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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输送技术近年全球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张　杨，陈彦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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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输送装置广泛应用于港口、能源、仓储、物流、制造生产等领域，根据每个领域输送需求以及输送物料

的差异，采用与之相匹配的输送机械，输送机械大致分为带式输送机、链式输送机、辊道输送机、螺旋输送机、

振动输送机等。本文主要针对振动输送机相关专利的申请数量、专利申请人的技术发展和储备、专利申请趋势以

及稳定性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以期能够为相关人员充分了解振动输送机的技术脉络、技术背景提供借鉴，从

而使其能够较好地把握各输送机械的技术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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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领域主要分为带式输送、链式输送、辊道输

送、螺旋输送和振动输送。其中振动输送机一般应用

于对零件、散料的分拣和筛分，其特点是在输送过程

中能将非正常状态的零件自动剔除或对散料进行筛分，

也能够根据振动的频率设置，控制物料的输送节奏，

其主要特点在于振动装置的设置，如电磁式、磁铁式、

机械配重式、液压 /气压式等，以及与振动装置相配合

的柔性基座，如弹簧支架、液压支架等。[1]

1 振动输送

振动输送是指一种利用振动采用无牵引构件的连

续输送，其利用振动槽的连续振动，使槽内的物料沿

着一定方向滑行或抛移，进而达到输送的目的，大多

数用作散装物料的水平或小倾角输送。振动输送广泛

应用于采矿、冶金、化工、建筑、机械制造以及其他

许多工业部门的物料输送，具有结构简单、耗能低、

对物料磨损以及破损较轻等优点。[2]

从全球视角来看，2010年以前全球振动输送领域专

利申请量比较平稳，每年维持在 300件左右，从 2011

年开始出现大幅增长态势，虽然 2013年有些许下降，

但整体仍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而对于全球各国的申请分布来说，在 2006年之前，

日本是全球最主要的振动输送领域申请国家，而 2006

年以后，中国在振动输送领域申请量开始增加，特别

是 2010年以后，每年申请量都有大幅增加，一跃成为

全球振动输送领域申请量最多的国家，其后整体一直

呈迅速上升趋势。

由此可见，随着技术创新在中国的推行，2006年

特别是 2010年后，中国开始注重振动输送领域技术研

发和应用。

1.1 中国振动输送申请人排名

由图 1可以看出，中国申请人“镇江市顶智微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以申请量 81件高居榜首，且其申请

量比第二名“株式会社大伸”多出一倍，可见，国内

申请人“镇江市顶智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致力

于振动输送领域的研究，且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值

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申请振动输送领域的申请人前十

名里有三名日本申请人，分别是“株式会社大伸”“NTN

株式会社”和“昕芙旎雅有限公司”，其中，日本申

请人“株式会社大伸”在中国的申请量仅次于“镇江

市顶智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居第 2名。中国振

动输送领域申请量在 2014年较于之前有着大幅增加，

随后申请量又慢慢回落，可见，2014年振动输送领域

技术上有了较大突破，随后技术一直平稳发展。

1.2 振动输送技术分析

按照振动输送技术发展路径绘制技术路线图（见

图 3）。

根据图 3所展现的技术路线来做具体的分析：

1.实现高频高速输送时振动输送最主要的目的，

有很多因素制约着振动输送的效率，换句话说，解决

高频高速输送这个问题的方向有很多，从 2002年开始

提出的抑制应力（CN1738754A）、到 2012年的减少反

力（CN104029990A）以及 2017年的减少输送面的摩擦

力（CN1016956900A）都是从消除影响输送的外力方面

来提高输送速度；而 2008-2010年发展主要是从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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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幅和减少负荷两方面。[3]

2.在振动输送过程中，振动输送方向的控制一直

是该领域的难点。最初，振动体的振动方向是线性的，

实现的振动物品的传输方向也是直线型的，典型的是

2003年的专利申请（CN100374359A）。随后发展到了

可以输送两种物品（JP2005255351A），但仅限于该两

种物品是朝着相反方向输送的，直到 2012年，随着技

术的进步，在振动输送上实现了能够在输送面上区分多

个物品并将该多个物品向不同方向输送的物品区分输

送装置（CN103492292A），随后，相继出现了可以朝

不同方向自由输送的振动输送装置（CN103648930A）。

3.近十年内，为了防止振动过程中能量的流失，

申请人对加振体作了各种改进。首先在背面连接着与

惯性体连接而成的加振体，来自输送体的反向动作很

难传递给基座，进而降低振动能量外流；同时将加振

体设置在第一弹性支承体和第二弹性支承体的连接部

位、与惯性体之间发生振动进而减少能量外流；近年来，

又通过充分降低连接部件的振幅（CN103086125A），

有效抑制振动能冲连接部件经由第二弹性体的流出。[4]

4.振动输送器在工作过程中，高频驱动时其噪声

图 1 中国振动输送申请人排名

图 2 中国振动输送申请人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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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很高，如何消除噪声就成了振动输送领域一直关

注的问题。从专利文献来看，主要从三个方面消除噪声：

一是采用消音隔音装置，如 2000年和 2010年的

申请（CN1108205A、CN106697806A），分别是从采用

消音信号发生装置和隔音装置来消除噪声。

二是采用缓冲装置减少噪声，如橡胶弹簧和缓冲柱。

三是通过采用超声波作为振动源实现物料的输送，

其是利用超声波代替传统振动方式驱动给料器工作，

从而形成一种噪声小甚至无噪声、无电磁干扰且不污

染环境的振动输送技术，可见，该超声振动技术在近

几年属于本领域研发的一个热点。[5]

2 结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振动输送技术各方面技术

呈现稳中有进的趋势。国外在近些年对于振动输送机

的相关专利技术持续投入了关注，在国内，我们更是

能够看到，我国的申请人在振动输送机方面的申请趋

势始终处于积极的状态，同时，在对于振动输送机的

研究分析上也展现了国内的特色和优势。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我国在振动输送技术上能够获得更多稳定的

专利技术，使得我国振动输送技术能够大大提高国际

竞争力，在国际的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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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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