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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专利查新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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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申请前的新颖性检索

◼ 在科研立项、科技成果鉴定等提供的对比性预警或认证检索

◼ 专利转让、受让过程中的稳定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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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做专利申请前查新检索

PART 01



提升专利质量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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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专利申请前查新 VS 专利申请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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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前评估

技术方案专利查新

技术方案完备性

技术方案先进性



如何进行申请前查新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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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1.专利查新检索的基本要求

77

通过检索是否有与技术方案相同或相近的对比文件，结合专利法有关规定，判断该技术

方案是否满足专利法所述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 检索结果：与技术方案相同或相近的现有技术中的对比文件 

⚫ 检索要求：查准

⚫ 检索线索：技术领域、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特征、技术效果等

⚫ 数据库要求：包括最低文献量要求的专利数据库和非专利数据库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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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22.4实用性 法22.2新颖性 法22.3创造性

①不属于现有技术

②不存在抵触申请

①能够制造和使用

②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①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
著进步

②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2.专利“三性”要件

无再现性、违背自然规律、利用独一无二的自
然条件的产品、人体或者动物体的非质量目的
的外科手术方法，测量人才或动物体在极限情
况下的生理参数的方法

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1.申请日以前申请，申请日后（含申请日当天）
公开；2.专利局受理；3.全文内容为准；4.所
有人

非显而易见性，有益的技术效果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现有技术认定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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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不丧失新颖性的公开】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丧失新颖性：

（一）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为公共利益目的首次公开的

 （二）在中国政府主办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出的；

（三）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的；

（四）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的。

公开时间

公开形式

公开状态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3.现有技术怎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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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公开（发表）

•使用公开（制造、销售、进口、展出等）

•其他方式公开（口头交谈、报告讨论、广播电视等口头公开）

公开方式

•印刷日，出版日，公布日，上传日

公开时间

•对比文件

•明确记载或毫无疑义的确定的技术内容

•四相同

公开内容

新
颖
性
是
单
独
对
比

鼓励发明创造，专利制度公开换保护，防止将公知所知技术纳入专利独占权的范围内。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4.最低文献检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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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最低专利文献要求：九国两组织

http://www.wipo.int/pct/en/texts/rules/r34.html
PCT最低非专利文献要求：超过200种各领域期刊及公开出版物

http://www.wipo.int/export/sites/www/standards/en/pd
f/04-02-03.pdf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5.数据库选用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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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数据库

国内外期刊论

文库

行业特色库

产品/互联网

INNOJOY+九国两组织官方检
索平台（ESPACENET、
patentscope、国知局专利检索
和分析系统）

知网+维普+读秀
Sciencedirect+

+Web Of Knowledge+Wiley

Online Liberary

展览会+产品样图+抖音

IEEE+

3GPP+

IETF

决定因素：检到即停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6.专利查新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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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效果

由窄到宽
• 考虑行业规则和习惯，数据

量适中（300条以内）

提炼技术方案
• 先从首权、独权出发总结技术方案，提炼

包括技术特征的检索要素

确定检索要素

表达

• 关键词、分类号、

相关人、日期、引

证，多字段筛选限

定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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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查新

检索要素法

全要素检索 简单检索

部分要素检索 表达式检索

分总式检索 STEP检索

长句检索法 语义检索 AI智能检索

非常规检索法

同族及检索报告检索 同族专利

引证专利检索 引证专利

相似专利检索 相似专利

检索方法              innojoy实现方式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基本方法



查新检索方法调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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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义检索
✓ 阅读相关文献（追踪式）

同族、母案/分案、背景技术
✓ 技术人员提供的背景技术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初步检索 常规检索 扩展检索

✓ 检索要素法（相同技术
领域）

✓ 非专利文献检索

✓ 检索要素法（在功能类
似或用途类似领域检索）

✓ 非专利文献检索
✓ 使用公开等



长句检索法—语义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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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智能分析检索专利数据

