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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专利分析的视角，调研了国内外专利信息资源的现状和特点，明确了用于专利分析的资源及

其加工深度的不足，设计了预处理和深加工的方案，重点为专利清洗和专利中四类信息的内容标引：发明类

型、技术主题、发明改进和应用领域。并以新能源汽车领域为例，对中文专利进行了深加工实证研究。结果显

示，利用清洗和深度标引后的专利资源能有效提高分析的准确度和专利资源揭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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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专利作为技术创新的载体，包含大量的技术、经济

和法律信息，且数量巨大、覆盖学科范围广，技术描述

详细规范，是一种重要的科技信息资源。基于专利进行

分析，可以了解领域发展现状，进行国家或企业竞争情

报分析，及时把握技术发展热点和趋势，以便更好地发

现技术机会和进行战略布局，从而有效地提高企业的

竞争能力。

选取合适的专利信息源是进行专利分析的基础，

专利信息资源的质量是获得准确可靠竞争情报的保

证。目前，专利信息来源众多，质量参差不齐，给选择和

利用造成诸多不便。同时，大家获取到的专利信息资源

多数只能进行题录信息的分析，不能深入专利文本内部
[1,2]。某些商业专利分析平台[3,4]和研究人员[5]在开发的

系统中提供了人工标注的接口，但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专利数量的迅速增多，人工标注成本大、速度慢的问

题暴露出来。有数据库开发商和研究人员研究了专利

数据自动加工的方法，但加工工具的精确度、扩展性和

深度不足。

本文在长期跟踪、深入调研分析国内外专利资源

及深加工现状的基础之上，主要研究基于词表和模板

对专利进行自动深加工的方法，设计一套通用的专利

深加工方案，深入到专利内容层面细粒度的标引加工，

为专利的有效和深度利用提供基础支撑。

1 专利信息资源现状

1.1 专利信息资源概述

专利信息资源指各国及区域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专利文献及基于其加工的二次文献的总称。按照不同

的分类标准，可以有多种分类：

（1）根据专利资源的来源不同，专利可以分为官

方专利和服务商专利数据库。官方专利一般提供免费

检索服务，及时性、权威性较好，但数据质量不够；数

据库服务商提供的专利是经过整合后的多国专利数

据，可支持跨库检索，但更新周期长。

（2）根据加工程度不同，专利信息可分为原始专

利、粗加工专利和深加工专利专题库。原始专利没有

经过加工整理，存在格式、录入不规范等错误信息；粗

加工专利进行了一般性的规范处理，比如规范字母大小

写、日期格式等；深加工专利专题库中的专利数据经过

严格的筛选、规范、加工和标引等，数据质量较好。

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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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提供服务的方式不同，有简单检索、检

