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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密码解锁的智能手链，

其由多个智能珠子串联组成，每个珠子都可以通

过触摸开关进行信号开启发送，开启珠子组合作

为第一重主动加密密码。多个珠子与特定珠子在

手臂上的相对间距形成的相对平面坐标图案形

成第二重密码。该手链随着手部运动实现设定动

作轨迹，获得第三重密码。在工作时，通过数量组

合、平面位置和运动轨迹进行系统匹配，以识别

用户设定的操作指令。本发明具备隐蔽性和较强

的安全性，提高个人隐私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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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密码解锁的智能手链，其特征在于：组成所述手链的珠子有信号发送功能；

所述的珠子可以选择工作数量，形成不同组合的信号源群组，作为第一重主动密码；所述手

链被特定手腕佩戴后，所述信号源群组的珠子组合和相对位置形成特定平面坐标图案，作

为第二重被动密码；同时所述手链设有固定珠子随着人体运动形成特殊轨迹作为第三重被

动密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手链，其特征在于：所述珠子的外壳由工程塑料、石头、玻

璃或者木头构成，壳内面贴置触摸开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手链，其特征在于：所述珠子内部设置无线信号发射器，

并至少有1个珠子作为定位标识系统的特定辅助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手链，其特征在于：所述珠子的数目为3‑50个，触控操作

时定位标识用珠子工作，其他珠子至少有1个处于工作状态。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手链，其特征在于：所述珠子发射不同频率的信号，接收

微处理器对其进行识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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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密码解锁的智能手链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密码解锁装置，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密码解锁的智能手链

背景技术

[0002]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如何准确鉴定一个人的身份、保护信息安全，已成为一个必须

解决的关键社会问题。传统的身份认证由于极易伪造和丢失，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目前最为便捷与安全的解决方案无疑就是生物识别技术。它不但简洁快速，而且利用它进

行身份的认定，安全、可靠、准确。同时更易于配合电脑和安全、监控、管理系统整合，实现自

动化管理。由于其广阔的应用前景、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已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和

高度重视。每个个体都有唯一的可以测量或可自动识别和验证的生理特性或行为方式，即

生物特征。它可划分为生理特征(如指纹、面像、虹膜、掌纹等)和行为特征(如步态、声音、笔

迹等)。生物识别就是依据每个个体之间独一无二的生物特征对其进行识别与身份的认证。

但是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生物特征密码很容易被识别。在研究实验中，研究人

员已经能够开发出一套人工合成的超级“万能指纹”(MasterPrints)，可以解锁目前智能手

机  65％的真人指纹识别。而主动密码有简单的数字密码和信息加密密码，但两者都容易受

到复制窃取，安全漏洞更为严重。因此单一的生物特征被动识别和主动设定密码都会有漏

洞出现，那么进行主动和被动结合的生物特征应当有可能成为更安全的密码形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了一种主

动解密和生物识别被动解密结合解决安全问题的方法和装置。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发明了一种用于密码解锁的智能手

链，其由多个智能珠子串联组成，每个珠子都可以通过触摸开关进行信号开启发送，开启珠

子组合作为第一重主动加密密码。多个珠子与特定珠子在手臂上的相对间距形成的相对平

面坐标图案形成第二重密码。该手链随着手部运动实现设定动作轨迹，获得第三重密码。在

工作时，通过数量、平面位置和运动轨迹进行系统匹配，以识别用户设定的操作指令。

[0005] 所述的智能手链设定了一个特定珠子作为定位辅助件，用于确定手腕佩戴位置和

其他珠子的相对位置，称为原点(201)。

[0006] 所述的智能手链上的珠子外壳有触控开关控制，通过触控开关设定不同数量、不

同间距的工作珠子，产生主动密码组。并且由于手腕的个体特征差异，造成手链的椭圆状态

不同，从而形成生物特征的提取，产生第一被动密码组。

[0007] 所述的智能手链可以进行运动轨迹密码设定，产生第二被动密码组。

[0008] 在密码信号发射过程，通过与原点(201)的信号定位，工作状态的珠子按照不同频

率的信号释放，使得信号接收系统能够判别出珠子的组合和位置。这也形成了主动密码组

和第一被动密码组的发射和接收。

[0009] 在继续解锁过程中，通过对原点的无线信号轨迹统计分析，解码出第二被动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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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0010] 此智能手链仅承担密码信号发送任务，受控系统和识别系统由人体外的具体设备

