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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中老年人可穿戴式呼吸

监测方法,属于智能监测技术领域，包括：利用呼

吸传感器获取人体的呼吸频率数据；利用心率传

感器获取人体的心率数据；利用三轴加速传感器

获取人体的运动状态数据；利用定位模块对被监

测者的位置进行定位获取位置数据；通过微处理

器对呼吸频率数据、心率数据、运动状态数据和

位置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微处理器处理分析得到

的结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手持终端、家属

终端和/或管理终端。该方法通过穿戴设备监测

人体的吸频率、心率等生理特征信息，通过微处

理器对各信息进行处理分析，与基准值相比，若

异常，则能够及时发出预警提示信号，及时进行

处理，避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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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老年人可穿戴式呼吸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利用呼吸传感器获取人体的呼吸频率数据；

利用心率传感器获取人体的心率数据；

利用三轴加速传感器获取人体的运动状态数据；

利用定位模块对被监测者的位置进行定位获取位置数据；

通过微处理器对呼吸频率数据、心率数据、运动状态数据和位置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微

处理器处理分析得到的结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手持终端、家属终端和/或管理终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老年人可穿戴式呼吸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利用血

压传感器获取人体的血压数据并传输至微处理器，微处理器对血压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

结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手持终端、家属终端和/或管理终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老年人可穿戴式呼吸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利用体

温传感器获取人体的体温数据，利用环境温度传感器获取环境的环境温度数据，微处理器

对体温数据和环境温度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结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手持终端、家

属终端和/或管理终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老年人可穿戴式呼吸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利用血

氧传感器获取人体的血氧饱和度数据，微处理器对血氧饱和度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结果

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手持终端、家属终端和/或管理终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老年人可穿戴式呼吸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利用摄

像模块记录被监测者的周围环境信息，微处理器对摄像模块拍摄的信息进行处理分析并将

结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手持终端、家属终端和/或管理终端。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中老年人可穿戴式呼吸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当

微处理器处理分析得到的各结果与基准值相比出现异常时，则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向手持终

端、家属终端和/或管理终端发出预警提示信号，同时利用语音模块向被监测者发出语音提

示信息。

7.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中老年人可穿戴式呼吸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当

呼吸频率数据和/或心率数据超出设定的上限值或下限值时，则判断被监测者是否处于激

烈运动状态，若否，则利用报警器发出报警求助信息，同时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家属终端和/

或管理终端发出求助信息，以便于家属或管理人员及时作出相应措施，家属可以利用语音

模块发出求助信息。

8.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中老年人可穿戴式呼吸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手持终端和所述家属终端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智能手环，所述管理终端为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或PC电脑。

9.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中老年人可穿戴式呼吸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定位模块为GPS定位模块和/或北斗导航定位模块。

10.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中老年人可穿戴式呼吸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微处理器的芯片型号为S3C44BOX或STM32F103ZE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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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老年人可穿戴式呼吸监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智能监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中老年人可穿戴式呼吸监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据我国老龄办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41亿人，占总人

口17.3％。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农村留守老人越来越多，城市中老人独处时

间也较多，对老年人健康问题成为全社会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由于子女经常不在老

人身边，无法掌握老人的健康状况，同时由于老年人行动不方便，容易不小心跌倒，或者突

发疾病等问题，如果老人遭遇突发状况而不能进行及时医治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因此，

对这类人群的身体情况监测也显得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实施方式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中老年人可穿戴式呼吸监测方法，该方法通

过监测人体的呼吸、心率等生理体征信息来判断被监测者的状况，以便能及时做出救治措

施。

[0004]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是这样实现的：

[0005]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提供了一种中老年人可穿戴式呼吸监测方法，包括：

[0006] 利用呼吸传感器获取人体的呼吸频率数据；

[0007] 利用心率传感器获取人体的心率数据；

[0008] 利用三轴加速传感器获取人体的运动状态数据；

[0009] 利用定位模块对被监测者的位置进行定位获取位置数据；

[0010] 通过微处理器对呼吸频率数据、心率数据、运动状态数据和位置数据进行处理分

析，微处理器处理分析得到的结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手持终端、家属终端和/或管理

