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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应⽤》技术原理
技术背景

农机应⽤领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的增⻓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农业⾯临着劳动⼒短缺、

⼟地资源有限和环境可持续性等挑战。农机技术的发展主要始于20世纪初，经历了从简单的⼈⼯⼯具到机械化、电⽓化、

智能化的历程。近年来，特别是随着物联⽹（IoT）、⼈⼯智能（AI）和⼤数据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农机应⽤已经向⾃动

化、智能化和精准化的⽅向迈进，极⼤地提升了农业⽣产的效率和效益。

关键组件

1.�动⼒系统：包括内燃机、电动机等，为农机提供所需的动⼒。�

2.�⼯作装置：如犁、耙、播种机等，直接参与到⼟壤耕作、种植和收割等过程。�

3.�传动系统：包括⻮轮、链条等，负责将动⼒系统的动⼒传递到⼯作装置。�

4.�控制系统：涵盖机械、电⼦和计算机控制单元，能够实现对农机的⾃动控制与监测。�

5.�传感器及通讯模块：⽤于实时获取农⽥环境及农机状态的数据，确保精准作业。�

6.�数据处理模块：将收集的数据进⾏分析，⽤于⽀持决策和优化农业⽣产。�

⼯作原理

农机的基本⼯作原理是通过动⼒系统产⽣动⼒，并通过传动系统将动⼒传递给⼯作装置完成耕作、播种、收割等操作。现

代农机配备传感器和控制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农业环境变量（如⼟壤湿度、⽓温、作物⽣⻓状态等），并通过数据分析模

块优化作业⽅案。例如，在播种过程中，控制系统依据传感器提供的数据，⾃动调整播种速度和深度，以确保种⼦的均匀

分布和合理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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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应⽤》技术原理

创新点�

农机应⽤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个⽅⾯：�

1.�智能化控制：借助AI和⼤数据分析，农机可以实现更精准的作业，如精准播种、施肥和喷药，提⾼了资源的利⽤率。�

2.�⾃动化作业：智能农机能够进⾏⾃主导航和作业，⽆需⼈⼒⼲预，解决了劳动⼒不⾜问题。�

3.�环境友好型设计：新型农机在设计上更加注重低能耗和减少对⼟地的破坏，提升了农业的可持续性。�

4.�模块化设计：使得农机的组成部分更加灵活，便于升级和维护，提升了设备的适应性和使⽤寿命。�

�

�潜在的应⽤�

农机应⽤的潜在应⽤领域包括但不限于：�

1.�精准农业：通过智能农机实现精准播种、施肥、灌溉和收割，提升⽣产效率。�

2.�设施农业：在温室⼤棚等设施农业中使⽤⾃动化农机，提⾼资源利⽤率和作物产量。�

3.�农⽥监测：结合⽆⼈机等载体进⾏农⽥环境监测，为农业管理提供数据⽀持。�

4.�农业服务平台：基于农机的⾃动化能⼒，开发农业服务平台，为农⺠提供设备出租、技术指导及数据分析等服务。�

5.�新型农机研发：根据市场需求与技术进步，研发⾼效、低成本的新型农机，满⾜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农业⽣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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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趋势分析�
总体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农业应⽤领域的专利申请和公开数量在逐年增加。这表明农业技术领域正在持续发

展，并且越来越多的创新成果被申请为专利。�

申请专利数量从图中的最低点9,000逐年增加⾄12,187。这显⽰了农业应⽤领域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在提⾼，同时也反映

了该领域创新活动的活跃度。

公开专利数量从图中的最低点3,000

增加⾄15,007。这⼀增⻓趋势表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农业技

术成果被公开，这有助于技术的传播

和应⽤，也可能促进了⾏业内的进⼀

步创新。

这种增⻓趋势对农业产业产⽣积极影

响，包括提⾼⽣产效率、降低成本、

增强作物抗病⾍害能⼒等。同时，专

利的增加也可能促进农业技术的国际

合作和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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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应⽤》申请⼈相关分析�

