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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监护手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儿童监护手环，包括手

环组件、摄像组件以及解锁组件，其中摄像组件

设计为胸牌模式佩戴在儿童胸前，手环组件由智

能表头、左表带、右表带组成，左表带末端中部沿

轴向开设有一段盲槽，盲槽的外侧内壁依次固定

有一排由磁性材料制成的棘爪组件，右表带末端

设置有一段与盲槽相对应的插入部，插入部设置

有一排与棘爪配合的棘齿，解锁组件为一块贴合

左表带的弧形强力磁铁。本方案将手环（手表）的

表带设计一个锁死结构，使其必须借助解锁工具

才可以对其进行解锁，同时将表头的摄像头进行

分离设计，将其设计为胸牌结构佩戴于胸前，时

期随时可以拍摄当前画面，有利于儿童周围环境

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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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儿童监护手环，其特征在于，包括手环组件（100）、摄像组件（200）以及解锁组件

（300）；

所述手环组件（100）由智能表头（101）、左表带（102）、右表带（103）组成，所述智能表头

（101）两侧分别与左表带（102）、由表带（103）连接；

所述摄像组件（200）包括胸牌（201）、微型摄像头（202）、夹持后盖（203），所述微型摄像

头（202）隐藏于胸牌（201）之后固定在夹持后盖（203）上，微型摄像头（202）采用纽扣电池供

电并与所述智能表头（101）保持无线通讯；

所述左表带（102）末端中部沿轴向开设有一段盲槽（106），所述盲槽（106）的外侧内壁

依次固定有一排由磁性材料制成的棘爪组件（107）；

所述棘爪组件（107）由第一侧板（111）、第二侧板（112）、弹性连接部（113）组成，所述弹

性连接部（113）用于连接第一侧板（111）和第二侧板（112），第一侧板（111）固定在盲槽

（106）的外侧内壁，第二侧板（112）伸出作为棘爪；

所述右表带（103）末端设置有一段与所述盲槽（106）相对应的插入部（104），所述插入

部（104）设置有一排与所述棘爪配合的棘齿（105）；

所述解锁组件（300）为一块贴合左表带（102）的弧形强力磁铁，用于解锁时将第二侧板

（112）吸附与第一侧板（111）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监护手环，其特征在于，所述盲槽（106）的外侧内壁依次

开设有多个凹槽，所述第一侧板（111）固定在凹槽内，开锁状态下，将所述解锁组件（300）贴

在左表带（102）外侧，使得第二侧板（112）收纳于所述凹槽内形成解锁状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儿童监护手环，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连接部（113）的厚度小

于第一侧板（111）和第二侧板（112）的厚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儿童监护手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侧板（112）的长度大于

锁闭状态下插入部（104）与盲槽（106）的内侧内壁之间的间距。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儿童监护手环，其特征在于，所述左表带（102）、由表带（103）

采用金属材料制成，或采用内设钢丝芯的合成材料制成。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儿童监护手环，其特征在于，所述棘齿（105）和插入部（104）采

用金属材料一体成型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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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监护手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话手表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儿童监护手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许多传统的电子产品也开始增加移动方面的功能，比如过

去只能用来看时间的手表，现今也可以通过插卡来实现通话。这种新手表可被称作电话手

表，某些已经上市销售，这类产品主要是为消费者在不方便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下使用而

设计的，比如孩子在玩耍不方便携带手机，而家长又需要联系到孩子的，或者正在骑自行车

或手上提满了东西的时候。目前的儿童电话手表，其功能一般包括:多重定位，双向通话，

SOS求救，上学、假期守护，碰一碰加好友，家庭群聊，计步等。有的品牌还可以智能防水以及

上课禁用。保障孩子安全，又不会影响孩子正常学习，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成长条

件。

[0003] 现有产品的缺点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0004] （1）目前的智能电话手表表带锁扣一般采用灵活的锁扣结构，其不具备锁死结构，

