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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的质量控制

专利检索咨询中心   张旻 董林水 孙亮 

摘要：本文对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的质量控制情况

进行了简要介绍。结合加工工作系统流程，对质量控制体

系、自动化管理系统、质量控制的具体措施及2012年的质

控工作要点等几方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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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的质量控制

对于文献信息资源的检索和利用具有

决定性的影响，只有经过全面准确的

加工，才能将散布在海量信息中的目

标文献转变为对检索有用的规整有序

的索引数据集，使文献的利用率得到

提高。本文对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的

质量控制情况进行简要介绍，就质量

控制体系、自动化管理系统、质量控

制的具体措施及 2012 年的质控工作

要点等几方面进行探讨。

1 质量控制体系和自动化管理系统

1.1建立规范的ISO质量管理体系

2012 年 1 月非专利文献数据加

工业务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的目标、

流程和质量控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

的调整和完善。初步建立了较为系统

的质量管理体系，包括非专利文献数

据加工管理程序、非专利文献数据深

加工的加工规则和检测规则等部分内

容，从而规范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过

程，保证数据加工质量。质量管理体

系还提供了持续改进的框架，以帮助

提升员工积极性、增加用户满意度等。

今后，还需要在 ISO 质量控制理论和

体系的指导下，结合数据加工的工作

实际，对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的质量

管理体系进行及时的、必要的调整和

修正。

1.2 自动化管理系统

（1）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软件系

统及支撑平台

针对非专利文献加工的特点，结

合数据加工的工作需要，设计了“非

专利文献数据加工软件系统”( 如图

图 1 所示 )，并开发了具有自主著作

权的数据加工流程管理平台“非专

利文献数据加工软件支撑平台”(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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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所示 )。此套完整的技术支撑平

台支持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过程中的

数据管理、人员管理、流程管理、绩

效管理、系统管理等各个方面，实

现了非专利文献加工流水线作业，与

Office 套件、化学结构绘图软件、

Web 应用程序无缝集成，协作完成加

工工作。

图 1  “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软件系统”

图 2  “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软件支撑平台”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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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加工软件支撑平台操作

界面简介

加工工作界面如图 3 所示。为方

便加工人员进行格式或文字上的一些

常规处理，简化无谓的人工重复性操

作，在“加载项”的右上方部分设置

了如“去回车”、“去空格”、“标点英

转中”、“全角转半角”、“IPC 去重”、

“逗号或顿号转分号”等模块按钮，

点击后即可实现相应功能，从而缩

短了加工时间，提高了加工效率。其

下方的图标模块包括“同义词查询”、

“IPC 查询”、“方剂信息查询”、“化

学结构查询”等辅助加工系统。同时，

此页面还包括“申请文献”，“筛选文

献”，“校对”和“质检”等流程转换

模块按钮。

图 3  加工界面

加工单的质检包括文本质检和化

合物结构信息质检两大部分，以下分

别进行介绍。

文本质检界面如图 4 所示。在此

界面中，质检管理人员可以选定抽样

参数、质检人员、质检大类、质检标

引单的类型等。抽样后，文本质检人

员可以在此界面中判定具体的错误类

型，同时在“质检员意见”一栏中填

入具体的错误意见与修改建议。

结构质检界面如图 5 所示。每批

次质检抽样后，化学结构质检人员在

此页面中针对标引单中加工人员提交

的化合物名称、结构、职能符等信息

进行质检。同样，可在此界面中判定

具体的错误类型，而后在“质检员意

见”一栏中填入具体的错误意见与修

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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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文本质检界面

图 5 结构质检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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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界面如图 6 所示。当以上文

本或结构质检发现错误，且加工人员

对错误有异议时，启动申诉流程。申

诉系统独立于加工及质检平台以外，

以网页形式存在。加工人员在如图 6

的页面中填写错误反馈单，提交专家

组进行裁议。同时质检员也在此页面

中查看自己所给出的错误是否成立，

并进行相应的后续处理。

图 6 申诉反馈流程界面

（3）非专利文献检索系统

自主开发了“非专利文献检索系

统”，客户端无需安装任何程序即可

以通过 web 方式进行快速、便捷地访

问。

2 质量控制的具体措施

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的质量控制

措施，大体包括如下七个方面：（1）

加强队伍建设；（2）制定完善的数据

加工和检测标准；（3）优化质检流程；

（4）加强技术培训和业务交流；（5）

重视课题研究，解决疑难问题；（6）

进行数据的总体修正和测试；（7）加

强与局质检部门沟通，及时完善加工

规则。

2.1 队伍建设

数据加工人员的素质是影响非专

利文献数据加工质量的一个重要因

素。数据加工工作是加工人员自身的

主观能动性工作过程，这就要求加工

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背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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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熟练的加工技能。检索中心在招聘

