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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在申请文件撰写中隐藏技术秘密的技巧。根据对几个案例的分析，

探讨在不同情况下在申请文件撰写中隐藏技术秘密的方式和手段。通过运用这些撰写方式，

使得申请人既能够获得专利权的保护，又能够保留核心的技术秘密，从而找到保留技术秘密

和充分公开发明之间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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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引言

技术秘密最早被称为“know-how”，一般是指未被拥有人所公开，处于保密状态下的技

术情报、技术诀窍、产品设计方法、工艺流程及配方等方面的技术信息，具有一定的技术价

值和经济价值。目前，我国专利法不要求申请人公开其所知道的实施发明的最佳方案，专利

申请实际上允许保留部分技术秘密。因此，申请人在撰写专利申请时，往往也会有目的地适

当保留一些技术细节作为技术秘密。保留这些技术秘密的目的在于：一是在公开的专利说明

书中不会包含技术秘密的内容，即使专利申请不成功，也能保留下自己的核心技术不被公开 ；

二是在进行专利权转让或者专利许可时，由于技术秘密没有被包括在专利的技术方案内，如

果受让方要取得这部分技术秘密，则还应该再付出相应的费用，专利权人可以得到较好的经

济效益；三是即使别人实施该专利，虽然可以实施该专利的技术方案，但不能达到最佳的实

施效果。

但是，撰写专利申请时保留技术秘密是一把双刃剑，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

险。首先，如果把握的尺度不好会造成说明书公开不充分；其次，技术秘密往往是专利申请

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最好的证据，如果故意保留这些内容可能会对专利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判

断上带来负面作用。这些风险的存在均可能影响到专利申请的授权以及专利授权后的权利稳

定性。因此申请人在撰写专利申请时，在说明书充分公开和技术秘密间谨慎选择平衡点，是

十分重要的。

在申请文撰写中既能够保留技术秘密，又能回避由此带来的风险，这一直是申请人和代

理人所关心的焦点。以下，笔者将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举出几个具体案例来探讨申请文件

撰写中隐藏技术秘密的技巧。

二、申请文件撰写中隐藏技术秘密的几点探讨二、申请文件撰写中隐藏技术秘密的几点探讨二、申请文件撰写中隐藏技术秘密的几点探讨二、申请文件撰写中隐藏技术秘密的几点探讨

1、通过检索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根据现有技术适当扩宽申请的保护范围，从而有效的



隐藏技术秘密

【案例一】申请人欲申请一种超微纳米的铝包镍复合涂层材料，该材料是一种重要的热

喷涂材料，广泛应用于军工和民用的多个工业领域中。现有技术的铝包镍复合粉末由于铝粉

粒径较大，包裹镍颗粒的效果不理想，存在包覆成分不均匀、铝粉容易散落、流动性差等多

方面的问题。申请人针对上述技术问题发明了一种纳米级的铝包镍复合涂层材料，通过采用

新型团包覆的加工工艺方法大大减小了包覆铝粉的粉粒直径，从而得到一种包覆形态均匀、

完整、无散落铝粉、流动性好的超微铝粉包覆的铝包镍复合粉末。

图 1 本申请的铝包镍粉末 图 2 现有技术的铝包镍粉末

通过以上的介绍，申请人请求保护的铝包镍复合粉末中铝粉粒径范围就是实现本申请的

核心技术内容和必要技术特征，同时也是评判该申请区别于现有技术使其具有新颖性和创造

性的重要区别特征。因为铝粉粒径范围不同，实施效果也不同。申请人要想保护自己的技术

秘密，就需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哪些技术特征必须记载在说明书中，哪些技术特征可以作

为技术秘密保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现有技术进行检索，找到最接近的相关文件 。

根据检索到的相关文件来判断本申请与现有技术的区别，从而决定哪些技术特征可以作为技

术秘密保留下来而又不影响本申请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经过检索发现，国内外的专利涉及相关产品的铝粉粒径至少在 3微米以上，远大于本申

请铝粉粒径，因此申请人可以将最佳实施效果的铝粉粒径范围作为技术秘密保留下来，从而

根据现有技术适当地扩宽申请的保护范围。这样，一方面不影响申请的充分公开以及新颖性

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保留了最佳的实施方式，将技术秘密涵盖在较宽的保护范围之内，充分

的保护申请人的利益。



最终，申请人经过考虑和选择，撰写的最终权利要求如下：一种超微或纳米铝粉包覆的

铝包镍复合粉末，是以镍粉颗粒为核心，铝粉在镍粉颗粒的外表面形成包覆，其特征在于，

所述铝粉的平均粒径为 30-80030-80030-80030-800纳米。该申请顺利的获得授权并且授权后权利稳定。

2、采用了公式限定和海量举例的方法有效的隐藏技术秘密

【案例二】申请人请求保护一种十三气缸的二冲程内燃机的发火次序。在多气缸内燃机 ，

特别是在奇数气缸内燃机的领域中，气缸的发火次序的选择是多种多样的，好的发火次序可

以使发动机进、排气更加平稳且功率输出能量波动更小。申请人针对这一技术问题，提出了

适合十三气缸内燃机气缸发火次序的解决方案，其撰写的权利要求节选如下：

权利要求 1111：一种恒压涡轮增压的二冲程内燃机，其具有排成一列的十三个气缸……其

特征在于：十三个气缸的发火顺序（n1-n13）能至少满足如下三项要求 a)-c):a)-c):a)-c):a)-c):

对于气体的四阶脉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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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气体的五阶脉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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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气体的六阶脉动 c）

