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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认识分析模块

分析界面介绍

分析图表

点击顶栏“分析”按钮，进入分析页面，可选择 4种可视化分析方式：系统模板分析、

聚类分析、自定义分析、导入分析。可选择工作空间或检索式作为数据源，左侧为作图列表，

可添加或切换查看不同分析图表。

选择任意分析模板或自定义分析后，将进入图表页面。页面右上方可下载或保存已

生成的图表；分析设置可改变分析维度与指标的设置、图表设置可进行图表类型切换，

调整修饰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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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统计维度与统计指标

在分析作图时，维度和指标是最常用的两个设置，因此理解二者在分析中如何构建

图表，可以帮助更好地作图。

维度：专利的某种特征或属性（想对什么分析）

可以是专利的申请日、专利类型、受理局、申请人、代理机构名称等

例如想知道每年有多少件专利，就可以用 申请日一年；想知道某批专利由谁申请，就

可以用申请人……

指标：对专利数据的度量，以数值表示（要分析的数值是什么，或用什么的数值可以表

示我们的分析目的）

可以是专利的申请号数量、申请人数量、专利引文数量等。HimmPat 系统可以对指标

数据设置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中位数、标准差、方差、求和等不同的统计方法。

例如 xx的专利有多少件，就可以用专利的申请号/公开号（计数）；xx的专利族平均有

多少页文献，就可以用文献页数（平均值）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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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一般步骤

1. 确定分析数据源

2. 在分析页面对数据进行分析

3. 调整图表

4. 下载图表或生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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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分析数据源

在开始分析之前，确定分析的数据源是什么，是重要且必要的第一步。所谓数据源，

即用于分析的某批专利信息，可以是某个检索式的检索结果；也可以是建立在工作空间

的数据库；当然，还可以是自由导入的 excel 数据（见 2.3 导入分析）。例如想分析北

京地区的专利，那么 北京/city 的检索结果即分析数据源；想分析某个公司有的专利风

险，那么其生成的风险排查工作空间即分析数据源（8.1 风险排查）。

1.1 从检索结果进入专利分析

第一步：通过“搜索”中任意检索模式输入检索式，进入专利的概览页面。

第二步：点击专利概览页面右上角的“分析”图标，选择“统计分析”，将跳转到“分

析”页面。

第三步：在分析页面，选择系统图表或自定义统计维度和指标，即可开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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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从工作空间进入专利分析

第一步：点击“工作空间”，选择需要进行分析的专利文件夹。

第二步：点击专利概览页面右上角的“分析”图标，选择“统计分析”，将跳转到“分

析”页面。

第三步：在分析页面将自动填充文件夹名称。选择系统图表或自定义统计维度和指标，

即可开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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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直接分析

第一步：点击进入分析界面，在检索框中输入相应的检索指令或选择工作空间。

输入相应的检索指令

选择相应的工作空间

第二步：选择分析模板或自定义统计维度和指标，即可开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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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数据进行分析

在分析页面，有 5种分析模式，分别是：系统图表、聚类图表、自定义图表、我的

图表、导入数据分析。分析模板中有 169个系统分析模板，适用于快速复用或参考分析

思路后调整分析；自定义分析中可选 267个分析维度及 150+分析指标，适用于更多样

的专利信息分析和模板自制；导入分析适用于 excel导入各种数据，应用于系统的维度

与指标分析模式进行作图。

2.1 选用模板

第一步：点击“分析模板”。

可选择展开不同模板类型小组：趋势分析、专利布局概况、申请人分析、技术分析、发

明人分析、专利代理分析、地域分析、同族分析、法律信息分析、引用分析、许可分析

等 17类，均可直接点击复用。

第二步：选择所需分析模板小组，展开选用相应模板（如图，点击小组名称，即可下拉

选择；若点击名称右侧方块图标，即可整组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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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复用模板，即可生成相应分析图表。

2.2 自定义分析

第一步：点击“自定义图表”。

第二步：①填写图表数据源，②点击“+添加”选择分析维度和分析指标（最多可添加

三个维度，下方已选维度可左右拖动调整分析层次顺序）③选择图表显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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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确定”，形成分析图表。

