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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专利地图分析专利信息，可以挖掘技术热点，预测技术发展方向，确定竞争对手及其地位。以治疗型

超声专利为例，通过对所有在我国申请的该类发明专利的统计，利用时间序列、统计频次、聚类等方法，绘制各类专利

地图，最终以鱼骨图这种可视化的方式进行汇总，直接展示情报分析结果，挖掘治疗型超声的相关竞争情报。将鱼骨图

与专利地图结合起来对专利情报进行分析，可以将竞争环境、竞争对手、研究热点等有效因素进行有条理的可视化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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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Mining Based on Patent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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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zing patents information with patent map is the way to mine technology hotspots, forecas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determine competitors. Taking ultrasonic therapy as the case, this paper made 
statistics of this kind of patents, and drew patent maps by time-series, statistics and clustering analysis. Ultimately it re-
vealed analysis results by Fishbone Diagram. The way of contacting patent maps with Fishbone Diagram could show 
analyzing results as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competitors and research hotspot by visual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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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引 言

竞争情报的挖掘一直是企业竞争情报研究的

重点，而挖掘结果的呈现则关系着竞争情报的利

用效果。专利作为一种重要的竞争情报，不仅可

以解释专利技术的内容和法律状况，同时也反映

了企业在争夺产品或技术的专利权、占领市场、

战胜对手等方面的意图和策略 [1]。其中，专利地

图就采用图表这种直观的可视化的方式对专利情

报分析结果进行展示，可以十分清晰地梳理技术

发展脉络，挖掘技术热点，预测技术发展方向，

确定竞争对手 [2-3]。

专利地图即将专利情报的技术内容，用关键

词等数据化处理后进行加工分析，或者将各种专

利著录项用数据形式分类、整理，将其结果以图

表形式体现出来。其中“数据化处理”具体指通

过聚类、整合及其他分析，将专利文献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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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法律中的价值提取出来 [4-6]。有文献表明，

通过挖掘专利地图与技术竞争分析之间深层次的

联系，针对技术竞争分析的三个主要方面――竞

争环境、竞争技术和竞争对手，就可以构架起专

利地图与技术竞争分析之间的桥梁 [7]。

重庆市将在高新区打造医疗器械制造基地，

使其成为高新区五大支柱产业之一。其中“海

扶”超声聚焦刀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大型高技术医疗器械。2005 年 10 月，国家发改

委将“超声医疗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设在重庆海

扶。因此，在重庆市大力发展医疗器械产业的背

景下，研究医疗器械相关专利信息，制作其行业

专利地图，对于医疗器械的科学研究、产品研

发、制定发展战略都是极为有用的参考。

本文以在我国申请的治疗型超声专利为例，

通过时间序列、统计频次、聚类等方式绘制专利

地图，最终以鱼骨图这种可视化的方式进行汇

总，直接展示情报分析结果，挖掘治疗型超声的

相关竞争情报。将鱼骨图与专利地图结合起来对

专利情报进行分析，可以将竞争环境、竞争对

手、研究热点等有效因素进行有条理的可视化展

现 [8-10]。

2 数据采集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实验系统”[11]。

为了最大范围地采集专利数据，本文采用分类号

进行专利检索。根据国际专利分类表（IPC），“超

声波疗法”归入A61N7/00，其中碎石术归入A61B 

17/22，A61B 17/225，利用超音频振动按摩归入

A61H 23/00。

检索式：IPC 分类号 = A61N7/00+A61B17/22

+A61B17/225+A61H23/00

检索结果：共计 1493 件；发明：563 件；实

用新型：930 件；外观设计：0 件

时间：1985.9.10-2010.2.3

本文主要对发明专利进行统计，但仅进行族

性检索，对于查准率较难很好地满足，因此经过

人工整理，得到 225 条有效数据（本文的专利量

统计均以专利申请量为标准），在进行专利分析

时，一条专利有可能涉及多个技术或功效。

3 时间序列与统计频次分析

通过对已得专利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从 1989

年第一件治疗型超声专利申请开始，该类专利在

我国的申请量基本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1 年的

专利申请量得到较大提升，2007 年达到专利申请

量的最高峰（图 1）。

 图 1  历年专利申请动向

通过统计专利所属国别发现，治疗型超声专

利除我国自行申请的以外，有 10 个国家在我国申

请了该类专利，其中以日本、美国、德国、荷兰

等国家的专利量居多（图 2）。具有代表性的专利

权人有日本株式会社日立医药、日本松下电工株

式会社、德国西门子公司、荷兰皇家飞利浦电子

有限公司等机构。

 图 2  1989-2009 年所属国专利申请数量比较

进一步对我国的治疗型超声专利申请量按照

地区进行统计（图 3）。我国 20 余个地区的机构都

在研究治疗型超声并申请专利，其中重庆市治疗

型超声专利申请量为全国之首，其次是北京、广

东、上海等地。

 图 3  1989-2009 所属地区专利申请数量比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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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聚类分析

