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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的应试



课程内容

一 涉及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的应试

二 涉及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试题的应试

三 涉及无效程序专利代理实务试题的应试

专利代理实务科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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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至2015年专利代理实务试题结构

1994年-1998年 (卷二)申请文件的改错，与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
相关的内容；

1994和1996年 (卷四)无效宣告请求书(占70分)

2000年-2004年 权利要求书的撰写；简答题。

2006年和2008年 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撰写意见陈述书，修改

权利要求书，必要时给出分案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和说明分
案的理由）

2007年和2009年 无效实务（意见陈述书，修改专利文件，简答

题）；撰写实务（撰写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有关单一
性方面的简答题）

2010年 权利要求书的撰写；简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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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至2015年专利代理实务试题结构(续)

2011年 无效实务（请求书）； 撰写实务（权利要求书撰写和
简答题）

2012年 无效实务（对请求书无效宣告理由的分析和修改专利
文件）；撰写实务（权利要求书的撰写和简答题）

2013年 撰写实务（两部分：指出客户自行起草的权利要求书
存在的问题；权利要求书的撰写和简答题）

2014年 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实务(向客户撰写咨询意见和修改
权利要求书）；撰写实务（权利要求书撰写和简答题）

2015年 无效实务（就无效宣告请求案向客户给出咨询意见）；
撰写实务（权利要求书撰写和简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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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考试内容涉及三个方面，通常以一个方面或两个方面为主，
兼顾另外两个或一个方面。（但不要局限在已有的组合方式，
应当考虑可能的变化）



专利代理实务考试中

涉及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的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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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专利申请文件撰写部分
试题的主要内容

1.针对客户技术交底书和现有技术撰写权利要求书

2.若撰写的权利要求书中包括两项发明创造，说明可合案申请
的理由；若申请文件中包含需要分案申请的主题，撰写相应
的权利要求书或独立权利要求，且说明需要分案的理由

3.简答题，考核专利代理实务的水平和能力：涉及权利要求书
撰写思路，撰写说明书部分内容，与客户进行必要沟通，反
映考生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能力（新颖性创造性的论述、合
案申请和另行提出一件专利申请的理由），专利实质审查基
本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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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的主要步骤

1.理解发明创造内容：确定涉及主题，确定其中能够获得专利
权的申请主题，并结合现有技术排除明显不具备新颖性和创
造性的主题，在此基础上确定写入本申请的最重要的申请主
题。

2.针对该申请最重要的申请主题撰写独立权利要求。

3.针对该申请主题撰写合理数量的从属权利要求。

4.针对与该申请主题有单一性的其他主题撰写并列独立权利要
求和合理数量从属权利要求。不具有单一性的其他主题建议
另行提出申请（必要时建议在同日另行提出），并根据试题
要求撰写相应的权利要求书或独立权利要求。

5.对简答题逐个进行回答。 7



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

• 由客户提供的有关发明创造的技术资料（包括客户提供的现
有技术）确定涉及哪些主题

2000年化学试题（由第一段文字可知涉及非水性电解液的
添加剂，非水性电解液、可充电电池）

2007年实务后半部分试题（包装体、包装体长带、供给
方法、供给系统）

2008年实务试题（油炸食品制作方法、油炸食品制作设
备、油炸食品以及添加到油脂中的组合物）

2010年第一题中涉及四（？）个主题（食品料理机、食品
料理机的制浆方法、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电路控制方法和电路
控制器件），第三题中涉及两（？）个主题（合金材料及电热
器 ）

2009年、2011年、2012年、2014年和2015年后半部分试题
均涉及一个主题（2009年止鼾枕头，2011年瓶盖组件，2012年
冷藏桶，2014年光催化空气净化器，2015年卡箍）

2013年实务试题（垃圾桶、广告方法，其中广告方法不属
于专利法保护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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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续)

• 正确、全面地理解客户所提供的发明创造的技术资料中所涉
及的每一个主题
-针对每一主题分析其发明构思，对于涉及多处改进的主

题应当关注其相对于现有技术、尤其是最接近现有技术作出
哪几方面的改进以及这几处改进之间的关系（并列关系还是
主从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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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机械撰写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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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发明相对于该现有技术同时作了三个方面的
改进，解决了三个方面的技术问题：

