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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主要结论和建议

1.1结论

1.1.1智慧养殖专利分析结论

从申请趋势上看，全球智慧养殖专利在近 10年间呈显著且持续的增长态

势，尤其是 2018年后，专利申请速度明显加快，且主要来自中国专利申请的

快速增长，驱动因素推测为利好政策的大力推动。

从地域布局上看，中国既是最重要的技术应用国，也是最主要的技术来源

国，专利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从重点技术分布上看，在动物新品种培育繁育方法、基于生物学模型的计

算机识别方法（G06N3）、动物识别模式的方法或装置（G06K9）等为当前的

主要技术方向。基于生物学模型的计算机识别方法（G06N3），识别图像或视

频数据中的生物特征或人类相关或动物相关模式（G06V40）、特殊识别方法

（G06V20）的技术活跃度较高。

从行业竞争格局上看，高等院校为当前的主流研究群体，企业公司占比较

低。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创新活跃度最高，之后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

大学等。

从专利活跃度和专利价值上看，有权和审中专利占比较高，说明创新活跃

度高，但失效专利中以驳回为主要原因又反映了当前技术创新水平不高；当前

整体专利价值不高，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1.1.2重点技术专利分析结论

（1）智慧养殖个体识别专利申请趋势近 10年来总体整体呈增长态势，专

利申请主体也从初期的企业为主，演变为目前企业和高校并重的局面。从地域

分布上看，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位列全球第一，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其次，

在韩国也有一定数量的专利申请。主要申请人均来自中国，排名第一的为平安

公司，其次为江苏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在个体识别技术领域，动物个体识

别的研究对象主要为牛，猪，而以牛为识别对象的专利中，主要集中于面部特

征识别。识别算法主要采取了 CNN、YOLO、ResNet，其次比较集中的是

DNN、VGG、Mask R-CNN、FaceNet、RetinaFace等。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及



2

技术效果主要集中于提高识别准确率、识别效率、鲁棒性、降低算力成本。

（2）智慧养殖行为识别技术的专利申请总体从 2013-2023年呈逐步上升

趋势，其专利授权量于 2019年达到峰值后出现断崖式下降。专利重点申请人

主要集中在高校，排名靠前的主要有华南农业大学、江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其所涉猎的技术领域主要为机器视觉、图像处理等，主要采用的方法为 CNN、

YOLO及 Transformer，解决的主要问题主要为提高识别的准确率和效率、提

高识别的实时性、增强鲁棒性、实现智能化识别、提高泛化性能以及抗干扰能

力等，行为识别技术高价值专利较多且较为集中。

（3）草食家畜体尺测量技术的专利申请总体从 2013-2023年呈逐步上升

趋势，中国专利授权量于 2021年达到峰值后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专利重点申

请人主要集中在高校，排名靠前的主要有易路维申株式会社、河北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所涉猎的技术领域主要为深度学习、图像处理

等。主要发明人前几名均来自韩国，其次全部来自中国。体尺测量技术主要采

用的方法为卷积神经网络、YOLO以及 CNN等算法，解决的主要问题主要为

提高测量的准确率、自动化程度、测量效率等。

（4）选育技术近 10年间，专利的申请及授权均保持了稳定上升趋势，从

地域层面来看，宏观上中国、俄罗斯、美国占据了全球选育技术领域的主导地

位，为主要市场，中国的技术影响力最为强劲，国内主要集中于在贵州、甘肃、

安徽和陕西地带，内蒙古自治区申请数量处于中上水平。而荷兰、新西兰和澳

大利亚可以作为潜在市场进行关注。申请人主要集中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

明人主要关注来自吉林大学的赵志辉和来自贵州大学的陈祥。从技术层面来看，

采用最多的技术是遗传改良，旨在通过选择和培育具有有利特征的动物品种，

其次是基因标记技术、基因组选择和体尺测量技术，均旨在通过基因或形体测

量指标基于一定规则筛选出目标个体进行培育。

1.2布局策略

1.2.1围绕技术的专利布局策略

内蒙古大学智慧养殖研究团队在智慧养殖领域属于优势创新主体，专利申

请量排名第 10位，专利申请量、专利质量以及创新活跃度均很高，但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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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竞争主体而言在专利数量及质量上并无优势；但另一方面内蒙古大学还未

对其优势技术有规划性进行专利布局，形成保护网。结合全球智慧养殖关键技

术发展情况，围绕技术提出以下布局建议：

当前本领域全球专利申请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而该发展态势主要贡献来自

中国，自 2018年后尤其是 2021年后申请的快速增长，国外在该领域专利申请

呈下降趋势。在国家政策鼓励下，我国对智慧养殖的研发仍将持续处于快速增

长阶段，国内竞争激烈，行为识别、个体识别及体尺测量均属于研究人员关注

的重点，因此内蒙古大学需要围绕上述重点研究领域，继续加快技术培育和研

发力度，发展自身优势技术，在确保专利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专利数量，

加快在本领域的技术布局。

具体到个体识别技术方面，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为牛和猪，针对

马、羊的研究相对较少，而牛、羊的生物特征主要是对其面部、躯干特征进行

识别，少量文献进行了眼距、花纹、唇纹等的识别方法研究，识别算法主要采

用了 CNN、YOLO、ResNet，其次比较集中的是 DNN、VGG、Mask R-CNN、

FaceNet、RetinaFace等。内蒙古大学也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在优势技术上深入

