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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机技术领域涉及的多种
分类体系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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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洗衣机领域专利申请的特点，对各分类体系进行简要介绍，分析比较 IPC分类体系、CPC分

类体系、FI分类体系、Fterm分类体系在洗衣机领域的特点，以及各分类体系之间的关联性，重点分析 IPC分类

体系的更新情况，CPC分类体系的优劣势，FI/Ftem分类体系的分类方式，旨在对检索人员全面了解洗衣机领域

的各分类体系有所裨益，从而根据具体案情，合理调整检索策略，提高检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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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机领域在IPC分类体系中对应的分类为D06F，

主要涉及纺织品的洗涤、干燥、熨烫、压平或打折，

包括手洗用具、洗衣机、烘干机、洗干一体机、晾晒

设备及熨烫设备等。

洗衣机领域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

相关设备作为小家电，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1]，近

年来，洗衣机技术的研究热点与消费者的市场需求有着

密切的关系， 干衣机 /洗衣机的控制、用户界面的智能

化、机壳、电机、洗涤剂的供给是近 20年间关注度较

高、发展较迅速的热点技术 [2]，通过对洗衣机领域发

展的分析，该领域发展活跃、研究热点的技术主要集

中在 洗衣机的控制（涉及的分类号为 D06F33/00及其

下位组，洗衣机或洗衣干衣机的控制）、洗衣机零部

件（涉及的分类号为 D06F37/00及其下位组，D06F39/

00及其下位组）。

洗衣机领域的专利申请具有如下特点：（1）该领

域的发展已非常成熟，开拓性发明较少，申请主要集

中在对零部件以及控制方法的改进，根据不完全统计，

在 VEN数据中，涉及洗衣机的控制（涉及的分类号为

D06F33/00及其下位组，洗衣机或洗衣干衣机的控制）

以及涉及洗衣机的零部件（涉及的分类号为 D06F37/00

及其下位组，D06F39/00及其下位组）的文献量均在上

万篇，而对于上述两类主要的改进技术，IPC分类存在

各分类条目下的文献量较大的缺陷；（2）该领域的申

请人众多，且涉及各个国家，由于国内国外专业背景

的不同，不同申请人对结构、部件的表述存在差异，

造成技术术语不统一，因此，容易造成关键词的表达

不准确、不全面，如：对于洗衣机的内筒，中英文扩

展的关键词即包括：内筒、内桶、洗涤桶、洗涤筒、

洗衣筒、洗衣桶、滚筒、滚桶、洗涤槽、脱水槽、篓、筐、

drum、basket、cylinder、buffer、tumble、roller；（3）

由于洗衣机的零部件众多，与很多领域均有交叉，如：

电机领域、传感器领域、阀领域、泵领域、显示屏领域，

门锁领域等；（4）由于洗衣机领域涉及小家电，与其

相近的领域也较多， 如：电冰箱、空调、洗碗机、电视机、

一般的干燥结构、一般的清洗结构等。

因此，为了更有效地提高该领域的检索效率以及

检索的准确性、全面性，对洗衣机领域的各分类体系

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分析各分类体系的特点，

对该领域检索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1 各分类体系简要介绍

各审查机构常用的分类体系包括 IPC、UC、EC、FI/

Fterm、CPC，其中，IPC为全球范围内应用最广泛的分

类体系，采用功能（发明的基本作用）和应用（发明

的用途）相结合，以功能为主的分类原则；各个国家

为了提高检索效率，根据自己国家专利文献的特点，

进一步制定了相关的分类体系，如：UC是美国专利商

标局指定的分类系统，尽管其从 2015年开始不再更新，

但是其提供了较好的功能性分类，其通过类似自然法

则，作用于类似物质或物体，可以获得类似效果的工

艺方法、产品装置集中在一个类目中，这样可以保证

在该功能分类位置中对该技术主体进行完备的检索 [3]，

EC是由欧洲专利局建立的欧洲专利分类体系，是在

IPC基础上的细分；FI/Fterm分类系统是日本专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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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分类系统，其中，FI分类是对 IPC分类系统的