➢ 支持用户通过自然语言描述技术来检索相关的专
利数据

➢ 直接将一段技术描述输入“文本信息”框，点击
检索

技术方案描述越完整越好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语义检索—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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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智能检索—案例



检索入口---STEP检索

可在列表栏
直接选择检
索字段

也可在检索
字段下拉框
里选择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检索入口---STEP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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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段——输入检索式——按住ctrl进行复选，选择两者关系

◼ 自动出现第三条检索式



STEP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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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检索块之间通过and算符组合，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可以获得包含不同检索要素的相关文献

➢ 点击预检，查看每条检索式命中数量
➢ 选中检索式，点击“三栏式”、“列表式”等进入检索结果界面



STEP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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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S008检索式的结果界面

快速定位重点申请人、
发明人

可选浏览方式和排序



非常规检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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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检索
利用文献之间的

同族专利关系

引用/被引用关系

相关专利

具有相同申请人/发明人和领域的关系

目的：检索其它相关的文献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多种数据库的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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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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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主题检索？ 
理解技术方案
明确检索任务

选择数据库
构建检索式

确定检索要素
形成检索要素表

关键词表达：
(同义词 近义词 上位词 下位词……)
分类号表达：
(IPC  EC FI/FT UC)
从所属的技术领域或对现有技术作出改进的技术特征中
确定一个或多个基本检索要素 

检索式构造：
（逻辑算符 截词算符 位置算符）

？

？

理解有几个技术方案或几个独立权利要求，所
属技术领域、技术问题、技术手段和技术效果

逐一对比技术特征
撰写检索报告

依据单独对比原则进行新颖性评价，
采用三步法进行创造性评价

专利查新流程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1.明确检索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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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仅为技术方案，未形成成文的权利要求书

② 拟申请专利，已形成成文的权利要求书。

拟申请专利的技术方案：

提炼技术主题，确定必要技术特征，明确检索要素

关键词及其他检索要素表达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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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新检索的注意事项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 检索主题的确认
独权---从权---说明书+附图

技术交底书中的技术领域、技术问题和技术方案

◼ 检索要素范围的调整
   从窄（即所有检索要素）到宽（部分检索要素组合）

例：AIGC+视音频+监管 --- AIGC+视音频或AIGC+监管 ---AIGC的上位概念 AI

◼ 检索技术领域的调整
   相同技术领域—相似（功能类似）技术领域
    例：茶叶搅拌机 和混凝土搅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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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创性评述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技术方案只有具备新颖性的基础上，才会
考虑评价其创造性！

新颖性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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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创性评述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创造性评述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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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一种拍照推荐方法和装置

3030

一种照片拍摄的推荐方法和装置，包括以下模块：

1信息采集模块：主要采集拍照地点的经纬坐标，海拔，拍照的

方向和角度，拍照的时间，以及拍照时选择的拍摄模式，效果，

拍摄场景模式，曝光值，自拍模式，聚焦模式等相关信息。

2数据分析模块：用户分析高频率的拍照地点、拍照的角度、信

息，并判断拍照地关联的周边景区或者商业等特征信息。

3用户分析模块：分析用户当前的地点，或者目的地，周边可能

关联的特征区域信息，用于后期推荐周边地点的拍照地点。

4推荐和指引模块：用于引导用户好的拍照地点以及拍照方式。

1.事实认定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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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

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技术方案

降低用户错过拍摄区域的概率，提升用户拍照体验 

在用户在到达一个地方后，能为用户推荐拍摄位置和角度的方法和装置

采集、分析用户所处位置的位置和角度信息（包括拍照地点的经纬坐标，
海拔，拍照的方向和角度，拍照的时间，以及拍照时选择的拍摄模式，效
果，拍摄场景模式，曝光值，自拍模式，聚焦模式等相关信息），分析用
户当前或者目的地的地点的特征区域信息，与地图相结合，推荐用户最佳
的拍摄地点和角度。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2.提炼检索要素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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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所属的技术领域 发明对现有技术的改进

