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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站式全球数据查阅

全球专利：中文 检索+中文 阅读

中文检索/阅读：对158个国家/组织/地区专利进行标题、摘要汉化，并加工英文翻译，实现中文检索全球专利信息，解决研发人员因语言
障碍导致的检索难、看不懂等问题，提高专利利用效率。

全球数据动态更新，纯中文即可快速获取全球专利情报信息



中文检索/阅读：通过海量数据加工整合的多种类信息（技术、法律、经济），实现平台一站式检索，快速获取全球专利情报信息。

集成多种类专利信息，无需跨平台检索即可快速获取全球多维专利情报

全球专利：中文 检索+中文 阅读

 一站式全球数据查阅



什么是DWPI？

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简称DWPI) 

Ø 统一语言

     使用英语对全球专利进行标题与摘要标引

Ø 标准化加工

     统一的编辑规则和一致的行业专门术语

Ø 重写标题

     重新撰写专利标题，突出了每个发明的新颖性、独特性及其用途

Ø 摘要重写

     重新撰写专利摘要，总结了发明的权利要求和公开情况，并突出了每个发明的新颖性、用途和优势

Ø 校验同族

     对专利优先权信息进行审核，根据专利的发明信息，勘误专利同族

      包含公约外的等同专利，该专利可能来源于没有声明外国优先权的国家/地区的非居民发明人提交的

申请，也可能来源于在 12 个月宽限期（如巴黎公约所规定）以外提交的申请

由专业编辑团队对全球专利进行深加工，形成高价值、权威、准确的专利数据，便于用户进行更快

更全的检索、不错过关键的创新信息、迅速判断发明的新颖性。



专利文献阅读

专利的标题只有一个词 …



用中文一眼抓获关键信息

incoPat——融入德温特专家改写的高质量技术信息并汉化处理



汉化处理，术语表达一致

原始标题

儿童汽车椅
（CN101612905A）

婴幼儿乘载装置及其可调整顶篷结构
（CN102342689A）

Vehicle occupant support
（译：车辆乘员支架）（US9669739B1）

DWPI标题:儿童座椅

儿童座椅，例如儿童汽车座椅，包括扶手，当儿童座
椅处于非组装状态时，扶手与连接部分分离

用于婴儿承载装置例如儿童座椅的可调节顶篷机构具
有弹性臂，所述弹性臂可拆卸地接合到接合凹槽的子集

用于例如汽车中的儿童座椅，其内部具有补充的多孔
填充材料，并且多个通风口使得能够在气囊撞击期间调
节压缩特性，以在侧面撞击车辆的情况下保护乘员



用中文，一眼抓获关键信息



用中文，高效理解技术方案

一実施形態では、移動デバイスは、センサープロセッサシス
テムと、アプリケーションプロセッサシステムと、アプリケ
ーションプロセッサシステムに印加される電力を制御する電
力管理コントローラとを含む。センサープロセッサシステム
は、移動デバイスに接続されたセンサーを監視する。センサ
ープロセッサシステムは、監視に基づいて、あらかじめ定義
されたジェスチャーと、環境条件またはイベントとを検出す
る。あらかじめ定義されたジェスチャーは、移動デバイスの
ユーザによって開始された１つ以上のアクション(たとえば、
ユーザが移動デバイスを持ってジョギングする、彼／彼女の
ポケットまたはバックパック内に移動デバイスを置くなど)に
対応する。センサープロセッサシステムは、検出に基づいて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プロセッサシステムに適用される電力プロ
ファイルを選択し、アプリケーションプロセッサシステムに
選択された電力プロファイルを適用するように電力管理コン
トローラに命令する。[選択図]図６Ａ

DWPI用途
       一种控制移动设备(如蜂窝电话，寻呼机，个人数字助理，双向文
本寻呼机)功耗的方法。 也可用于PC卡，CompactFlash，内外置调
制解调器，无线或有线电话，个人电脑，MP3玩家等

DWPI优势
      与应用处理器系统相比，传感器处理器系统的功耗被降低，并且
所选择的功率分布被应用于应用处理器系统，使得移动设备的总功耗
被降低。

DWPI新颖性
       该方法包括在传感器处理器系统处监视(500a)连接到移动设备的
传感器。 基于监视结果来检测(520a)由移动设备的用户激活的预定义
姿势和环境条件或事件。 基于检测结果选择(525a)要应用于应用处理
器系统的功率分布。 指示(535a)功率管理控制器将所选择的功率配置
文件应用于应用处理器系统。

