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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医疗器械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风

湿免疫科用热疗装置。本发明包括用于实时控制

的实时调控器、用于曲线性调控发热模块的调控

模块，实时调控器连接控制器，控制器通过调控

模块耦接发热模块，第一测量功能模块、第二测

量功能模块分别与控制器连接，开关模块为一继

电器，开关模块控制输入一端通过串联一双极晶

体管和一限流元件后与控制器耦接，该双极晶体

管的基极通过一限流元件与控制器连接，集电极

接开关模块控制的一端、开关模块控制输入另一

端接控制电源；开关模块控制输出一端接电火

线，开关模块控制输出另一端接发热模块的一

端，发热模块的另外一端接电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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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湿免疫科用热疗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产生热量的发热模块、控制器、

用于测量漏电程度的第一测量功能模块、用于测量导电程度的第二测量功能模块和用于开

关性控制发热模块的开关模块，还包括用于实时控制的实时调控器、用于曲线性调控发热

模块的调控模块，实时调控器连接控制器，控制器通过调控模块耦接发热模块，第一测量功

能模块、第二测量功能模块分别与控制器连接，开关模块为一继电器，开关模块控制输入一

端通过串联一双极晶体管和一限流元件后与控制器耦接，该双极晶体管的基极通过一限流

元件与控制器连接，集电极接开关模块控制的一端、开关模块控制输入另一端接控制电源；

开关模块控制输出一端接电火线，开关模块控制输出另一端接发热模块的一端，发热模块

的另外一端接电零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湿免疫科用热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发热模块具体是

发热电丝；所述的调控模块包括双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的输出控制端串联发热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风湿免疫科用热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控模块还包括

与双向可控硅串联的光电隔离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湿免疫科用热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测量功能模块

包括限流元件、整流元件、电容、双极晶体管和介质隔离模块，所述的介质隔离模块采用光

电隔离器，一整流元件正极连设备外壳用于测量输入，该整流元件的负极和一限流元件串

联后与介质隔离模块的脚连接，介质隔离模块的脚与一双极晶体管的集电极连接；一双极

晶体管的基极通过一限流元件与控制器连接、发射极与一整流元件的正极连接，该整流元

件的负极接电零线；一限流元件和一整流元件并联后该整流元件的负板端接在一限流元件

串联后和介质隔离模块的脚之间，正极与一双极晶体管的集电极连接；介质隔离模块的脚

与控制器连接，介质隔离模块的脚接地；一电容和一整流元件串联，该电容另一端接在介质

隔离模块和控制器之间，一整流元件的负极接地；一限流元件一端接电路电源、另一端接在

介质隔离模块的脚和一电容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湿免疫科用热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测量功能模块

包括限流元件、整流元件、双极晶体管和A/D模块，其中的整流元件一端连设备外壳用于测

量输入，该整流元件另一端、限流元件和一双极晶体管的集电极依次连接，该双极晶体管的

基极通过一限流元件与控制器连接、发射极与电路电源连接；A/D模块一端接在一限流元件

和一限流元件之间的电路上、另一端与控制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或3或4中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风湿免疫科用热疗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限流元件采用电阻，所述的整流元件采用二极管。

7.根据权利要求1或3或4中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风湿免疫科用热疗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控制器采用单片机。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湿免疫科用热疗装置，其特征在于，发热模块包括发热电

丝、设置在发热电丝一侧有电控制板和转盘，所述的转盘为实时调控器，所述的转盘为圆形

金属结构，转盘的中部通过轴固定在支架上，转盘的一侧固定滑轨，滑轨上设置与转盘始终

有接触点的压片，所述的压片可沿滑轨在竖直方向滑动以改变其在转盘上的接触位置，所

述的滑轨或压片均为金属导体，压片通过滑轨以及导线电连接到电控制板，所述的滑轨的

中部点通过导线电连接到电控制板，电控制板与电热丝电连接，所述的电控制板上设置市

电接口；所述的电控制板上包括控制器、第一测量功能模块、第二测量功能模块和开关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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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湿免疫科用热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疗器械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风湿免疫科用热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风湿免疫病是内科学中的一系列疾病，主要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

系统性红斑狼疮、骨关节炎、痛风、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等。风湿免疫病可累及多脏器、多系

统，而血液系统也是常受累之一。热疗仪是通过加热人体组织来实现临床疗效的仪器，主要

有微波治疗仪、红外线治疗仪、短波治疗仪和超短波治疗仪等常见设备。这些设备主要机理

是利用能产生热效应的电磁波，使人体组织温度上升来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炎症

吸收和改善细胞的营养关系和新陈代谢。然而，现有技术中的热疗装置电路控制不够灵敏，

容易导致漏电等意外事故，在电控上也不符合人体对热疗调控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的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更加符合人体对热疗调控的需

求的风湿免疫科用热疗装置。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包括用于产生热量的发热模块、控

