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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三步七点法的角度对查新过程进行剖析。其中，三个环节为：了解项目，提炼查新点；检索对

比分析文献；新颖性判断与结论撰写。七个关键点为：确定创新形式；明确项目查新目的；总结技术特征，确定

查新点；制定检索策略；检索文献分析比较；把握新颖性的判断原则；对查新点新颖性逐条判断，撰写查新结

论。最后结合两个查新案例，重点对农业科技项目创新形式、查新目的、新颖性判断和结论撰写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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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并开展专

利查新工作以来，国家各部委先后在各自所属单位认证

300多家查新机构[1]，截至2014年年底，仅教育部分7批
授牌了102家部级科技查新工作站[2]。20多年以来，查新

机构在科技立项、成果鉴定、申报奖励等科技评价工作

中发挥重要作用，已成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仅教育部84个科技查新工作站在2013年度完成的查新量

即达到41 931件，其中省部级以上课题查新占65.8%[3]。

各查新站结合自身特点，建立其查新流程和工作

规则，查新流程对查新质量有一定影响[4]。2015年9月，

《科技查新技术规范》（GB/T 32003—2015）由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作

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于2016年4月1日实施。笔者所在查新

站于1995年开始开展农业项目科技查新工作，结合工作

实践在分析农业项目科技查新特点的基础上，将查新

流程可归结为三步七点，结合两个查新实例，重点对以

引进创新为主的成果查新和以集成创新为主的立项查

新开展探讨，并提出建议。

1 农业项目科技查新的特征

1.1 农业科技创新融合多种创新形式

一般而言，技术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

进再创新。农业科技创新包括从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科

技成果的供给到创新产品的生产和推广，以及培训农民

使用农业技术和农产品销售的完整过程[5]。

原始创新指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原理性主导

技术等原始性创新成果或活动[6]。这类项目查新点一般

包括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新产

品开发等方面，如“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

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集成创新指将多个已有单项技术有机组合并融会

贯通，以生成一种新产品、新技术、新经营管理方式，

甚至创造新经济增长点；其特征是融合创新，即将相

互独立、互补的科技成果进行对接、聚合而产生的创

新[7]。这类项目在很多情况下单项技术不具备新颖性，

其新颖性一般表现为多项技术有机集成为一项新的整

体技术。以示范推广为目的科技项目一般属于集成创新

（如“国家星火计划”）。

引进再创新即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指在引进国内

外先进技术基础上，通过学习、分析、借鉴进行二次开

发与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这类项目

查新，首先从文献角度论证引进技术的新颖性，被引进

相关技术研究涉及的专利、论文、具体应用等情况；其

次，判断引入地是否有相关技术引进，以及引进情况；

最后，思考引进技术如何实现与引入地实际情况相结

合，形成适宜引入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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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引入地具体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1.2 农业生产存在的地域性与季节性差异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密切结合的