原始专利摘要 incoPat DWPI摘要



incoPat—化繁为简

DWPI数据便于快速理解专利中的技术信息

简 繁
技术描述→专利描述

技术理解←专利理解

专利检索 专利阅读 专利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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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线上保存：智能库&导航库

l线下保存：著录项&PDF

保存

l18种监视类型

l同步监视最新命中和状态变化

监视

l10种检索入口

l12类检索手段

l21种检索方式

检索

l 高级分析

l 聚类分析

l 3D沙盘分析

l 睿见

分析



简单检索 高级检索 引证检索法律检索

批量检索 检索历史 AI 检索语义检索

扩展检索图形检索 化学检索 超级排序

专利检索



高级分析-专业情报挖掘、分析工具，快速生成定量统计报告

•80+ 分析模板

•120+ 分析字段

•20+ 图表样式

•字段组合分析

•一键生成分析报告（word、PPT 等）

•分析项合并、修改、保存

技术发展趋势 竞争格局分析

各国技术布局分析

重要公司专利布局分析

各省市技术实力分析

重要国家专利申请趋势

各省市技术布局分析

专利诉讼分析

外国人在中国的专利占比

专家技术价值分析

重要国际市场分析                  各国技术实力分析

专利分析



行业专利布局分析 各省市专利技术布局对比 不同公司研发侧重点对比

各国专利技术布局对比

聚类分析-七种聚类方式，助您快速了解专利技术布局、研发侧重点异同

重点技术关键词 技术主题的多维矩阵

专利分析



公司间研发侧重点异同对比 快速聚焦专利布局热点 掌握竞争对手研发方向

动画展示技术演进情况 竞争双方专利实力对比 高价值专利标记

3D沙盘分析-快速聚焦专利布局热点、技术演进、技术实力

专利分析



睿见：简单快捷创建、面向目标主题、多视角专利分析报告工具

 专利分析



专利监视

• 18类监视类型

• 可监视项目分类管理

• 自定义监视时间

• 邮件自动同时推送多人

• 下载对照每篇监视类型

• 通过信息流和日历进行监视

看板管理

• 非账号用户亦可接收并查阅

专利详情

进入实审监视

失效监视

海关备案监视

转让、许可、
质押监视

标准专利监视

智能库专利监视

监视预警——坐等信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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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检索

根据

数据特征

利用

专利数据库

找到

符合的专利

Ø 数据特征：可检索的信息特征，检索要素及其组合

Ø 专利数据库：incoPat

Ø 符合的专利：符合检索条件的目标专利或其集合



•本校专利盘点
•专利分级分类管理
•代理机构遴选和管理
•成果转移转化

•协同创新
•学科平台建设
•技术影响力评估
•人才评定

•查新服务
•文献调研服务
•情报分析服务
•学科服务

•技术调研
•技术趋势分析
•创新情报跟踪
•职务科技成果披露
•跟踪专利审查、维持过程

知识产权
管理和运
营中心

图书馆

情报室

课题组学院



Ø 技术主题检索

• 如何查找某技术领域的相关专利？

   
    案例：支架输送装置



• 方法1——简单检索

技术主题检索

All=tiabc/number/who/class，

包括“标题摘要权利要求”、“号

码”、“公司名和人名”、“分类

号”、“技术功效”



