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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呼吸数据信息处理领域，具体公

开了一种用于危重症的呼吸数据提醒系统，包括

面罩和设置在所述面罩上的呼气量测量模块，还

包括数据采集模组、数据整合模组、数据处理终

端，所述数据采集模组包括所述呼气量测量模

块、口腔音频采集模块、胸腔音频采集模块，所述

数据整合模组包括胸腔起伏数据处理单元、音频

片段存放单元、呼气数据片段存放单元；针对炎

症随着时间变化可能产生的肺部变化和气管变

化，将呼吸的监控数据进行呼吸分段式采集，从

而获取呼吸阶段下的音频片段与呼吸数据片段，

结合痰液导致的气管堵塞造成的呼气量变化与

声音变化，使整个呼吸数据监控更加细致，使医

生可以及时的对病人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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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危重症的呼吸数据提醒系统，包括面罩（1）和设置在所述面罩（1）上的呼气

量测量模块（2），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数据采集模组（100）、数据整合模组（200）、数据处理终

端（300）；

所述数据采集模组（100）包括所述呼气量测量模块（2）、口腔音频采集模块（3）、胸腔音

频采集模块（4），所述口腔音频采集模块（3）设置在所述面罩（1）的内部，通过第一声音采集

器（32）采集呼吸阶段下通过口腔发出的呼吸声音，所述胸腔音频采集模块（4）包括采集腹

部起伏数据的胸腔起伏采集单元（42）、以及设置在胸部用于贴合皮肤采集下方肺部呼吸状

态声音的第二声音采集器（43），所述胸腔起伏采集单元（42）设置在肚脐上方两厘米处；

所述数据整合模组（200）包括胸腔起伏数据处理单元（201）、音频片段存放单元（202）、

呼气数据片段存放单元（203），所述胸腔起伏数据处理单元（201）依据所述胸腔起伏采集单

元（42）的信息控制所述第一声音采集器（32）、所述第二声音采集器（43）声音采集的启闭，

使所述第一声音采集器（32）、所述第二声音采集器（43）采集到对应的音频片段储存在所述

音频片段存放单元（202）内，所述呼气量测量模块（2）在音频采集区间内的采集数据储存在

所述呼气数据片段存放单元（203）内；

所述数据处理终端（300）包括数据处理单元（301）、异常数据库（303），所述数据处理单

元（301）对所述音频片段存放单元（202）、所述呼气数据片段存放单元（203）内数据进行处

理，并且将异常数据通过数据传输模块（302）传输至异常数据库（303）内，同时进行提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危重症的呼吸数据提醒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

处理终端（300）内具有系统使用前采集的标准片段数据，所述数据处理单元（301）根据所述

音频片段存放单元（202）、所述呼气数据片段存放单元（203）内的采集数据与标准片段数据

对比筛选出异常片段数据，将异常片段数据通过所述数据传输模块（302）传输至所述异常

数据库（303）内，通过所述数据处理单元（301）处理的正常片段数据从库内删除。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危重症的呼吸数据提醒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口腔

音频采集模块（3）还包括避风阻拦单元（31），所述避风阻拦单元（31）固定连接在所述面罩

（1）的内部，所述避风阻拦单元（31）位于口腔部的侧面，所述第一声音采集器（32）安装在所

述避风阻拦单元（31）与所述面罩（1）的内壁之间，所述避风阻拦单元（31）为圆弧形，所述避

风阻拦单元（31）与所述面罩（1）的唯一固定端位于所述面罩（1）侧面靠近口腔部的位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危重症的呼吸数据提醒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呼气

量测量模块（2）与所述面罩（1）之间通过呼气口（21）连通，所述呼气口（21）与口腔部相对

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危重症的呼吸数据提醒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胸腔