进一步细分和扩展，Fterm分类是另外创建的分类系统，

其从目的、使用、结构、材料、制造方法、处理和操

作方法、控制方法等不同角度，对 IPC进行了细分和

重新划分；CPC是由欧洲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局共同开发

建立的一个新的“联合分类体系”，CPC是由 EC作为

整个分类体系的基础，同时结合美国专利分类实践经

验构建而成，因此，其融合了 EC分类和 UC分类的优点。

2 主要分类体系在洗衣机领域的特点分析

在 D06F领域中，普遍认为，IPC分类体系的更新

速度滞后于技术发展，导致各分类条目下的文献量较

大，且对于某些单一分类号下由于没有进一步细分，

而存在几千甚至上万篇文献，但随着 IPC分类号的不

断修订，对于某些大组下的分类号进行了进一步的细

分，以克服上述缺陷，通过对比 2013年 IPC分类体系

与 2023年 IPC分类体系，如表 1所示，了解 IPC的修

订更新情况。

由更新情况可以看出，IPC分类体系首先对洗衣机

的类型进行区分，划分为洗衣机、干衣机、洗干一体机，

以适应技术的发展，并逐步完善对于洗衣机、洗衣干

衣机、干衣机的控制方法的细分，使得涉及控制方法

的分类号避免集中分布在某个单一分类号下，此外，

还进一步增加了涉及洗衣机、干衣机或洗干一体机的

控制系统的零件，如用于远程监控或控制的具体分类

号（D06F34/05），用于检测或测量特定参数的装置（包

括不平衡；洗涤物的状况，如性质或质量；洗涤液的

状态，如浊度；液体温度；干燥空气的条件，例如空

气湿度或温度），程序选择的布置（以机械特征为特征，

如按钮或旋转盘；以图形特征为特征，如触摸屏；其

特征在于安装或附件特征，例如，可拆卸控制面板或

可拆卸显示面板），进一步增加了干燥过程的具体控

制方法，以控制目的或目标为特征进行进一步的细分；

增加的引得码对家用洗衣机、洗干一体机或干衣机的

控制技术进行专门标引，使检索中不适合用关键词表

述的相关检索要素能够更好地进行表达，由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IPC对分类体系的逐步完善主要集中在对洗

衣机、洗衣干衣机、干衣机的控制方法的细分，提高

对控制方法检索的效率 [4]。

虽然 IPC分类体系在不断地更新，但其更新速度

较慢，且在近十年的时间内，IPC分类体系的更新也仅

限于与控制方法的具体技术相关的分类号的更新，而

部分分类条目下的文献量仍较大，如在申请量较大且

技术发展较快的大组 D06F35/00、D06F37/00、D06F39/

00下，由于没有进一步的细分，仍存在文献大量聚集

的情况。

CPC分类体系很好地解决了上述的问题，CP最突

出的特点在于通过新增细分条目，改善了 IPC条目下

文献量大、发展较快技术无细分、检索效率低的情况，

将每个分类号下的文献量尽量控制在合理的便于检索

的范围内，且与 IPC相比，CPC分类位置更细致，分类

角度更全面，在大组 D06F35/00、D06F37/00、D06F39/

00下，均有较细的细分条目，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

分类号进行分析，具体情况如表 2所示。

IPC分类体系中，没有对 D06F35/00（该大组类名

为：其他类不包括的洗衣机、洗衣设备和方法）进行

细分，因此，所有的其他类、洗衣设备和方法均被分

到了该分类号下，造成该分类号下的文献量较大，进

行了细分后的 CPC分类体系下“D06F35/00”包括了 8

个下位组，分别涉及用臭氧、用气泡、用电化学电池、

用氯发生器、用于桶或者转鼓的消毒等内容；IPC分类

体系中“D06F37/26”，该小组类名为“机壳，桶”，

该分类号下涵盖所有与洗衣机的机壳或桶相关的文献，

而进行了细分后的 CPC分类体系下“D06F37/26”包括

9个下位组，分别涉及桶的加工工艺、制造材料、组装

方式等内容；IPC分类体系中“D06F39/02”，该小组

类名为“加皂或其它洗涤剂的装置”，由于洗涤剂添

加装置的技术发展不断完善，申请量也较大，CPC分类

体系对其进行了细分，包括 4个下位组，分别涉及液

表 1 IPC分类体系更新情况对比表

分类条目 2013年 IPC条目数量 2023年 IPC条目数量 涉及主题

D06F33/00及其下位组 6 35 洗衣机或洗衣干衣机的控制

D06F34/00及其下位组 无 17
洗衣机、干衣机或洗衣干衣机的

控制系统的零件

D06F58/28 1 13 干燥过程

D06F101/00及其下位组 无 78
（引得码）用于家用洗衣机、洗干一体机

或干衣机控制的用户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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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直接添加粉末或者片剂等内容；在该领域中，