物质生产过程，生产对象囊括动植物，其需要热量、光

照、水、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不同生物生长发育要

求的自然条件不同，因此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季节性和

周期性。同一农作物，生长在北方与南方、长江上游与

长江中下游、西部与东部地区，在性状特点、生育期、产

量及品质等面方有所不同。

1.3 农艺性状依赖统计数据

农业品种的优劣一般通过农艺性状表现指标进行

对比。如产量指标，同一作物在不同地点、相同地点、

不同年份的产量通常不一样，且受气候、土壤、栽培技

术等环境及人为（如肥水管理等）因素的影响较大。由

于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导致农作物品种性状对比缺

乏标准[8]，农艺性状的量化都是统计量化。在品种比较

时，若同类农作物品种较多，对某些品种指标的比较可

采用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具体包括按品种名称、产

量、品质指标、适宜区域、抗逆性等，列出所查品种与

同类品种间的异同点。如对玉米品种查新时，要注意对

品质、容重、基因型、籽粒颜色、营养物质含量、审定情

况、适宜种植区域等方面的比较[9]。

2 农业项目科技查新的类型

农业项目科技查新类型可分为立项查新和成果查

新。立项查新是在各种科技项目、基金申报时需要的查

新，主要是为研究项目选题价值判断，是否与其他研究

重复、有哪些相关技术等方面的可行性论证提供客观

依据。其特点是研究工作尚未开始，查新特征处于不确

定状态，查新重心在于前人研究。首先要对目前研究现

状进行调研，然后与查新项目技术要点作比较，着重对

项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思路、技术路线等进行

文献调研，分析项目是否解决了目前农业生产中普遍存

在的问题。

成果查新是科技项目验收、鉴定、申报奖励过程中

的查新。其目的是为评价成果的先进性和在国内外达

到何种水平提供客观依据。其特点是成果特征已确定。

查新工作内容重心在于查新项目已取得研究结果，要围

绕已确定的成果特征进行查新，一般需要将查新项目

的成果特征与现有研究比对（如农作物新品种需要对

比产量、品质、生长期、适宜种植区等）。

3 农业项目科技查新的流程分析

3.1 农业项目科技查新的流程

查新流程可归结为三步七点，即三个环节和七个

关键点（见图1）。三个环节包括：了解项目，提炼查新

点；检索对比分析文献；新颖性判断与结论撰写。七个

关键点是：确定创新形式；明确项目查新目的；总结技

术特征，确定查新点；制定检索策略；检索文献分析比

较；把握新颖性的判断原则；对查新点新颖性逐条判

断，撰写查新结论。其中检索文献的分析尤为重要。

3.2 科技查新项目文献分析

在查新中检索到的相关文献可分为两种，一种是

查新项目参与人员或查新项目承担机构研究成员发表

的文献，该类文献称为查新项目文献或课题组文献；另

一种是非查新项目成员或非承担机构的文献，该类文

献称为其他文献。

在立项查新中，查新项目文献非常重要，反映项目

参与人员或承担机构具有实施该研究项目的科研条件

和研究能力。

在成果查新中，能够检索到查新项目文献，说明

项目研究部分成果已公开，这些文献可用于支撑查新点

（即能够体现查新项目新颖性和技术进步的技术特征

点）。特别是对于申报国家奖励的项目，很多已开展多

年，其查新点被广泛应用，并产生了一定经济和社会效

益，项目研究文献一般比较多。一般可从三个方面处理

项目文献和查新点的关系：一是明确项目文献是较早研

究，这可以通过文献公开时间来判定（如在某篇项目文

献公开后，该查新点的研究文献才逐步出现，说明是较

早的研究）；二是明确项目文献是该研究方面的经典文

献，这可通过文献被引情况来判断（如项目文献在查新

点涉及研究方面的文献中被引用频次比较高时，说明项

目文献是经典文献）；三是明确项目研究方法、结论的

正确性，通过具体查看引用情况来判断（如是直接引用

研究方法，说明研究方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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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业项目科技查新的典型案例分析

4.1 汉中市茶树良种无性系繁殖基地建设及

茶叶产业化开发

该项目查新完成于2011年12月，委托人为汉中市茶

产业办公室，项目获得2012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

奖[10]。以此项目查新为例，以说明引进再创新为主要创

新形式的成果查新和结论撰写。

4.1.1 提炼查新点

在阅读委托人提供的技术资料并与委托人深入交

谈后，确定该项目技术创新主要属于引进再创新，包含

集成创新。查新目的是先用于成果鉴定，然后申报陕西

省科技奖励，属于成果查新。初步判断该项目检索重点

是汉中市目前无性系茶树主栽品种情况及其相关栽培

技术、绿色有机茶基地建设情况，最后确定查新点包括

查新项目引进的无性系茶树在汉中市栽培情况和汉中

市绿色有机茶基地情况。

4.1.2 检索对比分析文献

在检索数据库选取上，项目涉及绿色有机茶基地

建设，除检索论著、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等数据外，还

须通过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系统和中国绿色食品网检

索绿色、有机茶生产认证情况，判断汉中市是否有茶叶

生产企业、茶叶产品通过绿色或有机认证；在检索词选

取上，要注意将汉中市所辖各县区名、项目涉及的所有

引进茶树品种都纳入检索词，以保证查全率。

经过检索，筛选出密切相关文献25条。其中科技

论文20篇，科技成果5项；检索到汉中市引进茶叶品种

“浙农139”和“浙农117”论文1篇，未检索到龙井长

叶、平阳特早等7个茶树品种在汉中市引种栽培的相关

文献；检索到南方主要产茶区绿色生产的论文11篇，未

检索到项目文献和汉中市茶叶通过绿色认证的信息。

4.1.3 新颖性判断与结论撰写

根据检索文献，可判断该项目在汉中市引种栽培龙

井长叶、平阳特早等7个茶树品种和建设绿色有机茶基

地有新颖性。查新结论撰写分为三段，第一段为汉中市

茶树引进品种情况，第二段为汉中市绿色有机茶基地

建设情况，第三段是项目新颖性总结，该项目新颖性的

判断也充分利用了农业生产的地域性特点。

具体查新结论包括3点：（1）从文献看，汉中市曾引

进“浙农139”和“浙农117”等外省茶树品种[11]，除本项

目外，未见汉中市引种栽培龙井长叶、平阳特早、翠峰、

舒茶早、早白尖5号、龙井43号、乌牛早等7个优良茶树

品种的文献；（2）从检索文献看，关于绿色有机茶基地

建设，在池州市、凤冈县、厦门市、福安市、霍山县、鹤

峰县、安溪县等有建立绿色茶叶生产基地[12-22]，未检索

图 1 农业项目科技查新流程

 

