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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声明

在此文档中的信息没有注释需要改变。生产厂商不做陈述或遵守基于此点内容的任何担保，并且明确放

弃任何为了销售或利益性特殊目的任何暗指的担保。

此文档中的内容我公司有权修订而不做另行通知。

本说明书中部分图片为示意图，仅供参考，若图片与实物不符，以实物为准。

厂商保证

在仪器的拆装和维修均由我公司指派专业人员完成，且仪器的使用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操作的前提下，

我司仅对仪器的安全性、可靠性以及性能方面的后果负责。

我司向用户保证，从购买发送之日起一年内为保修期，保证新设备在材料和工艺方面没有问题。在保修

期内，我司免费为用户进行故障维修和非人为损坏部件的更换，若设备表面损坏将不被修复和更换。

此保证仅适用于按照使用说明书指定条件操作设备而发生的故障，保证的设备只能用于随机说明书中规

定的使用范围。

我司不对由其它设备或因擅自连接其它设备而引起的损坏负责。

我司不对由于拖延服务请求而造成的损失、损坏或伤害负责。

注意事项

为保证操作安全及设备性能长期稳定，在操作设备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充分了解设备功能、操

作及保养知识，尤其必须要注意使用说明书中的“警告”、“小心”、“注意”的内容。操作不当或用户不遵守制

造商或其代理商的说明，可能造成设备损坏或个人伤害。

下列约定贯穿整个使用说明书中以表示特别强调的信息。

“警告”：用于表示如果忽略它将产生严重的个人伤害、死亡或者实际财产损失。

“小心”：用于表示如果忽略它将产生轻微的个人伤害或财产损失。

“注意”：用于提示用户安装、操作或保养信息，这些信息是很重要的，然而却不存在危险性。危险警告

不会包含在注意内容中。

安全标识

仪器标识说明：



4

包装运输标识说明：

设备安全分类

设备操作的一般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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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中

1. 严禁覆盖设备散热孔。

2. 关机后等待至少 2—3分钟后才能再次开机。

3. 在扫描中，一旦发现反常的情况，立即停止扫描并关机。

操作后

1. 切断电源。

2. 从电源插口拔出插头而不是拔拉电缆。

3. 用柔软的医用消毒棉球擦净探头上的耦合剂。

一般安全信息

在设计和制造时考虑到操作者及受诊对象安全性及设备的可靠性，下列安全预防措施必须执行：

1. 设备由合格操作人员或在其指导下使用。

2. 不要更改设备参数，如果确有必要，请要求我司提供服务。

3. 设备在出厂时已调至最佳性能，不要调节任何预设的控制或开关，除非按说明书中的指定操作。

4. 如果设备出现故障，请立即关机并联系我司。

5. 如果需要连接其它公司的电子或机械装置，在连接之前请联系我司。

6. 设备操作、存储和运输环境。

设备正常操作环境要求：

1） 环境温度范围：+10℃～ +40℃

2） 相对湿度范围：30%～ 75%

3） 大气压力范围：70KPa～ 106KPa

设备存储环境要求：

1) 环境温度范围：- 20℃～ +55℃

2) 相对湿度范围：10％～ 100％

3) 大气压力范围：50KPa～ 106KPa

7. TFT-LCD显示屏易碎请勿撞击，如发现破裂应防止液晶溢出进入人的眼部或口中，应对其进行妥善

处理。

8. 仪器内部锂离子可充电电池禁止撞击或投入火中以防引起爆炸；请勿短路电池输出电极以防电池损

坏；请使用原装充电器对电池充电。废弃电池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请对电池进行正确的回收处理。

9. 电源适配器禁止拆卸，出现故障应由专业人员进行维修；充电输出只能用于仪器标准配置的电池充

电，给其它电池充电可能会引起爆炸、火灾等非预期的危险。

10. 适配器输出禁止短路，长期短路会造成适配器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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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为降低使用风险，适配器的网电源输入线请用标准配置的电源线。

12. 我司不对仪器因用户自行改装所引发的任何风险负责。

13. 设备与网电源的分断，由拨掉适配器网电源插头来完成。

14. 超声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应避免长时间照射。声输出参数，见附录 A。

注意

此仪器为动物专用

禁忌症

建议不要对有创口或急性炎症部位进行探查，以免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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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简介

●仪器应用微机控制和数字变换器（DSC），采用数字波束合成（DBF）、实时动态孔径成像（RDA）、

实时动态声速遍迹（DRA）、实时逐点动态接收聚焦（DRF）等技术，整机图像清晰、稳定、分辨力高。

●具有B、B+B、B+M、M 四种显示模式；可实现图像实时、冻结、放大；病历号、年龄、性别注释；

距离、周长、面积、体积、心率和猪、马、牛、羊、猫、狗的孕龄测量；图像灰阶256 级。

●交流适配器和内置锂离子可充电电池相结合的供电方式，三种电池充电方式，特设节电模式，使电池

供电更持久。

●采用5.6 英寸TFT-LCD 显示和可编程器件（FPGA）以及表面安装技术（SMT），整机体积小、重量

轻。

●PAL-D 制视频输出。

●注塑外壳手持式结构，便于开展对大动物和小动物的诊断。

●仪器由主机、探头、适配器组成。标配S3/3.5MHz 防水机械扇扫探头。

1.2 适用范围

适用于猪、马、牛、羊、猫、狗等动物诊断。

1.3 技术规格

型号

探头 3．5MHz机械扇扫

显示深度(mm) 60—190；13级可调

最大探测深度(mm) ≥140
分辨力(mm) 侧向 ≤4（深度≤ 80）；5≤（8<深度≤130）

轴向 ≤2( 深度 ≤ 80)
盲区（mm） ≤8
几何位置

精度（%）

横向 ≤20
纵向 ≤10

监视器尺寸（英寸） 5.6 TFT-LCD
显示模式 B，B+B，B+M，M
图像灰阶 256 级

图像倍率 *1.0,*1.2,*1.5,*2.0
图形存储 128 张

测量功能 距离，周长，面积，体积，心率，孕龄

电池容量 2200mAh
主机功耗 非充电工作情况 13W/充电工作情况 25W
适配器功耗 45W
字符显示 病例编号，年龄

伪彩显示 灰、红、黄、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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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电原理方框图

