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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是国际海事组织强制要求安装的船舶配套设备。本文以中国知识产权局数据为样本，分析

了国内外企业及研发机构在中国的专利布局情况。我国申请人基本和国外申请人同步开始压载水处理技术专利布局，除

整体处理技术外，国内申请人侧重关键部件及检测技术的开发，而国外专利则侧重于工艺布置。此外，我国专利的创新

性及质量尚需提高，建议我国相关研究单位加强产学研合作，提高申请质量，特别注意专利侵权风险，提升研发及专利

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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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主要用于对船舶压载水进行生

物杀灭处理，是国际海事组织强制要求安装的船舶配套

设备。为了防止远洋船舶压载水的无控排放造成生物入

侵，2004 年，国际海事组织（IMO）通过了《国际船舶

压载水及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要求远洋船舶安装

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对压载水进行生物灭活处理，以防

止、减少并最终消除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的转移对环境、

人体健康、财产和资源引起的风险 [1]。该公约已于 2017

年 9 月 8 日正式生效实施 [2,3]。截至 2020 年 6 月，全球

压载水管理系统研究机构已经达到 80 多家，其中获得

美国海岸警卫队（USCG）认可的设备达到 33 套 [4]。

我国是造船大国、修船大国，实现压载水处理技术

的产业化是我国保护本国海洋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同

时也是提高国产船舶关键设备装船率、提升我国航运业

和造修船业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同时，我国拥有占

世界总吨位 3.4% 的庞大船队，拥有巨大的船舶关键设

备市场 [5]。因此，国外产品也纷纷进入我国，抢滩中国

市场。由于专利具有技术和法律的双重属性，又与持有

人的经济利益直接相关，因此专利不仅记录了申请人的

技术研发过程，也是厂家在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

中维护自身产品市场的重要手段 [6]。

本文从专利分析的角度，以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的

中国专利数据为样本，从专利申请的时间演替、发明人

国别、申请人、技术领域等多个角度详细解析了船舶压

载水管理系统专利的分布状况，为我国船舶压载水管理

系统的技术研发和专利布局构建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专利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检索系统为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官

网提供的中国专利检索系统。首先以“压载水”为关键

词进行检索，然后分别用国别代码及 IPC 分类号进行二

次检索。所采用的 IPC 分类号主要有 B1、B63、C02、

C25、F16、G01、H02。检索截止日期为 2020.6.17

1.2 专利数据筛选依据 

在专利筛选过程中，凡涉及以下条件的专利文献均

予排除：

（1）主分类号不是 B01、B63、C02、C25、 F16 、

H02 及 G01 的专利；

（2）申请人在申请阶段大量集中申请，但在专利

进入实质审查前撤回的专利；

（3）其他明显与压载水无关的专利。

2 结果

截至 2020 年 6 月 17 日，自我国申请并公开的船舶

压载水处理专利总量为 886 项。在该检索结果中，分别

结合国别代码、主分类号进行二次检索及统计分析，最

终得到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专利申请时间、地域及技术

主题分布情况。

2.1 时间分布 

一个行业专利申请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能够反映

该行业的发展趋势。本文对检索到的船舶压载水专利按

照时间进行了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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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中国专利申请的时间分布