(1)将封闭片的刻痕线设计成非封闭的（包括进一
步改进的特征），使拉片和封闭片在开启后仍与容器
保持连接，避免与容器顶盖完全分离而污染环境；

(2)将封闭片与拉片连接点位置前移到靠近封闭片
端部，从而使封闭片开启时不会使拉片或封闭片的灰
尘或其他脏物落入容器中；

(3)在拉片靠近封闭片前端的下方设置了向下伸出
的锋利凸尖（包括封闭片与拉片的连接点位置向前
移），从而不会由于施力过大导致拉断拉片而封闭片
仍处于封闭状态而无法开启。

注意：弄清三个方面改进的关系，确定以哪一种
或哪一些改进方案为主。



2012年撰写部分冷藏桶所作两方面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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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交底材料：
现有技术的冷藏箱／桶，在使用过

程中存在必需打开整个盖体取、放物品，
以及蓄冷剂包固定放置或者冰块包不固
定放置等带来的不便。

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我公司提出
改进的冷藏桶。

一种由硬质保温材料制成的冷藏桶，
包括桶本体1、盖体2和上盖3。桶本体1
的顶部开口，盖体2盖合在桶本体1的开
口上，以打开和关闭该开口。盖体2上
开有窗口4，上盖3能打开和盖合窗口4，
以便在不打开盖体2的情况下，就能取、
放物品。作为冷源的若干个密封的冰块
包或蓄冷剂包放置在桶本体1内，最好
以可拆卸的方式例如通过粘扣等与桶本
体1连接。



为防止误认鼾声而起动止鼾
装置，在枕头内增设比较器，以
区分声音是否属于鼾声，仅仅在
确认为鼾声时才启动如振动器那
样的止鼾装置。

为防止惊醒睡眠者，设计出
比振动器更为柔和的止鼾装置—
—枕芯下设有多个交替缓慢充放
气的气囊；枕头中依次设置在枕
头下的支撑板、与支撑板连接的
摇动板、以及其内部设有驱动器
且与摇动板嵌合的底板。

针对这两方面改进分别撰
写解决相应技术问题的独立权
利要求。

2009年撰写部分止鼾枕头所作两方面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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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光催
化剂板风阻大导
致噪音增大的技
术问题采用了与
图1和图2相应的
由吸声材料制成
的消声结构。

为解决光催
化剂板接触面积
小导致空气净化
不彻底采用了与
图3和图4相应的
增大气流与光催
化剂有效接触面
积的结构。

2014年撰写题光催化空气净化器所作两方面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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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拆装费时
费力、不能快速装配
的技术问题采用了三
种仅通过卡合结构实
现将卡箍固紧在管道
上的紧固装置。

为解决卡箍因抱
紧力不够而在管道上
串动或转动的技术问
题采用了内环壁上设
置有多个三角形防滑
凸起的橡胶垫圈。

2015年撰写题卡箍所作两方面改进



一项主题涉及多处改进不同情况的处理方式

 多方面改进是并列关系

2012年、2009年、2014年、2015年，对2000年机械试题的说
明，

2010年试题中解决同一技术问题的两方面改进

对2008年试题的说明（方法发明两方面改进是并列关系，

但从其与另一项主题的单一性考虑来确定在本申请中针对哪
一方面改进撰写独立权利要求）

 多方面改进是主从关系

2002年机械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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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机械撰写试题轴密封装置所作两方面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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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第一
压盖处设置填
料夹紧装置实
现良好而可靠
的密封；

通过将通孔
与螺杆的间距
设计得大于轴
制造公差和弹
簧来实现良好
而稳定的密封。



一项主题涉及多处改进不同情况的处理方式

 多方面改进是并列关系

2012年、2009年、2014年，对2000年机械试题的说明，

2010年试题中解决同一技术问题的两方面改进

对2008年试题的说明（方法发明两方面改进是并列关系，
但从其与另一项主题的单一性考虑来确定在本申请中针对哪一
方面改进撰写独立权利要求）

 多方面改进是主从关系

2002年机械试题

多方面改进既有主从关系、又有并列关系

2000年机械试题，2013年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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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实务试题垃圾箱所作三方面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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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下箱体
侧壁设置通风孔来
实现通风防腐；

通过在上箱体
侧壁设置通风结构
（空心槽状隔条和/

或通风孔）解决上
箱体垃圾过多而导
致的通风不畅。

通过上下箱体
可分离以及滤水板
设置成可向下转动
以方便卸除垃圾。



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续)