图 1-1 电原理方框图

1.5 基本原理

B型超声诊断仪是根据动物不同组织器官具有不同的密度和不同的超声传播速度，即不同的声阻抗

（介质密度与声速的乘积）的特性，以有一定规律的电脉冲去激励压电晶片（换能器），使其产生一定频率

的超声波，将这种超声波（声能）射入动物体内，经体内不同脏器的界面而产生反射回波；反射的不同大小

的回波被原发射超声波的换能器接收，从而又将接收的回波（声能）转换为电脉冲，这种电脉冲经放大，检

波及数字扫描变换等处理后，形成标准视频信号，在监视器屏幕上显示出脏器截面图像。

1.6 设备的组成

1.6.1 标准配置件

◆主机（含一块锂离子电池）

◆3.5MHz在防水机械扇扫探头

◆使用说明书

◆电源适配器（含电源线）

◆医用耦合剂

1.6.2 选配件

◆探头 5.0MHz 防水机械扇扫探头

◆锂离子电池

◆车载充电器

◆充电适配线

◆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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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

1.7 外形

图 1-2 正面示意图

图 1-3 侧面接口示意图

1.8 电磁兼容声明

不会影响无线电业务和其它设备的基本性能，能在其预期声明的电磁环境中正常工作。

警告

应选择上述所列规定型号的配件使用，若任意选用非规定型号的配件，所引发的安

全、电磁兼容性能的非预期下降，制造商不承担此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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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仪器在强电磁环境中工作，图像中可能会出现干扰信号，影响诊断，此时应停止使用，防止

误诊，待排除电磁干扰后再使用。

警告

仪器和其它设备重叠或并列近距离工作时可能会出现未预料的电磁兼容问题；如果必须接

近，应通过观察，谨慎验证任一设备是否受到非预期的电磁耦合影响。

警告

更换不符合规格的部件或与其它设备一起连接使用时，可能会出现未预料的电磁兼容问题，

应谨慎验证是否存在非预期的电磁耦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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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装

2.1 使用环境要求

①．环境温度范围：+10℃～+40℃

②. 相对湿度范围：30%～75%

③．大气压力范围：70KPa～106KPa

使用时应避免剧烈震动，远离强电场、强磁场设备及高电压设备；避免强日光直射显示屏；保持仪器通

风良好、防潮防尘。

2.2 开箱检查

仪器开箱后应认真按“装箱清单”进行检查，确认无运输损伤后，按“安装”的要求和方法进行安装

警告

开箱检查发现仪器有破损，为确保安全禁止使用

2.3 安装与拆卸

2.3.1 探头与主机的连接

仪器仅有一个探头插口，该插口可连接仪器支持的选配探头。

警告

切忌在开机状态下拔、插探头连接器插头，以免损坏探头和主机；探头与主机

一经连接，请勿随意拔、插，以免探头连接器接触不良。

警告

禁止触摸探头连接器的连接插针。

警告

探头应避免跌落、碰撞，由此引发的风险，制造商不承担责任。

警告

使用仪器要轻拿轻放。

2.4 电源

仪器有适配器和内置电池两种供电方式，两种供电方式可自动切换。

2.4.1 适配器供电

①. 检查适配器输入电源线插头是否与供电电源插座匹配。



12

②. 检查供电电源是否在规定电源范围内，并检查电源线是否连接正确且牢固。

③．检查适配器是否正常工作：将电源线插入交流输入插座，打开插板电源开关，直流输出指示灯亮

为正常。

④．关闭插板电源开关。

⑤．将适配器直流输出插头插入主机右侧 DC 14V插座，打开插座电源开关。

⑥．打开主机电源开关，仪器可投入使用。

2.4.2 电池供电

①．电池已正确的安装在主机上。

②. 向内推进主机电源开关，接通主机电源，电源指示灯亮。

③．仪器可开始工作。

注意

当主机发出嘟嘟声时，表明电池已快耗尽，应尽快对电池充电。

警告

外部电源禁止使用标准配置适配器以外的任何电源供电。

2.5 电池充电

屏幕右上角电池指示符号会显示当前剩余电量，当电池快耗尽时，设备会发出“嘟嘟”响声，此时应对电

池进行充电，可用两种方式对电池充电。

2.5.1 通过主机充电

1. 将适配器“输出 DC14V/3A”端口的直流输出插头插入主机侧面的“DC 14V”接口。

2．将适配器“输入 AC220V，50Hz”端口的电源线接入到外接电源。

3．无论主机处于开机还是关机状态，主机上的电池指示灯点亮，适配器对电池充电，电池指示灯由点

亮转为熄灭，表明电池已充满。

2.5.2 通过车载充电器充电（选配）

1. 从主机中取出电池或取出备用电池。

2. 将车载充电器带箭头的扁平端口连接到电池的充电接口上。

3. 将车载充电器的另一端口插入汽车的点烟器。

4. 车载充电器上的“充电”指示灯为红色，车载充电器对电池充电；当“充电”指示灯由红色转为绿色，表

明电池已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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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操作键盘

3.1 屏幕显示

图 3-1 屏幕显示图

3.2 键盘功能

图 3-2 操作面板示意图

“FREEZE” 图像冻结键

按此键，切换冻结，实时状态。

提示：屏幕右下角出现“FREEZE”表示，表示图像处于冻结状态。

0/M ～ 9/BM 此类键为多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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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为字符键时：

