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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除颤器和心脏除颤监护仪校准规范

1 范 围

本规范适用于新制造、使用中及修理后的普通心脏除颤器 (以下简称除颤器)和心

脏除颤监护仪 (以下简称除颤监护仪)除颤部分 (含除颤过程中除颤部分对心电监护部

分的影响)的校准;不适用于自动外部除颤器、体内植入式除颤器的校准。除颤监护仪

心电监护部分的计量特性及其校准可参照JJG760—2003心电监护仪检定规程相应条款

进行。

2 引用文献

GB9706.8—1995 心脏除颤器和心脏除颤监护仪的专用安全要求

JJG760—2003 心电监护仪检定规程

使用本规范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术语和定义

GB9706.8—1995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除颤监护仪 cardiacdefibrillator-monitor
指具备心电监护功能的除颤器。

3.2 释放能量 deliveredenergy
通过除颤电极耗散于患者或者一个额定负载上的能量。

3.3 同步模式 synchronizer
使除颤器放电脉冲与心脏活动周期中的特定相位同步的除颤模式。

3.4 延迟时间 delaytime
从R波峰值到除颤器放电脉冲峰值所持续的时间。

3.5 内部放电 internaldischarge
除颤器储能装置存储的能量不是通过除颤电极,而是通过除颤器内部电路释放的过

程。

4 概 述

除颤器是利用自身的储能装置 (高压电容器)产生几千伏、能量可控的瞬间高压电

脉冲,通过除颤电极向患者释放,来消除某些心律紊乱,使患者恢复正常窦性心律的临

床仪器。

除颤监护仪不仅具有除颤器的功能,还可以通过除颤电极或独立的心电监护电极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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