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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产业专利分析及战略研究 

梁黎霞 梁 冰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柳州 545006) 

摘 要：预应力技术在我国应用于实际工程虽然才半个多世纪，但是由于预应力混凝土具有结构安全可靠、 

节约材料、自重较小、构件的抗裂性好、刚度大等优点，得以广泛使用，应用数量也日益增多。本文通过 

简述预应力产业专利文献检索工作，分析获得专利申请总体趋势、专利种类构成及趋势对比等方面的信息， 

为预应力产业发展创新及专利战略分析提供数据支持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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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的有关统计 

资料表明，全世界每年90％～95％的发明创造成果 

都可以在专利文献中查到，其中约有70％的发明 

成果从未在其他非专利文献上发表过。尽管如 

此，从专利信息角度去探讨预应力技术的发展的 

相关报道仍是很少，这就需要加快步伐，利用正 

确的思路与方法来做好预应力技术的专利检索与 

分析工作，为企业进一步开展技术创新、完成专 

利布局，确定市场战略提供数据支持，做到真正 

的以数据说话。 

1预应力产业专利检索 

1．1检索思路 

第一步：技术主题分析； 

通过对技术内容的细致分析，把基本技术要 

素准确分解并提炼出来；选择一组能恰当描述基 

本技术要素的关键词。 

第二步：确定主题词，进行初步检索； 

对技术主题进行分析，从技术主题所包括或 

涵盖的技术内容中选择出关键词。 

第三步：根据所确定主题词确定分类位置； 

利用上一步骤确定的主题词进行初步检索， 

找到若干篇相关专利文献，通过大为专利分析软 

件确定出专利分布集中的分类位置。 

第五步：根据检索结果浏览文摘进行筛选和 

验证 ； 

在阅读分析首次获得的专利文献后进行第一 

囝 

次筛选，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文献及 

其提示的内容来验证初步选择的分类号及检索方 

式是否正确。 

第六步：根据需要 (已检索到的专利说明书 

的检索报告或著录项目)可进行扩大检索。 

利用二次筛选后获得的新信息再次进行扩大 

检索。 

1．2检索技术点及检索要素 

检索技术点及要素详见表1 

表1 预应力相关专利检索技术点及检索要素 

1．3检索结果处理 

根据上述检索式并经主IPC限定后得到初步 

的检索结果。为保证结果的全面I生，将初步检索 

结果进行专利同族扩增处理，然后对专利的种 

类、法律状态、专利强度、引证、诉讼等信息进 

行整理，统计出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有效专利 

量、核心专利数量、涉案专利数量等数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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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筛选结合 l 检索．对愉索 进i __二次标 