• 方法2——高级检索

技术主题检索



• 方法2——高级检索

技术主题检索



• 方法3——高级检索+关键词工具

技术主题检索



• 方法3——高级检索+关键词工具

技术主题检索



• 方法3——高级检索+关键词工具

技术主题检索



• 方法4——扩展检索

技术主题检索



Ø 专利性检索

• 如何判断技术方案能否申请专利？

•  案例：支架输送装置



两种技术信息检索的区别

• 专利技术主题检索
- 主题：一批相同技术领域、相同技术

问题、不同技术手段、不同技术效果
的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技术方案的集
合

- 结果：可供参考的所属技术领域的相

关专利文献（专利参考文献）

- 要求：先全后准

• 专利性检索
- 主题：某一特定技术领域、为解决特

定技术问题、采用特定技术手段、达
到了某种技术效果的申请专利的发明
创造

- 结果：特定技术方案的可进行新颖性

或创造性对比的文件（专利对比文件）

- 要求：查准



• 技术方案案例

专利性检索

- 发明名称：支架输送装置

-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申请公布号 CN113613603A

- 本发明的支架输送装置包括：引导导管；推进导管，引导导管插通在推进导管
中；支架，通过将引导导管插通在支架中而能够将支架配置在比推进导管的前
端更远的一侧；和线状的连结部件，其具有闭环形状，将支架和推进导管可解
除地连结。推进导管在前端部具有第一连通孔。支架具有前端开口、根端开口
、支架管腔和第二连通孔。支架以根端开口位于推进导管一侧的方式配置。连
结部件在将支架和推进导管连结着的状态下，具有：第一端部，其通过第一连
通孔并被推进导管支承；中间部，其与第一端部相连，通过第二连通孔并延伸
至支架与推进导管之间；和第二端部，其与中间部相连，延伸到引导导管中的
位于支架与推进导管之间的部位的周围。



• 方法1——高级检索

专利性检索

分析概念，确定
基本检索要素

构造检索式

上机检索

优化检索式

    基本检索要素——体现技术方案的基本构思的可检索要素

ü 技术领域

ü 技术问题：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

ü 技术手段：本发明是什么

ü 技术效果：本发明能做什么



• 方法1——高级检索

专利性检索

分析概念，确定
基本检索要素

构造检索式

上机检索

优化检索式

支架输送装置 

检索要素 检索要素1 检索要素2 检索要素3

要素名称 支架传送装置 引导导管 推进导管

中文扩展词 支架传送装置........ 引导导管…… 推进导管……

英文扩展词
stent conveying device, 
stent delivery 
device………

g u i d e 
catheter………

p r o p u l s i o n 
catheter………

IPC A61F OR A61M



（TIABC=(“支架输送装置” OR “stent conveying 
device” OR “stent delivery device”) AND (“引导导管” 
OR “gu ide catheter ”  ）AND ( “推进导管” OR 
“propulsion catheter”) ) AND（IPC= A61F OR A61M）

分析概念，确定
基本检索要素

构造检索式

上机检索

优化检索式

调整检索字段 调整分类号 调整检索字符



标题（O）
标题小语种
标题翻译
DWPI标题
摘要
摘要（O）
摘要小语种
摘要翻译
DWPI用途
DWPI优势
DWPI新颖性
DWPI摘要
标题摘要
标题摘要(含DWPI)

权利要求
首项权利要求
首项权利要求-原文
独立权利要求
从属权利要求
首项权利要求-翻译
首权字数
权利要求-英文
权利要求-中文
权利要求-其他语言
标题摘要权利要求
说明书
说明书-其他语言
说明书英文翻译
说明书-中文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发明内容
具体实施方式
技术功效句
技术功效短语
技术功效
技术功效3级
技术功效2级
技术功效1级
技术功效TRIZ参数
主要著录信息
全文

选择字段

多种技术相关字段：便于有效兼顾查全查准率



IPC分类 CPC分类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新兴产业分类

选择分类号

多种分类号辅助查询工具：便于有效兼顾查全查准率



18种逻辑运算符：满足用户编写复杂检索式、实现全面精准检索的需求。

逻辑符
"AND"、"OR"、"NOT"

范围检索
“TO”

"<"、"<="、">"、".>="

语义排序
R、RAD、RPD

位置符
W、N

同段算符
(P)

同句算符
(s)

截词符
“*”、“?"、“$"

