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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电子装置包括编辑单元，所述编辑单元

被构造为：接收患者的面部的多个不同3‑D模型，

比较所述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型，并且基于

所述比较来确定关于所述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

息，其中，所述额外信息包括硬组织的位置、软组

织的深度以及软组织的顺应性中的至少一个，并

且其中，所述患者的面部在不同3‑D模型之间被

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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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装置(20)，包括：

编辑单元(24)，其被构造为：接收患者的面部的多个不同3‑D模型，比较所述患者的面

部的所述不同3‑D模型，并且基于所述比较来确定关于所述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

其中，所述额外信息包括硬组织的位置、软组织的深度以及软组织和/或硬组织的顺应

性中的至少一个，并且

其中，所述患者的面部在所述不同3‑D模型之间被操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20)，还包括：

面部扫描单元(22；50)，其被构造为扫描所述患者的面部以生成所述患者的面部的所

述不同3‑D模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20)，还包括：

输出单元(26)，其被构造为向用户提供所述额外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20)，其中，所述编辑单元被构造为基于所述患者的

面部上的标志来将所述患者的面部的所述不同3‑D模型进行关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子装置(20)，其中，所述标志包括鼻根(30)、眼角(32)和眉

间(34)中的至少一个。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20)，其中，在所述患者的面部的一个3‑D模型中，所

述患者的牙齿被示出，并且在所述患者的面部的另一个3‑D模型中，所述患者的牙齿不被示

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子装置(20)，其中，使用唇部牵拉器(40)来示出所述患者的

牙齿。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20)，还包括：

鼓风机(54)，其被构造为生成气流，其中，所述气流用于操纵所述患者的面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子装置(20)，还包括：

气垫(42)，其具有主体(44)，所述主体呈患者接口设备的衬垫的形状并且包括形成在

其中的多个孔口(46)，其中，所述气垫被构造为通过所述多个孔口来将由所述鼓风机生成

的所述气流提供到所述患者的面部。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子装置(20)，还包括：

激光指示器(56)，其构造为在所述患者的面部上所述气流操纵所述患者的面部的区域

中生成激光点。

11.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子装置(20)，其中，所述鼓风机被构造为对所述气流进行

调制。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20)，其中，通过改变所述患者的面部的表情或按

压所述患者的面部来操纵所述患者的面部。

13.一种确定关于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接收所述患者的面部的多个不同3‑D模型；

比较所述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型；并且

基于所述比较来确定关于所述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

其中，所述额外信息包括硬组织的位置、软组织的深度以及软组织和/或硬组织的顺应

性中的至少一个，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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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患者的面部在所述不同3‑D模型之间被操纵。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生成所述患者的面部的一个3‑D模型；

操纵所述患者的面部；并且

生成所述患者的面部的另一个3‑D模型。

15.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其中，比较所述患者的面部的所述不同3‑D模型包括：

基于所述患者的面部上的标志来将所述患者的面部的所述不同3‑D模型进行关联。

16.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所述患者的面部的一个3‑D模型中，所述患者

的牙齿被示出，并且在所述患者的面部的另一个3‑D模型中，所述患者的牙齿不被示出。

17.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其中，气流被使用以操纵所述患者的面部。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其中，通过气垫(42)来提供所述气流，所述气垫具有

主体(44)，所述主体呈患者接口设备的衬垫的形状并且包括形成在其中的多个孔口(46)。

19.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气流被调制。

20.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其中，通过改变所述患者的面部的表情或按压所述患

者的面部来操纵所述患者的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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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关于患者的面部的信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确定关于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的电子装置和方法，并且具体涉