• 正确、全面地理解客户所提供的发明创造的技术资料中所涉
及的每一个主题
-针对每一主题分析其发明构思，对于涉及多处改进的主

题应当关注其相对于现有技术、尤其是最接近现有技术作出
哪几方面的改进以及这几处改进之间的关系（并列关系还是
主从关系等）。
-各主题包含哪几个具体实施方式。(2000-2004年机械和电

学试题、2006-2009年、2011-2015年试题），并理清这几个具体
实施方式之间的关系（并列关系还是主从关系等）。

21



2012年撰写试题
客户提供的交底材料中三种实施方式的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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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电学撰写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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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续)

• 正确、全面地理解客户所提供的发明创造的技术资料中所涉
及的每一个主题
-针对每一主题分析其发明构思，对于涉及多处改进的主

题应当关注其相对于现有技术、尤其是最接近现有技术作出
哪几方面的改进以及这几处改进之间的关系（并列关系还是
主从关系等）。
-各主题包含哪几个具体实施方式。(2000-2004年机械和电

学试题、2006-2009年、2011-2014 年试题），并理清这几个具体
实施方式之间的关系（并列关系还是主从关系等）。
-各个实施方式中的优选方案（体现在优选技术特征上：

优选、最好、可以等，必要时需要区分其是某一个实施方式
中的优选技术特征还是哪几个实施方式共有的优选实施方式
）。
-可能的话，在试卷上对优选技术特征作出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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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续)

• 针对每一个主题分析客户提供的技术资料是否需要补充材料
以及需要客户给予解释或补充说明之处（结合2002年、2004年
化学试题说明）
导致说明书未充分公开发明的情况 （就某一技术主题仅给
出设想而无具体技术方案，技术方案的成立需要实验数据
支持的情况，新的化学物质至少应当给出一种制造方法等
）

权利要求需要有足够实施方式支持的情况（缺少一种下位
概念的实施方式，缺少数值范围上下限附近的实施例，缺
少支持从属权利要求的优选方案，缺少应用独立权利要求
的实施例等）

提供的材料不清楚之处（尤其注意专利法意义下的不清楚）

必要时在阅读试题时在卷面上作出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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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续)

• 通过与现有技术（客户提供的和检索到的）进行比较确定写
入本申请的技术主题

-将这些主题与申请人提供的现有技术以及检索到的现有
技术进行对比，将那些不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技术方案（

包括其中不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具体实施方式或者不具备
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改进之处）排除在本专利申请的申请主题
之外（结合2000年化学试题和机械试题、2004年电学试题、
2006年试题、2008年试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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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续)

• 通过与现有技术（客户提供的和检索到的）进行比较确定写
入本申请的技术主题(续)

-在余下的申请主题（包括同一主题中多处改进或多个实
施方式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情况）中确定最重要的主
题作为本专利申请独立权利要求1技术方案的主题。（结合
2000年、2002年和2004年化学试题以及2007-2015年试题加以
说明）

-对其他主题作进一步分析，其中与该申请主题具有单一
性的也作为本专利申请的申请主题；而不具有单一性的，可
建议委托人另行提出专利申请。( 2000-2004年化学试题，
2007年试题，2008年和2010年试题，2009年和2012年，2014
年试题，2013年试题，2011年试题，2015年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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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续)

• 针对确定的最重要的主题撰写独立权利要求

确定该独立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

分析该主题的各个实施方式，确定其各技术特征;

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确定该主题相对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所解决的技术问题；

针对该主题确定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将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写入前序部分，
其余的必要技术特征写入特征部分，从而完成独立权利要求
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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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续)

• 针对确定的最重要的主题撰写独立权利要求(续)
-主题名称多半可以选用试题技术交底材料中给出的名称
-对多个具体实施方式进行分析确定是并列关系还是主从

关系（结合2007年、2011年、2012年、2014年、2015年撰写
实务试题和2002年电学试题以及2002年机械试题和2013年撰
写实务试题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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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撰写试题
客户提供的交底材料中三种实施方式的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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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撰写试题
说明书中包装体三种实施方式的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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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撰写试题
客户提供的交底材料中三种实施方式的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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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4年撰写试题
客户提供的交底材料中四种实施方式的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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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撰写试题
客户提供的交底材料中三种实施方式的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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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电学撰写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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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机械撰写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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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撰写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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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续)

