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如何进行技术方案的扩充如何进行技术方案的扩充如何进行技术方案的扩充如何进行技术方案的扩充

HHHHowowowow totototo getgetgetget embodimentsembodimentsembodimentsembodiments notnotnotnot providedprovidedprovidedprovided bybybyby inventorinventorinventorinventor

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王宝筠

摘要：本文所探讨的内容是代理人如何根据发明人所提供的材料进行适当的

方案扩充。具体介绍了四种扩充方案的方式，分别是：将交底书中笼统提到的不

同情况落实为具体的实施方式来实现方案的扩充、借用逻辑来完成对方案的扩

充、结合使用者的应用需求来实现方案的扩充、以及针对保护类型进行方案的扩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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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优秀的专利代理人，除了能够将发明人所提供的方案描述清楚并据

此要求相应的权利之外，还应做到，结合发明人所提供的技术内容，进行适度的

扩充，为申请人争取到更大的保护范围。通过对技术方案的适度扩充，能够扩大

申请人可能获得的保护范围，从而体现出专利代理工作的附加值。

本文拟针对如何进行技术方案的扩充进行一些探讨。

对于技术方案的扩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

一、将交底书中笼统提到的不同情况落实为具体的实施方式来实现对方案一、将交底书中笼统提到的不同情况落实为具体的实施方式来实现对方案一、将交底书中笼统提到的不同情况落实为具体的实施方式来实现对方案一、将交底书中笼统提到的不同情况落实为具体的实施方式来实现对方案

的扩充：的扩充：的扩充：的扩充：

在交底书中，发明人有时候会较为笼统的介绍本发明的一种实现方式，同时 ，

还会对本发明的一些应用场景进行介绍。如果我们能够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设

想针对这些场景是否有与之对应的实现方式，则有可能从交底书中较为笼统的实

施方式，扩充得到针对不同场景的多个实施方式。

例如，在一件数据传输容错的方法中，发明人在交底书中所提供的方案较为

笼统，其仅仅介绍了在业务建立过程中，为业务选择主用和备用参考信道，基站

节点从主用参考信道承载获取数据，在主用参考信道不可用时，把数据发送到备

用参考信道传输承载上，同时重新分配主用和备用参考信道。在阅读完上述内容

后，我们可以对本发明所能应用的场景进行分析，从中可以发现：针对所谓的主主主主

用信道不可用用信道不可用用信道不可用用信道不可用发明人提出了两种场景，但是，对于这两种场景的具体技术实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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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进行说明。在提示发明人补充这两种场景所对应的实施方式后，我们可以发

现：

针对主用参考信道故障的场景，需要在业务建立时，就首先配置好相应的备

用参考信道，一旦发生故障，则将数据转到备用参考信道上来传输；

而对于主用参考信道被删除的情况，则只需要在进行主用参考信道删除之前

配置好备用参考信道即可，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无需在业务建立时就配置

好备用参考信道，这和第一种情况的实现是有所不同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也可以像第一种情况那样，在业务建立时就建立好备用参考信道，在删除主用参

考信道时，采用备用参考信道来传输数据。

由此可见，我们通过将技术方案结合其所针对的场景进行细化，得出了两种

具体实施方式，考虑到实际中还可能出现既发生故障又发生信道删除的情况，因

此，将上述两种实现方式相结合还可以得出第三种实现方式。由此，我们能够从

最初较为笼统的实现方式得到三种具体的实现方式，实现了对技术方案的扩充。

二、借用逻辑来完成对技术方案的扩充：二、借用逻辑来完成对技术方案的扩充：二、借用逻辑来完成对技术方案的扩充：二、借用逻辑来完成对技术方案的扩充：

这里的逻辑指的是：

1、针对某个技术特征，判断该技术特征与其他技术特征之间是否有必然的

逻辑联系，如果没有，则该技术特征并不是实现发明目的的必要技术特征，则我

们可以由原先包括该特征的方案扩充得到一个并不包含该技术特征的新的技术

方案。

还以上述容错方法为例，对于信道删除的情况，在原交底书所提供的笼统方

案中，需要在业务建立时即配置备用参考信道。但我们结合实际的实施方式发现 ，

在需要删除主用参考信道时，网络控制器重新选择主用、备用参考信道，然后在

删除原主用参考信道后，将数据传输转到新的主用参考信道上，由于新选择的主

备用参考信道可以包含原备用参考信道在内，也可以完全重新选择，因此，从逻

辑上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仍然在业务建立时配置备用参考信道，但该备用参考信

道在后续进行数据传输切换时并不是一定要用到（原因在于新配置的主用参考信

道完全有可能不是原来的备用参考信道），因此，在业务建立时配置备用参考信

道这一技术特征和后续步骤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因此，该特征对于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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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实现并不是必需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没有该技术特征的新的技术方案，即