索结果分面统计、检索结果指标分析等不同程度的服

务。官方专利局一般只提供简单检索和列表查看功能；

部分免费的开放平台会提供专利的复杂检索和检索结

果分面统计功能；比较专业的专利服务商和平台会提

供专利检索和对检索结果的指标分析一体化服务，实

现专利资源与分析服务的整合。

（4）按是否收费可分为免费数据库和收费数据

库。免费数据库数据质量不高，访问速度慢，不能批量

下载数据。收费数据库提供的专利质量、服务和稳定性

都较好，如德温特专利数据库[6]收录的专利都经过题目

和摘要的改写，同一专利家族的专利归并。

1.2 专利信息资源利用现状

随着人们专利意识的快速提升，利用专利信息进

行技术分析、领域分析和竞争情报分析的企业和研究

人员也快速增多，如姚颉靖等人基于专利分析抗肿瘤

药物发展状况[7]，韩雪冰等利用专利信息分析我国固体

激光器发展状况[8]，并提出对策，翟东升等进行了基于

专利的页岩气技术国际研究态势研究[9]。由于专利信

息的公开性，获取专利信息比较容易，但在专利信息检

索、分析等利用过程中还存在着较多问题和不足，主要

如下：

（1）免费系统只提供有限的检索结果展示或分

析。现在多数公开免费的网络专利信息资源提供检索

结果显示和导出时，都限制最高数量，如国家知识产权

局官方网站限制每日浏览和下载专利说明书不超过300
页[10]，佰腾网每次只能导出1000条记录[2]。由于对一个

领域进行领域分析时，所需的专利数一般都超过最高

数量限制，不能满足准确的分析需求，需要购买商用专

利数据库。

（2）获取的专利信息没有进行足够的清洗就进行

分析。网上免费的专利数据资源，质量存在较多问题，

若分析前不进行充分的专利清洗、规范加工，就不能

得出可信的分析结论。即所谓的“Garbage in, garbage 
out”。如果需要较高质量的分析情报，需要对获取到的

初始数据进行清洗加工，且要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

全面。清洗专利数据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也可以直

接购买所需领域的专利专题数据库，但专题数据库多

是比较热门的领域，不能找到完全符合自己分析需求的

数据。

（3）多数的专利分析只限于题录信息的组合分

析。由于专利信息登记时，题录信息单独存放，所以提

供服务较为容易。大多数专利信息资源提供商大多只提

供题录信息的分析，不能提供深入专利文本内容的微

观分析。需要进行基于专利文本内容分析时，需要用人

工标引的方法对专利“技术”、“功效”、“创新性”进

行标引，由于人工成本较大，这只适合于较少专利数量

的分析。

1.3 专利信息资源深加工研究现状

为了提高专利信息资源利用的准确性和效率，有不

少研究人员和公司对专利资源的深加工进行了相关的

研究。例如，德温特依靠雄厚的数据加工能力对专利

题目和摘要进行了改写和深加工，将摘要分成了三部

分：NOVELTY、USE和ADVANTAGE，但粒度还不够

细，属于句群级别，没有具体到词或短语的级别，只能

满足人工阅读的需要，不能为自动化处理提供小粒度

的标引结果[6]；东方灵盾公司制作了世界传统药物深加

工数据库，针对药物专利的特点进行成分、属性等相关

信息的提取，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然而此方法通用

性不够，不便于扩展到其他领域，且需要较多的人工参

与，成本较高[11]；北京工业大学的翟东升、李倩等人利

用SQL Server BI对德温特专利信息进行了清洗和字段

拆分工作，但仅限于对复合字段的拆分存储，便于对题

录信息的统计，并没有深入到专利文本内容层面[12]。

近年来，随着本体技术的发展和逐渐成熟，对题

录信息的深度加工逐渐向面向文本的深加工转移，利

用本体技术对专利摘要进行信息抽取、标引和加工、构

建专利知识库，更利于专利信息的组织、检索和分析。

例如，姜彩虹等人利用知识工程的方法，提出了一个基

于本体的专利摘要抽取模型，通过构建的本体、收集

的词表和撰写的规则对专利摘要进行知识抽取，构建

专利知识库实现对专利的深度加工[13]。翟东升等人从

提升专利研究领域中信息处理效能的角度出发，基于

Derwent专利数据库中的专利信息和其中所包涵的语

义关系设计Derwent专利本体、实现OWL语言描述的

本体模型、研究本体实例的组织方式，将专利信息合理

地存储在基于本体模型的逻辑介质中[14]。     
通过对专利深加工研究现状的多角度综合分析，

发现现有的专利信息深加工技术对专利加工的精确度

不够、加工标引粒度过大、专利工具多领域应用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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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足。而由于中文文本分词、抽取等技术的不够成

