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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实际案例探讨了智能化检索系统相对于S系统的优势，并总结出了在智能化检索系统中巧用语义

排序基准和语义分词进行高效检索的方法，以期为高分子组合物领域专利申请的检索审查提供可供参考

的检索思路和经验，从而提高检索效能，保障审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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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tage of Intellectualized-Searching-System over S-system was discussed through practic-
al examples in this article. Meanwhile, an efficient method of searching with semantic ordering 
basis and semantic keywords in the Intellectualized-Searching-System was summarized. There-
fore, we could provide some directions and experience for the searching and examination of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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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s in the field of polymer compositions. In this way, the efficiency of searching is improved and 
the quality of examination is guarant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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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高分子组合物领域申请而言，权利要求中一般都含有大量原料组分和/或工艺步骤(包括设备、参

数)。而其中的原料组分和/或工艺步骤一般有多种表达，且某些表达噪音较大，也不能在 S 系统检索中确

定该表达或检索要素的权重，严重影响了高分子组合物领域专利检索的高效进行。同时，在 S 系统中进

行文献浏览时，待览文献也不能进行相关度排序，十分影响文献阅读的效率。此外，高分子组合物领域

申请也散布在多个数据库中，对其进行全面检索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智能化升级检索系统可

以针对性地克服上述缺陷，为高分子组合物领域申请的检索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 
2021 年上半年智能化检索系统开始上线推广，当年年底才彻底取代 S 系统，作为专利审查专用检索

系统。其现在仍处于不断更新完善但还未最终稳定下来的状态。目前，关于智能检索系统的文章较少，

且主要集中在“浅谈智能化检索系统中提升检索效能的策略”[1]、“浅析智能化升级检索系统中语义检

索的检索效能”[2]等方面，研究者对智能检索系统的检索策略或效能研究较多，但对于适合具体领域，

如高分子组合物领域的检索方法或检索小技巧的研究相对较薄弱。 

1.1. 智能化检索系统的检索优势分析 

目前，智能化检索系统提供了七个专利数据库：CNABS、CNTXT、WPABS、WPABSC、USTXT、
USTXTC、DWPI，四个非专利数据库 CJFD、3GPP、ETSI、IETF。支持与专利数据库相同的本地检索方

式；拟引进万方文摘数据库，包含国内外期刊、学位、会议等 10 种数据的文摘信息。此外，还提供统一

入口链接互联网文献资源，例如，STN、ELSEVIER、ISI 等。 
如表 1 所示，智能化检索系统在保留 S 系统现有的功能的基础上，新增了诸多智能检索功能： 
1) 检索功能智能化：检索、浏览、辅助工具的智能化及操作界面的融合。 
首先，智能化检索系统采用融合检索，可采用不同的检索方式：纯语义检索；先布尔检索后语义排

序；先语义检索后布尔筛选。特别是其中的语义检索，可以通过语义排序基准和可调节检索权重的语义

分词来高效提高检索的针对性和相关性。 
其次，智能化检索系统可采用一站式浏览，基于技术特征画像实现文献快速浏览及筛选。 
此外，通过辅助工具可扩展词库并对检索要素进行分析，降低基本检索要素的选取及表达的难度。 
2) 检索资源集约化：文献数据的标引、加工及整合。 
智能化检索系统实现了专利文献的整合：通过文摘库和全文库的整合，避免了转库操作；通过将外

文专利翻译为中文，跨越了语言障碍；通过将同种语言数据库进行整合，减少了跨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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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索流程标准化：人机交互的规范化及易用性。可以智能化对检索得到的结果进行自动语义相关

度排序，提高检索效率[3]。 
 

Table 1. The main improvements of Intellectualized-Searching-System over S-system 
表 1. 智能化检索系统相对于 S 系统的主要改进点介绍 

功能模块 主要改进点 

登录任务 所有业务共用一套账户及密码 

检索功能 

• 索引/字段：BA (文摘)、新增 FM (附图标记) 
• 特殊领域：通信 3GPP 数据库检索功能；优化医药方剂、序列检索；化学 STN 专利 

文献号转换、文本转化为化学结构式显示工具等 
• 命令/算符：优化 LI 等命令；频率 FREC/(关键词 A or 关键词 a) 
• 其他：检索要素推荐、检索式输入辅劣等检索工具 

