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利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发明创造是指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驳回和无效】。 
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驳

回和无效】。 
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

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第九条 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驳回和无效】。但是，同一申请人同日对

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先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尚未终止，
且申请人声明放弃该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可以授予发明专利权。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将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应

当事先报经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进行保密审查【驳回和无效】。保密审查的程序、期限等按
照国务院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
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驳回和无效】。 

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
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驳回和无效】。 

实用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驳回和
无效】。 

本法所称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第二十六条 申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说明书及其摘要和权利

要求书等文件。 
请求书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发明人的姓名，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以及其他事项。 
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

够实现为准【驳回和无效】；必要的时候，应当有附图。摘要应当简要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的技术要点。 

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驳回和无效】。 
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人应当在专利申请文件中说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

源和原始来源；申请人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应当陈述理由【驳回和无效】。 
 
第三十一条 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属于一

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驳回条款】。 
 

第三十三条 申请人可以对其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
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驳回和无效】，对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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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该

名称应当与请求书中的名称一致。说明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技术领域：写明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所属的技术领域；  
（二）背景技术：写明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理解、检索、审查有用的背景技术；有可

能的，并引证反映这些背景技术的文件；  
（三）发明内容：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

的技术方案，并对照现有技术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四）附图说明：说明书有附图的，对各幅附图作简略说明；  
（五）具体实施方式：详细写明申请人认为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必要时，

举例说明；有附图的，对照附图。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人应当按照前款规定的方式和顺序撰写说明书，并在说明书

每一部分前面写明标题，除非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性质用其他方式或者顺序撰写能节约说
明书的篇幅并使他人能够准确理解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说明书应当用词规范、语句清楚，并不得使用“如权利要求……所述
的……”一类的引用语，也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发明专利申请包含一个或者多个核苷酸或者氨基酸序列的，说明书应当包括符合国务院
专利行政部门规定的序列表。申请人应当将该序列表作为说明书的一个单独部分提交，并按
照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规定提交该序列表的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副本。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说明书应当有表示要求保护的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的附图。  
 
第十八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几幅附图应当按照“图 1，图 2，……”顺序编号排列。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未提及的附图标记不得在附图中出现，附图中未出

现的附图标记不得在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提及。申请文件中表示同一组成部分的附图标记应当
一致。  

附图中除必需的词语外，不应当含有其他注释。 
 
第十九条 权利要求书应当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  
权利要求书有几项权利要求的，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  
权利要求书中使用的科技术语应当与说明书中使用的科技术语一致，可以有化学式或者

数学式，但是不得有插图。除绝对必要的外，不得使用“如说明书……部分所述”或者“如
图……所示”的用语。  

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可以引用说明书附图中相应的标记，该标记应当放在相应的技术
特征后并置于括号内，便于理解权利要求。附图标记不得解释为对权利要求的限制。  

 
第二十条 权利要求书应当有独立权利要求，也可以有从属权利要求。  
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

要技术特征【驳回和无效】。 
从属权利要求应当用附加的技术特征，对引用的权利要求作进一步限定【驳回和无效】。 
第二十一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独立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前序部分和特征部分，按照下

列规定撰写：  
（一）前序部分：写明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主题名称和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主题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必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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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征部分：使用“其特征是……”或者类似的用语，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区别于
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技术特征。这些特征和前序部分写明的特征合在一起，限定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要求保护的范围【必考点】。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性质不适于用前款方式表达的，独立权利要求可以用其他方式撰写。  
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应当只有一个独立权利要求，并写在同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从

属权利要求之前【选考点】。 
 
第二十二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从属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引用部分和限定部分，按照下

列规定撰写：  
（一）引用部分：写明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号及其主题名称【必考点】； 
（二）限定部分：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附加的技术特征【必考点】。 
从属权利要求只能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引用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

只能以择一方式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并不得作为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的基础【必考点】。  
 
第二十三条 说明书摘要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所公开内容的概要，即写

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和所属技术领域，并清楚地反映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解决该问
题的技术方案的要点以及主要用途。  

说明书摘要可以包含最能说明发明的化学式；有附图的专利申请，还应当提供一幅最能
说明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特征的附图。附图的大小及清晰度应当保证在该图缩小到 4
厘米×6 厘米时，仍能清晰地分辨出图中的各个细节。摘要文字部分不得超过 300 个字。摘
要中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第四十四条 专利法第三十四条和第四十条所称初步审查，是指审查专利申请是否具备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或者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文件和其他必要的文件，这些文件是否符合规定的
格式，并审查下列各项： 

