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计量是实现单位统一、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

是一项关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技术。质量

计量作为计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生产中

的重要环节，对于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具

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在这样的新形

势下，实现科技创新，拓展计量领域市场空间，提

升产品竞争力，实现产业化发展成为了计量行业的

转型、奋斗的目标。专利信息是集技术、商业和法

律信息于一体的独特信息源，能反映最新的科技发

明、创造和设计，其所包含的科技信息中有80％未

被其他媒体公开[1]，是重要的科技情报信息源。通过

对专利文献的深入分析，可以对特定技术领域发展

做出趋势预测，对竞争对手做跟踪研究等[2]。

通过从专利的角度研究分析电子天平相关计量

技术发展的态势，可以更好地助力从业者进一步了

解行业技术发展情况，推动科技创新。本文通过对

大数据态势统计分析和关键技术定性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从发展趋势、专利涉及技术领域、创新主体

等维度，对我国电子天平相关计量技术领域的专利

文献进行分析研究。 

1  专利检索策略及结果

本文涉及的专利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数据库，本文研究的电子天平相关计量

技术聚焦在与检定和校准技术领域，因此专利文献

的检索策略是“名称= 电子天平 and 摘要=（检定 or 

校准）”，检索截至日期为2023 年10 月31 日，检索

出专利69 件。

2  从专利数据分析电子天平相关计量技术发展

态势

为了解电子天平相关计量技术在我国的专利申

请量变化趋势，将专利申请数量按申请年份进行统

计，结果如图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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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专利申请数量随年代变化示意图

从图1 中可以看出：在我国，电子天平相关计量

技术领域的年度专利申请量随年代的发展而快速增

长。特别是在2019 年以来的近5 年，新申请的50 件

专利占到总量的72.5%。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专利申

请的审查程序，2022 年及之后的专利申请会有滞后

公开的情况，导致大量的专利申请因尚未公开而无

法检索到，因此，实际在2022 年以来的专利申请量

会比检索得到的结果多。专利申请快速发展背后的

原因主要是电子天平技术在不断优化，以及相关的

产、学、研、用单位都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正在逐渐将技术成果以专利的形式合理保护起来，

带动了电子天平相关计量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快速

增长。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1 年印发《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 －2035 年）》，提出“知识

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

素的作用更加凸显”的重要论述及一系列重点任务

的部署，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的相当长时间内，

我国的电子天平相关计量技术领域专利会越来越

多，对政府、市场、企业等不同主体高质量发展的

支撑作用也会越来越突出。

进一步分析相关专利技术的创造性和保护水

平，涉及技术方案的专利包括发明和实用新型两种

类型，根据我国《专利法》，发明专利的新颖性和创

造性比实用新型要高，发明专利保护期限是 20 年，

需经过实质性审查后才能获得授权，其技术方案创

造性水平更高，更能体现技术的创新，权利稳定性

更强，整体保护力度更大。实用新型专利保护期限

是10 年，不需经过实质性审查就能获得授权，其技

术方案创造性水平低于发明专利，权利稳定性和整

体保护力度也相对发明专利较弱，但可以更快地得

到授权和保护。在电子天平相关计量领域的69 件相

关专利中，只有22 件是发明专利，研判其原因，主

要是在电子天平基本原理和主要构造没有大的实质

性突破的情况下，很多创新主体聚焦结构优化和方

法改进来申请专利进行保护，因此出现了较多涉及

结构优化类的实用新型专利。

3  专利主要涉及的电子天平相关计量技术领域

分析

针对上述69 件电子天平相关计量技术的专利，

本文从专利文献技术方案记载的技术问题和技术效

果角度出发，将其划分为天平结构、辅助装置和校

准方法三个细分技术领域进行分析，如图2 所示。

其中，辅助装置技术领域的相关专利数量最

多，共有41 件，主要是围绕电子天平如何更好地

快速记录、校准、检定、定位等辅助功能进行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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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计。比如其中一件专利的技术方案属于一种记