● 在菜单操作中，用于选择子菜单。

● 在注释菜单中的年龄、时间输入选项里用于数字的输入。

● 0/M 、 1/ZOOM 、 2/＋ 、 7/B 、 8/BB 、 9/BM 键在注释菜单中的姓名、医院输入选项里用

于字母和空格输入。

当作为功能键时，具体分解如下：

0/M 单M显示模式键

在 B/M模式实时或冻结状态，按该键进入M型显示模式，屏幕显示一幅M型图像。

在非 B/M 模式下，按该键显示图像处理菜单，取消请按 CLEAR 键。

1/ZOOM 图像放大键

在单 B实时扫描状态，该键用于图像倍率转换。倍率调节范围为：120—190，8级可调。

2/＋ 测量标记键

在冻结状态下按该键，屏幕上显示“+”标记，可通过方向键进行移动。

3/↑ ~ 6/↓ 方向键

在测量中，用于移动测量光标。其中 3/↑ 、 6/↓ 键在“B”模式的实时状态下用于变换当前扫描显示深

度（功能同 1/ZOOM 键），按 3/↑ 键当前显示深度增大，按 6/↓ 键当前显示深度减小，当前深度显示于

屏幕右下角。

在注释菜单中的姓名，医院输入选项里 3/↑ 、 6/↓ 用于翻页显示字符。

5/← 、 4/→ 键用于激活屏幕右侧参数，当前被激活参数处于点亮状态。此时可通过键 3/↑ 、 6/↓ 调

节。

7/B B型显示模式键

在实时或冻结状态，按该键，仪器进入 B型显示模式（开机时默认单 B模式）。

8/BB 双 B显示模式键

在实时或冻结状态，按该键，进入双 B模式。屏幕显示两幅 B型图像。其中一幅为“冻结”图像，另一

幅为“实时”图像；反复按该键，可进行左、右两幅图像“冻结”和“实时”状态的转换。按 FREEZE 键，两幅

均为“冻结”图像。

9/BM B型和M型显示模式键

在实时或冻结状态，按该键两次进入 B/M模式。屏幕同时显示 B型和M型图像（简称“B/M”或“B+M”）。

屏幕左侧为 B型实时图像，右侧为 M型实时图像。反复按该键，可转换 B 型实时和M 型实时状态。在 B

型图像上有一条等间距点构成的竖线，称为取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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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四种显示模式图像

LIST 产科表菜单键

在“B”或“BB”模冻结状态下按该键，显示产科菜单，按前面的数字键，执行相应操作，详细操作见后面。

退出产科表菜单，请按 CLEAR键

DISTANCE 测量辅助操作键

配合 2/＋ 、 0/M 和方向键完成距离、周长、面积和直方图的测量，详细操作见后面章节。

OK 注释菜单键

按该键，显示注释菜单，按前面的数字键，进入子菜单操作，详细操作见后章，若想退出注释菜单则按

CLEAR 键。

CLEAR 清屏键

按该键清除图像区测量标记、注释信息及测量结果。在调出菜单后按此键可退出菜单。

RESET 复位键

因意外情况或操作失误，造成仪器“死机”（按任何键不起作用）时，按该键，可使仪器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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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操作程序

4.1 开机

打开主机的电源开关，面板上电源指示灯亮，出现启动界面，此时按任意键（ FREEZE 和 RESET 键

除外）进入扫描工作状态。调节增益，使图像满足操作者视觉要求。

提示：LCD 显示器显示效果与视觉有关，操作者应适当调整视觉角度。

注意

开机出现花屏或者功能紊乱的现象，这是由于主机电池电量不稳定或设备受

到外界电磁干扰所引起，遇到此现象时，重新启动设备即可。

注意

仪器背面的散热孔不能被覆盖，否则可能因过热而损坏仪器。

4.2 诊断

在诊断部位涂以适量的医用超声耦合剂，将探头声窗紧密地接触在诊断部位。屏幕将显示出组织的截面

超声图像，适当移动探头，寻找和确定探测的最佳位置。调节增益，以获得诊断部位的最佳截面图像。

注意

1. 将探头接触在诊断部位时，不宜用力过度，以免损坏探头。

2. 应使用适合诊断部位组织特点的探头进行诊断。

4.3 图像参数调节

图像参数调节包括探头频率、增益、亮度、对比度项。实时状态下按 5/← 、 4/→ 键，其中一项被

点亮，通过 3/↑ 、 6/↓ 键来设定具体参数值，并显示于屏幕右上方。

4.3.1 频率设置

在实时状态下按 5/← 、 4/→ 键点亮屏幕右上方频率，然后通过 3/↑ 、 6/↓ 键调节频率，调节范围

为 2.5MHz、3.5MHz、5.0MHz.

4.3.2 增益调节

在实时状态下按 5/← 或 4/→ 键点亮屏幕右上方增益，然后通过 3/↑ 、 6/↓ 键调节增益，调节范围

为 0—60.

4.3.3 亮度和对比度调节

按 5/← 或 4/→ 键点亮屏幕右上方“ ”，然后通过 3/↑ 、 6/↓ 键调节亮度和对比度值。

4.4 注释

在冻结状态，按 OK 键，屏幕显示注释菜单（如下图所示），通过该菜单可实现姓名、年龄、性别、

注释、时间、医院、语言、清除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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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20
0. 姓名

1. 年龄

2. 性别

3. 说明

4. 时间

5. 医院

6. 语言

7. 清除

8. 默认设置

9. 声音-开
◆ 按 0/M 键，选择“0.姓名”输入患者姓名，输入提示框如下图所示：

请输入姓名：

0-A 1-B 2-C 7-D 8-E 9-F
在提示框下面会出现 26个英文字母和空格键， 3/↑ 、 6/↓ 键用于上下翻页显示其它的字符。按前面

相应的数字键，可在光标处显示相应的字符，最多可输入 15个字母，按 CLEAR 键可删除输入错误的字

符。输入完毕后按 OK 键确认并退出，若想放弃输入则直接按 OK 键。

◆按 1/ZOOM 键，选择“1.年龄”输入患者年龄，最多输入 3位数字，输入界面如下：

请输入年龄：：

输入完毕后按 OK 键确认并退出，若想放弃输入则直接按 OK 键。

◆ 按 2/＋ 键，选择“2.性别”输入患者性别，输入界面如下：

请输入性别：

1.MALE 2.FEMALE

按数字键 1/ZOOM 选择“1.MALE”，按数字键 2/＋ 选择“2.FEMALE”。
◆ 按 3/↑ 键，选择“3.说明”进入图像注释功能，屏幕上出现白色光标，同时屏幕下方出现 10个常用中