使得儿童可以自行取下，或者在遇到不法分子拐卖儿童时也会直接将手表取下，从而使得

家长无法追踪孩子去向。

[0005] （2）目前的智能手表还包括了视频通话功能，其摄像头一般是集成在表头上的，当

遇到歹徒时，由于儿童不可能一直将手表正对前方，从而使得家长无法有效获取当前图像。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儿童监护手环，对手环（手

表）的表带设计一个锁死结构，使其必须借助解锁工具才可以对其进行解锁，同时将表头的

摄像头进行分离设计，将其设计为胸牌结构佩戴于胸前，时期随时可以拍摄当前画面，有利

于儿童周围环境监控。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8] 一种儿童监护手环，包括手环组件、摄像组件以及解锁组件；

[0009] 所述手环组件由智能表头、左表带、右表带组成，所述智能表头两侧分别与左表

带、由表带连接；

[0010] 所述摄像组件包括胸牌、微型摄像头、夹持后盖，所述微型摄像头隐藏于胸牌之后

固定在夹持后盖上，微型摄像头采用纽扣电池供电并与所述智能表头保持无线通讯；

[0011] 所述左表带末端中部沿轴向开设有一段盲槽，所述盲槽的外侧内壁依次固定有一

排由磁性材料制成的棘爪组件；

[0012] 所述棘爪组件由第一侧板、第二侧板、弹性连接部组成，所述弹性连接部用于连接

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第一侧板固定在盲槽的外侧内壁，第二侧板伸出作为棘爪；

[0013] 所述右表带末端设置有一段与所述盲槽相对应的插入部，所述插入部设置有一排

与所述棘爪配合的棘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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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所述解锁组件为一块贴合左表带的弧形强力磁铁，用于解锁时将第二侧板吸附与

第一侧板重合。

[0015] 本方案为了解决传统智能手环容易摘下的问题，本方案在表带上设置有由棘齿和

棘爪配合的锁定机构，为了完成解锁本方案将棘爪设计为具有磁性的弹性金属制成，而解

锁的强力磁铁则由监护人保管，解锁时使用解锁组件的强力磁性将棘爪吸附使其处于收纳

状态下，从而完成解锁状态。同时本方案为了可以正常获取儿童周围环境，将传统智能表头

的摄像头采用分离的方式设计成胸牌的模式佩戴在儿童胸前，从而使其可以时常拍摄到当

前环境，为家长提供较好的监控画面。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盲槽的外侧内壁依次开设有多个凹槽，所述第一侧板固定在凹槽

内，开锁状态下，将所述解锁组件贴在左表带外侧，使得第二侧板收纳于所述凹槽内形成解

锁状态。设计凹槽的目的是为使得第二侧板可以收纳在凹槽内，从而使得第二侧板不会挡

住棘齿，方便手环的解下。

[0017] 进一步的，所述弹性连接部的厚度小于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的厚度。连接部的厚

度越小可以使得第二侧板被强力磁铁吸附时可以更好的收纳于凹槽内。

[0018]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侧板的长度大于锁闭状态下插入部与盲槽的内侧内壁之间的

间距。改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第二侧板（棘爪）在较大的拉扯力下反向变形。

[0019] 进一步的，所述左表带、由表带采用金属材料制成，或采用内设钢丝芯的合成材料

制成。避免采用胶带被直接剪断的现象。

[0020] 进一步的，所述棘齿和插入部采用金属材料一体成型制成。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和现有的产品相比，本方案主要在于改进了表带的锁

扣结构，使其必须借助解锁组件才能进行解锁，而解锁组件则由监护人保管，从而使得儿童

无法解下手环，不法分子也不能轻易摘下，从而保证智能手环的可靠性，其次还将传统的表

头的摄像头功能进行分离开，将其设计为胸牌的模样佩戴在胸前，可保证摄像头可以随时

在家长的呼叫中显示当前画面，从而提供一个可靠的监护环境。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手环组件示意图；

