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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除霜技术在我国的

        专利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材料工程发明审查部 刘璇斐  昌学霞 1 梁月明 王颖

摘要：利用中国专利检索系统，检索了冰箱除霜技术在我国的专

利文献，从专利申请年度、申请人类型、申请人国别等方面，进

行统计分析，总结了现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相关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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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冰箱最基本的功能是制冷和保鲜，但

是随着冰箱的运行，会导致冰箱内部形成

结霜，从而影响制冷的效果，增加能耗，

随着人们对节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冰箱除

霜技术成为人们在购买冰箱时考虑的一项

重要指标。

下面对涉及除霜技术的冰箱分类进行

介绍：

按冷却方式划分，分为直接冷却和间

接冷却（风冷）。直接冷却冰箱的蒸发器

布置在冷藏和冷冻室空间内，依靠空气的

自然对流直接进行热交换，使箱内保持一

定低温，冰箱运行一段时间后，蒸发器上、

冷冻室内就会凝结一层霜，霜层越厚，冰

箱的热交换能力越差，冰箱的制冷效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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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差，导致压缩机长时间不停地运转；此

时一般采用人工除霜或半自动融霜方式对

直接冷却冰箱进行除霜。间接冷却（风冷）

冰箱的蒸发器一般垂直安装在冷冻室后壁

上，通过风机使空气在蒸发器和箱内之间

流动，实现热量的间接传递，当箱内的水

分被空气带到蒸发器中凝聚以致结霜时，

由于安装有自动除霜系统，可以进行定时

自动除霜，以提高制冷效果 [1]。

按除霜方式划分，分为手动除霜、半自

动除霜和全自动除霜。手动除霜冰箱可以

用人工控制压缩机停止运行，也可用拔电

源插头断电方式手控除霜。半自动除霜冰

箱采用除霜按钮控制，需要除霜时，人工

按下除霜按钮，冰箱停止运行，除霜完毕

后冰箱自动恢复运行。全自动除霜冰箱设

有定时除霜装置，冰箱可根据预先设定的时

间定期除霜 [2]。

按除霜方法划分，分为电加热除霜、

液体喷雾除霜和与制冷系统分开的热流除

霜。其中电加热的原理应用于手动除霜和

自动除霜冰箱中，而液体喷雾除霜和与制

冷系统分开的热流除霜一般应用于自动除

霜冰箱中。

根据冰箱的上述划分，笔者对冰箱除

霜技术在我国的专利申请状况进行了下面

的统计分析。

二、冰箱除霜技术在我国专利状况

分析

（一）样本构成

1. 数据库选择

通过检索中国专利数据库（以下简称

CNPAT）获得统计分析的专利样本，意图

对冰箱除霜技术在我国的专利状况有一个

全面了解。

2. 检索时间范围

本次检索对 CNPAT 数据库的检索始

于中国专利数据库最早收录的文献，止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公开的专利文献，因此

已经提交专利申请但尚未公开的专利文献

没有作为分析样本。

3. 检索策略

采用了常规的分类号辅助关键词的检

索方式。

（1）分类号的确定：限定为F25D（IPC

第 8 版），具体使用了 F25D21、F25D11、

F25D13、F25D17、F25D21、F25D23、F25D29、

F25D3、F25D31、F25D5。

（2）关键词的确定：针对冰箱除霜领

域的三种除霜技术，采用了如下关键词：

冰箱、冷藏库、除霜、化霜、去霜、融霜、

除冰、去冰、化冰、融冰；

加热器、加热丝、加热装置、加热管、

加热盘、加热板、加热体、加热元件、加

热线、发热、电热、电加热；

冲霜、喷淋、喷雾、喷液、喷水、淋水、

淋液；

废热、废气、热气、压缩机热、排气、

排风、送风、热氟、热氨、冷凝热。

4. 检索结果

中国专利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如表1所示：

数据库 CNPAT

文献量 613

表 1 中国专利数据库的检索结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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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分析