引、再分类，作为 续分析 I 作的数据琏础 

数据检索截止 ¨!tj】为：2015q：1 1川2()}I 

1．4检索结果 

预心力J ：业 r}1Il n勺 币IJ￡}j if Il：：共4905 

件．其中有效 利 274l什， It，々 利775f't：， 

专利权终．1t：lFJ为1042f'1：，撇州、驳 的 利数越 

为347{~ 

2预应力产业专利分析 

2．1专利分析的作用 

做好专利分析町以帮ifJJ 业 J 懈 分析的技 

术领域发展现状，为 业的科技研发战略fIJ 

发展战略提供参考情报．仳进 、J 科技 发速 

度；帮助企、Il，了『解桀一技术领域的专利 h 、 

疏松 、密集I ，为氽、I 的专利 Jfr．t)提供参考资 

料并做好专利预警力 案提供决策支持；通过分析 

卡I{ 企业：馨掷 利的数 、发I1』J 利比例 个 

专利中的比 ，fi】 以准确 J 解十̈_父fk．、I I 憋个 

业中的技术实力和r“场发爬力‘向， 学： 竞 埘r- 

情况，为 业 快 准赢取I 场提供有 J帮助 

2．2专利申请趋势 

从预 住 I⋯氍lf1，J发 态势 来 荷 ， 

l985～2005~f闸，预J 力J ：、lI，任中I叫的4'ii)i~的专 

利数 较少，产、JI，发腮州×lf较 缓慢，I 2005 

年后，预心 产、Ⅱ，]I：始快速发腱， 利rlI ~ t．6h。 

速叫 t-．7t‘、从々利}f】清 来行，r1iIt 力 

专利f{I实Jfj新 9 利比例【l刽近6() 99( 降I 

1)，说叫预J， J』 、II，属于 川， 技术， 多的 

々利 局 1：实I；'jiII-) Il1的技术改进 

㈨ I，，『ll】I⋯ 币l_ItI 坍 

∥ 

1 J J J ：、 Il ⋯ 币I川I}fj趋势 

2．3中国专利地域分析 

对中同本上}I_1清人 局的预 力专利按省市 

来源进行 理发现， 苏和 海分别~2968和476 

件专利排 前曲f 而r‘阳以376f~F专利布局位 

列伞I 第 何 其中广两的领 i 业为欧维姆， 

其重点研究领域 缆索技术、铺 等预噍力相关 

领域 (如 2)、 

秦一 
∞ 

■ i ●  j Im 鹋 

*如  

，轴i 自 

f 苈： 卜海 北 

968 456 43 

洲『寺J 广 湖北 I1I尔 四川 陕西 

430 375 321 249 232 226 

l冬J2 !J J FI1 li4 0干I J地域分十JI． 

2．4中国预应力技术IPC整体分布 

对布局中 的预心力桐父专利进仃技术领域 

分析得 0如 3所示的1I c分 f纠，从罔中可以看 

， 局中⋯的颅 力ff{父专利住EOII)19(桥梁 

什 )的々利数节最多．而住装备技术领域的 

B661 、3(用下连续地提 载茼的装置，如千斤 

顶 )jJ!IJ排 第 ．从比例结F,J来看，该领域所对 

J 湖勺饥器视觉披术领域在中 还有着 常大的发 

挥空问 

r f- ，J̈ I父一I，lI 々l卡lJII，(：分 J 

B66FⅧ ：用f连续地提 棘 萄的 

鼍 ． 十 

EO1D 21／00．}月f 或 桥 

矗 备 

E∞D 5／00： 础I 专月舯振桩 

墙 ．桩 其他 构 件 

E21D 21脚 ：面短、雇瓴 Ⅱ 衬 

保护月镕杆 

EO4G 21啪 挺 I十 的#他方 

☆ 

E04C 5／00：加％件．#辅 掏# 

GO1N 21 D0： 学手＆来测试 

目《 、聩 ^ 

E04B 1／00：一 构造．不m十墙 

5B 13 00：伺服马选 缱的 件 

3 顺心 J十II火r⋯fi 0利IP(：分们 

2．5中国预应力各导航技术分析 

将 局I11 的预J j：it2-Q-~,j按数据库二级 

导航进 标引， 按申请年进行 理得到如同4 

囝一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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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的申请趋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预应力 

相关技术在2007年前的专利布局数量较少。单 

项技术的专利年申请量均在50件以下，在2007 

年，装备技术、缆索技术和锚具技术的专利申 

请量增长迅速，而相对来说，体外索、岩土锚 

固和机器视觉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基本还维持在 

较低的水平。 

图4 预应力相关中国专利 申请趋势 

2．6重点技术分析 

2．6．1预应力缆索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预应力缆索材料是指用作预应力工程中受力 

缆索的材料。当前的预应力缆索材料有金属和非 

金属两大类，但缆索绝大多数是金属类，未来可 

能有非金属化、复合化的发展趋势。碳钢预应力 

材料中大部分是高碳钢材，靠高含碳量下的组织 

强化作用及冷拉过程中产生的加工硬化获得较高 

强度。但这种冷加工组织受热到一定温度后会出 

现回复现象，强度会下降。低中碳钢材料一般要 

靠热处理手段提高强度，热稳定性稍微好一些， 

碳钢预应力材料的形态分类见表2。 

金属预应力材料的缆索索体可分为钢丝索 

体、钢丝绳索体、钢绞线索体和钢棒索体，平行 

钢丝束索体、钢拉杆索体、全封闭钢丝绳索体。 

非金属预应力材料主要是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FRP，可按纤维类型再分类，如cFRP代表碳纤维 

