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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加工通讯》— 数据加工的经验总结
专利检索咨询中心  李小生

前言

很荣幸作为数据加工代表参加这

次《数据加工通讯》2011 年度交流

研讨会。我的发言稿题目是“《通讯》－

数据加工的经验总结”。《通讯》作为

数据加工工作者的良师益友，不仅是

我们发表文章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

交流业务、相互学习的良好平台。我

们可以在这里畅谈经验、表达体会，

也可以从这里汲取知识、寻找灵感。

数据加工经验总结

下面的图表体现了《通讯》与我

们平时的数据加工工作是密切联系

的，有机结合的，并推动着数据加工

工作更快更好地发展。首先，在非专

利文献数据加工工作中，通过规则和

指南的制定以及课题研究，我们获得

了第一手的资料，对需要加工的数据

进行梳理，发表探索研究类的文章，

奠定数据加工工作的基础。利用规则、

指南、课题研究成果、以及发表的文

章可以多角度地指导数据加工工作，

使数据加工工作者能够更加快速准确

地把握所要加工的文献。其次，经过

一段时间的数据加工实践，数据加工

工作者对所加工数据的理解上升到了

新的高度，并且不断总结提高，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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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

《通讯》包含的栏目多样，涉及

的内容丰富。具体的栏目主要包括业

务动态、热点问题、业务探讨、学习

与交流、加工书简和数据加工项目进

度表，内容主要包括研究探索性文章、

经验交流性文章、转载、译文以及信

息通讯等。从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的

角度，《通讯》⑴所选登的文章很多

是对标引指南的细化和补充，能够注

意到数据加工工作中遇到的细节问题

和疑难问题；⑵所选登的文章内容丰

富，涉及了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中同

义词、方剂信息、化合物结构标引等

方面的内容；⑶所选登的文章不仅提

出了标引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而且提

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法 ；⑷所

选登的文章对数据加工内部质检工作

具有指导作用。以下从非专利文献数

据加工加工条目分类进行举例说明：

1. 化学结构标引：化合物的检

索、职能符和构型对化合物标引质量

和标引效率有着重要影响。掌握好以

上三点，有助于形成正确的标引思路，

提高医药类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的效

率，为专利审查过程中化合物的检索

提供一条高效的检索途径。《浅谈医

药类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中化合物的

标引方法》一文中撰写的化合物检索

与化合物的构型对标引指南起到较好

的补充作用。

2. 化合物的职能符标引：化合

物职能符的标引是化合物信息标引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化合物的应

用和属性的描述，使检索用户可通过

结构与职能符结合检索的方式，对技

数据加工过程中的经验体会转化成了

经验总结性的文章。最后，工作经验

总结以及发表的文章作为提升数据加

工工作水平的重要理论性资料，指引

着我们进一步地完善数据加工规则、

指南，指引着我们更加深入地开展课

题研究。所以说，《通讯》是数据加

工的经验总结，在我们提高数据加工

水平、增强数据加工效率中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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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案类型进行区别，提高查准率。

《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中化合物职能

符的含义及标引方法》一文结合具体

例子，详细介绍了职能符 N、K、T、P、

A、D、E、M在标引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3. 同义词标引：针对原始文献

的关键词未经过规范化处理，以及一

词多义或多词一义等原因，导致同一

主题的文献，常常由于同义词、近义

词、相关词、异形词等而分散于索引

的多处，造成标引一致性下降，对于

检索来说易造成漏检，影响检索效率。

《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同义词标引规

范化及其在检索中的应用》一文提

出了通过改正原文献存在的同义词错

误，杜绝标引系统导致的同义词“张

冠李戴”和防止标引员误操作、疏忽

等导致的同义词错误的途径来提高标

引质量。 

此外，《医药类中国非专利文献

标引的思考》一文结合典型案例，对

化合物标引、同义词标引以及方剂信

息标引中存在的漏标错标问题进行了

详细分析，提出了提高数据深加工质

量的若干措施，包括特别注意出现在

文章不同位置的同义词、重视典型病

例中可能漏标的方剂信息等。

除以上提到文章对非专利文献数

据加工工作的帮助以外，《通讯》所

选登的文章中有很多与规则、指南制

定相关的文章，对规则、指南的完善

具有较大意义。包括《关于非专利文

献数据深加工策略的思考》、《中文非

专利文献作为专利审查对比文件的情

况分析》、《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中范

例库的建设》、《医药类非专利文献的

特点及其加工策略》等。

一点建议

自创刊以来，《通讯》上发表了

大量与数据加工有关的文章，我们数

据加工员既是作者也是读者，发表自

己的看法的同时也聆听的别人的心

声。凡是坚持投稿和阅读的数据加工

工作者都在伴随着《通讯》一起成长，

并一起走向辉煌的未来。一直以来都

想为通讯的发展做点什么，仅以几条

建议实现自己的心愿：

1. 获取更多的稿源是期刊发展

壮大的根本所在，宣传自己，增加知

名度，通过介绍通讯的办刊方针、方

向、所设置栏目、所包括内容等，使

全局对本刊有所了解，有利于广泛吸

收稿源。这次 2011 年度交流研讨会

就有局内很多与数据加工相关的多个

部门的同事参与，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以后可以经常举办类似的交流会、研

讨会，使与数据加工工作相关的同事

都能了解这本杂志、阅读这本杂志、

进一步的多向这本杂志投稿。

2. 提高稿件质量是期刊发展壮

大的前提，可以采用约稿的方式，跟

踪各个加工单位的加工动态、提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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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加工文章的针对性、权威性和实用

性。该刊常见的文献部同事与数据加

工部门同事共同发表的很多具有指导

意义的文章就很好地体现了以上几

点。另外，数据加工部门同事发表的

文章也对本部门的数据加工工作有较

好的指导作用，对其他部门的数据加

工工作也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审查员

在该刊发表文章较少，可以向审查员

约稿，及时了解用户需求，适时调整

加工策略，这样可以使加工的数据更

好地为审查服务。

3. 经常与读者 / 作者保持密切

的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有针对性

地刊登一些读者 /作者迫切需要的内

容。

作为数据加工代表，我衷心地希

望数据加工工作能越做越好，真诚地

祝福《通讯》能越办越好。

（专利文献部  李明  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