2.3 导入分析

第一步：点击“导入分析”。

第二步：下载示例模板。

第三步：根据模板设置维度与指标及复制相应数据。（可删除后自行插入维度或指标，

最多可插入三个维度三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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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导入重设的 excel。

第五步：调整图表样式（详见三、图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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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图表调整

开始分析后，即呈现图表分析页面。（图表设置区可进行下载保存等操作以及添加

文字说明、图表显示切换；可改变分析维度与指标的设置以及进行图表设计，调整修饰

分析图。

3.1.调整分析数据

3.1.1 二次筛选数据源

页面右侧“分析设置”——“局部分析设置”中可以对受理局、申请人、专利类型、专

利标签等数据进行二次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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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步：点击“统计筛选”，选择所需筛选字段。（例如：公开局），选择所需筛选内

容，点击“筛选”或者“过滤”（如图：筛选中国公开局），即可呈现新的分析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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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编辑维度与指标

页面右侧“分析设置”可以对“统计维度”和“统计指标”进行自定义设置。

3.1.2.1 添加/删除统计维度（统计指标操作与统计维度同理）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新的维度添加，以及删除原先设置的统计维度（至少保留一个

统计维度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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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调整分析维度顺序，变化分析层次

上下拖动分析维度名称前的☷符号，可以移动分析维度的位次，调整分析层次。如图，

有以下两个字段，申请日在先分析与专利类型分别在先分析，得出的结果将有一些区别：

前者更方便理解每年有多少件某种类型的专利，后者更方便理解某种类型的专利每年有

多少件。

3.1.2.3 调整数值范围与间隔

数值型数据可通过“分析设置”，变更在字段下方范围设置处，调整数值间隔。如图：

调整年限范围与间隔，范围为 2012-2022，间隔为 2年，点击“分析”，将呈现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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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表。

此外，点击字段右侧“设置”，可以在“筛选”栏进行更多调整数值范围的操作，包括

合并统计值。

3.2 调整图表样式

3.2.1 切换不同类型图表

点击页面右侧“图表设置”中可以对图表展示类型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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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为彩色表示当前可用，为灰色表示当前不可用，若图表类型被选中，则边缘有黑框显示

3.1.2.4 排序设置

点击统计维度支持维度值的正逆排序、自定义排序

当选择的统计维度为数值型数据时（例如申请日），可按统计维度进行排序。

当选择的统计维度非数值型数据时（例如申请人），可按统计指标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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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5 合并数据进行分析

点击统计维度右侧“设置”，在“筛选”栏，勾选“合并数据”设置合并后的名称点击

确定即可。命名为相同名称的轴标签，将合并在一起统计数据。

如图：合并中国法律状态

此外，还可合并相同企业的申请人进行统计，可手动修改自定义名称，也可点击下方“按

照申请人组合并”勾选使用已设置的申请人组，对其合并分析。

申请人组设置操作见检索版操作手册，或帮助中心搜索



19

3.1.2.6 编辑指标的统计方法

点击已设置的指标右侧，在“统计方法”栏，可变化指标的统计方法。

如图，简单同族数量－申请号数量（平均值）表示所选分析维度下，平均每个简单专利族的

简单同族专利数量；而选择简单同族数量－申请号数量（求和），统计的则是，所选分析维度下

所有专利的按申请号统计的同族专利总数

3.2.2 变换图表颜色

变换颜色主题

点击页面右侧“图表设置”，可以对图表中的颜色进行设置。点击颜色主题名称可全图

切换颜色，单击当前应用主题的色块对应颜色，可部分切换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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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图表中需要切换颜色的色条或折线的折中点，可单独切换色条与折中点的颜色。

调整背景色、字体颜色

点击页面右侧“图表设置”，打开“背景”按钮，点击其右侧颜色方块可以对图表的背

景颜色进行设置。文字大小、网格色块等颜色设置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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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图表内容显示的设置

图表的以下内容，均可进行自定义显示设置。

 在页面右侧“图表设置”中可以对图表内的显示设置、字体样式、数据标签、轴线

与网格等显示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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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轴线与网格”中可以对图表内的轴名称、标签角度、辅助线及警戒线进行设置。

