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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跟对“人” 



1.1 技术追踪－技术主要来源国 



 

1.1 技术追踪－技术主要来源国 



派系名称 技术特长 

瑞典（山特）系 在刀具结构、工艺及材料等多个技术分支上发展均衡，特别是
硬质合金基体材料和CVD涂层方面的研发能力尤为突出 

美国系 与美国强大的航空航天企业以及军工企业共同发展起来，硬质
合金车、铣、孔加工刀具方面的研究颇有造诣 

欧洲系 

（以德国为主） 
整体刀具的实力比较强，比如说玛帕的高精度铰刀以及非标孔
刀具 

以色列系 凭借以色列强大的航空与军工市场作为后盾，擅长于刀具设计 

日韩系 跟随欧美发达刀具制造企业的策略，在刀具结构和工艺上小幅
改进居多，在超硬材料上具有一定优势 

 

 

1.1  技术追踪－技术主要来源国 



序号 申请人 国籍 申请量 3/5局 

申请量 
在华申请

量 

1 三菱材料 日本 2132 98 84 

2 住友电工 日本 790 137 64 

3  日立工具 日本 677 16 9 

4 东芝图格莱 日本 554 15 5 

5 京瓷 日本 547 30 28 

6 三特维克 瑞典 467 293 255 

7 三菱金属 日本 341 6 0 

8 神户钢铁 日本 426 8 5 

9 肯纳 美国 274 135 113 

10 国立乌里杨诺夫 俄罗斯 213 0 0 

11 不二越 日本 211 21 3 

12 伊斯卡 以色列 164 103 86 

13 NACHI FUJIKOSHI CORP 日本 176 3 2 

14 SECO TOOLS AB 瑞典 156 92 114 

1.2 技术追踪－主要申请人 



国籍 总申请量 五局申请量 被引用5次以上专利数 平均被引次数 平均自引次数 

山特维克 瑞典 54 21 27 20.6 12.4 

三菱材料 日本 756 28 8 8.1 6 

平均被引次数：他人引用
总次数除以被引用专利件
数； 

 
平均自引次数：自己引用
总次数除以被引用专利件
数。 

 
采用的是引用次数在5次

以上的样本。 

1.2  技术追踪－主要申请人 



1.2  技术追踪－主要申请人 

申请人 
布局重点 研发方向 

申请量绝对优势 申请量相对优势 
1 2 3 1 2 3 

山特维克 可转位铣刀片 单层涂层 
普通硬质合

金 
多层涂层 

梯度硬质
合金 

孔加工 可转位铣刀片 
单层涂层和普通

硬质合金 

山高刀具 可转位铣刀体 梯度涂层 车刀 
可转位铣
刀刀片 

双层涂层 
普通硬质
合金 

可转位铣刀体 
梯度涂层和金属

陶瓷 

肯纳金属 
可转位铣刀夹

固 
多层涂层 孔加工 

可转位铣
刀体 

多层涂层 金属陶瓷 可转位铣刀夹固 
整体铣刀和梯度

硬质合金 

伊斯卡 可转位铣刀体 车刀 孔加工 
可转位铣
刀夹固 

孔加工 车刀 可转位铣刀体 
可转位铣刀片和
普通硬质合金 

申请人 
布局重点 研发方向 

申请量绝对优势 申请量相对优势 
1 2 3 1 2 3 

三菱材料 单层涂层 
可转位铣刀

刀片 
梯度硬质合

金 
多层涂层 

可转位铣
刀体 

普通硬质
合金 

铣刀、硬质合金 
多层涂层和金属

陶瓷 

住友电工 单层涂层 硬质合金 
可转位铣刀

夹固 
涂层 铣刀 

立方氮化
硼 

车刀 
多层涂层和普通

硬质合金 

京瓷 梯度涂层 
可转位铣刀

柄 
普通硬质合

金 
可转位铣
刀片 

单层涂层 
梯度硬质
合金 

梯度涂层 
可转位铣刀柄和

多层涂层 



1.3  技术追踪－主要发明人 

全球排名 发明人 相关申请人 专利总量 被引用专利数 平均被引频次 主要研发领域 

1 OSADA A MITSUBISHI MATERIALS 
CORP 

255 16 1.1 单层涂层和涂层涂覆技术 

2 NAKAMURA 
K 

MITSUBISHI MATERIALS 
CORP 

244 48 0.5 普通、梯度硬质合金 

3 TABAKOV V 
P 

UNIV ULYAN TECH 209 42 0.8 单层、梯度涂层 

4 TAKIGUCHI 
M 

MITSUBISHI MATERIALS 
CORP 

184 18 0.2 孔加工刀具和可转位铣刀体 

5 TSIRKIN A V UNIV ULYAN TECH 157 38 0.9 梯度涂层和涂层涂覆技术 

6 CHIKHRANO
V A V 

UNIV ULYAN TECH 146 39 1 多层涂层和涂层涂覆技术 

7 ISHIKAWA T HITACHI TOOL KK 120 64 2.5 多层涂层和普通硬质合金 

8 SMIRNOV M 
YU 

UNIV ULYAN TECH 105 19 0.4 双层、梯度涂层 