• 针对确定的最重要主题撰写独立权利要求(续)
-主题名称多半可以选用试题技术交底材料中给出的名称
-对多个具体实施方式进行分析确定是并列关系还是主从

关系（结合2007年、2011年、2012年、2014年撰写实务试题和
2002年机械试题以及2002年电学试题和2013年撰写实务试题加
以说明）

-针对多个并列关系的具体实施方式（不包括不属于一个
总的发明构思的具体实施方式）应当尽可能采用概括的方式
加以限定（结合2007年、2012年试题加以说明；对2011年、
2015年以及2014年试题情况的说明；在概括时注意题中的暗示
写法，但需要满足概括写法的要求）

-针对主从关系的具体实施方式，应当针对主实施方式撰
写独立权利要求，从实施方式作为主实施方式的从属权利要
求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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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续)

• 针对确定的最重要的主题撰写独立权利要求(续)
-注意哪些是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应当写入到独

立权利要求中。
-一定不要把优选的附加技术特征写入到独立权利要求中。
-在确定不了是必要技术特征还是优选的附加技术特征时的

建议写法。
-机械、电学领域独立权利要求通常应当划界。
-清楚地表述技术方案，例如：对于与最接近现有技术共有

的技术特征，凡与发明改进点有关的，应当写入到前序部分（
注意，与解决技术问题无关的，一般不要写入前序部分）；但
是，涉及电路方面的独立权利要求在划界时应当将与最接近现
有技术共有的所有主要电路部分均写入前序部分。
-根据题面要求，写入附图标记，应加括号。

39



• 针对确定的最重要的主题撰写从属权利要求

-独立权利要求采用概括性描述时应当针对所概括的不同
实施方式撰写从属权利要求。（2012年试题中需要撰写一项过
渡从属权利要求和可对其中部分实施方式作进一步概括的两
种例外情况）

-客户提供的有关发明创造的技术资料中以优选方式或者

类似方式表示的可以撰写成从属权利要求。（但是不必针对
那些属于公知常识的优选方式写从属权利要求）

40

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续)



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续)

• 针对确定的最重要的主题撰写从属权利要求(续)

-注意从属权利要求的撰写层次。（首先针对主要改进点
撰写从属权利要求；对于几种并列实施方式共有改进点的从
属权利要求的位置；对于从属权利要求多种优选结构的概括
写法的说明，尤其对2013年试题中两种优选结构形成三种优选
方式的情形）

-注意从属权利要求应当清楚地限定发明。（权利要求的
完整；进一步限定的技术特征的表述方式；引用关系合适等
）

-注意从属权利要求的撰写格式以及对其引用部分的撰写
格式要求（细则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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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续)

• 针对其他应当写入的申请主题撰写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
要求；并根据试题的要求为另行提出的专利申请撰写相应的
权利要求书或独立权利要求

-参见前面对最重要的主题撰写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
利要求的说明，总体来看，这些权利要求的撰写要更简
单一些。
-不同主题根据案情确定是合案申请还是另行提出一件申

请（2007年合案申请、2008年、2010年既有合案申请又有另行
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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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续)

• 针对其他应当写入的申请主题撰写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
利要求；并根据试题的要求为另行提出的专利申请撰写相
应的权利要求书或独立权利要求(续)

-如果对同一主题彼此并不直接相关的多种改进而撰写
的多项独立权利要求，通常不满足单一性要求，应作为另
行提出专利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如2008年、2009年、
2010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试题）

-如果对同一主题同一改进的多种实施方式无法概括而
写成多项独立权利要求，则可以先写出各自的独立权利要
求后，再确定这些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是否满足单一性要求
（结合2011年和2015年试题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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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续)

• 简答题
说明书撰写的有关内容

已考过名称、技术领域、解决的技术问题、有益效果、
说明书摘要（除2000年至2004年试题涉及说明书撰写外，2012

年和2014年试题又涉及独立权利要求解决的技术问题和取得
的技术效果）。

不排除还可能考其他部分，如背景技术等；至于具体实
施方式部分实际上已体现在需要客户的补充材料或者其他与
具体实施方式内容有关的专利基本知识的简答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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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续)

• 简答题(续)

涉及审查意见通知书的答复

新颖性论述（单独对比、结合案件具体分析、法律依
据和结论）

创造性论述（既要论述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又要论
述具有显著的进步、按三步法分析以体现结合对比、结合
案件具体分析、法律依据和结论）

单一性论述（分析各独立权利要求的特定技术特征，
根据这些独立权利要求间有无相同和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
以得出是否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在此基础上作出是否
有单一性的判断结论）

其他可能涉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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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试题应试思路(续)