文注释字符。 LIST 和 DISTANCE 键用于上下翻页显示其它的字符。通过轨迹球或方向键移动白色光标可

对图像区域中任意位置进行注释，按前面相应的数字键可在光标处显示相应的字符。按 CLEAR 键可删除

字符。输入完毕后按 OK 键确认并退出，若想放弃输入则直接按 OK 键。

◆ 按 4/→ 键，选择“4.时间”修改系统时钟和日期。日期和时钟输入界面如下：

YY-MM-DD

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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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时间是 2010-10-9 15:30:28则输入方式如下：

YY-MM-DD

101009

HH-MM-SS

153028

输入完毕后按 OK 键确认并退出，若想放弃输入则直接按 OK 键。

◆ 按 5/← 键，选择“5.医院”输入医院名称，输入提示框如下图所示：

PLEASE ENTER HOSP:

◆ 按 7/B 键，选择“7.ERASE”完全清除图像存储区。提示界面如下：

ERASEALL STORAGE？

1.YES 2.NO

按 1/ZOOM 键确认清除所有图像，清除时图形区域左上角出现 ERASING…提示正在清除图像，此时

不能进行其他操作。提示消失表明图像存储区已清空，此时方可进行其它操作。

按 2/＋ 键则放弃退出。

注意

清除图像存储区未完成时（系统提示“ERASING…”），请勿进行其它操作，

以免损坏设备。

◆按 8/BB 键，选择“8. DEFAULTSET”恢复工厂默认设置，执行此操作后，所有参数都将恢复到设备

出厂时的状态。用户一定要小心操作。

◆按 9/BM 键，选择“9.BEEP-ON”可以打开或关闭按键声音。

提示：在输入 0.姓名、3. 说明、5. 医院时，设备不提供数字的输入。在调出注释菜单后，

若想退出则直接按 OK 键。

4.5 图像处理功能

置设备于冻结状态，按 0/M 键，屏幕显示图像处理菜单（如下图所示），通过该菜单可实现存储、调

出、图像平滑、伪彩色、面积体积、直方图测量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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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20
0. 存储

1. 调出

2. 图像平滑

3. 伪彩色

4. 面积-体积

5. 直方图

4.5.1 图像存储

设备提供 128副图像掉电不丢失存储。

◆ 在冻结一幅满意的图像后按 0/M 键显示图像处理菜单，再按 0/M 键即可存入当前图像，同时图

像左上角自动显示当前存储图像的序号。如“SAVING…05”，存储完成，该序号消失。按 FREEZE 键返回

实时状态。

◆ 本设备最多能存储 128幅图像，存储图像按存储先后自动编号。如：01-20 已存有图像，再进行存

储操作则显示编号为 21；当图像存储区已满（即存满 128帧图像），再存图将出现如下提示：

存贮器已满。清除 NO.01?

1.是 2.否

提示是否覆盖编号为 01的存储图像；按 1/ZOOM 键则覆盖当前存储图像；按 2/＋ 键则放弃本次图像

存储操作。

选择“2.否”放弃图像存储，再进行存储操作，系统会提示你是否覆盖编号为 02的图像，依次类推。

提示：在图像存储区已满的情况下，若先调出某幅存储图像，再进行图像存储操作时，系统将提示是

否从该编号图像处清除并存储。

4.5.2 图像调出

在实时或冻结模式下按 0/M 键显示图像处理菜单，再按 1/ZOOM 键，出现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请输入图号：

按提示输入已存储图像的序号，如 01，输入完毕后按 OK 键（若输入错误可按 CLEAR 键逐一删除字符

再重新输入）则调出第一幅图像，屏幕左下角显示 01/128,01为当前所存在图像编号，128表示存储区容量，

此时按 3/↑ 或 6/↓ 键可依次调出其它存储区域的图像。

按 FREEZE 键返回实时状态，要继续调出其他图像，重复上述操作。

4.5.3 图像平滑

在实时模式下按 0/M 键显示图像处理菜单，再按 2/＋ 键选择图像平滑。重复此操作可调整图像平滑

度，并实时显示于屏幕右上方。分别为：1M0、1M1、1M2、1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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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图像 平滑图像

4.5.4 伪彩色

在实时模式下按 0/M 键显示图像处理菜单，再按 3/↑ 键点亮屏幕右侧伪彩色调节项，通过 5/← 或

4/→ 键选择调节项，按 3/↑ 或 6/↓ 键进行参数调节。

IC0、IC1、IC2、IC3为图像颜色，分别代表灰度、红、黄、蓝。

CC0、CC1为字符颜色，分别代表灰度、黄。

BC0、BC1为背景色，分别代表灰度、蓝。

4.5.5 周长、面积、体积测量

在冻结模式下按 0/M 键显示图像处理菜单，按 4/→ 键选择“4.面积-体积”屏幕上出现如下提示框：

请输入：

1.FREEHAND
2.ELLIPSE

I.自由臂测量操作方法：

键盘操作

1. 按 1/ZOOM 键选择自由臂测量法，屏幕上出现测量光标，用方向键将光标移动到被测地方的起点：

2. 按 DISTANCE 键，用方向键将光标沿着待测区域边缘移动到测量终点：

3. 再次按 DISTANCE 键，完成周长面积的测量。

若要继续测量周长/面积，则按 0/M 键和 4/→ 键或直接按 2/＋键，再重复步骤 2-3，最多能测量 2组

数据。测量的结果显示在屏幕右侧。

图 4-2 周长、面积测量示意图（自由臂测量法）

C1和 A1为第一组数据的周长和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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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和 A2为第二组数据的周长和面积；