制器、用于测量漏电程度的第一测量功能模块、用于测量导电程度的第二测量功能模块和

用于开关性控制发热模块的开关模块，还包括用于实时控制的实时调控器、用于曲线性调

控发热模块的调控模块，实时调控器连接控制器，控制器通过调控模块耦接发热模块，第一

测量功能模块、第二测量功能模块分别与控制器连接，开关模块为一继电器，开关模块控制

输入一端通过串联一双极晶体管和一限流元件后与控制器耦接，该双极晶体管的基极通过

一限流元件与控制器连接，集电极接开关模块控制的一端、开关模块控制输入另一端接控

制电源；开关模块控制输出一端接电火线，开关模块控制输出另一端接发热模块的一端，发

热模块的另外一端接电零线。

[0005] 进一步，所述的发热模块具体是发热电丝；所述的调控模块包括双向可控硅；双向

可控硅的输出控制端串联发热模块。

[0006] 进一步，所述的调控模块还包括与双向可控硅串联的光电隔离器。

[0007] 进一步，所述第一测量功能模块包括限流元件、整流元件、电容、双极晶体管和介

质隔离模块，所述的介质隔离模块采用光电隔离器，一整流元件正极连设备外壳用于测量

输入，该整流元件的负极和一限流元件串联后与介质隔离模块的脚连接，介质隔离模块的

脚与一双极晶体管的集电极连接；一双极晶体管的基极通过一限流元件与控制器连接、发

射极与一整流元件的正极连接，该整流元件的负极接电零线；一限流元件和一整流元件并

联后该整流元件的负板端接在一限流元件串联后和介质隔离模块的脚之间，正极与一双极

晶体管的集电极连接；介质隔离模块的脚与控制器连接，介质隔离模块的脚接地；一电容和

一整流元件串联，该电容另一端接在介质隔离模块和控制器之间，一整流元件的负极接地；

一限流元件一端接电路电源、另一端接在介质隔离模块的脚和一电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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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所述第二测量功能模块包括限流元件、整流元件、双极晶体管和A/D模块，

其中的整流元件一端连设备外壳用于测量输入，该整流元件另一端、限流元件-和一双极晶

体管的集电极依次连接，该双极晶体管的基极通过一限流元件与控制器连接、发射极与电

路电源连接；A/D模块一端接在一限流元件和一限流元件之间的电路上、另一端与控制器连

接。

[0009] 进一步，所述的限流元件采用电阻，所述的整流元件采用二极管。

[0010] 进一步，所述的控制器采用单片机。

[0011] 进一步，发热模块包括发热电丝、设置在发热电丝一侧有电控制板和转盘，所述的

转盘为实时调控器，所述的转盘为圆形金属结构，转盘的中部通过轴固定在支架上，转盘的

一侧固定滑轨，滑轨上设置与转盘始终有接触点的压片，所述的压片可沿滑轨在竖直方向

滑动以改变其在转盘上的接触位置，所述的滑轨或压片均为金属导体，压片通过滑轨以及

导线电连接到电控制板，所述的滑轨的中部点通过导线电连接到电控制板，电控制板与电

热丝电连接，所述的电控制板上设置市电接口；所述的电控制板上包括控制器、第一测量功

能模块、第二测量功能模块和开关模块。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3] 控制器通过调控模块耦接发热模块并在接收实时调控器的控制信号后改变对发

热模块的实时控制，进而实现热疗的动态控制，在此过程中还可以通过第一测量功能模块

和第二测量功能模块检测热疗装置的漏电程度或导电程度并可以在热疗装置漏电程度或

导电程度达到阈值时控制器通过开关模块关闭发热模块；通过采用双向可控硅，在实施中

双向可控硅的控制端连接控制器的脉冲输出，控制器的输入连接到实时调控器，实时调控

器的控制信号经过控制器反馈出的脉冲输出可以直接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度，然后通

过串联关系控制发热模块的功率，由于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度变化具有曲线变化特性，所

以发热模块的功率变化也具有曲线性，更加符合人体对热疗调控的需求；通过光电隔离器

稳定调控的信号。

[0014] 实施中通过动态调控压片与转盘接触点位置，就可以动态改变转盘的中点到接触

点距离，进而还可以改变导线与导线之间的电阻数值，进而可以实现在控制导线与导线电

路产生控制信号。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实施例电路连接框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的实施例部分电路连接原理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的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0019] 具体实施

[0020] 如图1-2所示，本发明风湿免疫科用热疗装置包括用于产生热量的发热模块E、控

制器、用于测量漏电程度的第一测量功能模块、用于测量导电程度的第二测量功能模块和

用于开关性控制发热模块的开关模块，还包括用于实时控制的实时调控器、用于曲线性调

控发热模块的调控模块，实时调控器连接控制器，控制器通过调控模块耦接发热模块E，第

一测量功能模块、第二测量功能模块分别与控制器连接，开关模块为一继电器，开关模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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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输入一端通过串联一双极晶体管D3和一限流元件A8后与控制器耦接，该双极晶体管D3的