聚焦，针对技术热点进行技术改进优化，尽可能申请较多的专利，构筑技术壁

垒，或避开热点区域，向布局相对较少的研究领域进行布局。同时，内蒙古大

学有专利基于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进行牛只身份识别，本次检索中未见有

相同或相关专利，内蒙古大学可以此为出发点进行研究，加快技术空白点布局。

在行为识别技术方面，研究人员同样关注牛和猪的行为特征识别。针对牛、

羊的行为识别技术主要集中在步态分析、姿势识别等方面，而针对马的行为识

别技术则相对较少。内蒙古大学可以在行为识别技术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结合

自身优势和市场需求，聚焦于某一特定行为或多个相关行为的识别技术，进行

深入的技术改进和优化。另外，目前大部分行为识别技术主要基于视频或传感

器数据，但单一模态的数据可能无法全面捕捉动物的行为特征。因此，结合多

种数据源（如声音、气味等）进行行为识别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再者，

目前大部分行为识别技术仍停留在事后分析阶段，无法实时反馈。开发实时、

高准确率的行为识别系统，并集成预警功能，对于动物健康监测和异常行为预

警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研究这些技术空白点，内蒙古大学不仅可以提升自



4

己在行为识别领域的技术水平，还可以为智慧养殖和动物健康监测等领域提供

更有价值的技术支持。同时，针对这些技术空白点申请相关专利，可以构筑有

效的技术壁垒，增强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

在体尺测量方面，精确度是至关重要的。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如 CNN、

YOLO等是当前动物体尺测量的研究热点，在内蒙古大学现有相关专利的基础

上，建议继续在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力求在算法和测量技术上取得新的突

破，研究并开发更精确的测量方法和设备。另外，内蒙古大学现有家畜体尺测

量方面的研究局限于身高、体重信息，未来可以考虑开发能够测量体脂率、肌

肉量、骨密度等多参数的测量系统和方法的专利布局，研究对象可以迁移至猪、

羊等动物。最后，在以后的专利布局中内蒙古大学可以考虑将人工智能、机器

学习和其他先进技术集成到体尺测量中，以提高测量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

对于选育技术方面，现有关于选育的专利多以遗传改良为主，也有少量专

利涉及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基因数据或表型数据进行预测从而选择优良品种进

行选育，而基于深度学习对基因数据预测的专利也极其有限，未见有关基因位

点数据与体尺、体貌数据的融合、关联形成系谱数据，进而遗传算法进行选育

的专利，这方面属于技术的空白点，内蒙古大学可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加快

研究速度和力度，尽快在此方向进行技术布局，抢占布局空白点。

1.2.2围绕竞争对手的专利布局策略

在专利申请量上，内蒙古大学在智慧养殖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明显少于五个

主要竞争对手，且相关专利申请起始时间相对较晚，缺乏早期的研究和专利布

局。但近年来内蒙古大学的专利申请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表明该领域的研究

正在受到重视并逐渐取得进展。在专利质量和活跃度上，内蒙古大学相对较低，

其专利的质量和数量仍有待提高。因此，针对上述情况，报告针对 4个主要技

术领域提出以下建议：

1. 在个体识别技术领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江苏大学专利量处于领先

地位，但 5个竞争对手在个体识别领域的高价值专利均占比较少，仅华南农业

大学 2篇，江苏大学 2篇，中国农业大学 1篇，且中国农业大学和江苏大学在

研究对象上主要以猪为主，内蒙古大学可在此方面重点关注华南农业大学，可

进行技术借鉴，对于研究团队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或团队内部没有研发条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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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技术问题，也可以采取合作研发的方式，但采用合作研发时，应注意项

目成果权益分配和知识产权归属问题。

2.在行为识别技术领域，属于各个竞争对手都比较关注的重点领域，其中

华南农业大学和江苏大学在专利申请量上旗鼓相当，在高价值专利数量上华南

农业大学占据领先位置，其次为中国农业大学和江苏大学，此领域相对布局难

度最大，风险最高。但上述竞争对手专利主要集中于猪行为识别方向，内蒙古

大学可从研究对象上进行规避。

3.在体尺测量技术领域，河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及中国农业大学在

专利申请量上较为突出，但此领域高价值专利占比均不大，除西北农林大学外，

各竞争主体高价值专利均在 1-2篇左右，研究对象多为猪，也有部分专利未提

及具体针对的动物种类。可在此方面进行深度研究，进行高价值专利布局。

4．在选育技术领域，西北农林大学在专利申请量及高价值专利量上都占

有绝对优势，但其专利也多为遗传改良，未涉及基于表型数据与体尺、体貌数

据的融合研究，内蒙古大学在此方向已有相关专利申请，占有先机，可以此点

进行集中布局

对于技术分支中超出研发团队研发能力的技术，可采用引进或许可的方式。

在技术引进中重视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将引进技术变成自有技术，但在引进技

术转发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进行专利检索，阅读相关技术的专利文献，了解已

有的技术方案，进行规避设计，防止研发的技术或设备存在专利侵权问题。

1.2.3专利布局策略

（1）专利申请撰写

针对核心专利技术，尽量采取专利组合的方式进行全面的专利布局，如从

方法、设备、应用等进行多角度布局；另一方面，从专利撰写角度考虑，对于

重要的技术或核心技术，申请专利时，应该重视对从属权利要求架构的设计和

撰写，以应对而在审查意见答复或后续遇到无效宣告过程中，独权面临没有新

颖性和创造性问题时，需要对权利要求书所要求保护的范围进行修改，从属权

利要求所保护的技术方案作为缩小化优选的重要依据，将直接影响专利权是否

有效。

同时，在专利申请文件撰写时，要重视在先专利技术的应用，即引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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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不管是针对背景技术还是针对发明内容的一部分，明确记载该引用文