C1/C2为两个周长比值；

A1/A2为两个面积比值。

4.5.6 直方图统计功能

◆ 置仪器于冻结状态并按 0/M 键，屏幕显示功能菜单。

◆ 按 5/← 键选择“5.直方图”，图像区域显示取样窗，用方向键移动至任意图像显示区，再按

DISTANCE 键即可完成统计，统计结果显示于屏幕右侧，如图所示：

图 4-3 直方图统计示意图

◆ 在统计过程中，按 1/ZOOM 或 2/＋键减小或增大取样窗，退出此功能，则按 CLEAR 键。

4.6 距离测量

◆ 键盘操作：

1.在冻结模式下，按 2/＋键，屏幕显示测量光标。

2.用方向键移动测量光标到测量起点。

3. 按 DISTANCE 键，确定距离测量起点。

4.按方向键，出现另一个光标，移动至测量终点，按 1/ZOOM 键完成测量。（提示：连续按 DISTANCE

键可实现起点光标和终点光标之间相互切换）。

若需继续测量距离，则重复步骤 1-4，最多可测量 4组数据，测量结果显示于屏幕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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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距离测量示意图

四组数据分别为 D1、D2、D3、D4，其中

D1/D2为 D1，D2的比值；

D3/D4为 D3，D4的比值。

4.7 体积测量

本仪器可通过两种方法测量体积。

1. 利用 3轴法测量 3组距离数据，通过计算获得。

要完成体积测量，必须先测量三次距离，再按 0/M 键来获得体积值。

若测量距离数据少用于三组，按 0/M 键不显示体积值;若测量四组距离数据后按 0/M 键，显示的体积是

前三组数据（D1，D2，D3）计算获得值。

操作方法：（以肾脏为例）

1.分别取肾脏横截面图和纵截面图并冻结。

2.用距离测量方法测量出肾脏横截面长轴和短轴的长度。

3.用距离测量方法测量出肾脏的纵截面直径。

4.按 0/M 键，完成体积测量，体积值显示屏幕右侧“Vm1”处，如图所示：

图 4-5 体积测量示意图（3轴测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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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椭圆法测量 2组周长面积，通过计算获得。

操作方法：（以肾脏为例）

1. 分别取肾脏横截面图和纵截面图并冻结。

2. 用周长面积测量方法分别测量出肾脏横截面和纵截面的周长和面积。

3. 系统会自动计算出体积值，并显示于屏幕右边“Vm1”处，如图所示：

图 4-6 体积测量示意图（椭圆测量法）

4.8 心率测量（仅限在“B/M和”M”显示模式）

1.在 B/M 模式下，冻结一幅满意的心动波形图。

2.按距离测量方式测量两个周期波峰之间的距离，在屏幕的右下角显示 3组数据，从上到下依次为：时

间 T（单位：ms）、心率 HR（单位：次/分）、斜率 EF(单位：mm/s)。如下图所示：

图 4-7 心率测量示意图

4.9 产科计算

仪器提供马、羊、猪、狗、猫、牛等动物育龄测量。通过测量孕囊（GS）、体长（BL）、心脏长度（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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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长(SL)、脐脊长（USD）、头径（HD）、双顶颈（BD）、头尾长（CRL）等参数，仪器自动显示相应的孕

龄（孕周），其中猫狗可显示预产期。

操作过程：

进入冻结状态，按 LIST 键 ，屏幕显示马牛猪羊的产科表菜单：再按 LIST 键，屏幕显示猫狗的产

科表菜单，连续按 LIST 键 ，两张菜单循环显示。如下图所示：

按前面的数字键选取对应动物的产科表集后，再按照距离测量的方法测量选定参数的距离值，对应的孕

龄数据自动显示于屏幕右侧“G.A=”后面，预产期显示于屏幕右侧“EDD=”后面，详细分解如下：

◆ EQUINE-GSD:依照马的孕囊计算孕龄

马的检测程序：

1.清理马的直肠中的排泄物。

2.接着用手触诊对怀孕状况进行初步估计以确定将要用 B超扫描的生殖组织。

3.手握探头一起插入的马的直肠，手要握紧探头，以保证后面发生的任何情况都能首先被手感觉到，手

靠背侧，放在直肠壁和换能器之间。

4.马的内部结构被显示在屏幕上，在纵向交叉的部分是膀胱，随后是宫颈组织和宫体。横向观察，子宫

角通常看起来是圆形结构的。探头在腹背面内移动，直到观察到宫角和宫体的结合部，然后慢慢向宫角方向

偏转，如下图所示：

1 直肠 2 子宫角 3 宫体 4 卵巢 5 阴道 6 膀胱

图 4-8 探测子宫与卵巢的探头位置示意图

5.对孕囊直径的测量方法如下图所示，测量可以从水平方向也可以从垂直方向进行，这两种方式是没有

0. EQUINE:GSD
1. BOVINE:BL
2. BOVINE:SL
3. BOVINE:HL
4. SWINE:HL
5. SHEEP:USD

0. CAT:HD
1. CAT:BD
2. DOG:GSD
3. DOG:CRT
4. DOG:HD
5. DOG: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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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的。

