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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

监测的方法与装置，涉及人工智能领域。应用虹

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方法，

在虹膜识别设备中集成人体体温监测模块，通过

虹膜识别被采集者的身份信息，同时通过人体体

温监测模块采集被采集者的体温信息。通过虹膜

识别来采集、识别被采集者的身份信息是现有技

术，在医护人员戴口罩、帽子、护目镜、大部分隐

形眼镜情况下，只要能看到眼睛都能正常工作。

本专利的创新点在于在虹膜识别设备中集成人

体体温监测模块，通过一套设备就可以同时识别

被采集者的身份信息和体温信息。有效解决背景

技术中的问题，特别适用于当下新型冠状病毒高

发时期的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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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虹膜识别设

备中集成人体体温监测模块，通过虹膜识别被采集者的身份信息，同时通过人体体温监测

模块采集被采集者的体温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虹膜识别设备的存储模块中存储有已经确认了身份信息的人眼虹膜影像，虹膜识

别设备通过虹膜采集模块的镜头获得被采集者的人眼虹膜影像，虹膜识别设备通过信息处

理模块将被采集者的人眼虹膜影像与已经确认了身份信息的人眼虹膜影像进行比对；

如比对通过，虹膜识别设备调取人眼虹膜影像对应的身份信息；

如比对不通过，对外报警或提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虹膜识别设备通过通信模块连接云平台，云平台内存储有已经确认了身份信息的

人眼虹膜影像，虹膜识别设备通过虹膜采集模块的镜头获得被采集者的人眼虹膜影像，虹

膜识别设备通过信息处理模块将被采集者的人眼虹膜影像上传云平台，云平台将被采集者

的人眼虹膜影与已经确认了身份信息的人眼虹膜影像进行比对；

如比对通过，下发人眼虹膜影像对应的身份信息给虹膜识别设备；

如比对不通过，下发“对外报警或提示”的命令给虹膜识别设备，虹膜识别设备对外报

警或提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对于比对不通过，虹膜识别设备允许上传身份信息至存储模块或云平台，并将身份

信息与人眼虹膜影像关联，待相关人员核实后，将人眼虹膜影像归入到已经确认了身份信

息的人眼虹膜影像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人体体温监测模块包括红外测温模块，所述红外测温模块连接所述信息处理模块；

所述虹膜采集模块的镜头的朝向与所述红外测温模块的红外探头的朝向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虹膜识别设备设有测距模块，所述测距模块连接所述信息处理模块，所述信号处理

模块连接报警模块。

7.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装置，包括可通过虹膜识别被采集

者的身份信息的虹膜识别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可采集被采集者的体温信息的人体体

温监测模块，所述人体体温监测模块集成在所述虹膜识别设备中。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虹膜识别设备包括虹膜采集模块、信息处理模块，所述虹膜采集模块连接所述

信息处理模块，人体体温监测模块包括红外测温模块，所述红外测温模块连接所述信息处

理模块；

所述虹膜采集模块的镜头的朝向与所述红外测温模块的红外探头的朝向相同。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装置，其特

征在于，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装置，还包括外壳，所述外壳的正

面中部设有透视窗，所述虹膜采集模块的镜头位于所述透视窗的后方，且朝向所述透视窗；

所述外壳的正面上部设有贯穿的第一开孔，所述红外测温模块的红外探头伸入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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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孔中或自后方抵住所述第一开孔。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虹膜识别设备还包括测距模块，所述测距模块连接所述信息处理模块，所述信

号处理模块连接报警模块；

所述外壳的正面下部设有贯穿的第二开孔，所述测距模块的测距探头伸入所述第二开

孔中或自后方抵住所述第二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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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方法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人工智能领域，具体涉及人员身份识别和体温测量。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高发，携带病毒的发烧患者极易传染周边的同事、亲戚和朋友。