浏览功能 

• 概览：列表、图文混排、单视图、多视图 
• 详览：优化 mark 笔，附图图号–文字、对比功能 
• 快览：文献号快速浏览功能 
• 其他：高亮显示、已浏览文献标记、公开日判断、多种字段筛选文献 

辅助工具 
• 内置机器翻译引擎；升级分类号查询 
• 关键词扩展工具；增强鼠标右键功能、百科查询等 
• 升级统计分析、增加数据下载数量等 

检索报告 • 携带 MARK 笔标注信息进入检索报告；与审查模块共用相同的编辑页面 

操作界面 • 表格检索界面并入融合检索，优化界面布局，提升易用性 

1.2. 高分子组合物领域的检索难点 

1) 高分子组合物领域涉及的数据库较多，涉及的外文文献不少，兼顾检索全面和阅读详尽效率较低； 
2) 组合物中存在诸多组分，且组分之间在检索过程中的重要程度不同；而在常规 S 系统检索中难以

体现检索要素的重要程度差异，导致检索过程中的噪音文献量较大； 
3) 组分的名称可能比较上位，部分组分的表达难以扩展充分，导致容易漏检对比文件； 
4) 检索待浏览文献在数据库中无序排列，不能像智慧芽、Google 学术一样按相关度排序，系统也无

法辨别哪些组分更为关键，只能依靠人工阅读逐个筛选；文献阅读的针对性和体验感较差，也易导致筛

漏对比文件； 
5) 检索时仅简单将各技术特征组合进行检索，难以完整的表达申请文件的发明构思，容易遗漏可用

对比文件[4]。 

2. 高分子组合物领域典型案例分析 

下面笔者将结合审查中的实际案例，对智能化检索系统中巧用语义排序基准和语义分词进行高效检

索的方法进行详细阐述。 

2.1. 通过调整语义排序基准进行高效检索 

智能检索系统中的语义排序基准，是指进行语义检索的原始基准数据，一般指的是专利申请文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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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利申请文件中提炼出来的文字。语义检索的后台运行逻辑目前不详，推测是在进行检索时，后台会

对语义排序基准进行分析，提炼出相关的语义分词和/或申请的分类号，然后进行运算检索，从而得到相

关的对比文件。 
对于高分子组合物领域申请，可直接采用语义检索以默认的申请文件全文为语义排序基准对其进行

检索。但以申请文件全文为语义排序基准进行检索，检索的针对性和相关性就相对较弱；特别是当申请

文件的撰写用语不规范或申请文件的发明构思十分隐晦时，检索的针对性和相关性就更差，很容易产生

许多噪音文献，从而影响检索效率。 
若未检索得到合适的对比文件，可进一步的以能够体现申请文件发明构思的权利要求或者改写的能

够体现申请文件发明构思的权利要求作为语义排序基准进行语义检索，以提高检索的针对性和相关性，

从而提高检索效率。 
案例 1：一种高分子阻燃抗静电塑料 
权利要求 1. 一种高分子阻燃抗静电塑料，其特征在于它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热塑性塑料 100

份、环氧大豆油 2~3 份、抗氧剂 DLTP 0~4 份、硅烷偶联剂 0.02~2.5 份、炭黑 5~10 份、纳米氢氧化镁 2~15
份、硼酸锌 5~10 份、玻璃纤维 3~5 份、聚乙烯蜡 1~5 份。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高分子阻燃抗静电塑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热塑性塑料为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和聚酰胺的混合物，且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和聚酰胺的重量比为 5~10:1。 
常规 S 系统检索： 
 

