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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医疗辅助器械技术领域，具体的

是一种血糖检测计时提示装置。常规定时、提醒

装置，用于提醒患者测血糖，无法确定餐后时长

的起始时间，导致餐后2小时的时间界定失去意

义。本发明所述计时提示装置包括计时器、提示

器、控制器；通过操控台初始化、预定义计时器、

控制器的参数，计时提示装置设有外壳，前端设

有装配接口用于将计时提示装置安装到手持餐

具上，手持餐具的工作部设有温度传感器，手柄

部设有压力传感器。本发明使用方便，无特殊、异

形结构，允许浸泡、清洗，不易损坏，能够自动启

动计时，具有休眠、工作两种状态，只有餐具被拿

起时，传感器才传回特定的状态数据，以明确患

者首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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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血糖检测计时提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计时提示装置包括计时器、提示器、控制器；

所述计时器用于记录患者首餐时间、预先设置的延时时间；

所述提示器用于直接或间接接收计时器和/或控制器传递过来的数据、指令或信号，并

发出相应的提示讯号，以提醒患者检测血糖；

所述控制器与计时器和提示器电连接，控制器用于控制、协调计时器和提示器工作，向

计时器和提示器发送指令，接收计时器和提示器传回的数据；

所述计时提示装置包括操控台，操控台用于初始化、预定义计时器、控制器的参数，所

述控制器和操控台具有相互匹配的数据接口，二者采用数据接口建立数据连接、传递数据；

所述操控台设有电源，该电源用于向操控台提供电力，以驱动其工作；

所述计时提示装置包括电池，电池用于向控制器、提示器、计时器提供电力，以驱动其

工作；

所述计时提示装置设有外壳，所述计时器、提示器、控制器、电池封装在外壳内；

所述外壳的前端设有装配接口，装配接口用于将计时提示装置安装到手持餐具上，外

壳的尾端为控制器的数据接口；

所述手持餐具包括本体、手柄部、工作部，手柄部用于手持、把握，工作部用于接触、操

控食物；

所述手持餐具的工作部设有温度传感器，手柄部设有压力传感器；

所述装配接口内设有传感器接口，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分别与传感器接口电连接，

传感器接口与控制器电连接，控制器分别与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在上述电连接基础上

建立数据连接；

所述温度传感器用于将手持餐具工作部所接触、操控的食物表面温度数据传递给控制

器；

所述压力传感器用于将手持餐具手柄部是否被握持的状态数据传递给控制器；

所述控制器接收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传回的数据，并根据上述数据做出计算、判

断，确定手持餐具的使用状态为闲置、清洁、进食中的一种，并根据手持餐具的使用状态向

计时器和/或提示器发送或不发送数据、指令或信号，以控制计时器、提示器启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血糖检测计时提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手柄部的压力传感器设有多个，用于检测筷子被患者手持的状态、手持的力度大

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血糖检测计时提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个压力传感器均呈环状，各环状压力传感器之间的间距大于患者拇指的二分之

一宽度、且小于患者拇指的宽度。

4.根据权利要求1、2、3任一项所述的血糖检测计时提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手持餐具为筷子，该筷子由一对细长的条棍组成，所述计时提示装置通过其外壳

前端的装配接口装配在每根条棍本体远离工作部的一端，每根条棍上的计时提示装置独立

工作。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血糖检测计时提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筷子两根条棍上的两个计时提示装置之间设有结合装置，该结合装置将两个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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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装置装配在一起，二者活动连接，以使筷子能够开合夹持食物。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血糖检测计时提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结合装置为U型体，该U型体包括平直部、弯曲部；

平直部采用硬质材料制成，平直部一端与弯曲部相连，另一端设有卡扣，U型体通过卡

扣与计时提示装置的外壳相装配连接；

弯曲部采用软质和/或柔性和/或弹性材料制成，使弯曲部能够弯曲或平展。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血糖检测计时提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结合装置为铰链装置，铰链装置具有两块连接板，两连接板一端相铰接，另一端设

有卡扣，铰链装置通过卡扣与计时提示装置的外壳相装配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血糖检测计时提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结合装置为多向可变铰链，该多向可变铰链包括一对弧形轨，弧形轨一端设有卡

