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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大数据的便携超声设备的定位系

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大数据的便携

超声设备的定位系统，包括便携超声设备，便携

超声设备内部设置卫星定位模块和网络通讯模

块，卫星定位模块包括处理器，处理器的输入端

连接便携超声设备的输出端，处理器的输出端连

接网络通讯模块；网络通讯模块的设计保障了云

平台服务器中的数据信息可供医疗机构或疾病

控制中心使用，方便其掌握患者的全面资料，将

包含有位置信息的超声图像通过网络通讯模块

上传到云平台服务器，在云平台服务器端的超声

专家可以在后台进行远程诊断，并将诊断结果备

注传回给用户端，以帮助用户更好更准的判断病

情，从而及时地为患者解决问题；同时经销商和

厂商并也可以获取对产品生产和营销有价值的

相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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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大数据的便携超声设备的定位系统，包括便携超声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便携超声设备内部设置卫星定位模块和网络通讯模块，卫星定位模块包括处理器，处理器

的输入端连接便携超声设备的输出端，处理器的输出端连接网络通讯模块；

所述网络通讯模块包括依次连接的滤波电路、调节放大电路和功放发射电路，所述调

节放大电路包括运放器U1、U2，运放器U1的同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4、电容C3的一端，电阻R4

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3、电容C4的一端，电阻R3的另一端连接滤波电路的输出端和电容C2的

一端，电容C4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5、R7的一端，电阻R5的另一端连接电容C2、C3的另一端，电

阻R7的另一端连接运放器U2的同相输入端，并通过电容C5接地，运放器U1的反相输入端通

过电阻R6连接运放器U1的输出端和功放发射电路的第一输入端，运放器U2的反相输入端通

过电阻R8连接运放器U1的输出端，并通过电阻R9连接运放器U2的输出端和功放发射电路的

第二输入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定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波电路包括电容C1，电容C1的

一端连接处理器，并通过电阻R1接地，电容C1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3的另一端，并通过电阻R2

接地。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定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功放发射电路包括三极管VT1、

VT2，三极管VT1的发射极通过电阻R10连接运放器U1的输出端和电阻R11的一端，三极管VT1

的集电极连接运放器U2的输出端、电容C6的一端和三极管VT2的基极，电容C6的另一端接

地，三极管VT2的集电极通过电阻R12接地，三极管VT1的基极连接三极管VT2的发射极和电

阻R11的另一端，并通过电容C7连接信号发射器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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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大数据的便携超声设备的定位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便携超声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基于大数据的便携超声

设备的定位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超声检查是是医院常规且重要的检查之一，具有实时无害的重要优势，超声图像

是用户在诊断过程中所倚靠的重要依据。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便携式的超声设备逐渐进入

各级医疗机构。便携式的超声设备尺寸小，无需连接电源使用，可在医院、诊所等医疗机构

之外使用，比如到户随访，基层筛查，紧急救援等。以往的大中型超声设备最多是在医院的

各个病房之间偶尔移动一下，图像采集的地理位置没有任何意义。便携式超声则带来了有

价值的新型数据，那就是超声设备使用及超声图像采集时的地理位置信息。虽然目前便携

式医疗设备已经逐步开始普及，但是医疗单位或者疾病控制中心只有采集的图像数据，而

没有地理位置等重要信息，给实际使用带来很大的不便。同时厂商和经销商也不知道自己

的设备是在哪里被使用。

[0003] 所以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的方案来解决此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本实用新型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大

数据的便携超声设备的定位系统。

[0005] 其解决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大数据的便携超声设备的定位系统，包括便携超

声设备，所述便携超声设备内部设置卫星定位模块和网络通讯模块，卫星定位模块包括处

理器，处理器的输入端连接便携超声设备的输出端，处理器的输出端连接网络通讯模块；所

述网络通讯模块包括依次连接的滤波电路、调节放大电路和功放发射电路，所述调节放大

电路包括运放器U1、U2，运放器U1的同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4、电容C3的一端，电阻R4的另一

端连接电阻R3、电容C4的一端，电阻R3的另一端连接滤波电路的输出端和电容C2的一端，电

容C4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5、R7的一端，电阻R5的另一端连接电容C2、C3的另一端，电阻R7的

