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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1.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一件发明专利申请

应当有说明书（必要时应当有附图）及其摘要和权利要求书；

一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有说明书（包括附图）及其摘要和

权利要求书。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是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及确定其保

护范围的法律文件。 

说明书及附图主要用于清楚、完整地描述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理解和实施该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 

法 26.3   

 

 

法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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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

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本章对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主要内容及撰写要求作了适

用于所有技术领域的一般性规定。涉及计算机程序以及化学领

域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若干具体问题，适用本部

分第九章和第十章的规定。 

  

2.说 明 书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和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分别

对说明书的实质性内容和撰写方式作了规定。 

  

2.1 说明书应当满足的要求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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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书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的清楚、完整的说明，应

当达到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的程度。也就是说，

说明书应当满足充分公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要求。 

    关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含义，适用本部分第

四章第 2.4 节的规定。 

 

2.1.1 清楚 法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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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书的内容应当清楚，具体应满足下述要求： 

    (1) 主题明确。说明书应当从现有技术出发，明确地反映

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想要做什么和如何去做，使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能够确切地理解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主

题。换句话说，说明书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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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技术问题、技术方

案和有益效果应当相互适应，不得出现相互矛盾或不相关联的

情形。 

    (2) 表述准确。说明书应当使用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属技

术领域的技术术语。说明书的表述应当准确地表达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的技术内容，不得含糊不清或者模棱两可，以致所属技

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清楚、正确地理解该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 

 

2.1.2 完整 法 26.3 
   完整的说明书应当包括有关理解、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所需的全部技术内容。 

    一份完整的说明书应当包含下列各项内容： 

    (1) 帮助理解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可缺少的内容。例如，

有关所属技术领域、背景技术状况的描述以及说明书有附图时

的附图说明等。 

    (2) 确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所需的内容。例如，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和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有益

效果。 

    (3) 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需的内容。例如，为解决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问题而采用的技术方案的具体实施

方式。 

    对于克服了技术偏见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说明书中还应

当解释为什么说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克服了技术偏见，新的技

术方案与技术偏见之间的差别以及为克服技术偏见所采用的

技术手段。 

    应当指出，凡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从现有技术

中直接、唯一地得出的有关内容，均应当在说明书中描述。 

 

2.1.3 能够实现 法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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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是指所属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就能够实现该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解决其技术问题，并且产生预期的技术

效果。 

    说明书应当清楚地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详

细地描述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完整地公开

对于理解和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必不可少的技术内容，达到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程

度。审查员如果有合理的理由质疑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没有达到

充分公开的要求，则应当要求申请人予以澄清。 

    以下各种情况由于缺乏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而被认为

无法实现： 

    (1) 说明书中只给出任务和/或设想，或者只表明一种愿望

和/或结果，而未给出任何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

施的技术手段； 

(2) 说明书中给出了技术手段，但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

人员来说，该手段是含糊不清的，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无法

具体实施； 

    (3) 说明书中给出了技术手段，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采用该手段并不能解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 

    (4) 申请的主题为由多个技术手段构成的技术方案，对于

其中一个技术手段，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载

的内容并不能实现； 

    (5) 说明书中给出了具体的技术方案，但未给出实验证据，

而该方案又必须依赖实验结果加以证实才能成立。例如，对于

已知化合物的新用途发明，通常情况下，需要在说明书中给出

实验证据来证实其所述的用途以及效果，否则将无法达到能够

实现的要求。 

 

 2.2 说明书的撰写方式和顺序 条例 18.1

      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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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应当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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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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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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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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说明。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说明书应当按照上述方式和顺序撰

写，并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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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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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 例 18.2

  

 

 

条 例 18.3

    

 

条 例 18.4

  
 
 
 
 
条例 18.1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说明书应当用词规范、语句清楚，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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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序列表。有关序列表的提交参

见第一部分第一章 4.2 节。 

     以下就上述方式和顺序逐项详细说明。 

  

2.2.1 名  称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应当清楚、简要，写在说明书首

页正文部分的上方居中位置。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应当按照以下各项要求撰写： 

    (1) 说明书中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与请求书中的名

称应当一致，一般不得超过 25 个字，特殊情况下，例如，化学

领域的某些申请，可以允许 多到 40 个字； 

    (2) 采用所属技术领域通用的技术术语， 好采用国际专

利分类表中的技术术语，不得采用非技术术语； 

    (3) 清楚、简要、全面地反映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的主题和类型（产品或者方法），以利于专利申请的分类，

例如一件包含拉链产品和该拉链制造方法两项发明的申请，其

名称应当写成“拉链及其制造方法”； 

    (4) 不得使用人名、地名、商标、型号或者商品名称等，

也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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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技术领域 条例 