计算机 拍照推荐

检索要素 位置 拍照 推荐

关键词 中文 位置、地点、区域
拍照、摄影、拍摄、
摄像

推荐、推送、选
择等

英文 region Shoot,film recommend

分类号

IPC
G06F17/30 具有信息检

索功能的数字计算设备
或数据处理设备或方法

CPC

G06F16/9537: . . . . 空间

或时间相关检索，例如
时空查询
G06F16/29地理信息数
据库

FT/FI

EC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3.构建检索要素表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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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TI=((拍照 OR 摄影 OR 拍摄) AND 推荐) XX条

s2 TA=((拍照 OR 摄影 OR 拍摄) AND 推荐) XX条

s3 TA=((拍照 OR 摄影 OR 拍摄 OR 摄像) AND (地点 OR 位

置 OR 区域)) XX条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4.编写检索式



案例1

34

简单检索 表达式检索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5.选用数据库进行检索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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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6.浏览检索结果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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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单独影响权利要求的新颖性或创造性的文件； 

•Y：与检索报告中其他Y类文件组合后影响权利要求的创造性的文件； 

•A：背景技术文件，即反映权利要求的部分技术特征或者有关的现有技术的文件； 

•E：单独影响权利要求新颖性的抵触申请文件； 

•R：申请日当天向专利局提交的，并于申请日之后公开的属于同样的发明创造的专利或专利申请文件； 

•P：中间文件，其公开日在申请的申请日与所要求的优先权日之间的文件，或者会导致需要核实该申请优先权的文件； 

检索筛选到的对比文件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7.筛选对比文件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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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 对比文件1

照片拍摄策略的推荐方法和装置 一种拍摄区域的推荐方法和装置

1信息采集模块
获取历史拍摄数据模块2数据分析模块

3用户分析模块 位置获取模块

4推荐和指引模块 推荐模块

√

√

√

X文件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新颖性评价原则（单独对比+四相同）：
单独公开全部技术特征，并且相同的技术领域、相同的技
术问题、相同的技术手段、相同的预期效果

创造性评价原则（三步法）：
1）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2）确定发明的区别技术特征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3）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出发
判断是否显而易见

8.技术特征对比



案例1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9.撰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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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BCM发现自身状态异常，或者AI控制器检测到与

BCM失去通讯之后（利用AI控制器和BCM控制器之间的

总线进行状态监控），在需要打开转向或刹车或紧急报

警灯的状态下，AI控制器可以直接通过冗余的车灯控制

驱动线路直接打开对应的车灯。

◼ 明确技术方案

交底书：一种适用于智能驾驶的冗余车灯控制系统

案例2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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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点 技术方案

发明名称：一种适用于智能驾驶的冗余车灯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智能驾驶车灯控制

◼ 提炼技术问题和技术方案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案例2

自动驾驶在危险紧急
情况下车灯无法及时
打开

车灯信号采用AI控制器
和BCM控制器双路驱动
器设计

AI控制器发现BCM的CAN无响应或失
去与BCM的通讯后，直接驱动对应
的车灯而无需BCM控制器的介入，
同时AI控制器可以发出BCM控制器
异常的通知到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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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所属的技术领域 发明对现有技术的改进

智能驾驶紧急制动/车灯控制 AI控制器

检索要素 智能驾驶 紧急制动 车灯、控制 AI控制器

关键词
智能驾驶、自
动驾驶、无人

驾驶、

紧急制(止)动、应急制(止)动、
突然制(止)动、紧急刹车、应
急刹车、急刹、突然刹车

提示信号(灯) 、距
离警示(预警)灯、危
险 (警示)灯、安全 

(警示)灯、汽车刹车
灯、汽车警示灯

AI控制器、智能驾驶/自
动驾驶控制单元、第二
控制器、双控制器

IPC
G05D1、
G05B13

B60T1、B60W40、B60W30
B60Q9、B60Q1/44、
B60Q1/26 F16D

CPC

◼ 解析并构建检索要素表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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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TI=((智能驾驶 OR 自动驾驶 OR 无人驾驶) AND 灯 and (智能控制 or AI控制))