终端。

[0011] 可选地，还包括利用血压传感器获取人体的血压数据并传输至微处理器，微处理

器对血压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结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手持终端、家属终端和/或

管理终端。

[0012] 可选地，还包括利用体温传感器获取人体的体温数据，利用环境温度传感器获取

环境的环境温度数据，微处理器对体温数据和环境温度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结果通过无

线通信模块发送至手持终端、家属终端和/或管理终端。

[0013] 可选地，还包括利用血氧传感器获取人体的血氧饱和度数据，微处理器对血氧饱

和度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结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手持终端、家属终端和/或管理

终端。

[0014] 可选地，还包括利用摄像模块记录被监测者的周围环境信息，微处理器对摄像模

块拍摄的信息进行处理分析并将结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手持终端、家属终端和/或

管理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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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可选地，当微处理器处理分析得到的各结果与基准值相比出现异常时，则通过无

线通信模块向手持终端、家属终端和/或管理终端发出预警提示信号，同时利用语音模块向

被监测者发出语音提示信息。

[0016] 可选地，当呼吸频率数据和/或心率数据超出设定的上限值或下限值时，则判断被

监测者是否处于激烈运动状态，若否，则利用报警器发出报警求助信息，同时通过无线通信

模块家属终端和/或管理终端发出求助信息，以便于家属或管理人员及时作出相应措施，家

属可以利用语音模块发出求助信息。

[0017] 可选地，所述手持终端和所述家属终端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智能手环，所述管

理终端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PC电脑。

[0018] 可选地，所述定位模块为GPS定位模块和/或北斗导航定位模块。

[0019] 可选地，所述微处理器的芯片型号为S3C44BOX或STM32F103ZET6。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1] 本发明实施方式提供的中老年人可穿戴式呼吸监测方法，通过穿戴设备监测人体

的吸频率、心率等生理特征信息，还可以监测人们的运动状态和位置信息等，通过微处理器

对各信息进行处理分析，与基准值相比，若异常，则能够及时发出预警提示信号，及时进行

处理，避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发明实施方式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对本发明实施方式

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方式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方式，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方式。

[002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中老年人可穿戴式呼吸监测方法，其是让被监测者穿戴

一些监测设备，比如智能背心、智能口罩、智能手环等，然后通过监测设备获取穿戴者的生

理特征数据，并处理分析后判断穿戴者的身体状况。

[0024] 监测设备包括呼吸传感器、心率传感器、三轴加速传感器、定位模块、微处理器、无

线通信模块、血压传感器、体温传感器、环境温度传感器、血氧传感器、摄像模块、电源等组

成。

[0025]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部件均为现有技术，实际使用时根据需要选取合适的型号即

可，此处不做详细赘述。

[0026] 在一个实施例中，被监测者为农村留守老人或者城市中在子女工作时独处的老

人，该呼吸监测方法如下：

[0027] 利用呼吸传感器获取人体的呼吸频率数据，呼吸频率数据为被监测者每分钟呼吸

的次数。然后通过微处理器对呼吸频率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处理分析后的结果通过无

线通信模块发送至被监测者的手持终端和家属终端。这样，被监测者通过手持终端就能够

随时了解自身的呼吸生理信息，家属也能够随时了解被监测者的呼吸生理信息。

[0028]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中，微处理器的芯片型号为S3C44BOX。手持终端为被监测

者自己携带的设备，家属终端为家属携带的设备，手持终端和家属终端可以采用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或智能手环等。

[0029] 利用心率传感器获取人体的心率数据，心率数据为每分钟心跳的次数。然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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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处理器对心率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处理分析后的结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被监

测者的手持终端和家属终端。这样，被监测者通过手持终端就能够随时了解自身的心率生

理信息，家属也能够随时了解被监测者的心率生理信息。

[0030] 利用三轴加速传感器获取人体的运动状态数据，运动状态数据为静止状态、正常

活动状态以及激烈运动状态等。然后通过微处理器对运动状态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处