扣，多向可变铰链通过卡扣与计时提示装置的外壳相装配连接；

弧形轨另一端自筷子中间向两侧弯曲，形成弧形轨道；

多向可变铰链包括连接轴，该连接轴具有一对滑块，两滑块分别装配在两个弧形轨上、

且滑块可沿弧形轨来回移动，两滑块中间采用连接盘相连接，连接盘与两弧形轨中部的对

称面相重合。

9.根据权利要求1-3、5-8任一项所述的血糖检测计时提示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计时提示装置的使用方法包括：

S1、将计时提示装置与手持餐具装配连接；将计时提示装置与操控台建立数据连接，采

用操控台的人机交互功能，对计时提示装置预设参数，该参数包括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

器的检测阈值、计时器的计时时长、提示器的提示方式和响应时长；

S2、将计时提示装置与手持餐具设置至初始位置；

S3、患者使用手持餐具取用食物，控制器周期性检测、判断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传

回的数据，如果控制器所接收到的数据与S1步骤中的预设检测阈值相匹配，则启动计时器

记录首餐时间；

S4、计时器开始计时，记录患者首餐后的时长；

S5、控制器检测、判断计时器的计时时间是否与S1步骤中预设的计时时长相匹配，如果

匹配则启动提示器工作，提示器向患者发出提示讯号，提醒患者测量餐后血糖。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血糖检测计时提示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S3中控制器周期性检测、判断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传回数据的方法包括：

S3-1、获取参数1：温度传感器参数；控制器判断参数1是否超出S1中设定的温度传感器

检测阈值，如超出则判定手持餐具处于清洁或进食状态；

S3-2、获取参数2：压力传感器参数；控制器根据参数2判断多个压力传感器中哪些传感

器的压力参数符合S1中设定的压力传感器检测阈值，如果是多个压力传感器中的部分传感

器被触发，则判定手持餐具处于进食状态；

S3-3、综合判断S3-1和S3-2中手持餐具的状态，当S3-1和S3-2中手持餐具均判定为进

食状态时，控制器判定手持餐具为进食状态、患者正在进食、且为第一口进食，控制器向计

时器发送计时指令或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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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检测计时提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疗辅助器械技术领域，具体的是一种血糖检测计时提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糖尿病是一组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疾病群，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是全球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也是我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根据IDF官

网发布的全球糖尿病概览数据，目前仅我国就有糖尿病病人超过1亿，严格控制血糖是治疗

糖尿病的根本措施，而及时、规律的血糖监测是指导合理用药良好控制血糖的前提。糖尿病

患者的血糖监测要求每日多次检测血糖，常常为每日4次，甚至每日8次。尤其是应用胰岛素

治疗或强化治疗的患者，每日多次血糖的检测尤为重要。血糖的监测多采用空腹、进餐后2

小时、进餐前、睡前等几个代表时段。这就意味着检测时间并非固定时间，而是与每个患者

进餐的时间直接相关。在能够为患者提供营养配餐的大型综合医院，进餐的时间可以是统

一的。而在大量的基层医院，以及非住院患者，不同患者进餐和睡眠的时间不同，导致医护

人员无法定时为其主动服务，而只能将主动要求检测的权利交给患者。但即便在大型综合

医院中，患者也常忘记首餐时间，使得餐后2小时测血糖操作不准确，甚至连续几天医生都

无法得到确切的血糖数据。非住院患者在家中自我检测更是常常出现类似情况。因此，如何

能够及时、规律地监测血糖成为困扰许多医护人员和患者的问题之一。

[0003] 目前也有文献提供了定时、提醒装置，用于提醒患者测血糖，即在用餐后一定时长

(通常为2h)测量血糖，但这些装置的问题在于无法确定该时长的起始时间，或采用非习惯

性的、特定的操作、动作或装置的启动作为首餐(第一口饭)的标志，患者需要刻意启动上述

“开关”，才能记录首餐起始标志。因患者开始用餐的时间极不确定，在日常频繁的生活杂事

中还要时刻警醒记录首餐，患者心理和生理负担重，本人也不能准确记住开始用餐时间，导

致餐后2小时的时间界定失去意义。

[0004] 人们在就餐时，需要使用餐具将食物放入口中，所用餐具包括如筷子、汤匙、西餐

刀叉、吸管等手持餐具，和碗、盘、碟、杯、壶等容器餐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进食者对容器

