成液體，輸入一個直徑為 1.35mm的金屬管子。

在這個管子內有一根金屬棒，這根金屬棒被稱為內模頭，我們將它們稱為主模

頭，為何被稱為主模頭，容後再解釋，內模頭的直徑是 0.8mm。液體塑膠流出

管子以後當然要再經過一些手續。大家可以了解細管的直徑是 1.35mm，而內管

的直徑是 0.8mm。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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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頭是最重要的，內模頭是金屬，直徑只有 0.8mm，外模頭也是金屬，都

是在台灣金屬加工工廠製造的。麻煩的是，液體的流動和金屬的內模頭當然會

產生摩擦，這樣就可能使得液體塑膠局部滯留。這種滯留是必須要減到最低程

度，以保持未來細管的強度，因此內模頭的表面必須非常光滑。值得慶幸的

是，台灣的金屬加工工廠有這種技術。 

 

 請再看圖二，液體塑膠必須加以冷卻，成為固體，因此我們要有一個冷卻

的步驟。請看圖三。 

細管

水

 

圖三 

 

 水槽中的水是注入而且流動的，注入水流動的速度和方向都要控制的非常

好，否則管子的形狀會有問題。單單這一個冷卻的問題，這家公司的工程師花

了很久的時間才找到了正確的參數。 

 

 管子深入人體內，醫生常常要知道管子在胃裡的位置是否正確，通常醫生

會使用 X光機。可是管子是塑膠的，X光不容易留下影像，因此這家公司在主

模頭外加裝一個副模頭，如圖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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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副模頭也是金屬的，是中空的，裡面加了一些 X光容易留下影像的材料，

液體塑膠可以進入副模頭，和這些材料混合以後，會形成一條固體細流，如圖

五所示: 

 

 
圖五 

 

 從細管的剖面圖看，我們可以說這家公司的細管是管中有管，而副模頭所

造成的管子直徑不能大於 0.13mm，相當的細。圖六是從上面看管中有管的示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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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因為這條細流可以產生影像，X光的效應也就大為提高。 

 

這種細管是用在人體內，所以這家公司的所有產品都要得到認證以及衛福

部的許可，因此工程師必須知道哪一種材料是適合醫療的。 

 

 這家公司的產品行銷到全世界五百多家機構，幾乎每一個洲都有客戶。醫

療用產品是很不容易發展的，每一個國家都會仔細檢查產品合不合規格。這些

產品當然都是非常精密的，我們應該感謝工程師長時間的研發，也應該慶幸台

灣金屬加工業已經是精密工業，因為要做出這些極端光滑而又細小的管子是不

容易的。我們實在應該替他們加油打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