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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基于无线网络的双通道母婴心电便携

监护系统，涉及生物医学电子工程学领域，主要

基于WIFI无线互联，其技术要点：包括2路导联心

电信号、母婴心电便携采集器、移动监护终端、服

务器和中央监护终端，2路导联心电信号采集的

分别是母体胸导心电信号、母体腹壁混合心电信

号；母婴心电便携采集器包括第一A/D前端调理

电路、第二A/D前端调理电路、DSP主控单元、WIFI

模块；中央监护终端设于护士站，可接收服务器

数据，实时显示和查询胎儿心率和母亲心电曲

线。通过该系统，用户可以足不出户实时了解胎

儿及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并通过通讯网络将心

电数据传送至中央监护终端供医师查看，发生异

常时，能及时通知监护者做出相应的救治处理，

对监护者进行远程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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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无线网络的双通道母婴心电便携监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2路导联心电

信号、母婴心电便携采集器、移动监护终端、服务器和中央监护终端，2路导联心电信号采集

的分别是母体胸导心电信号、母体腹壁混合心电信号；母婴心电便携采集器包括第一A/D前

端调理电路、第二A/D前端调理电路、DSP主控单元、WIFI模块；中央监护终端设于护士站，可

接收服务器数据，实时显示和查询胎儿心率和母亲心电曲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无线网络的双通道母婴心电便携监护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DSP主控单元利用UART串口将处理后的胎儿和母亲心电信号发送给WIFI模块，

实现基于WIFI无线互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无线网络的双通道母婴心电便携监护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第一A/D前端调理电路和第二A/D前端调理电路的结构基本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无线网络的双通道母婴心电便携监护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第一A/D前端调理电路由高频滤波器、前置放大电路、右腿驱动及屏蔽层驱动

电路、带通滤波器、主放大电路、50HZ陷波滤波器，电平提升电路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无线网络的双通道母婴心电便携监护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前置放大电路中放大器的型号为AD620；所述的带通滤波器采用的型号为

OP2177；所述的右腿驱动及屏蔽层驱动电路中运放的型号为OP2177；所述的主放大电路中

放大器的型号为AD8698；所述的50HZ陷波滤波器为有源双T型陷波滤波器，采用的运放型号

为TLC227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无线网络的双通道母婴心电便携监护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DSP采用TI公司的TM3S202F8335，DSP芯片内置A/D模块，内部AD采样通道A和内

部AD采样通道B，完成心电信号采集，DSP的中央处理单元完成胎儿心电分离；所述的WIFI模

块采用的型号为ATK-RM0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无线网络的双通道母婴心电便携监护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移动监护终端为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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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无线网络的双通道母婴心电便携监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物医学电子工程学领域，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基于无线网络的

双通道母婴心电便携监护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胎儿心电图能够客观的反映出胎儿在宫内的生理活动状态。通过对围产期胎儿进

行心电监护，能够及时发现宫内胎儿的异常状况，以便及时采取正确的措施，能够达到预防

新生儿疾病，提高新生儿素质，降低胎儿死亡率的目的，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价值。

[0003] 目前，对胎儿进行心电监护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传统胎儿心电监护仪的

体积较大，成本较高，可移动性差，而且需要经过专业训练且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进行操

作；其次，孕妇属于高风险人群，极易受到伤害，并且现在交通情况越来越拥堵，使得孕妇往

来医院非常不方便，而且孕妇在医院环境下进行胎儿心电监护容易产生紧张感而无法获得

真实数据，更严重的是无法长时间持续对胎儿进行监护，这样就很容易因为胎儿异常状况

出现的偶然性而导致漏检错检现象，从而导致延误抢救时机或进行过多的手术干预而对胎

儿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因此，使用一种体积小、携带方便，功耗低且可移动和远程监护母婴

心电的系统是现有技术需要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在下文中给出了关于本实用新型的简要概述，以便提供关于本实用新型的某些方

面的基本理解。应当理解，这个概述并不是关于本实用新型的穷举性概述。它并不是意图确

定本实用新型的关键或重要部分，也不是意图限定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其目的仅仅是以简

化的形式给出某些概念，以此作为稍后论述的更详细描述的前序。

[0005] 鉴于此为了克服已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旨在提出一种基于无线网络的

双通道母婴心电便携监护系统。

[0006] 本实用新型所采取的方案为：一种基于无线网络的双通道母婴心电便携监护系统

包括2路导联心电信号、母婴心电便携采集器、移动监护终端、服务器和中央监护终端，2路

导联心电信号采集的分别是母体胸导心电信号、母体腹壁混合心电信号；母婴心电便携采

集器包括第一A/D前端调理电路、第二A/D前端调理电路、DSP主控单元、WIFI模块；中央监护

终端设于护士站，可接收服务器数据，实时显示和查询胎儿心率和母亲心电曲线。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的DSP主控单元利用UART串口将处理后的胎儿和母亲心电信号发

送给WIFI模块，实现基于WIFI无线互联。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第一A/D前端调理电路和第二A/D前端调理电路的结构基本相

同。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第一A/D前端调理电路由高频滤波器、前置放大电路、右腿驱动

及屏蔽层驱动电路、带通滤波器、主放大电路、50HZ陷波滤波器，电平提升电路组成。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前置放大电路中放大器的型号为AD620；所述的带通滤波器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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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型号为OP2177；所述的右腿驱动及屏蔽层驱动电路中运放的型号为OP2177；所述的主放