理分析后的结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被监测者的手持终端和家属终端。这样，被监测

者通过手持终端就能够随时了解自身的运动强度信息，家属也能够随时了解被监测者的运

动状态信息。

[0031] 利用血压传感器获取人体的血压数据，血压数据为动脉血压。然后通过微处理器

对血压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处理分析后的结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被监测者的手

持终端和家属终端。这样，被监测者通过手持终端就能够随时了解自身的血压信息，家属也

能够随时了解被监测者的血压信息。

[0032] 利用体温传感器获取人体的体温数据，利用环境温度传感器获取环境的环境温度

数据。然后通过微处理器对体温数据和环境温度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处理分析后的结

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被监测者的手持终端和家属终端。这样，被监测者通过手持终

端就能够随时了解自身的体温信息，也能够了解环境温度信息，家属也能够随时了解被监

测者的体温信息或被监测者所处的环境温度信息。

[0033] 利用血氧传感器获取人体的血氧饱和度数据，血氧饱和度(SpO2)是血液中被氧结

合的氧合血红蛋白(HbO2)的容量占全部可结合的血红蛋白(Hb，hemoglobin)容量的百分

比，即血液中血氧的浓度。然后通过微处理器对血氧饱和度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处理分

析后的结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被监测者的手持终端和家属终端。这样，被监测者通

过手持终端就能够随时了解自身的血氧饱和度信息，家属也能够随时了解被监测者的血氧

饱和度信息。

[0034] 利用定位模块对被监测者的位置进行定位获取位置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定位模

块为GPS定位模块或北斗导航定位模块，当然也可以同时使用GPS定位模块和北斗导航定位

模块。然后通过微处理器对位置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处理分析后的结果通过无线通信

模块发送至被监测者的手持终端和家属终端。这样，被监测者通过手持终端就能够随时了

解自身所处的位置，家属也能够随时了解被监测者所处的位置。

[0035] 当然，还可以利用摄像模块记录被监测者的周围环境信息，比如将周围的环境信

息拍摄成照片或者拍摄成视频。然后微处理器对摄像模块拍摄的信息进行处理分析并将结

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手持终端和家属终端。这样便于家属了解被监测者的具体位

置。

[0036] 当检测到的上述各生理数据信息值与基准值相比出现异常时，则会通过无线通信

模块向手持终端和家属终端发出预警提示信号，同时利用语音模块向被监测者发出语音提

示信息，以便于家属和被监测者能够及时了解身体的生理信息并及时做出处理措施。

[0037] 例如，当呼吸频率数据或心率数据超出设定的上限值或下限值时，则判断被监测

者是否处于激烈运动状态。若是，则提醒被监测者降低运动强度或停止运动；若否，则被监

测者可能是摔倒、昏迷或者突发疾病等，此时则利用报警器发出报警求助信息，以便于附近

的人能及时进行帮助，同时还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向家属终端发出求助信息，若家属位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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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者附近，则家属能够及时到达被监测者身边，若家属不在被监测者附近，家属可以先利

用语音模块发出声音向周围的人们进行求助，或者报警求助，并提供位置信息等，然后及时

赶向事发地或者医院。这样就能够对老人进行及时的救治，避免因发现不及时或救治不及

时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038]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被监测者为在养老院有专人进行看护时，该呼吸监测方法如

下：

[0039] 利用呼吸传感器获取人体的呼吸频率数据，呼吸频率数据为被监测者每分钟呼吸

的次数。然后通过微处理器对呼吸频率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处理分析后的结果通过无

线通信模块发送至被监测者的手持终端、家属终端和管理终端。这样，被监测者通过手持终

端就能够随时了解自身的呼吸生理信息，家属和管理看护人员也能够随时了解被监测者的

呼吸生理信息。

[0040]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中，微处理器的芯片型号为STM32F103ZET6。手持终端为

被监测者自己携带的设备，家属终端为家属携带的设备，管理终端为看护人员或管理人员

使用的设备，手持终端和家属终端可以采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智能手环等，管理终端可

