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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包括便携式箱

包、隔离板，控制组件、低温保温模块、高温加热

模块、深紫外消毒模块、供电模块及交互模块；隔

离板将便携式箱包内分隔为高温腔及低温腔；控

制组件与低温保温模块、高温加热模块、深紫外

消毒模块及交互模块均连接；供电模块与控制组

件、低温保温模块、高温加热模块、深紫外消毒模

块及交互模块均连接；深紫外消毒模块包括设置

于低温腔中的低温消毒单元及设置于高温腔中

的高温消毒单元。如此集成低温保存、高温保存、

高温烘干、消毒等功能于一体且便于携带。本发

明还提供一种利用上述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进

行多功能智能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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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便携式箱包、横向设置于便携式箱包中

部的隔离板，设置于便携式箱包内的控制组件、低温保温模块、高温加热模块、深紫外消毒

模块、供电模块，以及设置于便携式箱包外侧面的交互模块；隔离板将便携式箱包的内部空

间分隔为位于隔离板上方的高温腔及位于隔离板下方的低温腔；控制组件与低温保温模

块、高温加热模块、深紫外消毒模块及交互模块均连接；供电模块与控制组件、低温保温模

块、高温加热模块、深紫外消毒模块及交互模块均连接；低温保温模块包括设置于低温腔中

的低温保存单元及设置于低温腔的内侧壁上的低温腔温度传感器，低温保存单元包括两个

相对设置的壳体、相变蓄热填充物、储存容器、壳体温度传感器，壳体内开设有填充腔，相变

蓄热填充物位于填充腔内，壳体的一端开设有与填充腔连通的加料口，壳体温度传感器嵌

设于壳体上，且至少部分地与相变蓄热填充物接触，储存容器位于两个壳体之间；高温加热

模块包括设置于高温腔中的第一铝基板、若干设置于第一铝基板上的LED灯珠、设置于LED

灯珠远离第一铝基板一侧的玻璃透镜、用于驱动若干LED灯珠的恒流驱动器及设置于高温

腔的内侧壁上的高温腔温度传感器；深紫外消毒模块包括设置于低温腔中的低温消毒单元

及设置于高温腔中的高温消毒单元；所述两个壳体相对的一侧还相对凹陷设置有限位槽，

储存容器位于限位槽中；所述相变蓄热填充物为蓝冰；所述玻璃透镜上涂覆有远红外线辐

射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便携式箱包从外至内具

有外部保护层、内部保护层、隔热棉及铝箔层，外部保护层与内部保护层之间具有夹层空

间。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组件及供电模块均

设置于夹层空间内。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板的中部具有支撑

板，支撑板的上方及下方均设置有隔热棉，隔热棉的外侧设置有铝箔层。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便携式箱包的顶部外侧

设置有提手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组件包括控制芯

片、存储器及无线射频单元，控制芯片与存储器及无线射频单元均连接。

7.一种利用如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进行多功能智能控制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0：选择不同的功能模式，功能模式包括低温保温消毒工作模式、高温烘干消毒模

式及高温保温消毒模式；

步骤S11：在低温保温消毒工作模式下，开启低温保温模块，开始制冷，同时开始计时；

步骤S12：定时检查相变蓄热填充物的温度；

步骤S13：判断相变蓄热填充物的温度是否低于预设的材料温度，是则进入步骤S14，否

则进入步骤S16；

步骤S14：判断计时时间是否达到预定的低温保存时间，是则进入步骤S15，否则返回步

骤S14；

步骤S15：开启低温消毒单元工作一段时间；

步骤S16：低温保温模块停止工作，使得相变蓄热填充物自然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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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S21：在高温烘干消毒模式下，开启高温加热模块，同时开始计时；