（一）发明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是否不符合
专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或者本细则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
款的规定，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第三十三条或者本细则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是否不
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或者本细则第十六条至第十九条、
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第四款、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四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或者本细则第二十条、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否依照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不能取得专利权；  

（三）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规
定的情形，是否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或者本细则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
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或者本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否依照专
利法第九条规定不能取得专利权； 

  
第五十一条 发明专利申请人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以及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

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的 3 个月内，可以对发明专利申请主动提
出修改。（主动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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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人自申请日起 2 个月内，可以对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
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主动补正）   

申请人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的，应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针对审通的答复要求） 

 
第五十三条 依照专利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应当予以驳回的

情形是指【驳回条款】：  
（一）申请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依照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不

能取得专利权的（A5 和 25 略）；  
（二）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

三款、第四款、第五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或者本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  
（三）申请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或者分案的申请不符合本细则第四十

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的。 
 
 第六十五条 依照专利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应

当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书和必要的证据一式两份。无效宣告请求书应
当结合提交的所有证据，具体说明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并指明每项理由所依据的证据。  

前款所称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无效条款】，是指被授予专利的发明创造不符合专利法
第二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四款、第二十
七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或者本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或者属于
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或者依照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不能取得专利权。 

 
第六十七条 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受理无效宣告请求后，请求人可以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之日起 1 个月内增加理由或者补充证据。逾期增加理由或者补充证据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
以不予考虑。 

 
第六十九条 在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过程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可以修

改其权利要求书，但是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技术方案的删除和合并，独权删除情
况下，从权才可合并；合并修改需要针对无效请求，逾期无效） 

 
无效模板 

 
专利复委员会： 

 
请求人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五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对专利号、名为  

的实用新型的专利权（以下简称涉案专利）提出无效请求，涉案专利的申请日为，优先权日
为、授权公告日为。 

 
请求人以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 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以及其不符合专

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第 2 款的规定，权利要求 2 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以及
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为理由，宣告涉案专利全部无效或部分无效。 

 
提供的证据及相关说明 
证据 0：无效宣告请求书针对的实用新型专利 ZL，优先权日为，申请日为，授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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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为【易遗漏，涉及 A26.4、R20.2】。 
证据 1：专利号为  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日为，公开日为。 
证据 2：专利号为  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日为，公开日为。 
证据 3：专利号为  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日为，公开日为。 
证据 4：涉案专利的优先权文本。 
涉案专利的申请日到证据 3 的申请日在十二个月之内，适用于判断各项权利要求是否能

够要求优先权。对比可知，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被记载证据 3 中，并且两者的技术领域、
所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和预期技术效果均相同，属于相同主题的发明或实用新
型，因此权利要求 1 享有证据 3 的优先权。但是，权利要求 2-4 的附加技术特征并未记载在
证据 3 内，因此权利要求 2-4 并不能要求到优先权。 

针对享有优先权的权利要求 1 而言，证据 1 的申请日早于涉案专利的优先权日，且授权
公告晚于涉案专利的优先权日，构成了该权利要求 1 的抵触申请，适用于评价涉案专利的权
利要求 1 的新颖性。针对为享有优先权的权利要求 2-4 而言，申请日以实际提交申请的日期
为准【易漏】，证据 1 和证据 2 的公开日期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因此证据 1 和 2 构成了
权利要求 2-4 的现有技术，适用评价权利要求 2-4 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1. 权利要求 1-X 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
定的创造性 

1.1. 权利要求 1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 限定了“ 权 1 的 内 容 ” 
证据 1 公开了一种是“ 名   称”，“与 权 1 相 对 的 全 部 特 征”。可知，证据 1

公开了涉案专利的全部技术特征，且两者的技术领域、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和实现的技术效果
均相同，属于相同的技术方案。因此，涉案专利相对于证据 1 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
规定的新颖性。 

或者，其中权利要求 1 的 X 是对比文件 1 公开特征 X1 上位概念，权利要求 2 的技术方
案与对比文件 1 的技术方案实质相同，且两者的技术领域、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和实现的技术
效果均相同，因此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不具备专利法规定的新颖性。 

