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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智能寝具的健康管理方法，本方法

依托于智能寝具健康管理系统进行实施，本方法

包括采样、通讯、分析、干预、显示。本发明通过寝

具与健康分析系统的互动来根据用户个体差异

而制定出个体专用的睡眠方案，且该睡眠方案可

以由寝具自动实施以及实时调整与修正。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1页

CN 105997053 B

2019.04.12

CN
 1
05
99
70
53
 B



1.一种智能寝具健康管理系统，包括寝具、人机交互系统、健康分析系统以及数据传输

系统，所述寝具上设置有采样模块，所述采样模块通过所述数据传输系统将采集的人体在

睡眠状态下产生的生理数据上传至所述健康分析系统，所述健康分析系统包括健康数据库

和反馈用户模块，所述健康数据库内设作为对比判断基准的生理标准区间数值、非健康状

态区间数值以及不同所述非健康状态区间数值所对应的睡眠障碍病症，所述睡眠障碍病症

至少划分为普通级与严重级两个级别，所述反馈用户模块包括调整单元和预警单元，所述

健康分析系统对比采集的生理数据和所述健康数据库内设的作为对比判断基准的数据，若

所述采集的生理数据处于所述生理标准区间数值的范围内则形成睡眠状态报告，若所述采

集的生理数据处于所述生 理标准区间数值的范围外则将所述采集的生理数据先与所述非

健康状态区间数值进行对比，若所述采集的生理数据处于所述非健康状态区间数值的范围

内则查出对应的所述睡眠障碍病症并形成睡眠预警报告，当所述健康数据库的对比结果处

于普通级的所述睡眠障碍病症时则通过所述反馈用户模块对所述寝具进行状态调整，当所

述健康数据库的对比结果处于严重级的所述睡眠障碍病症时则通过所述反馈用户模块对

用户进行预警处理，所述数据传输系统读取所述睡眠状态报告、所述睡眠预警报告后在所

述人机交互系统上进行显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寝具健康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健康分析系统对比

采集的生理数据和所述健康数据库内设的作为对比判断基准的数据时，若采集的生理数据

同时处于所述生理标准区间数值以及所述非健康状态区间数值的范围外则保存所述采集

的生理数据做进一步诊断，将诊断结果作为用户个例数据；当所述采集的生理数据处于所

述生理标准区间数值的范围内，但用户出现睡眠障碍时则保存所述采集的生理数据进一步

诊断，将诊断结果作为所述用户个例数据；若所述采集的生理数据处于所述非健康状态区

间数值的范围内，但用户睡眠正常时则保存所述采集的生理数据进一步诊断，将诊断结果

作为所述用户个例数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寝具健康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个例数据用于

修正所述健康数据库，使所述健康数据库形成针对用户的专属数据库。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寝具健康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健康分析系统还包

括修正用模块，所述修正用模块包括记录单元以及个例修正单元，所述的用户个例数据存

储于所述记录单元并由所述个例修正单元对所述健康数据库进行修正。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寝具健康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将所述智能寝具健康管

理系统连接外部医学数据库，使用所述外部医学数据库对所述生理标准区间数值中的各个

数据进行医学理论校准。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智能寝具健康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将所述用户个例数据上

传于所述外部医学数据库，所述外部医学数据库对多个所述用户个例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

用于提升所述外部医学数据库的准确性。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寝具健康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的生理数据包

括心电、呼吸、腿动、体动、脑电、打鼾、眼电、肌电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寝具健康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状态调整包括调整

寝具的水平度以调整人体躺卧的角度、调整寝具的的温度以保证人体睡眠时体温处于恒温

状态、调整寝具的辅助光源的明暗以调整人体明暗视觉细胞的工作状态控制深度睡眠时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5997053 B

2



间、调整寝具辅助声波源以提升人体睡眠质量以及设置闹铃以及时唤醒人体。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寝具健康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预警处理包括报

警、呼救以及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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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智能寝具的健康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睡眠管理技术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智能寝具的健康管理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人体的睡眠是十分重要的，人体处在睡眠状态时会有多个生理参数指示人体的睡