步骤S22：判断发热时间是否达到预定的烘干时间，若达到则进入步骤S23，否则返回步

骤S22；

步骤S23：开启高温消毒单元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关闭高温加热模块；

步骤S31：在高温保温消毒模式下，开启高温加热模块，同时开始计时；

步骤S32：实时监控高温腔中的温度；

步骤S33：判断高温腔11中的温度是否低于预设的保温温度，若低于则返回步骤S31，若

高于则进入步骤S34，若相等则进入步骤S35；

步骤S34：控制高温加热模块关闭；

步骤S35：判断计时时间是否达到预定的高温保温时间，是则进入步骤S36，否则返回步

骤S35；

步骤S36：开启高温消毒单元工作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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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及多功能智能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便携式保温用品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及多功能

智能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保障健康，生活中有些物品需要低温保存，有些物品需要高温

保存，还有些物品要定期进行消毒，如婴儿食物的低温保存、妇婴衣服及用品烘干、保温及

消毒，以及各种贴身用品或餐具的消毒等。现有的低温保存装置、高温保存装置及消毒装置

均单独设置，功能单一且占用空间较大。另外现有的低温保存装置、高温保存装置及消毒装

置均为固定设置，不便于用户携带。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集成低温保存、高温保存、高温烘干、消毒等功能于

一体且便于携带的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及多功能智能控制方法，以解决上述问题。

[0004] 一种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包括便携式箱包、横向设置于便携式箱包中部的隔离

板，设置于便携式箱包内的控制组件、低温保温模块、高温加热模块、深紫外消毒模块、供电

模块，以及设置于便携式箱包外侧面的交互模块；隔离板将便携式箱包的内部空间分隔为

位于隔离板上方的高温腔及位于隔离板下方的低温腔；控制组件与低温保温模块、高温加

热模块、深紫外消毒模块及交互模块均连接；供电模块与控制组件、低温保温模块、高温加

热模块、深紫外消毒模块及交互模块均连接；低温保温模块包括设置于低温腔中的低温保

存单元及设置于低温腔的内侧壁上的低温腔温度传感器，低温保存单元包括两个相对设置

的壳体、相变蓄热填充物、储存容器、壳体温度传感器，壳体内开设有填充腔，相变蓄热填充

物位于填充腔内，壳体的一端开设有与填充腔连通的加料口，壳体温度传感器嵌设于壳体

上，储存容器位于两个壳体之间；高温加热模块包括设置于高温腔中的第一铝基板、若干设

置于第一铝基板上的LED灯珠、设置于LED灯珠远离第一铝基板一侧的玻璃透镜、用于驱动

若干LED灯珠的恒流驱动器及设置于高温腔的内侧壁上的高温腔温度传感器；深紫外消毒

模块包括设置于低温腔中的低温消毒单元及设置于高温腔中的高温消毒单元。

[0005] 进一步地，所述便携式箱包从外至内具有外部保护层、内部保护层、隔热棉及铝箔

层，外部保护层与内部保护层之间具有夹层空间。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组件及供电模块均设置于夹层空间内。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隔离板的中部具有支撑板，支撑板的上方及下方均设置有隔热棉，

隔热棉的外侧设置有铝箔层。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便携式箱包的顶部外侧设置有提手部。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组件包括控制芯片、存储器及无线射频单元，控制芯片与存储

器及无线射频单元均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两个壳体相对的一侧还相对凹陷设置有限位槽，储存容器位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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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槽中。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相变蓄热填充物为蓝冰。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玻璃透镜上涂覆有远红外线辐射膜。

[0013] 一种利用上述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进行多功能智能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

骤S0：选择不同的功能模式，功能模式包括低温保温消毒工作模式、高温烘干消毒模式及高

温保温消毒模式；步骤S11：在低温保温消毒工作模式下，开启低温保温模块，开始制冷，同

时开始计时；步骤S12：定时检查相变蓄热填充物的温度；步骤S13：判断相变蓄热填充物的

温度是否低于预设的材料温度，是则进入步骤S14，否则进入步骤S16；步骤S14：判断计时时

间是否达到预定的低温保存时间，是则进入步骤S15，否则返回步骤S14；步骤S15：开启低温

消毒单元工作一段时间；步骤S16：低温保温模块停止工作，使得相变蓄热填充物自然冷却；

步骤S21：在高温烘干消毒模式下，开启高温加热模块，同时开始计时；步骤S22：判断发热时

间是否达到预定的烘干时间，若达到则进入步骤S23，否则返回步骤S22；步骤S23：开启高温

消毒单元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关闭高温加热模块；步骤S31：在高温保温消毒模式下，开启高