音频采集模块（4）还包括贴附单元（41），所述胸腔起伏采集单元（42）、所述第二声音采集器

（43）均通过所述贴附单元（41）与躯干粘贴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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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危重症的呼吸数据提醒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呼吸数据信息处理领域，具体是一种用于危重症的呼吸数据提醒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当病人的身体处于危重状态下，需要对病人的呼吸进行监控，监控的目的为了表

现病人的身体状态变化，目前主要通过对呼吸力度、呼气量、空气湿度等信息进行监控，但

是该方式的表现并不全面；最常见的病人由于车祸受到的创伤往往是复合型创伤，该创伤

会同时损伤多个部位，而呼吸主要体现肺部功能，但是由于肺部在胸部，同时肺部面积要大

一些，因此肺部创伤处于此类型创伤的频发区域，而肺部受伤后产生的炎症在初期并没有

表现，而是随着治疗的进行过程中进行康复，但是在治疗过程中，如果监控不当，此时受到

肺炎的影响，开始在呼吸时，肺部产生声音，同时产生痰液，使呼吸过程中，在口腔内由于痰

液导致产生异响，而病人如果处于危重状态下，此时单纯的通过呼吸力度、呼气量的监控并

不全面，导致出现治疗、干预不及时的情况。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危重症的呼吸数据提醒系统，以解决上述背景技

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危重症的呼吸数据提醒系

统，包括面罩和设置在所述面罩上的呼气量测量模块，还包括数据采集模组、数据整合模

组、数据处理终端；

所述数据采集模组包括所述呼气量测量模块、口腔音频采集模块、胸腔音频采集

模块，所述口腔音频采集模块设置在所述面罩的内部，通过第一声音采集器采集呼吸阶段

下通过口腔发出的呼吸声音，所述胸腔音频采集模块包括采集腹部起伏数据的胸腔起伏采

集单元、以及设置在胸部用于贴合皮肤采集下方肺部呼吸状态声音的第二声音采集器，所

述胸腔起伏采集单元设置在肚脐上方两厘米处；

所述数据整合模组包括胸腔起伏数据处理单元、音频片段存放单元、呼气数据片

段存放单元，所述胸腔起伏数据处理单元依据所述胸腔起伏采集单元的信息控制所述第一

声音采集器、所述第二声音采集器声音采集的启闭，使所述第一声音采集器、所述第二声音

采集器采集到对应的音频片段储存在所述音频片段存放单元内，所述呼气量测量模块在音

频采集区间内的采集数据储存在所述呼气数据片段存放单元内；

所述数据处理终端包括数据处理单元、异常数据库，所述数据处理单元对所述音

频片段存放单元、所述呼气数据片段存放单元内数据进行处理，并且将异常数据通过数据

传输模块传输至异常数据库内，同时进行提醒。

[0005]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数据处理终端内具有系统使用前采集的标准片

段数据，所述数据处理单元根据所述音频片段存放单元、所述呼气数据片段存放单元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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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数据与标准片段数据对比筛选出异常片段数据，将异常片段数据通过所述数据传输模

块传输至所述异常数据库内，通过所述数据处理单元处理的正常片段数据从库内删除。

[0006]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口腔音频采集模块还包括避风阻拦单元，所述

避风阻拦单元固定连接在所述面罩的内部，所述避风阻拦单元位于口腔部的侧面，所述第

一声音采集器安装在所述避风阻拦单元与所述面罩的内壁之间，所述避风阻拦单元为圆弧

形，所述避风阻拦单元与所述面罩的唯一固定端位于所述面罩侧面靠近口腔部的位置。

[0007]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呼气量测量模块与所述面罩之间通过呼气口连

通，所述呼气口与口腔部相对应。

[0008]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胸腔音频采集模块还包括贴附单元，所述胸腔

起伏采集单元、所述第二声音采集器均通过所述贴附单元与躯干粘贴固定。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结合肺部炎症的出现规律，在前期进行监控。针对炎症随着时间变化可能产生的