及用于确定关于患者的面部中的硬组织的位置和组织顺应性中的至少一个的信息的电子

装置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是一种影响全球数百万人的疾病。OSA的特征是睡眠期

间呼吸紊乱或停止。OSA症状是由睡眠期间部分或完全阻塞气流造成的，持续时间至少为10

秒，通常长达1至2分钟。在给定的夜晚，具有中度至严重呼吸暂停的人可能会经历完全或部

分的呼吸中断，每晚高达200‑500次。由于他们的睡眠不断被打乱，他们被剥夺了身心有效

运作所需的恢复性睡眠。这种睡眠障碍也与高血压，抑郁症，脑卒中，心律失常，心肌梗塞和

其他心血管疾病有关。OSA也会导致过度疲劳。

[0003] 非侵入式通气和压力支持治疗涉及在患者的面部上放置患者接口设备，其通常是

鼻罩或鼻/口罩，以将通气机或压力支持系统与患者的气道连接，使得呼吸气体流可以从压

力/流量发生设备输送到患者的气道。

[0004] 典型地，患者接口设备包括面罩壳体或框架，所述面罩壳体或框架具有附接到壳

体的衬垫，所述衬垫接触患者的表面。所述面罩壳体和衬垫通过包裹患者头部的头带而被

保持就位。面罩和头带形成了患者接口组件。典型的头带包括从面罩伸出的柔性可调节缚

带，以将面罩附接到患者。

[0005] 由于患者接口设备通常需要长时间佩戴，因此必须考虑各种问题。例如，在提供

CPAP以处置OSA时，患者通常在他或她睡眠时整夜佩戴患者接口设备。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

担忧是患者接口设备尽可能舒适，否则患者可能会避免佩戴接口设备，从而不能达到规定

的压力支持治疗的目的。此外，不正确地适配的面罩可能会导致患者的面部出现红印或压

疮。另一个问题是，不正确地适配的患者接口设备可能包括患者接口设备与患者之间的间

隙，其导致不希望的泄漏并且妥协了患者接口设备与患者之间的密封。正确安装的患者接

口设备应与患者形成鲁棒的密封，在患者改变位置或患者接口设备受到外力时不会被破

坏。因此，希望将患者接口设备正确地适配到患者上。

[0006] 可以采用3D扫描以改善患者接口设备对患者的适配。通常，可以对患者的面部进

行3D扫描，并且然后可以使用关于患者的面部的信息来选择最适合的患者接口设备或定制

良好地适合患者的患者接口设备。但是，3D扫描仅包含关于患者的面部外部几何形状的信

息。患者的面部比其外部几何结构更复杂。例如，患者的面部在面部的不同区域具有下面的

硬组织和不同厚度的软组织。这些特性会影响患者接口设备有多好地适配。

[0007] 因此，存在对优化患者接口设备的适配的改进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8] 根据所公开的构思的各方面，一种电子装置包括编辑(compilation)单元，所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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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单元被构造为：接收患者的面部的多个不同3‑D模型，比较所述患者的面部的所述不同3‑

D模型并且基于所述比较来确定关于所述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其中，所述额外信息包括

硬组织的位置、软组织的深度以及软组织和/或硬组织的顺应性中的至少一个，并且其中，

所述患者的面部在不同3‑D模型之间被操纵。

[0009] 根据所公开的构思的其它方面，一种确定关于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的方法包

括：接收所述患者的面部的多个不同3‑D模型；比较所述患者的面部的所述不同3‑D模型；并

且基于所述比较来确定关于所述患者的面部的所述额外信息，其中，所述额外信息包括硬

组织的位置、软组织的深度以及软组织和/或硬组织的顺应性中的至少一个，并且其中，所

述患者的面部在不同3‑D模型之间被操纵。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根据所公开构思的示例性实施例的适用于向患者提供呼吸治疗方案的系统

的示意图；

[0011] 图2是根据所公开的构思的示例性实施例的用于确定关于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

的电子装置的示意图；

[0012] 图3A和3B是具有不同表情的患者的面部的图像；

[0013] 图3C示出了根据所公开的构思的示例性实施例的将图3A和图3B的图像关联的结

果；

[0014] 图4是根据所公开构思的示例性实施例的用唇部牵拉器操纵的患者的面部的图像

的图像；

[0015] 图5是根据所公开构思的示例性实施例的气垫的等距视图；

[0016] 图6是根据所公开构思的示例性实施例的改进的面部扫描单元的示意图；并且

[0017] 图7是根据所公开的构思的示例性实施例的确定关于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的方

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本文中使用的单数形式的“一”、“一个”以及“该”包括多个指代物，除非上下文中

