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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与评述】 

隔热抗烧蚀材料的专利态势 

黄晓霞，李荣强 

(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重庆 400039) 

摘要 ：对隔热抗烧蚀材料在国防领域中的作用，对隔热抗烧蚀材料专利分析的目的和范围进行了阐述 ．采用数理 

统计等科学的分析方法 ，重点分析了隔热抗烧蚀材料 IPC技术分支的变化趋势、国内外区域趋势、主要技术分支 

趋势 、各主要技术分支中专利权人构成和中国在隔热抗烧蚀材料技术方面的人力投入等内容，并对隔热抗烧蚀 

材料专利战略提出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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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全球特别是我国的火箭、导弹和宇航技 

术得到了飞速发展 ．技术的发展对材料和结构件的性能要 

求更加苛刻，例如发动机的长时间燃烧，含大量金属粒子 

的火箭推进剂(对耐热层有很强的冲刷作用)，飞行器飞行 

中的高过载，以及高能量推进剂产生的高热流等．恶劣条 

件对耐热层的耐烧蚀 、耐热流冲刷以及机械力学性能等方 

面提出了更加苛刻要求 ．使得隔热抗烧蚀材料显得尤其重 

要，对这些烧蚀材料的力学性能 、密度、热稳定性、成碳特 

性、工艺性 能、环境适应性及抗老化性能 的要求越来越 

高[ 一引． 

隔热抗烧蚀材料(以下简称烧蚀材料)常用于野战火 

箭、空空导弹等系列弹箭武器的喷管 、发动机衬里和火控 

系统热防护部件 ，以满足固体发动机强烧蚀冲刷环境的使 

用要求b J．国内外已研究和应用的战术导弹采用固体发动 

机的占75％，这使隔热抗烧蚀材料有 了一定的用武之地． 

另外，隔热抗烧蚀材料在地面武器装备的一些高温、烧蚀 

部件上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技术要发展，专利需先行 ．通过对烧蚀材料专利技术 

的分析，可以了解到该专利技术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及发 

展趋势，针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进行深入分析，提出该 

专业领域中专利战略的方向，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有力的 

依据．并分析查得的专利文献，为烧蚀材料技术开发和技 

术创新提供决策依据，避免重复性研究，并提高新技术的 

研发起点． 

1 专利分析的内容和范围 

分析的内容以中国专利为主，国外专利为辅，按照“隔 

热抗烧蚀材料”和相关 IPC类号进行 国际、国内联机检索， 

下载全部相关专利文摘，提取相关专利 的权利要求、说明 

书附图等．分析的专利包括 1985--2006年中国全部的相关 

专利和国外部分的相关专利．对搜集到的专利文献进行加 

工、整理、统计和分析 ． 

2 烧蚀材料主要技术分支变化趋势 

2．1 IPC总排明分析．IPC总排明如图 1所示 

图 1 IPC总排明 

1)C趋势代表化学．本研究中筛选该技术领域的技术 

层面主要为 ： 

C04B代表以灰、氧化镁、矿渣、水泥及组合物形成的耐 

火材料 ．35／52为以碳或碳化物为基料的陶瓷成型制品；35／ 

524为以石墨为基料的陶瓷成型制品；35／584为以硼化物、 

氮化物或硅化物为基料的陶瓷成型制品；35／622为采用包 

括熔化步骤工艺的耐火材料；35／83为含非金属材料的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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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晶须、薄片或其他类似材料通过烧结或焙烧过程形成 2所示 