肺部变化和气管变化，将呼吸的监控数据进行呼吸分段式采集，从而获取呼吸阶段下的音

频片段与呼吸数据片段，结合痰液导致的气管堵塞造成的呼气量变化与声音变化，使整个

呼吸数据监控更加细致，将异常数据进行提醒后，使医生可以获取细小的声音变化信息，及

时为医生提供异常声音、呼吸数据的组合数据，使医生可以及时的对病人进行干预。

附图说明

[001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有技术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

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

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1] 图1为一种用于危重症的呼吸数据提醒系统的使用示意图；

图2为一种用于危重症的呼吸数据提醒系统中面罩的立体示意图；

图3为一种用于危重症的呼吸数据提醒系统中面罩的另一个视角的立体示意图；

图4为一种用于危重症的呼吸数据提醒系统的示意图；

图5为一种用于危重症的呼吸数据提醒系统中数据采集模组的组成示意图；

图6为一种用于危重症的呼吸数据提醒系统中数据整合模组的组成示意图；

图7为一种用于危重症的呼吸数据提醒系统中数据处理终端的处理流程示意图；

图中：100、数据采集模组；200、数据整合模组；201、胸腔起伏数据处理单元；202、

音频片段存放单元；203、呼气数据片段存放单元；300、数据处理终端；301、数据处理单元；

302、数据传输模块；303、异常数据库；1、面罩；2、呼气量测量模块；21、呼气口；3、口腔音频

采集模块；31、避风阻拦单元；32、第一声音采集器；4、胸腔音频采集模块；41、贴附单元；42、

胸腔起伏采集单元；43、第二声音采集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请参阅图1‑图7：

包括面罩1和设置在面罩1上的呼气量测量模块2，还包括数据采集模组100、数据

整合模组200、数据处理终端300；呼气量测量模块2主要为了检测一个呼吸周期下的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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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由于呼气量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检测。在此公开一种形式，呼气量测量模块2可以采用气