一类餐具的触碰机会并不多，因此这类餐具上不具有特定的动作、操作来作为首餐标志；而

手持餐具则不同，进食者需要手握该种餐具的手柄部分，采用其另一端夹持、接触、处理食

物，并将食物送入进食者口中，在这一过程中，该种餐具被进食者手持，产生夹合、抬举、翻

转等特殊的动作，可以将上述特定操作作为记录患者(即进食者)首餐的标志。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研制一种能够自动(或按特定特征表现时)启动、记录患者开始

就餐时间的装置，在患者吃第一口饭时开始记录时间，并在设定的一定时长(例如2小时)后

向患者发出提示信号，提醒患者在餐后一定时间点测量血糖。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血糖检测计时提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说　明　书 1/9 页

4

CN 109316167 A

4



所述计时提示装置包括计时器、提示器、控制器；

所述计时器用于记录患者首餐时间、预先设置的延时时间；

所述提示器用于直接或间接接收计时器和/或控制器传递过来的数据、指令或信号，并

发出相应的提示讯号，以提醒患者检测血糖；

所述控制器与计时器和提示器电连接，控制器用于控制、协调计时器和提示器工作，向

计时器和提示器发送指令，接收计时器和提示器传回的数据；

所述计时提示装置包括操控台，操控台用于初始化、预定义计时器、控制器的参数，所

述控制器和操控台具有相互匹配的数据接口，二者采用数据接口建立数据连接、传递数据；

所述操控台设有电源，该电源用于向操控台提供电力，以驱动其工作；

所述计时提示装置包括电池，电池用于向控制器、提示器、计时器提供电力，以驱动其

工作；

所述计时提示装置设有外壳，所述计时器、提示器、控制器、电池封装在外壳内；

所述外壳的前端设有装配接口，装配接口用于将计时提示装置安装到手持餐具上，外

壳的尾端为控制器的数据接口；

所述手持餐具包括本体、手柄部、工作部，手柄部用于手持、把握，工作部用于接触、操

控食物；

所述手持餐具的工作部设有温度传感器，手柄部设有压力传感器；

所述装配接口内设有传感器接口，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分别与传感器接口电连接，

传感器接口与控制器电连接，控制器分别与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在上述电连接基础上

建立数据连接；

所述温度传感器用于将手持餐具工作部所接触、操控的食物表面温度数据传递给控制

器；

所述压力传感器用于将手持餐具手柄部是否被握持的状态数据传递给控制器；

所述控制器接收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传回的数据，并根据上述数据做出计算、判

断，确定手持餐具的使用状态为闲置、清洁、进食中的一种，并根据手持餐具的使用状态向

计时器和/或提示器发送或不发送数据、指令或信号，以控制计时器、提示器启闭。

[0007] 所述手柄部的压力传感器设有多个，用于检测筷子被患者手持的状态、手持的力

度大小。

[0008] 所述多个压力传感器均呈环状，各环状压力传感器之间的间距大于患者拇指的二

分之一宽度、且小于患者拇指的宽度。

[0009] 所述手持餐具为筷子、汤匙、西餐刀、西餐叉、吸管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0] 所述手持餐具为筷子，该筷子由一对细长的条棍组成，所述计时提示装置通过其

外壳前端的装配接口装配在每根条棍本体远离工作部的一端，每根条棍上的计时提示装置

独立工作。

[0011] 所述筷子两根条棍上的两个计时提示装置之间设有结合装置，该结合装置将两个

计时提示装置装配在一起，二者活动连接，以使筷子能够开合夹持食物。

[0012] 【结合1】所述结合装置为U型体，该U型体包括平直部、弯曲部；

平直部采用硬质材料制成，平直部一端与弯曲部相连，另一端设有卡扣，U型体通过卡

扣与计时提示装置的外壳相装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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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部采用软质和/或柔性和/或弹性材料制成，使弯曲部能够弯曲或平展。