医院、企业园区、住户小区等场所，为阻止疾病传染，排查发烧病患，全社会对于人员身份识

别认证和体温监测的要求也愈发严格，比如ICU或者隔离病房只能由通过身份认证的工作

人员才能进出。如使用指纹识别，除了识别精度相对较低的技术安全性问题，接触式采集方

式容易造成医院复杂环境下的病毒交叉感染。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医护人员需要穿戴防护

手套，更变得无法实现。而人脸识别虽然是非接触身份识别技术，但对于穿着防护服、佩戴

护目镜和防护口罩的医生护士来说，因不能读取其完整的面部信息，将导致识别失败或根

本无法识别，普通民众因佩戴防护口罩也会导致识别失败或无法识别。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方

法，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4] 本发明的目的还在于提供一种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

装置，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可以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虹膜识别

设备中集成人体体温监测模块，通过虹膜识别被采集者的身份信息，同时通过人体体温监

测模块采集被采集者的体温信息。

[0007] 通过虹膜识别来采集、识别被采集者的身份信息是现有技术，在医护人员戴口罩、

帽子、护目镜、大部分隐形眼镜情况下，只要能看到眼睛都能正常工作。本专利的创新点在

于在虹膜识别设备中集成人体体温监测模块，通过一套设备就可以同时识别被采集者的身

份信息和体温信息。有效解决背景技术中的问题，特别适用于当下新型冠状病毒高发时期

的排查。

[0008] 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装置，包括可通过虹膜识别被采

集者的身份信息的虹膜识别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可采集被采集者的体温信息的人体

体温监测模块，所述人体体温监测模块集成在所述虹膜识别设备中。

[0009] 所述虹膜识别设备包括虹膜采集模块、信息处理模块，所述虹膜采集模块连接所

述信息处理模块，人体体温监测模块包括红外测温模块，所述红外测温模块连接所述信息

处理模块；

[0010] 所述虹膜采集模块的镜头的朝向与所述红外测温模块的红外探头的朝向相同。

[0011] 采集虹膜时，需要人脸靠近机器，本专利限定镜头的朝向与红外探头的朝向相同，

这样就可以在人脸靠近机器采集人眼虹膜的时候，采集人脸部的温度了。

说　明　书 1/6 页

4

CN 111307290 A

4



[0012] 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装置，还包括外壳，所述外壳的

正面中部设有透视窗，所述虹膜采集模块的镜头位于所述透视窗的后方，且朝向所述透视

窗。本专利将透视窗放在了外壳的正面中部，一方面，便于使用者发现虹膜采集的位置，另

一方面，该处较为宽敞，允许安放较长的透视窗，进而允许在透视窗后安放两个镜头，分别

采集左眼虹膜和右眼虹膜。

[0013] 所述外壳的正面上部设有贯穿的第一开孔，所述红外测温模块的红外探头伸入所

述第一开孔中或自后方抵住所述第一开孔。本专利限定了红外探头的位置，使其位于镜头

的上方，这样，当使用者的脸靠近外壳，特别是人眼位于透视窗前方时，额头会位于第一开

孔前方，红外测温模块就可以相对准确的获取到人额头处的温度。

[0014] 所述虹膜识别设备还包括测距模块，所述测距模块连接所述信息处理模块，所述

信号处理模块连接报警模块。本专利增设了测距模块，测距模块可监测人脸到外壳的距离，

从而辅助使用者调整位置到最佳的采集位置，进而提高采集到的数据的准确性。

[0015] 所述外壳的正面下部设有贯穿的第二开孔，所述测距模块的测距探头伸入所述第

二开孔中或自后方抵住所述第二开孔。

[0016] 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装置，还包括无线通信模块，所

述无线通信模块连接所述信息处理模块。从而允许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

温监测的装置将采集到的数据向外汇报。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

装置可以将数据上报云平台，包括人员身份、体温信息，还可以包括时间地点，云平台可直

接与政府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交互和跨区域信息共享，实现联合防控。

[0017] 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装置可以只将安全与健康可疑

人员的数据上报，从而为云平台对安全与健康可疑人员进行监测、轨迹跟踪和统计分析提

供数据，进而为管理部门防控人员的决策提供参考。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装置的正面视图；

