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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冠病毒在公共场所的线上与线下 

防护装置方法的研究与分析 

屈欣钰  尤  静  叶  静  尹心怡  李  浩 

西安培华学院长安校区  陕西西安  710125 

【摘  要】[目的/意义]针对一种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护装置的专利主题进行研究，旨在为以新冠病毒的防控、治疗等工作为创新主体提供该专利情

报的技术支持，同时也为我国医护人员应对突发重大疫情事件的处置上提供技术上新的参考。[方法/过程]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新冠疫情专利文献为数据来源，

和该装置的专利构建模型，进行分析，并对疫情防护、病毒消杀等专利主题进行时序演化分析，明确新冠疫情专利主题的发展态势。本研究分别对医护人员防疫

现状、病毒消杀、大数据防疫等专利主题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明确主题热点，从而更好地分析该装置的应用。[结果/结论] 终讨论并分析了该疫情防护装置将

会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并从横向时间上和纵向空间上为创新主体提供相关的创新建议以便于能够推广此装置更好地投入到市场应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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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各地纷纷采取了一些紧急防控

措施。比如，在火车站、地铁、商场、居民小区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

启动检测核酸工作，广大基层干部和相关行业工作人员不惧风险、忘我

工作。为此，团队经过前期的调查研究，提出设想并申请了一种在公共

场所疫情防护装置的专利。这样就极大的节省了医护人员工作的时间。

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大流行，给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了巨大威胁。

目前，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和治疗措施仍然非常有限。核酸检测对

于实现快速确诊感染病例、排除疑似病例、促进疫情的防控与临床救治

至关重要。本文通过综述目前市场上存在的核酸检测装置，该专利装置

技术在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中的应用及面临的挑战，总结经过本实验

室长时间积累的实践经验，如增加仪器设备、优化实验流程、加强信息

化建设、改善工作条件等措施以提高核酸检测的能力和效率，为医护人

员为广大群众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提供参考依据。通过设置的核

酸检测通道，对检测区域进行消毒，以便于后方人员的检测并且降低了

所在区域病毒传播给下一检测者的可能性。同时通过可移动的台阶，在

孩子身高较矮时，将移动台阶滑动至检测人员的手臂一侧，便于检测人

员的操作，无需频繁的站立、坐下。这样进行的核酸检测会更安全卫生，

避免其他病毒的滋生。我们团队在此装置的高效率性、可操作性、卫生

性进行分析与讨论，增强该装置在公共场所广泛应用的可实施性。 

本文对近年来关于医护人员在新冠疫情防护专利技术等有关研究与

应用进行综述，为该装置能在各大公共场所更好地防护疫情提供参考。

进一步明晰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优势及空白点，聚焦该领域未来的专利

申请增长点和技术发展热点，为我国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１ 我国目前市面上存在的疫情防护装备及设施 

目前我国疫情防控设备主要有：机动医疗平台，战“疫”机器人，

空气净化消毒设备，消毒机器人“人造小龙卷风”技术及装备系统，隔

离病房医护人员便利袋，北斗 CNSS 系统疫情防护，智能无人设备，人

脸抓拍＋远红外测温方案，便携式储物装置，SARS-CoV-2 核酸检测方法，

疾疫防控救疗体系及辅助平台，公共场所终末消杀，消杀措施和用到的

方法有预防性消杀、随时消杀、终末消杀和物理消杀，化学消杀、物理

消杀。其中目前应用的防护消毒措施具有工作时间长、需要大量人力物

力、工作效率低及人员流动量密集易传播病毒等缺点。机动医疗平台具

有较好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便于应急或临时机动使用，以满足急救、治

疗、转运、检测、隔离等不同功能需求等优点，可大大缩短医护人员时

间，工作效率高，但该法不适用于小型社区。陈佳豪等[1]发明的战“疫”

