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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大学专利整体分析报告（二）

□南昌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科睿唯安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摘要：南昌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与科睿唯安信息服务（北

京）有限公司基于科睿唯安德温特全球专利数据库，对南昌大学专

利进行分析。南昌大学近三年的专利布局涵盖了 30 个技术分类，前

三的技术分类：“样本、检测、肿瘤、细胞”，“食品、饮料、食

品补充剂”，“治疗、肿瘤、疾病、制药”。南昌大学有约 40%的专

利有被引用的记录，其中有 1 篇专利的被引用次数大于 100，有 10

篇专利的被引用次数大于 50；公开号为 CN1292092C 被引用次数最

高，其 DPCI 施引专利数量高达 101，已于 2006 年 12 月 27 日获得授

权，并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转让给南昌黄绿照明有限公司；引用南

昌大学专利次数大于 10 的机构有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南理工大

学和北理工大学等高校，也有 ASM IP、晶能光电、鸿海精密工业、

LG 伊诺特有限、鸿富锦精密工业和中石化等企业。引用南昌大学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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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的高影响力论文的 Top10 机构中绝大多数为国外的企业，表

明南昌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对这些国外企业的应用技术产生了影

响，施引专利的内容多数与生物医药有关。

一、南昌大学专利技术布局

（一）南昌大学专利的技术分析

图 1南昌大学专利申请的技术分布

利用 Derwent Innovation 数据库提供的多种专利分类系统，可

以研究发明创造活动中最活跃的技术领域。目前，Derwent

Innovation 数据库提供的专利分类系统有 IPC、CPC、ECLA、德温特

分类/手工代码、UCLA、FI/FT 等。图 1 中依据 IPC 分类号对南昌大

学的专利进行剖析，可以看出南昌大学在 A(人类生活必需)、C（化

学、冶金）、B（作业、运输）、G（物理）、H（电学）等部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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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量较大，其中 G 部的 G01（测量、测试）、A 部的 A23（其他类

不包含的食品或食料；及其处理）、A61（医学或兽医学、卫生学）、

H部的 H01（基本电气元件）、C 部的 C12（生物化学;啤酒;烈性酒;

果汁酒;醋;微生物学;酶学;突变或遗传工程）、C07（有机化学）方

向上的专利申请量尤为突出。

图 2南昌大学近期正在开发的技术

利用 Derwent Innovation 中的智能解读分析出南昌大学近三年

的专利布局涵盖了 30 个技术分类，其中排名前十的技术分类为：样

本、检测、肿瘤、细胞；食品、饮料、食品补充剂；治疗、肿瘤、

疾病、制药；失调、控释、感染；半导体、衬底、晶体管、有机发

光、封装；催化剂、气体、反应器、烯烃、吸附剂；细胞；水；过

滤、分离、薄膜；合金、钢片、铝、铁、锰、钛，大约有 21%的专利

分布于排名前三的技术分类，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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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昌大学的专利地图

根据 Derwent Innovation 数据库的专利地图，可以更加全面且

直观地了解南昌大学专利布局的技术主题。如图 3 所示，南昌大学

近二十年在食品饮料、LED、硅基、自动化、材料、生物、疾病治疗、

化工等技术领域均布局有大量的专利。

图 3南昌大学的专利地图

二、南昌大学专利的影响力

（一） 南昌大学的施引专利分布

表 1南昌大学的施引专利数量

施引专利数量-DPCI 南昌大学的专利文献数量

100≤N<200 1

50≤N<100 9

25≤N<5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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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N<25 202

1≤N<10 2276

0 3728

如表 1 所示，根据 Derwent Innovation 的 DPCI 施引专利数量

统计（Derwent Innovation 的 DPCI 引证信息在同族专利级别经过编

制，因此在检索结果中包含一项发明的全部引用），南昌大学有约

40%的专利有被引用的记录，其中有 240 篇专利的被引用次数大于等

于 10，有 10 篇专利的被引用次数大于 50，有 1 篇专利的被引用次

数大于 100。

表 2 显示了南昌大学专利的被引用次数及其公开年分布，落在

表 2 中第一象限的专利是 2009 年之后被引频次≥10 的专利，共计

192 件。这意味这些专利尽管申请时间较近，但立即获得了较多的关

注与引用。

表 2 南昌大学的施引专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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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昌大学的高被引专利

南昌大学公开号为 CN1292092C、申请日为 2004/04/01、发明人

为“国家硅基 LED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江风益院士、和蒲勇的

这篇专利的被引用次数最高，其 DPCI 施引专利数量高达 101。根据

Derwent Innovation 的 DWPI 专家改写数据，该专利是关于一种用于

金属有机化学气相沉积装置的两层入口气体喷嘴，这件专利已于

2006 年 12 月 27 日获得授权，并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转让给南昌黄

绿照明有限公司。

南昌大学公开号为 CN102008055B、申请日为 2010/12/21、发明

人为食品学院熊涛和谢明勇教授等人的专利的被引用次数排名第

二，其 DPCI 施引专利数量高达 71。根据 Derwent Innovation 的 DWPI

专家改写数据，该专利是关于一种果蔬酱，包括果蔬浓缩浆、异维

生素 C 钠或维生素 C、柠檬酸、及糖浆或代用糖，这件专利已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获得授权。

（三）引用南昌大学专利的机构及其专利布局分析

图 4 显示了引用南昌大学专利次数大于 10 的机构中排名前 10

的机构，其中有高校，例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

北理工大学，也有企业，如 ASM IP、晶能光电、鸿海精密工业、LG

伊诺特有限、鸿富锦精密工业、和中石化。企业中以制造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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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高频引用南昌大学专利的机构

图 5高频引用南昌大学专利的机构

图 6 显示了五个高频引用南昌大学专利的企业和南昌大学的专

利布局，可以看出鸿海引用南昌大学的专利主要布局在移动电话的

应用领域，ASM IP、晶能光电和 LG 伊诺特引用南昌大学的专利主要

布局在 LED 应用领域，中石化引用南昌大学的专利主要布局在废物

回收、合成、电池材料应用领域。施引机构的专利布局分析，有利

于识别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专利运营的潜在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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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昌大学的基础研究对应用技术的影响力

图 6 显示了引用南昌大学近二十年的高影响力论文的 Top10 机

构，其中绝大多数为国外的企业，表明南昌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对

这些国外企业的应用技术产生了影响。通过分析引用高校论文的专

利，为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有利于确定产学

研项目的推广方向以及科研基金项目的洽谈等。

图 6引用南昌大学论文的 Top10机构

根据图 7，利用 Derwent Data Analyzer 统计了引用南昌大学论

文的专利的 DWPI 标题的关键词，可以看出，施引专利的内容多数与

生物医药有关，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半导体相关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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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引用南昌大学论文的专利标题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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