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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利是除论文外的又一非常重要的科技成果。目前专利申请工作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并且文献中对专 

利技术成果的反映甚少。文章对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专利数据库中海洋能专利授权情况进行了分类统 

计。介绍了波浪能、潮汐能、温差能的最新专利，并指出了该领域专利申请的热点和空白领域。最后根据统计数 

据从专利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海洋能研究的进展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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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0n Chinese patents 0f ocean energy 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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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atents are important frui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es as well as papers．Presently，Patent 

application has no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and besides，there are few scientific literatures em— 

bodying technologies of patents．Wherefore，ocean energy conversion patents in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P．R．China (SIPO)are searched and sorted．The nearest energy conversion 

patent applications of wave，tide and oceanic thermocline are introduced．The highlights and cur— 

rent blanks in the field of ocean energy conversion patents are pointed out．In the end，the evolve= 

ment and prospects of the Ocean Energy Conversion are analyz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patent ac— 

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statistic s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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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中国专利法的施行，积极利用专利对科 

学技术成果加以保护．正成为科技发展的趋势，专 

利的数量和质量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 

重要指标。虽然我国的专利立法较晚，但关于海洋 

能的专利申请数量(尤其是发明专利)近年来增长 

迅猛．极大地促进了海洋能领域的研究开发。 

1 技术背景和最新专利 

海洋能通常指海洋中所蕴藏的可再生能源．这 

些能源以潮汐、波浪、海水温差、海水盐差、海流等形 

式存在于海洋之中[1】。从经济技术的可行性和可持续 

发展的角度考虑 ，海洋能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发电是开发利用海洋能的主要形式。 

1．1波浪发 电 

波浪是由于风和水的重力作用在海洋表面形 

成的海水的起伏运动，它具有一定的动能和势能。 

波浪能与波高的平方、波浪的运动周期以及迎波 

面的宽度成正比。波浪能发电系统一般有能量吸 

收装置和能量转换装置，能量吸收装置吸收波浪 

能并将其转换成规则运动形态(如直线运动、圆周 

运动)的机械能．再通过能量转换装置将规则运动 

形态的机械能转换成电能输出。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申请的发明专利 
“

一 种海洋波浪能 自动调配能量吸收方法”[ (中 

国专利申请号 CN03113523．4)介绍了一种新的波 

浪能利用方法．该方法在波浪能转换原理的基础 

上提出了采用参数控制来优化和提高系统性能的 

新策略．是国内波浪能转换研究的最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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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潮 汐发 电 

