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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审查中的 “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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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概念”在专利领域中被广泛运用,它是为了激励和保护全球创新活动而制定的基本法律制度和信息保护管

理模式.本文研究了“云概念”在专利审查、专利检索和平台搭建中的应用,并从提高检索效率、获取审查经验、掌握领

域宏观情况以及借鉴专利价值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文章还针对现有专利云系统的不足提出了建议,并给出了医

药专利领域中“云概念”的具体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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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专利申请数量大幅增加，因为需

要进行海量数据交换，给处理专利信息带来了新的挑战。

“云概念”是借助云计算技术，使得各种终端设备之间能够

互相连接和通信。 所有用户所使用的资源和应用程序都由

一个强大的云端后台提供，包括云服务、云空间、云搜索、

云浏览、云社区和云应用等功能。

国家知识产权局连续１５年举办开放日活动，希望通过

“云开放”的方式，让社会公众走进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

其职能和设置，掌握知识产权领域的最新信息，揭开专利、

商标等审查过程的神秘面纱，感受知识产权的独特魅力，并

积极参与和支持知识产权建设。 接下来将详细讨论有关云

端的优势、“云概念”以及云检索在医药领域的应用。

１　云的优势

云计算是一种利用IP网络连接大量廉价计算单元构建

的运算系统，用于提供多种计算服务。 我国云计算产业已

被明确为我国重点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知局推出了

一款名为“专利审查辅助软件”的软件，该软件是一款本地

化软件，不能与网络连接，主要用于辅助专利文本的审核。

然而，该软件只能依赖于本地数据，无法进行更新，而且功

能相对较简单，不能解决数据集中和共享的问题。 在专利

审查工作中，每位审查员在进行新专利审查时，首先要进行

关键词的同义词扩展、近义词扩展、上下位扩展、产品别名

以及不同种类分类号的扩展等基础工作。 医药领域的SNP
检索、短序列检索、长序列检索、染色体检索等特定任务是

一种相对不熟悉但具有规范流程的程序性工作。 在授权阶

段，对于发明文本不符合专利法第２６条第４款有关“商业

用于”、有关“上下位”的规定等形式问题的归纳，需要在

每次审查时进行完整的重复。 但是有了云端数据之后，可

以通过一次运算最大程度地获取云信息，从而减少了重复劳

动。 专利审查员(云端用户)可以根据具体需求在云端数据

中进行选择，无需再进行重复性劳动，并且可以进行特定检

索的运算，这是云端的优势所在。 为了让云端数据更完

美，更适合审查员的需求，需要有一个开放的云端，通过用

户的自我改善，逐步实现这个目标。 云技术在专利审查和

专利信息管理方面的应用逐渐增多。

２　云技术在专利审查和专利信息管理中的应用

２．１　云技术的具体运用

“云专利审查”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推出的，基于建立一

个全球知识产权范围内的专利审查信息、资源共享网络，以

减少各国专利审查员之间重复工作而提出的一种体系。 云

专利审查目前已覆盖中美欧日韩知识产权五局(简称五局)和

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１６个知识产权机构的专利审查

信息。

专利审查高速路(PPH)试点即为“云专利审查”大概念

中的一种形式，在该试点下，对于被五局之一局认定为具有

可授权权责要求的申请，在满足其他条件的情况下，申请人

可向其他四局就该申请在其他四局提出的对应待审申请提出

加快审查请求。 而审查过程信息也会提供给其他四局审查

员便于更快的进行审查工作，专利申请人向五局之任意局提

出的PPH 请求，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可以利用五局已有的

工作成果。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２日，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推出并开

始运营了名为“云专利审查系统CPES”的在线平台。 这个

系统汇集了多个全球审查机构的审查案卷信息、项目信息和

公开通告文本信息，审查员可以轻松快速地获取有利于审查

的资料，并提供主题讨论、即时沟通等多种社区交流功能，

以便就技术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沟通。 该系统对于获取他

国审查过程中难以获得的珍贵文献非常有帮助。 由于网络

信息受限，外国的一些网站，尤其是书籍、产品目录等，不

能轻易访问。 因此，借鉴他国上传的引用文献的文本具有

重要意义。

现有的云审查 CPES尽管在实际应用中提高了审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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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要打开它，仍然需要账户密