增强的复合材料，GFRP,[4~表玻璃纤维增强的复合 

材料，AF耻代表芳纶纱增强的复合材料，还有用 

维尼纶纤维及其它合成纤维的。目前FRP材料的 

形态有棒、绞线、编织索、网格及矩形带等。 

由此可见，随着预应力工程设计和施工技术 

的不断完善与提高，在预应力结构工程中对预应 

力缆索材料的性能及其适用性要求越来越高，低 

松弛、防腐蚀、高强度、粗规格及规律变形钢材 

已成为预应力缆索材料的发展趋势，也将是未来 

专利申报的重点方向。 

2．6．2预应力锚固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大跨度公共建筑发展的需要，预应 

力缆索在钢结构、混凝土结构工程中日益增多。 

按索体与锚具连接形式，锚具可分为冷铸式、热 

铸式、压接式、夹片式、螺纹式五种。经对专利 

库样本检索，与锚固系统、锚固装置、锚固方 

表2 碳钢预应力材料的形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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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锚固技术相关的在华专利多达115件，与锚 

具相关的在华专利就有43件。其代表形式分别见 

图5、图6、图7、图8、图9。 

(a) (b) (c) 

(a)螺杆端头 (h)叉耳端头 (c)耳板端头 

1一钢绞线 2一螺杆 3一螺母 4一叉耳 5一轴销 6一耳板 

图5 钢绞线压接锚具 

1 2 3 4 7 8 9 

1一锚头锚板 2一螺母 3一张拉端锚杯 4一固定端锚杯 

5一冷铸料 6一密封料 7一下连接筒 8一上连接筒 

9一热收缩套管 10一索体 

图6 冷铸锚头锚具构造 

1 2 3 4 5 6 7 8 9 10 

(a) (h) 

l一保护罩 2一防松装置 3一夹片锚具 4一锚垫板 5一支承筒 

6一索导管 7一预埋管 8一减震装置 9一护罩 1O一索体 

图7 钢绞线拉索锚具构造 

1 2 3 4 5 

争  

垂耋蚕|譬 ￡=兰 鼋宣 c 溪匿器一 
1一耳板 2、4-锥形锁紧螺母 3一钢棒拉杆 5一调节套筒 

图8 钢棒拉杆锚具组装件 

1一薄片 2一螺栓 3一螺母 4一钢绞线 

5一螺丝 6一内锚固段 7一弹簧 8一壳体 

图9 调节端拉索索头的基本构造 

由此可见，预应力缆索锚固系统的锚固机理 

主要有粘结式和机械式两种锚固原理。灌浆式锚 

具属于粘结式锚具，夹片式锚具和压铸管夹片式 

锚具属于机械式锚具。对锚固机理的研究，是产 

生预应力缆索锚固系统专利的源泉，也是所有锚 

具专利最根本的实质性解决之道。 

3专利战略分析 

3．1专利战略介绍 

专利战略是企业面对激烈变化、严峻挑战的 

环境，主动地利用专利制度提供的法律保护及其 

种种方便条件有效地保护自己，并充分利用专利 

情报信息，研究分析竞争对手状况，推进专利技 

术开发、控制独占市场；为取得专利竞争优势， 

为求得长期生存和不断发展而进行总体l生谋划。 

作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和护身符，专利战略 

有各种行之有效的形式，但最主要的可分为进攻 

战略和防御战略两种。 

第一 ：专利进攻战略 

专利进攻战略是指积极、主动、及时地申请 

专利并取得专利权，以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取得主动权，为企业争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的战 

略。专利进攻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基本专利战略，这是准确地预测未来 

技术的发展方向，将核心技术或基础研究作为基 

本方向的专利战略。 

(2)外围专利战略，即采用具有相同原理 

并环绕他人基本专利的许多不同的专利，加强自 

己与基本专利权人进行对抗的战略。或者在自己 

的基本专利受到冲击时，在基本专利周围编织专 

利网，采取层层围堵的办法加以对抗。 

(3)专利转让战略，即在自己众多技术领 

域取得的专利权中，对 自己并不实施的专利技 

术，积极、主动地向其他企业转让的战略。 

(4)专利收买战略，即将竞争对手的专利 

全部收买，来独占市场的战略。 

(5)专利与产品结合战略，即在许可他人 

使用本企业专利的同时，将自己的产品强加于对 

方，提高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地位的战略。 

(6)专利与商标结合战略，即把专利的使 

用权和商标的使用权相互交换的战略。 

(7)资本、技术和产品输出的专利权运用战 

略，即在资本、技术和产品输出前，先在输入国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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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专利，保护资本、技术和产品的独占权的战略。 