模具设计制造�共40794781个专利�



《农业应⽤》领域申请⼈类型分布情况

企业：在农业应⽤专利申请中占⽐较⼤，为主要的申请⼈类型之⼀。企业通常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和市场导向，致⼒于开发

具有商业价值的农业技术和产品。�

⾼校：⾼校在农业领域的研究也较为活跃，可能侧重于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探索。⾼校的科研成果有助于推动农业科技的

进步。�

研究机构：专业的研究机构在农业应⽤⽅⾯也发挥着重要作⽤。它们可能专注于特定领域的研究，为农业产业提供技术⽀持

和解决⽅案。�

其他：包括个⼈、社会团体等其他类型的申请⼈。这些申请⼈可能在农业应⽤的某些特定领域或创新点上有独特的贡献。�



《农业应⽤》领域专利申请⼈排名

农机应⽤有5000+位申请⼈，排名前⼆⼗的申请⼈分布情况如下，⽽这些申请⼈的申请占⽐为5.7%，技术并未形成绝对垄

断。通过了解此领域下创新成果积累较多的专利申请⼈，进⼀步分析其专利竞争实⼒�



《农业应⽤》领域专利发明⼈分析排名

������农业应⽤领域的专利发明⼈分布显⽰了不同类型发明⼈的专利技术数量。⾼校技术专家以32403项技术领

先，表明⾼校在农业应⽤领域的研发和创新中扮演着核⼼⻆⾊，这可能与⾼校的科研资源、⼈才优势和学术

研究的深度有关。企业技术专家以9461项技术位居第⼆，显⽰出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应⽤转化⽅⾯的积极性。

研究院所技术专家以6998项技术位列第三，反映了研究院所在专业领域研究和技术开发中的贡献。独⽴发明

⼈拥有28项技术，虽然数量较少，但体现了个⼈创新能⼒的存在。其他类别的10027项技术可能包括⾮传统研

发机构的贡献，如政府机构、⾮营利组织等。整体来看，⾼校在农业应⽤领域的专利发明中占据主导地位，

⽽企业、研究院所和其他机构也发挥着重要作⽤，共同推动了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农业应⽤》领域专利发明⼈分析排名

农业应⽤领域的专利发明⼈地区分布显⽰了不同地区在专利申请量上的活跃程度。�

企业技术专家在⼭东的申请量最⾼，达到7,000项，显⽰出⼭东在企业技术创新⽅⾯的强劲实⼒。研究院所技术专家在江

苏的申请量最⾼，为5,000项，�

反映了江苏在农业科研领域的深厚基础。�

⾼校技术专家在⼴东的申请量最⾼，�

为6,000项，这可能与⼴东⾼校数量�

多、科研能⼒强有关。独⽴发明⼈�

和其他类别的专利申请量相对较低，�

但仍然在多个省份有所分布，显⽰了�

全国范围内对农业技术创新的⼴泛参�

与。整体来看，⼭东、江苏、⼴东在�

农业应⽤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上占据领�

先地位，⽽浙江、安徽、湖北、云南、�

福建、湖南和四川等省份也表现出积�

极的创新活动，这表明中国在农业技�

术创新⽅⾯具有较为均衡的地域分布，�

不同地区根据⾃⾝优势和特点在推动�

农业技术进步⽅⾯发挥着重要作⽤。�



-海外申请⼈分析�

从海外申请数据可以看出，⽇本和美国在农机应⽤申请数量⽅⾯⼤幅领先于其他国家。这表明这两个�

国家在农业机械化领域投⼊巨⼤，⽆论是技术研发、市场需求还是政策⽀持⽅⾯都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他们可

能在⼤型、⾼效、智能化的农机设备⽅⾯具有突出优势，并且其农业产业规模较⼤，对农机的需求持续旺盛。�

不同国家在农机应⽤⽅⾯的发展

重点可能不同，例如⽇本、美

国、德国等国家可能在⼤型农机

设备的研发和应⽤⽅⾯较为突

出，⽽瑞⼠、荷兰等国家可能在

⾼端、精密农机领域有优势。�

随着全球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

机应⽤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各国

在该领域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

未来，各国可能会加⼤对农机技

术研发的投⼊，提⾼农机的智能

化、⾃动化⽔平，以满⾜农业⽣

产的需求。�



⽇本：在农业技术⽅⾯⼀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在精细化农业、农业机械、⽣物技术等⽅⾯有很多创新成果。⽇本的农业企业和科

