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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越来越
关注自身健康问题。国际妇女健康
运动的倡导者对女性健康进行了
界定：女性健康是妇女整个生命周
期的健康，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基
本健康，二是与女性生理更为密切
的健康［1］。 本文对现有的面向女性
健康的智能可穿戴设备，尤其是服
装类产品的开发现状进行总结，分

析各类女性健康类智能可穿戴设
备在设计研究和应用中待解决的
问题及发展趋势。
1 女性健康类智能可穿戴设备概
述

智能可穿戴设备是指应用穿
戴式技术对人们日常穿着、携带的
产品进行智能化设计的一类设备
的总称 ［2－3］，不仅是一种硬件设备，

而且综合运用了软件、 数据处理、
触感技术等来实现特定功能［4］。 设
备类型众多， 主要有智能服装、智
能手环与手表、 健康追踪设备、智
能眼镜及医疗设备等。相较于其他
类型的可穿戴设备，服装与人体接
触最为密切，具有低生理及心理负
荷的特点［5］。 Chen et al［6－8］提出，智
能服装是将电子面料和微型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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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设备无缝集成在一起，以服装为
载体， 各种传感器集成在衣服上，
使用户感觉不到可穿戴设备的存
在，实现生理数据的采集，具有方
便、舒适、易清洗、高度可靠、耐用
等特点，同时拥有时尚的外观。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
需求的增加，智能可穿戴设备逐渐
在女性健康领域得到应用，将用于
发现或解决女性健康问题的智能
可穿戴设备定义为女性健康类智
能可穿戴设备。

目前市场上的女性健康类智
能可穿戴产品根据功能可分为 3
类：女性健康监测类、女性养生保
健类、女性安全防护类，目的在于
监督、预防与警示各类健康及安全
问题，保障产品功能的同时还要满
足女性用户对于美观的需求。目前
市场上的相关产品还存在很多问
题，包括同质化严重、体验感差、时
尚感不足、 功能性及安全性缺失
等，难以满足女性各方面的需求［9］。

2 女性健康监测类智能可穿戴设
备

健康监测是指对人体健康状
况进行监测，调查显示，女性的常
见病患有率高于男性［10］。 与女性生
理健康密切相关的如乳腺健康、月
经周期和内分泌健康等时刻影响
着女性的正常生活。

2007年，英国波尔顿大学材料
研究和创新中心的科学家开发出
一种可以检测早期乳腺癌的智能
文胸 ［11］，其内部有一种微波天线装
置，可扫描并收集乳房数据，通过
内植微芯片生成计算机图像，能发
现早期乳腺癌。 徐燕燕等［12］研究智
能胸带在乳腺癌患者术后的应用，
智能胸带可以预防和减少术后并
发症，减少不良反应，为临床护理
和观察带来诸多便利。Chen et al［13］

提出一种通过体表温度变化来估

计女性月经周期的方法，将可穿戴
测温设备固定在内裤边缘并与人
体接触，测量女性睡眠时的皮肤温
度，71．6％的参与者被正确估算出
月经周期，这一评估为管理经前综
合症和生育控制提供一种有效方
法。 曾仲文 ［14］将温湿度传感器、中
央处理器等电子元件合理有效地
设计在服装中，开发出监测女性潮
热出汗现象的更年期女性内分泌
监控智能服装，如图 1 所示，运用
科学手段监测女性的生理数据，能
够准确判断女性更年期综合症。

目前，智能可穿戴设备仍处于
初级发展阶段，对女性健康进行监
测尤其是疾病监测类智能可穿戴
设备很少。 其中，乳腺方面的健康
监测类智能设备相对较多，但是女
性生殖健康方面的健康监测类智
能设备相对较少。 田苗等［15］提出智
能设备的设计应以用户为中心，应
投入更多研究将女性健康监测类
智能可穿戴设备功能丰富化，以更
好地保障女性的生殖系统健康。
3 女性养生保健类智能可穿戴设
备

