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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类综述文献 
在专利检索和审查中的应用 

专利检索咨询中心  庄  莹 

摘要：本文结合医药类综述文献的特点，根

据医药领域专利检索和审查工作的具体需

求，充分挖掘医药综述文献的作用并举例说

明，以期为有效开发和利用综述文献信息资

源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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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非专利文献包含了大量的技术信息，在

专利审查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近几年

来，专利审查工作中对非专利文献的需求量

一直在增加[1]。在医药领域专利申请的审查

中，非专利文献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被

引用作为对比文献的比例最高。 
在医药类非专利文献中，综述文献是一

个既特殊又重要的文献类别。它的特殊源于

其无论从结构形式，还是信息内容，较之一

般典型的医药类文献有诸多迥异之处；它的

重要则体现于其在专利检索和审查实践的

广泛应用，因此，有必要对综述文献进行系

统的研究。本文初步结合医药领域专利检索

和审查的具体需求，挖掘综述文献在专利检

索和审查工作中的具体作用并举例说明，以

期为更好的开发和利用这类重要的信息资

源奠定基础。 

二、医药类综述文献的特点 
医药类综述文献以原始文献为基础，对

某一时期医药领域的特定研究课题作出全

面、简练的总结归纳和分析阐述。医药类综

述文献的特点大致概括如下： 
（一）信息量庞大 
综述文献以有相同主题或技术背景的

一次文献为素材，进行系统整理归纳和分

析评论，这决定了其必然具有庞大的信息

量。例如，《泽漆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

进展》[2]一文，根据引用的 27 篇一次文献，

将泽漆的化学成分归纳为六类物质，药理

作用和临床应用又分别归纳为四个方面，

每一部分都有相应的引用文献支撑，其中

临床应用部分又涉及与泽漆有关的两个完

整的药物组合物方剂和制备方法，作者还

进一步以图表结合的形式列出了主要有效

化学成分二萜酯类化合物的结构式。整篇

综述文献以大量的信息对中药泽漆的化学

成分、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进行了客观全

面的概括和总结。 
（二）具有信息分析特点的二次文献 
综述文献不是简单的原始文献的堆砌

和罗列，而是具有信息分析研究特点的二次

文献，它在系统分析归纳基础上对原始文献

进行有效地浓缩，还时常加入文献作者的观

点和见解，是一种基于广泛实践经验和理论

的客观总结和升华。例如，《黄酮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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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活性及其构效关系研究进展》[3]一文总

结了黄酮类化合物药理活性研究近况，根据

其不同方面活性进行构效关系评述，并展望

了黄酮类化合物进一步的研究发展方向。不

难看出，作者之所以能系统全面地论述总结

黄酮类化合物药理活性与结构关系，并进一

步提出该领域研究发展方向的自身观点，与

其本人作为本领域技术人员长期从事相关

研究形成的理论和经验基础息息相关。这说

明综述文献的信息浓缩是建立在专业理论

和经验基础上的创造性研究成果，是一种更

为系统和客观的反映学科现状和发展的二

次文献。 
（三）公开程度有限 
公开程度有限是综述文献较为突出的

特点之一，主要体现在对一次文献的概括方

面。大多数综述文献对于原始文献的记载都

采用极其简洁、精炼的语言，有的用几十字

的篇幅简短概括，有的则索性在归纳的各个

观点后直接加上作为证据支撑的一次文献

引用文献号。这个特点较容易理解，因为综

述文献主要本着“全面、简练的总结归纳和

分析阐述”的原则，在篇幅限制下，自然不

可能兼顾到完整公开其引用的所有一次文

献，并且，如果阅读人员感兴趣，只要掌握

准确的引用文献题录信息，就可以快捷的追

踪检索到相关一次文献。 
 
三、医药类综述文献在专利审查检索中

的具体作用 
医药类综述文献通过对大量原始文献

的归纳、总结、分析，实现对海量医学、药

学领域科技信息的有效浓缩和升华，是医药

科技工作者必不可缺的参考文献形式。而对

于医药领域专利审查人员来说，综述文献也

发挥着其不可或缺的作用，现将综述文献在

专利审查中的具体作用概括如下： 
（一）了解和熟悉背景技术 
基于专利本身的特点，医药专利体现了

最新的医药技术信息，反映了当前医药领域

最先进的发展方向和动态，这就决定了专利

检索和审查人员面对的是先进的甚至是全

新的前沿技术。针对这种情况，首先通过阅

读相关文献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

的了解和熟悉背景技术对于专利检索和审

查人员显得尤为重要。众所周知，如果想系

统、详尽地了解某一技术的起源、理论、发

展、应用情况，最理想的工具无疑是科技图

书类文献，但是，由于科技图书的更新速度

远远跟不上综述文献，加之目前科技图书的

获取资源有限，数字图书馆检索入口单一，

使综述文献成为了解最新的科研发展动态

和方向的优选。例如，“模拟移动床”技术

是现代色谱分离制备的先进技术，近几年来

应用这项技术进行药物、食品单体分离的专

利申请屡见不鲜。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常

用的传统色谱分离教科书中对这项技术却

介绍较少，在“超星科技数字图书馆”以“书

名”和“主题词”分别检索“模拟移动床”，

未检索到相关的科技数字图书，检索“色谱”

等上位词，命中的记录又偏多，逐一打开寻

找相关信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在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仅篇名中精