8.1)))(4(cos1))(4(sin()()4( )(

13

1
)( <+⋅−++⋅= ∑

=

=
n

n

n
nGAS ttnFV ωωωω

式中，n为气缸的缸号，φn为 n号气缸的发火角，F(n)是一加权函数，在气缸 C1处时的

F(1)=1到气缸Ｃ13时的 F(13)=-1之间线性插值,｜｜代表向量的模长。

权利要求 4444：根据权利要求 1-3 之一所述恒压涡轮增压的二冲程内燃机，其特征在于：

发火顺序是从如下第一种发火顺序到第三十七种发火顺序的序列组中选出：

序号 C1到 C13气缸的发火顺序

1 1 4 11 10 6 2 8 12 7 3 5 13 9

2 1 5 13 9 4 2 11 10 6 3 7 12 8

3 1 6 10 11 4 2 9 12 5 3 7 13 8

……

37 1 10 13 5 2 7 12 8 3 4 11 9 6



图 3 十三个气缸（C1-C13）内燃机的发火次序示意图

在本案中，申请人利用了公式对内燃机发火次序进行了限定，所有满足该公式的十三缸

发火次序均概括其中，这样就包括了尽可能多的发火次序的选择，从而取得了最大的保护范

围。但是符合该公式的发火次序数以万计，并不是每个符合该公式的发火次序的实施效果都

是相同的，其中必然存在实施效果最佳的发火次序。而这个最佳的发火次序对于申请人来说

就属于技术秘密，申请人就是通过公式将这部分技术秘密巧妙地隐藏起来。

如果说撰写工作做到这一步，对于保留技术秘密已经做的非常出色了，但是还是存在一

些隐患。因为采用公式概括的方法虽然将最佳发火次序的实施例包括进来，但是由于最佳的

发火次序的具体数值没有公开，保留这部分技术特征的数值，对于申请人而言仍然存在风险

（因为审查员可能会检索到符合该公式的发火次序从而影响到本申请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申请人在公式限定的基础上又在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列举出了 37个

符合该公式限定的具体发火次序（参见权利要求 4），但说明书中没有指出这 37个发火次序

中哪个是最佳实施例。通过这种海量举例的方法，列举尽可能多的实施例，使得发明公开地

更加具体充分，同时也将最佳的实施例“隐藏”起来。虽然，技术秘密就存在这 37个实施

例中，但是通过阅读专利说明书是无法具体得知哪个数值相比其他数值具有更佳的实施效

果，并且如果其他的技术人员想通过试验等其他方法进行筛选和甄别，所花费的成本和精力

是相当高的，很难从中获得最佳的实施方式。

综上所述，申请人巧妙采用了公式限定和海量举例的方法有效的保留了技术秘密。公式

限定使得技术秘密“隐而不现”，海量举例使得技术秘密“露而不现”，两个方法互相配合，

相得益彰。既做到了说明书公开充分，又隐藏了技术秘密，取得了很好的平衡。



3、利用与产品相同的特征，回避了制造产品的方法，从而有效的保留技术秘密

【案例三】申请人请求保护一种增压器叶轮以及通过蜡模铸造该增压器叶轮的方法。增

压器叶轮（参见图 4）具有多个叶片，该叶片具有弯曲的特殊形状。增压器叶轮一般通过模

具铸造而成，而叶片部分则是通过模具中与叶片形状相同的牺牲模铸造出来（参见图 5的阴

影部分）。叶轮形状对于压缩机是否能够取得宽范围的压缩比和良好的压缩稳定性具有重要

影响。申请人针对这一技术问题，提出了一种具有新型叶片形状的增压器及其制造方法，其

撰写的权利要求节选如下：

一种通过蜡模铸造工艺制造用于增压器的叶轮的方法，所述叶轮包括:::: 从中心轴沿径向

延伸出的盘状轮毂；以及从轮毂延伸出的多个叶片，这些叶片包括交替设置的完整叶片和分

流叶片……每个叶片具有空气动力弯曲表面，其中每对相邻叶片所限定的空间形成了从中心

轴径向延伸的底切部，

其中该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a) 形成与叶轮形状基本相同的牺牲模；

(b) 以耐火材料涂敷所述牺牲模，并随后热去除该牺牲模以形成铸型，以及

(c) 使用所述铸型铸造叶轮。

图 4 增压器叶轮 图 5 增压器叶轮的铸造牺牲模

在说明书中，申请人对叶轮的形状、结构、材料进行了详细说明，同时也在权利要求书

中对叶轮这部分特征进行保护。而对于制造叶轮的方法，申请人将其撰写为“形成与叶轮形

状基本相同的牺牲模”，回避了制造牺牲模的方法。

采用这样撰写方式的原因在于：牺牲模具有与叶片相同的形状特征，但是要想制造出叶

片首先要制造牺牲模。而牺牲模的制造的方法和叶片的制造方法是不同的。申请人在撰写申

请文件之前进行了技术调研，认为该增压器的叶轮的形状和结构在现有技术中并未出现，因



此制造该叶片的牺牲模的方法也是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无需将其充分公开。在这种前提

下，就可以通过牺牲模和叶片形状相同的特征，以叶片的结构来限定牺牲模的制造方法，避

免将其具体公开，从而有效地保留了该技术秘密。

三、结语三、结语三、结语三、结语

笔者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列举了几种隐藏技术秘密的撰写技巧，供申请人以及代理人作

为参考。要想一份专利能够获得授权且能够保留自身的技术秘密，必须根据各个案件的具体

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于无法隐藏的技术内容，需要充分的公开；对于能够隐藏的技术内

容，则需要根据各自情况采用适合的方式作为技术秘密进行隐藏。总之，只有找到了保留技

术秘密和申请文件充分公开之间的平衡点，才能获得保护范围广、权利稳定的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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