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女性文化
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注重
养生，而且越来越趋于年轻化。 二
胎政策的实施使得很多符合条件
的家庭计划生育二孩，因此女性养

生健康类智能可穿戴设备如备孕、
孕期保健等产品得到推广发展。

栾珊 ［16］发明了一款监测备孕
女性体温的智能睡衣， 如图 2 所
示。该睡衣通过带有医用硅胶套的
可拆卸温度监测传感器，实时准确
了解排卵期、生理期以及一些妇科
疾病，帮助备孕女性更好地了解身
体状况，减少无效备孕时间，从而
达到快速怀孕的目标。

北京爱智尚科技有限公司开
发了一款可穿戴 Himama 智能备
孕仪，如图3所示。它采用可穿戴式
智能硬件，搭配手机 App，通过蓝
牙连接进行智能指导，将其放置在
文胸中能够连续采集并记录备孕
女性的精准健康数据，实现自动分
析后，通过每日建议、精准预测、及
时提醒等呈现出来， 从备孕到生
产， 可全程准确监测身体状态，为
备孕女性提供健康保障。

美国康奈尔大学时装设计专
业的学生 Blake Uretsky 设计了一
款智能孕妇装，可追踪孕妇的生命
特征，帮助孕妇密切关注自身身体
变化 ［17］， 通过在高腰裙中缝入银
纤维，利用传感器来感知记录穿衣
人的体温、心率、血压和呼吸，并通
过腰带上的设备将这些数据传至
手机 App，如果其生命体征出现紊

图 1 更年期女性内分泌监控智能服装

图 2 监测备孕女性体温的智能睡衣

图 3 智能 Himama 备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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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使用者可以设置应用程序发出
声响，并得到医生的帮助。

深圳智裳科技有限公司开发
了一款智能文胸，如图 4 所示。 该
公司将自主研发的微型旋磁震动
机内置到内衣夹层中，旋转磁波作
用于人体天溪穴，既能达到丰胸按
摩的保健效果，又能改善血液微循
环，排出淤积淋巴，从而达到保健
及预防乳腺疾病的作用。该文胸根
据远红外超强渗透原理，实现服贴
式理疗，改善胸部血液循环，能快
速消散乳腺结节和吸收微小叶震
动循环，疏通乳腺经络，调节内分
泌系统，达到理疗效果。

龙启贵 ［18］开发一种智能变形
胸衣，如图 5 所示，该胸衣可通过
控制罩杯内的若干气囊随时根据
需要调整胸衣形状，进而改变乳房
外形， 既能保证女性胸部舒适健
康，又能让女性更加自信。 如果穿
着过程中胸部发生位移或不舒服，
可通过手机 App 控制胸衣并随时
进行调整。胸衣内部没有会位移的
垫子，因此不会出现垫子位移情况。

女性养生保健类智能可穿戴
设备是女性健康类智能可穿戴设
备中发展相对成熟的一个分类，但
其设计理念不能完全做到以人为
本。 如图 2 中的智能睡衣，虽然造
型相对美观，但舒适性较差，腋下
的温度传感器会影响睡眠质量；图

4和图 5中的智能文胸可能存在安
全隐患，如发生漏电现象，其次，产
品性价比不高， 价格高于普通文
胸，同时洗涤会影响其使用寿命。
4 女性安全防护类智能可穿戴设
备

安全防护是指做好准备和保
护以应对攻击或避免伤害，使被保
护对象处于没有危险、 不受侵害、
不发生事故的安全状态。除了要避
免外界环境对女性身体造成的伤
害，如今更大的问题是让女性免遭
侵害。大部分女性在当今社会仍属
于不能自我保护的弱势群体，因此
女性安全防护类智能可穿戴设备
越来越受研究者的重视。