件的出处，并且注意该文件要符合专利法律法规中对引证文件的时间要求（其

公开日应在该申请的申请日之前），从而更好地帮助技术人员和专利审查员了

解该技术的创新点，通过引用文献，可以证明所申请的发明与已有技术的差异

和改进，从而避免专利的无效性和冲突问题。

对设备类技术方案，可以考虑同时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套案。发

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均保护新的技术方案（即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

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的集合），发明专利保护的范围更宽，包括产品和

方法，而实用新型只保护产品。故对于经过产业方法制造的产品（如设备、装

置或系统）在专利类型选择上可以同时考虑发明和实用新型，即就同样的发明

创造同日既提交发明专利又提交实用新型专利的（也称作套案），发明人可依

据拟保护的技术内容或拟获得的保护范围情况判断该套案是否要具有相同的保

护范围（即权利要求书相同）。

如果选择以具有相同保护范围的套案申请策略，可达成获得更长的专利保

护期限的目的。由于实用新型专利通过初步审查即可获权，可以帮助申请人尽

早拿到专利证书，当发明专利后续进入实质审查程序并确定具备授权前景时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 9条之规定---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

专利权，申请人可选择放弃实用新型专利，保留发明专利，以得到更稳定的专

利权，这样发明创造的实际保护期限就相当于（失效前的实用新型的保护期限

和授权后的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的加和）。

如果选择以具有不同保护范围的套案申请策略，相当于申请了两件专利，

可以获得更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以确保对发明或技术的综合保护。例如对于

前沿的重要技术突破，由于技术迭代较慢，且在后专利申请的实施对其依赖度

较高，可以选择审查程序更严格、保护期限更长的发明专利，同时对于因可能

存在单一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 31条规定一件发明或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

上的发明或实用新型，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而无法在一个申请里保护的

且技术创新性小的技术内容申请费用较低的实用新型专利。

且由于专利审查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有时发明专利可能会因为创造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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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的要求而被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实用新型专利可以作为备选方案，提

供额外的保护机会，弥补发明专利的不确定性。

（2）布局时间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 34条规定：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发明

专利申请后，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本法要求的，自申请日起满十八个月即行公

布。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早日公布其申请。即通常专利

申请的公布时间是申请日起 18个月，若申请人提出提前公开请求，则在初步

审查完成后会尽早公布（但并无指定具体公布时间）。

针对核心专利技术，即包含较重要的基础技术或创新性高的技术，申请专

利后不建议请求提前公开，一方面避免因此丧失了申请文本修改完善的机会，

另一方面专利申请过早进入公众视野也会引起竞争对手的关注，如果竞争对手

抢先申请后续专利也会给我方专利技术布局带来挑战；对于技术创新度不高或

更新替代较快的技术，形成完整思路即可申请专利，防止被其他创新主体抢先，

可以通过提前公开提前审查，尽早获得专利权从而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因此在

专利申请前，一定主动做好专利申请前的评估，积极评估技术方案的新颖性、

创造性、完整性和先进性等，进而依据专利的重要度来选择合适的申请时机

（即是否要马上申请专利）和申请公开方式（提前公开还是正常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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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绪论

2.1项目背景

2.1.1智慧养殖技术定义

智慧养殖是通过应用先进的技术和信息化手段，以提高农业养殖生产的效

率、可持续性和智能化水平的一种农业养殖模式。智慧养殖技术的定义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方面：

物联网（IoT）和传感器技术 通过在养殖场中部署传感器和物联网设备，

实时获取环境参数（如温度、湿度、气体浓度等）、动物行为和健康状况等数

据，并将其传输到中央控制系统进行监测和分析。

大数据和分析 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养殖场收集到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和挖

掘，以提取有用的信息和洞察，从而实现对养殖过程的优化和决策的支持。

自动化和智能控制 应用自动化技术和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对养殖环境、

饲料供给、水质管理、疾病预防等方面的自动监测和控制，减少人工干预，提

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远程监控和管理 通过云计算和远程监控技术，实现对养殖场的远程监控

和管理，养殖户可以通过手机、平板或电脑等设备随时随地监测养殖过程，并

进行实时调整和管理。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应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对养殖数据进行模

式识别、预测和优化，例如通过分析动物行为模式来提前发现异常情况、预测

疾病发生等。

精准养殖和个体化管理 基于动物个体的特性和需求，实现对养殖过程的

个体化管理和精准调控，例如智能喂食系统根据动物体重和饲料需求进行精确

供给，减少浪费和成本。

智慧养殖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养殖生产的效率、减少资源浪费、改善动物

福利、优化环境管理，并为农民提供更准确的决策支持，推动农业养殖向智能

化、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2.1.2目前存在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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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智慧养殖技术在提高农业养殖效率和可持续性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

目前仍然存在一些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智慧养殖中涉及大量的数据收集、传输和存储，包