另一端连接运放器U2的同相输入端，并通过电容C5接地，运放器U1的反相输入端通过电阻

R6连接运放器U1的输出端和功放发射电路的第一输入端，运放器U2的反相输入端通过电阻

R8连接运放器U1的输出端，并通过电阻R9连接运放器U2的输出端和功放发射电路的第二输

入端。

[0006] 优选的，所述滤波电路包括电容C1，电容C1的一端连接处理器，并通过电阻R1接

地，电容C1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3的另一端，并通过电阻R2接地。

[0007] 优选的，所述功放发射电路包括三极管VT1、VT2，三极管VT1的发射极通过电阻R10

连接运放器U1的输出端和电阻R11的一端，三极管VT1的集电极连接运放器U2的输出端、电

容C6的一端和三极管VT2的基极，电容C6的另一端接地，三极管VT2的集电极通过电阻R12接

地，三极管VT1的基极连接三极管VT2的发射极和电阻R11的另一端，并通过电容C7连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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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器E1。

[0008] 通过以上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09] 1.本实用新型通过在便携超声设备内部设置卫星定位模块和网络通讯模块，实现

将包含有位置信息的超声图像通过网络通讯模块上传到云平台服务器，在云平台服务器端

的超声专家可以在后台进行远程诊断，并将诊断结果备注传回给用户端，以帮助用户更好

更准的判断病情，从而及时地为患者解决问题；同时经销商和厂商并也可以获取对产品生

产和营销有价值的相应数据；

[0010] 2.网络通讯模块中设计滤波电路、调节放大电路和功放发射电路，降低了网络波

动对数据信号传递过程的干扰，提高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并且大大提高了数据传输效率，保

障了云平台服务器中的数据信息可供医疗机构或疾病控制中心使用，方便其掌握患者的全

面资料。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系统模块图。

[0012] 图2为本实用新型网络通讯模块的电路原理图。

[0013]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工作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有关本实用新型的前述及其他技术内容、特点与功效，在以下配合参考附图1至附

图3对实施例的详细说明中，将可清楚的呈现。以下实施例中所提到的结构内容，均是以说

明书附图为参考。

[0015] 下面将参照附图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各示例性的实施例。

[0016] 如图1所示，一种基于大数据的便携超声设备的定位系统，包括便携超声设备，便

携超声设备内部设置卫星定位模块和网络通讯模块，其中卫星定位模块从全球卫星定位系

统中获取位置信息，网络通讯模块与云平台服务器建立通讯。卫星定位模块包括处理器，处

理器的输入端连接便携超声设备的输出端，处理器的输出端连接网络通讯模块。

[0017] 如图2所示，网络通讯模块包括依次连接的滤波电路、调节放大电路和功放发射电

路。滤波电路包括电容C1，电容C1的一端连接处理器，并通过电阻R1接地，电容C1的另一端

连接电阻R3的另一端，并通过电阻R2接地。

[0018] 调节放大电路包括运放器U1、U2，运放器U1的同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4、电容C3的一

端，电阻R4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3、电容C4的一端，电阻R3的另一端连接滤波电路的输出端和

电容C2的一端，电容C4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5、R7的一端，电阻R5的另一端连接电容C2、C3的

另一端，电阻R7的另一端连接运放器U2的同相输入端，并通过电容C5接地，运放器U1的反相

输入端通过电阻R6连接运放器U1的输出端和功放发射电路的第一输入端，运放器U2的反相

输入端通过电阻R8连接运放器U1的输出端，并通过电阻R9连接运放器U2的输出端和功放发

射电路的第二输入端。

[0019] 功放发射电路包括三极管VT1、VT2，三极管VT1的发射极通过电阻R10连接运放器

U1的输出端和电阻R11的一端，三极管VT1的集电极连接运放器U2的输出端、电容C6的一端

和三极管VT2的基极，电容C6的另一端接地，三极管VT2的集电极通过电阻R12接地，三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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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1的基极连接三极管VT2的发射极和电阻R11的另一端，并通过电容C7连接信号发射器E1。