从图 1 数据统计得出，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专利发

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89-2004 年为初始阶段，这

一阶段专利申请数量较小，在该阶段专利的申请人以造

船单位及研究所和个人为主，需注意到此时已经有芬兰、

沙特等国外机构在我国进行相关专利申请。第二阶段为

2005-2015 年，此阶段为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专利的快

速增长期。2004 年国际海事组织批准了“船舶压载水

和沉积物污染防治公约”，极大地推动了船舶压载水处

理技术的研发，众多非船企业涌入船舶压载水处理市场，

船舶压载水处理技术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技术路线

种类及技术路线细节不断丰富。韩国、日本、美国、丹

麦、芬兰等国家的中国专利申请数量稳步增长。第三阶

段为 2015 年至今，是快速增长期。在此阶段，压载水

公约的生效条件趋于成熟，从事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的

研制商进一步增加，压载水处理技术产品市场竞争加剧，

专利申请数量爆发，2017 年及 2018 年达到高峰值 100

件左右。在该阶段职务发明数量占绝对主力。2019 年

申请数量较前一年有所降低，考虑到专利从申请到公开

存在时间差，这可能会导致搜索到的 2019 年专利数据

有所降低，但实际申请量可能并未出现如此显著的下滑。

2.2 区域分布

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为远洋船舶配套装备。因此船

舶压载水管理系统的研制商都非常注重技术的国际专利

布局。我国是造船大国，又具有巨大的船舶配套产品市

场。不少国外知名厂家纷纷在我国申请专利，以保护其

技术产品。按照申请人的国别进行分类，其中，韩国申

请专利 34 项，韩国三星、泛亚、泰克罗斯及韩国海洋

研究院为主要申请单位。首个专利申请时间为 2006 年，

2019 年达到高峰期为 9 个。日本申请专利 83 项，申请

单位主要有住友电气株式会社，三菱重工、三井造船等，

2014 年专利申请数量达到最大 10 个；美国专利 31 条，

首个专利申请日为 1991 年，2008 年达到峰值 7 个，主

要申请人有有懿华、陶氏等。其他国家主要有丹麦、芬

兰、挪威等。

图 2   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专利申请人的区域分布

2.3 技术主题分析

对某个领域的专利进行技术主题分析可以很好地

揭示该行业发展过程中的研究热点、前沿技术及研究空

白点的情况，对于新产品开发及技术升级换代具有指导

和借鉴意义。对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专利具体分析结果

见表 1。从表 1 中可以看出，专利的申请以系统处理技

术为主，占比超过国内外申请总量的 50%，处理技术

中申请数量最多的为紫外法、电解法及多种灭活技术如

电解、紫外、超声与臭氧等的联合处理技术，其他处理

技术主要包括臭氧、电脉冲、等离子体、填充惰性气体

等。在系统布置及处理工艺方面，国外的申请占比为

29.41%，我国为 6.41%，进一步分析，国外申请人涉及

利用单舱循环或倒舱法进行压载水处理的专利共24项，

而国内相关申请专利仅 2 项。另外，我国关键部件的申

请占比较高，达到 30.73%，主要集中于过滤器、取样器、

除氢装置及电源，而国外申请人在此方面的申请数量较

低。此外，我国及国外申请人在检测技术方面的申请量

和占比都较低，这说明该细分市场的竞争还不充分。

表 1  专利的技术主题分析 

项目
国内申请人

数量
占申请量 %

进入中国的
国外申请人数量

占国外申请比
例 %

处理技术 344 48.04 70 41.18

系统布置及处理
工艺

44 6.14 50 29.41

检测技术 62 8.66 6 3.53

关键部件 220 30.73 18 10.5

其他 46 6.42 26 15.29

2.4 申请人分析

按照同一申请人的专利申请量，对搜索到的专利数

据进行了排名，找出船舶压载水处理领域研发活跃度高、

创新能力强的研究机构，高校及企业等，筛选出该领域

的重要申请人，可在将来对这些申请人进行持续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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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其专利网。按照专利申请数量前五位分别为青

岛双瑞海洋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海景船舶压载

水处理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

学及九江精密测试技术研究所。其中，青岛双瑞及南通

海景是全球主要的船舶压载水系统供应商。青岛双瑞采

用电解法进行压载水处理，专利申请量最多，且拥有国

际专利 3 项。南通海景采用紫外 + 超声技术对压载水进

行灭活处理，专利的申请数量较大，但是授权并维持的

专利比例较低。大连海事大学及上海海洋大学为我国知

名涉海高校，其中，大连海事大学的专利主要集中于船

舶压载水灭活技术，上海海洋大学则主要集中于监检测。

表 2   中国专利重要申请人

申请人名称
发明

申请量
实用新型
申请量

WIPO

法律状态

实审中 实审后视撤回 驳回 授权并维持

青岛双瑞海洋环境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9 26 3 8 4 7 46

大连海事大学 33 15 0 10 30 2 6

南通海景船舶压载
水处理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
17 20 0 0 5 5 10

上海海洋大学 13 16 0 9 0 0 9

九江精密测试技术
研究所

14 13 0 9 0 0 4

3 结论与展望

由上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的研

究生产单位在进行产品开发及生产活动中时已具有较强

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船舶压载水处理相关专利申请数

量达到一定规模，特别是企业的申请规模较大。但是我

们也需注意到，企业申请中实用新型占比较高，且申请

完成后申请人撤回、未缴年费及驳回的现象较多，这一

方面说明我国在船舶压载水处理技术领域创新性不足，

技术相似性较多，同时也说明我国申请人的研发成果转

化实力较弱，专利授权后，申请人未能通过专利获得经

济收益，导致申请人无奈放弃专利所有权。建议高校科

研院所与企业之间加强合作，提高专利创新水平，促进

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 

同时，由于我国是船舶压载水处理系统的重要应

用市场，因此各国生产商在研发初期都纷纷在中国进行

专利布局，尤其日韩企业在我国申请专利数量较多，需

要引起国内相关企业的重视。国外厂家的专利主要集中

于整个系统处理技术及处理工艺和布局上，技术的创新

性高，多具有唯一性，特别在处理工艺及加药混合工艺

上专利较多，检测技术及关键部件的专利较少，这需要

引起我国相关企业及研发机构的重视。建议国内船舶压

载水研发生产企业密切注意行业相关专利技术的最新进

展，及时开展专利分析和预警工作，为判断研发方向及

前景提供数据支撑，避免潜在的侵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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