18.1 (1)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领域应当是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所属或者直接应用的具体技术领域，而不是

上位的或者相邻的技术领域，也不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本身。

该具体的技术领域往往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国际专利分类表

中可能分入的 低位置有关。例如，一项关于挖掘机悬臂的发

明，其改进之处是将背景技术中的长方形悬臂截面改为椭圆形

截面。其所属技术领域可以写成“本发明涉及一种挖掘机，特

别是涉及一种挖掘机悬臂”（具体的技术领域），而不宜写成

“本发明涉及一种建筑机械”（上位的技术领域），也不宜写成

“本发明涉及挖掘机悬臂的椭圆形截面”或者“本发明涉及一

种截面为椭圆形的挖掘机悬臂”（发明本身）。 

 

2.2.3 背景技术 条例 18.1(2)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说明书的背景技术部分应当写明对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的理解、检索、审查有用的背景技术，并且尽可

能引证反映这些背景技术的文件。尤其要引证包含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权利要求书中的独立权利要求前序部分技术特征的现有

技术文件，即引证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接近的现有

技术文件。说明书中引证的文件可以是专利文件，也可以是非

专利文件，例如期刊、杂志、手册和书籍等。引证专利文件

的，至少要写明专利文件的国别、公开号， 好包括公开日

期；引证非专利文件的，要写明这些文件的标题和详细出处。 

    此外，在说明书背景技术部分中，还要客观地指出背景技

术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但是，仅限于涉及由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的技术方案所解决的问题和缺点。在可能的情况下，说明存

在这种问题和缺点的原因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时曾经遇到的

困难。 

     引证文件还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1) 引证文件应当是公开出版物，除纸件形式外，还包括

电子出版物等形式。 

(2) 所引证的非专利文件和外国专利文件的公开日应当

在本申请的申请日之前；所引证的中国专利文件的公开日不能

晚于本申请的公开日。 

(3) 引证外国专利或非专利文件的，应当以所引证文件公

布或发表时的原文所使用的文字写明引证文件的出处以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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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必要时给出中文译文，并将译文放置在括号内。 

    如果引证文件满足上述要求，则认为本申请说明书中记载

了所引证文件中的内容。但是这样的引证方式是否达到充分公

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要求，参见本章第 2.2.6 节。 

 

2.2.4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内容 条例 18.1(3) 
     本部分应当清楚、客观地写明以下内容： 

     (1)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指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要解决的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记载的技术方案应当能够解决这些技术问题。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应当按照下列要求

撰写： 

    (i)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或不足； 

    (ii)用正面的、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客观而有根据地反映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其技术

效果。 

    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描述不得采用

广告式宣传用语。 

    一件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可以列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

决的一个或者多个技术问题，但是同时应当在说明书中描述解

决这些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当一件申请包含多项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时，说明书中列出的多个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应当都与一

个总的发明构思相关。 

    (2) 技术方案 

    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核心是其在说明书中记

载的技术方案。 

    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说的写明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指清楚、完

整地描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

的技术特征。在技术方案这一部分，至少应反映包含全部必要

技术特征的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还可以给出包含其他附

加技术特征的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 

    说明书中记载的这些技术方案应当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相

应技术方案的表述相一致。 

    一般情况下，说明书技术方案部分首先应当写明独立权利

要求的技术方案，其用语应当与独立权利要求的用语相应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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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必要技术特征总和的形式阐明其实

质，必要时，说明必要技术特征总和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效果

之间的关系。 

    然后，可以通过对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附加技术特征的

描述，反映对其作进一步改进的从属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 

    如果一件申请中有几项发明或者几项实用新型，应当说明

每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3) 有益效果 

    说明书应当清楚、客观地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现有技

术相比所具有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是指由构成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直接带

来的，或者是由所述的技术特征必然产生的技术效果。 

    有益效果是确定发明是否具有“显著的进步”，实用新型

是否具有“进步”的重要依据。 

    通常，有益效果可以由产率、质量、精度和效率的提高，

能耗、原材料、工序的节省，加工、操作、控制、使用的简便，

环境污染的治理或者根治，以及有用性能的出现等方面反映

出来。      

有益效果可以通过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结构特点的分析和

理论说明相结合，或者通过列出实验数据的方式予以说明，不

得只断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有益的效果。 

    但是，无论用哪种方式说明有益效果，都应当与现有技术

进行比较，指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的区别。 

    机械、电气领域中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某

些情况下，可以结合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结构特征和作用方式

进行说明。但是，化学领域中的发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适

于用这种方式说明发明的有益效果，而是借助于实验数据来

说明。 

    对于目前尚无可取的测量方法而不得不依赖于人的感官判

断的，例如味道、气味等，可以采用统计方法表示的实验结果

来说明有益效果。 

    在引用实验数据说明有益效果时，应当给出必要的实验条

件和方法。 

 