[0019] 图2为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装置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1] 参照图1和图2，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方法，在虹膜识

别设备中集成人体体温监测模块，通过虹膜识别被采集者的身份信息，同时通过人体体温

监测模块采集被采集者的体温信息。通过虹膜识别来采集、识别被采集者的身份信息是现

有技术，在医护人员戴口罩、帽子、护目镜、大部分隐形眼镜情况下，只要能看到眼睛都能正

常工作。本专利的创新点在于在虹膜识别设备中集成人体体温监测模块，通过一套设备就

可以同时识别被采集者的身份信息和体温信息。有效解决背景技术中的问题，特别适用于

当下新型冠状病毒高发时期的排查。

[0022] 关于虹膜识别被采集者的身份信息的问题：

[0023] 方法一、虹膜识别设备的存储模块中存储有已经确认了身份信息的人眼虹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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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虹膜识别设备通过虹膜采集模块7的镜头1获得被采集者的人眼虹膜影像，虹膜识别设

备通过信息处理模块将被采集者的人眼虹膜影像与已经确认了身份信息的人眼虹膜影像

进行比对，如比对通过，虹膜识别设备调取人眼虹膜影像对应的身份信息；如比对不通过，

对外报警或提示。

[0024] 方法一、虹膜识别设备通过通信模块连接云平台，云平台内存储有已经确认了身

份信息的人眼虹膜影像，虹膜识别设备通过虹膜采集模块7的镜头1获得被采集者的人眼虹

膜影像，虹膜识别设备通过信息处理模块将被采集者的人眼虹膜影像上传云平台，云平台

将被采集者的人眼虹膜影与已经确认了身份信息的人眼虹膜影像进行比对，如比对通过，

下发人眼虹膜影像对应的身份信息给虹膜识别设备；如比对不通过，下发“对外报警或提

示”的命令给虹膜识别设备，虹膜识别设备对外报警或提示。

[0025] 对于比对不通过，虹膜识别设备允许上传身份信息至存储模块或云平台，并将身

份信息与人眼虹膜影像关联，待相关人员核实后，将人眼虹膜影像归入到已经确认了身份

信息的人眼虹膜影像中。虹膜识别设备可以设有身份证读卡模块6，身份证读卡模块6连接

信号处理模块。已通过身份证读卡模块6获取身份信息。虹膜识别设备还可以设有触摸屏，

触摸屏连接信号处理模块。使用者通过触摸屏手动输入身份证信息。

[0026] 关于通过人体体温监测模块采集被采集者的体温信息的问题：

[0027] 体温信息可以是额头处的温度、脸颊处的问题、眼睛处的温度、脖子处的温度等。

优选采用非接触式的红外测温方法。

[0028] 关于同时识别身份、采集体温的问题：

[0029] 人体体温监测模块包括红外测温模块，红外测温模块连接信息处理模块；虹膜采

集模块7的镜头1的朝向与红外测温模块的红外探头2的朝向相同。采集虹膜时，需要人脸靠

近机器，本专利限定镜头1的朝向与红外探头2的朝向相同，这样就可以在人脸靠近机器采

集人眼虹膜的时候，保证采集者与红外测温模块的红外探头2的距离，从而使红外测温模块

的红外探头2采集到人体的体温信息了。

[0030] 由于红外测温模块容易受到测量距离的影响，为了达到人体体温精准测量的目

的，虹膜识别设备可以设有测距模块，测距模块连接信息处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连接报警