1. 按照申请年份进行统计分析

图 1 是我国冰箱除霜专利申请量按年

份的分布图。从图 1 可以看出，我国冰箱

除霜专利申请量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1994 年），在这一阶

段，20 世纪 90 年代，冰箱除霜技术开始

申请专利，但是申请量较低，都在 10 件

以下，专利申请量处于平稳阶段，增长幅

度非常缓慢。

第二阶段（1995-2005年），该阶段专利

申请量处于波动增长期，其中 1998 年的

申请量 18 件，2000 年的申请量降为 7 件，

但是 2001 年开始上升，随后申请量处于

波动状态。

第三阶段（2005-2011 年），该阶段专

利申请量呈快速上升的阶段，从 2005 年的

27 件迅速增长到了 2011 年的 78 件，增长

速度远远高于前两个阶段。此外，2013 年

的统计数据受到专利申请公开滞后的影响

有所降低，2013 年的统计数据就不再进行

分析，因此 2013 年的数据最终呈现的变

化规律，目前还不能确定。

综上可知，冰箱除霜技术的专利申请

量从第一阶段的缓慢增长一直到第三阶段

的迅速增长，虽然在第二阶段出现了波动，

但总体上来看，专利年申请量呈上升态势，

这意味着冰箱除霜技术还是处于一直发展

的势头，具有较为光明的应用前景。 

2. 按照专利申请类型进行统计分析

图 2 是冰箱除霜技术专利申请类型的

分布情况，从图 2 可以看出，非 PCT 发明

专利申请为 291 件，占总量的 48%，实用

新型专利申请为 254 件，占总量的 41%，

而 PCT 发明专利申请为 68 件，仅占总量

的 11%，发明专利申请的比例高于实用新型，

这表明在冰箱除霜领域的创造性高度比较

高。

图 1 中国专利申请量按年份分布图

图 2 三种专利申请分布情况

3. 国家和地区的专利申请量分析

图3是冰箱除霜技术主要国家和地区在

我国的专利申请量的统计情况，从图 3可

以看出，我国以 422 件的申请量位于第一

位，占申请总量的69.98%，其后依次为日本、

韩国、美国和德国，分别有 80 件、57 件、

25 件和 14 件。由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中国在冰箱除霜领域的研发力度非常大，也

非常重视该领域的专利保护。因为日本和韩

国的冰箱在中国有一定的市场，并且两个国

家在冰箱领域都有很强的研发实力，因此

在冰箱除霜领域，日本和韩国非常重视在

我国进行专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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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专利申请量按国别分布图

4. 各省份的专利申请量分析

表2是冰箱除霜技术的专利申请量按照

各省份的分布情况，从表 2 可以看出，国

内在冰箱除霜领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安徽、广东、山东、天津和浙江，其中安

徽的申请量最高，为 74 件，占国内专利

申请总量的 17.13%。其次是广东，为 73

件，占 16.9%。第三位是山东，为 65 件，

占 15.05％。第四位是天津，为 44 件，占

10.19％。以下依次是浙江、江苏、上海

等。前四个省市的申请量占国内总申请量

的一半以上，为 59.27%。从表 2 中可以看

出，国内冰箱企业所在省份的申请量明显

较大，这说明冰箱企业是冰箱除霜领域研

发工作的主要承担者，也更具有专利保护

意识。

排名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数量 比重

1 安徽 74 17.13%

2 广东 73 16.90%

3 山东 65 15.05%

4 天津 44 10.19%

5 浙江 41 9.49%

6 江苏 34 7.87%

7 上海 18 4.17%

8 台湾 11 3.44%

其他 72 16.7%

表 2 国内申请按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分布

5. 按照申请人类型的专利申请量情况

图 4 示出了我国申请人的类型分布情

况，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申请人中企事

业单位申请 289 件，占总量的 67%，个人

申请 98 件，占总量的 23%，高校申请 27 件，

占总量的 6%，科研院所申请了 18 件，占

总量的 4%。通过该图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国内申请人中企事业单位的申请量占了多