图 4-9马的孕龄测量示意图

6.按照测量距离的方法测量选定参数距离值，对应的孕龄数据自动显示在“G.A”后面。通过测量我们可

以建立一个图表来确定生长曲线并以此来判断与胚胎大小相对应的怀孕时间。孕龄指的是交配的日子而不是

从受精日期开始计算。

◆BOVINE-BL：依照牛的身长计算孕龄

牛的检测程序：

1.清理牛的直肠中的排泄物。

2.接着用手触诊对怀孕状况进行初步估计以确定将要用 B超扫描的生殖组织

3.手握探头一起插入的牛的直肠，手要握紧探头，以保证后面发生的任何情况都能首先被手感觉到，手

靠背侧，放在直肠壁和换能器之间。

4.牛的内部结构被显示在屏幕上，在纵向交叉的部分是膀胱，随后是宫颈组织和宫体。横向观察，子宫

角通常看起来是圆形结构的。探头在腹背面内移动，直到观察到宫角和宫体的结合部，然后慢慢向宫角方向

偏转，如下图所示：

1 直肠 2 子宫角 3 宫体 4 卵巢 5 阴道 6 膀胱

图 4-10探测子宫与卵巢的位置示意图

5.测量胎儿躯干直径，应该选择一个纵断面，即：从两侧穿过胎儿脖子，胸腔和腹部的平面。躯干直径

可以在怀孕 60到 150天之间测量。

对躯干直径的测量方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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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牛的体长测量示意图

6.按照测量距离的方法测量选定参数距离值，对应的孕龄数据自动显示在“G.A”后面。

◆BOVINE-SL：依照牛胃长度计算孕龄

1.使牛处于站立状态。

2.探头放置在腹侧的腹壁中央偏左或偏右的位置，紧贴腹壁，如果该部位皮肤上有泥，应该先用水清洗

干净，以预防腹部骨盆的结构不能正确的呈现。

3.屏幕要能显示胃的最大纵轴值。随着孕龄增长，胎儿胃长轴规律性的增大。对胃最长轴的测量方法如

下图所示：

图 4-12牛的心脏测量示意图

4.按照距离测量方法测量选定参数距离值，对应的孕龄数据自动显示在“G.A”后面

◆BOVINE-HL:依照牛的心脏长度计算孕龄

1.使牛处于站立状态。

2.探头放置在腹侧的腹壁中央偏左或偏右的位置，紧贴腹壁，如果该部位皮肤上有泥，应该先用水清洗

干净，以预防腹部骨盆的结构不能正确的呈现。

3.对心长轴进行测量，屏幕要能显示心脏的最大纵轴值。随着孕龄的增长，胎儿心长轴规律性的增长。

对心的最长轴的测量方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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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牛的心长轴测量示意图

4.按照距离测量方法测量选定参数距离值，对应的孕龄数据自动显示在“G.A”后面。

◆SWINE-HL：依照猪的心脏长度计算孕龄

用 B超检测怀孕的母羊有两种方法：

对腹部的检测用扇扫探头或线阵探头，对直肠的检测用直肠探头。这两种方式对确诊是否怀孕都很有用。

根据一些出版资料，我们认为：两种方法对怀孕的诊断都被证实是有效的。

—在怀孕 35天内用直肠检测的方法比腹部检测的方法结果精确：

—在怀孕 35到 70天内两种方法一样有用。

—在怀孕 70天以后，用腹部检测的方法较好，因为那时子宫变得较大且这种方法更实际。

腹部检测

1.腹部检测可以在母羊处于站立或躺着站着的状态下执行。探头被放置在腹部中间皮肤上没有毛的事先

确定好的部位。

2.如果该部位皮肤上有泥，应该先用水清洗干净，以预防腹部骨盆的结构不能正确的呈现。

3.对脐脊长进行测量。

4.按照距离测定方法测量选定参数距离值，对应的孕龄数据自动显示在“G.A”后面。

猪的检测程序：

1.使母猪处于站立状态。

2.探头放置在腹侧的腹壁中央偏左或偏右的位置，紧贴腹壁，正好在奶头和由头盖骨一直连接到后腿的

那边。如果该部位皮肤上有泥，应该先用水清洗干净，以预防腹部骨盆的结构不能正确的呈现。

图 4-14猪的孕龄测量位置示意图

4. 对心长轴进行测量，屏幕要能显示心脏的最大纵轴值，随着孕龄增大，胎儿心长轴规律性的增长。

测量方法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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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猪的心长轴测量示意图

4.按照距离测定方法测量选定参数距离值，对应的孕龄数据自动显示在“G.A”后面。

◆CAT-HD：依照猫头径计算孕龄

测量头部直径就是测量从腹侧和背侧之间的头骨内部最大直径。这个直径可以在怀孕 8个月前被检测出

来。

对头部直径的测量方法如下图所示：

图 4-16 猫头径测量示意图

◆CAT-BD:依照猫的双顶径计算孕龄

胎头形成之后，双顶径测量已成为超声检测的一项常规。其测量方法：

1.胎头轴平面扫查，自上而下寻找 BPD测量的标准平面。

2.按照距离测量方法测量选定参数距离值，对应的孕龄数据自动显示在“G.A”后面。

◆DOG-GSD:依照狗的孕囊直径计算孕龄

计量方法同马的孕囊直径

◆DOG-CRL:依照狗的头尾长计算孕龄

计量方法同牛的体长

◆DOG-HD：依照狗的头径计算孕龄

计量方法同猫的头径

◆DOG-BD：依照狗的双顶径计算孕龄

计量方法同猫的双顶径

提示：在调出产科表菜单后，若想退出则直接按 键。

注意

在进行产科测量时，当测量距离小于以下值时，对应动物的 G.A将不会

显示，详细数据键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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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NE D1<6mm

BOVINE-BL D1<8mm

BOVINE-SL D1<1mm

BOVINE-HL D1<3mm

SHEEP D1<15mm

SWINE D1<31mm

CAT-HD D1<15mm

CAT-BD D1<17mm

DOG-GSD D1<1mm

DOG-CRL D1<1mm

DOG-HD D1<14mm

DOG-BD D1<16mm

4.10 图像打印

用视频连接线将视频打印机 VIDEO IN接口连接到设备右侧 VIDEO OUT 接口，按视频打印机使用

说明书操作即可。

4.11 图像上传计算机

将 USB线的一端插在设备右侧面板的 USB通讯端口，另一端插在电脑主机上的 USB插口。

设备的高速 USB2.0接口，可将图像实时上传至计算机。

随机所附光盘包括本 USB设备驱动程序和工作站软件，参照光盘里面的操作说明即可。

4.12 关机

按设备右侧电源开关，关闭主机电源。

提示：主机在关机状态仍有一定的待机功耗，若设备长时间不用，拔掉适配器交流电源插头。

注意

严禁设备在未关闭电源时拔出或插入电源插头:若关机后需马上开机，最

好等待 2-3分钟再开机，以免损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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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运输和贮存