(8)专利回输战略，即对引进专利进行消 

化吸收、创新后，形成新的专利，再转让给原专 

利输出企业的战略。 

第二 ：专利防御战略 

专利防御战略是指防御其他企业专利进攻或 

反抗其他企业的专利对本企业的妨碍，而采取的 

保护本企业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的一种战略。 

专利防御战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取消战略，即针对对方专利的漏洞、 

缺陷，运用撤销以及无效等程序，使对方所取得 

的专利不能成立或者无效的战略。 ． 

(2)公开战略，即本企业没有必要取得专 

利权但若被其他企业抢先取得专利又不利于本企 

业时，采取抢先公开技术内容而阻止其他企业取 

得专利的一种战略。 

(3)交叉许可战略，即企业间为了防止造 

成侵权而采取的相互间交叉许可实施对方专利的 

战略。 

4结论 

综上所述，预应力技术在中国已处于陕速发 

展期，但从专利申请『青况来看其发明专利占比并 

不高，且地域发展不平衡以及专利技术分布不均 

衡等问题比较突出，为此想要在未来的市场竞争 

中，实现预应力产业价值的最大化，我们应进一 

步加强技术创新 ，通过制定、实施知识产权战 

略，加速专利技术的积累和储备，建立专利评估 

制度，避免申报技术含量低的专利，在重要领域 

掌握核心技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积极参与国 

家和国际标准制定，将自身研发的技术，特别是 

专利技术，纳入技术标准中以提高市场竞争力， 

积极参与筹建行业专利联盟，改变产业的竞争态 

势，为企业带来多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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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顶主顶的反复伸、缩缸，上、下夹持器的紧 

锚、松锚交替工作，使缆载吊机行走至预定位 

置。当缆载吊机从跨中往主塔方向行走时 (上 

行)，牵引千斤顶的动作步骤与下行时相反，通 

过钢绞线拽着行走机构爬坡前行。无论是上行或 

下行工况，当行走滚轮行走至索夹附近时，均需 

使用负载转换千斤顶将行走滚轮抬起避开障碍， 

跨越索夹后负载千斤顶伸缸把行走滚轮放下与主 

缆贴合，并让其承受相应荷载。 

5．2定位吊装功能 

缆载吊机行走至预定位置后，使用抱箍将行 

走机构固定在主缆上。2台25 提升千斤顶将作为 

执行机构用来吊装节段梁。在吊装工程中，可对 

2台提升千斤顶实行同步控制，并可调节节段梁 

的运动姿态及应力分布。 

5．3高速提升功能 

使用牵引千斤顶主顶泵源与提升千斤顶主顶 

主供油泵源一起为提升千斤顶供油，柴油发动机 

转速切换至高速档，此时，液压泵站输出最大流 

量，通过提升主顶控制阀组与夹持阀组控制实现 

节段梁的高速提升。 

使用收线装置进行吊具下放，相对使用提升 

千斤顶下放，下放速度有很大的提高，大大缩小 

提升辅助时间。 

5．4精确就位 

使用牵引千斤顶主顶泵源为提升千斤顶供 

油，柴油发动机转速切换至低速档，此时，液压 

泵站输出很小流量，通过提升主顶控制阀组与夹 

持阀组控制实现节段梁的精确就位。 

6小结 

500t级超大吨位牵引与滚轮行走结合的缆载 

吊机已成功应用于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节段梁的 

吊装施工。作为缆载吊机的核心组成部分，液压 

系统的研究成功对整机功能的实现起到举足轻重 

的作用，缆载吊机在作业中，液压系统表现出运 

行平稳、冲击力小等特点，据测算，缆载吊机缆 

上行走最大速度达到37ln／h，最大提升速度达到 

33m／h，完全满足缆载吊机各项性能指标要求。 

理论和工程应用证明，本次应用于缆载吊机的液 

压系统研究是成功的，并可为将来研究更大提升 

吨位的缆载吊机打下坚实基础，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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