[0013] 【结合2】所述结合装置为铰链装置，铰链装置具有两块连接板，两连接板一端相铰

接，另一端设有卡扣，铰链装置通过卡扣与计时提示装置的外壳相装配连接。

[0014] 【结合3】所述结合装置为多向可变铰链，该多向可变铰链包括一对弧形轨，弧形轨

一端设有卡扣，多向可变铰链通过卡扣与计时提示装置的外壳相装配连接；

弧形轨另一端自筷子中间向两侧弯曲，形成弧形轨道；

多向可变铰链包括连接轴，该连接轴具有一对滑块，两滑块分别装配在两个弧形轨上、

且滑块可沿弧形轨来回移动，两滑块中间采用连接盘相连接，连接盘与两弧形轨中部的对

称面相重合。

[0015] 所述计时提示装置的使用方法包括：

S1、将计时提示装置与手持餐具装配连接；将计时提示装置与操控台建立数据连接，采

用操控台的人机交互功能，对计时提示装置预设参数，该参数包括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

器的检测阈值、计时器的计时时长、提示器的提示方式和响应时长；

S2、将计时提示装置与手持餐具设置至初始位置；

S3、患者使用手持餐具取用食物，控制器周期性检测、判断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传

回的数据，如果控制器所接收到的数据与S1步骤中的预设检测阈值相匹配，则启动计时器

记录首餐时间；

S4、计时器开始计时，记录患者首餐后的时长；

S5、控制器检测、判断计时器的计时时间是否与S1步骤中预设的计时时长相匹配，如果

匹配则启动提示器工作，提示器向患者发出提示讯号，提醒患者测量餐后血糖。

[0016] 所述S3中控制器周期性检测、判断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传回数据的方法包

括：

S3-1、获取参数1：温度传感器参数；控制器判断参数1是否超出S1中设定的温度传感器

检测阈值，如超出则判定手持餐具处于清洁或进食状态；

S3-2、获取参数2：压力传感器参数；控制器根据参数2判断多个压力传感器中哪些传感

器的压力参数符合S1中设定的压力传感器检测阈值，如果是多个压力传感器中的部分传感

器被触发，则判定手持餐具处于进食状态；

S3-3、综合判断S3-1和S3-2中手持餐具的状态，当S3-1和S3-2中手持餐具均判定为进

食状态时，控制器判定手持餐具为进食状态、患者正在进食、且为第一口进食，控制器向计

时器发送计时指令或信号。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装置使用方便，无特殊、异形结构，对手持餐具的形态影响最小；本装置允许浸泡、

清洗，具有一定强度，不易损坏，工作时间长，无需频繁维护、更换零部件、充电、换电池；

2、本装置的设计主旨是将该装置像常用餐具(如筷子)一样可随便使用、处置，但反应

灵敏，能排除其他动作干扰，自动启动计时的部件、功能、方法具有特异性，即只有该特异性

显性表现时，才触发计时器工作；

3、本装置具有休眠、工作两种状态，如餐具被清洗、擦洗、放置时保持休眠状态，此时绝

不会触发计时；只有餐具被拿起时，传感器才传回特定的状态数据，使本装置进入工作状

态，且只有特异性的部件、功能、方法表现出来时才进行计时，以明确患者首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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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装置可方便地装配到各种餐具上，其具有对应接口，或具有转换接口，用于连接不

同形状的餐具。

附图说明

[0018] 附图如下：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二中结合装置1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二中结合装置2的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二中结合装置3的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二中结合装置3中连接轴部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其中：

1计时提示装置  11控制器  12计时器  13提示器  14操控台  15电源  16电池  17数据接

口

2外壳  21装配接口  22传感器接口

3手持餐具  30筷子  31本体  32手柄部  33工作部  34压力传感器  35温度传感器

4结合装置

41U型体  411平直部  412弯曲部

42铰链装置  421连接板

43多向可变铰链装置  431弧形轨  432连接轴  433滑块  434连接盘

44卡扣。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例1】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所述计时提示装置包括计时器、提示器、控制器；

