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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呼吸暂停综合征无扰检

测装置，包括检测模块，云端服务模块和应用程

序模块，检测模块用于对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息

进行采集并上传给云端服务模块，云端服务模块

用于对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息进行实时处理并

发送给应用程序模块。本发明能够较佳地对患有

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患者进行监测，同时对监测到

的数据可以长期保存在云端服务器，测到的数据

可以长期保存在云端服务器，可以随时调取以往

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息数据，能更好的分析在长

时间内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息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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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呼吸暂停综合征无扰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检测模块，云端服务模块和应

用程序模块，检测模块用于对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息进行采集并上传给云端服务模块，云

端服务模块用于对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息进行实时处理并发送给应用程序模块，同时对监

测到的数据可以长期保存在云端服务器，可以长时间的观察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息，能更

好的分析在长时间内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息的变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呼吸暂停综合征无扰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检测模块包括可

测呼吸心跳的雷达可开发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呼吸暂停综合征无扰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应用程序模块与

云端服务模块通过wifi网络进行数据交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呼吸暂停综合征无扰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应用程序模块用

于对用户的呼吸暂停综合征进行量化分级，并给出风险因子的评估结果和对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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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呼吸暂停综合征无扰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呼吸暂停综合征无扰检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SAHS)是指各种

原因导致睡眠状态下反复出现呼吸暂停和(或)低通气、高碳酸血症、睡眠中断，从而使机体

发生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的临床综合征。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是指每晚睡眠过程中

呼吸暂停反复发作30次以上或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5次/小时并伴有嗜睡等临

床症状。呼吸暂停是指睡眠过程中口鼻呼吸气流完全停止10秒以上；低通气是指睡眠过程

中呼吸气流强度(幅度)较基础水平降低50％以上，并伴有血氧饱和度较基础水平下降≥

4％或微醒觉；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是指每小时睡眠时间内呼吸暂停加低通气的次数。

[0003]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危害性极高，且患者很难察觉，现有技术中缺乏一种

能够对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进行较佳检测的设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内容是提供一种呼吸暂停综合征无扰检测装置，其能够克服现有技术的

某种或某些缺陷。

[0005] 根据本发明的呼吸暂停综合征无扰检测装置，其包括检测模块，云端服务模块和

应用程序模块，检测模块用于对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息进行采集并上传给云端服务模块，

云端服务模块用于对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息进行实时处理并发送给应用程序模块，同时对

监测到的数据可以长期保存在云端服务器，测到的数据可以长期保存在云端服务器，可以

随时调取以往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息数据，能更好的分析在长时间内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

息的变化。

[0006] 作为优选，检测模块包括可测呼吸心跳的雷达可开发模块。

[0007] 作为优选，应用程序模块与云端服务模块通过wifi网络进行数据交互。

[0008] 作为优选，应用程序模块用于对用户的呼吸暂停综合征进行量化分级，并给出风

险因子的评估结果和对应的建议。

[000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在于：同时对监测到的数据可以长期保存在云端服

务器，可以长时间的观察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息，能更好的分析在长时间内人体呼吸心跳

节律信息的变化。

[0010] (1)本发明能够无干扰监测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息。

[0011] (2)本发明通过云端服务器处理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息。

[0012] (3)本发明测到的数据可以长期保存在云端服务器，可以随时调取以往人体呼吸

心跳节律信息数据，能更好的分析在长时间内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息的变化。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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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图1为实施例1中的一种呼吸暂停综合征无扰检测装置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进一步了解本发明的内容，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详细描述。应当理解

的是，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进行解释而并非限定。

[0015] 实施例1

[0016]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呼吸暂停综合征无扰检测装置，其包括检测模

块，云端服务模块和应用程序模块，检测模块用于对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息进行采集并上

传给云端服务模块，云端服务模块用于对人体呼吸心跳节律信息进行实时处理并发送给应

用程序模块。

[0017] 本实施例中，检测模块包括可测呼吸心跳的雷达可开发模块。应用程序模块与云

端服务模块通过wifi网络进行数据交互。应用程序模块用于对用户的呼吸暂停综合征进行

量化分级，并给出风险因子的评估结果和对应的建议。

[0018] 以上示意性的对本发明及其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该描述没有限制性，附图中所

示的也只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之一，实际的结构并不局限于此。所以，如果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受其启示，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宗旨的情况下，不经创造性的设计出与该技术方案

相似的结构方式及实施例，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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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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