2.2.5 附图说明 条例 18.1(4) 
    说明书有附图的，应当写明各幅附图的图名，并且对图示

的内容作简要说明。在零部件较多的情况下，允许用列表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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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附图中具体零部件名称列表说明。 

    附图不止一幅的，应当对所有附图作出图面说明。 

    例如，一件发明名称为“燃煤锅炉节能装置”的专利申

请，其说明书包括四幅附图，这些附图的图面说明如下： 

    图 1 是燃煤锅炉节能装置的主视图； 

    图 2 是图 1 所示节能装置的侧视图； 

    图 3 是图 2 中的 A 向视图； 

    图 4 是沿图 1 中 B-B 线的剖视图。 

 

2.2.6 具体实施方式 

    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是说明书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充分公开、理解和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支持和解释权利要求都是极为重要的。因此，说明书应当

详细描述申请人认为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的具体实施

方式。在适当情况下，应当举例说明；有附图的，应当对照附

图进行说明。 

    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应当体现申请中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

的技术方案，并应当对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给予详细说明，以

支持权利要求。 

    对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的描述应当详细，使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实施例是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的举

例说明。实施例的数量应当根据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性质、所

属技术领域、现有技术状况以及要求保护的范围来确定。 

    当一个实施例足以支持权利要求所概括的技术方案时，说

明书中可以只给出一个实施例。当权利要求（尤其是独立权利

要求）覆盖的保护范围较宽，其概括不能从一个实施例中找到

依据时，应当给出至少两个不同实施例，以支持要求保护的范

围。当权利要求相对于背景技术的改进涉及数值范围时，通常

应给出两端值附近（ 好是两端值）的实施例，当数值范围较

宽时，还应当给出至少一个中间值的实施例。 

    在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如果说

明书涉及技术方案的部分已经就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所

要求保护的主题作出了清楚、完整的说明，说明书就不必在涉

及具体实施方式部分再作重复说明。 

    对于产品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实施方式或者实施例应当

描述产品的机械构成、电路构成或者化学成分，说明组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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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可动作的产品，只描述其构成

不能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理解和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时，还应当说明其动作过程或者操作步骤。 

    对于方法的发明，应当写明其步骤，包括可以用不同的参

数或者参数范围表示的工艺条件。 

    在具体实施方式部分，对 接近的现有技术或者发明或实

用新型与 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技术特征，一般来说可以不

作详细的描述，但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区别于现有技术的技术

特征以及从属权利要求中的附加技术特征应当足够详细地描

述，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该技术方案为准。应

当注意的是，为了方便专利审查，也为了帮助公众更直接地理

解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对于那些就满足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

款的要求而言必不可少的内容，不能采用引证其他文件的方式

撰写，而应当将其具体内容写入说明书。 

    对照附图描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

时，使用的附图标记或者符号应当与附图中所示的一致，并放

在相应的技术名称的后面，不加括号。例如，对涉及电路连接

的说明，可以写成“电阻 3 通过三极管 4 的集电极与电容 5 相

连接”，不得写成“3 通过 4 与 5 连接”。 

 

2.2.7 对于说明书撰写的其他要求  

条例 18.3 

及 3.1 

    说明书应当用词规范，语句清楚。即说明书的内容应当明

确，无含糊不清或者前后矛盾之处，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容易理解。 

    说明书应当使用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术

语。对于自然科学名词，国家有规定的，应当采用统一的术

语，国家没有规定的，可以采用所属技术领域约定俗成的术 

语，也可以采用鲜为人知或者 新出现的科技术语，或者直接

使用外来语（中文音译或意译词），但是其含义对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必须是清楚的，不会造成理解错误；必要时

可以采用自定义词，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给出明确的定义或者

说明。一般来说，不应当使用在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基本含义

的词汇来表示其本意之外的其他含义，以免造成误解和语义混

乱。说明书中使用的技术术语与符号应当前后一致。 

    说明书应当使用中文，但是在不产生歧义的前提下，个别

词语可以使用中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在说明书中第一次使用非

中文技术名词时，应当用中文译文加以注释或者使用中文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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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例如，在下述情况下可以使用非中文表述形式： 

