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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译)

导管能够进行实时光测量，例如但不限于漫反射，荧光等，来自生物材
料，例如组织（包括血液），同时进行RF消融。导管尖端设计隔离尖端
电极内的照明和收集路径，使得用于照射感兴趣组织（例如，心脏组织
或血液）的光在尖端电极内与从组织返回到导管尖端的光隔离，并且副
反之亦然。这种设计有利地避免了光学检测器的饱和，并确保了照明光
在感兴趣的介质内的扩散。导管具有导管主体和尖端电极，尖端电极具
有壳壁和空腔。壳壁至少具有照明开口和收集开口。导管还包括与照明
开口连通的第一光纤线缆和与中空腔体连通的第二光纤线缆，其中从第
一光纤线缆发射的光离开尖端电极以通过照明开口到达组织。限定第一
路径并通过收集开口从组织返回到尖端电极进入空腔，从而限定第二路
径，第一和第二路径在尖端电极内彼此光学隔离。本发明还包括一种制
造消融电极尖端的方法，该消融电极尖端限定了在尖端电极中的离散电
极，用于从尖端电极射出的光和返回到尖端电极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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