温加热模块，同时开始计时；步骤S32：实时监控高温腔中的温度；步骤S33：判断高温腔11中

的温度是否低于预设的保温温度，若低于则返回步骤S31，若高于则进入步骤S34，若相等则

进入步骤S35；步骤S34：控制高温加热模块关闭；步骤S35：判断计时时间是否达到预定的高

温保温时间，是则进入步骤S36，否则返回步骤S35；步骤S36：开启高温消毒单元工作一段时

间。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包括便携式箱包、横向设置于便

携式箱包中部的隔离板，设置于便携式箱包内的控制组件、低温保温模块、高温加热模块、

深紫外消毒模块、供电模块，以及设置于便携式箱包外侧面的交互模块；隔离板将便携式箱

包的内部空间分隔为位于隔离板上方的高温腔及位于隔离板下方的低温腔；控制组件与低

温保温模块、高温加热模块、深紫外消毒模块及交互模块均连接；供电模块与控制组件、低

温保温模块、高温加热模块、深紫外消毒模块及交互模块均连接；低温保温模块包括设置于

低温腔中的低温保存单元及设置于低温腔的内侧壁上的低温腔温度传感器，低温保存单元

包括两个相对设置的壳体、相变蓄热填充物、储存容器、壳体温度传感器，壳体内开设有填

充腔，相变蓄热填充物位于填充腔内，壳体的一端开设有与填充腔连通的加料口，壳体温度

传感器嵌设于壳体上，储存容器位于两个壳体之间；高温加热模块包括设置于高温腔中的

第一铝基板、若干设置于第一铝基板上的LED灯珠、设置于LED灯珠远离第一铝基板一侧的

玻璃透镜、用于驱动若干LED灯珠的恒流驱动器及设置于高温腔的内侧壁上的高温腔温度

传感器；深紫外消毒模块包括设置于低温腔中的低温消毒单元及设置于高温腔中的高温消

毒单元。如此集成低温保存、高温保存、高温烘干、消毒等功能于一体且便于携带。本发明还

提供一种利用上述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进行多功能智能控制方法。

附图说明

[0015] 以下结合附图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其中：

[0016]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的立体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的方框示意图。

[0018] 图3为图2中的低温保温模块的局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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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4为图2中的高温加热模块的局部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智能控制方法的步骤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基于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

对本发明实施例的说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2] 请参考图1及图2，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包括一便携式箱包10、横向