9 HOMMA H MITSUBISHI MATERIALS 
CORP 

88 5 0.1 涂层涂覆技术和金属陶瓷硬质合金 

10 CHERNAVSK
I F G 

BEARING IND DES 80 6 0.1 车刀和可转位铣刀片 



1.3  技术追踪－主要发明人 

SANdvik排名 发明人 专利总量 被引用篇数 平均引用频次 主要研发领域 2005-2010 

1 PANTZAR G 25 23 6.9 可转位铣刀片和
车刀 

8 

2 HESSMAN I 22 20 5.4 车刀和螺纹刀具 2 

3 LJUNGBERG B 19 19 18.6 可转位铣刀体和
单层涂层 

6 

4 SELINDER T 17 17 7.5 可转位铣刀体和
普通硬质合金 

5 

5 BRANDT G 16 13 7 可转位铣刀刀柄
和整体铣刀 

1 

6 AHLGREN M 13 10 1.9 可转位铣刀片和
整体铣刀 

3 

7 WERMEISTER G 10 8 7 金属陶瓷硬质合
金 

2 

8 COLLIN M 7 6 6 可转位铣刀片 1 

9 ANDERSSON C 7 5 5.3 可转位铣刀夹固
和整体铣刀 

1 

10 LINDBLOM S 7 4 10 多层涂层 1 



排名 发明人 专利总量 引用篇数 被引用频次 

1 TAKIGUCHI M 22 12 5.3 

2 ISHIDA T 20 20 7.2 

3 OKANISHI R 19 6 12 

4 HATTA K 17 15 7.5 

5 YAMAYORI T 17 13 7 

6 YOSHITOSHI S 13 10 6 

7 ARAI T;SAITOU T 12 8 7 

8 HECHT G 12 7 4 

9 KOGA K 12 5 2 

10 FOUQUER R 11 3 10 

1.3  技术追踪－主要发明人 



二、走对“路” 

针对各项刀具重
要技术应当向谁
学习借鉴？ 

哪些专利技术
需要重点关注
的？ 

如何进行专利
技术研发和布
局？ 

主要技术领域专利
技术的发展脉络是
怎样的？ 

应当向谁学习专利
技术？ 

主要技术领域专利
技术未来的发展方
向在哪里？ 

如何开展刀具领
域的专利技术研
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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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路线 

一 
•关键技术节点梳理 

二 
•专利技术发展脉络的梳理思路 

三 
•涂层专利技术路线 

四 
•涂层专利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 



（1）技术上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或取得重要突破 

（技术专家提出） 

（2）能够产生实际或潜在经济价值或得到行业认可 

（行业专家提出） 

（3）研发投入大、受重视程度高 

（专利分析专家提出） 

2.1  重要专利的筛选－重要专利的定义 



评价角度 具体评价指标 指标属性 精确性 查全性 可操作性 主要不足 

技术角度 

技术路线中的关键节点 定性 ★★★★★ ★★★★★ ★ 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费时费力 

标准化指数 定性 ★★★★★ ★★ ★★ 标准与专利之间的对应关系较难查全 

被引频次 定量 ★★★★ ★★★★ ★★★★ 不利于查找近期重要专利 

引用科技文献的数量 定量 ★★★ ★★★ ★★★ 领域差异性较大 

主要申请人 定性 ★★★ ★★★★ ★★★★ 需要进一步筛选 

主要发明人 定性 ★★★★ ★★★ ★★★★ 需要进一步筛选和扩展 

行业关注度
与经济
价值角
度 

专利实施情况 定量 ★★★★★ ★★ ★★ 信息较难查全 

专利许可情况 定量 ★★★★★ ★★ ★★★ 信息较难查全，较为适合查找EP文献 

专利复审和无效 定量 ★★★★ ★ ★★★ 重要专利较难查全；需要判断是否抵御成
功 

专利异议及诉讼 定量 ★★★★★ ★ ★★★ 重要专利较难查全；需要判断是否抵御成
功 

受重视程度
角度 

同族专利数量 定量 ★★★ ★★ ★★★★★ 准确性较差 

政府支持 定性 ★★★★ ★ ★★★ 信息较难查找、较为适合查找美国专利 

专利维持期限 定量 ★★★ ★★ ★★★★ 精确性稍差；不利于查找近期重要专利 

申请人及发明人数量 定量 ★★★★ ★★★ ★★★★★ 精确性稍差；不利于查找全面 

权利要求数量 定量 ★★ ★★ ★★★★★ 精确性差；查全性差 

是否加快 定性 ★ ★ ★★★★ 精确性差；查全性差 

2.1  重要专利的筛选－评价指标 



2.2  技术路线－涂层技术脉络梳理思路 



 

