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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领域专利文献摘要撰写中的常见问题及

加工方法探讨
专利文献部   胡静 *

摘要：本文通过对机械领域专利文献数据深加工最近

15批数据检测结果的统计，针对在摘要撰写中经常出现的

问题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其可能出现的原因及纠错方法，并

提出相应的加工建议，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机械领域专

利文献深加工的数据质量。

关键词：专利文献 数据深加工 机械 摘要 核心方案 

       有益效果 摘要附图

* 作者来自中国专利检索咨询中心，现借调于专利文献部局数据加工质检组。

引言

为研究近一年机械领域专利文

献深加工数据的质量情况，笔者对

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8 月共 15 批

机械领域（对应国际专利分类表 B部、

E 部和 F 部）的专利文献深加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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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检过程中发现错误和特殊建议的

案例按照名称、摘要、关键词和 IPC

分类号进行了分类汇总和统计。

结果显示，去年 6月至今年 8月

机械领域15个批次的数据共发现两个

错误，属于同一类型，即原始摘要附

图错误但未更换，其余均为特殊建议。

名称撰写中出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技

术改进特征的体现上，技术改进的技

术特征是专利文献的技术核心，不仅

直接影响检索，同时也会影响审查员

在快速浏览过程中对文献标题的理解，

因此在加工过程中需要格外加以注意。

在摘要的撰写中，按照加工单摘要各

个字段的排列顺序，最频繁出现的问

题主要包括：发明点不简明、不完整、

与核心方案简单重复；核心方案缺少

解决技术问题的重要技术特征；技术

问题或有益效果不完整；原始摘要附

图错误但没有更换、在原摘要附图不

能良好地反映核心方案的技术主题或

技术改进特征时，未增加摘要附图。

在对关键词的选取上，较常出现的问

题是关键词的规范化，其中最常见的

是标引的关键词不是本领域通用的技

术术语。在对专利文献进行IPC分类

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包括：未分入正

确的下位点组；未对全部的发明信息

进行分类；未能对构成发明信息的技

术主题进行多重分类以及对构成发明

信息的技术主题未分到准确的位置。

由于摘要在加工单中所占的字段

最多，因此出现问题的几率也最大。统

计结果也显示，摘要中出现错误和特

殊建议的数量在问题总量中所占的比

重也最大。摘要是审查员检索的重要入

口，其准确性和全面性直接关系到检

索结果的查全率和查准率，而提高查

全率和查准率是提高审查效率的关键。

因此摘要的撰写在整个专利文献深加

工中是极为重要的。本文将结合具体

案例探讨摘要撰写中一些常见问题出

现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并对一些具

有相对普遍性的问题总结加工的方法，

以期达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机械领域

专利文献深加工数据质量的效果。

一、公开文本中存在的问题对加

工造成的困扰及如何避免

出于加工周期和保证审查员及时

检索的考虑，目前专利文献深加工所

依据的均是公开文本。由于公开文本

未经过实质审查，可能存在很多形式

和实质上的问题，不符合专利法实施

细则的撰写规定，书写不规范甚至混

乱；说明书公开不充分；权利要求书

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等等。在检测过

程中发现，公开文本中存在的问题会

对加工造成干扰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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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利要求书与说明书记载