以采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PC电脑等。

[0041] 利用心率传感器获取人体的心率数据，心率数据为每分钟心跳的次数。然后通过

微处理器对心率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处理分析后的结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被监

测者的手持终端、家属终端和管理终端。这样，被监测者通过手持终端就能够随时了解自身

的心率生理信息，家属和管理看护人员也能够随时了解被监测者的心率生理信息。

[0042] 利用三轴加速传感器获取人体的运动状态数据，运动状态数据为静止状态、正常

活动状态以及激烈运动状态等。然后通过微处理器对运动状态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处

理分析后的结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被监测者的手持终端、家属终端和管理终端。这

样，被监测者通过手持终端就能够随时了解自身的运动强度信息，家属和管理看护人员也

能够随时了解被监测者的运动状态信息。

[0043] 利用血压传感器获取人体的血压数据，血压数据为动脉血压。然后通过微处理器

对血压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处理分析后的结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被监测者的手

持终端、家属终端和管理终端。这样，被监测者通过手持终端就能够随时了解自身的血压信

息，家属和管理看护人员也能够随时了解被监测者的血压信息。

[0044] 利用体温传感器获取人体的体温数据，利用环境温度传感器获取环境的环境温度

数据。然后通过微处理器对体温数据和环境温度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处理分析后的结

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被监测者的手持终端、家属终端和管理终端。这样，被监测者通

过手持终端就能够随时了解自身的体温信息，也能够了解环境温度信息，家属和管理看护

人员也能够随时了解被监测者的体温信息或被监测者所处的环境温度信息。

[0045] 利用血氧传感器获取人体的血氧饱和度数据，血氧饱和度(SpO2)是血液中被氧结

合的氧合血红蛋白(HbO2)的容量占全部可结合的血红蛋白(Hb，hemoglobin)容量的百分

比，即血液中血氧的浓度。然后通过微处理器对血氧饱和度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处理分

析后的结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被监测者的手持终端、家属终端和管理终端。这样，被

监测者通过手持终端就能够随时了解自身的血氧饱和度信息，家属和管理看护人员也能够

随时了解被监测者的血氧饱和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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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利用定位模块对被监测者的位置进行定位获取位置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定位模

块为GPS定位模块或北斗导航定位模块，当然也可以同时使用GPS定位模块和北斗导航定位

模块。然后通过微处理器对位置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将处理分析后的结果通过无线通信

模块发送至被监测者的手持终端、家属终端和管理终端。这样，被监测者通过手持终端就能

够随时了解自身所处的位置，家属和管理看护人员也能够随时了解被监测者所处的位置。

[0047] 当然，还可以利用摄像模块记录被监测者的周围环境信息，比如将周围的环境信

息拍摄成照片或者拍摄成视频。然后微处理器对摄像模块拍摄的信息进行处理分析并将结

果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发送至手持终端、家属终端和管理终端。这样便于家属和管理看护人

员了解被监测者的具体位置。

[0048] 当检测到的上述各生理数据信息值与基准值相比出现异常时，则会通过无线通信

模块向手持终端和、家属终端和管理终端发出预警提示信号，同时利用语音模块向被监测

者发出语音提示信息，以便于家属、被监测者和管理看护人员能够及时了解被监测者的身

体的生理信息并及时做出处理措施。

[0049] 例如，当呼吸频率数据或心率数据超出设定的上限值或下限值时，则判断被监测

者是否处于激烈运动状态。若是，则提醒被监测者降低运动强度或停止运动；若否，则被监

测者可能是摔倒、昏迷或者突发疾病等，此时则利用报警器发出报警求助信息，以便于管理

看护人员能够及时进行帮助，同时还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向家属终端和管理终端发出求助信

息，多途径报警求助可以避免因管理看护人员不在事发地附件而造成的延误救治情况的发

生。

[0050]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可选实施方式，任何人在本发明的启示下都可得出其他各种

形式的产品，但不论在其形状或结构上作任何变化，凡是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界定范围内

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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