    (1) 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技术名词可以使用非中文形式

表述，例如用“EPROM”表示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用

“CPU”表示中央处理器；但在同一语句中连续使用非中文技

术名词可能造成该语句难以理解的，则不允许。 

    (2) 计量单位、数学符号、数学公式、各种编程语言、计

算机程序、特定意义的表示符号（例如中国国家标准缩写 GB）

等可以使用非中文形式。 

    此外，所引用的外国专利文献、专利申请、非专利文献的

出处和名称应当使用原文，必要时给出中文译文，并将译文放

置在括号内。 

    说明书中的计量单位应当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包括国

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必要时可以在

括号内同时标注本领域公知的其他计量单位。 

    说明书中无法避免使用商品名称时，其后应当注明其型

号、规格、性能及制造单位。 

    说明书中应当避免使用注册商标来确定物质或者产品。 

 

2.3 说明书附图 条例 19  

法 26.3     附图是说明书的一个组成部分。 

    附图的作用在于用图形补充说明书文字部分的描述，使人

能够直观地、形象化地理解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每个技术特征

和整体技术方案。对于机械和电学技术领域中的专利申请，说

明书附图的作用尤其明显。因此，说明书附图应该清楚地反映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内容。 

  对发明专利申请，用文字足以清楚、完整地描述其技术方

案的，可以没有附图。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必须有附图。      条例 19.4 

一件专利申请有多幅附图时，在用于表示同一实施方式的

各幅图中，表示同一组成部分（同一技术特征或者同一对象）

的附图标记应当一致。说明书中与附图中使用的相同的附图标

记应当表示同一组成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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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得在说明

书文字部分中提及。 

条例 19.2 

条例 19.3 

条例 19.1 
附图中除了必需的词语外，不应当含有其他的注释；但对

于流程图、框图一类的附图，应当在其框内给出必要的文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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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关于附图的绘制要求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4.3 节

的规定。 

 

2.4 说明书摘要 条例 24 
    摘要是说明书记载内容的概述，它仅是一种技术信息，不

具有法律效力。 

    摘要的内容不属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原始记载的内容，不

能作为以后修改说明书或者权利要求书的根据，也不能用来解

释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摘要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1)摘要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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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技术方案为主；摘要可以包含

能说明发明的化学式； 

条例 

24.1 及.2 

 

 

条例 

24.2 

(2)有附图的专利申请，应当提供或者由审查员指定一幅

能反映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主要技术特征的附

图作为摘要附图，该摘要附图应当是说明书附图中的一幅； 

(3)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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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能清楚地分辨出图中的各个细节； 
 

(4)摘要文字部分（包括标点符号）不得超过 300 个字，并

且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条例 

24.2 
     此外，摘要文字部分出现的附图标记应当加括号。 

 

本章以上各节对说明书的实质性内容和撰写方式的要求作

了详细的规定。应当注意，在实质审查中，当说明书因公开不

充分而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时，属于专利法

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的情形；若仅仅存在

不满足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要求的缺陷，则不属于可以根

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予以驳回的情形。如果说明

书中存在的用词不规范、语句不清楚缺陷并不导致发明不可实

现，那么该情形属于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所述的缺陷，审

查员不应当据此驳回该申请。此外，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

条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的情形中不包括说明书摘要不满足要

求的情形。 

 

3.权利要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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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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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26.4  

权利要求书应当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技术

特征可以是构成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组成要素，也可

以是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和专利法

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三条对权利要求的内容及其撰

写作了规定。 

一份权利要求书中应当至少包括一项独立权利要求，还可

以包括从属权利要求。 
条例 21.1   

  

3.1 权利要求 

 

3.1.1 权利要求的类型 

    按照性质划分，权利要求有两种基本类型，即物的权利要

求和活动的权利要求，或者简单地称为产品权利要求和方法权

利要求。第一种基本类型的权利要求包括人类技术生产的物

（产品、设备）；第二种基本类型的权利要求包括有时间过程要

素的活动（方法、用途）。属于物的权利要求有物品、物质、

材料、工具、装置、设备等权利要求；属于活动的权利要求有

制造方法、使用方法、通讯方法、处理方法以及将产品用于特

定用途的方法等权利要求。 

    在类型上区分权利要求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权利要求的保护

范围。通常情况下，在确定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时，权利要求

中的所有特征均应当予以考虑，而每一个特征的实际限定作用

应当 终体现在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主题上。例如，当产

品权利要求中的一个或多个技术特征无法用结构特征并且也不

能用参数特征予以清楚地表征时，允许借助于方法特征表征。

但是，方法特征表征的产品权利要求的保护主题仍然是产品，

其实际的限定作用取决于对所要求保护的产品本身带来何种

影响。 

    对于主题名称中含有用途限定的产品权利要求，其中的用

途限定在确定该产品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时应当予以考虑，但

其实际的限定作用取决于对所要求保护的产品本身带来何种

影响。例如，主题名称为“用于钢水浇铸的模具”的权利要求，

其中“用于钢水浇铸”的用途对主题“模具”具有限定作用；

对于“一种用于冰块成型的塑料模盒”，因其熔点远低于“用

于钢水浇铸的模具”的熔点，不可能用于钢水浇铸，故不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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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然而，如果“用于……”的限定对