括动物健康数据、环境参数等敏感信息。确保这些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是

一个重要问题，需要采取有效的数据加密、访问控制和隐私保护措施。

传感器准确性和稳定性 智慧养殖依赖于传感器技术来收集环境参数和动

物健康数据等信息，但传感器的准确性和稳定性仍然是一个挑战。确保传感器

的精度和可靠性对于准确监测和控制养殖过程至关重要。

技术标准和互操作性 目前智慧养殖领域存在多种技术和设备，但缺乏统

一的技术标准和互操作性，导致不同厂商的设备和系统难以实现无缝集成和互

操作。建立智慧养殖的通用标准和接口，促进设备和系统的互联互通是一个重

要的挑战。

数据分析和智能决策 智慧养殖产生的大量数据需要进行高效地分析和处

理，以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并做出智能决策。但在数据处理、模式识别和预测等

方面仍存在挑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改进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

解决这些技术问题需要不断地研究和创新，加强跨学科合作，推动技术的

成熟和应用，以实现智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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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智慧养殖产业概况及技术发展态势

3.1产业发展概况

3.1.1发展现状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农业的地位非常重要，畜牧业是农业中重

要的一环，对许多地方农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对各

种农牧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强，带动了畜牧业的高速发展，畜牧业的地位也越来

越重要。

传统畜禽养殖主要依赖人工监测，这种方式耗时、费力、主观性强，并且

在连续、大规模的操作中难以实现。在智慧畜牧业中，常利用接触式（温度、

加速度）传感器、非接触式计算机视觉传感器或两者相结合的技术来获取动物

信息，随后用机器学习等方法构建模型，最终实现畜类目标检测、体况评价、

行为识别等。

图 3-1深度学习在家畜智慧养殖中的应用

近年来，深度学习的发展不仅突破了视觉特征表征困难的问题，提高了对

图像和视频的认知水平，也加速了计算机视觉技术在畜牧业的技术进步。在当

前智慧畜牧研究中，深度学习方法已被用于动物信息监测，并作为决策支持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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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智慧养殖非专利文献发表趋势

图 3-3 智慧养殖相关文献基金分布

智慧养殖非专利文献体量总体呈稳定上升趋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资助的文献占比较大，国家对智慧养殖研究领域十分关注。

3.1.2政策环境分析

表 3-1 中国养殖行业部分政策（数据来源：智研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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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已经发表了十余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1。

多次提及精准农业、智慧农业等关键词。这些政策为草食家畜智慧养殖提供了

有力的政策支持，体现了国家对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重视程度，极大地推动了

我国智慧农业的快速发展。

3.2技术发展态势

动物身份确定、行为识别及体尺测量和选育作为智能化养殖的重要技术支

撑，对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精准发展、畜牧保险行业的动态管理有着重要意义。

然而传统动物身份识别方法存在动物福利差、易丢失、成本高等问题，且使用

人眼进行动物行为判断成本巨大，无法满足规模化养殖的要求。人工使用测量

棒、圆规以及软尺等工具进行接触式测量对动物姿势要求很高，费时费力，可

操作性差，且通过品种杂交、营养调控等手段进行动物选育的方法已经难以满

足人们对肉制品品质的追求。因此选用基于图像的非接触式方法进行动物身份

判断、行为识别和体尺测量与选育对于提升动物福利、减少人力物力投入、提

高养殖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1 一号文件是中央每年发布的第一份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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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4 天然草食家畜智慧养殖专利分析

4.1智慧养殖技术专利概况分析

4.1.1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图 4-1智慧养殖技术全球专利申请趋势

近十年智慧养殖技术的专利申请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2016年，我国发布

了《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其中包括了支持数字农业和智慧养

殖的政策框架，鼓励农户和农业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2017年，我

国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提

出了推进智慧农业和智慧养殖的目标，以实现农业产业升级和提高农产品质量。

4.1.2全球专利区域布局分析

图 4-2 智慧养殖技术全球专利地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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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智慧养殖技术来源国图

2013-2022年智慧养殖技术全球专利地域布局排名前 10的国家/地区，其

中中国以 821件的专利申请量位列第一位，韩国以 46件位列第二，日本以 27

件位列第三位。中国是智慧养殖技术的主要市场，也是智慧养殖技术的主要研

究国。

图 4-4智慧养殖技术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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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技术构成分析

图 4-5智慧养殖技术创新活跃度图

基于生物学模型的计算机识别方法（G06N3）的专利申请数量最多，其次

是基于模式识别的动物相关指标测量方法（G06V10）上述两类的创新活跃度

也是最高的，可以作为智慧养殖技术的重点进行挖掘。

4.1.4重点创新主体专利概况对比分析

图 4-6智慧养殖技术全球优势创新主体排名

图 4-7智慧养殖技术全球优势创新主体活跃度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利申请量最多，目前上榜的有 9所高等院校，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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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单位。当前智慧养殖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产业化、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

全球优势创新主体活跃程度来看，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创新活跃度最高。

4.1.5专利法律状态分析

图 4-8 2013-2023年全球智慧养殖技术专利法律状态

50%以上无权专利由驳回造成，反映了当前技术创新水平较低，专利申请

新颖性、创造性不足。有权和审中专利占比 76%，本领域技术创新活跃度较高。

4.1.6专利价值分析

本节采用大为专利指数（DPI）系统对专利价值进行评级，从专利的技术

价值、法律价值、战略价值、市场价值、经济价值五个维度进行专利价值评价。

图 4-9智慧养殖技术专利价值分布图

高价值专利（四星及以上）共 115 件，占比 17.86%，2.5 星及以下专利占

比接近 60%，目前智慧养殖技术领域的整体专利价值不高，有较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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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5 重点技术专利布局分析

