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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生物材料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团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领先医疗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药品检验研

究院（深圳市医疗器械检测中心）、上海市医疗器械检测所、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江

阴法尔胜佩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形状记忆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艳文、刘攀攀、胡君源、李安宁，杨涵、彭思睿，颜文涛，李勇、姚瑶，王

玲玲、陈军，胡金鹏、余婷，汤京龙、吕原原。 

本文件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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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针对镍钛形状记忆合金制成的心脏封堵器形状恢复性能的评价，并无统一的标准方法加以规

范。本标准通过建立镍钛形状记忆合金心脏封堵器形状恢复性能评价标准，针对心脏封堵器选择合适的

测试项目和方法对其形状恢复性能进行评价测试。 

此标准提供推荐方法，可以根据产品设计及结构特点，选择推荐的方法。 

在镍钛合金制成的心脏封堵器技术领域，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本标准宜被修改、更新及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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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钛形状记忆合金心脏封堵器形状恢复性能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镍钛形状记忆合金心脏封堵器形状恢复性能评价方法的术语和定义、材料、要求、试

验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对镍钛形状记忆合金制成的心脏封堵器的形状恢复性能进行评价，所涵盖的器械包

括但不限于左心耳封堵器、房间隔缺损封堵器、室间隔缺损封堵器、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卵圆孔未闭

封堵器。 

本文件有关检测方法主要针对特有心脏结构缺损等临床疾病的封堵作用的封堵器结构特征器械，

不适用于治疗血管瘤或者血管夹层类疾病的血管支架器械，如参照使用，需要进行相关验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4627 医疗器械和外科植入物用镍-钛形状记忆合金加工材 

YS/T 1064 镍钛形状记忆合金术语 

YY/T 1553 心血管植入物 心脏封堵器 

3 术语和定义 

YY/T 1553及YS/T 106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形状恢复性能 shape recoverability 

心脏封堵器经过挤压、收缩或其它变形方式后恢复原来形状的能力。 

 

奥氏体相变终了温度 austenite transformation end temperature 

在一步相变加热过程中，马氏体相向高温奥氏体相转变的终了温度，或者在两步相变加热过程中，

R相（镍钛形状记忆合金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介于高温奥氏体相和马氏体相之间的过渡相）向高温奥氏

体相转变的终了温度。 

注： 奥氏体相变终了温度（Af温度）。 

 

弹性变形适应性 elastic deformation adaptability 

心脏封堵器从装载装置中释放展开后的尺寸恢复能力。 

 

封堵张力 occlusion tension 

心脏封堵器在相应预期植入尺寸条件下所产生的力。 

注： 无支撑部位结构的心脏封堵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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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支撑力 radial force 