内容不一致

案例一：申请号 200910223038

本案涉及一种电加热取暖器，权

利要求书中记载“散热片用铝或不锈

钢制作”，而该特征在说明书中未记

载。加工员在摘要撰写中依据权利要

求书将发明点提取为“电加热取暖器

包括散热片、电阻丝、电子开关、水

温感应器，散热片用铝或不锈钢制

作”。从而出现了发明点内容与说明

书不符的问题。

案例二：申请号 88204681

本案涉及一种用于有杆泵采油系

统的多功能联接器。申请人在权利要

求书中错误地将技术主题名称描述为

“防蜡”，在说明书中的正确描述是“多

功能连接器”，“防蜡”仅是其解决技

术问题的一部分。而加工员在撰写摘

要的过程中依据权利要求书将技术主

题描述为“防蜡”，从而导致了发明

点体现的技术主题不准确。

案例三：申请号 201010182237

本案涉及一种含叔氨基的大孔阴

离子交换树脂以及制备方法。说明书

发明内容部分公开的重量份组成中致

孔剂、引发剂和盐类组分与权利要求

1不同。而加工员仍然按照权利要求

1中记载的重量组成撰写核心方案，

从而导致了核心方案与说明书内容不

符。

（二）独立权利要求缺少解决技

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案例一：申请号 201010156527

本案涉及一种液体喷射设备，其

是申请号为 200610132080 的申请的

分案申请。根据母案申请的独立权利

要求 1可知，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

术特征包括第一、第二电极和电位差

产生部分。而分案申请的独立权利要

求 1 仅记载了第一、第二电极，缺少

必要技术特征“电位差产生部分”。

如果在加工的过程中按照分案申请的

权利要求 1撰写核心方案，就会导致

核心方案缺少解决技术问题的重要技

术特征。

综上，除去对技术方案本身的理

解是否准确全面这个因素不考虑，仅

仅是公开文本本身在撰写上的不规范

就会导致加工中各种各样的问题。根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会议纪要》

(2009 年 ) 对专利文献数据深加工的

指导原则：摘要的改写要以说明书

为依据，权利要求只可作为参考 [1]。

尤其对于权利要求中出现数值范围的

情况需要格外小心，一定要按照说明

书发明内容及实施例中的记载为依据

进行撰写。此外，对于母案和其对应

的分案申请可在加工的系统中建立连

接并尽可能分配给同一加工员进行加

工，以避免对相同技术内容在描述上

的不一致、不准确甚至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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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中发现的典型问题分析

及加工建议

（一）涉及产品类型技术主题的

申请文件在加工中的随机应变

在机械领域中遇到产品类型的技

术主题时，不论是标题改写还是摘要

撰写通常都是采用结构特征对技术主

题进行描述。这种方式在大多数情况

下是应该的也是可行的，它同时也是

对申请文件撰写要求的惯常思维的一

种延续。但当遇到某些特殊情况时，

也应该做一些随机应变的处理。

案例一：申请号 201110004663

本案涉及一种异型管成型机，属

于可用结构特征描述的产品类型的技

术主题。加工员在标题改写和发明点

提取的过程中也都遵循了这一习惯，

将标题改写为“每个排架设有 U 型槽

的异型管成型机”，即用“每个排架

设有 U型槽”这一结构特征对技术主

题“异型管成型机”进行了限定，同

时在发明点中具体描述了该成型机的

结构特征。而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根

据申请人在说明书中公开的信息无法

明确判断其结构改进特征。因此原发

明点中体现的信息仅仅是结构特征的

罗列，与核心方案的内容大部分重复，

未明确体现技术改进且不简明。《中

国专利数据深加工标引规则》(2008

年 ) 对技术方案中发明点的规定：发

明点是发明或实用新型针对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改进，该内

容能够使读者在最短的时间了解本发

明或实用新型的创新之处。通常情况

下，该内容在独立权利要求 1的特征

部分提取，如果说明书中对发明点信

息有明示，也可以从说明书中提取[2]。

就本案而言，阅读说明书会发现申请

人在现有技术部分描述了传统的两种

加工方法及不足之处，此后又在发明

内容部分明示了本发明实质上是对生

产方法的一种改进，即“通过滚模的

滚压轧制方法来完成管坯异型管的轧

制加工”，因此建议加工员直接用该

方法特征对名称及发明点进行描述，

简洁明了。

根据申请文件公开的内容无法明

确判断技术改进的情况在加工中时有

发生，并非个例。当出现这种情况时，

需要我们从数据加工的出发点和目的

上考虑问题。分析数据加工和申请文

件撰写的异同我们会发现，在申请文

件的撰写上之所以要求尽可能用结构

特征限定产品类型的权利要求是出于

对权利要求保护的目的。审查员在判

断一项权利要求是否具有新颖性 /创

造性时实际上是判断该权利要求的技

术主题是否具有新颖性 / 创造性，若

用方法特征限定产品，而该方法又不

够成产品的特定结构时，会被认为是

常规产品而丧失新颖性 / 创造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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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加工的目的与撰写申请文件不

