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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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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产品应用服务框架

1 范围

本标准描述了可穿戴产品应用服务框架,包括可穿戴产品、二次终端和服务端。
本标准适用于以下场景:

a) 为相关方提供一种用于理解可穿戴产品应用服务的概念性框架;

b) 为解决相似的问题集提供一致的技术实现方法;

c) 为可穿戴产品系列标准的制定提供基础参考模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7035 可穿戴产品分类与标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可穿戴产品 wearableproduct
整合在服装、饰品、随身佩戴物品或植入表皮/体内,可以舒适的穿戴或佩戴的智能电子设备。通常

具有多种感知、监测状态或生理指标以及提高工作效率等功能。
注:可穿戴产品也称可穿戴设备或智能可穿戴设备。通常具有微处理器,由于在通信和数据处理能力方面受电池

容量限制,可能需要附属设施,如网络、远程服务等支撑以提供完整的服务。

3.2
可穿戴产品应用服务 wearabledevicerelatedservice
可穿戴产品产生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来处理数据的服务。
注:可穿戴产品产生的数据实例包括:使用者生理数据、活动数据、环境数据等,为了监测使用者生理情况、扩大使

用者的感知能力或提高使用中的工作效率。

3.3
智能终端 smartterminal
一种嵌入式计算机系统,能够明确区分操作系统部分与应用软件部分,可以动态配置操作系统和增

减应用软件。
注:智能终端一般具有较高的处理性能、较大的内存和外部存储空间,具有文件系统,其应用独立于操作系统,使得

系统具有较强的可伸缩性和适应能力。

4 框架

本标准提供的可穿戴产品应用服务框架用于描述功能、活动和组件。为可穿戴产品标准化提供基

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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