明确地另行规定。本文中所用的两个或多个零件或部件被“耦合”的表述将意味着所述零件

直接或间接地(即，通过一个或多个中间零件或部件，只要发生连接)被结合到一起或一起

工作。本文中所用的“直接耦合”意指两个元件彼此直接接触。本文中所用的“固定耦合”或

“固定”意指两个部件被耦合以作为一体移动，同时维持相对于彼此的固定取向。

[0019] 本文中使用的方向短语，例如但不限于，顶部、底部、左、右、上、下、前、后以及它们

的派生词涉及附图中所示的元件的取向，并且不对权利要求构成限制，除非在权利要求中

明确记载。

[0020] 如此处所使用的，术语“处理器”，“处理单元”以及类似的术语应当指可以存储、检

索和处理数据的可编程模拟和/或数字设备；控制器；控制电路；计算机；工作站；个人计算

机；微处理器；微控制器；微型计算机；中央处理单元；大型计算机；小型计算机；服务器；联

网处理器；或者任何合适的处理设备或装置。

[0021] 如本文所采用的，术语“关于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意指除了患者的面部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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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形状之外的信息，并且包括，例如但不限于，关于硬组织的位置的信息、关于软组织深

度的信息以及关于软组织顺应性的信息。

[0022] 适于向患者提供呼吸治疗方案的系统2在图1中总体地示出。系统2包括压力/流量

发生器4，输送导管管路6，患者接口设备8和用于将患者接口设备8固定到患者的头部(未标

号)的头带10。压力生成设备4被构造为生成呼吸气体流，并且可以包括但不限于，通气机，

恒压支持设备(诸如连续气道正压装置或CPAP设备)，可变压力设备(例如由宾夕法尼亚州

莫瑞斯维尔的Philips  Respironics制造和分销的 Bi‑ 或C‑FlexTM设备)

和自动滴定压力支持设备。输送导管6被构造为将来自压力生成设备4的呼吸气体流传送至

患者接口设备8。输送导管6和患者接口设备8通常被统称为患者管路。

[0023] BiPAP设备是一种双水平设备，其中，提供给患者的压力随患者的呼吸周期而变

化，使得在吸气期间比在呼气期间输送更高的压力。自动滴定压力支持系统是一种压力随

患者的状况(例如患者是打鼾还是经历呼吸暂停或呼吸不足)而变化的系统，。为了本目的，

压力/流量生成设备4也被称为气流生成设备，因为当生成压力梯度时得到流量。本发明预

期压力/流量生成设备4是用于将气流输送到患者的气道或用于提高患者气道处的气体压

力的任何常规系统，包括上面总结的压力支持系统和非侵入式通气系统。

[0024] 在图示的图1中的示例性系统2中，患者接口设备8被描绘为鼻/口罩，其包括呈衬

垫12形式的患者密封组件，所述患者密封组件直接地或经由任何合适的耦合机制间接地被

耦合到面板14的总体刚性的框架构件。然而，可以使用任何类型的便于将呼吸气体流输送

到患者的气道并且从呼吸道去除呼出气体流的患者接口设备8(例如但不限于，覆盖患者鼻

子的鼻罩，具有容纳在患者鼻孔内的鼻插管的鼻垫，或覆盖患者的面部的全脸面罩)同时保

持在本公开构思的范围内。

[0025] 图2中示出了用于确定关于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的电子装置20的示意图。所述

额外信息是除了患者的面部的外部几何形状之外的信息，并且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关于硬组

织的位置(例如但不限于骨骼结构)、软组织的深度以及患者的面部的软组织和/或硬组织

的顺应性的信息。

[0026] 电子装置20包括面部扫描单元22、编辑单元24和输出单元26。面部扫描单元22，编

辑单元24和输出单元26可共享外壳并形成单个设备。然而，还预期，在不脱离所公开构思的

范围的情况下，面部扫描单元22、编辑单元24和输出单元26可以位于不同设备中的不同壳

体中。

[0027] 面部扫描单元24构造为通过例如扫描患者的面部来生成患者的面部的3‑D模型。

面部扫描单元22可以是但不限于3‑D光学扫描器，相机，推针阵列或适用于生成患者的面部

的3‑D模型的任何其他设备。面部扫描单元22被构造为通过例如在不同时间扫描患者的面

部来生成患者的面部的多个3‑D模型。面部扫描单元22被构造为将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

型输出到编辑单元24。

[0028] 编辑单元24被构造为从面部扫描单元22接收患者的面部的多个不同3‑D模型。例

如，在患者的面部的第一3‑D模型中，在扫描期间患者的面部不被操纵，而在患者的面部的

第二3‑D模型中，在扫描期间以某种方式操纵患者的面部，使得患者的面部的第一3‑D模型

和患者的面部的第二3‑D模型是不同的。

[0029] 参考图3A和3B，示出了根据所公开的构思的示例性实施例的对患者的面部的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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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例。图3A示出了在生成患者的面部的第一3‑D模型期间的患者的面部。如图3A中所示，