由于洗衣机领域技术成熟，近些年随着消费者对家用

电器产品的需求，如专业化（分开洗涤）、智能化（远

程控制、自动感知操作洗涤）、健康化（杀菌功能）、

人性化（降噪处理）、多功能性（洗护处理），洗衣

机的技术研发主要集中在洗衣机零部件的细节研究，

CPC新增分类号也主要集中在上述技术主题涉及的分类

号下，采用 CPC进行检索时，无需限定过多的关键词，

即可准确定位在专利申请涉及的发明点处 [5]。

但 CPC仍存在如下缺陷：虽然 CPC对各组进行了

细分，但对于细分后的某些一点组，仍存在文献量偏

大的情况，且基于 CPC的分类规则，其主要针对欧美

专利文献的情况进行分类，但对于洗衣机领域，在亚洲，

中日韩的技术研究也十分活跃，而日本专利局制定的

FI/Fterm分类系统，有助于提升检索准确性和全面性。

对于 FI分类体系，在申请量较大且技术发展较快

的大组 D06F35/00、D06F37/00、D06F39/00，由于 CPC

分类体系主要是针对欧美专利文献的分布情况，FI分

类体系主要是针对日本专利文献的分布情况，因此，

两者在细分的设置方式上并不相同，FI的细分条目相

对于 IPC、CPC的细分条目更多，细分的角度也更全面，

CPC存在细分的小组，FI的细分组别更多，且对于供或

排液装置（D06F39/08）、晾衣架（D06F57/12）、带

有围绕水平轴转动的干燥鼓的家用干衣机（D06F58/02）

以及裤子用的热压平设备（D06F71/29），细分条目明

显多于 IPC、CPC，因此，FI分类体系能够作为 IPC、

CPC的补充。

对于 Fterm分类体系，在洗衣机领域，通过对洗

涤行程或功能，被洗涤物的类型，事故防止的目的，

效率改 进的目的，洗涤或脱水方法，洗衣机结构，商

用洗涤设备的结构，主要或辅助的洗涤方式，机壳，

固定槽或容纳水的槽，旋转或离心脱水槽，悬挂支撑

结构，旋转叶轮或搅拌叶轮，给水单元，溢流部，排

水部，循环水或存储水的传送，过滤器或异物捕集器(空

气过滤除外 )，洗涤剂、溶剂或化学制品，洗涤剂或后

处理剂的投入装置，控制面板或盒，显示装置，输入、

设定（运转内容的设定或选择），检测或测量的对象，

检测或测量的手段、元素、传递，控制对象，控制内容，

控制方法或手段等方面的细分，涵盖了洗衣机涉及的

所有结构和控制方法，分类的角度更全面，Fterm分类

体系同样能够作为 IPC、CPC的补充。

3 结论

通过对洗衣机领域各分类体系的横向、纵向的比

较分析，能够看出，依据洗衣机领域的发展趋势，各

国不同的分类原则，各分类体系互为补充关系，在实

际的应用中，结合具体的案情，合理选择相应的分类

体系进行检索，有助于提高检索效率，且采用多个分

类体系作为补充检索，能够进一步提高检索的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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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D06F领域的 IPC与 CPC细分条目对比

分类条目（大组 /小组） IPC条目数量 CPC条目数量

D06F35/00 无下位组 8个下位组

D06F37/26 无下位组 9个下位组

D06F39/00 无新增 新增 8个细分小组

D06F39/02 无下位组 4个下位组

D06F39/08 无下位组 7个下位组

D06F39/12 无下位组 1个下位组

D06F43/00 无新增 新增 3个细分小组

D06F43/08 无下位组 5个下位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