点击统计维度右侧“设置”，可自定义编辑轴标签名称。

3.2.4 添加图表描述文本

分析图表生成后，可以在图表下方直接添加解读文本，方便保存或下载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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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调整图表整体大小与比例

通过鼠标滚轮缩放或拉伸分析结果页面的方式，可以变化生成分析图的大小

调整前

滚轮调整后



25

收起右侧设置区，可放大且横向放大图片。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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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成报告

4.1 添加更多图表，并生成报告

4.1.1 添加图表

点击“新建图表”。选择维度指标分析模块。

也可以“新建分组”，编辑分组名称，“添加图表”选择维度指标分析模块。

4.1.2 导出报告或保存

可以将图表分析小组“导出报告”，或“保存至”为我的图表（类似系统分析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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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分享报告模板

自制的分析模板可分享给他人。点击如下图所示的小组上方，点击“共享组”，即可将

报告分享给他人。

4.2 用解决方案直接生成报告

4.2.1 企业专利数据统计报告分析图表

第一步：点击“解决方案”——创建报告——系统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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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移动鼠标触碰“企业专利数据统计报告典型模板”（图表列表缩略图）栏，将

会显示“创建报告”，然后点击。

第三步：进入创建报告页面，填写“报告名称”以及检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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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填写报告标签。（即为报告根据自己的想法做分类，可以选填）编辑完成后，

点击“生成报告”。

4.2.2 企业知识产权概况报告

第一步：点击“解决方案”——创建报告——系统模板，移动鼠标触碰“企业专利数据

统计报告典型模板”（文字概况缩略图）栏，将会显示“创建报告”，然后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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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进入创建报告页面，填写“报告名称”以及检索内容、报告标签。编辑完成后，

点击“生成报告”。

4.2.3 用自制的报告模板生成报告

第一步：自制或接受的他人分享报告模板，保存在“解决方案—创建报告—我的模板”

处，移动鼠标到任意模板上，点击显示的“创建报告”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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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进入创建报告页面，填写“报告名称”以及检索内容、报告标签。编辑完成后，

点击“生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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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工作空间层级或标签

将检索结果保存至工作空间文件夹后，我们会对工作空间的专利做自定义设置：文

件夹名称、自定义的字段与标签，这些信息要怎样进行分析呢？

在自定义图表中，①创建图表：选择要分析的数据源；②将顶部切换至“自定义字

段维度”选择要分析的内容，点击确定即可实现对工作空间内信息的分析。

5.1 分析工作空间层级

分析工作空间层级，将使用“文件夹维度”作为分析维度，具体操作如下：

第一步：点击需分析专利的顶层文件夹，勾选“包含下级”，将顶部切换至“文件夹维

度”选择要分析的内容，点击确定即可实现对工作空间层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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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常用分析图表绘制

6.1 专利地图与词云

6.1.1 专利地图

专利聚类地图可以直观地分析展示不同的专利技术布局，不同专利技术的聚集程度

和相互关联，通过地图切片功能可二次筛选专利地图的数据生成专利地图切片。

以华为某段时间公开的专利为例，通过专利地图分析其涉及了哪些技术，技术布局

时间如何，操作如下：

第一步：在顶部点击聚类图表，选择“聚类分析”。

第二步：输入数据源，添加并编辑该图表，选择算法一或算法 2进行聚类分析。（算法

一与算法二的主要区别在于聚类数量是否由系统决定）

第三步：获得分析结果。如图“通信系统架构， 低时延， 介质访问控制”等华为老本

行相关的技术仍是申请量最大的部分，其次是与图形引擎相关的技术，与多层计算、多

维矩阵等算法相关的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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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在右侧“地图切片－切片设置”点击申请日，勾选 2018—2020年，可对这三

年的数据进行申请日时间切片分析。（更多筛选需求可选其他切片设置）

6.1.2 词云

第一步：在顶部点击聚类图表，选择“词云”。

第二步：输入数据源，添加并编辑该图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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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表格矩阵

当有两项分析维度时，可以选择将数据用表格矩阵展示。将图表切换至数据展示模

式，并勾选上方“表格数据展示”即可。（勾选表格矩阵展示时显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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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析某企业每年的发明三率，在模板基础上添加申请日年维度，以表格矩阵展示）