同，数据加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保

障检索，二是帮助审查员理解即导

读。《中国专利数据深加工标引规则》

(2008 年 ) 中对发明点也有“使读者

在最短的时间了解本发明或实用新型

的创新之处 [2]”的要求。因此，在

能够明确判断其结构改进特征且便于

表达的情况下使用改进的结构特征描

述技术主题；对于不能明确判断结构

改进的要视情况而定，若申请人明示

了其他类型的改进特征，按申请人的

明示进行名称改写和发明点提炼，而

把具体的结构特征放在核心方案中，

这样既可以保障检索，又能够起到很

好的导读作用。

（二）“核心方案缺少解决技术问

题的重要技术特征”出现原因及避免

方法

“核心方案缺少解决技术问题的

重要技术特征”也是专利文献摘要改

写在检测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之一。

下面通过具体案例简要探讨其出现的

主要原因并给出针对性的加工建议。

案例一：95221901

本案涉及一种三点固定防盗电磁

有声门锁。申请人在背景技术中指出，

目前的家用门锁不能做到远距离开锁

和发出启示来人请进和语言。针对现

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采用在锁

壳内添加电磁线圈和发音部件的技术

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锁壳

内添加电磁线圈和发音部件”是解决

技术问题的重要技术手段，而加工员

未将其体现在原核心方案中。

案例二：201010570381

本案涉及一种商用车柴油机输油

泵。申请人在说明书中指出，为了避

免在运输和使用中因储油杯损坏而造

成的系统泄漏取消了原产品的燃油过

滤装置，此为要素省略；同时为了提

高产品的密封性，缩小了产品尺寸和

减小了重量，各部件采用三处螺纹连

接。因此“取消了燃油过滤装置，各

部件采用三处螺纹连接”也是解决技

术问题的重要技术手段，而这两个特

征却没有在核心方案中体现。

根据《中国专利数据深加工标引

规则》(2008 年 ) 对核心方案所作的

规定：核心方案是针对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应包含构

成技术方案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 [2]。

而上述两个案例均出现了核心方案缺

少解决技术问题的重要技术特征这一

问题。在核心方案的撰写中，导致这

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1. 申请文件的独立权利要求 1

本身缺少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

征，即申请文件本身不符合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 20 条第 2 款（独立权利要

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实用新型

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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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技术特征）的规定。具体情况见本