构成。包括无线信号接收模块、微处理器系统和执行系统。

[0011] 此智能手链的密码设定由受控系统的微处理器完成，因此具备更好的单一性。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进行了主动加密和双层生物被动特征加密。增强了保密性。

现有的声音验证、指纹验证、密码验证都已经很难保证安全。为了进一步保证安全，往往需

要将验证复杂化，比如增加声音长度、提高指纹扫描精度、增加密码长度等，而这些设置实

施时，不利于良好的客户体验。本发明则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正常的数字密码和人体运动

特征的结合，完成了有效的主被动关联加密。

附图说明

[0013] 图1本发明的解密逻辑过程示意图

[0014] 图2本发明的智能手链示意图

[0015] 图3本发明的智能手链单颗珠子内部组成示意图

[0016] 图4本发明的智能手链工作珠子组合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描述。这些附图均为简化的示意图，仅以

示意方式说明本发明的基本结构，因此其仅显示与本发明有关的构成。

[0018] 参照图2，一种用于密码解锁的智能手链，包括珠子(203)12颗、由弹性系数固定的

柔性材料构成连接线(204)，串联12颗珠子，形成手链。总数可以是3颗至50颗不等，具体数

量根据佩戴需要或者密码需要决定。

[0019] 其中必定有1颗作为定位辅助，被设定为原点，其表面有凸点(201)。通过人手触摸

即可确认原点。通常原点在手链解密时被佩戴在手腕背部。用以作为基准点，确认其他珠子

的平面位置和间隔距离。

[0020] 图3示意了单颗珠子的内部结构，主要由4部分组成。左外壳(303)、右外壳(301) 

和中间连接环(302)以及内置的信号发射模块组(304、305、306)。

[0021] 其中信号发射模块组固定在左外壳上，并通过外壳外表面设置触摸开关标识

(308)。使用时，通过触碰按压珠子表面，达到开关效果。同时信号发射模块组包含振动原件

(305)，通过振动确认开关状态。其供电采用锂电池或其他小型电池(304)。信号发射器件

(306)  负责无线信号的发射。

[0022] 三件外壳通过螺纹口(310)进行连接。其中连接环(302)中部打孔(309)。柔性连接

线(204)穿过孔(309)连接12颗珠子。同时柔性材料在珠子内被孔口固定，不产生弹性伸缩，

只在珠子连接部位弹性伸缩。

[0023] 在使用中，首先确认开启除原点外的珠子组合。通过振动确认开启。例如图4所示

的401  至406共6颗。工作状态的珠子与原点的距离按照顺时针计算可以写成0110，1011，

010。每个珠子发射的无线信号频率都设定为不同信号，通过接收器进行识别，判断出珠子

的组合。

[0024] 将智能手链穿戴进手腕，原点(400)旋转至手臂长轴中心。并开始原点工作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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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的骨骼大小，造成柔性材料的伸缩长度不一，此时珠子的间隔也不同。通过设定理

想情况下(不伸缩状态)，各个珠子与原点的相对位置确定，而佩戴时位置发生了变化，则接

收端处理器进行定位处理，得出受到弹性伸缩影响后的珠子位置，形成平面坐标图。

[0025] 通过上述主动密码开启和第一被动密码探测确定后，进行手势运动。此时原点的

运动轨迹被确定为基准运动轨迹，接收端微处理器对其进行跟踪处理，通过过滤和空间三

维变化，获得匹配度较高的轨迹曲线，实现第二被动密码开启。完成整个设定命令的触发，

开始执行操作。

[0026] 作为佩戴首饰，完成密码解锁任务。本发明经过大量的统计和调查发现人体在挥

手或者进行常见性手势时，总会形成明显的个体习惯，并且重复度很高。以用户佩戴手表时

查看时间为例，本发明发现用户在需要抬手臂带动手表运动的轨迹具有很强的规律。例如

绝大多数用户会弯曲小臂与上肢胳膊形成约90度角，位置处于胸口中部。这种操作通常是

由于重复使用造成的肢体记忆明显。通过上述研究表明，用户在使用常用手势时运动轨迹

相对固定，因此在有利于将其作为生物特征密码进行使用而且可以降低误判的几率，因而

具有更加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作为一种密码解密的智能手链，其通过主动数字加密和生物体

征双重加密，能够获得更为安全的保障。

[0028] 以上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全

可以在不偏离本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性范围

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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