患者的嘴是闭合的。图3B示出了在生成患者的面部的第二3‑D模型期间的患者的面部。如图

3B中所示，通过让患者张开嘴并展示他的牙齿来操纵患者的面部。因此，患者的面部的第一

和第二3‑D模型由于操纵患者的面部而不同。

[0030] 返回参考图2，编辑单元24被构造为比较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型。根据所述比

较，编辑单元24确定关于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如前所述，所述额外信息是除了患者的面

部的外部几何形状之外的信息，并且可以包括，例如但不限于，关于硬组织的位置、软组织

的深度以及患者的面部的软组织和/或硬组织的顺应性的信息。

[0031] 在所公开的构思的一些示例性实施例中，编辑单元24被构造为通过将患者的面部

的不同3‑D模型进行关联来比较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型。编辑单元24可以检测患者的面

部上的解剖标志以便于所述关联。即使患者改变表情，一些解剖标志(例如但不限于鼻根

(sellion)，眼角和眉间)也不会改变。因此，这些标志可以用于关联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

模型，其中患者在3‑D模型之间改变表情。

[0032] 图3A‑3C图示了可以如何将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型关联以确定关于患者的面

部的额外信息的示例。图3A和3B图示了在生成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型期间患者的面部。

虽然患者的表情在图3A和3B之间改变示，但是一些解剖学标志，如鼻根30，眼角32和眉间34

不改变位置。编辑单元24可检测并使用这些标志来关联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型。尽管鼻

根30、眼角32和眉间34被图示为示例标志，但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理解，在不脱离所公开

的概念的范围的情况下，编制单元24可以检测和使用其他标志。例如但不限于，在所公开的

构思的示例性实施例中，眼睛的外部或中心部分，鼻尖和/或嘴角是可以由编辑单元24检测

和使用的标志。彼此距离更远的标志允许更准确地跟踪头部位置，并且随着标志之间的距

离变大，标志相对于面部表情变化的稳定性变得较不重要。

[0033] 图3C图示了对如图3A和3B中所示的根据扫描患者的面部获得的患者的面部的不

同3‑D模型的关联的表示。通过关联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型，可以确定关于患者的面部

的额外信息，例如关于患者的面部中软组织下面的硬组织的位置的信息(例如，但不限于患

者牙齿的位置)。所述额外信息在图3C中被表示为轮廓36。然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理

解，可以以任何合适的方式来提供额外信息，例如但不限于图像形式或原始数据形式。

[0034] 返回参考图2，编辑单元24被构造为将关于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输出到输出单

元26。输出单元26被构造为将额外信息输出给系统20的用户，例如护理者，患者接口设备制

造商或使用所述额外信息的任何其他实体。输出单元26可以是用于以有用的方式输出所述

额外信息的任何合适的装置，例如但不限于显示设备。还预期，输出单元26可以输出可以用

于，例如但不限于，患者接口设备的构造或适配的数据(例如但不限于3‑D几何结构简档)。

还预期，在所公开的构思的一些示例性实施例中，输出单元26可以经由网络连接将数据输

出到远程存储位置(例如，但不限于，基于云的存储)。

[0035] 所述额外信息对于为患者确定最适合的患者接口设备是有用的。所述额外信息，

例如但不限于，硬组织的位置、软组织的深度以及软组织和/或硬组织的顺应性，可以影响

患者接口设备如何适配患者。例如，对于硬组织所在的并且软组织深度或顺应性较小的患

者的面部的区域，如果患者接口向该区域施加压力，则区域可以是针对刺激所关注的区域。

所述额外信息可以用于选择和/或设计患者接口设备，其不向患者硬组织所在的并且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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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深度和顺应性低的区域施加压力或施加较小的压力，从而导致相比于单独基于患者的

面部的外部几何形状选择或设计的情况下患者接口设备更好的适配。确定患者接口设备与

患者之间的适配的算法可以使用额外信息，以便更准确地优化患者接口设备对患者的适

配。

[0036] 预期所述额外信息可用于选择、调整或定制最优地适配患者的患者接口设备。预

期所述额外信息可用于创建定制最优地适配患者的患者接口设备。

[0037] 预期可以以任何合适的方式操纵患者的面部以生成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型。