[0020] 如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具体工作过程为：

[0021] 1）启动便携式超声设备，录入患者个人信息后开始扫描，得到有效的超声图像；

[0022] 2）卫星定位模块将使用地点的地理位置信息记录下来形成数据资料1；

[0023] 3）卫星定位模块内部处理器将地理位置信息以显性或隐性信息的形式附加在超

声图像上形成数据资料2；

[0024] 4）卫星定位模块通过网络通讯模块将数据资料1、2分别上传到云平台服务器对应

的云数据库1、2；

[0025] 5a）云平台服务器利用大数据处理平台对数据进行统计；

[0026] 5b）用户在用户端调取数据库2中的数据进行远程诊断并反馈给患者。

[0027] 其中步骤5a）和5b）是并列关系，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0028] 本实用新型在具体使用时，卫星定位模块采用L1+L5双频GPS定位，在便携式超声

设备内植入博通BCM47755芯片，支持使用1575.42MHz的L1频段和  1176.45MHz的L5频段进

行双频定位，当用户打开便携超声设备后，双频GPS定位模块启动，并自动记录下当前使用

地点的地理位置信息。在设备采集超声图像时，每生成一张超声图像都会相应地将当前的

位置信息附给超声图像，可选择显性显示或隐性显示。由于目前的超声图像已经包含了大

量信息，其中显性信息包括深度，帧频，探头频率和增益等。也会有一些隐性医学信息备注

在图片附属资料中，但并不直接显示在便携超声设备的屏幕上，比如患者个人信息资料，用

户对图像的判断。在这个环节可以有超声科医生的进一步参与。例如当用户缺乏足够的诊

断经验，在云平台服务器端的超声专家可以在后台进行远程诊断，并将诊断结果备注传回

给用户端，以帮助用户更好更准的判断病情，从而及时地为患者解决问题。特别地，存储在

云平台服务器端的数据信息中，通过现有成熟的数据加密技术，经销商和厂商并不能得到

用户采集的超声图像信息，只能得到其便携超声设备的使用地点和次数。这样在做到在保

护患者和医疗部门隐私的同时，也可以获取对产品生产和营销有价值的相应数据。

[0029] 在将包含有位置信息的超声图像通过网络通讯模块上传到云平台服务器的过程

中，由于受到网络波动的影响和数据传输效率因素要求，网络通讯模块中滤波电路采用电

容C1、电阻R1、电阻R2形成π型滤波电路对处理器的输出信号进行高通滤波，降低因网络波

动引起的低频杂波干扰。滤波电路的输出信号再送入调节放大电路中进行稳定调节，其中

电阻R3、R4、R5和电容C2、C3、C4形成双路RC滤波对滤波电路的输出信号进一步降低干扰，并

分两路分别送入运放器U1、U2中进行放大处理，运放器U1、U2形成双通道极大地提高了数据

处理效率，运放器U1、U2的输出信号分别送入功放发射电路的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功

放发射电路中三极管VT1、VT2形成互补型组合功放管对运放器U1、U2的输出信号进行功率

放大，极大地提高了功放效率，并将放大后的信号经电容C7耦合后送入信号发射器E1中进

行发射，从而将数据信息远程上传到云平台服务器，云平台服务器中的数据信息可供医疗

机构或疾病控制中心使用，方便其掌握患者的全面资料。

[0030] 本实用新型还有利于医疗机构对海量超声图像数据进行检索分类，大大提高了用

户工作效率。在大数据来临的时代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创造大量的社会价值。例如，根据

患者的地区，年龄，性别，病史，诊断结果等做出统计，从而得出不同背景的人群对于某种疾

病的发病几率，从而对于疾病控制中心或医疗管理机构进行疾病预防给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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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以上所述是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本

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仅局限于此；对于本实用新型所属及相关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

基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思路前提下，所作的拓展以及操作方法、数据的替换，都应当落在

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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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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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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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和营销有价值的相应数据。

https://share-analytics.zhihuiya.com/view/e956e56b-7fd3-4266-9b92-c16e58f0eb75
https://worldwide.espacenet.com/patent/search/family/067508854/publication/CN209231513U?q=CN209231513U
http://epub.sipo.gov.cn/tdcdesc.action?strWhere=CN209231513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