1971年-1980年 1991年-2000年1981年-1990年 2001年-2005年 2006年-2010年

DE2142601A

山特维克
1970-11-25

单层碳化物

涂层

SE7706706A

山特维克
1977-6-26

k-Al2O3涂层

DE2253745A

山特维克
1971-11-12

双层涂层，
底层为碳化

物 ，外层为

氧化铝/锆

EP6534A

1978-6-22

STELLRAM SA

五层涂层,至少两
层分别为碳化物、

氮化物涂层

JP14615279A

1979-11-12

东芝图格莱
涂层中氮元
素呈梯度分

布

GB2095702A
肯纳金属
1981-3-27
涂层成分为

碳氮化物

US4714660A

1985-12-23

FANSTEEL 

INC，碳氧铝

钛涂层

US5391422A

1990-10-5

住友电工
四氮化三硅
基底涂敷金
刚石或类金

刚石涂层

SE8403429A

1984-6-27

桑德拉德有

限公司
多层金刚石

涂层

US5075181A

1989-5-5

肯纳金属

PVD多层涂

层

JP15168281A

1981-9-25

三菱金属
具有软涂层
减小磨损增

加韧性

US5585176A

1993-11-30

肯纳金属

金刚石涂层

US5478634A

1992-10-12

住友电工
具有立方晶
体结构的多

层涂层

JP2000144427A

1998-11-5

日立工具

双层涂层，含α-

氧化铝涂层

EP659903A1

1993-12-23

山特维克，

α-氧化铝涂
层刀体的方

法及刀体

JP22144998A
1998-8-5
三菱材料

含钛软涂层

CN1321790A

2000-4-28

大连理工大学
电弧离子镀沉
积氮化钛铌超

硬质梯度薄膜

SE200502747A

2005-12-14

山特维克PVD

沉积AlxTi1－xN

涂层

EP1696051A1

2005-2-25

山特维克

MTCVD沉积

的TiCxNy层和

α-Al2O3层

EP1726686-A1

2005-5-26

日立工具

A,B层交替形成

多层

US31162805A

2004-12-22

山特维克

Al含量层梯度

分布

SE0202632A

2002-9-4

山高刀具

PVD涂敷AlN

纳米涂层

WO2008043606A1

2006-10-10

欧瑞康康贸易股份

公司，PVD沉积多
元氧化物混晶层，

晶格具有刚玉结构

CN1927579A

山东大学
2006-9-29

自润滑复合
软涂层刀具

表面为MoS2

软涂层

EP07117460A

2006-10-18

山特维克PVD和

PECVD涂敷组分

A金属氧化物和

组分B金属氧化

物纳米复合层

JP2009101462A

2007-10-23

三菱材料，

CVD底层为

TiCrCN的等轴
晶粒，上层为

Al2O3涂层

US2009226274A1

2009-9-8

山高刀具

(Al,Cr)2O3层具有

纤维织构

EP2310549A1

2008-7-9

欧瑞康贸易股份有限公

司涂层成分为
AluCr1-u-v-wSivTawCNBO

US20111358

98A1

2009-12-4

山特维克

Si的含量呈

梯度分布

US38070299A

1998-2-4

OSG

双层交替形成
多层，每层为

AlTiNC,元素

含量不同

刀具涂层结构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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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技术路线－涂层技术发展脉络 