• 简答题(续)
需要向客户补充了解的内容和给予的建议

导致说明书未充分公开发明的情况
权利要求需要有足够实施方式支持的情况
提供的材料不清楚之处
请客户将其中一部分技术主题另行提出申请的建议（

如缺乏单一性的主题等）

涉及基本概念的考题
参见2004年化学考题（涉及单一性基本概念）、2010年

试题（确定最接近现有技术需要考虑因素和可享受优先权
条件）、2011年试题（充分公开与保留技术秘密关系） 需
注意考题是否与实务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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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代理实务试卷撰写试题内容

47

甲公司对其实用新型专利作出了改进，向专利代理机构提
供了技术交底材料，委托申请发明专利，专利代理机构指派应
试者具体办理专利申请事务，请应试者：

1.根据技术交底材料记载的内容，综合考虑该实用新型专利、
对比文件1至3所反映的现有技术，撰写能够有效且合理保护发
明创造的权利要求书。（若认为应当提出一份专利申请，撰写
独立权利要求和适当数量的从属权利要求；若认为应当提出多
份申请，说明不能合案申请的理由，针对其中一份撰写独立权
利要求和适当数量的从属权利要求，对其他专利申请，仅需撰
写独立权利要求；若一份申请中包含两项以上独立权利要求，
说明可合案申请理由）

2.简述所撰写的所有独立权利要求相对于客户前一实用新型
专利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及取得的技术效果。



2012年代理实务试卷撰写试题应试思路

• 阅读理解技术交底书中涉及的发明创造，确定专利申请要求
保护的主题

• 针对该专利申请要求保护的最重要的发明创造撰写独立权利
要求

• 针对该最重要的发明创造撰写从属权利要求

• 针对其他发明创造撰写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或者仅
撰写独立权利要求

• 确定专利申请策略

• 简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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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交底材料

49

现有技术的冷藏箱／桶，在使用过程中
存在必需打开整个盖体取、放物品，以及蓄
冷剂包固定放置或者冰块包不固定放置等带
来的不便。

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我公司提出改进
的冷藏桶。

一种由硬质保温材料制成的冷藏桶，包
括桶本体1、盖体2和上盖3。桶本体1的顶部
开口，盖体2盖合在桶本体1的开口上，以打
开和关闭该开口。盖体2上开有窗口4，上盖3

能打开和盖合窗口4，以便在不打开盖体2的

情况下，就能取、放物品。作为冷源的若干
个密封的冰块包或蓄冷剂包放置在桶本体1内，

最好以可拆卸的方式例如通过粘扣等与桶本
体1连接。



技术交底材料(续)

50

如图1、2所示，上

盖3为圆形薄盖，盖合在

盖体2上，上盖3开有口

部5。平时，口部5与窗

口4彼此完全错开，上盖

3除口部5以外的其它部

分盖合在窗口4上。当取、

放物品时，将上盖3相对

于盖体2水平转动，使窗

口4完全露出，从而打开

窗口4。



51

如图3、4所示，上盖3为薄片状，其外形尺寸能盖住窗口

4，上盖3通过设置在盖体2上的竖直转轴6与盖体2连接。平时，

上盖3盖合在窗口4上。当取、放物品时，将上盖3以竖直转轴

6为轴相对于盖体2水平转动，从而打开窗口4。

技术交底材料(续)



52

如图5、6所示，上盖3为薄片状，

其外形尺寸能盖住窗口4，上盖3通

过设置在盖体2上的水平转轴7与盖

体2连接。平时，上盖3盖合在窗口4

上。当取、放物品时，将上盖3以水

平转轴7为轴相对于盖体２向上转动

翻开，从而打开窗口4。

可以采用现有技术中的已知手

段，例如通过相互配合的粘扣、磁

性件等使上盖3紧密盖合在盖体2上，

以获得更好的冷藏效果。此外，窗

口4的大小可以设置成不同规格，以

适应取、放不同物品的需要。

技术交底材料(续)



53

1.一种硬质冷藏箱，包括箱本体(1)和盖体(2)，
所述箱本体(1)的内部形成一个上部开口的容纳空
间，所述盖体(2)设置于所述箱本体(1)的上方，用
于打开、关闭所述容纳空间的开口，其特征在于：
所述箱本体(1)包括防水外层(3)、保温中间层(4)及
防水内层(5)，所述箱本体(1)的容纳空间内固设有
若干个装有蓄冷剂的密封的蓄冷剂包(6)。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硬质冷藏箱，其特征在于：
所述箱本体(1)和所述盖体(2)的连接处设置有拉链
(7)。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硬质冷藏箱，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盖体(2)上设有能盖住所述拉链(7)的挡片(8)。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硬质冷藏箱，其特征在于：
所述保温中间层(4)为泡沫材料。