熟，所以基于本体技术的专利抽取、标引和组织方面的

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力度，为未

来面向专利文本的挖掘提供基础支撑。 

2 专利信息资源深加工方案设计

专利信息清洗加工的程度决定专利分析结果的准

确度和深度。本研究根据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发现的

问题，并针对在“1.2 专利信息资源利用现状与不足”中

提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为专利深加工设计

了专利清洗和专利标引两步加工的方案，如图1所示。

清洗的对象是分析常用的字段，如专利权人、发明人、

日期等。专利清洗过程中常见的问题可参考表1。

表1 专利清洗常见问题列表

详细描述

著录项目信息缺失

著录项目信息错误

数据库不同导致格式不同

同义词

名称变迁

译法多样

输入全角半角不一致

同族专利

重复记录

问题类型

信息不完整

信息不一致

信息冗余

对“信息不完整”的问题，根据需要主要是对排名

靠前的专利权人或该领域重要的公司信息的准确性进

行核实，不完整的进行补充；对“信息不一致”的问题，

通过建立标准术语与变异术语的对应关系，批量化地

规范为标准规范的表述；对“信息冗余”问题，要根据

实际分析的需要进行重复记录去重工作，以保证分析结

果的可靠性。

2.2 专利标引

专利标引主要是对专利文本内容的深度揭示，为

进行基于专利文本的挖掘提供数据基础。本研究根据

专利文本的特点，利用半自动化的模板构建方法抽取

专利文本摘要中的指定信息，实现指定领域的专利术

语识别，利用识别出的术语进行标引。因此需要首先建

立模板库，模板是对句子中被抽取部分、特征词以及它

们之间次序的抽象。通过选取特征词和适当泛化等策

略，采用人机交互方式，人工标注与机器学习相结合，

构建抽取模板。针对专利摘要中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目

标信息建立相应的模板，完成知识抽取任务。专利标引

的流程图如图2所示。

本研究共设计了四种类型信息的标引，如图3所
示：

（1）发明类型：在名词短语识别基础上，实现领域

概念的获取，获取专利的发明类型信息。如，判断发明

是否属于产品、方法、设备、流程、工艺、材料等。

图1 深加工方案设计图

在专利清洗阶段，利用专利数据的常见问题和规

范标准制定一系列的规则，形成规则库，基于规则库并

结合使用SQL批处理语句等对专利数据进行补充、整

合、去重、清洗和规范等；在专利标引阶段，基于中信所

自主研发的“领域汉语科技词系统”提供的词表，结合

半人工机器学习积累的模板库对专利中包含的“发明

类型”、“技术主题”、“发明改进”和“应用领域”等

知识进行了标引。该方案有效地解决了专利清洗不全

面和专利标引依赖手工而不能处理大批量数据及内容

标引深度不足的问题。

2.1 专利清洗

专利清洗针是指对专利信息中不完整、不规范、不

正确的信息进行补充、纠错、统一、规范的过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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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专利标引流程图