 

 

 



2017年第4期（总第155期） 71

到汉中市建立绿色有机茶基地建设的文献；（3）查新项

目通过引进国内优良茶树品种，利用无性繁育技术，经

过不断栽培选育，筛育出适合汉中市栽培的茶树品种，

并总结出一套无性系良种茶树繁育技术和绿色有机茶

园建设的技术规范体系，具有新颖性。

4.2 渭南市葡萄优质高效生产技术集成与产

业化示范

该项目查新于2013年7月下旬完成，项目主要依托单

位为渭南市临渭区葡萄研究所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

2013年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地方重大专项[23]。以此

项目为例，说明已集成创新为主的重大项目立项查新的

文献分析和结论撰写。

4.2.1 提炼查新点

该项目拟联合陕西省主要葡萄研究机构，重点攻

克当前制约鲜食葡萄产业发展的优良品种、优质嫁接

苗木、主要病害防控、标准化栽培及储运环节关键技

术难题；并将陕西省目前在葡萄产业研究方面取得的成

果充分地转化应用和推广，形成优质、安全、高效的生

产技术体系，为葡萄提质增效和构建产业技术创新体

系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推进渭北旱塬区及陕西省

鲜食葡萄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项目研究内容分为葡萄新品种引进筛选与展示园

建设、葡萄优质苗木繁育技术研究与基地建设、葡萄

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与示范、葡萄标准化栽

培技术集成与产业化示范、葡萄贮运保鲜技术集成及

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五部分。首先，确定每部分查新点；

其次对五部分的查新点分别进行查新检索，逐个进行

新颖性和技术进步判断；最后，统一给出查新结论。其

中，两个查新点为“陕西省葡萄相关生产研究”和“陕

西省葡萄生产标准化”。

4.2.2 检索对比分析文献

在检索数据库上，根据项目背景、目的确定查新点。

“陕西省葡萄相关生产研究”和“陕西省葡萄生产标准

化”的检索分析重点是葡萄研究的科技成果、专利、生

产标准。检索需覆盖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的成果、专

利、标准，科技部的国家科技成果网，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的标准库，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以判断陕

西省葡萄生产方面的成果和生产标准规范情况。检索发

现，陕西省葡萄产业相关科技成果60项、专利30项，其

中超过80%的文献为查新项目文献；国内葡萄栽培相关

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83项，陕西省地方标准2项[24-25]。

4.2.3 新颖性判断与结论撰写

根据文献情况，针对目前陕西省葡萄生产研究状

况和标准化方面撰写2条查新结论。（1）从检索到的近

15年陕西省获取的涉及葡萄产业的60项科技鉴定成果

和30项专利看，陕西省已形成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

核心的葡萄相关技术产业研究队伍，并拥有很多技术

的知识产权，但缺乏有效推广和技术集成。通过对葡

萄产业研究方面的文献所属机构情况分析，表明项目承

担机构有较强的实施项目能力和基础。（2）从标准规

范看，葡萄产业起步较早的宁夏、新疆、甘肃、河北、江

苏等省、自治区都制定有较完善的葡萄生产地方性标准

（如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分

别制定有10项、7项、6项相关标准）。陕西省在葡萄标

准化栽培方面与其他葡萄产区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反

映项目立项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5 结语

我国农业项目科技查新工作已开展20多年，仅在教

育部102家部级科技查新站中，农学类查新站有20家。

但各站在检索流程、检索范围、检索策略、新颖性判断

等方面差别较大，检索数据库通常根据各自馆藏而定，

文献分析深度取决于查新员素质。本文建议成立教育部

农业查新联盟，在各查新站检索流程和经验基础上，借

鉴中国科学院协同查新工作模式建立协同机制[26]，制

定农业项目科技查新的统一标准；并利用网络技术，在

各自查新管理系统基础上[27]，建立统一的查新协同平

台以提高查新质量[28]，使农业项目科技查新逐渐由单一

的新颖性判断向农业科技成果综合评价转变，为科技

成果的转化利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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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novelty search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teps and seven key points. The seven key points were included that the first 
is innovation type, the second is purpose, the third is to summariz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determine the key point of novelty search, the fourth is to formulate the 
search strategy, the fifth is to search and analyze relevant document, the sixth is to hold judgment principle of novelty, the seventh is to judge the key point of novelty 
search and write the conclusion. The three steps were included the project summary and extraction of novelty,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ocument, conclusion writing. 
Finally, we discussed the innovation type, purpose of search, novelty judgment and research document, which based on the two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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