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301

医学监护智能服装研究进展 
满振洋  徐立然  吴彝  刘妍  隋博文*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要：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传统物件进行信息化改造，应运而生出互联网+时代的新产品。伴随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
的需要，将医学监护智能传感系统与服装相结合，有助于常态化保护孕妇、儿童、老人等群体的健康水平。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医学
监护智能服装的应用核心原理、应用分析、设计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统计分析，为医学监护智能服装设计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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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服装的理念最早起源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流行的

“可穿戴计算机”，通过互联网技术从系统中获取信息，人们逐渐
可以将原来安装在背包中的沉重的计算机系统衣服中。由于人们越
来越重视自身的健康，而且智能服装具有探测人体生理参数的极大
潜能，因此智能服装在健康监护领域的研究应用也成了近年的重
点。本文将简要介绍智能服装在健康监护领域的研究。 

一、医学监护智能服装应用核心原理 

医学传感器可以监护生理状态和过程，而且也可以参与记录生
理和运动机能的各种参数。健康监护用智能服装还广泛使用无线传
感技术，解决了传感器工作的一系列问题，使使用者获得很大的自
由和舒，降低可穿戴处理器的工作负载，提高评价的速度，因此在
实时应用中作用突出。生理信息处理是监护健康用智能服装的核心
功能之一，它包括有用生理信号的筛选和处理以及信息的反馈等方
面。包括在衣服上安装太阳电池，在鞋子里内嵌压电陶瓷以及利用
体热、呼吸等人类生理活动供能等。健康监护用智能服装可以给设
备提供支持，以有效减少直接穿戴它们的不实之处，也能够提供一
些工作环境上的保护，使这些设备在合适的温度、湿度或光照等条
件下工作，还可以适当调节生理反应，如排汗、运动等，使所获得
的信号更加可靠。现在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我国台湾
等都在该领域有着自己的研究小组和课题。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的研
究刚刚起步，其中东华大学等在智能纤维的研制、智能服装健康监
护系统等方面已经有一定的研究工作，但离智能服装的产业化和市
场化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医学监护智能服装应用分析 

1 孕妇用胎儿监测医学智能服装 
在健康监测的体系中，胎儿健康监测是人们长期持续关注的要

点之一。传统远程胎儿健康评估是一个长期监测过程，母亲的情绪、
环境以及注意力集中度等都会使这种感知产生偏差。同时研究也发
现，胎儿运动不同于任何其他的运动，孕妇很难主观获得准确的胎
儿运动数，也无法获得胎儿健康的具体参数。在这种情况下，开发
在特定时间间隔内的胎儿运动及心电数据自动提取系统是及时监
测胎儿健康的有效方法。孕妇心电监测可穿戴服装不需要向母体和
胎儿发射任何信号，属于完全没有侵入性的被动监测，是一种真正
无创的非侵入式的胎儿健康监护手段。在可以弥补传统胎心监测硬
性的时间地点的要求之外，同时可以增强孕妇孕期胎儿的健康率以
及安全性。现有的孕妇商业无线监测器设备，如 Monica AN24 监视
器，以及胎儿参数监护仪等，只有少数可以实现在日常家庭中的使
用[1]。但是理想状态下，孕妇可穿戴智能监测装置应不仅提供准确
的监测数据，同时可以及时发现并预警潜在并发症，而且还能确保
孕妇在使用时的舒适度感。 

2 老人用防摔防跌倒医学智能服装 
为守护老人身体健康，设计了一种能够提前预测老人摔倒的腰

带，以缓冲气囊为主，缓解摔倒后对人体的冲击力从而起到保护作
用。通过传感器预测摔倒的发生，由控制器触发电磁阀使压缩气体
充入气囊，在摔倒前及时弹出来保护老人的安全。在老人摔倒后发
出警报声来吸引周围人的注意，以此保障老人的安全，给予第一时
间的救护。缓冲气囊经折叠后固定在人体的腰间，弹出后用于保护
佩戴者的臀部、后腰以及大腿两侧，以此来大大减少摔倒后受到的

伤害。使用时，智能服装接收和处理信息并发出指令的控制模块将
传感器传回的数据利用内置的算法处理，当检测到数据处于摔倒判
断区间时，判定为摔倒发生并启动气囊触发装置。当检测到摔倒发
生，控制模块将蜂鸣器的使能引脚置高，触发蜂鸣器报警。通过通
讯模块向预设的监护人手机 APP 发送警报信息与摔倒位置。该产品
具有智能化程度高、易于操作、安全性能好等优点，较好地满足日
益增长的老人防护用品市场需求，同时考虑了人体自身的舒适度需
求。其凭借轻便美观及全自动工作过程在降低操作难度的同时保证
了穿戴的舒适性，为保障老年人的健康安全提供了全新角度的解决
方案。 

三、监护服装设计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国内外对于穿戴式监护服装的研究主要还处于实验室阶
段，大多数监护服装的研究都是将传感器与服装“机械”地结合起
来，实现服装在线连续监测、分析、处理及显示人体生理信息的功
能[3]。还不能够改变人们传统的穿戴观念，应用范围也因此受到很
大限制。整个穿戴监护由于其器件选用、连接方式、电源等原因，
还呈现出庞大、功能差、用户体验差、消费者接受度低、价格高等
缺点。因此，在服装方面，对于监护系统的穿戴性能研究方面还存
在一定的不足，这就需要相关领域专家的长期配合才能形成统一的
认识规律。 

随着医疗服装的商业化发展，普通家庭的健康监护必定会成为
主流趋势。因此仍有以下问题亟待解决：由于服装监护系统具有长
时间动态性的特点，因此必须考虑日常活动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以保证信号测试的可靠性。由于可穿戴医疗监护服装是长期穿着、
与人体近距离接触的电子产品，因此必须对电磁辐射及热量等因素
对人体造成的危害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包括服装的
外观、整体的重量和分布、是否易于穿脱及舒适、监测时的抗干扰
能力等，会影响穿着者长期穿着的舒适性和耐疲劳程度。 

四、讨论 

目前健康监护用智能服装主要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而且很多
研究是为了满足军事、宇航等行业的需求。而且这种服装作为特殊
的医疗器械，其性能、安全性等评价方案不成熟，能否按照一般医
疗器械标准评价还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才可以确定。总之，智能服
装从诞生至今只有十几年，却显示出了极大的潜能，在健康监护方
面，随着监护治疗设备正在向着便携式、智能化的方向不断地发展。
我们也期待健康监护用智能服装在未来的发展中能不断解决其使
用推广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成功地应用于健康监护各个领域，为
人类造福。 

参考文献： 

[1]董珂，訚珺.老年智能服装研究现状综述[J].浙江纺织服装
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0(03):32-36. 

[2]王乐乐，刘茜，亓洋洋，朱江.老年人摔倒智能报警服装
设计与开发[J].传感器与微系统，2021,40(09):98-100. 

作者简介：满振洋（2000-），女，黑龙江哈尔滨市人，2018
级制药工程专业  

项目基金：黑龙江省 2021 年立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202110228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