S2 TA=((智能驾驶 OR 自动驾驶 OR 无人驾驶) AND 灯 and (智能控制 or AI控制))

S3 TI=(智能驾驶 OR 自动驾驶 OR 无人驾驶) AND TA=(灯 and (智能控制器 or AI控制器))

S4 TAC=(智能驾驶 OR 自动驾驶 OR 无人驾驶) AND TA=(灯 and (第一控制器 and 第二控制) or 两个控制器 or 

双控制器)

S5 TI=(智能驾驶 OR 自动驾驶 OR 无人驾驶) AND TA= (智能控制器 or AI控制器 or 智能控制单元 or AI控制单元 

or 智能控制模块 or AI控制模块 )

S6 TA=(灯 and (智能控制器 or AI控制器) and 车身控制器)

S7 TA=(车灯 and 驱动控制器 and (BCM or 车身) and 智能)

S8 TAC= (智能驾驶 OR 自动驾驶 OR 无人驾驶) AND TA=(灯 and (BCM and 车身) and (智能控制 or AI控制)）

◼ 编写检索式

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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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本方案技术特征 对比文件1 对比文件2

方案
智能驾驶车灯控制系统
（后车灯）

自动驾驶车灯控制（前
照灯）

车辆车灯控制方法

解决问题
问题

在关键时刻或者自动驾驶
的 corner case情况下保
证对应的车灯能够及时打
开

确定车辆前照灯照明操
作异常的自动驾驶系统

对车灯控制故障实现
自动检测及分析处理，
减少安全隐患，保证

车辆安全运行

序号 本方案技术特征 D1 技术特征 D2 技术特征

1 双路驱动 第一系统和第二系统
正常灯光和故障灯光

双模式

2 两个车灯控制器
第一控制器（采集判断
信息）和第二控制器

（执行操作）
单个车灯控制器

3
AI控制器对BCM控制器发
出指令并周期性检查BCM
状态

第一控制器监控第二控
制器的异常

车灯控制器实时监测
是否发生车灯故障

4
AI控制器可以直接驱动车
灯

◼ 技术特征对照表 最接近的现有
技术

创造性评价 “三步法”：

确定本发明的区别技术特征和发
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技
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

1

2

3

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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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技术方案及特征对比--案例

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

方法：

1. 确认发明解决前面所认定的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就是前述的“区别特征”

2. 这样的技术手段其他现有技术中是否有披露

3. 如果有，该技术手段的作用是否客观上与其在本发明中的作用相同，如果作用相同，则可以认为该现有
技术中存在“技术启示”

4. 如果存在“技术启示“则认为发明是显而易见的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反之，则认为发明是非显而易见
的，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常见技术启示：

区别特征为公知常识，或者为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

区别技术手段在最接近的对比文件中已披露，且作用相同

区别特征在其他对比文件中披露，且解决的技术问题实质相同，发挥的作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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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新原则把握 查新检索案例常用查新检索方法 查新检索流程

技术方案及特征对比--案例

创造性判断 –显著的进步

⚫ 发明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比具有更好的技术效果

⚫ 发明提供了一种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构思不同的技

术方案，其技术效果基本上达到了现有技术的水平

⚫ 发明代表某种新技术发展趋势

⚫ 尽管发明在某些方面有负面效果，但在其他方面具

有明显积极的技术效果

✓ 发明解决了人们一直渴望解决但始终未能获得成功的
技术难题（未公开）

✓ 发明克服了技术偏见（选择发明）
✓ 发明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技术效果（事先无法预测或推

理出来）
✓ 发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技术改进、要素变更）

不适用三步法的场景



如何基于查新结论调整技术方案

PART 03



影响新颖性的常见情况

47

判断新颖
性常见情

形

技术内容相同

技术内容（上下位
概念）

技术特征（数值
和数值范围）

权利要求（开
放/封闭式）



技术方案调整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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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思路