Tip：矩阵表格可在网页长选复制，直接粘贴至 Excel。

6.2 趋势分析中常用图表的绘制

常用的趋势分析图表包括申请总量趋势分析、主要专利局申请趋势分析、各专利局

累计申请量分析、不同来源国申请占比趋势以及技术生命周期。以下以检索式“VR”为

例快速绘制以上几种趋势分析图表，选库为全球专利数据库。

6.2.1 申请量趋势分析

申请趋势分析是对每年的专利申请量进行统计，分析维度选择“申请日－年”，统计指

标选择默认“申请号（计数）”，由于当前选库为全球专利数据库，因此以申请号作为

统计指标可避免同一专利不同公开版本的重复统计。点击“开始分析”即可绘制出申请

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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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统计从 1985年至今的专利申请数据，并且以每 3年作为一个统计点，只

需在统计维度“申请日－年”的设置，范围修改为 1985-2020，间隔为 3，开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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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主要专利局申请趋势分析

主要专利局申请趋势分析是对每年各专利局专利申请量进行统计。

Step1：输入检索式，确定数据源

Step2：选择自定义分析，第一分析维度选择“申请日－年”，第二分析维度选择

“受理局”，统计指标选择默认“申请号（计数）”，点击“分析”即可绘制出主要专

利局申请趋势。

Step3：调整分析图表。由于系统默认受理局取每年前 10项统计数据，此时可能会

需要 10项之后的数据，此外，分析图表也显得太过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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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可以采取两个操作：一是提升筛选数据门槛，例如将每年的前 10项改为每

年的前 3项。新的图表中，受理局数量就会明显减少。二是勾选显示其他数据标签，则

会将其他受理局数据统一放入叫“其他”的标签，“其他”数据标签的加入可以让总量

变得准确。

调整前 10项为前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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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显示其他数据标签

由于取的是每年的前 3项，而不同年份申请量最多的前 3受理局可能不同，因此这

次分析结果中有 7个专利局的数据。

如果已有分析目标专利局，则可勾选“自定义统计值”，再按数据总量排名勾选前

三或任意 3项目标专利局，则系统仅分析勾选的 3个受理局，记住勾选“显示其他数据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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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各专利局累计申请量（动态变化）

各专利局累计申请量是对每年不同专利局累计专利申请量进行统计，第一分析维度

选择“申请日－年”，第二分析维度选择“受理局”。

与主要专利局申请趋势分析图不同的是，此处统计不同专利局各年申请量的累计值，

因此 ，需在“申请日－年”维度的设置中勾选“根据该维度进行累计统计”，同时勾

选累计所有数据（从检索结果中最早的申请年份开始累计），或是累计选定范围内的数

据（例如从 2001年开始累计）。统计指标选择默认“申请号（计数）”。选择条形动

态图，点击“分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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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不同来源国申请占比趋势

不同来源国申请占比趋势最常见的就是分析国内申请量和国外及港澳台在国知局

申请量的比例变化情况。由于仅分析中国专利，在不改变顶部检索式数据范围的情况下，

可以用右侧的“局部分析设置”筛选受理局为 CN的专利，进行局部数据分析。

不同来源国申请占比趋势分析是对每年不同来源国专利申请量进行统计，第一分析

维度选择“申请日－年”，第二分析维度选择“最早优先权国别”（用于表示技术最先

在某个国家申请），如果是分析申请人国别也可以选择“申请人地址－国别”作为来源

国。统计指标选择默认“申请号（计数）”。选择占比堆叠柱状图，点击“分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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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出不同来源国申请占比趋势。

想要以国内申请和国外及港澳台申请作为统计值，需要借助自定义分组功能中的批量修

改，将除中国以外的数据批量修改为国外及港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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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分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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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技术生命周期

技术生命周期图是对每年专利申请量和专利申请人个数进行统计，以观察技术发展

阶段。分析维度选择“申请日－年”，由于既要统计每年的专利申请量又要统计每年的

专利申请人个数，因此需要分别统计这两个指标，选择默认的“申请号（计数）”和“申

请人（计数）”。点击“分析”即可。

6.3 发明人跳槽分析

如何快速找出两家企业之间发明人跳槽的线索，并找出跳槽前后关系？以小鹏汽车

和比亚迪为例，在分析页面顶部输入分析数据检索式 （小鹏汽车 or 比亚迪）/pa，选

库为中国发明和实用新型库。

6.3.1 哪些发明人跳过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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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专利数据对发明人在不同企业间的跳槽关系分析，其实就是找出发明人是否在