确包含“模拟移动床”的文献有 111 篇，其

中综述文献就有 20 余篇，涉及模拟移动床

技术的起源、理论、装置、发展、应用等各

个方面，对专利检索和审查人员系统全面的

了解和熟悉模拟移动床的背景技术起到较

大的辅助作用。 
（二）追踪一次文献 
医药综述文献集合了大量的一次文献，

专利检索和审查人员可以以此为线索，通过

回溯检索，追踪得到最感兴趣的原始文献。

例如，发明名称为“废弃液中回收纳他霉素

的方法”[4]的专利申请，其涉及一种从纳他

霉素废弃液中回收纳他霉素的方法，包括吸

附、解吸附、结晶和分离干燥四个步骤，属

于典型的吸附洗脱制备方法。笔者在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得到一篇综述

文献《纳他霉素分离技术的研究进展》[5]，

先介绍了纳他霉素的性质及其在发酵液中

的存在状态，随后归纳了已有报道的纳他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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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离提取的方法，其中包括吸附洗脱法，

并 引 用 了 一 篇 早 期 的 英 国 专 利

GB846933[6]，详细描述了说明书中记载的吸

附洗脱法的具体方法步骤。通过阅读这篇综

述文献，专利检索与审查人员可全面了解纳

他霉素分离方法相关背景技术，更重要的

是，可采用追踪检索的方法得到感兴趣的原

始文献 GB846933，并结合综述文献的详细

描述，在短时间内明确其中记载的技术内

容，判断是否可作为对比文件，除此之外，

综述文献还全面提取了说明书中其他部分

披露的相关技术手段，例如吸附剂、解吸附

剂的可替换方案等，这极大的方便了检索与

审查人员在最短时间内、最大程度的捕捉与

申请技术方案相关的信息。最终专利文献

GB846933 被确定作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并结合另一篇对比文件与公知常识用于创

造性评价。 
（三）直接作为对比文件评价新颖性、

创造性 
虽然大部分医药综述文献由于大量引

用一次文献，公开程度有限，需要采用回溯

检索的方式追踪得到相应的一次文献，但也

有部分综述文献对引用的一次文献概括归

纳得较为完整，可以直接作为对比文件用于

专利申请新颖性、创造性的评价。例如，发

明名称为“一种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

加重期的中药复方颗粒”[7]的专利申请，其

涉及一种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期的中药复方颗粒，由葶苈子、地龙、浙贝

母、制大黄、炙麻黄、赤芍、矮地茶、人参、

麦冬、石菖蒲、蔗糖粉组成，通过检索得到

一篇最接近的对比文件[8]，其公开了一种治

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的通塞颗

粒，由葶苈子、地龙、赤芍、炙麻黄、制大

黄、川贝母、生晒参、麦冬、石菖蒲等组成，

具有清热涤痰活血、宣肺降气平喘之功效。

独立权利要求 1 与最接近的对比文件相比，

最重要的区别技术特征是：本申请的中药颗

粒中含有矮地茶这一成分。由于矮地茶并非

本领域的常用中药，专利文献中较少涉及包

含矮地茶的处方，而非专利文献，特别是

综述类文献极有可能涉及矮地茶的相关药

理功效。依据该思路，笔者通过进一步检

索，得到一篇综述文献，即《矮地茶的研

究进展》[9]，其公开了矮地茶有止咳化痰、

祛瘀解毒、利尿、止痛的功效；主治咽喉肿

痛、关节疼痛、闭经、肺结核、慢性支气管

炎、黄胆型肝炎与脱力劳伤。由此可见，对

于该区别技术特征，本领域技术人员为了提

高通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治疗效果，容易

想到在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公开的制剂基础

上加入具有止咳化痰和消炎效果的矮地茶。

综述文献记载的技术内容为本领域技术人

员改进现有技术以得到要求保护的发明提

供了技术启示，因此，可与最接近的现有技

术结合用于创造性的评价。 
（四）用于 A26.3（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A26.4（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说理的证据支持 

对于专利检索和审查人员来说，针对

“说明书公开不充分”或“权利要求得不到

说明书支持”等缺陷进行说理时，往往希望

能对其观点进行有力的举证，以丰富和完善

证据链，使说理过程更加具有说服力，但是，

寻找证据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综述文

献在这方面恰恰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例

如，发明名称为“荞麦七新黄酮化合物”[10]

的专利申请，涉及从中药荞麦七中提取分离

得到的两个新的黄酮类化合物，分别命名为

荞麦七素 A 和荞麦七素 B，它们都具有黄酮

骨架结构，但羟基数量、取代位置、成糖苷

位置、糖的种类、羟甲基位置和数目均有所

不同；而说明书仅记载了荞麦七素 A 一种化

合物清除自由基活性的疗效。通过检索，得

到综述文献《黄酮类化合物药理活性及其构

效关系研究进展》[3]一文，详细归纳总结了

黄酮类化合物抗氧化药理活性与羟基位置、

数目、羟基成苷等多种因素的构效关系，专

利审查人员则可以据此作为证据，从“黄酮

类化合物抗氧化药理活性受羟基位置、数

目、羟基成苷等因素的影响”的角度充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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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程，质疑本领域技术人员无法预见本申

请要求保护的荞麦七素 B 也具有自由基清

除活性，从而使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得不到

说明书的支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医药类综述文献对于专利检

索和审查工作来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是一类重要的专利审查可利用的文献资

源。因此，如何有效开发利用医药类综述文

献，即根据其自身的特点及专利检索和审查

工作的需求，制订合理的加工标引规则，进

行充分的信息提取和表达，既保留其可利用

的内容，又做到简练且便于检索，是值得我

们数据深加工人员深入探讨的问题。希望本

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医药类综述文

献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打下基础，以便于

更好地为专利检索和审查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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