◼ 加一加：能在这件东西上加点什么措施，会获得更好的效果？

◼ 减一减：可以在这件东西上省略什么，依然能够保证效果甚至更好？

◼ 学一学：是否可以借鉴其它领域的技术？

◼ 换一换：一些结构部件能替换成别的吗？

◼ 变一变：一个构件的正反、上下、左右、前后、横竖、里外颠倒一下，会有什

么结果，方法顺序可以变吗？

要素变更发明转用发明组合发明



案例—方案无新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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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背景
本发明针对，具体涉及是一种对开空心零件，内部筋条延周向展开，使焊接结合面的质

量稳定且焊合率达到95%以上。接头性能达到母材性能的90%以上。

技术问题

由于此材料的高温强度高，要使其接触面上实现塑性变形和原子间的距离达到引力的作

用范围，就必须施加很高的压力和温度，由于设备的能力和材料热处理温度的限制很难

实现。

技术方案

想使其焊接面产生一定的塑性变形，为此我们采用的是增加中间扩散层的焊接方法，中

间层厚度为0.01mm，由于中间层的韧性较好，具有较高的延展性，柔韧性较好，作为中

间层加在两焊接件的界面之间，在同等压力和温度下可增加其紧密接触的程度和相互扩

散的作用，为界面间原子的相互扩散提供了便利，可大大降低扩散焊接时的压力和温度，

并且提高焊接强度和焊合率。

技术效果
增加中间层后，压力和温度适当降至合理范围内，焊接合格率提高至95%以上。焊合率

达到98%以上，焊结后焊缝性能达到母材性能的90%以上。



思路1--技术问题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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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材料的高温强度高，要使其接触面上实现塑

性变形和原子间的距离达到引力的作用范围，就必

须施加很高的压力和温度，由于设备的能力和材料

热处理温度的限制很难实现。

材料高温强度高，

扩散焊时需要高的

压力和温度

解决方案：
增加中间层

跟技术人员充分沟通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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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2--技术手段扩展 加一加

选择TiAl合金钎焊时使用较多并且取得

性能较好的Ti基钎料Ti/Zr/Cu/Ni合金作为

中间层进行TiAl和GH3536异种材料组合的液

相扩散焊实验。

采用的扩散焊规范是935℃，加压3MPa，

保温10min和1h。

想使其焊接面产生一定的塑性变形，为此我们

采用的是增加中间扩散层的焊接方法，中间层

厚度为0.01mm，由于中间层的韧性较好，具有

较高的延展性，柔韧性较好，作为中间层加在

两焊接件的界面之间，在同等压力和温度下可

增加其紧密接触的程度和相互扩散的作用，为

界面间原子的相互扩散提供了便利，可大大降

低扩散焊接时的压力和温度，并且提高焊接强

度和焊合率。

新方案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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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一减

采用在两侧母材异质金属之间加入双相高熵

合金中间层的方式进行焊接，双相高熵合金

中间层是由三种百分比在5-95at .％之间的

主要元素组成的；在焊接时，多种元素互溶

且倾向于形成简单结构的固溶体，元素应选

取在焊接时避免与母材金属反应生成脆性金

属间化合物的合金元素。

新方案原方案

采用在两侧母材异质金属之间加入双相高熵合金

中间层的方式进行焊接，双相高熵合金中间层是

至少由五种百分比在5-35at .％之间的主要元素

组成的；在焊接时，多种元素互溶且倾向于形成

简单结构的固溶体，元素应选取在焊接时避免与

母材金属反应生成脆性金属间化合物的合金元素。

思路2--技术手段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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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学

