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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癫痫患者防护牙垫的研制与应用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new type of protective dental pad for epilepsy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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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设计一种新型癫痫患者防护牙垫。方法：通过对现存防护牙垫使用问题的分析以及癫痫患者救护的实际需求设
计了该款防护牙垫。结果：通过种新型癫痫患者防护牙垫的的设计有效解决了癫痫患者疾病发作时不能被及时发现以及
舌咬伤等问题。结论：本次成功设计了一种新型癫痫患者防护牙垫，并取得了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202021784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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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design a new type of protective dental pad for epilepsy patients. Method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use of the protective dental pad and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rescue of epilepsy patients, the protective 

dental pad was designed. Results: The design of a new type of protective dental pad for epileptic patients effectively solved the 

problems such as not being detected in time and tongue bite of epileptic patients during seizures. Conclusion: A new type of 

protective dental pad for epilepsy patients has been successfully designed this time, and a utility model patent has been obtained, 

patent number: ZL2021784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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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癫痫（epilepsy）即俗称的“羊角风”或“羊癫风”，是

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

种慢性疾病。多数癫痫发作患者在无明显诱因下发作，其发

作规律难以预计，发作时间也难以预测。约 20%～30%的癫

痫为药物难治性发作，癫痫的不定期发作严重降低了患者的

生活质量，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外伤增加患者发生癫痫猝死

（Sudden unexpected death in epilepsy，SUDEP）的风险。超

过一半的癫痫发作患者未被家属发现，在全面性癫痫发作的

患者中约 31%～100%的患者发作时未被及时发现，在单纯

部分性癫痫发作中约 26%的患者未被及时发现，在复杂部分

性癫痫发作中约 48%～73%的患者未被及时发现，患者在入

睡中发生癫痫时约 86%的患者未被及时发现，患者在清醒时

发生癫痫时仍有 32%的患者未被及时发现，癫痫患者往往会

低估癫痫发生的频率难以进行有效应对。当患者发生癫痫时

若能被及时发现可有效减少患者并发症的发生，及时控制病

情，有效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等。目前临床上对于癫痫的预测

也做了大量研究但是效果欠佳，对于癫痫患者的治疗与预防

主要还在于早发现，及时采用干预措施[1]。本次研究针对癫

痫患者发病时难以被及时发现的现状设计了一种新型癫痫

患 者 防 护 牙 垫 ， 并 申 请 了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 专 利 号 ：

ZL202021784223.9）此种新型癫痫患者防护牙垫在患者发生

癫痫时可及时预警，及时告知患者家属及医务人员患者癫痫

的发生，同时还能对患者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防止患者发

生舌咬伤以及误吸等，有效保障患者生命安全，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现将研究内容报道如下。 

1 常见保护装置的缺陷 

患有癫痫的患者会出现突发意识丧失和全身强直和抽

搐为特征，典型的发作过程可分为强直期、阵挛期和发作后

期，一次发作持续时间一般小于五分钟，常伴有舌咬伤、尿

失禁等，并容易造成窒息等伤害，强直阵挛性发作可见于任

何类型的癫痫和癫痫综合征中[2]。 

癫痫患者在抽搐发作时，由于分泌的唾液往往造成呼吸

道阻塞缺氧，严重时也会窒息死亡，癫痫患者在抽搐发作时，

由于家人可能不在身边，无法及时发现。为了避免患者在发

病中咬伤舌头通常佩戴防护牙垫，对舌头进行保护。而传统

技术中的牙垫通常为封闭式结构，结构单一，咬合时只能防

止咬舌，对于唾液不能使其有效地从空腔内排出或隔离，而

且无法报警发出警示功能[3]。 

2 新型保护装置的设计与结构 

2.1 材料 

本次设计的新型癫痫患者防护牙垫其材质主要为医用

硅橡胶。目前临床中医用硅橡胶被广泛应用，用于人工器官、

医疗器械及配件的制备，同时多种医用片材、管材、型材等

都以医用硅橡胶为基本原料。该材料在食品中常用作婴儿瓶

盖、饮料管等，在药用领域常用作液体和可溶的药物循环管，

在医用领域常用作呼吸面罩、输氧管等，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同时也具有较好的可塑性[4]。 

