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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检索中如何有效利用日本FI/F-term分类号 

 

在知识产权领域，众所周知，日本是进行专利检索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这是因为日本拥有丰富的专

利文献集，而且在某些技术创新领域该文献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您觉得查阅国际专利分类号(IPC
分类号)很舒服，它非常易于浏览并且您对它的层次结构也都了然于胸，但是当使用日本专利分类系统时您

还能抱有同样的信心吗？ 

为便于更有效地进行日本专利文献检索，本文分别向大家介绍两款由日本特许厅开发的内部分类系统，

即日本 FI 分类号(Japanese File Index)和日本 F-term。虽然这两款分类系统经常被同时提及，但二者有很大

差异且在专利检索方面均有诸多优势。 
 

一、FI/F-term 分类号简介 

（一）FI 分类号 

FI 是日本特许厅内部将 IPC 细分和扩展得到的，

用于扩展 IPC在某些技术领域的功能。它也采用 IPC
分类表的等级结构原理，并在此基础上，根据需要，

将大组和小组进行了 IPC 细分和/或文档细分，使某

一组下的几十万篇文献，细分后，在 IPC 细分类号

下或文档下的文献在几千篇之内，因此，可提高检

索效率。FI 分类号标识的文献给出了目的、发明信

息的 FI 分类号，对应于专利文献的所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和解决该技术问题所对应的技术方案，因此在

检索时将这两种分类号进行“与”检索，会大大提

高检索的效率。 

一个完整的 FI 的分类号由 IPC 分类号/+IPC 细

分类号 /+文档细分号组成。其中 IPC 细分类号

（IPC-subdivision symbol）是由日本局针对 IPC 的

细分类号，由 3 位阿拉伯数字构成，从使用场合、

结构特征等不同方面进行分类；文档细分号（File 
discrimination symbol）是由日本局对 IPC 或 IPC 细

分类符号进一步细分的表示符号，由 1 位英文字母

构成。“IPC 细分类号”和“文档细分号”并不是

FI 所必须包括的部分。其中，文档细分号用一个字

母 A-Z 的英文字母表示（为了避免歧义，字母“I”
和“O”除外），其中字母“Z”表示“其它”，用于

表示那些不属于已出现的文档细分号表示的小组中

的主题，或者涉及一个以上文档细分号表示的小组

中的主题都分入细分号“Z”表示的小组。  

FI 分类号主要有以下 4 种：1) 只有 IPC 号，

如 H01M10/02； 2) IPC 号 +IPC 细分类号，如

H01M10/00&118；3) IPC 号+文档细分号，如 

H01M10/06&L；4) IPC 号+IPC 细分类号+文档细分

号，如 H01M10/00&301A。 

（二）F-term 分类号 

F-term 系统是日本特许厅创建的用于计算机检

索的一种分类体系。因为 F-term 是单独设置的分类

系统，所以它的标记方式与 IPC 分类号和 EC 分类

号有一定的差别，其通过多方面的技术角度来区分

技术领域，从而对 IPC 进行了细分和重新划分，包

括：目的、使用、结构、材料、制造方法、处理和

操作方法、控制方法等等。通过用 F-term进行检索，

能将每个小领域中相关的现有技术文献的数量控制

在大约 100 篇以下，提高了检索效率。F-term 的标

引主要是基于对权利要求的拆解来进行的，但同时

还会根据说明书中的内容和附图的内容进行分类，

因此一篇专利文献的 F-term分类号能全面地反应发

明信息和附加信息，由此一篇专利文献的 F-term 分

类号也比较多。 

F-Term 分类号的结构如下：由五位字符主题码

+ 两 位字 母 视点 符 + 两 位 数字 位符 。 例如：

5H011AA01，其中：五位字符主题码（Theme code）
“ 5H011 ”表示技术领域；两位字母视点符

（Viewpoint）“AA”表示发明的材料、方法、结构

等；两位数字位符（Figure）“01”是对视点符所表

示的技术特征的进一步细化。 

F-Term 的具有以下特点：1) F-Term 分类系统

的分类号之间没有相互不重叠的要求，对同一篇专

利文献中的同一技术内容从不同角度给出分类号，

导致一篇专利文献的 F-term 分类号个数过多，并且

这些 F-Term 分类号并无主副之分。F-Term 分类号

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从目的和作用、应用、权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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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中提炼出的具体技术特征。该特点主要带来以下