或水平设置于便携式箱包10中部的隔离板20，设置于便携式箱包10内的控制组件30、低温

保温模块40、高温加热模块50、深紫外消毒模块60、供电模块，以及设置于便携式箱包10外

侧面的交互模块70。

[0023] 隔离板20将便携式箱包10的内部空间分隔为位于隔离板20上方的高温腔11及位

于隔离板20下方的低温腔12。

[0024] 便携式箱包10从外至内具有外部保护层、内部保护层、隔热棉及铝箔层。外部保护

层及内部保护层可为无纺布或PU层，铝箔层具有反光、保温的作用。便携式箱包10的外部保

护层与内部保护层之间具有夹层空间。

[0025] 控制组件30及供电模块均设置于夹层空间内。

[0026] 隔离板20的中部具有支撑板，支撑板的上方及下方均设置有隔热棉，隔热棉的外

侧设置有铝箔层。

[0027] 便携式箱包10的顶部外侧还设置有提手部13。

[0028] 控制组件30与低温保温模块40、高温加热模块50、深紫外消毒模块60及交互模块

70均连接。供电模块与控制组件30、低温保温模块40、高温加热模块50、深紫外消毒模块60

及交互模块70均连接，以为上述部件供电。

[0029] 控制组件30包括控制芯片31、存储器32及无线射频单元33，控制芯片31与存储器

32及无线射频单元33均连接。

[0030] 低温保温模块40包括分别设置于低温腔12两侧的两个低温保存单元41及设置于

低温腔12内侧壁上的低温腔温度传感器42。低温腔温度传感器42用于感应低温腔12中的温

度。

[0031] 请参考图3，低温保存单元41包括两个相对设置的壳体411、填充于壳体411内的相

变蓄热填充物、储存容器413、壳体温度传感器414。

[0032] 壳体411内开设有填充腔412，壳体411的一端开设有与填充腔412连通的加料口

415。壳体温度传感器414嵌设于壳体411上，且至少部分地与相变蓄热填充物接触。

[0033] 两个壳体411相对的一侧还相对凹陷设置有限位槽416，储存容器413位于限位槽

416中并由两个壳体411相向夹持。

[0034] 本实施方式中，限位槽416的截面形状为弧形，储存容器413的形状为圆柱形。

[0035] 相变蓄热填充物为蓝冰，其为高分子凝胶状态，制冷温度可达‑30摄氏度，吸热比

高(为水的1.9倍)、无毒、不会燃烧和爆炸，无腐蚀性，可重复使用，寿命可达10年，废弃后可

完全自然降解，无污染，对环境和人体无不良影响。

[0036] 请参考图4，高温加热模块50包括第一铝基板51、若干设置于第一铝基板51上的

LED灯珠52、设置于LED灯珠52远离第一铝基板51一侧的玻璃透镜53、用于驱动若干LED灯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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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的恒流驱动器54及设置于高温腔11的内侧壁上的高温腔温度传感器55。高温腔温度传感

器55用于感应高温腔11中的温度。

[0037] 玻璃透镜53上涂覆有远红外线辐射膜，LED灯珠52发出的光经过玻璃透镜53后，由

于远红外线辐射膜的转换作用，将成为波段为1.4～3微米远红外IR‑B波段光。

[0038] 交互模块70具有显示屏71、若干操作按钮72及若干开关电路73。控制组件30通过

开关电路73及恒流驱动器54控制若干LED灯珠52的通断。

[0039] 控制芯片31内还具有计时单元，以用于对低温保温模块40、高温加热模块50、深紫

外消毒模块60的工作状态进行计时，如低温保温时间、高温保温时间等。

[0040] 控制组件30可通过显示屏71显示低温腔温度传感器42、高温腔温度传感器55、壳

体温度传感器414感应的温度，显示计时时间，低温保温模块40、高温加热模块50、深紫外消

毒模块60的工作状态等。还可通过若干操作按钮72及开关电路73进行功能模式选择、工作

参数设置，以及控制低温保温模块40、高温加热模块50、深紫外消毒模块60工作或停止。

[0041] 具体地，控制芯片31内具有一个功能模式选择单元，以选择不同的功能模式，如低

温保温消毒工作模式、高温烘干消毒模式及高温保温消毒模式。存储器32存储有不同的功

能模式下的工作参数及工作流程，工作参数如预设时间和预设温度等，在不同的功能模式

下，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以不同的工作参数及工作流程进行工作。

[0042] 深紫外消毒模块60包括设置于低温腔12中的低温消毒单元61及设置于高温腔11

中的高温消毒单元62。低温消毒单元61及高温消毒单元62均包括第二铝基板、若干设置于

第二铝基板上的深紫外灯珠以及用于驱动深紫外灯珠工作的消毒驱动电路板。深紫外灯珠

用于发出250～280纳米波段的深紫外线，对各种细菌、病毒、寄生虫、水藻以及其他病原体

杀死率高。

[0043] 请参考图5，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利用上述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进行多功能智能控

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4] 步骤S0：通过操作按钮72选择不同的功能模式，如低温保温消毒工作模式、高温烘