模块。测距模块测量人体面部与设备间的距离，校正温度误差。

[0031] 为了提高体温测量的精度，在人眼虹膜影像采集的同时可以采集多次体温数据。

通过求平均值等处理方法获得人体的精确体温，确保人员身份与体温数据等信息具有较高

的置信度。

[0032] 关于身份信息和体温信息的应用：

[0033] 本专利在非接触式虹膜识别的同时测量人体体温，可以在虹膜识别设备中事先设

定正常体温阈值。当测量体温低于正常体温阈值时，虹膜识别设备可以显示体温，也可以不

显示体温，仅通过灯光或声音提示被测量人员正常。此时，虹膜识别设备可以不上传人眼虹

膜影像和测量体温至云平台，以降低通信能耗和信号处理成本。当然了，就目前的疫情情况

来看，因为有潜伏期，最好是上传人眼虹膜影像和测量体温至云平台。当测量体温高于正常

体温阈值时，虹膜识别设备可以显示体温，也可以不显示体温，但要通过灯光或声音提示被

测量人员不正常，提醒值班人员注意。此时，虹膜识别设备需将人眼虹膜影像和测量体温上

传至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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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虹膜识别设备还可以设有位置信息输入模块，位置信息输入模块连接信息处理模

块。值班人员可通过位置信息输入模块输入当前测量点的位置。位置信息输入模块还可以

用GPS定位模块代替。位置信息由GPS定位模块自动生成。虹膜识别设备将人眼虹膜影像和

测量体温上传至云平台的同时，上传当前测量点的位置。以方便云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对

体温异常者的轨迹跟踪和分析。

[0035] 虹膜识别设备还可以设有时钟模块，时钟模块连接信息处理模块。虹膜识别设备

将人眼虹膜影像和测量体温上传至云平台的同时，上传当前测量时间。以方便云平台通过

大数据分析，对体温异常者的轨迹跟踪和分析。

[0036] 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装置，包括可通过虹膜识别被采

集者的身份信息的虹膜识别设备，还包括可采集被采集者的体温信息的人体体温监测模

块，人体体温监测模块集成在虹膜识别设备中。

[0037] 虹膜识别设备包括虹膜采集模块7、信息处理模块，虹膜采集模块7连接信息处理

模块，人体体温监测模块包括红外测温模块，红外测温模块连接信息处理模块；虹膜采集模

块7的镜头1的朝向与红外测温模块的红外探头2的朝向相同。采集虹膜时，需要人脸靠近机

器，本专利限定镜头1的朝向与红外探头2的朝向相同，这样就可以在人脸靠近机器采集人

眼虹膜的时候，采集人脸部的温度了。

[0038] 信息处理模块主要包括主控芯片、内存、存储芯片、通信接口等，用于处理识别虹

膜图像，确认识别人员身份，并结合接收的测距值和测量人体温度值控制输出信号和上传

数据至云平台。

[0039] 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装置，还包括外壳，外壳的正面

中部设有透视窗3，虹膜采集模块7的镜头1位于透视窗3的后方，且朝向透视窗3。本专利将

透视窗3放在了外壳的正面中部，一方面，便于使用者发现虹膜采集的位置，另一方面，该处

较为宽敞，允许安放较长的透视窗3，进而允许在透视窗3后安放两个镜头1，分别采集左眼

虹膜和右眼虹膜。

[0040] 外壳的正面上部设有贯穿的第一开孔，红外测温模块的红外探头2伸入第一开孔

中或自后方抵住第一开孔。本专利限定了红外探头2的位置，使其位于镜头1的上方，这样，

当使用者的脸靠近外壳，特别是人眼位于透视窗3前方时，额头会位于第一开孔前方，红外

测温模块就可以相对准确的获取到人额头处的温度。

[0041] 虹膜识别设备还包括测距模块，测距模块连接信息处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连接

报警模块。本专利增设了测距模块，测距模块可监测人脸到外壳的距离，从而辅助使用者调

整位置到最佳的采集位置，进而提高采集到的数据的准确性。报警模块可以是指示灯、扬声

器或蜂鸣器。指示灯优选红绿蓝三色环形指示灯。

[0042] 外壳的正面下部设有贯穿的第二开孔，测距模块的测距探头4伸入第二开孔中或

自后方抵住第二开孔。

[0043] 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装置，还包括无线通信模块，无

线通信模块连接信息处理模块。从而允许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

装置将采集到的数据向外汇报。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装置可以

将数据上报云平台，包括人员身份、体温信息，还可以包括时间地点，云平台可直接与政府

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交互和跨区域信息共享，实现联合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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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应用虹膜识别的非接触式身份识别与体温监测的装置可以只将安全与健康可疑