所要求保护的产品或设备本身没有带来影响，只是对产品或设

备的用途或使用方式的描述，则其对产品或设备例如是否具有

新颖性、创造性的判断不起作用。例如，“用于……的化合物 X”，

如果其中“用于……”对化合物 X 本身没有带来任何影响，

则在判断该化合物 X 是否具有新颖性、创造性时，其中的用途

限定不起作用。 

 

3.1.2 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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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例 21.2 

    必要技术特征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为解决其技术问题

所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其总和足以构成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

技术方案，使之区别于背景技术中所述的其他技术方案。 

判断某一技术特征是否为必要技术特征，应当从所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出发并考虑说明书描述的整体内容，不应简单地将

实施例中的技术特征直接认定为必要技术特征。 

在一件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中，独立权利要求所限定的

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宽。 

如果一项权利要求包含了另一项同类型权利要求中的所有

技术特征，且对该另一项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作了进一步的限

定，则该权利要求为从属权利要求。由于从属权利要求用附加

的技术特征对所引用的权利要求作了进一步的限定，所以其保

护范围落在其所引用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条例 

21.3 

从属权利要求中的附加技术特征，可以是对所引用的权利

要求的技术特征作进一步限定的技术特征，也可以是增加的技

术特征。 

    一件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中，应当至少有一项独立权利

要求。当有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独立权利要求时，写在 前面的

独立权利要求被称为第一独立权利要求，其他独立权利要求称

为并列独立权利要求。审查员应当注意，有时并列独立权利要

求也引用在前的独立权利要求，例如，“一种实施权利要求 1

的方法的装置，……”；“一种制造权利要求 1 的产品的方

法，……”；“一种包含权利要求 1 的部件的设备，……”；“与权

利要求 1 的插座相配合的插头，……”等。这种引用其他独立权

利要求的权利要求是并列的独立权利要求，而不能被看作是从

属权利要求。对于这种引用另一权利要求的独立权利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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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其保护范围时，被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特征均应予以考虑，

而其实际的限定作用应当 终体现在对该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

主题产生了何种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形式上的从属权利要求（即其包含有从属

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实质上不一定是从属权利要求。例如，

独立权利要求 1 为：“包括特征 X 的机床”。在后的另一项权利

要求为：“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机床，其特征在于用特征 Y

代替特征 X”。在这种情况下，后一权利要求也是独立权利要

求。审查员不得仅从撰写的形式上判定在后的权利要求为从属

权利要求。   

 

3.2 权利要求书应当满足的要求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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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实施

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记载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的技术特征。 

 

3.2.1 以说明书为依据 法 26.4 
    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是指权利要求应当得到

说明书的支持。权利要求书中的每一项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

技术方案应当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从说明书充分公

开的内容中得到或概括得出的技术方案，并且不得超出说明书

公开的范围。 

    权利要求通常由说明书记载的一个或者多个实施方式或实

施例概括而成。权利要求的概括应当不超出说明书公开的范

围。如果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合理预测说明书给出的

实施方式的所有等同替代方式或明显变型方式都具备相同的性

能或用途，则应当允许申请人将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概括至覆

盖其所有的等同替代或明显变型的方式。对于权利要求概括得

是否恰当，审查员应当参照与之相关的现有技术进行判断。开

拓性发明可以比改进性发明有更宽的概括范围。 

对于用上位概念概括或用并列选择方式概括的权利要求，

应当审查这种概括是否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如果权利要求的概

括包含申请人推测的内容，而其效果又难于预先确定和评价，

应当认为这种概括超出了说明书公开的范围。如果权利要求的

概括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有理由怀疑该上位概括或并列

概括所包含的一种或多种下位概念或选择方式不能解决发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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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达到相同的技术效果，则

应当认为该权利要求没有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对于这些情况，

审查员应当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以权利要求

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为理由，要求申请人修改权利要求。 

    例如，对于“用高频电能影响物质的方法”这样一个概括

较宽的权利要求，如果说明书中只给出一个“用高频电能从气

体中除尘”的实施方式，对高频电能影响其他物质的方法未作

说明，而且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也难以预先确定或评价高

频电能影响其他物质的效果，则该权利要求被认为未得到说明

书的支持。      

再如，对于“控制冷冻时间和冷冻程度来处理植物种子的

方法”这样一个概括较宽的权利要求，如果说明书中仅记载了

适用于处理一种植物种子的方法，未涉及其他种类植物种子的

处理方法，而且园艺技术人员也难以预先确定或评价处理其他

种类植物种子的效果，则该权利要求也被认为未得到说明书的

支持。除非说明书中还指出了这种植物种子和其他植物种子的

一般关系，或者记载了足够多的实施例，使园艺技术人员能够

明了如何使用这种方法处理植物种子，才可以认为该权利要求

得到了说明书的支持。 

    对于一个概括较宽又与整类产品或者整类机械有关的权利

要求，如果说明书中有较好的支持，并且也没有理由怀疑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在权利要求范围内不可以实施，那么，即使这个