5.1 存储和运输环境要求

温度：-20℃—+55℃

相对湿度范围：10%—100%

大气压力范围：50KPa—106KPa

5.2 运输

本仪器包装箱上的标志符合 GB/T191—2008《包装储运图示标志》的要求，箱内设有简易防震设施，适

用航空，铁路，公路以及轮船运输。应避免雨雪淋溅，倒置和碰撞。

5.3 贮存

仪器贮存期超过 6个月时，应将仪器从包装箱中取出，通电 4小时后，再将仪器按包装箱上所示的方向

装入箱内放置在仓库中。仪器请勿叠放，不要紧靠地面，四壁和房顶。

室内应通风良好，避免强烈日光照射和腐蚀性气体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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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检查与保养

6.1 寿命期

根据制造厂商的设计、生产等相关文件，本型号产品的寿命期一般为 6年，构成产品的原料随时间会逐

渐老化，产品在超出其寿命期后继续使用，可能产生性能下降和故障显著升高等问题。

注意

产品的报废处置应遵守用户所在地法规要求。

不要将其与生活垃圾一起报废。

警告

超出产品寿命期继续使用所引发的风险，制造商将不承担责任。

6.2 检查

检查仪器电源线和探头电缆及防水护套，若发现破损、断裂现象，禁止使用，立即更换。

检查探头与主机连接是否正确。

应经常检查适配器供电电源，当电源电压超出仪器规定的适应范围（AC100V-240V±10%、50、60HZ）

时，不得使用适配器对主机供电或对电池充电。

经常检查适配器电源线和探头电缆，若发现破损、断裂现象，应立即更换。

电源适配器为本诊断仪器专用电源，采用全密封绝缘设计，不得以其它类型适配器随意更换，也不要试

图打开适配器外壳，以免出现危险。

6.3 主机保养

仪器使用环境应符合“2.1使用环境要求”。

仪器外壳需清洁时，应在关机状态下，用酒精棉球擦拭。

仪器不宜频繁开、关。

仪器长期不用时，应将仪器按包装箱标明的方向放入包装箱内，妥善保存在仓库中，贮存环境应符合“5.1

运输和贮存环境要求”。

6.4 探头保养

探头为贵重易损部件，严禁碰撞、跌落。

诊断时应选用医用超声耦合剂。并应经常检查探头外壳、外套是否有裂纹或破损，避免侵入液体损坏内

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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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经常检查探头内是否灌满清洁的医用蓖麻油，否则会产生气泡，影响图像质量。若出现气泡，将探头

注油孔朝上，旋下密封螺钉，缓缓转动探头，使气泡移至螺钉孔处，用带有针头的注射器向螺钉孔内注入少

许蓖麻油（如图所示），排出气泡后上紧密封螺钉，擦干探头表面油漆即可。

图 6-1机械扇扫探头注油、扫描方向示意图

6.5 清洁

1.仪器主机、适配器外壳需清洁时，应用柔软的干布擦拭机身表面的灰尘，然后再用 75%的易用酒精棉

球轻柔擦拭。

警告

为了避免意外，清洁适配器外壳应与网电源分断。

所有清洁工作都应防止各种插头、插座溅水和浸水。

警告

严禁使用油漆稀释剂、乙烯氧化物或其它有机溶剂，这些溶剂会损害探头表面

的保护膜。

严禁任何类型液体渗入设备或探头中。

严禁用气体或加热的方法对设备或探头清洁。

小心

1. 清洁剂的使用，请仔细参照厂商的指导说明。

2. 注意显示屏的清洁，由于显示屏很容易刮伤和损坏，应采用柔软的干布擦拭。

3. 请不要清洁仪器内部。

4. 请不要将仪器置入液体中。

5. 仪器表面不要残留清洁剂。

6. 虽然仪器外壳与大多数清洁剂都不会起化学反应。我们还是建议不要任意使

用清洁剂，以免损坏仪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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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正确使用探头

为了延长探头的使用寿命及获得最佳想能，按如下操作：

1. 定期检查探头线缆、插座及声窗部位。

2. 在连接或卸下探头前先关机。

3. 不要将探头跌落至地板或坚硬物体，严禁碰撞探头声窗，否则易损坏。

4. 严禁加热探头。

5. 严禁弯曲或拔拉探头线缆，否则可能导致线缆内部连接断裂。

6. 只在探头头部使用耦合剂，使用后清洁探头。

7. 探头清洁后，必须认真检查探头的声窗、外壳、线缆和防水护套，如发现有裂纹或破损应禁止使用。

6.7 关于电池

1．仪器配备的是可充电锂离子电池。

2．新电池需经过两三个完全充电和放电（正常使用，非强制放电）周期后，才能发挥最佳效果。

3．电池可充放电数百次，但仍会损耗。当发现电池的可使用时间明显缩短时，请及时更换新电池。

4．务必使用指定的充电器（即交流适配器）进行充电。不充电时不要将电池连接到充电器（交流适配

器）。电池连续在充电器（交流适配器）的时间不要超过 10小时，否则可能缩短电池寿命。充满的电池若长

期不适用，电池会随时间自行放电。

5．为防止电池失效，电池每 3个月充放电一次。

6．极端的温度（过冷或过热）环境会影响电池的充电效果。禁止在火源或极热条件下给电池充电！勿

在热源（如火源或加热器）附近使用或贮存电池！如果电池泄漏或发出异味，应立即将其从接近明火处移开。

7．不要继续使用破坏的电池和充电器。

8．不要试图拆卸电池。

9．不要将电池短路。

10．勿将电池投于火中或给电池加热，否则容易引起爆炸。

11．勿将电池投于水中或将其弄湿。

12．勿将正反极接反。

13．勿将电池直接连接到墙上插座或车载点烟式插座上。

14．禁止用导线或其它金属物体将电池正负极短路，禁止将电池与项链、发夹或其它金属物体一起运输

或贮存。

15．禁止用钉子或其它尖锐物体刺穿电池壳体，禁止锤击或脚踏电池。

16．禁止撞击、投掷或者使电池受到机械震动。

17．禁止直接焊接电池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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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禁止以任何方式分解电池。

