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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检索是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检索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专利审查服务
，通过检索可以了解现有技术，并据此判断权利要求是否具备新颖性、创造性。
检索工作主要包括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分析、检索策略的选择，以及对比文件的筛选和使用等。
本教材通过具体案例展现了电学审查领域的计算机检索特点，有助于读者了解电学领域专利申请的检
索思路，熟悉检索过程，掌握检索策略的调整和运用。
　　本教材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电学发明审查部检索与三性判断教研组全体成员编写。
该教研组成立于2008年年初，负责电学发明审查部新审查员检索和三性审查方面的教研工作。
本教材共涉及电学审查领域中半导体、元器件、电力、计算机四个技术领域的案例，第一章涉及半导
体和元器件领域，第二章涉及电力领域，第三章涉及计算机领域，每章三个案例，每个案例介绍的内
容主要包括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分析、检索过程与分析、对比文件的筛选、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撰写等
。
另外，本教材的附录部分还介绍了检索和新颖性、创造性判断的相关概念，检索报告的填写要求，常
用的检索资源等内容。
　　本教材编写之初旨在供部内新审查员进行基础培训使用，教材内容涵盖了电学领域计算机检索方
面的基础知识、基本检索策略、可利用的检索资源等。
考虑到上述内容有助于公众了解计算机检索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策略，进而便于公众通过检索手段自行
了解相关技术，提升专利申请的质量，进一步推动我国专利事业的发展，因而特将本教材向公众出版
。
　　教材初稿于2009年年初完成，并于2009年12月完成终稿，其间进行了两次修改。
教材的整个编写过程得到了电学发明审查部各级领导和同事们的广泛关注。
电学发明审查部部长、副部长亲自参与了教材初稿的审阅，并提出了大幅修改建议。
教材经教研组补充和细化后，部门领导再次对教材各章节进行了审阅，并进一步提出了修改、完善建
议。
在此，对于各位领导和同事对于本教材的大力支持和辛苦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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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学领域检索及新颖性/创造性判断》基于专利检索和审查的关联性，结合电学部所属各领域的
技术特点，通过具体案例展现计算机检索策略与新颖性、创造性判断的融合，帮助审查员了解并掌握
如何在检索过程中融合新颖性、创造性的判断，学习调整检索思路和检索策略的方法；将理论概念和
知识在检索实践中得到应用，从而达到进一步强化理论知识的效果；通过通知书的撰写，强化技术特
征对比以及新颖性、创造性的判断的能力。
由此通过专利检索和新颖性、创造性审查的各知识点的综合运用，旨在为审查员提高检索效率提供可
借鉴的方法，从而使专利检索更好地服务于专利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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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半导体以及元器件领域标准案例第一节 半导体以及元器件领域标准案例一、案例介绍二、权
利要求保护范围的分析三、检索过程与分析四、对比文件的筛选五、新颖性、创造性评述六、分析与
归纳七、案例一 检索报告示例一第二节 半导体以及元器件领域标准案例二一、案例介绍二、权利要
求保护范围的分析三、检索过程与分析四、对比文件的筛选五、新颖性和创造性评述六、分析与归纳
七、案例二 检索报告示例第三节 半导体以及元器件领域标准案例三一、案例介绍二、权利要求保护
范围的分析三、检索过程与分析四、对比文件的筛选五、新颖性、创造性评述六、分析与归纳七、案
例三检索报告示例附：申请文件半导体以及元器件领域标准案例一半导体以及元器件领域标准案例二
半导体以及元器件领域标准案例三第二章 电力领域标准案例第一节 电力领域标准案例一、案例介绍
二、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分析三、检索过程与分析四、对比文件的筛选五、新颖性、创造性评述六、
分析与归纳七、案例一 检索报告示例一第二节 电力领域标准案例二一、案例介绍二、权利要求保护
范围的分析三、检索过程与分析四、对比文件的筛选五、新颖性、创造性评述六、分析与归纳七、案
