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现场 

更快、更可靠地治疗。日机装致力于医疗器械作业的效率化与提高安全性的技术开发 

#医疗事业  #技术开发  #血液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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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医疗从业者不足日益加剧，开发在人力资源较少的情况下也能发

挥高性能的医疗器械迫在眉睫。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日机装以效率化和省力化为基本准轴，致



力于各项技术革新。 

 

本次，关于日机装面临的医疗现场的课题对井上先生进行了采访。针对此课题在血液净化装置

领域的解决方案，我们就发明的先进技术及效果，详细采访了分别获得九州地方发明表彰和中

部地方发明表彰的森田先生与太田先生。 

 

思考日机装对未来的医疗现场究竟能做出怎样的贡献。 

 

井上 直树：医疗事业本部 事业推进部 部长。 

太田 雅顕：隶属于医疗事业本部 医疗技术中心 技术部。作为组长， 

负责以透析装置为中心的机械设计。 

森田 将之：隶属于金泽制作所医疗工厂制造技术部。负责制造设备及金 

属模具的设计、制作、设计移管的工作。 

 

 

 

 

——今天请多关照。首先，请向我们介绍下日机装在提高透析装置、血液净化装置的治疗准

备和后续整理的效率化方面，都做了哪些举措。 

 
 

井上先生：日机装一路伴随透析医疗的发展，积极应对各种医疗需求。特别是在透析装置领域，

减轻医疗工作者的负担。日机装针对作业效率化的举措 



可以说是日本率先实现人工肾脏装置国产化的企业。 

 

血液透析是支撑生命和健康的重要治疗手段。很多患者必须每 2 天 1 次，每次 4 小时接收治

疗，某一个机构有时需容纳 30 人~40 人同时治疗。根据医疗机构的不同，也有的会雇佣专业

的治疗准备人员，但迄今为止在准备工作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成为了一大课题。 

 

日机装攻克了医疗机构所面临的这些课题，为患者提供了能稳定接受治疗的解决方案。 

 

——治疗的准备工作有多辛苦呢？ 

 

井上先生：血液透析前有各种各样的准备工序。为了让血液在体外进行循环，必需用透析液填

满体外循环管路和血液透析器，以及清洗、连接到身体等多个复杂步骤，想要熟能生巧需耗费

大量的时间。 

 

这是一项临床工学技师和护士在大学或专科学校学习了基本操作方法，入职后再通过一定期间

的训练才能掌握的高专业性作业。为了降低透析装置的操作难度，日机装正着手简化透析管（透

析用血液回路）、搭载操作辅助机能等，以减轻操作者的负担。 

 

另外，在最新的透析装置中，不仅减轻了医疗工作者在治疗准备和操作时的负担，还考虑到了

对环境负荷的减轻，有些机型通过机械室和透析室的装置进行联动，具有高效使用消毒用药液

的机能，以及导入了可根据当天的治疗人数配置和供给透析液的结构。 

 

——最近，透析装置的监控功能也得到了强化，有什么好处呢？ 

 

井上先生：本公司的监控系统以确认治疗的安全性，防患于未然为目的。 

 

例如，透析治疗的效果是通过定期的血液检查来评估的，所以每次治疗，无法立即获得治疗效

果的信息。但是，通过监测可以实时确认治疗效果的指标，必要时可迅速调整治疗条件。 

 

另外，血液透析过程中，能否稳定地进行体外循环至关重要。透析治疗中穿刺部位的血管状态

恶化会导致体外循环不稳定，治疗效率就会下降，很多时候会出现无法继续稳定治疗的情况。

如果活用监测功能，就能在早期检测出此类变化，为患者及时采取恰当的治疗。 

 



——接下来，我想询问一些关于血液净化装置的问题。首先请介绍一下血液净化装置的构造

和使用场景。 

 

 
 
 

太田先生：血液净化装置是将血液引出体外，通过过滤器除去毒素和病原物质后，再返回体内

的构造。这一装置不局限用于像慢性肾衰竭这样需要血液透析的特定患者，也适用于败血症、

急性肾衰、药物中毒、溃疡性大肠炎等广泛疾病的血液净化治疗。 

 

有时也用于急性期治疗，特别是对救护车运送来的患者的治疗。例如，地震时出现的挤压综合

症（※），就会活用到血液净化装置。 

 

血液净化装置主要用于集中治疗室的治疗，要求迅速且准确的操作，因此高便捷性十分必要。 

 

※挤压综合症：身体被房屋、车身等重物长时间挤压，在压迫解除后发生的肌肉细胞障碍和坏死。 

 

——听说与透析装置相比，血液净化装置使用频率较少，想要熟练操作需要时间。 

 

井上先生：正如您所说。方才提及的血液透析治疗，由于同时治疗很多患者，设定上需要时间，

但是在一般的透析诊所，由于操作较为频繁，所以工作人员都已经习惯了。 

 

而血液净化装置只在有必要患者的情况下突发使用，所以频率并不高。根据用途和医疗机构而



有所不同，作为急性期治疗通常在大学附属医院和各地区的一般医院中被使用，能熟练操作的

工作人员十分有限。 

 

加上，与用于血液透析治疗的透析装置相比，血液净化装置系统更为复杂，安装体外循环回路、

清洗血液净化器等治疗开始前的准备工作，想要熟练掌握还是需要时间的。 

 