体压力传感器判断肺部一次呼吸的吐气量。因此呼气量测量模块2设置在面罩1处，获取病

人的吐气量。获取吐气量的目的主要为了判断对后续的测量呼吸数据起到对比的作用，同

时也可以配合呼出气体的监测例如湿度监测等；数据采集模组100、数据整合模组200、数据

处理终端300主要为了监测呼吸声音数据，数据采集模组100起到数据采集的作用。数据整

合模组200对呼吸声音数据进行分段采集，降低数据传输、数据处理量。数据处理终端300为

了将音频片段进行比对判断正常声音与异常声音，将正常声音进行剔除，降低数据库储存

压力。而异常声音与呼气量进行配合储存后，进行提醒，使医生可以根据声音和呼气量对病

人进行异常监控。

[0013] 数据采集模组100包括呼气量测量模块2、口腔音频采集模块3、胸腔音频采集模块

4，口腔音频采集模块3设置在面罩1的内部，通过第一声音采集器32采集呼吸阶段下通过口

腔发出的呼吸声音，胸腔音频采集模块4包括采集腹部起伏数据的胸腔起伏采集单元42、以

及设置在胸部用于贴合皮肤采集下方肺部呼吸状态声音的第二声音采集器43，胸腔起伏采

集单元42设置在肚脐上方两厘米处。

[0014] 数据采集模组100主要起到采集的作用，呼气量测量模块2的作用已经说明。此时

对口腔音频采集模块3、胸腔音频采集模块4进行说明。首先肺部在外伤刚出现时，肺部的反

应并不明显，而随着炎症的出现，使肺部呼吸时会产生湿啰音或者哮鸣音。湿啰音类似水泡

音，主要由于肺部感染的分泌物或者气管有痰液导致，在气管处也会出现呼噜的痰鸣音。而

设置口腔音频采集模块3、胸腔音频采集模块4主要为了起到声音的双重监测作用，口腔音

频采集模块3可以采集病人的呼吸时的声音。胸腔音频采集模块4由于贴附皮肤，采用精度

更高的采集探头可以获取肺部更加细微的声音变化。在该状态下，病人的呼吸数据被监控

后，结合声音的判断，使医生对病人的变化了解更加细致，从而在问题刚出现时，可以及时

的进行处理和干预；但是危重症的病人监控时间周期很长，而呼吸具有频率，因此在24小时

监控的情况下，口腔音频采集模块3、胸腔音频采集模块4监控的音频时长过长，导致对数据

储存的需求更高。但是在采集的时间区域内，真正有用的数据是呼吸状态下的声音数据，因

此对胸腔音频采集模块4进行改进。

[0015] 胸腔音频采集模块4包括了胸腔起伏采集单元42、第二声音采集器43，由于第二声

音采集器43位于贴附在胸口部，拾取皮下肺部呼吸阶段的声音。而胸腔起伏采集单元42则

设置在肚脐上方两厘米处的目的主要由于该区域在呼吸时产生的腹部变化采集数据更加

明显。此时病人在吸气阶段下，胸腔起伏采集单元42采集到腹部的扩张变化，吐气阶段下，

胸腔起伏采集单元42采集到腹部的收缩变化。因此胸腔起伏采集单元42可以采用加速度传

感器贴附在该区域，通过加速度值获取腹部位移，此时产生的腹部位移波形图内具有波峰

和波谷，因此当可以通过腹部的一次扩张和一次收缩作为一个呼吸周期。此时以此为依据，

即可控制第二声音采集器43以及第一声音采集器32的采集区间。那么在该状态下采集的声

音更加能够表现呼吸状态时产生的声音；而第一声音采集器32设置在面罩1处，主要为了对

口腔声音进行采集。采集的信息不但有呼吸状态下呼吸时口腔发出的异常声音外，还可以

采集危重症患者口部发出的其他声响。

[0016] 数据整合模组200包括胸腔起伏数据处理单元201、音频片段存放单元202、呼气数

据片段存放单元203，胸腔起伏数据处理单元201依据胸腔起伏采集单元42的信息控制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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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采集器32、第二声音采集器43声音采集的启闭，使第一声音采集器32、第二声音采集器