选择检索字符



• 方法2——高级检索+超级排序

查新检索



• 方法2——高级检索+超级排序

查新检索



检索方式
人工检索 vs 语义检索

提取关键词

过滤噪音

检索结果

扩展关键词

原始文本

智能排序
检索结果

提取关键词、过滤噪音、扩展关键词
…

人工检索：过程繁杂、专业要求高、费时费力

语义检索：多策略融合、资源丰富、计算复杂、学习进化

传统检索结果：
排序与专利内容不相关

语义检索结果：
根据专利内容智能排序



检索方式
• 方法3——语义检索

从标题、摘要、权利要求中提取技术关
键词，通过智能算法与incoPat收录的所
有专利文本（标题摘要权利要求）进行
语义计算，将最相关的文献排在最前面。



检索方式
• 方法3——语义检索

 找到影响新颖性的对比文献—不适宜申请专利 

 未找到影响新颖性的对比文献—可以申请专利 



• 方法4——AI检索

检索方式

满足技术范围为中文、数据范围为中
国即进入第2步——绘制图谱



• 方法4——AI检索

检索方式

结构调整工具栏

点亮核心部件

设置展示形式



• 方法4——AI检索

检索方式



• 方法4——AI检索

检索方式



结果对比

• 方法4——AI检索



结果对比

• 方法4——AI检索



2.如何快速浏览检索结果？ 1.如何进行筛选及去噪？ 3.如何去掉重复数据？

检索结果浏览
4.如何保存数据？



重要专利的微观信息分析：同步获取工商信息、审查详情、法律文书的下载、超级附图、双向定位、同族、引证分析、
                                        专利价值、权利要求独权、从权及技术图谱解析、公开/授权文本比对分析

检索结果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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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2020年2月3日教育部、国知局、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

意见》  (教科技〔2020〕1号)

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要坚持质量优先，始终把高质量贯穿高校知识产权创造、管理和运用的全过程。

《意见》要求，高校要停止对专利申请的资助奖励，大幅减少并逐步取消对专利授权的奖励，通过提高转化
收益比例等“后补助”方式对发明人予以奖励，充分体现了促进转化运用的导向。



Ø《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 (教科技〔2020]1号)
p 实行备案监测。

每年3月底前高校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系统对以许可、转让、作价入股或与企业共有所有权等形式进行转

化实施的专利进行备案。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备案情况，每年公布高校专利转化实施情况，对专

利交易情况进行监测。按照《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令2017年第75号)，每

季度监测高校非正常专利申请情况。

p 创新许可模式。

鼓励高校以普通许可方式进行专利实施转化，提升转化效率。支持高校创新许可模式，被授予专利权满三

年无正当理由未实施的专利，可确定相关许可条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运营相关平台发布，在一定时期内

向社会开放许可。



• 盘点现有资产，做好分类分级及标引

• 加强校企合作，促进产学研的良性循环

• 藉由科技成果的影响力，识别潜在的转化机会

转化难
—如何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



专利标引分析库

智能库应用场景

u 行业研究
u 导航分析项目
u 市场研究
u 产业规划分析
u …...

库

智能库



智能库：深度技术挖掘，绘制功效矩阵图，洞悉研发方向、研发热点和空白点

标引分析

   除甲醛   杀菌     除苯     除霾      加湿     除尘    除味     除硫

技术功效矩阵图研发热点随时间变迁的情况研究方向、热点、空白点分析
除甲醛
杀菌
除苯
除霾
加湿
除尘
除味
除硫
便携

手段8
手段7
手段6
手段5
手段4
手段3
手段2
手段1

多人协作标引数据标引 批量标引 标引导入导出

智能库



线下标引文档

导入标引规划

标引的分类管理：标引规则可线下建立好后上传标引管理内，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对标引进行统
筹规划提高工作效率。

智能库



为什么加强
校企合作？



如何寻找
校企合作机会？

p应用场景：经常合作与高校合作的企业都有哪些?技术
分析有何特点?



如何寻找
合作申请组织？

图表展示的是按照所属申请人（专利权人）的专利数量统计的申请人排
名情况。该分析可以发现创新成果积累较多的专利申请人，并据此进一
步分析其专利竞争实力

p应用场景：与我们课题组正在做的科研项目相关的有哪
些专利?都有谁在布局?

分别是什么机构？
有哪些合作机会？



如何寻找
合作申请组织？

图表展示的是分析对象在各技术方向的数量分布情况。通过该分析可以
了解分析对象覆盖的技术类别，以及各技术分支的创新热度。

p应用场景：行业内知名企业/院校在做什么？



识别
潜在转化机会

p应用场景：哪些申请人经常引用我的技术？进一步考虑
能否与其达成合作关系



Thanks！



实用小工具

• 专利大王 - 手机查专利 • 合享智慧学习中心 - 专利知识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