文第一部分“公开文本中存在的问题

对加工造成的困扰及如何避免”中第

（二）点“独立权利要求缺少解决技

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的描述。

2. 申请文件的独立权利要求 1

本身记载的特征是完整的，但申请人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往往不是单一的，

权利要求 1没有义务解决全部的技术

问题，申请人有可能在后续的其他独

立或从属权利要求中补充技术特征来

进一步解决其他的技术问题。在撰写

核心方案的过程中若以权利要求书为

依据而忽略说明书公开的内容，就会

导致核心方案缺少解决技术问题的重

要技术特征。上述两个案例均属于这

一原因。

因此，在数据加工的过程中需要

始终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摘要的改

写一定要以说明书为依据，权利要求

仅仅是参考”。同时在核心方案的撰

写过程中需要结合摘要中的“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和有益效果”类目信息，

从要解决的完整的技术问题出发，判

断核心方案中的技术特征是否全面，

是否有遗漏需要补充。

此外，对于案例二中涉及到要素

省略的部分，建议直接将省略的要素

明确写入摘要。要素省略发明是要

素变更发明的一种，是指省去已知产

品或方法中的某一项或多项要素的发

明。对于要素省略的发明，其创造性

判断的依据是：如果发明省去一项或

多项要素后其功能也相应地消失，则

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3]。由此可见，

省略的要素具有重要的检索意义，建

议明确写入摘要。举例来说，一种装

置，现有技术包括 A、B、C、D 四个

部分，本申请省略了 B，建议将“省

略了 B”写入摘要，而不是仅仅描述

成“一种装置，包括 A、C、D三个部分”。

（三）有益效果是否完整的判断

依据

专利文献摘要改写中“要解决的

技术问题和有益效果”类目在检测中

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未清楚、准确地描述有益效果；二是

技术问题或有益效果不完整。其中“不

完整”是最常出现的问题。

案例一：201110066455

本案涉及一种四轴联动式数控机

床，根据说明书可知，现有技术中尚

不能实现以四轴联动来完成五轴联动

数控机床的加工任务，而发明内容部

分指出，本案能够实现以四轴联动完

成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的加工任务。上

述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未在“要解决的

技术问题和有益效果”中披露。

案例二：200920181251

本案涉及一种摩托车防盗锁，和

现有技术相比，该防盗锁结构简单，

不具有现有 U 形锁的锁梁，减少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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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破坏的部件，其防剪、防撬、防

锤效果突出，同时结构紧凑，便于携

带和保管；另外，其锁销和锁销柄之

间可调节长度，可适应不同的摩托车

车型。而原“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和有

益效果”类目中仅体现了有关“防盗、

防暴力撬锁”的内容。

案例三：200920222141

本案涉及一种液压控制系统，根

据说明书可知，现有技术中存在机床

运动部件启动和停止冲击声比较大，

导致机床震动噪音等级过高的缺陷。

但上述问题在“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和

有益效果”中未反映。

上述三个案例均出现了“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和有益效果不完整”的问

题。由于申请人对有益效果的描述在

申请文件中往往分布的比较零散，且

申请人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和有益

效果的描述又有可能存在差异，就很

容易对加工员的判断造成疲劳和干

扰，这也是“不完整”问题出现的主

要原因。因此需要对有益效果是否完

整确立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根据《中

国专利数据深加工标引规则》(2008

年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指发明或

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现有技术中存在

的技术问题。有益效果是指由发明或

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直接带来的，或

者是由所述的技术特征必然产生的技

术效果 [2]。因此“要解决的技术问

题和有益效果”是否完整的判断依据

是：现有技术中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和通过阅读说明书能够明确判断确实

解决了的技术问题两者之间重叠的部

分，是必须写入“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和有益效果”类目的内容，如有缺失

就会导致不完整。

（四）摘要附图的典型问题及加

工方法总结

由于图形所反映的结构信息在直

观性上是文字不具备的，因此摘要附

图对于机械领域的审查员在检索过程

中是相当重要的。摘要附图选取的是

否合适准确直接影响审查员在对比文

件选取上第一时间的判断。下面就摘

要附图出现的主要问题和加工方法做

简要的总结：

1.“原始摘要附图错误但未更换”

如何避免

“原始摘要附图错误但未更换”

在检测中属于错误的类型，与特殊建

议相比，其性质更为严重，因此需要

在加工的过程中特别警惕。

案例一：200920181251

本案涉及一种摩托车防盗锁。加

工单选取的摘要附图是原始摘要附图

而非说明书附图。说明书附图 1 有钥

匙孔 21，而原始摘要附图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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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原摘要附图                   图 2  说明书附图 1

为避免出现此类错误，建议在摘

要附图选取时不论原始摘要附图是否

正确均不在加工单中采用，而是直接

在申请文件的说明书中截取合适的说

明书附图的方式进行加工。

2.如何判断摘要附图是否清楚全

面地反映了核心方案的技术改进特征

案例一：201020106187

本案涉及一种试剂瓶储柜，其中

“试剂瓶储柜的层板与柜体侧壁的夹

角 α 及多个限位条 (3) 等间隔平行

置于隔板上”是发明点，原摘要附图

1 并没有体现出夹角和限位条，说明

书附图 2则体现的更为全面。

 图 3  原摘要附图                   图 4  说明书附图 2

在摘要附图的选取上，应该从说

明书附图中选择最能反映发明或实用

新型技术方案的主要技术特征的附图

作为摘要附图 [2]。其中发明点中所包

含的技术改进特征是解决技术问题的

重要技术特征，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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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优先体现。由于申请人在选取原始