一种用于钛合金/高温合金连接件的复合中间

层，所述复合中间层由合金Ⅰ、中熵合金、

合金Ⅱ依次排列组成；

所述合金Ⅰ和合金Ⅱ均选自TiAl合金或高温

合金，所述合金Ⅰ和合金Ⅱ的厚度均为

10~50μm；

所述中熵合金由Ti-Zr-Cu-Ni四种元素组成。

新方案原方案

一种用于钨/钢连接件的复合中间层，所述复合

中间层由金属Ⅰ、中熵合金、金属Ⅱ依次排列组

成；

所述金属Ⅰ和金属Ⅱ均选自镍或铌，所述金属Ⅰ

和金属Ⅱ的厚度均为5~50μm；

所述中熵合金由Co、Cr和Ni三种元素组成。

思路2--技术手段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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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加入中间层合金氩弧焊的方法进行了

TiAl合金与高温合金异种材料组合连接实验。

采用加入中间层合金激光焊的方法进行了

TiAl合金与高温合金异种材料组合连接实验。

采用加入中间层合金摩擦焊的方法进行了

TiAl合金与高温合金异种材料组合连接实验。

新方案原方案

采用加入中间层合金扩散焊的方法进行了TiAl合

金与高温合金异种材料组合连接实验。

换一换思路2--技术手段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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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一变

（1）预备需焊接异种材料

（2）预备中间材料

所述步骤（1）、步骤（2）不分先后顺序；

（3）固定

（4）清洁

（5）焊接

新方案原方案

（1）预备需焊接异种材料

（2）预备中间材料

所述步骤（1）、步骤（2）不分先后顺序；

（3）清洁

（4）固定

（5）焊接

思路2--技术手段扩展



技术方案拓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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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发明

将某些技术方案进行组合，构成一项新的技

术方案，解决现有技术客观存在的技术问题。

 
案例：

橡皮+铅笔 >>>>>>>>     带橡皮头的铅笔

橡皮设置在铅笔一端，方便对铅笔的书写错

误进行擦除。

新创性判定

组合后各技术特征在功能上是否彼此相互支持？

相互关联或作用，1+1>2

组合难易程度？

组合后技术效果？

现有技术中是否存在组合启示？



技术方案拓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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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的宽范围（多个方案或一个宽范围参数）中，选择未曾

提到的窄范围或个体发明，其会带来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案例：

现有技术中，给出了3个水灰比数值，并认为随着水灰比增
加抗压强度降低。

发明人发现，水灰比在0.7-0.75范围内，其强度超过0.2的。

水灰比在0.7-0.75的混凝土则可以成为新的发明。

新创性判定

选择是否带来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是考虑的主要因素！

常见与化学材料领域中涉及数值和
数值范围的发明
实验数据+对比数据支撑

选择发明



技术方案拓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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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A领域的技术应用于B领域中，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
效果，或者克服了B领域中未曾遇到的困难。 

案例：

原有的潜艇，靠水柜充水和排水来控制下降和上升

将航空技术中飞机的主翼转用到潜艇中，极大地改善
了潜艇的升降性能。

克服了水下航行的许多困难。

转用的技术领域远近？

是否存在相应的技术启示？

转用带来的技术效果？

转用的难易程度？

是否需要克服技术上的困难？

新创性判定

转用发明



技术方案拓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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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产品新用
途将已知产品用于新的目的，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案例：

阿司匹林是历史悠久的解热镇痛药。

新用途1：抑制血小板聚集，用于预防和治疗缺血性心
脏病、心绞痛、心肺梗塞、脑血栓形成。

新用途2：预防肿瘤，长期规律的使用阿司匹林可以大
大降低胃肠道肿瘤的发生率。

将已知产品用于新的目的

新用途所带来的技术效果！

新用途与现有用途技术领域的远近！

新创性判定



技术方案拓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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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替代

已知产品或方法的某一要素由其他已知要素替代

要素关系改变

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形状、尺寸、比例、位置

及作用关系发生了变化

要素省略

省去已知产品或方法中的某一项或多项要素

新创性判定

技术效果可否预料？

是否存在技术启示？

是否常规手段？

要素变更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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