心脏封堵器在相应外径下产生的径向（扩张或压缩）力。 

注： 无支撑部位结构的心脏封堵器除外。 

4 材料 

试样材料应符合GB 24627《医疗器械和外科植入物用镍-钛形状记忆合金加工材》的相应要求。 

5 要求 

总则 

5.1.1 心脏封堵器形状恢复性能评价宜依据本文件开展测试，并对其结果进行评价。 

5.1.2 心脏封堵器形状恢复性能评价测试应至少考虑以下方面： 

a) 测试人员应有一定的专业背景，经过测试方法和设备使用的培训； 

b) 测试用仪器（温度、应力、应变）各类传感器等应经过校准和确认； 

c) 待测样品应为正常生产的终成品或经过等同工艺处理后的样品； 

d) 测试环境应尽量与植入物使用环境保持一致，例如温度、体液、模型等。 

注： 为了保证心脏封堵器形状恢复性能评价的一致性，推荐使用本文件的评价方法。如果使用的方法与本文件提供

的指导不一致时，宜说明其合理性。 

5.1.3 心脏封堵器形状恢复性能评价应至少考虑以下方面： 

a) 心脏封堵器所用镍钛材料的特性； 

b) 心脏封堵器的预期使用方式，与组织的相互作用方式； 

c) 心脏封堵器与其预期使用的生理环境的影响（比如温度、体液等）。 

Af温度测试方法 

5.2.1 试验原理 

将试样冷却至完全马氏体相状态，试样变形后加热至完全高温奥氏体相状态。在加热过程中，由于

发生马氏体逆相变，试样的形状发生变化，通过测量试验随温度变化的变形量（如位移，角度），绘成

温度-形变量曲线，用切线法在温度-形变量曲线上确定Af温度。 

5.2.2 仪器及试剂 

5.2.2.1 Af温度测试仪，原理图见图 1；温度传感器分辨率至少 0.1 ℃以上。 

5.2.2.2 夹具。 

5.2.2.3 磁力搅拌器。 

5.2.2.4 导热液体介质：水、酒精、液氮或干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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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测试仪滑杆；2-CCD图像和数据处理系统；3-盛有导热液介质的容器；4-夹具和样品台；5-磁力加热搅拌平

台；6-磁力搅拌磁子；7-样品；8-温度探头。 

图1 Af温度测试示意图 

5.2.3 测试步骤 

5.2.3.1 在容器中倒入一定量的导热液体，确保整个样品在导热液介质液面以下，对超弹性记忆合金，

导热液体温度需约-50 ℃；对于室温马氏体合金，导热液体温度需低于 10 ℃。 

5.2.3.2 将对应的磁力搅拌磁子、样品与样品台放置在 5.2.2.1的导热液中。 

5.2.3.3 将容器放置于 Af温度测试仪对应的磁力加热搅拌平台上。 

5.2.3.4 将分析仪的温度探头降低至液面下，在低温条件下将固定好的样品进行拉伸、压缩或其它方

式使其模拟产品临床使用预期最大变形量，或通过装载鞘管释放。 

5.2.3.5 设定数据接收显示处理系统，分别记录产品在回复变形过程中的形变量（如位移，角度）和

温度。 

5.2.3.6 加热导热液体并搅拌，使液体温度升高，加热速度不超过 4 ℃/min。 

5.2.3.7 观察产品回复至形态不再变化时停止测试。 

5.2.3.8 用切线法在温度-形变量曲线上确定 Af温度，如图 2，取曲线上最大斜率的切线与回复形变后

的切线交点即为样品的 Af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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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切线法在温度-形变量曲线上确定 Af温度 

弹性变形适应性测试方法 

5.3.1 试验原理 

心脏封堵器主要依靠镍钛合金的超弹性和温度特性实现自身在缺损位置进行封堵，心脏封堵器置

于（37±2） ℃水浴中，依照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体外模拟使用操作，释放心脏封堵器，测量其关

键尺寸。制造商根据风险分析，考虑心脏封堵器重复进出鞘管次数后测试，推荐至少满足产品说明书预

期次数。 

5.3.2 仪器及试剂 

5.3.2.1 尺寸测量设备：如非接触式光学测量仪、游标卡尺等，测量精度应在规定公差的±10%或测量

值的±1%范围内。 

5.3.2.2 温控水浴装置：提供测试时所选择的温度条件，如（37±2） ℃。 

5.3.2.3 辅件：与产品说明书一致的用于样品完成释放的必要器械，如输送线缆、装载器等。 

5.3.2.4 解剖模型：根据产品特性模拟临床解剖结构的心脏模型或者模拟缺损位置的模型，如通道角

度，释放部位缺损尺寸等。 

5.3.3 测试步骤 

5.3.3.1 按照样品的规格，选择相应规格的辅件以及相应通道弯曲角度的解剖模型。 

5.3.3.2 将心脏封堵器放置在温度为（37±2） ℃温控水浴装置中，至少保持 1 min，使封堵器充分

预热。 

5.3.3.3 将心脏封堵器输送线缆穿过装载装置与心脏封堵器连接，并收入装载装置中（预装载心脏封

堵器可省略此步骤）。 

5.3.3.4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将心脏封堵器系统插入到解剖模型中。 

5.3.3.5 在水浴环境中推送心脏封堵器达到封堵器释放缺损区域。 

5.3.3.6 根据产品使用说明书最大预期可回收次数，在水浴环境中（37±2） ℃推拉输送线缆使心脏

封堵器进出鞘管口达到产品预期最大次数，测量其关键尺寸（如外径、高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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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抗挤压力 