数，反映出我国冰箱企业是目前冰箱除霜

领域的创新主体，而且我国冰箱企业已经

充分认识到专利技术的重要性，专利申请

比较积极，同时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高

校、科研院所在冰箱研发领域的投入明显

不足。

图 4 中国专利申请量按申请人类型分布图

6. 申请人分布情况

表 3 列出了冰箱除霜技术中专利申请

量在 10 件以上的申请人分布情况，共涉及

11 个申请人，表中的数据包括其申请量和

占总申请量的比例。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冰

箱除霜技术的专利申请中，专利申请量在

10 件以上的申请人均是拥有强大技术实力

的企业。表 3 中 11 位申请人中有 6 位是

国内冰箱行业的知名企业，有 2 位是日本

企业（松下和日立），有 2位是韩国企业（三

星和 LG），有 1 位是德国企业（博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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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企业都是冰箱行业在各国的知名企业。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在冰箱除霜领域

已经取得了许多研发成果，并且将这些研

发成果申请了专利保护，可见我国企业在

该领域已经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并且具

有很强的专利保护意识，尤其是合肥美的

荣事达电冰箱有限公司、合肥华凌股份有

限公司、乐金电子（天津）电器有限公司、

海尔集团公司以及青岛海尔特种电冰柜有

限公司，他们在我国的专利申请量处于领

先地位。另一方面，申请量排名前 11 位

的申请人中有 5 个为外国企业，分别是松

下、日立、三星、LG 以及博世，可见一些

国际型大企业在我国进行了专利布局，对

我国市场日益重视。

排名 申请人
申请量

/件

占总申请

量比例 %
国家

1
合肥美的荣事达电冰箱有限公司

合肥华凌股份有限公司
39 6.36 中国

2 乐金电子（天津）电器有限公司 31 5.06 中国

3
海尔集团公司

青岛海尔特种电冰柜有限公司
24 3.92 中国

4 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24 3.92 韩国

5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18 2.94 日本

6 海信容声（广东）冰箱有限公司 16 2.61 中国

7 日立空调 •家用电器株式会社 16 2.61 日本

8 LG 电子株式会社 15 2.45 韩国

9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海信容声（广东）冰箱有限公司

13 2.12 中国

10 BSH 博世和西门子家用器具有限公司 12 1.96 德国
11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0 1.63 中国

表 3 冰箱除霜领域在我国主要申请人排名

7. 各主要除霜技术的申请量分布

图 5给出了我国冰箱除霜领域专利技

术分布状况。现具体分析如下：

图 5 我国冰箱除霜专利的技术分布状况

从图 5中可以看出，冰箱除霜的三大

类技术在我国的专利申请量占总申请量的

比例分别为电加热除霜 59%、与制冷系统

分开的热流除霜 25%、液体喷雾除霜 5%。

其中，电加热除霜的申请量最大。

三、专利技术的介绍

（一）传统除霜

合肥华凌股份有限公

司 申 请 的 CN103344076A

提供一种用于制冷设备的

冰铲，通过在冰铲的铲柄

上设置盛放空间，铲头铲

下的冰块会落到盛放空间

内被收集起来，从而提高

了冰块的收集效率，用户

不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和

精力就可清理掉冰箱内的

冰块。

大连的个人申请人刘

紫璇申请的 CN201620006U 提供一种便携

瓶起，板体侧边的钩状豁口可用于开启啤

酒瓶瓶盖，板体一端固接的梯形板可用于

铲除冰箱内表面的结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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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的个人申请人沈学明申请的