录仪，通过绑带、转杆、发条和固定轴的设置，将

带有数据输入和处理模块的装置固定在用户的手臂

上，实现了在不影响用户进行检定工作的同时，方

便用户进行数据的记录，在数据记录完成之后，可

以直接通过数据处理模块将数据传输到电脑上，从

而可以避免用户进行二次录入，继而可以节省时

间，提高检定工作的效率。另一件专利的技术方案

属于一种用于辅助电子天平检定的检定平台，通过

设置短程伸缩杆结合转动驱动机构支撑转盘并驱动

转盘转动和升降，以使短程伸缩杆加上转盘整体的

纵向高度符合常规的电子天平的玻璃外罩空间，仅

使转盘的横向距离符合电子天平的秤盘规格，以能

够在转动下结合抓取砝码的开合式夹紧机构，来抓

取砝码并反复改变砝码放置在秤盘上的位置，进而

脱离人工操作，更好地提升电子天平检定的便捷

性。

天平结构技术领域的专利有20 件，其中既有创

新传感器以提升测量精度的技术，也有方便砝码取

用以提高易维修性的技术，以及有改进操作平台以

提升检定效率的技术。比如，某专利基于磁致伸缩

传感器共振频率随其承受质量变化而改变的原理，

设计了一种基于磁致伸缩传感器的电子天平，以利

用磁致伸缩传感器，检测托盘内物体质量。另一件

专利的技术方案中，通过对电子天平中砝码取出结

构的优化，利用伸缩杆伸长，推动托盘沿着滑轨移

动，并在转轴和轴承的作用下，向外翻转封板，从

而便于将托盘推出，进而便于取出砝码。

校准方法相关专利有7 件，全部是发明专利，

涉及的技术方案，既有针对量程漂移问题进行的优

化，也有针对测量过程的校准方法进行的改进。比

如，某专利的技术方案中，首先通过统计电子天平

上电初期的量程漂移特性曲线，然后选取量程漂移

速率最大的时间区间，以及量程漂移绝对值最大的

时间区间，最后，使电子电平在量程漂移速率最大

的时间区间和量程漂移最大的时间区间，适当安排

提示，等待操作与量程校准操作，从而减小量程漂

移误差。

图2  各细分技术领域专利数量及占比示意图

4  主要创新主体及其专利布局特点分析

对专利文献的申请人进行分析，可以通过其申

请专利的数量，直观地展示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的

技术实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通过分析可知，

电子天平相关计量技术领域内69 件专利中，有43 件

是由企业申请的，占总量的62%，计量检测机构和个

人各有13 件专利申请。一方面体现了在电子天平相

关计量技术领域依然是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和知识

产权保护的主体，与国家鼓励企业在各个方面做科

技创新的“出题人”“阅卷人”的政策导向一致。另

一方面体现出，以各地区计量院和计量所为代表的

计量检测机构，正在越来越重视对相关技术的知识

产权保护，如图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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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创新主体类型示意图

2023 年9 月，随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

计量促进仪器仪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

确指出，要发挥企业计量测试技术自主创新的主体

作用，探索构建市场化和政府投入协作并举的创新

体制，联合产、学、研、用各方，协同开展核心技

术攻关。鼓励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计量基准和

计量标准，加强对测量关键技术、验证方法、核心

算法以及实验数据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具

体要求，为电子天平计量检、学、研、用相关单位

进一步重视专利保护提供了指引。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

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

路。我国的计量工作者要确实认识计量工作面临的

新形势，在电子天平计量领域，特别是要加强精密

测量仪器装备研发创新，开展仪器仪表核心零部

件、核心控制技术研究，培育具有核心技术和核心

竞争力的仪器仪表品牌产品[3]。我国的电子天平计量

工作者，应高度重视技术与专利的融合联动，加强

对专利文献的分析利用能力，加强对科技创新的知

识产权保护，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检学研用相结合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筑牢

我国电子天平计量技术和产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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