眠质量，现有很多智只能设备能读取这类生理参数来现实人体的睡眠质量，如各种智能手

环以及各种健康app，但是这类设备却只能读取一个大致的生理参数，其准确性得到商榷，

同时对于用户来说仅仅提供该类生理参数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体在处于睡眠状态时无意

识控制的，人体的动作依靠反射或者外部干预来完成。

[0003] 基于以上问题合理的睡眠方案对人体的健康是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现代医学中

使用多种设备对人体处于睡眠状态时的多个生理参数进行采样，而后进行医学分析从而制

定符合个体的具体睡眠方案。但是睡眠状态采样其实是一个周期性、长时间、连续性的采样

过程，所以去医院依靠医院进行几次睡眠测试制定的睡眠方案显然有失合理性以及个体适

应性，所以出现了智能寝具，然而现有的智能寝具通常忽略了个体方案这个十分重要环节，

而是采用一个通用参数为所有用户制定完全一样的睡眠方案，这种方式使得智能寝具的适

用性大打折扣，其功能的发挥也变得十分受限。

[0004] 又如申请号为201410456131.0 的中国发明专利一种睡眠保障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包括卧具、处理器、助眠机构、数据采集机构以及叫醒机构，所述数据采集机构包括一数据

转换器、与所述数据转换器连接的振动感应组件和鼾声感应器，所述处理器通过所述数据

转换器接收所述振动感应组件信号并控制所述助眠机构，所述处理器通过所述数据转换器

接收所述鼾声感应器信号并控制所述叫醒机构。但是该发明无法做到实时监控，适时调整，

所有的动作均受限于处理器的数据库内容导致操作存在滞后性以及误差性。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智能寝具的健康管理方法，本发明

通过寝具与健康分析系统的互动来根据用户个体差异而制定出个体专用的睡眠方案，且该

睡眠方案可以由寝具自动实施以及实时调整与修正。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基于智能寝具的健康管理方法，本方法依托于智能

寝具健康管理系统进行实施，本方法包括采样、通讯、分析、干预、显示；

[0007] 所述的智能寝具健康管理系统包括寝具、健康分析系统、人机交互系统、用于远程

数据通讯的数据传输单元；所述寝具上设置有采样模块；所述健康分析系统包括云端分析

模块、反馈用户模块以及健康数据库；

[0008] 本方法的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0009] 采样步骤，通过所述采样模块实时对人体在睡眠状态下所产生的生理信号进行记

录并将所述生理信号向所述数据传输单元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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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通讯步骤，从所述采样模块中周期性收集所述生理信号并滤除误差数值后将一周

期内的正确的所述生理信号打包形成当前生理数据，将所述当前生理数据向所述健康分析

系统周期性上传；

[0011] 分析步骤，在所述健康数据库内设置作为对比判断基准的生理标准区间数值、作

为可能引起睡眠障碍的判断基准的非健康状态区间数值以及不同所述非健康状态区间数

值所对应的睡眠障碍病症，然后将所述当前生理数据先与所述生理标准区间数值进行对

比，若所述当前生理数据处于所述生理标准区间数值的范围内则形成睡眠状态报告，若所

述当前生理数据处于所述理标准区间数值的范围外则将所述当前生理数据先与所述非健

康状态区间数值进行对比，若所述当前生理数据处于所述非健康状态区间数值的范围内则

查出对应的所述睡眠障碍病症并形成睡眠预警报告；

[0012] 干预步骤，将所述睡眠障碍病症至少划分为普通级与严重级两个级别，当所述健

康数据库的对比结果处于普通级的所述睡眠障碍病症时则通过所述反馈用户模块对所述

寝具进行状态调整，当所述健康数据库的对比结果处于严重级的所述睡眠障碍病症时则通

过所述反馈用户模块对用户进行预警处理；

[0013] 显示步骤，通过所述数据传输单元读取所述睡眠状态报告、所述睡眠预警报告后

在所述人机交互系统上进行显示。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还包括修正步骤，所述修正步骤的实施方式如下，所述分析步

骤中当所述当前生理数据同时处于所述生理标准区间数值以及所述非健康状态区间数值

的范围外则保存该数值做进一步诊断，将诊断结果作为用户个例数据；当所述当前生理数

据处于所述生理标准区间数值的范围内，但用户出现睡眠障碍时则保存该数值进一步诊

断，将诊断结果作为所述用户个例数据；若所述当前生理数据处于所述非健康状态区间数

值的范围内，但用户睡眠正常时则保存该数值进一步诊断，将诊断结果作为所述用户个例

数据。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所述用户个例数据用于修正所述健康数据库，使所述健康数