研机构注重技术研发和专利保护，积极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美国：作为科技强国，在农业领域也投⼊了⼤量的资源。美国的农业科技涵盖了农业⽣物技术、精准农业、农业信息化等多个领

域，其专利申请量反映了其在农业创新⽅⾯的实⼒。�

德国：德国在农业⼯程、农业机械制造等⽅⾯具有较⾼的⽔平。德国的农业企业注重技术创新和质量控制，其专利申请量也体现了

其在农业技术领域的竞争⼒。�

挪威和澳⼤利亚：这两个国家在农业资源保护、可持续农业发展等⽅⾯有⼀定的特⾊。挪威和澳⼤利亚的农业企业和科研机构也在

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农业发展道路，通过专利申请来保护⾃⼰的创新成果。�

《农业应⽤》领域专利海外地址申请分布

 Japan（⽇本）�

 United�States（美国）�

 South�Korea（韩国）�

 Germany（德国）�

 挪威（Norway）�

 澳⼤利亚（Australia）�



3� 4�

�《模具设计制造》领域技术分析�



《农业应⽤》领域专利技术构成

�������涵盖了农业应⽤的多个关键技术领域，包括植物栽培与保护、动物饲养管理、⻝品饮料⽣产、灌溉排⽔、肥料

农药施⽤、农业机械与⾃动化、农业结构、废弃物处理以及农业⽣物技术等，这些技术构成了现代农业技术体系的

基础，旨在提⾼农业⽣产效率、保障⻝品安全、促进资源可持续利⽤，并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农业应⽤》领域专利近期新出现14个技术点�

A23N12/06已存在授权专利（授权专利量6）�

⽤于清洁、漂⽩、⼲燥或烘焙⽔果或蔬菜的机械，例如咖啡、

可可、坚果的机械；⽤于清洁或漂⽩，与随后⼲燥相结合。

B02B3/04已存在授权专利（授权专利量7）�

⾕物碾磨的预处理，通过去荚、脱壳、脱⽪、光整、去芒、去

胚芽等加⼯步骤，借助于辊将⾕粒精制为商品。

F26B17/04已存在授权专利（授权专利量7）�

⽤传动带运送材料完成运动的⼲燥设备，适⽤于对颗粒状材

料、⼈造纤维等进⾏⼲燥。

B08B1/12已存在授权专利（授权专利量8）�

园艺；蔬菜、花卉、稻、果树、葡萄、啤酒花或海菜的栽培；

林业；浇⽔；包括苔藓的栽培。

A23N7/00已存在授权专利（授权专利量5）�

⽤于打孔、冲孔、切割、冲裁或切断的机器的通⽤零件，具有

不随⼯件移动的切割元件，可绕⼤体上垂直于切削线的轴运

动，并且切割时连续在⼀个⽅向上转动。

�

B07B1/22已存在授权专利（授权专利量7）�

⽤于去⽪蔬菜或⽔果的机械或装置。�

B08B3/04已存在授权专利（授权专利量5）�

⽤圆筒筛将固体从固体中分离的⼲式分离法，适⽤于像散

装物料那样处理的松散物品的分离。�

F26B11/14已存在授权专利（授权专利量6）�

液体清洁与污垢防除，包括使⽤液体或蒸⽓的清洁⽅法，

适⽤于⼀般污垢的清洁。�

A01C23/04已存在授权专利（授权专利量4）�

⽤⼲燥⽅法制造由含有⽊材或其他⽊质纤维的碎粒或纤维

构成的基本上扁平物品，例如由碎粒构成的板。�

A01G9/20已存在授权专利（授权专利量4）�

⽤于在固定容器内进⾏⽆渐进运动材料或制品的⼲燥，容

器内有⽔平或微斜⾯上运动的搅拌装置。属于机械⼯程、

照明、加热、武器、爆破领域中的⼲燥技术分类。�



《农业应⽤》领域专利近期消失的技术点

A01K61/56:⻉类养殖设备，⽤于珍珠⽣产。B02C4/08: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辊⼦，与波纹状或⻮状碾磨辊⼦⼀起动作的辊⼦碾磨