2.2 基本结构 

一种新型癫痫患者防护牙垫，包括硅胶内体、 硅胶内

体外侧一体设置的硅胶外体，所述硅胶内体和硅胶外体均为

牙床形结构，所述硅胶内体与硅胶外体的内部腔体两端分别

安装有密封板，密封板将内部腔体分隔为空气腔和位于空气

腔两端的唾液腔，硅胶内体和硅胶外体的连接处安装有与唾

液腔连通的硅胶单向阀，所述硅胶外体的侧壁嵌装有至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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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与空气腔内部连通的塑料哨。本防护牙垫通过内置塑料

哨，使牙垫具备报警功能；通过设置唾液腔和硅胶单向阀，

使牙垫具备单向的唾液收集功能；通过设置无线传输终端和

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检测到压力信号并通过无线传输模

块传送至医护人员的手持移动设备上，使病患能够得到及时

救护。如下图 1，图 2，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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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3 详细结构说明 

如上图，一种新型癫痫患者防护牙垫，包括硅胶内体

（1）、 硅胶内体（1）外侧一体设置的硅胶外体（2），所述

硅胶内体（1）和硅胶外体（2）均为牙床形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硅胶内体（1）与硅胶外体（2）的内部腔体两端分

别安装有密封板（5），密封板（5）将内部腔体分隔为空气

腔（3）和位于空气腔（3）两端的唾液腔（4），硅胶内体（1）

和硅胶外体（2）的连接处安装有与唾液腔（4）连通的硅胶

单向阀（7），所述硅胶外体（2）的侧壁嵌装有至少一个与

空气腔（3）内部连通的塑料哨（6）。 

所述塑料哨（6）在硅胶外体（2）的侧壁上均匀分布。

所述空气腔（3）内部固定安装有至少一个压力传感器（11）。 

所述压力传感器（11）位于空气腔（3）内部靠近密封板（5）

的一侧。所述空气腔（3）内部固定设置有无线传输模块，

所述无线传输模块包括封装盒（9），所述封装盒（9）内设

置有无线传输终端（8）和电池组（10），所述压力传感器（11）

和无线传输终端（8）分别与电池组（10）电性连接。所述

密封板（5）的侧面与硅胶内体（1）/硅胶外体（2）的内壁

密封连接。所述密封板（5）与硅胶内体（1）/硅胶外体（2）

一体成型。 

3 使用方法 

结合附图对本护牙垫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 

3.1 实施例一 

请参阅图 1，一种新型癫痫患者防护牙垫，包括硅胶内

体 1、 固定设置于硅胶外体 2，所述硅胶内体 1 和硅胶外体

2 均为牙床形结构，且硅胶内体 1 和硅胶外体 2 均采用医用

橡胶材料制成。 

硅胶内体 1 与硅胶外体 2 的内部腔体两端分别安装有密

封板 5，密封板 5 的侧面与硅胶内体 1/硅胶外体 2 的内壁密

封连接或密封板 5 与硅胶内体 1/硅胶外体 2 一体成型，从而

使得密封板 5 将内部腔体分隔为空气腔 3 和位于空气腔 3 两

端的唾液腔 4。 

硅胶外体 2 的侧壁嵌装有三个与空气腔 3 内部连通的塑

料哨 6。患者发病并咬合牙垫时，迫使牙垫内部的空气外排，

通过外排气流使塑料哨 6 因气体冲击震动发出蜂鸣声，以便

为病人的看护人员提供警示信息。优选的，塑料哨 6 在硅胶

外体 2 的侧壁上均匀分布，使得至少一个塑料哨 6 在空气腔

3 内的气体外排时能够正常工作，保证报警信息提供的准确

和可靠性。 

硅胶内体 1 和硅胶外体 2 的连接处安装有与唾液腔 4 连

通的硅胶单向阀 7，可在患者发病时，因咬合力而使硅胶单