编号 所属数据库 命中记录数 检索式 

1 CNABS 315,592 OR 聚乙烯，乙烯聚，乙烯共聚，乙烯均，PE，LDPE，HDPE 

2 CNABS 109,487 OR 玻璃纤维，玻纤，GF 

3 CNABS 69,187 OR 炭黑，CB 

4 CNABS 17,037 氢氧化镁 

5 CNABS 7251 硼酸锌 

6 CNABS 230,216 OR 聚酰胺，尼龙，PA 

7 CNABS 13 AND 1, 2, 3, 4, 5, 6 

8 CNABS 50 AND 1, 2, 3, 4, 6 

9 CNABS 551 AND 1, 2, 3, 6 

 
检索结果 9 中实际上有对比文件，但文献量过大，未筛选出可评述体现本申请发明构思的权利要求

2 创造性的合适对比文件，转而采用智能化检索系统进行检索： 
先以申请文件的申请号为默认语义排序基准进行语义检索，未获得可评述权利要求 2 创造性的对比

文件。 
但获得一篇苏州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其中详细介绍了：聚酰胺与炭黑、玻璃纤维相容性良好，炭

黑通过聚酰胺，包裹在玻纤表面形成导电网络，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复合材料的导电性(抗静电性)。因而，

根据申请文件和上述文献的记载，检索员对权利要求进行了改写，以使其能够体现申请文件的发明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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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的权利要求如下： 
一种高分子抗静电或导电材料，其特征在于它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聚乙烯和聚酰胺 100 份、

炭黑 5~10 份、玻璃纤维 3~5 份；聚酰胺与炭黑、玻璃纤维相容性良好，炭黑通过聚酰胺，包裹在玻纤表

面形成导电网络，从而提高了导电性或抗静电性。 
如图 1 所示，以该改写的权利要求作为语义检索的基准进行检索，第 35 篇文献就是能够评述申请文

件权利要求 1~2 创造性的 X 文献 CN1240045A。 
 

 
Figure 1. Searching process in the Intellectualized-Searching-System (example 1) 
图 1. 智能化检索系统检索过程图(案例 1) 

 
后续将该改写的权利要求微调为“一种高分子抗静电或导电材料，其特征在于它由以下重量份的组

分组成：聚乙烯和聚酰胺 100 份、炭黑 5~10 份、玻璃纤维 3~5 份；聚酰胺与炭黑、玻璃纤维相容性良好，

炭黑通过聚酰胺，包裹在玻纤表面形成导电网络，从而提高了导电性”，以其为语义排序基准，X 文献

CN1240045A 的排序就提升到第 13 位，极大地提高了检索效能。 

2.2. 通过调整语义分词进行高效检索 

智能检索系统中的语义分词，是指进行语义检索时，智能检索系统按照一定的后台运行逻辑对语义

排序基准进行分析后，提炼出来的用于对申请文件进行检索的相关单词或者词语。 
在采用智能检索系统进行语义检索结合布尔检索的过程中，默认直接采用系统自动给出的语义分词

进行语义排序。语义分词并不一定是与申请文件发明构思相关的词语，噪音较大，从而会使不相关的文

件排序靠前，增大了文献筛选的难度。此时，若能充分把握申请文件的发明构思，减少无关的语义分词，

增加一些能够体现申请发明构思的关键词，并调整语义分词的权重进行检索，则将极大的提高文献阅读

效率和检索效能。 
案例 2：一种丁腈橡胶胶料及其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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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丁腈橡胶胶料，由如下按重量份数计的组分配制而成：丁腈橡胶 80~150 份、补强填充剂 0.5~8
份、发泡剂 10~30 份、防老剂 0.5~5 份、增塑剂 1~15 份、负离子原液 15~50 份，所述负离子原液由水溶

性负离子晶体和水按照 2~10:100 的重量比混合而成。 
常规检索如下： 
 

编号 所属数据库 命中记录数 检索式 

1 CNABS 11 /pa 易森防护用品 

2 CNABS 12 /in/pa 邱长荣 

3 CNABS 12 1 or 2 

4 CNABS 450 负离子 s (原液 or 晶体) 

5 CNABS 274,932 /ic C08L 

6 CNABS 14 4 and 5 

7 CNABS 12 6 not 3 

8 CNABS 21,741,244 pd < 20181112 

9 CNABS 340 4 and 8 

10 CNABS 42 负离子 3w (原液 or 晶体) 

11 CNABS 27 8 and 10 

 
常规检索未得到合适的对比文件。 
采用说明书和从属权利要求中具体的负离子原料，加入重要的发泡工艺或针对具体的应用领域进行

检索，仍未获得合适的对比文件。 
转而尝试采用智能化检索系统进行检索：首先查看自动语义检索，未发现可用对比文件。考虑到本

申请的组分表达较为上位和宽泛，语义分词的表达可能带来噪音，影响检索结果的文献排序。因而对语

义分词和语义分词的权重进行调整： 
图 2 是原始的语义分词： 
 

 
Figure 2. Original semantic keywords in the Intellectualized-Searching-System 
图 2. 智能化检索系统的原始语义分词 