机。�

F26B9/10:⽤于从固体材料或制品中消除液体的⼲燥联合收割机的⼲燥装置，包括静态下或只是局部摇动⼲燥固体材料或制品的机器

或设备。�

G06Q30/00:专⻔适⽤于商业⽬的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法，包括商业管理、销售、⼴告、⾦融等⽅⾯的处理系统或⽅法。�

A23N5/00:⽤于去壳、去荚或敲破坚果的机械。

B07B9/00:⽤细筛、粗筛、筛分或⽤⽓流将固体从

固体中分离；适⽤于散装物料的⼲式分离法，如

适于像散装物料那样处理的松散物品的分离；设

备的总布置，例如，流程布置。�

F26B9/06:⽤于静态或局部摇动⼲燥固体材料或制

品的机器或设备，包括家⽤晾晒柜，在固定的筒

或室内。�

G06Q10/06:专⻔适⽤于⾏政、商业、⾦融、管

理、监督或预测⽬的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法，包

括资源、⼯作流程、⼈员或项⽬管理；企业或组

织规划；企业或组织建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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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设计制造》专利有效性分析�



模具设计制造�共595036个专利�

 

⼗年，对⽐前5年和近5年(13375163�VS�18390468)�



《农业应⽤》领域专利有效率趋势（年度）

2014�年到�2017�年：�

有效率相对较低，在�14.75%�到�18.44%�之间徘徊。这可能是由于早期农业领域专利申请质量参差不⻬，以及审查标准相对

严格，导致有效专利数量较少。�

2017�年到�2020�年：�

有效率持续下降，从�18.44%�降⾄�42.98%。这⼀阶段可能是由于申请数量⼤幅增加，但专利质量未能同步提升，同时审查

⼒度也可能有所加强。�

�

2020�年到�2023�年：�

有效率快速上升，从�42.98%�跃升⾄�92.8%。这表明在�

这⼀时期，农业领域的专利质量有了显著提⾼，可能是�

由于申请⼈更加注重专利的创新性和实⽤性，同时审查�

机构也在不断优化审查流程，提⾼审查效率。�

2023�年到�2024�年：�

有效率略有下降，从�92.8%�降⾄�90.5%。这可能是�

由于申请数量继续增加，审查标准出现了⼀些微调，�

或者部分专利在这⼀时期到期或被⽆效。�



《农业应⽤》领域专利当前法律状态分布情况

有效与终⽌状态：�

有效专利数量为�41932�件，终⽌专利数量为�38753�件。这表明有相当数量的专利处于有效状态，能够为农业领域的技术

创新和发展提供法律保护。同时，也有不少专利因各种原因终⽌，可能是由于期限届满、未缴纳年费等。�

有效和终⽌状态的专利总数较多，反映出农业应⽤领域在过去⼀段时间内的创新活跃度较⾼，产⽣了⼤量的专利成果。�

⽆效状态：�

⽆效专利数量为�30440�件。⽆效状态可能是由于专利申请过程中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或者在后续的审查或诉讼

过程中被判定为⽆效。这也提醒申请⼈在申请专利时要确保专利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实质审查状态：�

有�7724�件专利处于实质审查状态。�

这说明这些专利正在接受审查机构的�

严格审查，以确定其是否符合授权条件。�

实质审查状态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可能�

是因为审查过程较为严格和耗时，导致处于�

这个阶段的专利数量有限。�

其他状态：�

包括⼀些特殊情况，如专利处于异议、�

复审等阶段。数据显⽰有�84�件处于其他�

状态，数量较少。�



《农业应⽤》领域发明专利授权率趋势（年度）
2015�年到�2018�年：�

授权率整体呈下降态势，从�65.22%�下降⾄�57.74%。这可能是由于随着时间推移，申请数量不断增加，审查标准更加严格，导致授

权难度加⼤。�

2018�年到�2023�年：�

授权率逐步上升，从�57.74%�上升⾄�92.8%。这⼀阶段可能是由于农业领域技术不断创新和发展，申请⼈的专利质量提⾼，同时审查

机构也在不断优化审查流程，提⾼审查效率。�

2023�年到�2024�年：�

授权率略有下降，从�92.8%�降⾄�90.5%。�

可能是由于申请数量继续增加，竞争更加激烈，�

或者审查标准出现了⼀些调整。�

《农业应⽤》领域发明专利授权率在

过去⼏年中呈现出复杂的变化趋势。

这⼀趋势反映了农业领域技术创新的

动态变化以及审查环境的变化。对于

申请⼈来说，应不断提⾼专利质量，

以适应审查标准的变化；对于审查机

构来说，应持续优化审查流程，提⾼

审查效率，以更好地促进农业领域的

技术创新和发展。�



农机应⽤领域专利审查时⻓呈现出特定的分布规律。在⼩于�7�-�12�的审查时⻓区间内专利数量较少；随着审查时⻓

增加到�13�-�18、19�-�24、25�-�30�等区间，专利数量逐渐增多；但在�31�-�36、37�-�42、43�-�48�及�49�及以上区间，专

利数量⼜有所减少。可能是技术复杂性：农机应⽤涉及多学科领域，技术复杂，需更多时间审查确保专利有效性和

创新性或审查资源：审查机构资源有限可能导致审查时⻓延⻓，农机应⽤领域申请数量多，资源分配会影响审查时

⻓。以及申请⼈响应速度：审查过程中申请⼈对审查意⻅的回复和修改速度会影响审查时⻓。�

《农业应⽤》领域专利审查时⻓分布情况

农机应⽤领域专利审查时⻓

分布有规律可循，先增多后

减少。为提⾼审查效率，可

从优化审查流程、增加审查

资源、提⾼申请⼈响应速度

等⽅⾯着⼿，以促进该领域

技术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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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设计制造》专利运营分析�



《农业应⽤》专利质押申请⼈分析

������农机应⽤领域的专利质押申请⼈数据涵盖了多个省份的各类型企业和个别个⼈，显⽰出地域分布的⼴泛性和参与主体的

多样性。质押专利数量从10到30不等，反映了不同申请⼈在专利资产利⽤和资⾦需求上的差异。这些数据揭⽰了农机应⽤

领域专利质押活动的活跃度，以及专利作为⼀种资产在不同企业间商业价值和市场潜⼒的体现。�



《农业应⽤》领域许可趋势（年度）

图表展⽰的是发⽣过许可的专利的时间分布趋势。专利许可的统计来源于官⽅机构公布的专利许可备案数据。通过该分析

可以了解分析对象在不同时期内的技术合作、转化、应⽤和推⼴的趋势，反映技术的运营和实施热度。�

农机应⽤中最早在2010出现许可，相对该领域最早申请年份1985，历时25年左右。�

农机应⽤中共有682件专利出现许可，占申请总数0.56%，其中有效398件、⽆效280件、审中4件�



《农业应⽤》领域质押趋势（年度）
图表展⽰的是发⽣质押的专利数量逐年变化趋势。权利⼈以合法拥有的专利权中的财产权为质押标的物出质，经评估

作价后向银⾏等融资机构获取资⾦，并按期偿还资⾦本息。通过该分析可以了解分析对象在不同时期内的技术⾦融化

的运营趋势，反映技术的内在质量，技术应⽤于产品服务的成熟度。�

农机应⽤中最早在2011出现质押，相对该领域最早申请年份1985，历时26年左右。�

农机应⽤中共有1013件专利出现质押，占申请总数0.83%，其中有效785件、⽆效220件、审中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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