实用新型专利



阅读技术交底材料理解发明创造

54

本发明创造要求保护的主题
本发明创造仅涉及一个要求保护的主题，初步

确定该要求保护的主题名称为冷藏桶
明确现有技术所存在的问题

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必需打开整个盖体取放物品
蓄冷剂包固定放置或者冰块包不固定放置等带来
的不便

解决上述两个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即理解
本发明作出的两方面改进)
桶盖包括盖体和上盖，盖体上开有窗口，上盖能
打开和盖合窗口

冰块包或蓄冷剂包以可拆卸的方式（例如通过粘
扣等）与桶本体连接



阅读技术交底材料理解发明创造(续)

55

分析本发明作出的两方面改进的关系
上述解决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两个技术问题分别

采取的改进措施之间为并列的关系，且初步可确定
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同或相应的技术手段，因此可以
从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作为本发明专利申请要解决的
技术问题，针对另一个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技术方
案可以另行提出一件申请。

从技术交底书所介绍的内容来看，其中解决第
一个技术问题的方案更为重要，因此本发明专利申
请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初步确定为：减少冷藏桶取放
物品时内外空气的对流以延长保存物品的冷藏时间。



针对最重要的发明撰写独立权利要求

56

就冷藏桶第一方面改进而言，四项现有技术
与本发明相接近的程度差不多，考虑到客户是在
其本人的实用新型专利基础上作出的改进，因此
可以将此作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针对最重要的发明撰写独立权利要求(续)

 对三种冷藏桶结构的初步分析

三种冷藏桶是并列的技术方案

 列出三种冷藏桶的技术特征，并对三者不同的特征采用概括
方式加以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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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种结构冷藏桶技术特征的分析

冷藏桶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硬质保温材料 √ √ √

桶本体 √ √ √
顶部开口 √ √ √

盖体 √ √ √
盖体盖合在桶本体的开口上 √ √ √
盖体上开有窗口 √ √ √

上盖 √ √ √
能打开和盖合盖体上的窗口 √ √ √
圆形薄盖、开有口部、同轴地盖合
在盖体上、可相对盖体水平转动 √
薄片状、外形尺寸能盖住盖体窗口 √ √
通过竖直转轴与盖体连接 √
通过水平转轴与盖体连接 √

经粘扣/磁性件紧密盖合在盖体上 √ √
冷源 √ √ √

冰块包或蓄冷剂包 √ √ √
可拆卸地与桶本体连接 √ √ √
通过粘扣可拆卸连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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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最重要的发明撰写独立权利要求(续)

 确定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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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发明专利申请必要技术特征的分析

60

冷藏桶
硬质保温材料

桶本体
顶部开口

盖体
盖体盖合在桶本体的开口上
盖体开有窗口

上盖
能打开或盖合盖体上的窗口
可相对盖体转动以打开和盖合盖体上的窗口
圆形薄盖、开有口部、同轴且可水平转动地盖合在盖体上
薄片状、外形尺寸能盖住盖体窗口
通过竖直转轴与盖体连接
通过水平转轴与盖体连接

经粘扣或磁性件紧密盖合在桶本体上
冷源

冰块包或蓄冷剂 包
可拆卸地与桶本体连接
通过粘扣可拆卸连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针对最重要的发明撰写独立权利要求(续)

 完成独立权利要求的撰写

61

1.一种冷藏桶，由硬质保温材料制成，包

括桶本体(1)和盖体(2)，该桶本体(1)的顶部开
口，该盖体(2)盖合在该桶本体(1)的开口上，
在该桶本体(1)内设置有冷源，其特征在于：
所述盖体(2)上开有窗口(4)，并设有一个能打
开和盖合所述盖体(2)上窗口(4)的上盖(3) 。



对本发明专利申请必要技术特征的分析
冷藏桶
硬质保温材料

桶本体
顶部开口

盖体
盖体盖合在桶本体的开口上
盖体开有窗口

上盖
能打开或盖合盖体上的窗口
可相对盖体转动以打开和盖合盖体上的窗口
圆形薄盖、开有口部、同轴且可水平转动地盖合在盖体上
薄片状、外形尺寸能盖住盖体窗口
通过竖直转轴与盖体连接
通过水平转轴与盖体连接