本章聚焦智慧养殖的个体识别、行为识别、体尺测量和选育的 4个重点技

术分支专利的技术布局，从技术分布、申请趋势、区域布局、主要创新主体、

技术功效布局、高价值专利等维度进行分析。

图 5-1智慧养殖重点技术概览

5.1智慧养殖重点技术专利布局分析

5.1.1个体识别技术专利布局分析

5.1.1.1专利申请概况分析

图 5-2个体识别技术专利类型和专利状态

全球范围内的智慧化养殖行业已公开的关于个体识别的专利，发明专利占

发明:189

实用新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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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主要原因可能是该技术的相关内容（流程、算法等）通常不属于实

用新型保护客体。有权和审中的专利申请量超过总体专利量的 80％，技术创

新活跃度较高，行业竞争技术壁垒正在逐步形成。

5.1.1.2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图 5-3个体识别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在 2017年前，全球专利年申请量稳定在一定区间之内，增速较缓，个体

识别相关技术还处于基础研发阶段。2018年以后，专利申请保持高速、稳定增

长。且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崛起，中国企业开始涉足产业竞争，持续加大在动

物个体识别方法、系统及装置方面的专利布局。

5.1.1.3专利地域分布分析

图 5-4个体识别技术专利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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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域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位列全球第一，从相关技术研究、信息化产

业发展及国家相关政策推广应用等各个方面相较于全球市场更为活跃。

5.1.1.4重点申请人分析

图 5-5个体识别技术专利重点申请人

动物个体识别技术主要申请人均来自中国，排名第一的为平安公司，其中

四川大学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个创新主体合作专利申请 7件，各申请

人专利主要涉及的研究对象、内容及算法见表 5-1。

表 5-1 重点申请人专利分析

申请人 对象 内容 算法

平安公司
家畜，牛

面部特征

识别方法、装置、

设备和存储介质

CNN 、 ZF 网 络 、 GooleNet 、

FaceNet 、 DNN 、 ResNet 、 Mask-
RCNN

江苏大学
猪

面部及身体特征
识别方法

CNN ， SVM 、 SIFT 、 PCA 、

YOLO、机器学习、LBP、Isomap

吉林大学
猪，牛

面部特征
识别方法

CNN、 Retinafac、MobileFacenet、
Mobilenet、Xception、YOLO、SE-
ResNeXt、ResNet、Mask-RCNN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羊

面部特征

识别方法、系统及

装置

YOLO 、 TinyNet 、 Faster-RCNN 、

ResNet 、 RetinaNet 、 RetinaFace 、
SSD、MobileNet、ShuffleNet、三元

组、LDP
四川大学，成都

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

小熊猫

面部特征，躯干

识别方法，系统，

设备及存储介质
LBP，CNN，机器学习

河北工业大学

牛

面部特征，

花纹，躯干

识别方法 LBP‑HOG算法、SVM、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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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工业大学
猪

面部特征
识别、检测方法

YOLO、通道注意力机制、CNN、

Adaboost、机器学习

华南农业大学
牛

面部特征

识别方法，系统，

设备及存储介质
CNN、ResNet、DNN

北京农业信息技

术研究中心

牛，家畜

面部特征，躯干

识别方法、系统及

装置

Mask-CNN、KNN、LBP、感知哈希

算法

5.1.1.5重点发明人分析

图 5-6个体识别技术专利重点发明人

图 5-7个体识别技术专利合作关系

个体识别技术全球专利重要发明人数据显示，个体识别技术全球排名前十

位的发明人中朱伟兴与李新成来自江苏大学，专利所聚焦的技术领域主要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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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视觉、神经网络算法、动物个体识别、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模糊识别等。

肖京、王健宗来自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专利所聚焦的技术领域为

面部识别、神经网络、个体识别方法、系统及装置等。

赵启军、侯蓉、陈鹏四川大学及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闫刚、于明、

于洋来自河北工业大学，其专利聚焦的技术领域均为动物个体识别、神经网络

算法、图像处理等。

5.1.1.6技术功效分析

图 5-8个体识别技术专利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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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个体识别的研究对象对牛的研究最多，其次为猪、动物、猫狗等；在

生物特征识别方面，主要是针对面部特征的识别；在识别、检测算法方面，个

体识别所涉及的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算法相当广泛，主要涉及的算法有 CNN、

YOLO、ResNet、DNN、SVM、LBP、Faster-RCNN、VGG、Mask-RCNN、

FaceNet等。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集中在提高识别准确率、识别效率、鲁棒性、

降低算力成本等方面。

5.1.1.7重点专利解读分析

图 5-9个体识别技术专利星级分布

利用 AHP层次分析法，从专利的技术、法律、市场、战略、经济五个价

值维度，挑选出本领域重要专利，可以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技术参考，了解该

领域的技术发展状况。

5.1.2行为识别技术专利布局分析

5.1.2.1专利申请概况分析

图 5-11行为识别技术专利类型和专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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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的智慧化养殖行业已公开的关于行为识别的专利中发明专利占