 
1.2 权利要求 2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2 限定了“权 2 的 内 容” 
证据 1 与涉案专利的领域相同，且公开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最多，是最近接的现有技术。

综上可知，权利要求 2 相对于证据 1 的区别技术特征为：特征 X，特征 Y。特征 X 所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为“”，特征 Y 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 

证据 2 公开了一种“ 名   称”，“与特 征 X 相 对 的 全 部 特 征”。这一个特征在
证据 2 中所起的作用与特征 X 相同，都是“”。因此，证据 2 给出了将特征 X 应用在证据 1
上以解决“X 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启示。 

证据 3 公开了一种“ 名   称”，“与特 征 Y 相 对 的 全 部 特 征”。这一个特征在
证据 3 中所起的作用与特征 Y 相同，都是“”。因此，证据 2 给出了将特征 Y 应用在证据 1
上以解决“Y 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启示。 

由此可见，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2 相对于证据 1、2 和 3 的结合是显而易见的，不具有
实质性特征【或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进步【显著的进步】。因此权利要求 2 相对于证据 1
和 2 的结合不具备专利法的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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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答复模板 
 

专利复审委员会 
 
专利权人收到了请求人的专利无效请求书和所附的对比文件 1-X。现做出以下答辩意见。 
 
修改说明 
 
 
以上修改并未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的范围，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同时也符

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69 条的规定。 
 
陈述部分 
1.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 具备新颖性 
对比文件 1 的申请日早于本专利的申请日，而对比文件 1 的授权公告日晚于本申请的授

权公告日，构成本申请的抵触申请，可用于评价权利要求的新颖性，但不适用评价创造性。 
对比文件 1 公开了一种……，对比可知，对比文件并未公开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 的 X

和 Y，两者的技术方案不同，因此 
其公开了权利要求 1 的全部技术特征，且两者的技术领域、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和实现

的技术效果均相同，属于相同的技术方案，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不具备新颖性。 
 
2. 关于权利要求 1 的创造性 
对比文件 2 和 3 的授权公告日早于本专利的申请日，属于现有技术，能够用来评价本专

利的创造性。 
对比文件 2 与本专利的技术领域相同，且公开本专利的技术特征最多，因此对比文件 2

是本专利的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权利要求 1 进一步限定了“权 2 的 内 容”，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2 的区别技术

特征为“特 征 X 和特 征 Y”。该区别技术特征 X 和特征 Y 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 
对比文件 3 公开了一种“ 名   称”，“与特 征 X 相 对 的 全 部 特 征”。这一个特

征在证据 2 中所起的作用与特征 X 在本专利中的作用不相同。因此，证据 2 并未给出了将
特征 X 应用在证据 1 上以解决“X 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启示。 

证据 3 公开了一种“ 名   称”，“与特 征 Y 相 对 的 全 部 特 征”。这一个特征在
证据 3 中所起的作用与特征 Y 在本专利中的作用不相同。因此，证据 2 并未给出了将特征 Y
应用在证据 1 上以解决“Y 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启示。 

由此可见，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 相对于证据 1、2 和 3 的结合是非显而易见的，具有
实质性特征【或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进步【显著的进步】。因此权利要求 1 相对于证据 1
和 2 的结合具备专利法的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2-X 为权利要求 1 的从属权利要求，在权利要求 1 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基础
上，从属权利要求 2-X 也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 

【其他问题的答复】 
综上可知，专利权人认为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已克服了无效宣告请求中指

出的所有缺陷，并且符合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的相关规定，因此请求专利复
审委员会在修改文本上继续审查并维持本专利的专利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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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新颖性和创造性的答复 
 

针对《专利法第 2 条》 
①使用已知材料限定产品 

权 X，A 部件的材料为 Y（已知材料）。 
权利要求 X 的附件技术特征为“”，其中 Y 为现有的已知材料，根据专利审查指南 2010

关于“将已知材料应用在具有形状、构造的产品上不属于对材料本身提出的改进”的规定可
知，权 X 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3 款的规定。 

 
②广告 

1. 一种广告方法， 
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一种广告方法，部件 X（或广告牌）只作为信息的载体，仅涉及广

告内容和创意，该特征不属于技术特征，且解决问题的也不是技术问题，因而未构成技术方
案，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关于“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
案”的规定。 

 
 