5.4.1 封堵张力方法 

5.4.1.1 试验原理 

将心脏封堵器置于夹具模型中，对心脏封堵器的支撑部位压缩到至少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的预期

压缩尺寸，再缓慢卸载至无载荷状态。记录压缩和回弹过程中达到预期压缩尺寸时的力值，观察心脏封

堵器是否能恢复其初始形状。 

5.4.1.2 仪器及试剂 

仪器及试剂包括： 

a) 拉力机，测量精度应在规定公差的±10%或测量值的±1%的范围内； 

b) 温控装置：提供测试时所选择的温度条件，如（37±2） ℃； 

c) 工装：对心脏封堵器支撑部位进行挤压的工装，其压缩弧度半径与样品规格匹配（如图 3，弧

高为心脏封堵器支撑部位半径的 1/3），其宽度与心脏封堵器支撑部位宽度相同。 

图3 封堵张力工装示意图 

5.4.1.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将样品在（37±2） ℃的环境中释放出来（非预装的心脏封堵器除外）； 

b) 在测力仪器上固定封堵张力工装。将心脏封堵器支撑部位自然放置在固定的夹具上，微调测力

仪器，使上下封堵张力工装的间距为封堵器支撑部位的标称尺寸，见图 4所示。控制样品测试

温度为（37±2） ℃； 

c) 将样品支撑部位装载到工装中，开始施加压力，利用测力仪器使工装向心脏封堵器支撑部位进

行缓慢压缩，压缩到至少心脏封堵器支撑部位预期最小尺寸，维持 1 s，再缓慢回复至无载荷

状态。移动速度推荐（10～200） mm/min； 

d) 整个测试过程中记录压缩和回弹过程中达到心脏封堵器预期压缩尺寸时的力值，观察心脏封

堵器是否能恢复其初始形状，是否出现永久变形或塌陷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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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上夹具；2-样品；3-下夹具 

图4 封堵张力测试示意图 

5.4.2 径向支撑力测试方法 

5.4.2.1 试验原理 

心脏封堵器真实的使用过程中，与组织接触的位置会产生圆周上的径向作用力，测定心脏封堵器说

明书中规定的临床使用尺寸下对应的力值。 

5.4.2.2 仪器及试剂 

仪器及试剂包括： 

a) 恒温箱或水浴：提供测试时所选择的温度条件，温度（37±2） ℃； 

b) 径向力测试仪（尺寸精度不小于 0.01 mm，力学传感器精度不小于 0.05 N）； 

c) 尺寸测量设备（例如电子显微镜、测微计、光学轮廓投影仪、激光测微计）； 

d) 所有测试设备在校准周期范围内。 

5.4.2.3 测试步骤 

5.4.2.3.1 在（37±2） ℃环境下，将测试样品从心脏封堵器系统中释放出来(非预装心脏封堵器除外)。 

5.4.2.3.2 控制测试装置温度为（37±2） ℃。调整径向力测试仪测试孔的初始直径至少为心脏封堵

器标称尺寸。 

5.4.2.3.3 将封堵器支撑部位放置在测试孔内，并在测试孔内恒温至少 1 min。 

5.4.2.3.4 开始测试，径向力测试仪孔径缓慢压缩心脏封堵器，直至至少为心脏封堵器产品说明书中

规定的预期最小值，维持 1 s；然后缓慢扩张至无载荷状态，移动速度推荐（0.1～0.5） mm/s。注意

测试过程中封堵器保持圆周压缩状态，不能有倾斜。 

5.4.2.3.5 记录压缩和扩张过程中封堵器达到产品说明书规定的预期最小值对应的力值。 

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面内容： 

a) 目的：陈述与本文件中相对应的测试项目的目的； 

b) 设备及材料：样品名称、规格、批号、生产厂家、使用辅件信息； 

标称尺寸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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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试验过程方法的关键参数、接受准则、试验地点、人员、标识、试验日期等； 

d) 试验结果数据的记录，数据单位建议采用国际单位值； 

e) 描述任何偏差以及其对结果分析的潜在影响； 

f) 结论：比较测试结果与接受标准，得出结论，包括这些结果对临床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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