两家公司都申请过专利。第一分析维度选择“为发明人－原文”，第二维度选择“原始

申请人－原文”，统计指标选择默认“申请号（计数）”。

点击第二维度“原始申请人－原文”的设置按钮，可见比亚迪和小鹏汽车都不仅有

一家公司，因此，可以把相同公司将其合并。

点击“批量修改”输入“比亚迪”查找，并将查找到的结果批量修改为“比亚迪”。点

击“确定”。

同理，将查找到的结果批量修改为“小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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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开始分析”，并选择合适的图表，查看结果，发明人是否仅对应了 1家公司，

还是同时包括“比亚迪”和“小鹏汽车”，来寻找跳槽线索。

分析结果中即会出现同时包括“比亚迪”和“小鹏汽车”的发明人信息，代表同样姓名

的发明人同时在比亚迪和小鹏汽车申请过专利。具体是否为同一个人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6.3.2 发明人跳槽轨迹

想要了解跳槽的前后关系，只需在分析维度中添加第三个分析维度“申请日－年”。同

时将其设置改为按申请日升序筛选前 1项，即可获得在不同公司最早申请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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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中即可看出该姓名发明人可能的跳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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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分析挑选代理

第一步：在专利分析页面点击“新建图表”，选择自定义图表，输入目标检索式。

第二步：添加分析维度，勾选“申请号”“代理机构－名称”“公开类型”三个分析维

度，点击“确定”。

第三步：分析维度设置完成后，点击右侧统计维度中的申请号－设置。

第四步：将筛选项中的仅保留的记录为数量设置为“1 项”，点击“确定”。



50

第五步：将图标设计更换成“引用图”，显示数据更为直观。

分析解读：以 CN-01100531-A为例，此专利在申请时的代理机构为“隆天国际专利商

标代理有限公司”而在授权时的代理机构为“隆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更换选择其他维度如“公开日－年”，可以根据日期了解此申请人的专利代理机构变更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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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专利质量分析

如何快速分析不同代理机构代理案件质量情况，帮助企业挑选适合的代理机构？例

如，以下技术交底交给哪家代理机构撰写比较好？

“本发明属于生物工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促进细胞增殖迁移的凝胶敷料及其制备方法、使用方

法。其中本凝胶敷料包括：含有重组人胶原蛋白的水凝胶体系；所述水凝胶体系适于在创面表面

形成水凝胶状态。本发明的凝胶敷料通过水凝胶体系可以在创面表面形成水凝胶状态，防止创面

裸露或凝胶敷料覆盖不均匀；同时水凝胶中的重组人胶原蛋白可以给予皮肤层所必需的养分，使

皮肤中的胶原蛋白活性加强，促进细胞增殖迁移，从而促进皮肤组织的新陈代谢，提高创面愈合

速度。”

首先，在智能检索输入框输入以上文字内容，选择中国发明申请库进行检索。

检索后，点击检索结果右上角“分析－统计分析”按钮即可进入分析页面，此时可见，

分析数据中已加入该语义筛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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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发明三率分析

专利质量一般可以从授权率和撰写情况两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分析该领域下发明专

利三率情况。由于三率仅涉及已结案件，因此，在左侧筛选器中，筛选中国法律状态一

级为有效、失效（授权后失效）、驳回、视为撤回和主动撤回等结案状态专利。

分析代理机构发明三率即分析代理机构结案发明专利中三类法律状态专利所占比

例。

第一步：点击“系统图表”，选择“中国发明专利三率”模板。

第 二 步 ： 点 击 绘 制 图 表 ， 填 写 检 索 式 ， 确 定 后 即 可 生 成 图 表 。

第三步：添加统计维度-“代理机构-名称”点击分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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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撰写质量分析