CN201476450U提供一种电冰箱冷冻室除霜膜，

用干净的布擦去与冰箱冷冻室的侧面、顶

面与底面形状相同的除霜膜本体的水渍，

然后将除霜膜本体抹平贴在冰箱冷冻室的

侧面、顶面及底面，需要除霜时，将除霜

膜本体从冷冻室侧面、顶面及底面去除即

可，除霜膜本体清洗后可再次使用。

笔者在检索过程中发现，除霜铲和除

霜膜这种传统的手动除霜方法的申请人大

部分是个人申请。

（二）电加热除霜

电加热除霜可以应用于冰箱的手动除

霜中，也可以应用于冰箱的自动除霜中。

1. 电加热除霜在手动除霜中的应用

上海的个人申请人涂一方申请的

CN201653039U 提供一种冰箱除霜器，通过

加热除霜器内部的电热丝传热给凸部内的

工作液体，工作液体受热汽化蒸发，带有

热量的蒸汽流向温度较低的壳体前端，移

动该前端至冰箱结霜处，霜吸收蒸汽放出

的汽化潜热后融化脱落。

2. 电加热除霜在自动除霜中的应用

合肥美的荣事达电冰箱有限公司和合

肥华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CN102128533A

提供一种风冷冰箱，将化霜加热器设置在

风道内的蒸发器下面，通过自动控制对冰

箱除霜。

乐金电子（天津）电器有限公司申请

的 CN1548882A 提供一种冰箱的除霜装置

及其除霜方法，包括蒸发器上及周围设置

的除霜加热器和辅助加热器，而在蒸发器

上还安装有周期开关的发热体，按周期开

关的发热体向蒸发器传递热量从而对冰箱

进行除霜。

海尔集团公司和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的 CN202547238U 提供一种冰箱风

道保护结构以及冰箱，包括蒸发器室以及

与该蒸发器室连通的风道，在蒸发器室中

设置有蒸发器以及对蒸发器加热的化霜加

热装置，通过自动控制对冰箱除霜。

三星电子株式会社申请的CN103033017A

提供一种冰箱及其控制方法，包括安装在多

个储藏室中的单个的除霜加热器，当停止供

应冷空气时，控制除霜加热器和风扇被驱动，

从而对冰箱进行除霜。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申请的CN102317717A

提供一种不提高除霜加热器的温度就能对整

个冷却器进行除霜的冰箱，包括对绝热箱体

内部的空气进行冷却的冷却器，设置在冷却

器下方，通过辐射热将在冷却器上结成的霜

除去的辐射式加热器，和设置在冷却器上部，

通过热传导将在冷却器上结成的霜除去的接

触式加热器。

海信容声（广东）冰箱有限公司申请的

CN102829598A 提供一种冰箱自动除霜系统

及控制方法，除霜加热器分布在冷冻蒸发

器周围，受定时器控制，通过定时器控制

压缩机累计运行一段时间，压缩机处于关

闭状态，除霜加热器开始加热从而对冰箱进

行除霜。

日立空调 • 家用电器株式会社申请的

CN101929779A 提供一种冰箱，具备第一除

霜机构，压缩机停止时，冷冻室风门关闭，

冷藏室风门打开，除霜加热器为非通电状

态，使鼓风机工作而除霜；第二除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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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停止时，冷冻室风门关闭，冷藏室