经粘扣或磁性件紧密盖合在桶本体上
冷源

冰块包或蓄冷剂 包
可拆卸地与桶本体连接
通过粘扣可拆卸连接 6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针对最重要的发明撰写从属权利要求

63

从属权利要求的布局安排
为使权利要求书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先针对三种

结构撰写一项更具体一些的概括性权利要求，以便国
家知识产权局实审时认为独立权利要求得不到说明书
支持时将该从属权利要求上升为独立权利要求或者在
无效程序时针对独立权利要求得不到说明书支持的无
效宣告理由时，该从属权利要求 2 仍能成为一项概括
三种冷藏桶结构的技术方案。



针对最重要的发明撰写从属权利要求

64

从属权利要求的布局安排(续)
在这之后再针对三种结构冷藏桶撰写从属权利要求。由于对

前两种结构和后两种结构均可进行概括，可考虑针对这两组各写
一项概括两种结构的下一层级从属权利要求，然后再分别各撰写
两项更下一层级的从属权利要求，但这样会出现两项反映第二种
结构冷藏桶的从属权利要求，其保护范围相同，因此应当删去一
项，考虑后两种结构更接近一些，故删去前一种概括中的反映第
二种结构冷藏桶的从属权利要求。也就是说，先撰写一项将前两
种结构冷藏桶概括在内的从属权利要求3，再针对第一种冷藏桶结
构撰写一项引用权利要求3的从属权利要求4；此后针对后两种结
构冷藏桶撰写一项将这两种结构概括在内的从属权利要求5，再针
对后两种结构冷藏桶的具体结构各撰写一项引用权利要求5 的从属
权利要求6和7。

最后再针对这三种结构冷藏桶均适用的改进措施撰写引用这
几项权利要求(即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的从属权利要求(注意：
其中有一项对第一种冷藏桶不适用)。

从属权利要求的撰写符合法、细则和指南的有关规定



本申请的从属权利要求

65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冷藏桶，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3)
通过其相对于所述盖体(2)转动来打开和盖合所述盖体(2)上的窗
口(4)。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冷藏桶，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3)相
对于所述盖体(2)的转动为水平转动。

4.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冷藏桶，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3)为
开有口部(5)的圆形薄盖，其以可相对于所述盖体(2)水平转动的
方式盖合在所述盖体(2)上，随着两者相对转动可以使所述上盖
(3)上的口部(5)与所述盖体(2)上的窗口(4)相对准或者完全错开。



本申请的从属权利要求(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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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冷藏桶，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3)为
薄片状，其外形尺寸能盖住所述窗口(4)，所述上盖(3)通过转轴
与所述盖体(2)连接。

6.按照权利要求5所述的冷藏桶，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3)与
所述盖体(2)相连接的转轴为设置在所述盖体(2)上的竖直转轴(6)，
所述上盖(3)能以该竖直转轴(6)为轴相对于所述盖体(2)水平转动
以打开或盖合所述盖体(2)上的窗口(4)。

7.按照权利要求5所述的冷藏桶，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3)与
所述盖体(2)相连接的转轴为设置在所述盖体(2)上的水平转轴
(7) ，所述上盖(3)能以该水平转轴(7)为轴相对于所述盖体(2)向
上或向下转动以翻开或盖上所述盖体(2)上的窗口(4)。



本申请的从属权利要求(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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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按照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冷藏桶，其特
征在于：所述冷源可拆卸地与所述桶本体(1)连接。

9.按照权利要求8所述的冷藏桶，其特征在于：所述冷源可拆
卸地与所述桶本体(1)相连接是通过粘扣来实现的。

10.按照权利要求8所述的冷藏桶，其特征在于：所述冷源为若
干个冰块包。

11.按照权利要求1、2、3、5、6、7中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
冷藏桶，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3)通过相互配合的粘扣或磁性
件紧密盖合在所述盖体(2)上。

(关于国知局试题解析中权利要求8至12的说明)



针对另一方面改进撰写独立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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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冷藏桶，由硬质保温材料制成，包括
桶本体(1)、盖体(2)和冷源，该桶本体(1)的顶部
开口，该盖体(2)盖合在该桶本体(1)的开口上，
其特征在于：所述冷源可拆卸地连接在该桶本
体(1)内。



确定申请策略

 两件申请不能合案的理由
第一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1相对于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