43采集到对应的音频片段储存在音频片段存放单元202内，呼气量测量模块2在音频采集区

间内采集的呼气数据片段储存在呼气数据片段存放单元203内；上述说明了通过胸腔起伏

采集单元42判断采集周期的问题，因此数据整合模组200主要为了对该问题进行实现。

[0017] 胸腔起伏数据处理单元201主要为了获取胸腔起伏采集单元42的抬升和下降信

息，控制方法为获取胸腔起伏采集单元42抬升信息时，控制第一声音采集器32、第二声音采

集器43开启进行拾音，在胸腔起伏采集单元42下降至最低时，控制第一声音采集器32、第二

声音采集器43关闭，此时第一声音采集器32、第二声音采集器43将会采集无数个呼吸过程

中的声音片段。此时将音频片段按照时间存放在音频片段存放单元202内，与此同时，当胸

腔起伏采集单元42采集的数据信号发生抬升后，处于下降阶段时，此时呼气量测量模块2获

取呼气体积。在该体积下，通过胸腔起伏数据处理单元201获取在与第一声音采集器32、第

二声音采集器43采集时间对应的呼气体积，此时获得一个组合数据。

[0018] 数据处理终端300包括数据处理单元301、异常数据库303，数据处理单元301对音

频片段存放单元202、呼气数据片段存放单元203内数据进行处理，并且将异常数据通过数

据传输模块302传输至异常数据库303内，同时进行提醒。

[0019] 数据处理终端300主要为了对数据整合模组200收集的组合数据进行处理。针对呼

气体积数据由于为数字数据，因此数据处理单元301可以根据合格区间阈值作为判断方式。

根据对组合数据中的体积数字数据进行比对，当数字范围落入合格区间阈值则为合格数

据。当数值范围落在合格区间阈值外，则为异常数据，此时将该组合数据通过数据传输模块

302输送至异常数据库303内，并且进行提示。提示的方式可以通过APP或者报警装置等任意

的提醒方法对医生进行提醒。音频片段比对相对于数字比对更加麻烦一些，由于不同人的

音色不同，因此需要先建立标准呼吸声。由于上述已经说明病情的发展状态，因此在该系统

应用前，可以采集病人多个正常的呼吸音当作标准片段数据。在该状态下，利用声音分析软

件或者硬件获取该片段声音的分贝、频率作为标准声音，此时后续采集的音频片段则根据

频率和分贝变化作为对比指标，从而区分异常数据和正常数据，随着该系统的持续性使用，

可以获取大量的异常音频片段。初期通过提醒后，医生主动判断声音反应的身体情况，对音

频片段进行筛选。长时间的使用后，获得大量的音频数据，则可以利用机器学习的形式对声

音进行更加深入精确的判断，从而使落入异常数据库303内的数据更加具有参考价值，降低

了异常数据库303内的无效数据量。从而降低了数据储存量。

[0020] 数据处理终端300内具有系统使用前采集的标准片段数据，数据处理单元301根据

音频片段存放单元202、呼气数据片段存放单元203内的采集数据与标准片段数据对比筛选

出异常片段数据，将异常片段数据通过数据传输模块302传输至异常数据库303内，通过数

据处理单元301处理的正常片段数据从库内删除。

[0021] 由于标准片段数据的使用并没有参考价值，而危重患者监控周期长，因此存放的

容积更大，因此上述说明了数据处理终端300的对比目的，在该目的的基础上。只需要储存

异常数据库303内的异常数据即可，因此通过将正常片段数据的删除，可以保证在长周期监

控情况下，较小的储存量依然能够满足使用需求，同时也可以适应长周期的监控进行使用。

[0022] 口腔音频采集模块3还包括避风阻拦单元31，避风阻拦单元31固定连接在面罩1的

内部，避风阻拦单元31位于口腔部的侧面，第一声音采集器32安装在避风阻拦单元31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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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1的内壁之间，避风阻拦单元31为圆弧形，避风阻拦单元31与面罩1的唯一固定端位于面

罩1侧面靠近口腔部的位置。

[0023] 面罩1的鼻部和口部具有分隔阶梯，呼气量测量模块2可以根据需求设置鼻息或者

口部的呼气量，也可以以面罩1为整体进行测量总出气量。现在主要说明的时，气体直接作

用在第一声音采集器32上容易导致采集的声音出现风噪声。此时设置了避风阻拦单元31，

避风阻拦单元31为圆弧形固定在面罩1的内壁侧面，此时避风阻拦单元31的固定端位于嘴

唇侧面。此时从口部呼出的气体无法直接作用在第一声音采集器32上，从而避免气体直接

作用在第一声音采集器32上产生噪音。

[0024] 呼气量测量模块2与面罩1之间通过呼气口21连通，呼气口21与口腔部相对应；呼

气口21与面罩1连通时，首先嘴部呼出的气体可以直接通过呼气口21进入呼气量测量模块2

内部。虽然呼气口21不位于鼻部，但是当面罩1与病人出现密封环境时，此时病人的鼻部呼

出气体后，面罩1内部的压力增加后，气体依然可以通过呼气口21进入呼气量测量模块2内

部，依然会使呼气量测量模块2内部产生压力变化，从而获得气体体积。

[0025] 胸腔音频采集模块4还包括贴附单元41，胸腔起伏采集单元42、第二声音采集器43

均通过贴附单元41与躯干粘贴固定；首先贴附单元41主要为了使胸腔起伏采集单元42、第

二声音采集器43可以固定在皮肤上，通过粘接固定的形式，更加方便，且符合医院使用。

[0026] 以上所述的，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

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及其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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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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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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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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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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