向阀 7 导通，使得空腔内分泌的唾液进入唾液腔 4 内暂存，

降低病人因唾液分泌过多而导致呼吸困难或者死亡的风险。 

3.2 实施例二 

请参阅图 2，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在硅胶

外体 2 的侧壁上不设置塑料哨 6，取而代之的是在空气腔 3

内部固定安装有至少一个压力传感器 11，用于获取病人患病

时牙部咬合的压力信号。由于病人咬合时，内部牙齿的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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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最大，因而将压力传感器 11 设置于空气腔 3 内部靠近密

封板 5 的一侧，使得压力传感器 11 能够快速、准确地获知

压力信号。 

同时，空气腔 3 内部固定设置有无线传输模块，无线传

输模块包括封装盒 9，封装盒 9 内设置有无线传输终端 8 和

电池组 10，压力传感器 11 和无线传输终端 8 分别与电池组

10 电性连接。压力传感器 7 和无线传输模块为市售产品，其

具体结构和工作原理此处不做赘述。 

患者发病并咬合牙垫时，压力传感器 11 检测到压力信

号并通过无线传输模块传送至医护人员或患者家属的手持

移动设备上，使病患能够得到及时救护。 

3.3 实施例三 

请参阅图 3，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二的区别在于：在硅胶

外体 2 的侧壁上设置与实施例一种相同的塑料哨 6。塑料哨

6 和压力传感器 11 同步工作，通过外排气流发出报警信息或

通过无线传输模块发出报警信息。 

4 优点 

本防护牙垫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新型癫痫

患者防护牙垫，通过内置塑料哨，使牙垫具备报警功能；通

过设置唾液腔和硅胶单向阀，使牙垫具备单向的唾液收集功

能[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防护牙垫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

是：提供一种新型癫痫患者防护牙垫，包括硅胶内体、 硅

胶内体外侧一体设置的硅胶外体，所述硅胶内体和硅胶外体

均为牙床形结构，所述硅胶内体与硅胶外体的内部腔体两端

分别安装有密封板，密封板将内部腔体分隔为空气腔和位于

空气腔两端的唾液腔，硅胶内体和硅胶外体的连接处安装有

与唾液腔连通的硅胶单向阀，所述硅胶外体的侧壁嵌装有至

少一个与空气腔内部连通的塑料哨[6]。 

所述塑料哨在硅胶外体的侧壁上均匀分布。所述空气腔

内部固定安装有至少一个压力传感器。 所述压力传感器位

于空气腔内部靠近密封板的一侧。所述空气腔内部固定设置

有无线传输模块，所述无线传输模块包括封装盒，所述封装

盒内设置有无线传输终端和电池组，所述压力传感器和无线

传输终端分别与电池组电性连接。所述密封板的侧面与硅胶

内体/硅胶外体的内壁密封连接。所述密封板与硅胶内体/硅

胶外体一体成型。 

本防护牙垫通过安装有塑料哨，患者发病并咬合牙垫

时，迫使牙垫内部的空气外排，通过外排气流使塑料哨因气

体冲击震动发出蜂鸣声，以便为病人的看护人员提供警示信

息； 

本防护牙垫通过在牙垫内设置唾液腔，并在唾液腔的入

口处设置硅胶单向阀，可在患者发病时，因咬合力而使硅胶

单向阀导通，使得空腔内分泌的唾液进入唾液腔内暂存，降

低病人因唾液分泌过多而导致呼吸困难或者死亡的风险； 

本防护牙垫通过在牙垫内设置无线传输终端和压力传

感器，患者发病去并咬合牙垫时，压力传感器检测到压力信

号并通过无线传输模块传送至医护人员或患者家属的手持

移动设备上，使病患能够得到及时救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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