1971年-1980年 1991年-2000年1981年-1990年 2001年-2005年 2006年-2010年

DE2142601A

山特维克
1970-11-25

单层碳化物

涂层

SE7706706A

山特维克
1977-6-26

k-Al2O3涂层

DE2253745A

山特维克
1971-11-12

双层涂层，
底层为碳化

物 ，外层为

氧化铝/锆

EP6534A

1978-6-22

STELLRAM SA

五层涂层,至少两
层分别为碳化物、

氮化物涂层

JP14615279A

1979-11-12

东芝图格莱
涂层中氮元
素呈梯度分

布

GB2095702A
肯纳金属
1981-3-27
涂层成分为

碳氮化物

US4714660A

1985-12-23

FANSTEEL 

INC，碳氧铝

钛涂层

US5391422A

1990-10-5

住友电工
四氮化三硅
基底涂敷金
刚石或类金

刚石涂层

SE8403429A

1984-6-27

桑德拉德有

限公司
多层金刚石

涂层

US5075181A

1989-5-5

肯纳金属

PVD多层涂

层

JP15168281A

1981-9-25

三菱金属
具有软涂层
减小磨损增

加韧性

US5585176A

1993-11-30

肯纳金属

金刚石涂层

US5478634A

1992-10-12

住友电工
具有立方晶
体结构的多

层涂层

JP2000144427A

1998-11-5

日立工具

双层涂层，含α-

氧化铝涂层

EP659903A1

1993-12-23

山特维克，

α-氧化铝涂
层刀体的方

法及刀体

JP22144998A
1998-8-5
三菱材料

含钛软涂层

CN1321790A

2000-4-28

大连理工大学
电弧离子镀沉
积氮化钛铌超

硬质梯度薄膜

SE200502747A

2005-12-14

山特维克PVD

沉积AlxTi1－xN

涂层

EP1696051A1

2005-2-25

山特维克

MTCVD沉积

的TiCxNy层和

α-Al2O3层

EP1726686-A1

2005-5-26

日立工具

A,B层交替形成

多层

US31162805A

2004-12-22

山特维克

Al含量层梯度

分布

SE0202632A

2002-9-4

山高刀具

PVD涂敷AlN

纳米涂层

WO2008043606A1

2006-10-10

欧瑞康康贸易股份

公司，PVD沉积多
元氧化物混晶层，

晶格具有刚玉结构

CN1927579A

山东大学
2006-9-29

自润滑复合
软涂层刀具

表面为MoS2

软涂层

EP07117460A

2006-10-18

山特维克PVD和

PECVD涂敷组分

A金属氧化物和

组分B金属氧化

物纳米复合层

JP2009101462A

2007-10-23

三菱材料，

CVD底层为

TiCrCN的等轴
晶粒，上层为

Al2O3涂层

US2009226274A1

2009-9-8

山高刀具

(Al,Cr)2O3层具有

纤维织构

EP2310549A1

2008-7-9

欧瑞康贸易股份有限公

司涂层成分为
AluCr1-u-v-wSivTawCNBO

US20111358

98A1

2009-12-4

山特维克

Si的含量呈

梯度分布

超多层，达300层
US20110171444A1

US38070299A

1998-2-4

OSG

双层交替形成
多层，每层为

AlTiNC,元素

含量不同

刀具涂层结构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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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粒纳米化
US20110081539A1

涂层成分多元化
RU2362835C1

MoS2/Ti润滑涂层
CN102161106A

TiN梯度分布
JP2011121164A

柱状晶粒
WO2011014110A

各层元素不同
US20110107679A1

立方和六方混合晶相
US2011111193A1

应力涂层
US2011002749A1

柱状细化晶粒
JP2011167838

晶体方位双轴取向
JP2011167770A

纳米晶粒立方和六

方混合晶相
WO2010114448A1

异层N呈梯度分布
JP2011083876A

2.4  技术路线－涂层技术方向 



针对各项刀具重
要技术应当向谁
学习借鉴？ 

哪些专利技术
需要重点关注
的？ 

如何进行专利
技术研发和布
局？ 

主要技术领域专利
技术的发展脉络是
怎样的？ 

应当向谁学习专利
技术？ 

主要技术领域专利
技术未来的发展方
向在哪里？ 

如何寻找有价值
的研发空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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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踩好“点” 



3.1 技术功效矩阵分析 



 

3.2 申请趋势分析 



 

3.3  技术需求申请趋势分析 



图表联合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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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综合分析 



针对各项刀具重
要技术应当向谁
学习借鉴？ 

哪些专利技术
需要重点关注
的？ 

如何进行专利
技术研发和布
局？ 

主要技术领域专利
技术的发展脉络是
怎样的？ 

应当向谁学习专利
技术？ 

主要技术领域专利
技术未来的发展方
向在哪里？ 

如何寻找有价值
的研发空白点？ 

技
术
甄
别 

追
踪 

筛
选 

应
用 

技
术
路
线 

技
术
合
作 

四、布好“局” 



4.1  专利布局－日本企业经验 



EP693574A

19940720，山特维克
双层涂层，外层为金黄色碳氮氧

钛通过后处理露出里层黑色α-

三氧化二铝

JP2007253261A

EP1793014A1,被引用2次

JP2007237330A

JP2007216346A

EP1792691A1,被引用2次，涂

层后处理用的湿喷砂方法

JP2004284003A,被引用12次

EP1288335A,被引用21次

EP1160353A,被引用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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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专利布局－日本企业经验 



   分享经验、交流案例 

欢迎关注“专利分析师”微信公众号 

     马天旗     13810616172   010-620854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