19．禁止将电池置于微波炉或压力容器中。

20．禁止与一次电池（如干电池）或不同容量、型号、品种电池组合使用。

21．如果电池发出异味、发热、变形、变色或出现其它任何异常现象时不得使用，如果电池正在使用或

充电，应立即从用电器中或充电器上取出并停止使用。

22．请按照当地有关垃圾妥善处理的规定处理废弃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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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简易故障检查与排除

简易故障排除

仪器若出现故障，可对照下表进行简单处理，故障若仍不能排除，请联系我司。

序号 故障现象 排除方法

1 电源适配器指示灯不亮
1. 检查供电电源；

2. 检查适配器电源线及插头。

2 主机电源指示灯不亮
1. 检查主机电源插头和插座接触是

否良好。

3
显示屏上出现间断条纹干扰，雪花状

干扰

1. 检查适配器供电电源，供电电源

受其它设备打火干扰造成；

2. 环境检查，仪器周围空间电、磁

场干扰造成；

3. 检查探头的插头、插座接触是否

良好。

4 显示屏上图像显示不清晰
1. 调节总增益。

2. 调节亮度和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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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第 39号）于 2007年 3月 1日施行，按《电子信息产品分类注释》，

本诊断系统属于电子应用产品类中医用超声诊断仪器电子信息产品。根据《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

（第 39号）要求，对污染控制标识和产品中所含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说明如下：

1.标识

在本诊断系统中，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标志如下图所示：

标志中有数字“10”为环保使用期限（单位为年），即本诊断系统自生产日期起始 10年内，产品中含有的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在正常使用的条件下不会发生外泄或突变，用户使用产品不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或对

其人身、财产造成严重损害。

2.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外壳 ○ ○ ○ ○ ○ ○

显示屏 ○ ○ ○ ○ ○ ○

探头 × ○ ○ ○ ○ ○

主板 × ○ ○ ○ ○ ○

包装箱 × ○ ○ ○ ○ ○

使用说明书 × ○ ○ ○ ○ ○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SJ/T11363-2006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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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声输出报告

B模式 标称频率：3.5MHz 型号：S3/3.5MHz

指数名称 MI

TIS TIB

TIC
扫描

非扫描
非扫描

Aaprt≤1cm2 Aaprt＞1cm2

最大指数数值 0.44 0.086 - - - -

相关声参

数

Pra

(MPa)

0.75

P (mW) 6.2 - - -

Pa(Zs)和 Ita，a(Zs)最小值（mW） -

Zs (cm) -

Zbp (cm) -

Zb (cm) -

在最大 I处的 Z （cm） 4.8

deq （ Zb ）

（cm）

-

fawf （MHz） 2.90 2.90 - - - -

Aaprt的直径
X (cm) 1.44 - - - -

Y (cm) 1.48 - - - -

td （µsec） 0.416

Prr （Hz） 3703

P 在 最 大 Ipi 处

（MPa）

1.21

deq 在 最 大 Ipi 处

（cm）

-

Ipa、a在最大的MI处（W/cm2） 32.76

操作控制

条件
频率设置 3.5 3.5 - - - -

注 1：对不产生该模式下最大的 TIS数值，不需提供任何 TIS公式信息。

注 2：对任何不用于经颅或新生婴儿头部的换能器组件，不需要提供关于 TIC的信息。

注 3：若设备同时满足 51.2aa和 51.2dd豁免条款，不需要提供MI和 TI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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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产科表

Gestational Table 1:Equine
Measurement(mm)

(Gestational Sac Diameter)
Week Day

6 1 4

8 1 4

10 1 5

12 1 6

14 1 6

16 2 0

18 2 0

20 2 1

22 2 2

24 2 3

26 2 5

28 4 1

30 4 2

32 4 3

34 4 4

40 5 0

42 5 2

44 5 3

46 5 4

48 5 5

50 5 6

52 6 1

54 6 2

56 6 3

All measurements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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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tational Table 2: Bovine
Measurement(mm)
(Body Length)

Week Day

8 4 0

10 5 0

12 5 1

14 5 2

16 5 3

18 5 5

20 55 5

22 5 6

24 5 6

26 6 1

28 6 1

30 6 1

32 6 2

34 6 3

36 6 3

All measurements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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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tational Table 2: Sheep
Measurement(mm)

(Umbilicus to Spine Distance)
Week Day

15 7 1

18 7 3

21 7 6

24 8 1

27 8 4

30 9 0

33 9 2

36 9 4

39 10 0

42 10 2

45 10 5

48 11 3

51 11 5

54 12 1

57 12 2

60 12 4

63 12 6

66 13 2

69 13 4

72 14 2

75 14 4

78 15 0

81 15 2

84 15 5

87 16 6

90 17 0

93 17 1

96 17 3

99 17 6
All measurements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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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配置清单

产品名称： 兽用 B超诊断仪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主机 1台

2 手提箱 1个

3 探头 1只

4 适配器 1只

5 耦合剂 1瓶

6 数据线 1根

7 保修卡 1张

8 说明书 1本

9 合格证 1张

选配

本说明书中画面图解可能与实际产品略有不同，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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