的化合物． 

C22C．其中27／04为含有铼、钨或钼基的耐烧蚀合金材 

料；01／04 为用粉末冶金法制备烧蚀材料． 

C08G代表用碳 一碳不饱和键以外的反应得到 的高分 

子化合物．08／28为醛或酮只与酚的通过化学改性的缩聚 

物；59／40为每个分子含有一个以上环氧基的化合物，使用 

与环氧基反应的固化剂聚合得到的高分子；59／68为每个 

分子含有一个以上环氧基的化合物，使用与环氧基反应的 

催化剂聚合得到的高分子；77／06为在高分子主链中形成 

含硅键合或碳键合反应得到高分子化合物 的制备工艺过 

程 ；77／18为在高分子主链 中形成含硅键合或碳键合反应 

与烷氧基或芳氧基得到高分子化合物． 

C09D代表涂料组合物．05／18为耐火漆 ；175／04为聚氨 

酯涂料组合物；183／00为基于 由只在主链中形成含硅的高 

分子化合物的涂料组合物． 

C08K代表使用无机物或非高分子有机物作为配料． 

005为使用有机配料． 

C08L代表高分子化合物的组合物 ．63／00为环氧树脂 

的组合物，环氧树脂衍生物的组合物；97／00为含木质素材 

料的组合物． 

2)B趋势代表作业 ．本研究中筛选 的专利在该技术领 

域的层面技术主要为： 

B05D代表一般对表面涂布液体或其他流体 的工艺． 

003为涂布液体或其他流体的表面处理方法． 

B64G代表宇宙航行及其所用的飞行器或设备．01／22 

为宇宙航行飞行器的部件或专门适用于装入或装到宇宙 

航行运载工具上的设备；01／40为推进系统的布置或配置； 

01／58为防热装置． 

B32B代表层状产品．27／18为实质上由合成树脂组成 

的层状产品，以使用特殊添加剂为特点 ；37／00为以特殊性 

质或特殊表面特征(如特殊表面涂层)为特点的层状产品． 

3)F趋势代表武器 ．本研究中筛选的专利在该技术领 

域的层面技术主要为： 

FO2K代表喷气推进器 ．09／34为火箭发动机部件，如外 

壳、燃烧室、衬套等；09／97为火箭喷管． 

4)D趋势代表织物类．本研究中筛选的专利在该技术 

领域的层面技术主要为： 

D06M014／12代表通过涉及碳 一碳不饱和键反应以外 

的方法制得的高分子化合物织物． 

D01F006／60代表用碳酰胺形成的均缩聚产物类织物 ． 

5)E趋势代表建筑类．本研究中筛选的专利在该技术 

领域的层面技术主要为： 

E04B001／94代表防火材料 ． 

从图 1中可以看出 C04B和 C08K 2个技术层面拥有最 

多的专利量 ．即烧蚀材料研发的技术热点在 C04B和 C08K， 

即以灰、氧化镁、矿渣、水泥及组合物形成 的耐火材料 (含 

石墨、陶瓷、硼化物等)和使用无机物或非高分子有机物作 

为配料的烧蚀材料． 

2．2 烧蚀材料分支变化趋势．烧蚀材料分支变化趋势如图 

图2 烧蚀材料分支变化趋势 

从图 2中可以看出 C呈上升趋势，B次之．通过对 C的 

有关分支进行分析，可知 C中按量大小趋势分别为 C04B， 

C08K，C08G等 ．显然，C04B和 C08K占居主导地位 ，即以灰、 

氧化镁、矿渣、水泥及组合物形成的耐火材料和使用无机 

物或非高分子有机物作为配料的烧蚀材料为主(从上面排 

名分析也可以看出这点)．从这一点也可以知道目前国内 

外关于烧蚀材料技术主要还是通过以石墨、碳、碳化物、硼 

化物、氮化物或硅化物为基料 的陶瓷成型制品制得．从方 

法来看 ，有焙烧、烧结、熔化及高分子反应等方法制备． 

从图 2中还可以看出，从 1999年开始 C趋势有较大的 

突跃 ，说明该专项技术从 2l世纪开始已进入了技术的活跃 

期 ．而 B趋势在 1987--2005年一直处于平稳状态，说明烧 

蚀材料在 B技术层面上没有太大的发展，没有形成技术热 

点 ． 

3 烧蚀材料国内外区域趋势 

烧蚀材料国内外区域趋势如图3所示 

图3 国内外区域趋势 

从图3中可以看出烧蚀材料技术的市场走向，1994年 

以前，主要在美国，1994年以后中国市场开始跟上，近年来 

的趋势基本与美国相当，说明该领域的市场和技术重心在 

向中国转移 ． 

4 行业主要技术：分支 

4．1 各主要技术分支中专利权人构成．现将前 10位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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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按主要技术分支 C类 ，展示其专利权人构成情况，如 

图4所示 ．由图4可知，前 10位专利权人处在 C类分支技 

术的最多 ，共有6件．美国科丹特技术公司在 C类技术层面 

拥有最多的专利，其次是我国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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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各主要技术分支C类中专利权人构成 

4．2 各主要技术分支的区域性分布．主要技术分支的区域 

性分布如图5所示 ． 

■ 十■ 

况 ．从该投入图分析知，中国在近 3年关于该专项有迅速的 

增长，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尤其在 2005年达到了历史的 

高峰 ．该分析也告诉我们，烧蚀材料技术近年来在中国已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说明中国一些机构已开始重视这 

方面的技术 ． 

5 烧蚀材料专利战略建议 

专利战略是为了获得并保持市场竞争优势为最终 目 

的，运用专利制度提供的专利保护手段和专利信息 ，从战 

略上进行攻击和防御，谋求获取最佳经济效益的总体性谋 

划．烧蚀材料是跨学科多领域高新技术产品，制约着国防 

装备，尤其是航空航天产品的发展_4 J，因而一直是国外 

大型企业、国防公司重点关注的内容 ．从宏观上讲 ，虽然我 

们与发达国家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但这只是一个动态平 

衡关系，机会对于每一个竞争者来说都是平等的，关键是 

你怎么做． 

本研究分析 了 1966--2006年国内外申请的烧蚀技术 

专利申请数据，其中，国外(主要为美国)申请的专利数 占 

总数的 70％，中国申请的专利数占总数的 22％(不包括国 

外公司申请的中国专利)，可见，中国的申请数量大大低于 

国外．同时，在专利战略、专利实施及专利技术保护方面均 

落后于发达国家，这说明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 

差距，特别是思想观念及对专利申请的认识、重视不够 ． 

我们应通过开发 自己的烧蚀技术，申请专利 ，制定相 

关技术标准，狙击跨国公司在 中国的“跑马圈地”，保护 自 

己的高新技术材料产业．我们应该遵循和利用好知识产权 

专利制度，充分地利用好这一谋取自身利益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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