特定技术特征为“盖体(2)上开有窗口(4)，上盖(3)能打开和盖
合窗口(4)”，以便在不打开盖体(2)的情况下，就能取出、放入
物品，而第二份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1相对于现有技术作出贡
献的特定技术特征为“冷源可拆卸地连接在桶本体(1)内”，从
而无需将整个冷藏桶都放入冰箱中就能冷冻蓄冷剂包 。由此
可见，两者的独立权利要求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特定技术
特征既不相同，彼此之间在技术上也无相互关联，即它们之
间也不是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因此两者的独立权利要求之
间并不包含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不属于一个总的发
明构思，彼此之间不具有专利法第31条规定的单一性，应当
分别作为两份专利申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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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答题

简述所撰写的所有独立权利要求相对于附件1（即无效实务题中的专
利文件）解决的技术问题及取得的技术效果。

第一份专利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1相对于附件1（无效实务题中的专利
文件）所解决的技术问题为：减少冷藏桶内外的空气对流，延长冷藏桶内
所保存物品的保藏时间。独立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通过在盖体上设立窗
口以及设置一个能打开和盖合窗口的上盖就可以在需要取放较小的冷藏
物品时，只需要通过上盖打开盖体上的窗口而无需打开整个盖体，这样
就能减少冷藏桶内外的空气对流，延长了所保存物品的冷藏时间。

第二份专利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1相对于附件1（无效实务题中的专利
文件）所解决的技术问题为：在对冷藏桶中的蓄冷剂包进行冷冻时减少占
用冰箱的空间。在第二份专利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中，将附
件1中固定设置在冷藏桶本体上的蓄冷剂包改为可拆卸地设置在冷藏桶本
体上，采用这种结构，当需要冷冻蓄冷剂包时，就可将其从桶本体上取
下，放入冰箱中进行冷冻，完成冷冻后再将其安装在冷藏桶本体上，这
样可以节省其在冷冻时所占用冰箱的空间。

(对国知局该题答案的说明)



历年申请文件撰写试题
典型应试思路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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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机械试题
一项主题
三方面改进
第一方面改进：两种并列实施方式



历年申请文件撰写试题
典型应试思路汇总(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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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电学试题
一项主题
一方面改进
五种实施方式：一主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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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撰写试题
四项主题
最重要主题：一方面改进

三种并列实施方式

历年申请文件撰写试题
典型应试思路汇总(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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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答复试题隐含的撰写申请文件内容
四项主题：其中一项产品主题不具备新颖性
最重要的主题：方法主题，涉及的多方面改进

中有可能授权的为两个方面，选择有可能与设备主
题有单一性的这一方面改进作为主要改进撰写本申
请的独立权利要求，从而本申请中可合案申请的为
两项主题：方法和设备

另一项主题与上述两项主题没有单一性，应当
分案申请（但分案申请还可以包括以方法发明另一
方面改进撰写的方法独立权利要求）

此外，设备发明也有两方面改进，除了可与方
法发明合案申请这一方面改进外，还可针对另一方
面改进撰写一项设备独立权利要求，可再提出一件
申请。

历年申请文件撰写试题
典型应试思路汇总(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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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撰写试题
一项主题
两方面改进
次要方面改进有两种并列实施方式

历年申请文件撰写试题
典型应试思路汇总(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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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撰写试题
四项主题：食品料理机、制浆方法、控制器件、

控制方法
最重要的主题：食品料理机
可合案申请的主题：食品料理机和制浆方法
需另行提出申请的两项主题：控制器件和控制方

法，且可合案申请。

历年申请文件撰写试题
典型应试思路汇总(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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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撰写试题
一项主题
一方面改进
三种并列实施方式（但无法对三种实施方

式进行概括，需要写成两项独立权利要求）

 

历年申请文件撰写试题
典型应试思路汇总(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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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撰写试题
一项主题
两方面改进
主要方面改进：三种并列实施方式

历年申请文件撰写试题
典型应试思路汇总(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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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撰写试题
一项主题
三方面改进：一二主从，一三并列（每一种

改进给出一个实施方式）
或者作为三种实施方式：一二主从，一三为

无关的并列实施方式

历年申请文件撰写试题
典型应试思路汇总(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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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撰写试题
一项主题
两方面改进
每一方面改进各有两种实施方式

历年申请文件撰写试题
典型应试思路汇总(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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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撰写试题
一项主题
两方面改进
前一方面改进有三种实施方式（但无法对

三种实施方式进行概括，需要写成两项独立权利
要求）

历年申请文件撰写试题
典型应试思路汇总(续)



吴观乐

电话：15901324412

电子信箱：wu15901324412@163.com

 

欢迎来电话或邮件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