码。 在严格程度上，分类号变更审批管理层级可以划分为

四个层级，分别是审查员个人、室级审批、部级审批和专家

审批。 就持续时间而言，更新速度较慢。 CPES的上述问

题仍在等待改进以不断提高效率。

除了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推出的CPES外，国外的知识

产权审查机构也在积极研究如何在审查中应用云技术。 美

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全球专利案卷系统 GlobalDossier
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５日正式启用。 该系统可以实现多种功

能，包括查找同族专利、查看和下载审查案卷、异议相关资

料和诉讼相关资料等。 此外，该系统还提供了机器翻译功

能，甚至可以对中文进行全文翻译，这体现了我国审查过程

资料的重要性。 韩国特许厅(KIPO)从２０１２年初起开始使

用基于云计算的操作系统，也就是云桌面系统，来实现远程

集中管理。

２．２　云检索和数据平台

云检索示例如Patentcloud、Rainpat、Patentcloud(专利

云检索网)等都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 在云计算模式下，虚

拟化技术、网格计算技术和分布式计算技术被结合起来应用

于云检索计算实践。 专利局审查协作北京中心以云计算模

式为基础建立了多个云检索平台，它们被统称为检索云。

２０１２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批准的时候设立了“国家云计

算知识产权(重庆)试验区”。 以云计算技术为基础，提供了

专利云系统，用于构建知识产权基础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该平台的设计方案包括专利信息应用、专利分析预警咨询报

告、专利文献翻译、专利数据加工、专利在线分析、中外专

利数据库、行业专利专题数据库等服务功能模块。 方案中

详细分析了专利信息应用、预警咨询、在线分析、文献翻

译、数据加工以及中外和专题的专利数据库的服务功能。

同时，还阐述了该知识产权基础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云架构

方案(如图１所示)和具体的业务流程。

图１　知识产权基础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云架构设计

此外，建议在基因编辑、CARＧT疗法、PDＧ１免疫疗法

等热门领域搭建相关平台。 高价值专利在医药领域中具有

重要意义，为了加快审查专利并保护中心案件，可以建立一

个基于这些专利的高价值平台，这将有助于引领技术发展的

方向。 可以使用云平台进行实际操作训练，整合相关课程

并创建云课堂以进行相关培训等。

３　云检索的应用

以生物医药领域为例，对云检索的实际应用进行简要

说明。

３．１　创建云案例库

在专利审查中，通常会生成一些有价值的案例，包括检

索亮点案例、检索互助案例和检索横向交流案例，这些案例

能够为后续审查员节约时间。 目前这些宝贵案例只能在内

部交流中使用，需要将这些案例整理成手册并分发给大家学

习。 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了许多案例，查阅变得越来越

困难。 云案例库努力解决了上述问题，它通过收集案例并

对关键的检索策略进行标引，形成了一个案例库。 例如，

在某种药品的制备过程中，该专利的发明构思是避免使用常

见的离心步骤。 然而，当进行检索时，如果同时使用关键

词“离心”和“不”，将会得到大量噪音结果。 同时，这类

详细操作内容通常会在期刊中呈现。 根据审查员研究

CNKI关键词逻辑运算与连接符的方法，并将其上传到云端

后，后续的审查员只需在云端搜索“否定式限定的检索”，

就能找到这种连接关键词的方法，并快速应用于自己的审查

工作中。

在这个前提下，特定领域的独特的流程式检索策略还可

以制定为检索SOP、检索手册，供审查员们随时查阅和学

习，从而形成一个一致的检索过程。 例如SNP检索和短序

列检索，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案例流程制作一个案例云。 审

查员在后续进行短序列检索时，可以直接借鉴，无需再进行

个人研究。

３．２　建立云检索辅助平台(云端知识库、云端未知词

库、云端扩展词库和云端常见知识库)