机器人能够自动无死角喷洒次氯酸消毒液进行消毒，同时还可以自主巡

逻；双臂协作辅助诊疗机器人具备语音交互、智能诊断、远程遥控等功

能，可帮助前线医务人员在不接触病患的前提下完成测温、看护，但在

使用时应注意控制时间，长时间的振荡可能会导致大分子多糖断裂而影

响其生物活性且目前无法实现工业化生产。宋江勤等[2]认为 SARS-CoV-2

核酸检测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基本防控措施，检测范围不断扩大。不足的

是，我国的现状是多数三甲医院具有符合 BSL-2 及以上标准的临床基因

扩增实验室，能够独立开展 SARS-CoV-2 核酸检测，但具有 PCR 上岗

证的检验人员相对不足，仪器设备不能满足大规模人群检测需求，而其

他医院如专科医院、二级医院等缺乏相应的基因扩增实验室，检测能力

相对薄弱。近年来不同学者不断研究关于疫情防护的动态和装置的完善。 

1.1 新型技术 

石聪辉等[3]比较了机动医疗平台 常见的类型主要包括野战帐篷医

院、野战方舱医院、车载式移动医院、医院船、医疗救护直升机，等等，

总结包括了上述在内的各种机动医疗平台在突发重大传染病查、隔离、

转运、诊断、治疗中的应用现状，并分析其潜在优势和相对不足，进而

思考和提出未来发展方向，旨在为今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生物战

防控提供借鉴。王耀南等[4]研发了面向病患的双臂协作辅助诊疗机器人、

智能消毒与巡检机器人、配药检测机器人等，并研究其团队研发的系列

机器人投入使用后不仅可缓解医护人员紧缺问题，还可减少医护人员的

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显著降低交叉感染的概率。由哈船科技出品的

FG#BG-100 型空气净化消毒设备，可通过高压脉冲放电的形式将气体激

活，产生大量离子氧，在高能离子的瞬时高能量作用下，在极短的时间

内氧化其他有害分子，同时破坏微生物的外围构造或细胞壁，从而实现

快速杀菌消毒。该消毒机器人采用微机控制，工作人员可远距离无线遥

控操作，确保人员安全；小度机器人自带喷雾装置，喷雾系统采用压流

和风力的二次雾化，采用特殊风道设计，水平喷幅可达 30 米，雾滴附着

率高，药液利用率高。陈佳豪等[3]针对此次疫情防护而产生，结合全球

先进的北斗 CNSS 系统，设计研究一款新型的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工进

行人体体温测量，人脸识别定位，场地消毒等。 

1.2 线下装备 

叶晔等[5]设计了一款一次性便携式储物装置，以口袋设计使用后医用

酒精瓶或 500 毫升矿泉水瓶制作，裁剪成约高 13cm 左右；在酒精瓶顶端

向下 2cm 处对称剪开两孔，医用纸胶带在瓶身的顶端口处缠绕一圈，

后结绳扎牢成品。通过此工艺为医护人员提供防护性能较强的防护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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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职业暴露。王慰等[6]分析研究无人系统技术在提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可穿戴产品结合，实时监测

人体温度、心跳等健康数据，可以全时、精准对轻症、疑似病情进行监

控，还可以内置一些健康诊疗方法和康复运动练习，帮助新冠肺炎轻症

人群自助式学习传统运动康复，同时收集静息状态下心率呼吸和运动负

荷试验的心电数据，用于实现病情早期加重的预警。针对新冠肺炎轻症

人群，湖北省黄石中医院已投入使用一款由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研制

的康复辅助 AI 设备，该设备由摄像装备、蓝牙传输装置和一个特殊的

手环组成，可以指导使用者进行一些传统运动，以此来辅助医院的恢复

治疗。陈秀丽[7]等制作一款在隔离区使用的便利袋。便利袋用棉布缝制，

规格为 20 cm × 15 cm，开口处毛边反折缝在里面，便利袋开口的两边

制作 3 cm × 75 cm 的系带使用时将便利袋的系带系在操作者的腰部或

斜跨在肩上，根据需要调节系带长度。诊疗护理过程中常用的笔、小手

电筒、小剪刀、胶带、棉签、听诊器等均可放在便利袋中。 

2 关于疫情防护的数据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是突发公共事件，各地医疗机构都积极投身到疫情防