数据加工工作人员时，对应聘人员的

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进行了严格而系

统的考核；入职后，定期组织加工人

员参加各种业务培训和讲座，旨在对

个人能力进行培养和提高。目前，从

事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的加工人员学

历均在硕士以上，从事加工工作的年

限均在 3年以上。

2.2 制定完善的数据加工和检测

标准

数据加工和检测标准是保证加工

人员在加工非专利文献时能达到最大

程度准确性和一致性的基本准绳。规

则如果不够规范和完善，就会降低加

工的工作效率，使加工结果的一致性

下降。所以，数据加工和检测标准是

否完善也是影响非专利文献数据加工

质量的重要因素。非专利文献数据加

工目前应用的技术文件主要包括：《中

国非专利文献加工数据检测规则》、

《中国非专利文献加工数据标引规则》

等。根据近几年来数据加工的实际工

作需要，数据加工规则和检测规则均

经过了多次版本的修改和完善。针对

不同的专业加工领域，还制定了：《中

国非专利文献标引指南 ( 化学类期

刊)》、《中国非专利文献标引指南(机

械、电子、通信类期刊 )》、《中国非

专利文献标引指南 ( 农林类期刊 )》、

《中国非专利文献标引指南 ( 生物类

期刊 )》、《中国非专利文献标引指南

( 医学类期刊 )》、《中国非专利文献

标引指南 ( 材料和冶金类期刊 )》等

加工规则。

2.3 优化质检流程

质检流程总体包括：抽检—质

检—申诉—专家复核—返工重做—检

后修改—数据生成，以及流程外特殊

问题处理等。其中，抽样包括正常质

检、返工质检、模拟局质检三种抽样

方式。个人数据经质检未发现错误时，

该批数据进入检后修改流程；如发现

错误，则个人数据返给加工人员，本

人对错误无异议时，进入返工流程，

如果有异议，则进入申诉流程。申诉

流程中由专家组对错误进行复核，复

核后，如错误成立则进入返工流程，

如果错误不成立，则由质检员取消错

误后，个人数据进入检后修改流程。

日常内部质检安排为每月 4 批，

2 批正常质检，2 批返工重做质检。

在提交局数据前，还会在内部进行系

统的局模拟质检，查漏补缺，以保证

提交数据的质量。

2.4 技术培训和业务交流

技术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入职

基础培训、加工技术培训、质检技术

培训以及其它补充培训等。（1）入职

基础培训：包括专利法及审查业务流

程等的专利相关基础知识培训。（2）

标引培训：以标引规则为基础，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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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技术和方法的培训。（3）质检培训：

以检测规则为基础，对质检方法、要

求、标准等方面的培训。（4）补充培

训：审查实务培训，检索中心一直以

来非常重视审查实务的培训，利用周

末等时间邀请各实审部门的专家学者

对职工进行审查业务的培训，包括审

查流程、专利法修订、发明实审案例、

复审无效程序等方面。另外，还邀请

审查部门的审查员为职工进行审查案

例的讲解和培训，从而使数据加工人

员能够更好的理解审查检索的过程和

方法，站在检索使用者的角度，体会

到如何加工才是有利于检索的，加深

对于数据加工工作的理解。

部门内部业务交流主要包括：（1）

疑难问题的定期总结和解答 (在线解

答等 )；（2）质检疑难问题由专家组

进行复核或合议；（3）质检人员整理

总结质检中发现的错误，以个案解析

的方式编撰成质检通报，定期发放给

加工人员。（4）定期开展业务经验交

流会，由加工质量优秀的同事介绍自

己的经验，或组织大家对于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进行交流讨论，以提高整体

加工人员的业务水平。

2.5 重视课题研究，解决疑难问

题

每年组织人员积极参与课题的制

定和讨论，通过课题研究，使参与人

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得到提高，同时，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解决了不少工作中

的疑难问题，统一了工作思路，为提

高标引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至今共

完成课题研究 8 项，其中一般课题 2

项，自主课题 6项。

除课题外，工作人员积极投稿《数

据加工通讯》，至今已发表 50 多篇论

文，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1）专利

审查引用文献分析研究；（2）标引方

法研究；（3）IPC 应用于非专利文献

分类研究；（4）药物名称规范化研究；

（5）质量控制体系架构研究；（6）案

例分析和案例库建设研究；（7）抽样

方法研究；（8）情报检索语言研究等。

以上从不同角度分析阐述了数据加工

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各种

解决方法。

2.6 数据的总体修正和测试

加工人员最终提交的标引单在生

成数据前，还会根据所发现的问题进

行总体的整理与修订。所涉及问题可

能包括如下两个方面：（1）加工人员

或质检人员在加工或质检工作中发现

的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问题；（2）经

由申诉系统中的案例公开或定期的质

检通报，加工人员通过学习参考错误

案例，可能发现自己以前提交的标引

单存在某一相同类型的问题。以上所

提及的问题，在给出检索条件后，均

可通过计算机在整体数据中进行自动

检索查出，然后由加工人员进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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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系统中的同义词数据库、化合物

结构信息数据库和方剂信息数据库中

的数据也会进行及时的更新和修正。

加工人员在加工过程中，对存在疑问

或不确定的同义词、化合物、方剂信

息可随时在以上三大数据库中进行检

索查询，以提高加工准确率。而随着

标引单数量的增加，导致库内信息可

能存在重复以及错误链接等问题，影

响使用，为此会定期组织专门人员对

这三方面的系统内容进行库内的纠错

和整理。

2.7 加强与局质检部门沟通，及

时完善加工规则

数据提交局质检后，针对质检批

次中出现的问题，与局质检部门进行

及时的沟通和讨论，并根据讨论结果，

对加工规则或检测规则进行必要的调

整和完善。争取在平时的工作中加强

与局质检部门的沟通，并及时了解使

用方的各方面需求，进而对加工工作

进行及时、必要的调整。

3 本年度质控工作要点分析

经总结分析认为，本年度非专利

文献数据加工质控工作的要点包括如

下几个方面：

（1）加工疑难问题的及时总结、

分析和解决；

（2）完善绩效考核机制，进一步

提高加工效率和质量；

（3）质检流程的进一步优化；

（4）对数据进行持续的整体修订；

（5）对数据质检中出现的问题进

行及时分析，进一步完善加工规则和

流程 ;

（6）ISO 整体质量管理体系的推

进实施和流程完善。

(专利检索咨询中心  杜军  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