绝大多数。该领域有权和审中的专利申请量超过总体专利量的 81％，绝大部

分产业相关专利处于活跃状态，产业市场及技术均在持续培育和发展中。

5.1.2.2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图 5-12行为识别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行为识别技术的专利申请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增幅不明显，本领域技术

还未进入全面的产业化阶段，创新主体投入意愿较低。专利授权率在 2020 年

前的维持在 50%左右，家畜的行为识别技术作为行为识别基础技术在产业下游

的一个具体应用场景，基础性原创技术不多。

5.1.2.3专利地域分布分析

图 5-13 行为识别技术专利地域分布

中国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数量位列全球第一，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球动物

行为识别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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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重点申请人分析

图 5-14动物行为识别技术领域专利重点申请人

家畜行为识别技术主要申请人来自于高校，按专利数量排名分别是华南农

业大学、江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东北农业大学、河北

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内蒙古大学、浙江农业大学以及扬州大学。上述几

所大学主要采用深度学习方法对家畜的行为进行识别，目前暂无合作研发。

表 5-3 重点申请人专利分析

申请人 对象 方法 算法 技术功效

华南农

业大学

猪

马

牛

CNN

YOLO

Transformer

Mask R‑ CNN

YOLOX‑ S+DeepSORT

3D Mask R-CNN

Faster R-CNN

Dropout

YOLOv7

ResNet34

提高识别的准确率和效率

提高识别的实时性

增强鲁棒性

实现智能化识别

提高泛化性能以及抗干扰

能力

江苏大

学

猪

牛

羊

家畜

CNN

Open CV

聚类算法

Lucas-kanada 光流

法

FCN

层次聚类

Gabor 变换

traincascade 分类

提高识别的准确性和效率

避免侵入

提高动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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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中国农

业大学

猪

动物

近邻算法以

及 CNN

朴素贝叶斯最近邻

算法

PSO‑ SVM

ResNet34

高识别的准确率及效率

增强识别的实时性

提高动物福利

东北农

业大学

牛

猪
CNN、YOLO

SSD MoblilNet V2

Faster R-CNN

Inceptionv2

VGG16

Yolo v3

VGG

提高识别的准确度及效率

河北农

业大学

牛

羊

猪

YOLO

YOLOv3-s

YOLOv5s

YOLO-S

提高识别的准确度及效率

预警

减少人力成本以及提高识

别的实时性

南京林

业大学
动物

CNN

Transformer

Tiny VGG

Softmax

DeepLabCut

区分行为

提高准确性

内蒙古

大学

牛

羊

CNN

聚类算法

MiniRocket

随机卷积核

U‑ net

K- means 聚类

提高准确性

提高效率

浙江农

林大学
猪 CNN

HrNetV2

CNN-SVM

提高准确性

提高效率

扬州大

学

牛

羊
CNN

ResNet-50

注意力机制的 TSM

神经网络模型

提高准确性

深圳职

业技术

学院

猪
CNN

Transformer

DenseNet

OpenPose

高识别的准确度及效率、

区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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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5重点发明人分析

图 5-15行为识别技术领域专利重点发明人

图 5-16行为识别技术专利合作关系

行为识别技术全球排名前三的发明人分别是朱伟兴、李新城、薛月菊。朱

伟兴与李新成来自江苏大学的科研团队，专利所聚焦的技术领域主要为机器视

觉、动物行为分析、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薛月菊、杨晓帆、甘海明、郑婵和

陈畅新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专利所聚焦的技术领域为视频识别、目标

检测和识别、计算机视觉视频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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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6技术功效矩阵分析

图 5-17行为识别专利技术功效

动物行为识别的深度学习方法中关于卷积神经网络、YOLO、Transfomer

研究专利相对较多，其中卷积神经网络应用最为广泛。本领域所关注的重点问

题主要是提高动物行为识别的准确性和效率，其次是实现智能化、实时化、无

干扰识别，提高预警及动物福利的同时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5.1.2.7重点专利解读分析

图 5-18行为识别专利技术星级分布

4星级专利文献数量最多，占比最大，这可能意味着目前的技术发展处于

相对成熟的阶段，但还需要不断地优化和完善。同时，4.5星级和 5星级专利

虽然数量较少，但评价很高，这可能预示着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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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体尺测量技术专利布局分析

5.1.3.1专利申请概况分析

图 5-21行为识别技术专利类型和专利状态

全球范围内的智慧化养殖行业已公开的关于体尺测量的专利中，发明专利

占绝大多数。该领域有权和审中的专利申请量超过总体专利量的 81％，绝大

部分产业相关专利处于活跃状态。

5.1.3.2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图 5-22 体尺测量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体尺测量技术的专利申请量从 2013-2023年总体呈上升趋势，2021年授权

量达到最大。专利申请量的授权占比 2014-2020年呈平稳态势，2020年开始出

现下降趋势，至今未见明显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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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3专利地域分布分析

图 5-23 体尺测量技术专利地域分布

中国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数量位列全球第一，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这一定

程度上也体现出中国在体尺测量技术相较于全球市场更为活跃。全球动物体尺

测量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中国、韩国、日本。

5.1.3.4重点申请人分析

图 5-24体尺技术领域专利重点申请人

体尺测量技术主要申请人基本全部来自国内，其中仅有一家易来自韩国。体

尺测量专利申请量最多的高校是河北农业大学，其他相关专利大部分集中在农业

类大学以及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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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5重点发明人分析