所述计时器用于记录患者首餐时间、预先设置的延时时间；

所述提示器用于直接或间接接收计时器和/或控制器传递过来的数据、指令或信号，并

发出相应的提示讯号，以提醒患者检测血糖；所述提示器可采用视觉设备、听觉设备，或二

者的组合；视觉设备扣灯具、电子屏幕等，通过灯光、显示内容的变化向患者提示信息；听觉

设备如扬声器、蜂鸣器等，通过声音变化向患者提示信息；

所述控制器与计时器和提示器电连接，控制器用于控制、协调计时器和提示器工作，向

计时器和提示器发送指令，接收计时器和提示器传回的数据；

所述计时提示装置包括操控台，操控台用于初始化、预定义计时器、控制器的参数，所

述控制器和操控台具有相互匹配的数据接口，二者采用数据接口建立数据连接、传递数据；

所述操控台可采用现有的一体化人机界面设备，实现患者与计时提示装置之间的人机交

互、信息交互，采用现有设备可大幅降低本申请所述装置的制造成本，提高设备通用性，方

便维护、使用；

所述操控台设有电源，该电源用于向操控台提供电力，以驱动其工作；

所述计时提示装置包括电池，电池用于向控制器、提示器、计时器提供电力，以驱动其

工作；上述结构中，以控制器为中心控制、处理部件，负责控制计时提示装置的各个部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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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计时器、提示器、以及后述的各种传感器、数据接口等的协调工作，接收传感器、计时器等

部件的数据信息，并经控制器按照预定程序判断、处理后，将处理结果以信号、指令、数据等

方式传送给执行部件(如提示器、计时器等)。所述控制器可采用单片机实现其功能。单片机

(Microcontrollers)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

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

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

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

从上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4位、8位单片机，发展到现在的300M的高速单片机。单片机又称

单片微控制器，它不是完成某一个逻辑功能的芯片，而是把一个计算机系统集成到一个芯

片上。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计算机，和计算机相比，单片机只缺少了I/O设备。概括的讲：一块

芯片就成了一台计算机。它的体积小、质量轻、价格便宜、为学习、应用和开发提供了便利条

件。同时，学习使用单片机是了解计算机原理与结构的最佳选择。单片机作为计算机发展的

一个重要分支领域，根据发展情况，从不同角度，单片机大致可以分为通用型/专用型、总线

型/非总线型、工控型/家电型。通用型是按单片机(Microcontrollers)适用范围来区分的。

例如，80C51式通用型单片机，它不是为某种专门用途设计的；专用型单片机是针对一类产

品甚至某一个产品设计生产的，例如为了满足电子体温计的要求，在片内集成ADC接口等功

能的温度测量控制电路。总线型是按单片机(Microcontrollers)是否提供并行总线来区分

的。总线型单片机普遍设置有并行地址总线、数据总线、控制总线，这些引脚用以扩展并行

外围器件都可通过串行口与单片机连接，另外，许多单片机已把所需要的外围器件及外设

接口集成一片内，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不要并行扩展总线，大大减省封装成本和芯片体