人员的数据上报，从而为云平台对安全与健康可疑人员进行监测、轨迹跟踪和统计分析提

供数据，进而为管理部门防控人员的决策提供参考。

[0045] 虹膜识别设备还包括显示模块，显示模块连接信号处理模块，外壳上设有开窗，显

示模块的显示屏5固定在开窗处。显示屏5还可以是OLED显示屏。以通过显示模块显示被采

集者的身份信息、体温等。虹膜识别设备还可以包括触摸输入模块，触摸输入模块包括触摸

屏。以通过触摸屏输入位置信息或身份信息。显示屏5优选触摸显示屏，从而采用触摸显示

屏同时作为显示模块的显示屏和触摸输入模块的触摸屏。

[0046] 云平台用来收集装置上传的人员身份、识别时间地点与体温信息，并对收集信息

进行分析处理。云平台可直接与政府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交互和跨区域信息共享，实现联

合防控。

[0047] 为了减少人与设备的接触概率，可以将位于镜头前方和红外探头前方的外壳部分

向外凸起。以缩短镜头、红外探头到人脸部的距离，从而拉大其它部分到人脸部的距离，减

少人脸解决其它部位的概率。还可以将红外探头固定在两个镜头之间，使三者都位于透视

窗的后方，然后将透视窗部分向外凸起。还可以采用在设备前覆盖保鲜膜的方式，使设备与

人脸隔离。所述保鲜膜优选透明的保鲜膜，且所述保鲜膜的形状优选略大于设备的正面外

壳的面积，以完整的包覆设备的正面。使用时，采集一次，更换一张即可。为了方便采集脸部

数据也为了方便保鲜膜固定，设备的外壳的正面与底优选呈一夹角，夹角优选30度到60度。

[0048] 具体流程：

[0049] 平时除了测距模块处于工作状态外，其他单元都处于休眠状态。当有人靠近时，测

距值小于装置唤醒距离，即退出休眠模式，每间隔固定的时间输出测温值和测距值，如果人

离开一定时间，重新进入休眠状态。

[0050] 当进行虹膜识别时，眼睛需注视虹膜采集模块7的镜头1，并移动到距离镜头1较合

适的位置。透视窗3上可以覆盖有红外滤光片，以滤除不相关光。当指示灯常亮且显示绿色，

此时红外测温模块的红外探头2正好对准眼睛上部额头的位置，精准测量人体额头体温，不

间断的输出体温值，分析在采集图像质量评估合格时刻前的5次体温和测距值，根据测距值

取出置信度较高的最高体温值作为当前识别人员的体温值，与事先设定的人体正常体温阈

值进行比较，识别成功后对测量体温低于阈值的人员放行，高于阈值的人员禁止通行并声

光预警，指示灯显示红色并连续闪烁，扬声器或蜂鸣器连续间歇性发声，在触摸显示屏或

OLED显示屏上显示人员姓名、ID及体温并进行闪烁，提醒值班人员注意；若识别失败，也将

对测量体温高于阈值的人员给出声光预警，提醒值班人员注意。可以将成功识别出的人员

身份信息、识别时间地点与体温信息绑定上传至云平台，识别失败的时间地点与体温信息

也将绑定上传至云平台，并提醒值班人员对该人员进行信息登记和虹膜注册，登记和注册

成功后，再次识别并记录上传体温信息。云平台对接政府大数据平台，所有的装置终端上传

识别人员的身份信息、识别时间地点、体温信息等数据，汇集至政府大数据平台，疫情防控

信息跨区域共享，实现信息互通互联，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登记过身份信息

和注册过虹膜的人员进行安全与健康情况监测、轨迹跟踪和统计可视化显示分析，提供管

理部门防控人员决策参考。

[005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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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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