图 5-25体尺技术领域专利重点申请人

图 5-26体尺测量技术专利合作关系

行为识别技术全球排名前十的发明人来自中国与韩国。丁露雨、高荣华、

马为红、李奇峰和徐礼根来自北京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科研团队，专

利所聚焦的技术领域为三维点云、深度图像、欧式距离的点云聚类分割提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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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6技术功效矩阵分析

图 5-27体尺测量专利技术功效

通过分析可知，动物体尺测量的深度学习方法中关于 CNN、YOLO、卷积

神经网络研究专利相对较多，其中 CNN算法应用最为广泛。所解决的重点问

题主要是如何提高动物测量的准确性和效率，其次是实现测量自动化的同时节

约成本。

5.1.3.7重点专利解读分析

图 5-28体尺测量专利技术星级分布

动物行为识别技术 4星级以上专利文献占比最大，专利文献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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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选育技术专利布局分析

5.1.4.1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图 5-31选育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选育技术于 2014年兴起，于 2017年申请专利的数量最大，2016年-2019

年申请量处于较高状态，尽管申请量稍有波动，但整体呈现较平稳状态。就授

权占比而言，由于其授权的滞后性，授权占比于 2020年达到了最高点，并逐

年下降。

5.1.4.2专利地域分布分析

图 5-32 选育技术专利来源国分布

选育技术专利申请绝大部分分布在中国，其次是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

日本、韩国的申请数量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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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3 选育技术专利中国各省专利数量

选育技术专利申请在我国主要分布在贵州、甘肃、安徽和陕西地带，内蒙

古自治区该领域专利申请数量仅次于云南省，申请数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中等

偏上水平。

5.1.4.3重点申请人分析

图 5-34 选育技术领域重点申请人分布

选育技术的主要申请人主要来自中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利数量遥遥

领先，其次是贵州省畜牧兽医研究所、贵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并列第二，由

此可见选育技术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北地区。

5.1.1.4重点发明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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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5 选育技术领域重点发明人分布

选育技术领域中发明专利数目最多的是赵志辉和陈祥，分别隶属于吉林大

学和贵州大学，相对最少的是刘建斌和刘秀，分别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

牧与兽药研究所和甘肃农业大学。

5.1.4.5主要技术动向

图 5-36 选育技术领域重点技术动向分析

在选育技术领域，具体的实现技术以遗传改良为主、基因标记为辅，对未

来专利布局而言，应更关注于这两方面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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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6 竞争对手分析

6.1竞争对手专利布局对比

本部分选择专利申请量排名 TOP5的申请人为竞争对手分析对象，对其专

利情况进行分析。

6.1.1专利申请数量

图 6-1竞争对手智慧养殖专利申请量

5所高校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申请量上明显领先于其他高校，华南农

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及江苏大学属于第二梯队，整体申请量相差不大，上述

5所高校在本领域中的专利均为国内专利，未进行海外布局。

6.1.2申请趋势

图 6-2竞争对手智慧养殖专利申请趋势

图 6-2 展示了竞争对手专利申请趋势，由图中可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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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领域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创新主体。5家竞争对手在最近几年智慧养殖关

键技术研发均处于重要且快速增长阶段。

6.1.3技术构成

图 6-3竞争对手智慧养殖专利技术布局

中华南农业大学整体涉及的专业领域相对均衡，其专利布局领域与西北农

林大学较为相似，而中国农业大学和江苏大学在本领域则更关注图形数据识别

的方法及装置，河北农业大学则主要侧重于牲畜的称重设备和方法及神经网络

学习方法及体系结构。

6.1.4法律状态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有效专利最多，华南农业大学次之；从有效专利占比

（（有效专利量+审中专利量）/专利总量）结果看，中国农业大学有效专利占

比最高，以实用新型为主，河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位列第二、三位，除

江苏大学，其他竞争对手的有权专利及有效专利量都较高。

表 6-1 竞争对手智慧养殖专利法律状态及有效专利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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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竞争对手技术方案对比

为了更好地了解竞争对手智慧养殖技术布局，本节筛选竞争对手智慧养殖

方面专利共 116项，进行分析。

6.2.1智慧养殖专利技术主题

表 6-2竞争对手智慧养殖专利技术主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更加侧重对选育技术的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和江苏大学

的研究重点在于行为识别，河北农业大学较侧重于体尺测量的研究，中国农业

大学在四项重点技术的投入相对较为均衡。

6.2.2智慧养殖专利涉及的技术问题

由统计结果可知，竞争对手专利涉及的技术问题或技术效果最多的如提高

识别准确率，提高识别效率，多尺度信息提取融合及实现多个样本检测等。

表 6-3竞争对手智慧养殖专利涉及的技术问题或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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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智慧养殖专利价值度分布

表 6-4智慧养殖专利价值度分布

对竞争对手动物行为识别专利当前处于有效状态（授权并有效+公开及查

中）的专利进行 DPI星级统计可知，竞争对手中高价值专利占比较高。

表 6-5智慧养殖专利价值度竞争对手分布

6.2.4智慧养殖专利识别对象分析

表 6-7智慧养殖专利竞争对手识别对象分析

主要竞争对手智慧养殖的相关专利中，以猪作为识别对象的专利文献数量

最多，其次是牛和羊等草食家畜。

6.3竞争对手技术发展路线

对竞争对手智慧养殖关键技术专利按年进行梳理， 提取专利申请的技术

主题及有益效果或解决的技术问题，形成竞争对手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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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技术路线