如图3A‑3C中所示，通过让患者改变表情以暴露他们的牙齿允许编辑来操纵患者的面部。在

图4中示出了这种类型的操纵的变型。如图4中所示，不是让患者改变表情以暴露他们的牙

齿，而是通过让患者使用唇部牵拉器40来使患者的牙齿暴露来操纵患者的面部。

[0038] 在所公开的构思的一些其他示例实施例中，通过使用气流来操纵患者的面部。在

所公开的构思的一些示例实施例中，通过将患者放置在风洞中并且允许风的气流使患者的

面部变形来操纵患者的面部。在所公开的构思的一些其他示例实施例中，生成气流并仅吹

向患者的面部的选定区域。

[0039] 图5图示了根据所公开构思的示例实施例的气垫42。气垫42包括主体44。主体44通

常具有患者接口设备的衬垫的形状。然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理解，在不脱离所公开构

思的范围的情况下，主体44可以具有不同的形状(例如但不限于平坦轮廓)。在主体44的面

向患者的面部的一侧形成多个孔口46。主体44被构造为连接到将生成穿过主体44并且离开

孔46的空气压力的鼓风机(未示出)。尽管在图5中未示出鼓风机，但是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将会理解，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鼓风机，例如类似于鼓风机54的鼓风机或者提供比通常

由CPAP提供的更高的空气压力的鼓风机。当气垫42放置在患者的面部附近时，从孔46吹出

的空气将通过使患者的面部在孔46附近变形来操纵患者的面部。通过使用气流来操纵患者

的面部可以提供关于但不限于硬组织的位置、软组织的深度以及患者的面部中的软组织

和/或硬组织的顺应性的额外信息。

[0040] 图6是根据所公开构思的另一示例性实施例的改进的面部扫描单元的示意图。改

进的面部扫描单元50包括3‑D相机52、鼓风机54和激光指示器56。

[0041] 改进的面部扫描单元50被构造为生成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型。就此而言，3‑D

相机52拍摄患者的面部的3‑D图像以用于生成患者的面部的3‑D模型。鼓风机54被构造为在

患者的面部的方向上生成气流。气流通过引起患者的面部的一部分变形来操纵患者的面

部。通过在鼓风机54不生成气流来操纵患者的面部的一部分来拍摄患者的面部的3‑D图像

并在当鼓风机54生成气流来操纵患者的面部的一部分时拍摄另一3‑D图像，可以通过改进

的面部扫描单元50来生成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型。

[0042] 鼓风机54可以是适合于生成气流并将空气吹到患者的面部的一部分上的任何设

备。在所公开构思的一些示例性实施例中，诸如导管的空气引导构件58可附接到鼓风机54，

以便将气流引导到患者的面部的选定部分。在所公开的构思的一些示例性实施例中，鼓风

机54被构造为通过例如但不限于周期性地增加和减小所生成的气流的幅度来对气流进行

调制。经调制的气流引起患者的面部变形的变化，这可以在比较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型

时辅助确定关于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

[0043] 激光指示器56被构造为在患者的面部的鼓风机54正在将空气吹到患者的面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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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中生成激光点。激光点可以用于对从鼓风机54到患者的面部的距离进行三角测量，以

更精确地计算鼓风机54的位置。另外，由鼓风机54产生的调制的气流将引起患者的面部上

的激光点的横向振荡。这些振荡的幅度和频率可以被转换成关于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

例如但不限于，指示软组织的特性(例如深度和顺应性)的软组织在气流区域中的深度波

动。

[0044] 改进的面部扫描单元50可以还包括控制按钮60。改进的面部扫描单元50的用户可

以使用控制按钮60来操作或调整改进面部扫描单元50的设置。

[0045] 改进的面部扫描单元50可以与先前描述并在图2中示出的编辑单元24结合使用。

由改进的面部扫描单元50生成的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型可被输入到编辑单元24中。编

辑单元24被构造为比较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型，诸如由改进的面部扫描单元50生成的

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型，并且根据所述比较来确定关于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预期的