权利要求范围较宽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说明书中给出的信

息不充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用常规的实验或者分析方

法不足以把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扩展到权利要求所述的保护范围

时，审查员应当要求申请人作出解释，说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在说明书给出信息的基础上，能够容易地将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扩展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否则，应当要求申请人限

制权利要求。例如，对于“一种处理合成树脂成型物来改变其

性质的方法”的权利要求，如果说明书中只涉及热塑性树脂的

实施例，而且申请人又不能证明该方法也适用于热固性树脂，

那么申请人就应当把权利要求限制在热塑性树脂的范围内。     

通常，对产品权利要求来说，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功能或者

效果特征来限定发明。只有在某一技术特征无法用结构特征来

限定，或者技术特征用结构特征限定不如用功能或效果特征来

限定更为恰当，而且该功能或者效果能通过说明书中规定的实

验或者操作或者所属技术领域的惯用手段直接和肯定地验证的

法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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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使用功能或者效果特征来限定发明才可能是允许的。 

对于权利要求中所包含的功能性限定的技术特征，应当理

解为覆盖了所有能够实现所述功能的实施方式。对于含有功能

性限定的特征的权利要求，应当审查该功能性限定是否得到说

明书的支持。如果权利要求中限定的功能是以说明书实施例中

记载的特定方式完成的，并且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明

了此功能还可以采用说明书中未提到的其他替代方式来完成，

或者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有理由怀疑该功能性限定所包含

的一种或几种方式不能解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并达到相同的技术效果，则权利要求中不得采用覆盖了

上述其他替代方式或者不能解决发明或实用新型技术问题的方

式的功能性限定。 

    此外，如果说明书中仅以含糊的方式描述了其他替代方式

也可能适用，但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并不清楚这

些替代方式是什么或者怎样应用这些替代方式，则权利要求中

的功能性限定也是不允许的。另外，纯功能性的权利要求得不

到说明书的支持，因而也是不允许的。 

    在判断权利要求是否得到说明书的支持时，应当考虑说明

书的全部内容，而不是仅限于具体实施方式部分的内容。如果

说明书的其他部分也记载了有关具体实施方式或实施例的内

容，从说明书的全部内容来看，能说明权利要求的概括是适当

的，则应当认为权利要求得到了说明书的支持。 

    对于包括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或者不同类型权利

要求的权利要求书，需要逐一判断各项权利要求是否都得到了

说明书的支持。独立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支持并不意味着从属

权利要求也必然得到支持；方法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支持也并

不意味着产品权利要求必然得到支持。 

    当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在原始申请的权

利要求书中已经记载而在说明书中没有记载时，允许申请人将

其补入说明书。但是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在说明书中存在一致

性的表述，并不意味着权利要求必然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只有

当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从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内容中得

到或概括得出该项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时，记载该

技术方案的权利要求才被认为得到了说明书的支持。 

 

 

3.2.2 清楚 法 26.4 

     权利要求书是否清楚，对于确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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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范围是极为重要的。 

    权利要求书应当清楚，一是指每一项权利要求应当清楚，

二是指构成权利要求书的所有权利要求作为一个整体也应当

清楚。 

    首先，每项权利要求的类型应当清楚。权利要求的主题名

称应当能够清楚地表明该权利要求的类型是产品权利要求还是

方法权利要求。不允许采用模糊不清的主题名称，例如，“一

种……技术”，或者在一项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中既包含有产

品又包含有方法，例如，“一种……产品及其制造方法”。 

另一方面，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还应当与权利要求的技

术内容相适应。 

产品权利要求适用于产品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通常应当用

产品的结构特征来描述。特殊情况下，当产品权利要求中的一

个或多个技术特征无法用结构特征予以清楚地表征时，允许借

助物理或化学参数表征；当无法用结构特征并且也不能用参数

特征予以清楚地表征时，允许借助于方法特征表征。使用参数

表征时，所使用的参数必须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说

明书的教导或通过所属技术领域的惯用手段可以清楚而可靠地

加以确定的。 

方法权利要求适用于方法发明，通常应当用工艺过程、操

作条件、步骤或者流程等技术特征来描述。 

    用途权利要求属于方法权利要求。但应当注意从权利要求

的撰写措词上区分用途权利要求和产品权利要求。例如，“用

化合物 X 作为杀虫剂”或者“化合物 X 作为杀虫剂的应用”