积，这类单片机称为非总线型单片机。控制型是按照单片机(Microcontrollers)大致应用

的领域进行区分的。一般而言，工控型寻址范围大，运算能力强；用于家电的单片机多为专

用型，通常是小封装、低价格，外围器件和外设接口集成度高。显然，上述分类并不是惟一的

和严格的。例如，80C51类单片机既是通用型又是总线型，还可以作工控用。本实施例中，所

述控制器可采用SPCE061A、80C51等类型的单片机作为处理器部件。

[0021] 所述计时提示装置设有外壳，所述计时器、提示器、控制器、电池封装在外壳内；

所述外壳的前端设有装配接口，装配接口用于将计时提示装置安装到手持餐具上，外

壳的尾端为控制器的数据接口；

以筷子这一类型的手持餐具为例，为便于患者使用本实施例所述计时提示装置，在内

部各部件允许的情况下，上述外壳可设计成与筷子等径的条棍形，且外壳前端(即装配筷子

的一端，也指指向筷子工作部的一端)与筷子本体紧密结合，使计时提示装置安装到筷子上

后、能够与筷子形成一个整体。此外，上述外壳采用防水材料制成，使其内部各部件与外界

隔绝，以方便筷子在使用完后的洗涤、清洁。进一步地，所述装配接口可采用弹性材料制成，

或者将装配接口与筷子接触的全部或部分采用弹性材料制成，使所述计时提示装置能够装

配到不同规格(即不同粗细)的筷子上，方便患者使用。当采用汤匙、西餐刀、西餐叉、吸管等

其他类型的手持餐具时，其道理与上述筷子的设计原理相通，区别仅在于计时提示装置的

装配接口应符合、或基本上符合大部分常规形状的除筷子以外的其他手持餐具外形。

[0022] 所述手持餐具包括本体、手柄部、工作部，手柄部用于手持、把握，工作部用于接

触、操控食物；

说　明　书 5/9 页

8

CN 109316167 A

8



所述手持餐具的工作部设有温度传感器，手柄部设有压力传感器；

所述装配接口内设有传感器接口，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分别与传感器接口电连接，

传感器接口与控制器电连接，控制器分别与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在上述电连接基础上

建立数据连接；所述传感器接口即是一种连接触点，可采用点状、片状、环状等多种形式，将

上述传感器的电连接线路与该连接触点相接触、连接，以使传感器的信号、数据能够被传送

至控制器；

所述温度传感器用于将手持餐具工作部所接触、操控的食物表面温度数据传递给控制

器；

所述压力传感器用于将手持餐具手柄部是否被握持的状态数据传递给控制器；

所述控制器接收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传回的数据，并根据上述数据做出计算、判

断，确定手持餐具的使用状态为闲置、清洁、进食中的一种，并根据手持餐具的使用状态向

计时器和/或提示器发送或不发送数据、指令或信号，以控制计时器、提示器启闭。

[0023] 所述手柄部的压力传感器设有多个，用于检测筷子被患者手持的状态、手持的力

度大小。进一步地，所述多个压力传感器均呈环状，各环状压力传感器之间的间距大于患者

拇指的二分之一宽度、且小于患者拇指的宽度。当患者手持筷子(包括其他手持餐具)时，手

指、虎口部形成多位支点，将两根筷子以一定间距固定在手掌中；筷子手柄部的压力传感器

布置在上述多位支点的位置，当患者使用筷子夹取食物时，手部在筷子手柄部是以多位点、

不连续的形式存在的，并不是全部的压力传感器都能被按压到，压力传感器将检测到这种

特殊的参数传回控制器。这种特殊参数、接触形式不同于患者或其他人员在拿取、清洁筷子

时的手形、接触面，压力传感器检测到的参数也不相同，即这种特殊的参数可以作为患者首

餐的标志之一。

[0024] 上述手持餐具所述的餐具本体、手柄部、工作部，只是以功能对餐具的各部分加以

划分，因餐具主要功能、类型的不同，上述划分方法应灵活适用。还以筷子为例，其本体为一

对条棍状体，通常工作部，即前端(即夹持食物一端)较细，手持中上部，则筷子中上部即为

手柄部。筷子的工作部设置温度传感器，当患者使用筷子夹取食物时，该温度传感器即可检

测到食物的外表温度，一般情况下食物分为热食、冷食，其表面温度或高或低于常温，即筷

子夹取食物时温度传感器将检测到温度变化，该种变化可以作为患者首餐的标志之一。与

工作部的温度传感器不同的是，手柄部的压力传感器用来检测餐具是否被患者拿起，如是

则该压力传感器所检测到的信号也可作为患者首餐的标志之一；还以筷子为例，当患者拿

起筷子，分别做夹取食物食用、洗涤清洁等不同操作时，患者手部对筷子的施力部位、力量

大小均有差别，而正是这种差别将构成患者使用筷子夹取食物食用的标志之一。

[0025] 所述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均传感器接口相电连接，该电连接的物理线路可以

沿手持餐具(如筷子)本体的外部平铺过去，也可以嵌入到本体中，或设置在本体的内部。当

手持餐具为通用、常规用具时，可采用外部平铺或嵌入的方式设置电连接的物理线路，该种

方式的优点在于所述计时提示装置可以使用常规餐具，缺点在于外露的物理线路影响外

观、容易损坏；如手持餐具为特制的用具，则可采用物理线路内置的方式，使餐具整体美观、

牢固耐用。

[0026] 所述手持餐具为筷子、汤匙、西餐刀、西餐叉、吸管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7] 所述手持餐具为筷子，该筷子由一对细长的条棍组成，所述计时提示装置通过其