 

 

——在紧急的情况下使用，若治疗准备很复杂的话确实是个问题。听说日机装发明了解决此

类课题的技术，获得了九州地方发明表彰和中部地方发明表彰。 

 

 
 

森田先生：是的。获得九州地方发明表彰的是开发了将多个体外循环回路管自动装卸到泵的安

装构件。通过倾斜的安装构件，将体外循环回路管推至装置的侧面，实现简单安装。采用了能

同时保持 7 根回路管的盒式设计，可帮助迅速完成治疗准备。 

 

太田先生：获得中部地方发明表彰的是可以一次性自动装卸多个体外循环回路管的机械装置。

这是一种在特定位置安装体外循环回路管后，只需按下按钮，泵的回转器就能自动卷绕、安装

的结构。 

 

——请介绍一下开发安装构件和机械装置的经过。 

简化血液净化装置的治疗准备，提高医疗品质。日机装的发明获得地方发明表彰 
 



 

太田先生：开发背景是减轻医护人员在治疗准备上的负荷。血液净化装置主要在急症和集中治

疗室使用，治疗准备一刻也不容耽误。但是由于使用频率低，操作不熟练的医护人员不在少数。

因此，医疗现场要求实现能够快速、准确地安装复杂的体外循环回路的设计。 

 

于是，我们活用日机装在血液透析治疗方面高效化、高安全性的技术，致力于开发能提供迅速

且可靠治疗的血液净化装置。 

 

——医疗现场具体有怎样的需求呢？ 

 

森田先生：在血液净化装置中，设置了 7 种用于输送血液和输液等用的泵。之前需要手动一根

根安装回路管，不仅费时，且容易发生安装错误等情况。 

 

此次，通过开发在多个泵上可一次自动安装回路管的技术，为缩短时间和减少错误做出了贡献。 

 

 

 
 

——请告诉我在开发中下工夫的地方和直面的课题。 

 

太田先生：我们的目标是开发一款既能降低成本，又对医疗工作者而言具有高实用性的装置。



尤其，体外循环回路管是消耗品，所以费用较低。因此，在重视费用和效果的同时切实安装 7

根回路管成为了一大课题。 

 

虽然分别安装各回路管的技术相对较快就实现了，但是在 7 个泵上同时稳定安装 30cm 的四

方回路却遇到了很多困难。 

 

森田先生：我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是，如何高效缠绕、装卸形状不稳定的体外循环回路管、

以及确保薄板制成的安装构件的强度。关于回路管，通过分析现有的安装方法，确定了不稳定

的原因后便找到了关键点。 

 

在提高操作性方面，突破点是翻折构件形成角度。由此，体外循环回路管能倾斜着安装，提高

了卷绕的稳定性，并且拆卸时可以释放施加在体外循环回路管上的力。另外，由于采用了折叠

一体式设计，同时实现了操作性和经济性。 

 

 
 

——请问获奖时的真实感想是什么？以及回顾开发历程，有什么感言吗？ 
 

太田先生：当得知获奖的时候，我很高兴自己之前的努力得到了认可，家人听到这个消息也非

常高兴。 

 

此次的发明能防止急性期使用血液净化装置的操作失误，也切身感受到了在作业效率上质的提

升。下一步计划在血液透析装置中也应用此技术，力求再进一步。 



森田先生：能获得荣誉奖，我非常高兴。开发过程困难重重，特别是高性能和低成本之间的平

衡曾令我绞尽脑汁。和团队成员一起摸索解决方案，虽然历经多次失败，但最终的发明成功令

我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请问两位现在正在着手的新开发以及今后的展望是什么？ 

 

太田先生：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提高透析装置的操作性和导入更详细的监测机能。 

 

现在，医疗工作者边监测患者的状态边根据治疗条件手动调整设定，希望将来能由系统控制自

动为每位患者进行适合的治疗。 

 

森田先生：作为制造技术部的一员希望能为开发团队提供支持。此次的开发是面向未来的一步。

我想进一步改良这一技术并使之发扬光大。 

 

——对于今后日机装医疗事业产品开发的展望是什么？ 

 

太田先生：日本的少子老龄化正在加剧，患者的护理负担日益增大，随着人口减少，医疗工作

者的人手不足令人担忧。并且，在经济增长显著的海外市场，此前由于经济能力无法接受血液

透析治疗的人也能开始接受治疗，患者数预计将会激增。 

 

在全球医疗工作者不足日益显著的当下，为经验不足的工作人员提供帮助，使其能提高业务效

率，以确保安全、可靠地治疗非常必要。 

 

医疗的持续性，在血液透析领域也是重要的焦点。血液透析是在不移植肾脏的情况下需要长期

进行的治疗，如若中断就会危及患者生命。特别是在发生灾害和传染病蔓延时，医疗机构如何

在人力和物资有限的情况下继续血液透析治疗，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难题。 

 

基于此背景，提供安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至关重要。日机装一直以来都把为医疗持续性

和发展做出贡献作为第一目标。 

 
*本访谈翻译自日机装官网，点击链接查看日文原文 

以支持可持续的医疗发展、高效的划时代医疗器械为目标 
 

https://bright.nikkiso.co.jp/article/medical/work-efficien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