是，在所公开的概念的一些示例性实施例中，改进的面部扫描单元50和编辑单元24被一起

包括在单个设备中。还预期的是，输出单元26可以与改进的面部扫描单元50和编辑单元24

中包括在单个设备中。

[0046] 除了已经描述的操纵患者的面部的方式之外，预期的是，可以以任何合适的方式

来操纵患者的面部而不背离所公开的概念的范围。例如但不限于，也可以通过以下来操纵

患者的面部：按压患者的面部，使患者以任何适当的方式改变表情(例如，但不限于，让患者

鼓起或吮吸他们的脸颊)或让患者改变位置(例如但不限于站立和躺下)以改变重力的效果

来操纵患者的面部。

[0047] 图7是根据所公开的构思的示例性实施例的确定关于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的方

法的流程图。图7中的方法可以在图2中所示的电子装置20中实现。然而，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将理解，在不脱离所公开的构思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结合其他设备来采用图7的方

法。

[0048] 在操作70中，生成患者的面部的3‑D模型。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类型的设备来生成3‑

D模型，诸如但不限于图2的面部扫描单元22或者图6的改进的面部扫描单元50。在操作70

中，以某种方式操纵患者的面部。可以以任何方式操纵患者的面部，例如但不限于改变表

情，使用气流，使用诸如唇部牵拉器的设备，按压患者的面部，或操纵患者的面部任何其它

合适的方式。在操作74中，在患者的面部被操纵的同时生成患者的面部的另一3‑D模型，其

不同于患者的面部的所述第一3‑D模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认识到，可以重复操作72和

74以生成患者的面部的任何数量的不同3‑D模型，而不偏离所公开的概念的范围。

[0049] 在操作76中，将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型提供给编辑单元，例如图2中所示的编

辑单元24。在操作78中，将患者的面部的不同3‑D模型相互比较。在所公开的构思的一些示

例性实施例中，通过基于患者的面部上的标志来将患者的面部的3‑D模型彼此彼此相关来

对它们进行比较。例如但不限于，患者的面部上的不随着患者的面部的操纵而改变的标志

可用于对齐患者的面部的3‑D模型。一旦3‑D模型被对齐，它们的表面就可以在深度方向进

行比较，例如，可以确定患者的面部区域中软组织的厚度。在操作80中，基于比较来确定关

于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所述额外信息是除了患者的面部的外部几何形状之外的信息，

并且可以包括但不限于硬组织的位置、软组织的深度和软组织的顺应性。最后，在操作82

中，输出所述额外信息。所述额外信息可以以任何有用的方式输出，例如但不限于，显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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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额外信息或者输出包括所述额外信息的数据(例如但不限于计算机可读文件)。

[0050] 本公开的构思可以实施在电子装置中，例如但不限于移动设备，移动计算机，平板

电脑，外围设备等。本公开的概念还可以实施为在有形计算机可读记录介质上的计算机可

读代码。计算机可读记录介质是可以存储随后可以由计算机系统读取的数据的任何数据存

储设备。计算机可读记录介质的示例包括只读存储器(ROM)、随机存取存储器(RAM)、CD‑

ROM、磁带、软盘和光学数据存储设备。

[0051] 预期所确定的关于患者的面部的额外信息结合本文所公开的构思的任何实施例、

实施例的组合或对实施例的修改来可以由，例如但不限于，护理人员、技术人员、或患者在

选择患者接口设备，调整患者接口设备，定制患者接口设备或创建患者接口设备的过程中

使用。

[0052] 在权利要求中，置于括号之间的任何附图标记都不应被解释为对权利要求的限

制。词语“包括”或“包含”不排除存在多于权利要求中列出的那些之外的元件或步骤的存

在。在枚举了若干器件的装置型权利要求中，这些器件中的若干个可以由相同的硬件项来

实现。元件前的词语“一”或“一个”不排除存在多个这样的元件。在枚举了若干器件的任何

装置型权利要求中，这些器件中的若干个可以由相同的硬件项来实现。尽管在互不相同的

从属权利要求中记载了特定元件，但是这并不指示不能有利地使用这些元件的组合。

[0053] 尽管已经根据目前认为最实用和最优选的实施例以说明性的目的详细描述了本

发明，应该理解的是这种细节仅用于说明目的并且本发明不限于所公开的实施例，而是相

反旨在涵盖所附权利要求书的精神和范围内的更改和等效布置。例如，应该理解，本发明预

期，在可能的范围内，任何实施例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可以与任何其他实施例的一个或多个

特征相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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