说　明　书 6/9 页

9

CN 109316167 A

9



外壳前端的装配接口装配在每根条棍本体远离工作部的一端，每根条棍上的计时提示装置

独立工作。

[0028] 为进一步详细地描述本实施例的硬件结构特征，以下通过一个具体的结构案例加

以说明，该案例仅作为对本实施例所述计时提示装置的参考信息，以帮助理解所述硬件结

构特征，其不构成对本实施例的限制。

[0029] 上述案例的硬件结构包括单片机、4Ω扬声器、3V电池、DS12887时钟芯片；单片机

采用SPCE061A单片机，具有32位可编程的多功能I/O端口，内嵌2K字的SRAM和32K字的

FLASH，具有音频输出功能的双通道10位D/A转换器；当SPCE061A根据DS12887时钟芯片产生

的当前时间等于操控台预设的时间数据，SPCE061A输出控制信号，控制扬声器放音作为语

音提示使用；操控台包括键盘、电子屏，能将患者设置的时间数据传送至SPCE061A，单片机

将数据处理后，将预设时间值存储，并在电子屏上显示，患者可以检查所设置的信息的正确

性；DS12887时钟芯片通过数据、地址总线与SPCE061A相连接，在电路通电时其充电，可保证

时钟数据及所存储的信息不会丢失，内部有114字节的RAM可以保存信息；4Ω扬声器分别通

过数据线、控制线与SPCE061A连接；3V电池经过滤波器过滤后，给SPCE061A、扬声器、电子

屏、时钟芯片等供电。

[0030] 【实施例2】

如图2、3、4、5所示，在上述实施例基础上，本实施例所述筷子两根条棍上的两个计时提

示装置之间设有结合装置，该结合装置将两个计时提示装置装配在一起，二者活动连接，以

使筷子能够开合夹持食物。本实施例主要适用实体为筷子这一手持餐具，且筷子是人们最

常用、习惯使用的餐具，使用筷子来夹取食物简单方便，适于各种形状食物的取用。在使用

筷子时，采用单手操控，通过手指的活动使两根筷子开合，以便夹持食物。根据个人使用习

惯的不同，筷子的手持部位不尽相同，有的靠上，筷子顶端很少、或不发生接触，通过手指大

幅活动来控制筷子的开合度；而有的手持筷子中上部，手指操控筷子张开时，筷子中上部以

下(工作部方向)张开，同时因手部在筷子中上部，在该位置筷子将发生交叉，即筷子中上部

以上(筷子顶端方向)相互交错。因为筷子在使用时存在上述特点，人们也习惯于这样的操

控方法，当这种习惯被改变时，人们故然产生不适感，对推广使用本实施例所述计时提示装

置不利。因此，本实施例，特别是以下几种结合装置的具体方案，其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地使

结合装置能够适应以上人们不同的使用筷子的习惯，使患者能够顺应地使用本装置，以使

计时提示装置发挥其功能。

[0031] 【结合装置1】如图2所示，所述结合装置为U型体，该U型体包括平直部、弯曲部；平

直部采用硬质材料制成，平直部一端与弯曲部相连，另一端设有卡扣，U型体通过卡扣与计

时提示装置的外壳相装配连接；弯曲部采用软质和/或柔性和/或弹性材料制成，使弯曲部

能够弯曲或平展。

[0032] 上述方案采用一个U型体作为连接件，将两根筷子(即条棍，实际上，是U型体首先

连接筷子顶部的计时提示装置的外壳，通过该外壳将两根筷子相互结合在一起)连接起来，

且连接部位采用卡扣设计，方便拆卸、更换；U型体位于筷子(外壳)顶部，即筷子的交叉点在

顶端，因此，本方案尤其适用于那些手持筷子时位置靠上的患者。

[0033] 【结合装置2】如图3所示，所述结合装置为铰链装置，铰链装置具有两块连接板，两

连接板一端相铰接，另一端设有卡扣，铰链装置通过卡扣与计时提示装置的外壳相装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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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0034] 考虑到上一方案中，采用U型体连接两根筷子，造成两根筷子之间间隙过大、无法