干消毒模式及高温保温消毒模式。

[0045] 步骤S11：在低温保温消毒工作模式下，控制芯片31开启低温保温模块40，使得低

温保存单元41开始制冷，同时开始计时。

[0046] 步骤S12：控制芯片31通过壳体温度传感器414感应低温保存单元41的工作温度，

以定时检查相变蓄热填充物(相变蓄热材料)的温度。

[0047] 步骤S13：控制芯片31判断相变蓄热填充物的温度是否低于预设的材料温度，是则

进入步骤S14，否则进入步骤S16。

[0048] 步骤S14：控制芯片31判断计时时间是否达到预定的低温保存时间，是则进入步骤

S15，否则返回步骤S14。

[0049] 步骤S15：控制芯片31开启低温消毒单元61工作一段时间。

[0050] 之后，显示屏71显示完成低温保温及消毒，低温保温模块40可继续维持预定的低

温保存温度。

[0051] 步骤S16：低温保温模块40停止工作，使得相变蓄热填充物自然冷却。

[0052] 步骤S21：在高温烘干消毒模式下，控制芯片31开启高温加热模块50，使得若干LED

灯珠52点亮进行发热，同时开始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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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步骤S22：控制芯片31判断发热时间是否达到预定的烘干时间，若达到则进入步骤

S23，否则返回步骤S22。

[0054] 步骤S23：控制芯片31开启高温消毒单元62工作一段时间。

[0055] 之后控制芯片31关闭高温加热模块50，显示屏71显示完成烘干及消毒。

[0056] 步骤S31：在高温保温消毒模式下，控制芯片31开启高温加热模块50，使得若干LED

灯珠52点亮进行发热，同时开始计时。

[0057] 步骤S32：控制芯片31通过高温腔温度传感器55实时监控高温腔11中的温度。

[0058] 步骤S33：控制芯片31判断高温腔11中的温度是否低于预设的保温温度，若低于则

返回步骤S31，若高于则进入步骤S34，若相等则进入步骤S35。

[0059] 步骤S34：控制芯片31控制高温加热模块50关闭。

[0060] 步骤S35：控制芯片31判断计时时间是否达到预定的高温保温时间，是则进入步骤

S36，否则返回步骤S35。

[0061] 步骤S36：控制芯片31开启高温消毒单元62工作一段时间。

[0062] 最后显示屏71显示完成高温保温及消毒，高温加热模块50可继续维持预定的高温

保存温度。

[006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包括便携式箱包10、横向设置于

便携式箱包10中部的隔离板20，设置于便携式箱包10内的控制组件30、低温保温模块40、高

温加热模块50、深紫外消毒模块60、供电模块，以及设置于便携式箱包10外侧面的交互模块

70；隔离板20将便携式箱包10的内部空间分隔为位于隔离板20上方的高温腔11及位于隔离

板20下方的低温腔12；控制组件30与低温保温模块40、高温加热模块50、深紫外消毒模块60

及交互模块70均连接；供电模块与控制组件30、低温保温模块40、高温加热模块50、深紫外

消毒模块60及交互模块70均连接；低温保温模块40包括设置于低温腔12中的低温保存单元

41及设置于低温腔12的内侧壁上的低温腔温度传感器42，低温保存单元41包括两个相对设

置的壳体411、填充于壳体411内的相变蓄热填充物、储存容器413、壳体温度传感器414，壳

体411内开设有填充腔412，壳体411的一端开设有与填充腔412连通的加料口415，壳体温度

传感器414嵌设于壳体411上，储存容器413位于两个壳体411之间；高温加热模块50包括第

一铝基板51、若干设置于第一铝基板51上的LED灯珠52、设置于LED灯珠52远离第一铝基板

51一侧的玻璃透镜53、用于驱动若干LED灯珠52的恒流驱动器54及设置于高温腔11的内侧

壁上的高温腔温度传感器55；深紫外消毒模块60包括设置于低温腔12中的低温消毒单元61

及设置于高温腔11中的高温消毒单元62。如此集成低温保存、高温保存、高温烘干、消毒等

功能于一体且便于携带。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利用上述多功能智能便携装置进行多功能智能

控制方法。

[0064]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于局限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任何在本发明

精神内的修改、等同替换或改进等，都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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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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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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