以下的方案一：

针对删除主用参考信道的情况，在收到删除原主用参考信道的指示后，确定

新的主备用参考信道，在进行删除原主用参考信道的操作之前，将数据传输切换

到新确定的主用参考信道上来。

当然，这样的利用逻辑来挖掘还可进一步延伸。

仍然以上述容错方法为例，在我们利用逻辑，挖掘出上述方案一之后，我们

可以对该新挖掘出的方案一再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进行数据传输切

换的过程中，并没有利用到新确定的备用参考信道，因此，从逻辑上来讲，在进

行数据传输切换之前，确定新的备用参考信道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技术特征，因此 ，

我们可以从方案一进一步挖掘得到一个新的方案二，即：

针对删除主用参考信道的情况，在收到删除原主用参考信道的指示后，并不

确定新的备用参考信道，而是从可用的信道中选择一个作为新的主用参考信道，

在进行删除原主用参考信道的操作之前，将数据传输切换到新确定的主用参考信

道上来。

上述通过逻辑所进行的挖掘过程，其实也就是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一个扩大

过程。通过对于交底书实施例中各技术特征进行逻辑上的分析，明确出哪些技术

特征是非必要的，将非必要的技术特征从所分析的实施例中去除，得到交底书中

未提及的新的实施例，重复上述过程，我们就能够得到原交底书中未曾提及的多

个实施例，而由于新得到的实施例较之所分析的实施例缺少了非必要的技术特

征，因此其范围变大，由此，我们就能得到保护范围逐层扩大的多个实施例。

2、判断某一特征，和实现发明目的之间是否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对于一个技术方案而言，不论是对于其创新特征还是和本发明相同的技术特

征，我们都应该分析其是否和实现发明目的之间存在唯一对应的逻辑关系，也就

是说，为了实现发明目的，是否只能采用该特征而不能采用其他特征，如果不是 ，

我们可以挖掘一下是否还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替代特征来替代所分析的特征，当

然，也可以提示发明人来完成此挖掘工作。

例如，在一实现对终端设备进行配置的方法中，现有技术所存在的问题是：

由于局域网的安全设置，导致作为外网设备的配置服务器无法访问内网中的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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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而为了实现对设备的配置需要修改局域网的安全设置，影响了局域网的安