据库形成针对用户的专属数据库。

[0016]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所述健康分析系统还包括修正用模块，所述修正用模块包括

记录单元以及个例修正单元，所述的用户个例数据存储与所述记录单元并由所述个例修正

单元对所述健康数据库进行修正。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还包括生理标准区间数值校准步骤，将所述智能寝具健康管

理系统连接外部医学数据库，使用所述外部医学数据库对所述标准区间数值中的各个数据

进行医学理论校准。

[0018]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还包括外部医学数据库反馈步骤，将所述用户个例数据上传

于所述外部医学数据库，所述外部医学数据库对多个所述用户个例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用

于提升所述外部医学数据库的准确性。

[0019]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所述的生理信号包括心电、呼吸、腿动、体动、脑电、打鼾、眼

电、肌电。

[0020]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所述状态调整包括调整寝具的水平度以调整人体躺卧的角

度、调整寝具的的温度以保证人体睡眠时体温处于恒温状态、调整寝具的辅助光源的明暗

以调整人体明暗视觉细胞的工作状态控制深度睡眠时间、调整寝具辅助声波源以提升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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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质量、设置闹铃以及时唤醒人体。

[0021]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所述的预警处理包括报警、呼救、唤醒等。

[0022]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具能有效提升用户睡眠质量且有效应对用户于睡眠中出现的各种突发睡

眠障碍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发明的智能寝具健康管理系统的系统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本发明实施例依托于智能寝具健康管理系统进行实施，本方法包括采样、通讯、分

析、干预、显示、修正、生理标准区间数值校准步骤、外部医学数据库反馈步骤。

[0027] 如图1所示，智能寝具健康管理系统包括寝具、外部医学数据库、人机交互系统、健

康分析系统以及用于远程数据通讯的数据传输系统；

[0028] 所述寝具包括床垫、枕头、眼罩中的一种或者多种，所述寝具上设置有采样模块，

所述采样模块通过所述数据传输系统将采样数据上传至所述健康分析系统，所述的采样模

块包括心电监测模块、呼吸监测模块、腿动监测模块、体动监测模块、脑电监测模块、打鼾监

测模块、眼电监测模块、肌电监测模块中的一种或者多种的组合，所述心电监测模块、所述

呼吸监测模块、所述腿动监测模块以及所述体动监测模块设置在所述床垫内；所述脑电监

测模块、所述打鼾监测模块设置在所述枕头内；所述眼电监测模块、所述肌电监测模块设置

在所述眼罩内。

[0029] 所述健康分析系统包括云端分析模块、修正用模块、反馈用户模块以及健康数据

库，所述的健康数据库内设作为对比判断基准的生理标准区间数值、非健康状态区间数值

以及不同所述非健康状态区间数值所对应的睡眠障碍病症，所述的反馈用户模块包括调整

单元以及预警单元，所述调整单元通过所述数据传输系统与设置在所述寝具内的水平度调

节装置、温度调节装置、灯光调节装置以及唤醒装置连接。所述的预警单元通过所述数据传

输系统与独立设置的呼救装置、设置于寝具上的报警装置、用户手机端进行连接以及其他

报警装置。所述修正用模块包括记录单元、将所述非健康状态区间数值相对所述睡眠障碍

病症的对应关系进行个性修正的个例修正单元以及将所述将所述个例修正单元内的修正

后的数据上传至设置于所述外部医学数据库内的个例收集单元的上传单元。

[0030] 所述的人机交互系统通过所述数据传输系统与用户手机端和/或用户PC端和/或

独立人机交互装置进行连接。

[0031] 所述的数据传输系统将采样模块与所述健康分析系统进行连接，所述的外部医学

数据库通过所述数据传输系统与所述健康数据库进行连接。所述的数据传输系统根据需求

的传输距离可划分为短距离单元以及远程单元，短距离单元依托蓝牙、2.4G等短距离的无

线通讯方式实现，由于蓝牙的多设备适配的特性，所有优选蓝牙作为短距离单元的实施方

式，远程单元依托网络实现，考虑到寝具在使用中，用户的身体状态存在不可控性，如果采

用有线通讯的方式可能会因为睡觉时的体势动作损坏数据线而导致功能中断的问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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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为WIFI作为主要实施方式。