针对《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条》 
①不清楚： 

缺陷题 1，权 1 包括 A，权 2 所述 B 为……。 
从属权利要求进一步限定的附加技术特征“所述B”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1内并没有出

现，因此从属权利要求 2 缺乏引用基础，导致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
第 26 条第 4 款。【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缺陷题 2：权 1, 权 2 引权 1, 权 3 引权 1 和 2 
权利要求 3 没有择一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导致权 3 中重复出现权利要求 1 内的特征,因

此权利要求3的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A26.4关于“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
简要地限定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的规定。【无效题用，非无效题请用细则第 22 条第 2 款】 

 
缺陷题 3：权 3 引用权 1 或 2，权 4 引用权 1-3 
多项从属权利要求 4 引用了在前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 3，导致权利要求之间的引用关系

不清楚，因此不符合 A26.4。【无效题用，非无效题请用细则第 22 条第 2 款】  
 
缺陷题 4：一种 XX 技术、改进、配方、设计或逻辑 
该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XX 技术”并不能清楚反应其要保护主题类型，即不能清楚地

反应其要保护方法还是产品，导致主题类型不清楚，不符合 A26.4。 
 
主题名称不清楚包括①主题名称不能反应主题类型，②主题名称概括过大（例如一种产

品），导致其无法反应技术领域且与技术方案不相适应，③主题与技术方案不一致. 
保护范围不清楚包括用于不清楚、语句不清楚和标点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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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不支持，权利要求书未以说明书为依据 
缺陷题 1：权利要求概括了一个较宽的范围，导致其有无法解决技术问题的下位概念。 
权利要求 X 的附件技术特征为“”，该未对 XX 的位置、形状、连接关系或其组合加

以限定，但是如果“反例”，则不能起到“”作用。因此权利要求 X 并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
清楚简要地限定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针对《细则第 22 条第 1 款》 

从属权利要求 X 的引用部分的主题名称“”所引用的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不一致，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第 1 条中关于“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写明引用的权利要
求的编号和主题名称”规定。 

或者，细则 22.1 规定了利要求的引用部分写明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号和主题名称，由
于从属权利要求 X 的引用部分的主题名称“”与其所应用的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致，因
此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第 1 条。 

 
针对《细则第 22 条第 2 款》 

缺陷题 1：权 1, 权 2 引权 1, 权 3 引权 1 和 2 
多项从属权利要求 3 没有以择一方式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不符合 R20.2 关于“从属权

利要求只能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引用两项以上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只能以择一方式引用在
前的权利要求，并不能作为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基础”的规定。 

缺陷题 2：权 3 引用权 1 或 2，权 4 引用权 1-3 
根据 R20.2 的规定，即“从属权利要求只能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引用两项以上的多项

从属权利要求只能以择一方式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并不能作为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的
引用基础”，由于多项从属权利要求 4引用了在前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 3，因此其不符合R20.2。 
 

 
针对《细则第 20 条第 2 款》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应发明或实用新型
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必要技术特征。 

本发明或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 - - - -”，“特 征 如 何 解 决 问 题 ”。
因此，“特 征…”是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而权利要求并未记载上述有这一或
这些技术特征，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第 2 款的规定。 
 
针对《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 

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规定“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实用新型做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
所属技术领域人员能够实现为准”。说明书的充分公开，主要看所属技术领域人员是否能够
根据说明书的内容实现发明或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解决其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实现其所
要实现的预期技术效果。 

现有的   适用于本申请，因此所述技术领域人员能够使用现有的“”实现的没发明或
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解决其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实现其所要实现的预期技术效果。因
此，即便贵方提供改进的“”，也可以满足说明书充分公开的要求，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合案申请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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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专利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为《全部或部分的区别
技术特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该特征所解决的技术问题》。 

第二件专利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为《全部或部分的区别
技术特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该特征所解决的技术问题》。 

可见，两件专利申请对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技术特征既不相同也不相应，两者之间并不
包括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不属于同一个总的发明构思，不具备单一性。因此，根据
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可知，上述两件专利申请并不能以一件专利申请的形式提出。 

或者 
可见，两件专利申请对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技术特征相同或相应，两者之间包括相同或

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即、、、，属于同一个总的发明构思，具备单一性。因此，根据专利法
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可知，上述两件专利申请并不能以一件专利申请的形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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