基极通过一限流元件A8与控制器连接，集电极接开关模块控制的一端、开关模块控制输入

另一端接控制电源；开关模块控制输出一端接电火线，开关模块控制输出另一端接发热模

块E的一端，发热模块E的另外一端接电零线；控制器通过调控模块耦接发热模块E并在接收

实时调控器的控制信号后改变对发热模块E的实时控制，进而实现热疗的动态控制，在此过

程中还可以通过第一测量功能模块和第二测量功能模块检测热疗装置的漏电程度或导电

程度并可以在热疗装置漏电程度或导电程度达到阈值时控制器通过开关模块关闭发热模

块E。

[0021] 所述的发热模块E具体是发热电丝；所述的调控模块包括双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

的输出控制端串联发热模块E；通过采用双向可控硅，在实施中双向可控硅的控制端连接控

制器的脉冲输出，控制器的输入连接到实时调控器，实时调控器的控制信号经过控制器反

馈出的脉冲输出可以直接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度，然后通过串联关系控制发热模块E

的功率，由于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度变化具有曲线变化特性，所以发热模块E的功率变化也

具有曲线性，更加符合人体对热疗调控的需求。

[0022] 所述的调控模块还包括与双向可控硅串联的光电隔离器；通过光电隔离器稳定调

控的信号，减少干扰，实现更加精准的控制。

[0023] 如图2所示，所述第一测量功能模块包括限流元件A1-A4、整流元件B1-B4、电容C1、

双极晶体管D1和介质隔离模块，所述的介质隔离模块采用光电隔离器，一整流元件B1正极

连设备外壳用于测量输入，该整流元件B1的负极和一限流元件A1串联后与介质隔离模块的

1脚连接，介质隔离模块的2脚与一双极晶体管D1的集电极连接；一双极晶体管D1的基极通

过一限流元件A3与控制器连接、发射极与一整流元件B2的正极连接，该整流元件B2的负极

接电零线；一限流元件A2和一整流元件B3并联后该整流元件B3的负板端接在一限流元件A1

串联后和介质隔离模块的1脚之间，正极与一双极晶体管D1的集电极连接；介质隔离模块的

4脚与控制器连接，介质隔离模块的3脚接地；一电容C1和一整流元件B4串联，该电容C1另一

端接在介质隔离模块和控制器之间，一整流元件B4的负极接地；一限流元件A4一端接电路

电源、另一端接在介质隔离模块的4脚和一电容C1之间。

[0024] 所述第二测量功能模块包括限流元件A5-A7、整流元件B5、双极晶体管D2和A/D模

块，其中的整流元件B5一端连设备外壳用于测量输入，该整流元件B5另一端、限流元件A5-

A6和一双极晶体管D2的集电极依次连接，该双极晶体管D2的基极通过一限流元件A7与控制

器连接、发射极与电路电源连接；A/D模块一端接在一限流元件A5和一限流元件A6之间的电

路上、另一端与控制器连接。

[0025] 所述的限流元件采用电阻，所述的整流元件采用二极管，采用上述电阻或二极管

可以减少成本，方便电路的构造。

[0026] 所述的控制器采用单片机；采用上述的单片机可以减少成本，方便电路的构造，并

且可以直接利用单片机的可开发可编程特性预设控制流程和控制条件，减少硬件成本也减

少了开发成本和开发难度。

[0027] 如图3所示，所述发热模块包括发热电丝1、设置在发热电丝1一侧有电控制板2和

转盘3，所述的转盘3为实时调控器，所述的转盘3为圆形金属结构，转盘3的中部通过轴固定

在支架4上，转盘3的一侧固定滑轨5，滑轨5上设置与转盘3始终有接触点的压片8，所述的压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0368176 A

5



片8可沿滑轨5在竖直方向滑动以改变其在转盘3上的接触位置，所述的滑轨5或压片8均为

金属导体，压片8通过滑轨5以及导线7电连接到电控制板2，所述的滑轨5的中部点通过导线

6电连接到电控制板2，电控制板2与电热丝1电连接，所述的电控制板2上设置市电接口9；所

述的电控制板2上包括控制器、第一测量功能模块、第二测量功能模块和开关模块；实施中

通过动态调控压片8与转盘3接触点位置，就可以动态改变转盘3的中点到接触点距离，进而

还可以改变导线6与导线7之间的电阻数值，进而可以实现在控制导线6与导线7电路产生控

制信号，具体地是实时调控器的控制信号。

[0028] 由技术常识可知，本发明可以通过其它的不脱离其精神实质或必要特征的实施方

案来实现。上述公开的实施方案，就各方面而言，都只是举例说明，并不是仅有的。所有在本

发明范围内或在等同于本发明的范围内的改变均被本发明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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