[0032] 关于修正用模块的通讯连接方式主要分以下几种，当修正用模块同样设置在云端

时，记录单元与云端分析模块直接连接，个例修正单元与健康数据库直接连接，而不需要通

过数据传输系统，当修正用模块设置于用户端时，则记录单元与云端分析模块通过数据传

输系统连接，个例修正单元与健康数据库通过数据传输系统连接，上传单元无论何时均需

要通过远程模块与外部医学数据库进行连接。

[0033] 本方法的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0034] 采样步骤，通过所述采样模块实时对人体在睡眠状态下所产生的生理信号，所述

的生理信号包括心电、呼吸、腿动、体动、脑电、打鼾、眼电、肌电。进行记录并将所述生理信

号向所述数据传输单元上传。

[0035] 通讯步骤，从所述采样模块中周期性收集所述生理信号并滤除误差数值后将一周

期内的正确的所述生理信号打包形成当前生理数据，将所述当前生理数据向所述健康分析

系统周期性上传。

[0036] 分析步骤，在所述健康数据库内设置作为对比判断基准的生理标准区间数值、作

为可能引起睡眠障碍的判断基准的非健康状态区间数值以及不同所述非健康状态区间数

值所对应的睡眠障碍病症，然后将所述当前生理数据先与所述生理标准区间数值进行对

比，若所述当前生理数据处于所述生理标准区间数值的范围内则形成睡眠状态报告，若所

述当前生理数据处于所述理标准区间数值的范围外则将所述当前生理数据先与所述非健

康状态区间数值进行对比，若所述当前生理数据处于所述非健康状态区间数值的范围内则

查出对应的所述睡眠障碍病症并形成睡眠预警报告。

[0037] 干预步骤，将所述睡眠障碍病症至少划分为普通级与严重级两个级别，当所述健

康数据库的对比结果处于普通级的所述睡眠障碍病症时则通过所述反馈用户模块对所述

寝具进行状态调整，当所述健康数据库的对比结果处于严重级的所述睡眠障碍病症时则通

过所述反馈用户模块对用户进行预警处理。所述状态调整包括调整寝具的水平度以调整人

体躺卧的角度、调整寝具的的温度以保证人体睡眠时体温处于恒温状态、调整寝具的辅助

光源的明暗以调整人体明暗视觉细胞的工作状态控制深度睡眠时间、调整寝具辅助声波源

以提升人体睡眠质量、设置闹铃以及时唤醒人体。所述的预警处理包括报警、呼救、唤醒等。

[0038] 显示步骤，通过所述数据传输单元读取所述睡眠状态报告、所述睡眠预警报告后

在所述人机交互系统上进行显示。

[0039] 修正步骤，所述修正步骤的实施方式如下，所述分析步骤中当所述当前生理数据

同时处于所述生理标准区间数值以及所述非健康状态区间数值的范围外则保存该数值做

进一步诊断，将诊断结果作为用户个例数据。当所述当前生理数据处于所述生理标准区间

数值的范围内，但用户出现睡眠障碍时则保存该数值进一步诊断，将诊断结果作为所述用

户个例数据。若所述当前生理数据处于所述非健康状态区间数值的范围内，但用户睡眠正

常时则保存该数值进一步诊断，将诊断结果作为所述用户个例数据，所述用户个例数据用

于修正所述健康数据库，使所述健康数据库形成针对用户的专属数据库。

[0040] 生理标准区间数值校准步骤，将所述智能寝具健康管理系统连接外部医学数据

库，使用所述外部医学数据库对所述标准区间数值中的各个数据进行医学理论校准。

[0041] 外部医学数据库反馈步骤，将所述用户个例数据上传于所述外部医学数据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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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外部医学数据库对多个所述用户个例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用于提升所述外部医学数据

库的准确性。

[0042] 上面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构思

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构思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做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均应落入到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发明请求保护的技术内容，已

经全部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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