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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阀门领域专利情报分析 

方红 

（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 浙江杭州 310006） 

【摘 要】运用专利情报分析方法，对国内与浙江省阀门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区域分布、专利类型分布、主要

专利权人、IPC 等进行分析，识别国内与浙江省阀门领域的主要公司技术实力情况、主要专利权人以及技术发展趋

势，以期为浙江省阀门产业发展提供有用的竞争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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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是流体输送系统中的重要控制部件，作为一种通用零部件，它是很多重大技术装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流体控制

上起着关键作用，其质量好坏、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发展。浙江省是我国阀门生产的主要产业集聚

区，是国内阀门工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2012 年，浙江省规模以上阀门企业达 509 家，占全国的 33%；在我国阀门各省市

行业收入情况排名中，浙江的销售收入超过 350 亿元，仅次于江苏省，位居第二，占全国的 17%
①
。 

阀门专利信息能够帮助企业直观地了解我国阀门行业的专利现状，掌握相关企业的技术竞争实力与专利布局，有效预测未

来阀门技术的发展趋势，有助于企业构建起自身有效的专利战略。然而，对于阀门领域的专利研究尚未见诸相关文献。 

为此，本文进行国内阀门领域专利研究，通过对阀门领域的中国专利申请进行统计分析，了解阀门领域中国专利申请总量， 

并分别分析比较了浙江省各年申请量、国内各省阀门专利申请量及排名；通过专利类型分析，比较了 1985-2012 年间国内及浙

江省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变化情况，以及发明专利的占比，分析阀门专利申请的变化；从专利申请人角度，分析阀门

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 20 位的申请人，从中看出主要阀门公司技术实力情况；从发明人角度，归纳出阀门专利申请数量前 10 位

发明人，筛选出国内阀门行业的主要技术掌握人及浙江省阀门的主要技术掌握人；最后对阀门技术发展方向与技术热点进行分

析，推导阀门行业今后发展的趋势。希望通过对阀门领域专利的多方位分析， 能为浙江省阀门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决策参

考。 

1 阀门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1．1 全国 

通过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数据库（1985-2012 年 ）进 行 检 索 ，共 检索 到 51 109 件 有 关 阀 门 产品或者

阀门技术的中国专利申请记录 （检索时间截止 2013 年 8 月），其中发明专利 11 639 件 ，实用新型专利 39 47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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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为 1985-2012 年阀门产业或技术的中国专利年申请数量。从图 1 可以看出，1985-2012，阀门专利的申请量基本呈

逐年增长的趋势， 从 2000 年开始，阀门专利年申请数量突破 1000 件，尤其在 2007年之后， 阀门专利申请的平均年增长量

达到了 1000件，2012 年阀门专利年申请量突破 8000 件。 由此可见，近几年我国阀门技术处于快速稳步发展阶段，技术研发

能力与水平日益提高。 

 

1.2浙江省 

浙江省阀门专利的年申请趋势与全国阀门专利申请量变化趋势保持一致（见图 2）。 其 中，1985-2001 年 阀 门 专 利 年 

平 均 增 长量 不 足 10 件 ，2002 年开始进入稳步上升阶段，2009 年专利申请量首次突破 1000 件，2012 年达到了 2000 余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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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各省份阀门专利申请数量排名中 （见表 1），浙 江省 阀 门 专 利 申 请 数 量 位 居 榜 首 ，比排 名 二 、三

的上海与江苏的总和还多， 与其他省份相比存在明显的技术优势。 

 

2 阀门专利申请类型分析 

2．1 全国 

对阀门领域检索到的专利数据进行整理， 得到 1985-2012 年 发 明 专 利 和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的年 申 请量，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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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 可知， 阀门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但是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的绝对值远

大于发明专利的数量。 因此，从技术含量角度和创造性角度来看， 全国阀门专利仍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 

 

2．2 浙江省 

从表 3 可以看出浙江省阀门领域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逐年申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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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 可知， 浙江省专利类型的分布状况基本与全国阀门专利类型的分布保持一致， 发明专利数量明显少于实用新型数

量， 发明专利平均占比只有 18%。 在研发阀门新产品或者新方法方面，浙江省阀门产业仍存在较大的技术上升空间。 

 

3 主要阀门公司技术实力情况分析 

3．1 全国 

根据对阀门专利申请人的统计， 表 4 给出了阀门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 20 位的申请人列表，其中只有一位为个人申请人， 

只有浙江大学一所高校申请人，其余均为企业申请人，这说明阀门技术的专利权基本掌握在创新主体企业手中， 该领域产品化

与市场化程度较高；而科研领域中，浙江大学在阀门领域有一定的技术创新研究，科研实力较强。 前 20 位申请人中国外企业

占到了 4 位， 其余均为国内企业和个人。 国外企业阀门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 SMC 株式会社（日本）、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德国）、费希尔控制国际有限公司（美国）、株式会社不二工机制作所（日本）这四家企业，申请数量为 493 件，占前 20 位

申请人专利量的 19.8%。 四家国外企业中有二家日本企业，专利申请量达 283 件，可见日本企业在中国阀门市场较为活跃， 阀

门专利技术的保护意识较强。 国内企业阀门专利申请量前 5 位分别为上海海星阀门总厂、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神通

阀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三花制冷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沃尔达铜业有限公司， 其中上海海星阀门总厂的申请数量最高，浙江省

企业占到了三家、江苏省企业占一家， 这说明江浙沪三省在国内阀门专利技术领域较为活跃，区域优势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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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阀门专利申请前三甲企业简介，如下： 

上海海星阀门有限公司是集研制、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 主要致力于开发研制和生产流量调控方面的新