（2）技术主题：技术主题指一个专利描述的主要

技术是什么，即专利全文描述的主要对象，通过建立核

心关键词表等方式，触发技术主题相应的模板，实现

技术主题知识的抽取。

（3）发明改进：也即功效，指该发明实现了什么功

能的改变和效果的提升。在已有的专利数据中，采用统

计的方法实现不同专利用语及专利术语的词频计算，包

括名词核心词表、动词核心词表、表示倾向性特点的词

表等，从不同的角度获取其改进特征，最后对功效相似

的描述进行合并。通过功效的标引，可以为技术研发人

员提供从功效检索的入口，更好地发现可替代技术。

（4）应用领域：专利摘要中可能会包含该专利的

应用领域信息，通过建立相应的模板实现相关知识的

抽取。

图3 专利标引内容说明

对发明类型的判断，主要是定位在专利名称和摘

要中的第一句话，通过匹配“方法”、“技术”、“材料”、

“装置”、“系统”等关键词来确定专利相应的类型；对

发明改进的判断，主要依赖建立的功效动词库，如“提

高”、“加快”、“节省”等，并结合常用功效表述词表

进行定位，如“方法简单”、“成本低”、“功率大”等，

根据不同领域的特点，功效描述词会有部分差异。

针对“技术主题”和“应用领域”两类专利，知识

抽取适合以模板的形式抽取，分别建立相应的模板，抽

取模板示例如表2所示。

表2 抽取模板示例

模板

本发明涉及一种<Dcontent></Dcontent>方法。

本发明创造公开了<Dcontent></Dcontent>技术。

本发明揭示了<Dcontent></Dcontent>工艺。

本发明提供了<Dcontent></Dcontent>材料。

本方法应用于<Acontent></Acontent>领域。

本装置用于<Acontent></Acontent>行业。

该方法广泛适用于<Acontent></Acontent>技术。

该材料可以作为<Acontent></Acontent>的方法。

抽取类型

技术主题

应用领域

3 深加工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1985-2013年中文专利数据库为数据源，

以“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

汽车类型及其关键零部件名称为检索词，结合IPC分类

号如“ B60L11”、“G01L3”、“ H01M2”进行检索。

对检索结果进行浏览过滤，删除明显不属于该领域的

专利，最后获得新能源汽车领域中文专利8005条专

利，根据第2节设计的深加工方案，进行专利清洗和专

利标引的实证研究，实现基于规则和模板的专利清洗

和深加工。

3.1 专利清洗

根据设计方案中常见问题列表，分析容易出现错误

的字段和内容，进行了如下的清洗操作：

（1）对不完整信息进行补充。通过检索语句查找专

利库中本应该有而信息缺失的字段，例如，分类号、专利

权人或发明人这些字段是必填字段，却有缺失情况，则

利用专利号去官方网站查找信息，进行专利数据库信

息补充，提高了专利信息库的完整性。

（2）对机构名称进行合并。对排名靠前的大公司

因申请人不同导致的机构名称不统一，进行合并。如申

请人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信息

研究所”、“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由于历史名称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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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单条专利标引结果

和申请时不规范书写造成的同一个单位，多种描述，要

统一合并为规范描述“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同

时，对录入错误、合资公司申请、名称变化、重组兼并

等情况而导致的机构名称不一致问题，进行相应的修

正。由于专利权人机构众多，对所有的机构进行排查会

耗费较大人力，也无必要，本研究采取对排名在前500
名的专利权人机构名称进行了清洗合并。如，对专利权

人中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修改为“中国科学院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3）对人名进行合并。对人名中存在的全称与缩

写、输错、姓名次序颠倒、翻译问题、称呼变化、多个

称呼等问题，进行人名合并。如“奥斯兰姆”与“奥斯兰

母”，通过观察其他字段信息，如国家、城市、地址等，

发现这些信息一样，可以判断这两个专利权人是由于

输入错误导致的人名不一致，实际操作中，针对发明数

在3个以上的发明人进行了清洗。

（4）统一英文字母、数字、标点、各种符号的大小

写及全角半角格式。对专利信息录入时没有区分全角

半角问题进行处理。如，针对大小写问题的错误修正，

将“ASK工业s•p•a•”、“ASK工业S•P•A•”、“ASK工

业Ｓ•Ｐ•Ａ•”，统一修改为“ASK工业S•P•A•”；因为符

号问题需要修正的数据，如，“GN瑞声达A/S”、“GN
瑞声达Ａ/Ｓ”、“GN瑞声达A／S”，统一修改为“GN
瑞声达A/S”。其他容易出现类似问题的标点符号还有