风门打开，除霜加热器通电，使鼓风机工

作而除霜；第三除霜机构，冷冻室风门关

闭，冷藏室风门关闭，除霜加热器通电，

鼓风机为停止状态而除霜。

美国达特默斯大学托管会申请的

CN101120217A 提供一种脉冲电热和储热除

冰装置及方法，脉冲电热除冰装置包括制

冷单元的一个或更多的冷却剂管筒和片，

片与冷却剂管筒热接触，并且管筒或片或

其二者形成电阻加热器，一个或更多的开

关可向电阻加热器施加电功率，从而产生

热量以从管筒或片上除去冰。

LG 电子株式会社申请的 CN1199847A

提供一种电冰箱的防霜装置，箱体安装一

个带加热件的防霜装置，其可防止在冷气

分配管道的出口处形成霜雪，加热件由防

霜导管构成，防霜导管布置在箱体的前部

边缘，防霜导管在其两端与冷凝器和毛细

管相连，防霜导管让来自冷凝器的高温制

冷剂流过其中，从而防霜导管可防止箱体

的前部边缘被露水弄湿。

（三）液体喷雾除霜

液体喷雾除霜通常应用于冰箱的自动

除霜中。

乐金电子（天津）电器有限公司申

请的 CN1474143A 提供一种冰箱除霜装置，

在蒸发器的上方有储藏常温水的储水槽，

在储水槽和蒸发器上端之间连接有选择性

地将储水槽的水供应到蒸发器上端的开闭

阀门，可以利用常温的水除去附着在蒸发

器上的霜，防止执行除霜过程时箱体内部

温度的上升。

上海交通大学申请的 CN1595027A 提

供一种实现冰箱蒸发器无霜运行的除霜

器，喷淋器布置在蒸发器正上方，蒸发器

正下方是集液槽，集液槽底部向一侧倾斜，

集液槽底最低处设有排液管，集液槽中盛

放饱和食盐溶液，储水箱设置在冰箱顶部，

通过塑料软管连接到补水阀入口处。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申请的

CN101303188A 提供一种冷库水冲霜及冲霜

水与霜化水再利用装置，自来水供水管与

截止阀、输水管、喷淋管依次连接，喷淋

管设置在蒸发器围护箱上方，蒸发器围护

箱底端与水封排水管法兰连接，蒸发器围

护箱附近设有循环水蓄水池，水封排水管

的出水端伸入循环水蓄水池的上部。

深圳的个人申请人刘恒穗申请的

CN201116821Y 提供一种水冲霜装置及其使

用该装置的冷藏陈列柜，水冲霜装置包括

设置在蒸发器上方的淋水箱，设置在冷藏

陈列柜下方的循环水箱，位于循环水箱和

淋水箱之间的进水管和水泵，以及位于蒸

发器下方连接排水口和循环水箱，用于收

集融霜水的回水管，淋水箱内部横向设置

有一管道，管道一端与进水管相连，侧壁

均匀分布通孔，淋水箱底部设有均匀排布

的小通孔。

四川澳尔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申请的

CN201508094U 提供一种低温冷库热水冲霜

节能装置，将喷淋头设置在蒸发器上面，

制冷剂经压缩机压缩后，产生高温高压气

体经压缩机出口的管路与热水箱冷凝器进

行热交换获得冲霜热水后由喷淋头进行热水

冲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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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制冷系统分开的热流除霜

热流除霜通常应用于冰箱的自动除霜

中。

合 肥 美 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申 请 的

CN2937962Y 提供一种以压缩机排出制冷

剂给蒸发器除霜的电冰箱，压缩机的排气

管口与蒸发器的入口端设置除霜制冷剂支

路，在除霜制冷剂支路中设置除霜电磁阀。

海尔集团公司和青岛海尔特种电冰柜有

限公司申请的CN101113589A提供一种冷柜蒸

发器除霜方法及使用该方法的除霜装置，

压缩机出来的高温高压制冷剂在进入蒸发

器之前，先对接水盘及接水盘的排水管进

行加热化冰，然后再进入蒸发器化霜，实

现除霜先通路。

广 州 南 洋 理 工 职 业 学 院 申 请 的

CN203100325U 提供一种冰箱热油除霜系

统，冰箱除霜时，通过除霜油泵把润滑油

从回热油箱泵入除霜油箱中，将冷凝器排

出的废热用于蒸发器的除霜，并回收蒸发

器的冷量。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CN1704701A 提供一种风冷冰箱的冷凝蒸发