型节能阀门、SPF 系列数字锁定平衡阀、ZL 系列自力式流量控制阀、ZY 系列自力式压差控制阀、Y 系列减压稳压阀、 水力控

制阀、水泵控制阀、防污隔断阀、倒流防止器、排气阀、金属软管、波纹管等系列产品。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是三花控股集团下属企业， 公司是一家生产经营家用和商用空调自动控制件为主的专业公司，坚持

走“小商品、大市场、高科技、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已形成截止阀、四通阀、电子膨胀阀、电磁阀、单向阀、球阀、方体阀

（原名“北美截止阀”）等家用和商用空调系列配套产品，与国际家电制造商 LG、三星、松下、开利、三菱重工、富士通、日

立、大金、夏普、三洋、美国艾默生、约克、AL-CO、意大利 OPDELONGHI、土耳 其 VESTEL、以 色 列 TADIRN、MV、德国 LA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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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配 套 。 是 世 界 产 量 最大、品种最齐全的截止阀生产基地之一。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新型特种阀门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拥有有效专利 109 件，主要生产包括蝶阀、

球阀、闸阀、截止阀、止回阀、调节阀、特种专用阀等七个大类 145 个系列 2000 多个规格的产品，这些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

核电、火电、煤化工、石油和天然气集输及石油炼化等领域。 “神通”牌和“蝶球”牌冶金特种阀门主要应用于冶金行业的高

炉煤气干法除尘与煤气回收等节能减排系统， 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70%以上。 核电蝶阀、球阀产品方面的国内市场占

有率达 90%以上。 

3．2 浙江省 

在浙江省阀门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 10 位的企业和个人中（见表 5），排名分列第一位、第二位、第十位的浙江三花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三花制冷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三花集团公司同属于三花控股集团，专利合计后申请总量为 423 件，占前 10 位

申请人专利量的 41%，优势非常明显。 排名第七、八位的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 浙江盾安阀门有限公司同属于盾安集

团， 专利合计申请总量为 133 件， 在前 10 位申请人中占 13%。 而申请人邹建仁是浙江温州龙湾人， 是前 10 位申请人中

唯一的个人申请人，拥有 101 件专利， 而温州龙湾也是浙江省阀门的重要产区。 浙江大学是前 10 位申请人中唯一的高校，

这说明浙江大学对阀门领域技术的研究投入较多，参与程度较高。 

 

4 主要阀门技术掌握人分析 

4．1 全国 

对阀门专利发明人进行统计，得到前 10 位发明人列表（如表 6 所示），由此可以看出国内阀门行业的主要技术掌握人全

部在阀门公司中， 其中发明人单位所属公司以上海海星阀门总厂居多。 其中，季祝华、王建莲、季艳艳、季芳芳、季爱益同

属于上海海星阀门总厂， 张逸芳、 陆平同属江苏神通阀门有限公司，在阀门技术专利中存在技术合作。 浙江省只有浙江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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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铜业有限公司的卓旦春位居第四， 拥有 153 件专利。 排名第一的季祝华申请阀门专利的年份集中在 2002-2010 年，涉及阀

门的类型较多，其最近申请的 “一种液压传动的内螺纹连接式耐高温波纹管截止阀”涉及一种液压传动的截止阀。 

 

4．2 浙江省 

浙江省阀门领域专利技术发明人申请数量排名如表 7 所示，大部分发明人均隶属阀门企业。 居首位的发明人是卓旦春，

其于 2007 年开始陆续申请阀门相关专利， 其新近申请的一件专利为 “一种智能阀门”。 而王汉洲、邱晓来、黄明金三位发

明人同属于浙江超达阀门股份有限公司，陈斌、黄松炎同属于浙江三花制冷集团有限公司。 邹建仁是前 10 位发明人中唯一不

隶属于公司的个人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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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阀门专利技术领域分布 

由图 5 可以看出， 所有阀门专利申请所涉及的专利主分类号为 F16K 和 F16T， 其中 F16K 所占比例为 98.7%，F16T 占

比 1.3%。 F16K 代表“阀；龙头；旋塞；致动浮子；通风或充气装置”这一类技术，F16T 代表 “凝汽阀或从主要盛装气体或

蒸汽的密闭容器中排放液体的类似装置”这一类技术。 阀门专利主分类号 F16K 中尤以 F16K1、F16K31、F16K11、F16K17、F16K5、

F16K3 等为主（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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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8 可看出， 阀门专利的申请主要是针对各类型阀门的结构、功能等相关技术方面的创新。 结合近几年阀门 IPC 中 

F16K 和 F16T 两大主分类号的发展走势推测（图 6 所示），未来阀门技术在结构设计领域、 特殊功能需求等领域仍有着较强

的创新能力和较大的技术突破空间。 

 



 

 13 

6 结论 

阀门作为机械零件的重要基础件， 产品应用广泛、制造量大，各大厂商竞争激烈。 虽然浙江省阀门专利申请量呈现持续

增长态势， 申请数量位居全国各省之首，但发明专利的占比小于 20%，未来技术突破的潜力还有待挖掘， 以技术提升企业利

润的创新空间还非常大。 为了更好地发展浙江省的阀门产业，基于以上专利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6．1 产学研相结合 

浙江的阀门企业可加强与浙江大学相关阀门技术领域的产学研结合，促进技术产业化，开发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阀

门产品， 提高自身综合竞争力，向高端阀门行列迈进。 

6．2 加强专利布局 

目前浙江省阀门企业专利申请量每年在增长，建议随着技术研发水平的不断提升、 阀门出口量的提高，在进军国际市场时，

增加在 PCT 或美国的专利申请，加强在全球的专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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