大电路中放大器的型号为AD8698；所述的50HZ陷波滤波器为有源双T型陷波滤波器，采用的

运放型号为TLC2274。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DSP采用TI公司的TM3S202F8335，DSP芯片内置A/D模块，内部AD

采样通道A和内部AD采样通道B，完成心电信号采集，DSP的中央处理单元完成胎儿心电分

离；所述的WIFI模块采用的型号为ATK-RM04。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移动监护终端为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0013] 本实用新型所达到的有益效果为：用户可以足不出户实时了解自己及胎儿的身体

健康情况。可通过通讯网络将母婴心电数据传送至远程监控系统供医师查看，当发生异常

时，能够及时通知监护者做出相应的救治处理，对监护者进行远程治疗。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无线网络的双通道母婴心电便携监护系

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第一和第二A/D前端调理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在下文中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示范性实施例进行描述。为了清楚和简明起

见，在说明书中并未描述实际实施方式的所有特征。然而，应该了解，在开发任何这种实际

实施例的过程中必须做出很多特定于实施方式的决定，以便实现开发人员的具体目标，例

如，符合与系统及业务相关的那些限制条件，并且这些限制条件可能会随着实施方式的不

同而有所改变。此外，还应该了解，虽然开发工作有可能是非常复杂和费时的，但对得益于

本实用新型公开内容的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这种开发工作仅仅是例行的任务。

[0017] 在此，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为了避免因不必要的细节而模糊了本实用新型，在附

图1和附图2中仅仅示出了与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方案密切相关的装置结构和/或处理步骤，

而省略了与本实用新型关系不大的其他细节。

[0018] 本实施方式的一种基于无线网络的双通道母婴心电便携监护系统，参见图1可知，

其包括2路导联心电信号、母婴心电便携采集器、移动监护终端、服务器和中央监护终端，2

路导联心电信号采集的分别是母体胸导心电信号、母体腹壁混合心电信号；母婴心电便携

采集器包括第一A/D前端调理电路、第二A/D前端调理电路、DSP主控单元、WIFI模块；中央监

护终端设于护士站，可接收服务器数据，实时显示和查询胎儿心率和母亲心电曲线。

[0019] 更具体的，导联1的输出端与第一A/D前端调理电路的输入端相连，第一A/D前端调

理电路的调理后心电信号的输出端与DSP主控单元的内部A/D模块通道A的采样端相连。

[0020] 更具体的，导联2的输出端与第二A/D前端调理电路的输入端相连，第二A/D前端调

理电路的调理后心电信号的输出端与DSP主控单元的内部A/D模块通道B的采样端相连。

[0021] 更具体的，DSP内部A/D模块是2路(共16路)12位AD转换器，第一A/D前端调理电路

和第二A/D前端调理电路的输出端分别与所述DSP主控单元的内部A/D采样模块相连接。其

工作过程为：母体胸导心电信号（或母体腹壁混合心电信号）1和母体腹壁混合心电信号（或

母体胸导心电信号）2分别经过第一A/D前端调理电路和第二A/D前端调理电路预处理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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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信号直接送入所述DSP主控单元内部的A/D模块进行模数转换，经DSP通过信号分离算

法对双通道信号进行处理，分别分离出胎儿心电信号和母亲心电信号，DSP处理后的数据通

过WIFI网络传送到孕妇手持的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中，显示实时图像及文字说

明，当胎儿心率超出标准范围，会以图形及声音两种形式提醒。

[0022] 结合图2说明本实施方式：所述的第一A/D和第二A/D前端调理电路分别由高频滤

波器、前置放大电路、右腿驱动及屏蔽层驱动电路、带通滤波器、主放大电路、50HZ陷波滤波

器、电平提升电路组成。其中，右腿驱动及屏蔽层驱动电路在驱动胸部心电导联的同时还驱

动腹壁混合心电的导联。

[0023]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基于无线网络的双通道母婴心电便携监护系统，工作原理为：

通过医用电极获取一路母亲胸部心电信号和一路母亲腹壁混合心电信号,分别送入第一A/

D前端调理电路和第二A/D前端调理电路中进行放大、滤波和电平提升,处理后的信号送到

DSP主控单元内部的A/D模块进行模数转换，然后DSP的中央处理单元通过信号分离算法对

接收到的母体胸导心电信号和腹壁混合心电信号进行处理，分离出胎儿心电信号和母亲心

电信号，并通过WIFI传送到孕妇手持的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中，显示实时图像及

文字说明以便孕妇查看，移动监护终端将图像连同孕妇信息、检测状态通过互联网发送至

服务器；服务器软件在数据库建立孕妇信息及生理信号并加以存储。若中央监护软件在线，

服务器便会将当前在线的孕妇记录推送到中央监护终端同步显示。一旦发现胎儿心电异

常，孕妇可以和医生进行在线咨询，专家医生只需要输入孕妇信息即可获得孕妇及胎儿的

心电信息，以便及时的作出相应的处理。

[0024] 虽然本实用新型所揭示的实施方式如上，但其内容只是为了便于理解本实用新型

的技术方案而采用的实施方式，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任何本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

内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所揭示的核心技术方案的前提下，可以在实施的形式

和细节上做任何修改与变化，但本实用新型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仍须以所附的权利要求书

限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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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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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数据，实时显示和查询胎儿心率和母亲心电曲线。通过该系统，用
户可以足不出户实时了解胎儿及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并通过通讯网络
将心电数据传送至中央监护终端供医师查看，发生异常时，能及时通知
监护者做出相应的救治处理，对监护者进行远程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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