“（）”和“()”、“〃”和“"”、 “～”和“~”、“＋”和

“+”、“〈〈”和“《”等。

3.2 专利标引

通过对数百篇比较典型的专利文本的考察，我们

发现专利摘要文本的描述语言较规范，一段专利摘要

文本，一般先描述技术主题，然后再用较长的一段话

描述发明原理，最后是对发明改进和应用领域的描述。

因此，我们构建模板的方法如下：首先将一个完整对象

内的部分信息进行泛化（如：专利属于NP组块），作为

模板的变量，保留触发词，包括前缀特征词、后缀特征

词、关键动词等信息，作为模板的常量；其次，通过人

机交互方式，人工与机器学习相结合，并通过统计方法

对大量专利文档的分词以及词频进行统计，得到高频

词表，人工对该词表进行整理得到用于识别模式的标

记词，如“一种”、“其特征”、“涉及”等。然后，进行人

工标记，用10人对专利摘要500条进行标记，包括4种对

象。最后，利用人工优化后的模板，结合专利摘要中各

目标信息出现的位置、长度等特征来抽取目标信息，利

用抽取结果对专利进行标引。

通过不断的反复优化，利用建立的模板对8005条
数据进行实际抽取，对抽取结果随机选择800条分为

10组进行人工评价。发现其中技术主题和发明类型抽

取的准确率较高，在专利文本中表现规范，一般位于句

首，特征较明显。发明改进和应用领域部分的抽取主

要依据模板中的特征词以及在专利文本中的位置等

信息。以技术主题模板抽取结果为例，统计数据如表

3所示，有较高的准确率，实验证明该方法有较高的

可靠性。

表3 技术主题抽取结果统计

模板

656/700 (93.71%)

78/100 (78%)

734/800 (91.75%)

数量

抽取数据（700）

未抽取数据（100）

总体评价（800）

为了方便结果的展示，对抽取的技术、模板、动词

词表和标引后的示例专利进行了统一整合，以平台的形

式集中体现标注效果。

其中一条抽取结果的详细信息，如图4所示，列出了

专利号为“CN100998948”的专利抽取出的专利主题、

专利提高、专利应用和发明类型等信息，抽取出的各类

信息可用于对该条专利进行标引。

3.3 结果讨论与应用场景

本研究通过对8005条专利数据的观察总结，发现

了原始数据中存在的较多问题，并根据实际出现的问题

逐项依据需求进行了补充、清理和完善，有效地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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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准确度和可用性。通过对设计的抽取四种专利

信息“技术主题”、“发明类型”、“发明改进”和“应用

领域”方案进行研究和实证实验，并利用抽取结果对

相应专利进行标引，有效地实现了对专利信息资源的

深度揭示，为下一步专利文本的深度挖掘和分析奠定了

基础。

基于抽取标引的深加工专利数据可进行多种形式

的应用。例如，把上述从文本内容抽取的四种信息与著

录项信息如“时间”、“专利权人”、“区域”等进行组合分

析，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技术趋势分析和企业的专利布

局分析，也可以提供更多的检索入口和分面统计类型，还

可以进行技术功效矩阵分析，如图5所示，发现技术密集区

（气泡大的部分）、雷区（高侵权风险）和空白区（交叉点

没有专利申请），为技术研发创新提供思路指导。

图5 技术功效矩阵

的深度揭示，为专利浏览、检索、分析、挖掘等工作打

下了基础。由于实验数据数量有限，模板覆盖度还不够

高，下一步工作有待进一步积累模板的数量，优化模板

质量，提高在不同领域应用的能力，并对专利抽取的结

果进行进一步的精简，实现词组或短语的形式描述四

类专利信息，更加便于统计和分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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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通过研究国内外专利信息资源的现状，发现

在使用专利资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结合问题和专利

分析的需求，设计了通过专利清洗和专利标引两种方

案提高数据质量的方法，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方案

的有效性和优点，为提高专利分析的准确性提供了保

障。通过对专利文本的抽取标引，实现了专利内容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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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patent analysi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survey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atent resource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summarizes the shortcomings of patent 
resources used in analysis. Then it proposes a solution to process patent resource deeply. The emphases are cleaning and indexing of four type information: invention type, 
technology topic, improvement and application area. At last, it presents an empirical study, which proves that the cleaned and extracted patent resources are more accurate 
and revealed f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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