全性。在本发明中，终端设备通过配置代理单元向配置服务器发起配置请求，并

从服务器获取相关的配置信息，从而实现了在不修改局域网安全设置的情况下，

完成对局域网中终端设备的配置。从该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出，配置代理单元是新

增加的设备，是本发明的创新点之一。但是，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该单元只

是为了能够实现相应的触发功能、信息收集功能、发送请求功能、信息比较功能

所单独设定的一个单元，这些功能也完全可以在终端设备自身上来实现，只不过

这会造成对终端设备的改造，较之交底书中所提供的方案，实现起来会麻烦一些 ；

而从逻辑的角度来分析，本发明的思路是将原先由外网设备——配置服务器发送

配置请求的流程，改变为由内网设备发起，从而解决现有技术中由于外网设备无

法访问内网设备所带来的问题，至于发起配置请求的内网设备是配置代理单元还

是终端设备，和实现发明目的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必然逻辑联系，因此，我们

可以得出：对于本方案而言，采用配置代理单元只是优选实施例的方案，我们还

可以基于该优选实施例得到另一实施例，即：将配置代理单元所实现的功能转由

终端设备来实现：由终端设备来发起配置请求，完成信息比较，获取最新的配置

信息并完成信息的配置。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交底书所提供方案的基础上，得到

一个新的方案，实现了对方案的扩充。

对于该方案，我们还注意到，在交底书所提供的实施例中，配置信息在服务

器中是以配置信息表的形式来保存的，尽管这只是现有技术的特征，但是，出于

扩充技术方案，尤其是获得较宽保护范围的需要，我们仍然有必要对该特征进行

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采用何种方式来存储配置信息，和实现本发明的发明

目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以表格的形式来存储配置信息并不是实现发明

目的的唯一途径，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在本发明中还可以采用其他的形式来存

储配置信息，从而扩充得到相应的技术方案，实现对方案的扩充和对保护范围的

扩大。

三、结合实际应用场景，从使用者的角度挖掘还有哪些应用需求，结合该三、结合实际应用场景，从使用者的角度挖掘还有哪些应用需求，结合该三、结合实际应用场景，从使用者的角度挖掘还有哪些应用需求，结合该三、结合实际应用场景，从使用者的角度挖掘还有哪些应用需求，结合该

应用需求扩充出相应的实施例：应用需求扩充出相应的实施例：应用需求扩充出相应的实施例：应用需求扩充出相应的实施例：

对于一些发明而言，当其应用到具体的场景中时，或者是满足某些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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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进行一些技术方案的改变，得到新的实现方案。在对技术方案进行扩充的

过程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设想出相应的场景和应用需求，结合这些场景和应

用需求扩充得到新的实现方案。

例如，在一件对触摸屏线性度进行测试的方案中，发明人就如何改善测试准

确度提出了一套技术方案，在该方案中，各个测试点是均匀分布的。但是，由于

一些触摸屏对于边缘部分的线性度要求较中间部分更高，因此，存在对于边缘部

分进行更精确测试的应用需求，如果我们能够挖掘出该需求，则可以从交底书中

原先提供的测试点均匀分布的技术方案，扩充得到测试点在触摸屏边缘呈更密集

分布，而在中间部分呈较为稀疏分布的技术方案，整个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也会

因此而不再局限于测试点均匀分布，从而实现了对技术方案的扩充以及保护范围

的扩大。

四、针对保护类型进行方案的扩充：四、针对保护类型进行方案的扩充：四、针对保护类型进行方案的扩充：四、针对保护类型进行方案的扩充：

专利保护的客体类型可以为方法，也可以装置。在交底书中，一般会明确提

供某一保护类型的实施例。我们在撰写实施方式时，可以考虑除了交底书中所提

供的保护类型之外，该具体实施方式中是否还涉及到其他保护类型的技术方案，

如果是，则可以将所涉及的其它技术方案以实施方式的形式描述出来。

具体的，当交底书中提供的是方法实施例时，我们可以考虑，实现该方法是

否需要对相应的执行设备进行改造，如果是，而且该执行设备可以单独作为一个

保护客体，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该执行设备单独撰写一个实施方式；对于由多

个执行主体所执行的方法，我们可以考虑这多个执行主体所构成的系统是否有必

要加以保护，如果是，我们可以针对系统单独撰写具体实施方式。

例如，在一种实现小区选择的申请中，交底书中所提供的是实现小区选择的

方法，而为了实现该方法，需要对终端设备进行改造，以便终端能够实现特定的

小区选择功能，此时，我们就可以针对该终端单独撰写实施方式，在实施方式中

描述改造后的终端的组成和连接关系，以便于在权利要求中能够对该终端进行保

护。另外，由于小区选择的方法需要终端以及网络侧设备相互配合方可完成，因

此，我们还可以对由终端以及网络侧设备组成的系统加以保护，相应的，我们可

以在具体实施方式中描述该系统，对该系统的组成和连接关系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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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交底书中提供的是装置实施例时，我们可以考虑，在装置发生了改变的情

况下，该装置的执行流程、处理步骤是否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如果是，且上述

流程、步骤有单独保护的必要，则我们可以针对该流程、步骤单独撰写方法实施

方式。

例如，在一件技术交底书中，提供了一种实现触摸屏测试的设备，该设备通

过对触摸屏测试模板的改进，提高了测试的准确性。通过对该设备的分析我们发

现，由于测试模板进行了相应的改进，使得测试的流程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

此，我们也可以对测试方法也加以保护，在具体实施方式中，我们可以结合流程

图描述本发明中的测试方法，以实现对方法权利要求的支持。

以上，是笔者的一些经验总结，其中必有不妥之处，还请读者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