潮汐能是因月球引力的变化引起海平面周期 

性的升降，致使海水涨落及潮水流动从而产生的 

能量。较传统的潮汐发电技术利用海湾、河口等有 

利地形建筑海堤，形成水库以大量蓄积海水．并在 

堤中或堤旁建造水力发电厂房，海水通过低水头 

水轮发电机组进行发电。 

潮汐发电与普通水力发电原理类似．差别在 

于海水落差不大，但流量较大，并且呈间歇性，因 

此潮汐发电的水轮机是按照低水头、大流量的特 

点来设计的。潮汐电站投资高，需要考虑电站使用 

寿命及电站运行对海洋生态造成的影响等因素[31。 

专利 申请号为 CN02155391．2的发明专利 

“引力定位发电系统I4]”提出了一种新的潮汐发电 

系统．该发明不是采用传统的水流动力驱动发电 

机，而是采用潮汐变化产生的浮力来驱动发电机， 

克服了以往潮汐发电系统不易安装、受潮汐大小 

及地形限制的缺点 

1．3 海水 温差发 电 

海水温差能是深层海水与表层海水的温度差 

产生的热能。太阳辐射到地球表面的太阳能大部 

分被海水吸收．使海洋表层水温升高，从而在深部 

海水与表层海水之间形成较大的温度差。海水温 

差发电是利用表层海水蒸发工作介质如氨、丙烷 

或氟利昂，使其气化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然后利 

用深层冷海水将工作介质冷却成液态．如此反复 

使用。海水温差发电涉及到机械、热能、流体等多 

个学科．因此也存在着包括热交换器 、冷却管、汽 

轮机嘲及海洋工程技术在内的一系列有待解决的 

难题 

专利申请号为 CNOO1OOO09．8的发明专利按 

上述原理提供了一种“温差源动系统”嘲，该系统 

由汽轮机、吸热生源器、工质提升泵、泄热还液器 

4大要件构成封闭循环，系统内充有工质，可以利 

用海水的温度差为动力来发电。 

1．4 海 流能发 电 

海水受天体运动、潮水涨落以及海水温度变 

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总是在流动着。海流携带着 

的巨大动能就是海流能。 

海流能发电系统安装在海流流经之处，海流 

推动系统的水轮机或其他动力装置来发电。海流 

能发电存在着安装、维护、电力传输、防腐等诸多 

技术难关回。 

专利申请号为 CN02209706．6的实用新型专 

利提出了一种由水轮机、发电机及供电装置组成 

的“转子 自浮式小型海流发电装置”[71，可利用低 

速海流的动能进行发电。 

1．5 盐差能发 电 

海水中含有大量的矿物盐，海水含盐浓度大 

于江河水，形成了盐度差。当2种不同浓度的溶液 

混合在一起时，低浓度的溶液就会向高浓度的溶 

液渗透．直至浓度平衡为止，这种渗透带有压力 

差。海水盐差能发电的工作原理是将不同含盐浓 

度的海水和淡水之间的压力差转换成水的势能 ． 

再驱动水轮机发电。渗透膜的技术水平是目前制 

约海水盐差能利用的瓶颈圈。 

2 专利统计及分析 

2．1数据统计 

1985～200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先后公告的 

海洋能专利共计282项，具体数据见表 1～4。 

表 1 SIPO每年公告的海洋能专利数量 

Table 1 A加ual锄 。unt。f。cean energy c。nVersi。n patents fmm sIP0 项 

表 2中国海洋能专利分类统计表 

Tab】e2 S0rts of the Ocean Energy Conversion Patents 

项 

专利类型 波浪能 潮汐能 温差能 海流能 多功能综合 水轮机 

发 明 62 18 7 4 8 30 

实用新型 54 6 1 4 6 82 

合 计 l16 24 8 8 14 l12 

表 3 专利申请人属地分类统计表 

Table 3 SoNs of the regions of patent applicants 

项 

申请人属地 波浪能 潮汐能温差能 海流能 多功能综合 水轮机 

境 外 12 3 1 0 0 4 

中国大陆 104 21 7 8 14 108 

合 计 116 24 8 8 14 l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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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职务，个人申请专利数据统计 

Table 4 Sorts of the employment／individual patents 

项 

申请人类别 波浪能 潮汐能 温差能 海流能 多功能综合水轮机 

职务申请 16 1 2 1 3 27 

个人申请 10o 23 6 7 l1 85 

合 计 116 24 8 8 14 112 

因各种海洋能发电系统大多采用水轮机来发 

电。故将水轮机的专利单独列出。为避免重复统 

计。还将具有多种海洋能发电功能的专利和兼有 

发电及其他功能(如海水淡化)的专利归为“多功 

能综合”一档。 

2．2海洋能研发现状分析 

近年来。中国海洋能研究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从表 2，图 1，图 2可以看 出，排除专利申请受 
水轮机 多功能综合 波浪能 

4O％ 4．9％ 41％ 

潮汐能 海洋能 温差能 

8．5％ 2．8％ 2．8％ 

图 1 各种海洋能专利所 占比例 

Fig．1 Patents proportion applied by the sorts of ocean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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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海洋能专利 申请量 曲线 

Fig．2 Annual amount of the ocean energy conversion patents 

理时间的因素．专利申请的数量有稳步增长的趋 

势。在专利总量中发明专利占45％，说明专利整 

体质量较高。其中波浪能占的比例最大，波浪能是 

近期中国海洋能研究开发的主要方向之一．波浪 

能的实用新型专利基数大，但仍比发明专利少。作 

为海洋能转换核心技术之一的水轮机技术．其实用 

新型专利远多于发明专利，主要因为其技术和理论 

都已趋于成熟。潮汐能发电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水轮机技术．水轮机的成功应用促进了潮汐能电 

站的建设，因此潮汐能虽然在专利方面的数量不多， 

但仍是我国目前应用最多的海洋能。其他海洋能的 

专利数量不多，但具有一定的增长潜力。 

境外申请的专利数量在总量中占的比例不到 

10％(表 3)。说明中国大陆在海洋能转换方面拥 

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在海洋能研发的国际竞争中 

处于很有利的地位。 

在中国大陆。海洋能研究开发的力量很分散。 

研发机构的作用不突出。海洋能专利以个人申请居 

多(表4)。职务申请很少。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家对该 

领域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急需加大研发投入。另一 

方面也反映了很多单位的专利保护意识非常薄弱。 

3 结语 

①中国现阶段的海洋能开发主要集中在波浪 

能和潮汐能方面。潮汐能发电的技术已趋于成熟。 

但有待完善。波浪能发电正从试验阶段向实际应 

用阶段过渡．波浪能发电的性能优化是近期海洋 

能专利申请的热点。温差能和海流能发电正处于 

试验阶段。是海洋能专利申请的新增长点。 

②中国海洋能研究开发面临着挑战和机遇。一 

方面。中国的研发人员在本领域已取得了可喜的科 

技成果．在未来的技术竞争中占据了主动地位；另一 

方面。国家对海洋能研究开发的支持需要大力加强， 

研究开发机构的专利保护意识有待提高。 

③本文着重从专利的角度反映中国海洋能研发 

的进展。以弥补专业文献的不足．并希望对从事海洋 

能转换的研发人员在专利申请方面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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