两个好处：首先，对一个文献给出了多角度的标引，

用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来获得该文献，对文献

标引的冗余特性大大加强了检出文献的可能，例如：

可以通过采用目的类 F-Term 分类号、应用类 F-Term
分类号、或具体技术特征类 F-Term 分类号等不同角

度对文献进行检索；利用反映当前申请的目的类

F-Term 分类号、应用类 F-Term 分类号和具体技术

特征类 F-Term 分类号，部分或全部相“与”，来查

找现有技术的技术方案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或三个角

度的技术特征。那么所检索到的文献与当前申请的

相关程度是最大的，很可能就有影响当前申请新颖

性或创造性的对比文件。其次，多角度标引适应了

对文献不同角度的需求，在除了查新检索以外的很

多检索需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进行某一技

术的统计分析。2) F-Term 分类系统不仅从整体考虑

分类号，而且还从权利要求的具体技术特征中提炼

分类号，在权利要求中出现的任何技术内容都有可

能成为技术条目，即从文献的细节处给出分类号，

所以一篇文献可能有十几个甚至上百个 F-Term 分

类号；同时由于这样的分类方式，可以在使用的过

程中，用某些分类号来代替关键词，从而避免了关

键词的不足，减少漏检。例如：可以采用具体技术

特征类 F-Term 分类号“and”具体技术特征类 F-Term
分类号或具体技术特征类 F-Term 分类号“and”关

键词等检索式来进行检索。而 IPC 分类系统是从文

献的整体内容或重点描述的主题中提炼分类号，一

般不涉及细节，不如 F-Term 分类号那么细致。 

在实际分类中，一篇日本专利文献同时以 FI
和 F-term 两种分类进行标引。因此，在实际的检索

工作中，可以将 FI、F-term 单独用于检索，也可以

组配起来用于检索。 

二、FI/F-Term 在检索中的应用 

案例 1 

案情介绍 

提供一种电极接合体与集电板适当地紧密接

触、液体燃料不易泄漏的燃料电池单元、燃料电池

单元集合体、及具有其的电子设备。DMFC 单元 U1
通过供给甲醇水溶液而发电；其中：包括 MEA11，
MEA 的１对集电板（12、13），具有储存甲醇水溶

液的燃料室（20ａ）的燃料箱（20），在 MEA11 的

配置区域内夹持集电板（12、13）的夹持机构（40）。

夹持机构在配置区域的大致中央位置进行夹持。 

现有技术中，如下图所示，集电板的夹持力在

四角最大，中央位置的夹持力最小，当中央位置的

夹持力小到一定程度时，集电板与膜电极之间可能

形成缝隙，导致液体燃料漏出。 

 

本申请中采用圆形集电板和膜电极组件，夹持

部件位于燃料电池堆的中央。因此，提供一种集电

板与膜电极组件紧密接触的燃料电池堆。 

 

权利要求： 

1.一种燃料电池单元，通过供给液体燃料而发

电，其特征在于：具有膜电极接合体、上述膜电极

接合体的 1 对集电板、用于储存上述液体燃料的液

体燃料储存空间的燃料箱、以及在上述膜电极接合

体的配置区域内夹持上述集电体的夹持机构。 

检索过程及分析 

本发明涉及的 IPC 分类号为 H01M8/10，本发

明可提取的关键词为“圆形”、“中央”、“中心”。如

果根据这几个检索要素进行检索，显然会引出大量

的噪音。因为本发明中的“圆形”是用来限定电池

的外形，而这一因素是分类号和关键词都不能反应

出来的，因此检索结果会引出其他噪音。考虑到

F-term 分类号中有涉及燃料电池的进一步的细分，

因此优选采用 F-term 分类号进行检索。 

F-term 分类号中包括涉及燃料电池形状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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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5H026/CV00（单元电池形状、结构和成组），

本发明涉及的主题属于该点组下的 CV01（.正方形

和长方形以外的板状形状（例如圆形、扇形）），因

此用该分类号检索会避免“圆形”不是限定电池形

状而产生的噪音。利用 F-term 分类号检索，最终得

到 278 件相关专利，经过细读找到 3 篇相关专利。 

三、小结 

FI 分类系统是对 IPC 细分和扩展，细分后可以

减少每个分类号下的专利数量，减少阅读量提高检

索效率。 

F-term 分类系统善于从目的、使用、结构、材

料、制造方法、处理和操作方法、控制方法等各个

技术角度进行分类，因此其详细程度和准确程度非

常高，在一些领域中采用 F-term 分类号检索比用关

键词检索更加准确。检索者通过对一个技术主题的

各个技术角度进行 F-term 分类号的确定，然后进行

相“与”往往就可以获得非常相关的日本专利文献，

而且其文献阅读量可以得到缩小。 

但是，采用 FI 和 F-term 分类号检索还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由于其他国家的专利文献没有给出 FI
和 F-term 分类号， 因此目前采用 FI 和 F-term 分
类号只能检索日本专利文献和具有日本同族的专利

文献。

 

 

 

 

本文不等同于法律意见，如需专项法律意见请咨询我公司专业顾问和律师。我公司电子邮箱为：ltbj@lungtin.com，该电子邮箱也

可在我公司网站 www.lungtin.com 找到。 

如需更详细的信息，请与本文作者联系： 

李华 专利代理人：ltbj@lungt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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