段杏元 ［19］提到一种智能型防
电磁波文胸，它是在文胸夹层内装
配一种新型吸波材料，利用能量转
换原理屏蔽电磁波辐射，可有效保
护女性的胸部及心脏。 Revolar 是
一款钥匙扣形状的可穿戴设备，如
图 6 所示， 当用户遇到危险时，可
按下按钮向家人和朋友发送警报，
同时还能添加用户的位置。具有类
似功能的还有 Roar for Good 公司
推出的一款智能可穿戴设备 A-
thena，如图 7 所示，佩戴者可通过
按键启动设备，发出足够大的警报
音，并向预设的紧急联系人发送位
置。 Wearsafe Tag 是一款专为大学
生设计的预防校园性侵的可穿戴
设备，如图 8 所示，用户按一下按
钮就能即时通知朋友和家人，并发
送位置消息， 有别于电话求助，这
款蓝牙设备可通过电子邮件、短信

等方式发送警报给预设的多个紧
急联系人，受害者的朋友和家人还
可以听到受害者周围的声音。曾紫
薇等 ［20］设计了一款女性智能定位
报警礼服，如图 9 所示，这款礼服
中的智能芯片通过近距离无线通
信技术 NFC 与手机 App 连接，用
手机轻轻触碰 NFC 芯片，App 会自
动根据已设置好的联系人信息，将
受害人的具体位置通过短信方式
发送给联系人，同时在短信中设有
警报功能，让联系人第一时间接收
并看到，在 App 界面还可以增加一
些附加功能，如急救措施、报警电
话等安全常识，可在紧急时刻及时
进行自救或拨打求救电话。

图 8 智能可穿戴设备 Wearsafe Tag

图 7 智能可穿戴设备 Athena

图 6 智能可穿戴设备 Revolar

图 4 旋磁理疗智能文胸

图 5 智能变形胸衣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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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安全问题中，女性安全
问题非常重要，包括环境对女性身
体的伤害，如电磁波、辐射等，但更
大程度上是指公共空间人为的、恶
意的对女性身体和心理的伤害。因
此，应该更加注重公共空间的女性
安全保障问题，尽量从根源上解决
女性安全问题。 同时，研究者们应
集思广益开发功能更加完备的女
性安全防护类智能可穿戴设备，操
作上要简单易行，使女性从心理上
获得一种安全感，从而能够更加理
智和敏捷地面对意外。
5 女性健康类智能可穿戴设备的
发展趋势

5．1 更准确的监测
智能可穿戴设备最重要的性

能是智能性和功能性，对于女性健
康类智能可穿戴设备，以健康监测
类为例， 最重要的是监测性能准
确，更加准确地监测到人体健康方
面的数据是女性健康类智能设备
的必然发展趋势。
5．2 更安全的操作

女性健康类智能可穿戴设备
大多直接和女性身体表面接触，作
为女性身体的第二层皮肤，这类智
能设备要有较高的安全性，不得存
在安全隐患，不能对用户造成伤害。
5．3 更舒适的体验

舒适性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
题，智能设备以服装为载体，因此
必须满足服用性和舒适性要求。女
性健康类智能可穿戴设备要达到

以人为本、 为人服务的中心理念，
以满足用户的使用体验。提高穿戴
舒适性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5．4 更时尚的外观
女性爱美，服装应是美的。 女

性健康类智能可穿戴设备要在满
足功能性、安全性和舒适性的前提
下，向外观设计更时尚美观的方向
发展，以吸引更多爱美女性关注。

6 结束语
随着智能可穿戴设备的不断

发展，以服装为载体的智能可穿戴
设备以性能上的优势和特点逐渐
超越传统服装，吸引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随着科
技的发展、 电子设备成本的降低，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女性健康类智
能可穿戴设备将向功能多样化、功
能健全化方向发展； 以用户为中
心，使装配可穿戴设备的服装满足

智能化、生活化、科技化等特点，丰
富服装的自身价值，从而促进服装
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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