4.1 治疗型超声专利研究热点动向图

通过频次统计和聚类分析发现，从 1989 年至

2009 年的 20 年间，治疗型超声技术方面涉及最

多的是聚焦超声和超声探头 / 治疗头；而功效方

面涉及最多的是肿瘤、碎石、保健（包括针灸、

美容）等方面。图 4 可以清晰地反映治疗型超声

专利的研究热点动向。横坐标为年份，纵坐标为

研究热点，虚线以下为治疗型超声的技术热点；

虚线以上为治疗型超声的功效热点。图中圆饼的

大小代表专利申请量的多少，最小的代表 1 件，

最大的代表 1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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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专利研究热点动向

（1）技术研究方面

1989 年就有聚焦超声专利的申请出现，是

前苏联科学院 A F 尹奥菲物理技术研究所在我国

申请的专利；在此以后，直到 2000 年，才又出

现聚焦超声方面的专利申请；2001 年以后，特别

是 2005 ─ 2007 年，聚焦超声专利申请量达到一

个高峰，仅 2005 年就有 18 件涉及聚焦超声的专

利申请，其中又以重庆的专利申请量最多：重庆

海扶（HIFU）技术有限公司申请了 5 件，约占专

利申请总量的 28%；重庆融海超声医学工程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申请了 4 件，约占专利申请总量的

22%。

1996 年开始出现对超声探头 / 治疗头的专利

申请，专利权人为瑞典的福斯卡尔佩藤特埃乌普

萨拉公司。2004 ─ 2007 年，该类专利的申请量

达到一个高峰，仅 2007 年就有 11 件涉及超声探

头 / 治疗头的专利申请，重庆海扶（HIFU）技术有

限公司和重庆融海超声医学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分别申请了 4 件专利申请。

（2）功效研究方面

1990 年，申请有关于碎石的治疗型超声专利

申请，专利权人是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1993 年，申请有保健方面的治疗型超声专利

申请，专利权人是个人。到 2007 年专利申请量达

到最大（8 件）。

1996 年，我国申请有关于治疗肿瘤的超声专

利申请，专利权人是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到

2007 年专利申请量达到最大（7 件）。

4.2 治疗型超声企业专利阵容比较图

对专利利人进行频次统计可以得到企业（个

人）专利阵容比较图，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团

体，因此绘制的为治疗型超声企业专利阵容比较

图（包括国内、国外企业团体）（图 5）。重庆两

家企业（重庆海扶技术有限公司、重庆融海超声

医学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仍然为该类专利申

请的主要力量，分别申请 26 件和 22 件，其次是

深圳市蓝韵实业有限公司（9 件）、荷兰皇家飞利

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8 件）、德国西门子公司（6

件）、北京仁德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4 件）、北

京源德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4 件）、日本

松下电工株式会社（4 件）、日本株式会社日立（4

件）、日本株式会社东芝（3 件）、西安交通大学（3

件）、上海爱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3 件）。在

这主要的 12 家企业 / 团体中，涉及聚焦超声的专

利共 35 件，约占专利申请总量的 36.5%；涉及超

声探头 / 治疗头的专利共 33 件，约占专利申请总

量的 33.3%。

图 5  专利阵容比较（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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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重庆市治疗型超声专利阵容比较图

从图 3、图 4、图 5 等专利地图可以发现，

在我国申请的治疗型超声专利中，重庆地区是该

类专利申请的主体，尤其是重庆海扶（HIFU）技

术有限公司和重庆融海超声医学工程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因此有必要对重庆地区治疗型超声的专

利申请情况进行分析（图 6）。

除了个人申请的专利外，重庆市治疗型超声

专利权人主要有重庆海扶技术有限公司、重庆融

海超声医学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重庆医科大

学、重庆生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重庆微海软件

开发有限公司。前两者申请专利量分别约占重庆

市总量的 51% 和 43%，后三者申请专利量都各占

约2%。在重庆海扶技术有限公司申请的专利中，

31% 的专利涉及聚焦超声技术，42% 的专利涉及

超声探头 / 治疗头技术；重庆融海超声医学工程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有 27% 的专利涉及聚焦超声技

术，37% 的专利涉及超声探头 / 治疗头技术。

5 结论

纵观 6 个专利地图，图 1、图 2、图 3 属于

专利管理地图。这类地图能够通过对专利申请走

向进行宏观的反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确定

和了解竞争对手，分析市场发展规律、确定专利

战略部署和战略地位，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进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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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2%

HIFU
2%

2%

2%

27%
31%

42%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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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专利阵容比较（重庆市）

图 7  治疗型超声竞争情报鱼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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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的宏观管理。图 4、图 5、图 6 属于专利技

术地图，这类地图能够反映技术扩散状况、技术

开发方向、研发主题选定等情况，可以了解技术

的发展历程和趋势 , 进行技术跟踪；了解技术分

布状况，确定技术合作伙伴；进一步预测技术的

未来趋势，开启技术人员的思路，为研发中的回

避设计、技术地雷等战略提供重要依据和参考[4]。

结合图 1- 图 6，可以绘制出治疗型超声竞争

情报鱼骨图（图 7）。鱼骨图主要由竞争对手、竞

争环境、研究热点 3 个部分组成。其中，竞争对

手和竞争环境反映了在该行业的竞争中，国内的

企业主要集中在重庆，国际的较为集中在日本、

德国、荷兰；研究热点主要从技术热点和功效热

点得以反映，可以准确捕捉技术的竞争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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