 
经分析，申请文件的发明构思在于将负离子材料独居石加入到丁腈橡胶中起到抗菌的作用。基于此，

如图 3 所示，检索员将无关的语义分词删除，加入了新的语义分词“负离子”，并将能够体现本申请发

明构思的语义分词“丁腈橡胶”和“负离子”的权重调整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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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Adjusted semantic keywords in the Intellectualized-Searching-System 
图 3. 智能化检索系统的语义分词调整 

 
继而进行布尔检索：(丁腈 or NBR) and (负离子 or 独居石 or 电气石) and (抗菌 or 抑菌 or 杀菌)： 
 

 
Figure 4. Searching process in the Intellectualized-Searching-System (example 2) 
图 4. 智能化检索系统检索过程图(案例 2) 

 
如图 4 所示，检索结果的第 4 篇即为 X 对比文件 D1 CN101205321A。 
D1 实施例 4 公开了通过加入负离子添加剂到丁腈橡胶中得到释放负离子的橡胶弹性材料。负离子能

产生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和射线，还具有抗菌、防毒、祛味的性能。可以用于评述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进一步在 S 系统进行深入检索，将基体橡胶不再限制在丁腈橡胶，而是扩展到上位概念橡胶，在

CNABS 和 CNTXT 分别进行了检索： 
 

编号 数据库 命中记录数 检索式  

12 CNABS 47,204 独居石 or 负离子  

13 CNABS 1,594,345 橡胶  

14 CNABS 1831 12 p 13  

15 CNABS 121 5 and 8 and 14 得到 D1 CN101205321A 

 
1 CNTXT 294 ((丁腈 or NBR) p (or 负离子，独居石，电气石)) and (抗菌 or 抑菌 or 杀菌)得到 D1 

CN1012053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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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同样能检索得到对比文件，但文献阅读量巨大，耗时费力，效率不高。 

3. 启示 

由案例 1 可知，在智能检索系统中直接进行语义检索无果时，可对权利要求进行改写，删掉无关组

分，仅保留与申请文件发明构思相关的组分；合适的时候，可添加作用机理或效果描述，使改写的权利

要求尽可能的能够体现申请文件的发明构思，再以该能体现申请文件发明构思的权利要求作为语义检索

的排序基准，可极大的减少相关文献的漏检，从而提高检索效能。 
由案例 2 可知，虽然在 S 系统中进行检索也可获得对比文件，但与智能检索系统相比，S 系统中获

得对比文件的文献阅读量大，且文献浏览效率低。而在智能检索系统中，根据申请文件的发明构思，减

少无关的语义分词，增加一些能够体现申请发明构思的关键词作为语义分词，并调整语义分词的权重进

行检索，可有效提高检索的精度和效率。 

4. 结论 

智能检索系统不仅保留并优化了 S 系统的现有功能，还新增了智能检索相关功能。对于高分子组合

物领域申请而言，其中的原料组分和/或工艺步骤的关键词表达噪音较大，在 S 系统检索中的检索效率容

易受到影响；同时，在 S 系统中浏览未进行相关度排序的文献，阅读效率不高；此外，分别在多个数据

库中进行全面检索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通过对以上实际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智能检索系统中的语义检索不仅可以将原始申请文件作为语

义排序基准进行语义检索，而且，检索得到的文献还可以根据其与申请文件的相关度高低进行排序，极

大地提高了检索相关性和阅读的针对性。此外，语义检索中还可对语义排序基准进行改写，例如，改写

成能够体现申请文件发明构思的权利要求，或对语义分词进行增删及对语义分词的权重进行针对性的调

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语义检索的针对性和相关性，进而极大地提高了检索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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