摘要附图时可能会倾向于选择具有完

整轮廓的主视图，但该主视图不一定

是最清楚全面反映技术改进特征的附

图，有时反而是侧视图或剖视图包含

的技术改进特征更全面，因此需要加

工员在选取摘要附图时加以判断，而

不是直接沿用申请人的原始摘要附图。

加工员可以通过之前在加工单中

撰写的发明点和核心方案简单判断摘

要附图是否清楚全面地反映了核心方

案的技术改进特征。由于发明点不加

注附图标记，可以在核心方案中找到

发明点里技术改进特征对应的附图标

记，然后检查选取的附图是否对这些

附图标记涵盖全面，若有遗漏，则需

要判断是否有更合适的说明书附图。

如案例一，原始摘要附图就不包含

“α”和“(3)”两个标记，而说明书

附图 2 则包含，同时说明书附图 2 对

技术主题的其他技术特征反映的也很

清楚，因此应该添加说明书附图 2作

为摘要附图。当然也有可能出现任何

一幅说明书附图都未能完全涵盖全部

技术改进特征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

时，加工员可选择一幅反映最全面的

作为摘要附图。

3. 在原摘要附图不能良好地反

映核心方案的技术主题时应增加相应

的摘要附图

案例一：200810304203

本案涉及一种导光模组及应用该

导光模组的发光二极管灯具。加工员

在撰写核心方案时选取的技术主题是

“导光模组”，将另一技术主题“应用

该导光模组的发光二极管灯具”体现

在了“其他独立权利要求信息”类目

中。而申请人给出的原始摘要附图却

是“应用该导光模组的发光二极管灯

具”，说明书附图 2才是“导光模组”

的附图。加工员沿用了原始摘要附图

而没有进行补充，导致出现了摘要附

图不能良好地反映核心方案的技术主

题的问题。

图 5  原摘要附图                 图 6  说明书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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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附图未能良好反映核心方案

的技术主题集中出现在申请文件要求

保护的技术主题非单一的情况下，从

数据加工的角度讲，即加工单中“其

他独立权利要求”类目出现内容的情

况下。需要加工员注意的是此时需要

仔细检查原始摘要附图或已经选取的

摘要附图与核心方案中描述的技术主

题是否吻合，如出现不吻合的情况则

需要添加或更改。

三、总结

在结合了具体案例对专利文献摘

要撰写中常见的问题进行汇总分析的

基础上，根据《中国专利数据深加工

标引规则》(2008 年 ) 对专利文献深

加工的要求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办

公会议纪要》(2009 年 ) 对专利文献

数据深加工的指导原则，笔者对专利

文献摘要撰写提出以下建议，供数据

加工参考：

1. 在专利文献数据深加工的过

程中，摘要的改写一定要以说明书为

依据，权利要求仅仅是参考。尤其对

于权利要求中出现数值范围的情况，

一定要按照说明书发明内容及实施例

中的记载为依据进行撰写。

2. 对于涉及产品类型技术主题

的申请文件，在能够明确判断其结构

改进特征且便于表达的情况下使用改

进的结构特征描述技术主题；对于不

能明确判断结构改进特征的，若申请

人明示了其他类型的改进特征，按申

请人的明示提炼发明点，而把具体的

结构特征放在核心方案中。

3. 在核心方案的撰写过程中需

要结合摘要中“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和

有益效果”类目信息，从要解决的完

整的技术问题出发，判断核心方案中

的技术特征是否全面。

4. 对有益效果是否完整的判断

标准是：现有技术中有待解决的技术

问题和通过阅读说明书能够明确判断

确实解决了的技术问题两者之间重叠

的部分，是必须写入“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和有益效果”类目的内容，如有

缺失就会导致有益效果不完整。

5. 摘要附图选取时建议直接在

申请文件的说明书中截取合适的说明

书附图的方式进行加工；可以结合发

明点和核心方案简单判断摘要附图是

否清楚全面地反映了核心方案的技术

改进特征，在核心方案中找到发明点

里技术改进特征对应的附图标记，然

后检查选取的附图是否对这些附图标

记涵盖全面；当申请文件要求保护的

技术主题不单一时，需要注意选取的

摘要附图与核心方案中描述的技术主

题是否吻合。

以上是笔者对专利文献摘要撰写

总结出的几点建议，希望为广大的数

据加工工作者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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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最大程度地减少加工过程中的差

错率，尽可能地提高专利文献数据深

加工的数据质量。

(专利文献部  李明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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