调整，或U型体的弹性不好控制，因此，本方案采用铰链装置结合两根筷子，且该铰链装置与

外壳之间同上一方案相同也是采用卡扣连接。

[0035] 上述铰链可以是简单的具有一根转轴的铰链，也可以是具有2～3根转轴、且相互

间通过板状体或杆件或类似结构体相衔接的铰链，使相互结合的两根筷子之间具有合适

的、或者可调节的间隙，以方便患者使用。

[0036] 【结合装置3】如图4、5所示，所述结合装置为多向可变铰链，该多向可变铰链包括

一对弧形轨，弧形轨一端设有卡扣，多向可变铰链通过卡扣与计时提示装置的外壳相装配

连接；弧形轨另一端自筷子中间向两侧弯曲，形成弧形轨道；多向可变铰链包括连接轴，该

连接轴具有一对滑块，两滑块分别装配在两个弧形轨上、且滑块可沿弧形轨来回移动，两滑

块中间采用连接盘相连接，连接盘与两弧形轨中部的对称面相重合。

[0037] 下面通过介绍这一方案的使用方法，来阐述以帮助理解其结构特点。使用时，两根

筷子先并列在一起，此时，多向可变铰链的弧形轨上的连接轴位于弧形轨的最下端(即筷子

工作部方向)；如果患者习惯低位握筷(即手持部在筷子中上部)，则直接将两筷子沿两弧形

轨中部的对称面交叉、张开，即连接轴在弧形轨上的位置不变，而连接轴上的连接盘发生转

动，使两根筷子分开；而如果患者习惯高位握筷(即手持部在筷子上部)，则先将两根筷子向

两侧分离，此时连接轴沿弧形轨向上滑动，筷子张开到合适角度后即可夹取食物，就是说通

过连接轴在弧形轨上上下滑动来控制开合。进一步地，还可在连接轴、连接盘采用更加灵活

的装配连接，且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不去严格区分上述两种动作形式，可以是二者的结合，

使筷子的使用过程灵活自如。

[0038] 【实施例3】

在上述实施例基础上，本实施例所述计时提示装置的使用方法包括：

S1、将计时提示装置与手持餐具装配连接；将计时提示装置与操控台建立数据连接，采

用操控台的人机交互功能，对计时提示装置预设参数，该参数包括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

器的检测阈值、计时器的计时时长、提示器的提示方式和响应时长；

S2、将计时提示装置与手持餐具设置至初始位置；

S3、患者使用手持餐具取用食物，控制器周期性检测、判断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传

回的数据，如果控制器所接收到的数据与S1步骤中的预设检测阈值相匹配，则启动计时器

记录首餐时间；

S4、计时器开始计时，记录患者首餐后的时长；

S5、控制器检测、判断计时器的计时时间是否与S1步骤中预设的计时时长相匹配，如果

匹配则启动提示器工作，提示器向患者发出提示讯号，提醒患者测量餐后血糖。

[0039] 所述S3中控制器周期性检测、判断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传回数据的方法包

括：

S3-1、获取参数1：温度传感器参数；控制器判断参数1是否超出S1中设定的温度传感器

检测阈值，如超出则判定手持餐具处于清洁或进食状态；

S3-2、获取参数2：压力传感器参数；控制器根据参数2判断多个压力传感器中哪些传感

器的压力参数符合S1中设定的压力传感器检测阈值，如果是多个压力传感器中的部分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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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被触发，则判定手持餐具处于进食状态；

S3-3、综合判断S3-1和S3-2中手持餐具的状态，当S3-1和S3-2中手持餐具均判定为进

食状态时，控制器判定手持餐具为进食状态、患者正在进食、且为第一口进食，控制器向计

时器发送计时指令或信号。

[0040] 本实施例仅举例说明所述计时提示装置的使用方法，其中未述及的部分及技术细

节可采用现有技术加以补充，在此不再赘述。

[0041] 最后所应说明的是，以上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以说明本发明创造的技术方案而非限

制，尽管参照实例对本发明创造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

本发明创造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创造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

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创造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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