控工作中。处于防疫管理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心理压力剧增。在此次防疫

的工作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相关的应用被公众

所熟知。在这些技术的支持下关于医护人员抗疫的心理分析数据，新型

冠状病毒的多种传播途径使医务人员在救治患者和走访社区居民过程中

面临很大的感染风险，而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可以阻断疾病传播，降低感

染风险，医用防护用品需求量就会激增与其他目前疫情核酸检测防护装

置相比，该装置具有独特优势，首先其核酸检测通道的内部设置有消毒

喷雾装置，为一体结构，同时，在外部设置可移动的台阶，以便工作人

员的操作，其消毒喷雾装置包括有设置在核酸检测通道上方的溶液箱、

增压泵、多个设置在核酸检测通道内壁的雾化喷头，使消毒水雾化来进

行喷洒酒精消毒的效果。在该装置的制备上，其工艺基本成熟，具备专

利性，工艺过程可控，并有良好的重现性，材料的质量与稳定性良好；

且产品成型后简化现有核酸检测过程，使用方便。因此通过分析关于新

冠疫情的一些数据可以使该装置能更灵活的运用、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去。 

2.１ 现有新冠防护装置专利及热点问题 

在新冠疫情期间产生了大量的新冠肺炎相关专利，防护技术是基础，

有效运用相关技术、不断升级，可以使绝大多数民众不感染。这样一方

面维护了大多数民众的生命健康；另一方面则有效地阻止疫情的大暴发，

不至于使医疗系统等迅速瘫痪，疫情防护技术则要注重口罩、隔离装置、

垃圾废料等回收处理、防护服等技术，而病毒消杀技术则要注重空气消

毒、个人全身式消毒、公共场所消毒、医疗设备消毒、生活物品消毒等

方面，使疫情防护更加有效抑制病毒的传播，该装置就是很好的综合这

两个方面于一体，极大的节省了防疫人员所面临的安全卫生和效率问题。 

崔靖华等[8]选将 2019 年 12 月—2021 年 2 月的我国新冠疫情专利主题，

采用内容分析法得到将新冠疫情专利主题全方面地呈现出来，并分析其

热点领域，为创新主体提供针对性的建议，以期为疫情的防控管理和专

利研发提供技术上的决策参考与信息支持，其优点是易用可行，用于在

具有暴发性、扩散性、致命性的重大疫情到来时，创新主体应当着重在

能够有效隔离病毒的口罩、隔离装置等技术方面抓紧研究，及时为国家

应急防护工作增加技术支持。王肇磊[9]等从我们党和国家卫生防疫宗旨、

构建应对新突发疾疫防控预警网络、完善疾疫防控救疗体系、完善疾疫

防控救疗辅助平台建设四个层面探讨我国在新冠疫情下疫情防控治理路

径的选择与建设问题，需要疾控单位、医院救疗机构、各级政府等构建

的疾疫防控救疗应急系统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 

2.2 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领域 

这类喷雾剂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互不相溶的主药作为水相或油相，加

以乳化剂、pH 调节剂、渗透压调节剂经一定配比制成药液，分装入市售

带喷雾装置的喷雾瓶内，即得所需喷雾剂。 

刘可[10]等利用以专利数据检索为基础，展示全球以及中国在疫情防控有

关的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领域专利现状和发展特点，摸清全球及中国在

该领域的专利发展态势、主要技术布局方向和主要创新主体。进一步明晰

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优势及空白点，聚焦该领域未来的专利申请增长点和

技术发展热点。张继宏[11]等通过总结浦东新区及其他地区运用智能技术参与

疫情防控的有益做法，即通过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浦

东新区快速整合与动员城市管理的常态资源和职能，及时响应群众需求，

创造了高效、有序的防控协作和实施机制，实现了精准决策、精准防疫、

精准服务。对基层社区智慧化建设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3 小结 

为了减轻新冠疫情核酸检测中医护人员的负担，研究者们越发关注

天然植物活性物质的研究和开发。目前，“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疫情防控必须做实做细，容不得丝毫松懈。这项装置极大的减轻了广大

基层干部和相关行业工作人员负担，正因如此，这不仅是对自身生命健

康的保护，也是对他人生命健康的负责。对于天然植物可采用溶剂提取

法、超声波提取法、微波提取法和酶提取法，超临界流体萃取法、微波

辅助提取法等，得到的植物提取物中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有挥发油、多

糖、黄酮、生物碱、多酚、有机酸、皂苷类等，具有抑菌、抗肿瘤、抗

炎镇痛、抗病毒等药理作用，制备成溶液型、乳剂型、混悬液型的喷雾

剂用于临床的疾病治疗。因此，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目前还继续在不时的

爆发，我国是人口大国，核酸检测工作就会面临严峻挑战，所以核酸检

测装置的革新十分必要，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高的工作效率，

促进医护人员工作的顺利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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