[0023] 图2是磁性金属弹簧片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是左表带末端示意图；

[0025] 图4是左/右表带解锁状态示意图；

[0026] 图5是左/右表带锁闭状态示意图；

[0027] 图6是摄像组件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不局限于以下所述。

[0029] 如图1所示，一种儿童监护手环，包括手环组件100、摄像组件200以及解锁组件

300，其中解锁组件300为一块贴合左表带102的弧形强力磁铁。手环组件100由智能表头

101、左表带102、右表带103组成，由于本方案主要是对表带进行的改进，智能表头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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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有产品的中智能手表功能基本一致，因此本方案中不对此做具体的说明，智能表头101

两侧分别与左表带102、由表带103连接。如图6所示，摄像组件200包括胸牌201、微型摄像头

202、夹持后盖203，微型摄像头202隐藏于胸牌201之后固定在夹持后盖203上，胸牌201在摄

像头202部分设计为透明材质，当监护方呼叫儿童手环时，摄像头202即接通，用于显示当前

画面给监护人。微型摄像头202采用纽扣电池供电并与智能表头101保持无线通讯。在现有

产品中智能表头101内集成有微型摄像头202，微型摄像头202与智能表101的处理器之间采

用的集成电路或导线的形式进行通讯，本方案中则在此做出细微调整，由于微型摄像头202

被设计成胸牌模式隐藏在胸牌201之后，因此不宜采用有线连接的方式，本方案中对此采用

无线通讯的方式进行信息传输，对应的智能表头101和微型摄像头202都设计由配对的无线

通讯模块，在本实施例中优选采用蓝牙模块进行通讯，但其余无线通讯方式也均可应用于

本方案，凡是相同的手段替换都是属于本方案所公开的范围内。为了完成表带的锁扣，上述

左表带102末端中部沿轴向开设有一段盲槽106，盲槽106的外侧内壁依次固定有一排由磁

性材料制成的棘爪组件107，其结构可参考图3所示。其中，棘爪组件107由第一侧板111、第

二侧板112、弹性连接部113组成，第一侧板111、第二侧板112均为磁性金属材料制成。弹性

连接部113用于连接第一侧板111和第二侧板112，由图2可以看出，弹性连接部113为一个圆

弧形弹性金属薄片，其厚度远远小于第一侧板111和第二侧板112都厚度，使其既具备弹性

复位的能力，又能在强力磁铁的吸附下使得第一侧板111和第二侧板112贴合，夹角为0°。具

体的，第一侧板111固定在盲槽106的外侧内壁，第二侧板112伸出作为棘爪。右表带103末端

设置有一段与盲槽106相对应的插入部104，插入部104设置有一排与棘爪配合的棘齿105从

而形成锁闭状态，锁闭状态下可参考图5所示；盲槽106的外侧内壁依次开设有多个凹槽，第

一侧板111固定在凹槽内，开锁状态下，将解锁组件300贴在左表带102外侧，使得第二侧板

112收纳于凹槽内形成解锁状态，其结构可参考图4所示。弹性连接部113的厚度小于第一侧

板111和第二侧板112的厚度，第二侧板112的长度大于锁闭状态下插入部104与盲槽106的

内侧内壁之间的间距，左表带102、由表带103采用金属材料制成，或采用内设钢丝芯的合成

材料制成。棘齿105和插入部104采用金属材料一体成型制成。微型摄像头202、纽扣电池、智

能表头101的电路连接关系可采用现有常规的电路实现，在此不再赘述。

[0030] 解锁操作说明：如图5所示，锁闭状态下棘齿105与棘爪抵接形成锁扣，同时左表带

102和右表带102的端部之间形成一定的间隙，此时第二侧板112（棘爪）由于受到棘齿105的

抵接，使其不可能受力与第一侧板111重合，因此正常解锁下，必须将插入部104向盲槽内再

送入一段距离，才能使得抵接状态消失，此时在强力磁铁的作用下，第一侧板111与第二侧

板112重合，形成如图4所示的解锁状态。

[0031] 以上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理解本实用新型并非局限于本文所披

露的形式，不应看作是对其他实施例的排除，而可用于各种其他组合、修改和环境，并能够

在本文构想范围内，通过上述教导或相关领域的技术或知识进行改动。而本领域人员所进

行的改动和变化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则都应在本实用新型所附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210642843 U

5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6

CN 210642843 U

6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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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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