例二 检索报告示例第三节 电力领域标准案例三一、案例介绍二、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分析三、检索
过程与分析四、对比文件的筛选五、新颖性、创造性评述六、分析与归纳七、案例三 检索报告示例附
：申请文件电力领域标准案例一电力领域标准案例二电力领域标准案例三第三章 计算机领域标准案例
第一节 计算机领域标准案例一、案例介绍二、权利要求的分析三、检索过程与分析四、对比文件的筛
选五、新颖性、创造性评述六、分析与归纳七、案例一 检索报告示例一第二节 计算机领域标准案例
二一、案例介绍二、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分析三、检索过程与分析四、对比文件的筛选五、新颖性、
创造性评述六、分析与归纳七、案例二 检索报告示例一第三节 计算机领域标准案例三一、案例介绍
二、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分析三、检索过程与分析四、对比文件的筛选五、新颖性、创造性评述六、
分析与归纳七、案例三 检索报告示例附：申请文件计算机领域标准案例一计算机领域标准案例二计算
机领域标准案例三附录 检索与新颖性、创造性判断相关的知识点一、基本概念二、新颖性、创造性概
念在检索及筛选过程中的运用三、检索报告中的文件类型与判断四、检索报告的填写格式五、检索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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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当从属权利要求9的技术方案中能量源为氩激光时：　　从属权利要求9对权利要求6作了进
一步的限定，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氩激光是常见种类的激光，将常见的氩激光应用到制造场发射
器中是本领域经常使用的技术手段，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容易地将公知的氩激光应用于制造场发射器
，以解决使含硅层结晶并形成凸出尖端的技术问题。
因此，在对比文件2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的公知常识得到该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对本领域技术人员
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该权利要求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
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六、分析与归纳1.方法权利要求中检索要素的确定方法在半导体领域中，“基板”作为半导体器件的
基本结构，基本在所有的半导体器件中都会出现，并且有大量的文献不会在权利要求或者摘要中提出
，因此如果在检索中将“基板”作为检索要素进行检索，会遗漏大量现有技术，其中可能包括本申请
的xY类文件。
因此，只有当发明改进之处与基板有比较紧密的联系，有必要进行检索的时候才会将“基板”作为基
本检索要素。
本申请可以从发明的特征部分中提取“能量”和“尖端”作为基本检索要素。
为了达到最接近的技术领域，我们从发明主题中将场发射器提取出来作为基本检索要素。
　　2.存在多个独立权利要求时的检索方式　　当具有多个独立权利要求时，要注意多个独立权利要
求是否具有单一性，如果有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发明进行检索。
比如本申请的两个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区别在于受到能量作用而形成凸出尖端的部件不一样而已
，可以作为一个发明进行检索。
　　3.台湾申请人的检索技巧　　本申请是台湾地区申请人的申请，由于台湾地区申请人在向我局提
出专利申请时不能要求以其在先的台湾申请作为优先权，因此台湾地区申请人的申请通常都没有要求
优先权。
在对台湾申请人的专利申请进行检索时，首先要针对该申请的在先公开进行检索。
另外，由于台湾申请人通常具有两个CPY公司代码，因此如果以CPY为入口进行检索，要注意使用两
个CPY进行检索。
　　4.上下位概念在检索中的应用　　我们在确定检索要素的时候，确定了“能量”作为检索要素，
但是由于预期使用“能量”进行检索不会得到较好的检索结果，因此我们考虑使用该检索要素体现在
申请文件中的下位概念“激光”进行检索，从而达到提高检索效率的效果。
针对“激光”的下位概念，如Nd：YAG激光、二氧化碳（CO2）激光、氩（AR）激光或准分子激光
，由于这些技术特征过于下位，如果使用这些下位概念进行检索，预期会遗漏较多相关文献，因此我
们在检索中不宜将激光进一步进行下位概念拓展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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