是用途权利要求，属于方法权利要求，而“用化合物 X 制成的

杀虫剂”或者“含化合物 X 的杀虫剂”，则不是用途权利要求，

而是产品权利要求。 

    其次，每项权利要求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应当清楚。权利要

求的保护范围应当根据其所用词语的含义来理解。一般情况

下，权利要求中的用词应当理解为相关技术领域通常具有的含

义。在特定情况下，如果说明书中指明了某词具有特定的含

义，并且使用了该词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由于说明书中对该

词的说明而被限定得足够清楚，这种情况也是允许的。但此时

也应要求申请人尽可能修改权利要求，使得根据权利要求的表

述即可明确其含义。 

    权利要求中不得使用含义不确定的用语，如“厚”、

“薄”、“强”、“弱”、“高温”、“高压”、“很宽范围”等，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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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这种用语在特定技术领域中具有公认的确切含义，如放大器

中的“高频”。对没有公认含义的用语，如果可能，应选择说

明书中记载的更为精确的措词替换上述不确定的用语。 

    权利要求中不得出现“例如”、“ 好是”、“尤其是”、

“必要时”等类似用语。因为这类用语会在一项权利要求中限

定出不同的保护范围，导致保护范围不清楚。当权利要求中出

现某一上位概念后面跟一个由上述用语引出的下位概念时，应

当要求申请人修改权利要求，允许其在该权利要求中保留其中

之一，或将两者分别在两项权利要求中予以限定。      

在一般情况下，权利要求中不得使用“约”、“接近”、 

“等”、“或类似物”等类似的用语，因为这类用语通常会使权

利要求的范围不清楚。当权利要求中出现了这类用语时，审查

员应当针对具体情况判断使用该用语是否会导致权利要求不清

楚，如果不会，则允许。 

除附图标记或者化学式及数学式中使用的括号之外，权利

要求中应尽量避免使用括号，以免造成权利要求不清楚，例如

“（混凝土）模制砖”。然而，具有通常可接受含义的括号是允

许的，例如“（甲基）丙烯酸酯”， “含有 10%~60%（重量）

的 A”。 

后，构成权利要求书的所有权利要求作为一个整体也应

当清楚，这是指权利要求之间的引用关系应当清楚（参见本章

第 3.1.2 和 3.3.2 节）。 

 

 3.2.3 简要 

    权利要求书应当简要，一是指每一项权利要求应当简要，

二是指构成权利要求书的所有权利要求作为一个整体也应当简

要。例如，一件专利申请中不得出现两项或两项以上保护范围

实质上相同的同类权利要求。 

    权利要求的数目应当合理。在权利要求书中，允许有合理

数量的限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优选技术方案的从属权利要求。 

    权利要求的表述应当简要，除记载技术特征外，不得对原

因或者理由作不必要的描述，也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为避免权利要求之间相同内容的不必要重复，在可能的情

况下，权利要求应尽量采取引用在前权利要求的方式撰写。 

 

3.3 权利要求的撰写规定 

    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是由权利要求中记载的全部内容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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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整体限定的，因此每一项权利要求只允许在其结尾处使用

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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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例 20.2 

 

条例 20.3  
 

权利要求中使用的科技术语应当与说明书中使用的科技术

语一致。权利要求中可以有化学式或者数学式，但是不得有插

图。除绝对必要外，权利要求中不得使用“如说明书……部分

所述”或者“如图……所示”等类似用语。绝对必要的情况是

指当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涉及的某特定形状仅能用图形限定而无

法用语言表达时，权利要求可以使用“如图……所示”等类似

用语。 

    权利要求中通常不允许使用表格，除非使用表格能够更清

楚地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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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帮助理解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但是，这些标记

应当用括号括起来，放在相应的技术特征后面。附图标记不得

解释为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限制。   

条例 20.4  

    通常，一项权利要求用一个自然段表述。但是当技术特征

较多，内容和相互关系较复杂，借助于标点符号难以将其关系

表达清楚时，一项权利要求也可以用分行或者分小段的方式

描述。 

通常，开放式的权利要求宜采用“包含”、“包括”、“主要

由……组成”的表达方式，其解释为还可以含有该权利要求中

没有述及的结构组成部分或方法步骤。封闭式的权利要求宜采

用“由……组成”的表达方式， 其一般解释为不含有该权利要

求所述以外的结构组成部分或方法步骤。 

一般情况下，权利要求中包含有数值范围的，其数值范围

尽量以数学方式表达，例如，“≥30℃”、“>5”等。通常，

“大于”、“小于”、“超过”等理解为不包括本数；“以上”、“以下”、

“以内”等理解为包括本数。 

 在得到说明书支持的情况下，允许权利要求对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作概括性的限定。通常，概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1) 用上位概念概括。例如，用“气体激光器”概括氦氖