图 6-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利申请趋势图

图 6-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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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对象以草食家畜牛和羊为主，主要涉及动物新品种

的培育及图像或视频中动物特征、行为的识别方法，从其技术路线演变来看，

其研发重点已从动物选育转移至家畜个体识别、行为识别及体重估计方面。

6.3.2华南农业大学技术路线

图 6-6 华南农业大学专利申请趋势图

图 6-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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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研究对象开始以哺乳母猪为主，后期转向牛及群养生猪，研

究领域主要涉及家畜的面部识别、行为识别及体尺测量算法。

6.3.3中国农业大学技术路线

图 6-8中国农业大学技术专利申请趋势图

图 6-9中国农业大学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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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江苏大学技术路线

图 6-10江苏大学技术专利申请趋势图

图 6-11江苏大学技术路线图

江苏大学在该领域早期研究以个体识别、姿态识别和行为识别为主，中后

期以身份识别、个体识别、行为识别为主。专利技术涉及深度学习方法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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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河北农业大学技术路线

图 6-12河北农业大学专利申请趋势图

图 6-13河北农业大学技术路线图

河北农业大学以身份识别、体尺测量和行为识别以及选育研究为主，在涉

猎领域较为广泛，图中所涉及专利技术包括深度学习方法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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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7 内蒙古大学智慧养殖自有专利分析

7.1专利概况及法律状态

内蒙古大学的在智慧养殖领域的主要发明人翁智、韩丁、郑智强、巩彩丽

为检索对象，以期获取内蒙古大学在智慧养殖技术上的主要专利，并分析其在

本领域的专利现状。

7.1.1申请趋势分析

图 7-1 智慧养殖领域内蒙古大学专利申请趋势

内蒙古大学智慧养殖领域的专利申请在呈现平稳增长趋势，2019年出现波

动的原因可能是科研成果转化不足，内蒙古大学在智慧养殖领域的科研成果可

能没有得到充分地转化，因此没有形成可以申请专利的新技术或新产品。

7.1.2法律状态分析

图 7-2智慧养殖领域内蒙古大学专利申请趋势

内蒙古大学在智慧养殖技术专利近 3年创新活跃度较低，有效专利数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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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半，50%以上的无权专利均由未按时缴纳年费造成，说明其在本领域有一

定的研发实力，但在授权专利维护上明显存在投入不足。

7.1.3发明人分析

图 7-3内蒙古大学专利发明人分布

图 7-4 内蒙古大学发明人合作关系图

内蒙古大学在本技术领域的主要发明人分为两大科研团队，翁智团队侧重

于牛只身份识别方法及系统、奶牛个体识别等方面研究。韩丁团队侧重于奶牛

个体识别系统、绵羊运动行为检测等方面研究。两团队间有合作研发关系。

7.1.4合作研发情况

图 7-5内蒙古大学自有专利合作情况

内蒙古大学合作单位共 2家，分别是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赛科星家畜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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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繁育生物技术研究院。三家单位共合作 1件专利。可见内蒙古大学科研团

队具有对外技术合作经验，但是在合作的持续性还需要深度融合。

7.2内蒙古大学自有专利技术路线

内蒙古大学智慧养殖领域的专利申请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18年为第一

阶段，2020年至今为第二阶段。

图 7-6内蒙古大学自有专利技术路线

7.3内大智慧养殖自有专利 SWOT分析

7.3.1优势

内蒙古大学在动物智慧养殖领域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并且在动物个体识别

和行为识别等技术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有丰富的对外合作经验，不管是在科研

机构间的合作研发还是针对企业下游的技术转化均有一定的优势。

7.3.2劣势

个别热门技术（如个体识别技术）的行业竞争激烈，相较于西北农林大学

和华南农业大学，内蒙古大学并无明显技术优势。这可能不仅仅是技术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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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涉及政策、资金和专项建设的扶持力度。

7.3.3机遇

为推动智慧养殖业的发展，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如《“十四五”全国农

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规划》等，明确表

示将发展智慧养殖业作为“十四五”时期的重点任务之一。

近年来，内蒙古积极推进智慧牧场建设，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内蒙

古数字农牧业农村牧区发展规划（2023-2025）发展智慧畜牧业》指出推进智

慧牧场建设，加快规模养殖场数字化改造。

《关于对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 0459号提案的

答复》中指出强化智慧农牧业示范引领。先后创建 7个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示

范基地，3个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3个国家数字乡村试点，3个国家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县，示范带动全区智慧农牧业加快发展，

促进信息技术创新应用能力逐步提升。

7.3.4挑战

内蒙古大学在智慧养殖方面的技术布局表现在个体识别和行为识别方面，

在体尺测量及选育技术方面暂无规划布局，在未来精准选择重点难点技术，实

现本领域差异化发展是关键。

智慧养殖需要对养殖环境、动物行为等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但目前的监

测设备和算法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满足复杂养殖环境下的需求。此外，

智慧养殖还需要解决数据的标准化和共享问题，以便不同养殖户之间的数据能

够进行比较和分析。

图 7-9 内蒙古大学专利 SWOT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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