一体式除霜系统，在制冷循环回路压缩机

后至冷冻蒸发器之前并联有高温制冷剂引

出管，高温制冷剂引出管的上游端引出口

通过二位三通管与制冷循环回路连接，在

压缩机后与冷冻蒸发器之后并联有高温制

冷剂回流管，高温制冷剂回流管下游端通

过二位三通管与制冷剂回路连接，冰箱冷

凝器将要排放给环境的热量转移给需要化

霜的蒸发器，用来融化蒸发器的霜。

（五）其他除霜技术

上海交通大学申请的 CN1888764A 提

供一种冰箱用超声波自动除霜装置，包括

超声波发生器、超声波换能器和霜层感应

器，超声波换能器粘于蒸发器靠制冷剂管

路一侧，超声波发生器置于超声波换能器

旁，但不与蒸发器相接触，在霜层较薄的

情况下就通过超声波的机械振动效应使蒸

发器上的霜层脱落。

四、总结

通过上文关于我国冰箱除霜领域专利

技术发展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针对

我国冰箱除霜领域专利申请的规律总结如

下：

1. 目前冰箱除霜领域的专利申请正处

于快速增长的阶段，而且增长的幅度越来

越大，这表明该领域的技术目前正处于快

速发展的阶段，该领域具有较为光明的应

用前景。

2. 从专利申请类型来看，发明专利的

比例要远高于实用新型，也高于我国发明

所占的平均比例，这表明对于这一领域的

技术目前的创造性高度比较高。

3. 从国家和地区的专利申请量分析来

看，我国在冰箱除霜领域的专利申请量非

常大，也表明我国非常重视该领域的专利

保护，但是考虑到日本和韩国在我国也申

请了大量的该领域的专利，也非常重视在

我国进行专利保护，因此对我国的企业来

说，不得不考虑来自国外的竞争。

4. 从各省份的分布来看，国内冰箱企

业所在省份的申请量明显较大，这说明冰



产业服务 专利文献研究

2014.04 第 2 期（总第 89 期）154

箱企业是冰箱除霜领域研发工作的主要承

担者，也更具有专利保护意识。

5. 从申请人类型统计来看，我国冰箱

企业是目前冰箱除霜领域的创新主体，同

时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高校、科研院所

在冰箱研发领域的投入明显不足。

6. 从我国冰箱领域的技术分布来看，

技术较为成熟的电加热除霜所占的比例最

大，而目前技术处于正在发展阶段的与制

冷系统分开的热流除霜、液体喷雾除霜等

技术专利申请比例较低。

依据上述的专利分析的结果，结合我

国冰箱除霜领域的产业现状、发展目标和

专利技术发展趋势，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 加大针对该领域的研发。因为目前

冰箱除霜技术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因

此建议加大对该领域的研发，积极进行专

利保护，以争取在该领域的专利保护中占

有先机。为了保证研发结果满足行业的真

正需求，需要对专利技术进行持续性的数

据跟踪和分析，加强对技术分布的分析研

究深度。

2. 积极重视国外申请人在中国进行的

专利申请，并对国外申请人申请的专利进

行技术分析，应对专利侵权纠纷与风险进

行专利分析与预警，使企业能应对可能发

生的专利风险。同时针对国外的核心技术，

鼓励我国冰箱企业对除霜技术进行外围专

利申请，可以对主要竞争对手的核心专利

进行技术改进，以突破国外申请人在我国

进行的专利布局，为我国冰箱除霜技术的

发展创造良好的知识产权大环境。

3. 应当加大该领域在大学、科研院所

进行的研发投入，积极鼓励大学、科研院

所与企业建立横向联系，支持企业的技术

创新，同时鼓励其技术成果转化为企业的

创新产品。

4. 要积极鼓励新技术的研发。因为传

统的冰箱除霜技术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

生命力远弱于新兴技术，因此应当积极鼓

励在超声除霜等新技术多增加研发投入，

争取在核心技术中有所突破，以便掌控该

领域的整个技术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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