激光器、氩离子激光器、一氧化碳激光器、二氧化碳激光器

等。又如用“C1—C4 烷基”概括甲基、乙基、丙基和丁基。再

如，用“皮带传动”概括平皮带、三角皮带和齿形皮带传

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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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用并列选择法概括，即用“或者”或者“和”并列几

个必择其一的具体特征。例如，“特征 A、B、C 或者 D”。又

如，“由 A、B、C 和 D 组成的物质组中选择的一种物质”等。 

    采用并列选择法概括时，被并列选择概括的具体内容应当

是等效的，不得将上位概念概括的内容，用“或者” 与其下

位概念并列。另外，被并列选择概括的概念，应含义清楚。例

如在“A、B、C、D 或者类似物（设备、方法、物质）”这一

描述中，“类似物”这一概念含义是不清楚的，因而不能与具

体的物或者方法（A、B、C、D）并列。 

 

3.3.1 独立权利要求的撰写规定      

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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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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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的现有技术共

有的必要技术特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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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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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一项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应当只有一项独立权利要求，并且写在同一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的从属权利要求之前。这一规定的本意是为了使权利要求

书从整体上更清楚、简要。 

    独立权利要求的前序部分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主题与

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是指要求保护的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与 接近的一份现有技术文件中所共有的

技术特征。在合适的情况下，选用一份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

求保护的主题 接近的现有技术文件进行“划界”。 

    独立权利要求的前序部分中，除写明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主题名称外，仅需写明那些与发明或实用

新型技术方案密切相关的、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例如，一项

涉及照相机的发明，该发明的实质在于照相机布帘式快门的改

进，其权利要求的前序部分只要写出“一种照相机，包括布帘

式快门……”就可以了，不需要将其他共有特征，例如透镜和

取景窗等照相机零部件都写在前序部分中。独立权利要求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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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部分，应当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必要技术特征中与 接

近的现有技术不同的区别技术特征，这些区别技术特征与前序

部分中的技术特征一起，构成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全部必要技

术特征，限定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独立权利要求分两部分撰写的目的，在于使公众更清楚地

看出独立权利要求的全部技术特征中哪些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与 接近的现有技术所共有的技术特征，哪些是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区别于 接近的现有技术的特征。   

  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的性质不适于用上述方式撰写的，独立权利要求也可

以不分前序部分和特征部分。例如下列情况： 

    (1) 开拓性发明； 

    (2) 由几个状态等同的已知技术整体组合而成的发明，其

发明实质在组合本身； 

    (3) 已知方法的改进发明，其改进之处在于省去某种物质

或者材料，或者是用一种物质或材料代替另一种物质或材料， 

或者是省去某个步骤； 

    (4) 已知发明的改进在于系统中部件的更换或者其相互关

系上的变化。 

  

3.3.2 从属权利要求的撰写规定 

    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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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用部分：写明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号及其主题名称； 

    (2) 限定部分：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附加的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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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得作为被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引用的基础，即在

后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不得引用在前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 

条例 23.2 

    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应当写明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

号，其后应当重述引用的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例如，一项从

属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应当写成：“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金

属纤维拉拔装置，……”。 

    多项从属权利要求是指引用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从属权利

要求，多项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方式，包括引用在前的独立权

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以及引用在前的几项从属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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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从属权利要求是多项从属权利要求时，其引用的权利要

求的编号应当用“或”或者其他与“或”同义的择一引用方式

表达。例如，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写成下列方式：“根据

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根据权利要求 2、4、6 或 8 所

述的……”；或者“根据权利要求 4 至 9 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

的……”。 

    一项引用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不得作为

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基础。例如，权利要求 3 为

“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摄像机调焦装置，……”，如果多

项从属权利要求 4 写成“根据权利要求 1、2 或 3 所述的摄像机

调焦装置，……”，则是不允许的，因为被引用的权利要求 3

是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 

    从属权利要求的限定部分可以对在前的权利要求（独立权

利要求或者从属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进行限定。在前的独

立权利要求采用两部分撰写方式的，其后的从属权利要求不仅 

可以进一步限定该独立权利要求特征部分中的特征，也可以进

一步限定前序部分中的特征。 

    直接或间接从属于某一项独立权利要求的所有从属权利

要求都应当写在该独立权利要求之后，另一项独立权利要

求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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