利用云端知识库中的全部知识信息，能够对专利中专业

术语进行详细解释，有助于明确保护范围。 每个用户都可

以随时添加和更新云端知识库，以不断完善其内容，确保查

询结果的及时、准确和实用。 在线平台使得审查员能够更

新或添加他们经过加工的数据，以使数据更专业，更符合审

查员的理解需求。 审核知识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信息的

准确性需要进行再次确认。 在专利中，对于“同源性”的

定义有约定的含义，而在外部网络信息上仅做了基础的解

释。 专利中对于“同源性”的定义需要明确说明判定标准

的比例。 除了帮助专利审查员理解专利，该云端知识库还

有助于专利代理人和律师在撰写和诉讼过程中更好地理解专

利的保护范围。

专利法第２６条第４款规定权责要求要清楚、完整，如

果权责要求有歧义，就违反了专利法。 云端不知道词库中

的专利法规定，违反相关规定会导致权责要求不符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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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通过整理和搜集“不明确词汇”并将其上传至云

端，利用智能高亮标注的方式进行标识，并根据审查员的偏

好不断更新添加词汇。 在专利审查文本中，词汇的保护范

围可能会因为副词的位置不同而产生不同，这些副词包括

“进一步的”“优选”“其中”特别的”等等。 为了准确指出

问题并标明风险因素，可以借助云端词库来高亮所有词汇，

并且对不同专利中可能存在的表达方式进行检索。 这样一

来，审查人员就可以快速发现问题。

利用辅助软件的专用界面，可以修改本地数据，并通过

云端获取到最新最全的扩展词库信息。 将句子颠倒重组并

用不同的词替换，可以进行如下改写：多种扩展类型包括药

品类别、靶点、机理等，甚至会对于药品名称扩展为中文、

英文、别称、俗称、商品名、通用名、缩写，以及常见错误

拼写等扩展词库。 每一行的扩展词记录在数据词库中以逗

号分隔。

根据专利审查指南规定，要指出公知常识，需要依赖教

科书、工具书等证据，而这些证据通常较难寻找，因此需要

提供云端公知常识库。 公共常识通常在一个领域是普遍

的，找到符合时间要求的公知常识证据并不容易，无论是在

常见的口服药用辅料羟丙基甲基纤维素还是其他领域。 在

审查员已经通过检索，在多个图书馆反复寻找后，终于找到

了某年的工具书。 该审查员可以将这个信息上传到云端公

知常识库。 其他审查员若想证明“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是

常见的口服药用辅料，可以直接在云端检索“羟丙基甲基纤

维素”，从而获得证明文献，节约了大量的文献查找时间。

另外，建议可以建立一个用于分享检索经验的云平台，

该平台涉及多个领域的云服务，如抗体、基因文库、生物信

息、生物设备、微生物和酶等领域。

４　应用展望

云技术在专利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在于整合现有资源并促

进信息的快速共享。 通过云平台，可以实现在审查工作中

共享内容的功能，包括同义词、近义词、扩展词、标准检索

流程和检索报告的共享，从而提高检索效率。 可以借鉴已

有审查经验，通过同族审查、同日申请和同申请人代理人申

请来共享公知常识的内容。 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建立专利

库，包含针对热点领域如抗体药、新型疫苗的专利等。 此

外，还可以加快审查具有高价值的专利，并建立保护中心案

例库。 要从整个领域的宏观把控和专利价值贡献的角度来

处理这些事宜，需要使用云检索计算技术加以支持，并在云

平台上生成可以看到的结果。 可以利用现有的成果来提高

专利审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创新体现在知识产权的质量和规模，以及知识产权的运

用和管理能力等方面。 云计算模式改变了IT产业格局，引

领着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给专利保护带来了新问题

和挑战。 牛顿曾经说过：“我之所以能看得更远，是因为我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将这句话理解为：在牛顿所言

中，他的观察力超群是因为他借助于前辈科学家的智慧和发

现，从而让他拥有广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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