分析代理机构撰写质量，可将撰写专利的权利要求数量和说明书页数作大致参考。

第一分析维度选择“代理机构－名称”，第一统计指标选择默认“申请号”，第二统计

指标选择“权利要求数量”，第三统计指标选择“文献页数”。不同的统计指标是以不

同的统计数据来反映同一被分析记录的不同情况。

“申请号”以计数方式进行统计，而“权利要求数量”和“文献页数”则以平均值

进行统计（默认即为常用统计方法，一般无需改变）。为了展示更加清晰，同时将图表

选择为“折线图”。

分析结果可见，除代理量以外，权利要求平均数、说明书页数平均数可在一张图中

展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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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智能分类

智能分类，即通过一定算法处理，将检索式所命中的专利分层分类。在 HimmPat

中，分类后的专利会存放在以填入的“分类名称”命名的工作空间下，其分类的不同的

层级与类别，表现为工作空间文件夹的层级（如下图）

智能分类提供 3种方式，分别是自动文本聚类（包括层级聚类和行业分类）、机器

学习分类、自定义分类。自动聚类是按照某个特定标准把一个数据集分割成尽可能相似

的簇，机器学习、自定义分类则是增加了不同的人为限制，来改变分隔簇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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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层级文本聚类（3层 3类）

智能分类的位置：搜索－智能检索－智能分类

7.1 自动文本聚类

7.1.1 设定层级文本聚类（AI 标引）

操作步骤：①在检索框输入需智能分类的检索式；②勾选“设定层级文本聚类”设定层

级与类别数；③选择分类依据；④填写分类名称（即生成工作空间的名称）；⑤点击“开

始分类”

 分类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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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依据

勾选“标题”，即以专利标题的相似程度进行聚类/分类；勾选“摘要”，即以专利摘

要的相似程度聚类/分类。

7.1.2 产业分类

操作步骤：①在检索框输入需智能分类的检索式；②勾选“根据产业进行分类”选择需

分类产业；③选择分类依据；④填写分类名称（即生成工作空间的名称）；⑤点击“开

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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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机器学习

操作步骤：①在检索框输入分类的检索式；②填写类别层级；③在描述中填写已分类该

类别的专利号码或者关键语句；④选择分类依据；⑤填写分类名称（即生成工作空间的

名称）；⑥点击“开始分类”

描述：系统会按描述中词句或专利号码的语义相似性对检索式检到的专利进行分类，越

相关的描述和专利号码，系统会将其分为一类。

需注意的是：①多个条件用｜区分，不限制分隔上限②填写分类不留空白栏，空白的类

别与描述需删除后再运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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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自定义分类

相比机器学习分类，自定义分类还可用布尔检索来改变分类标准。

操作步骤：①在检索框输入分类的检索式；②填写分类层级；③在描述条件 1中填写布

尔检索式，或在条件 2填写该类别已分类该类别的专利号码或者关键语句（仅使用条件

2等同机器学习分类）；④选择分类依据；⑤勾选是否重复分类；⑥填写分类名称（即

生成工作空间的名称）；⑦点击“开始分类”。

需要注意的是：步骤②③填写时，二层的检索式是在一层检索式基础上的二次限定。如

图：第一层填写技术分支与技术分支对应检索式，第二层填写技术效果与技术效果对应

检索式。

Tip：机器学习与自定义分类均可以 excel形式上传层级与检索式，点击层级下方的“导

入”按钮即可。

 3种分类的工作空间分类结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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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风险排查

对某公司发明和实用新型可做批量风险排查，排查哪些专利有侵权或被侵权风险，

提前做好准备，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8.1 风险排查的操作

第一步：点击进入搜索－智能检索－风险排查页面

第二步：输入风险排查检索式，如“神马电力/pa”

第三步：勾选各项风险排查条件，点击排查。

第四步：排查完成后，系统自动跳转到工作空间页面，可了解本次风险排查专利详情。

（点击筛选统计，可以对排查结果进一步筛选。）

第五步：右上角可导出风险排查结果，将排查结果以 Excel的形式发送给需要的同事浏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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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第二层级、第三层级为文件夹位置，可查看本公司专利对应侵权/被侵权专利号码及相

似度，点击公开号可直接打开 HimmPat专利详览页面浏览专利）

8.2 风险排查结果的浏览

通过风险排查操作后，可获得风险排查的工作空间结果（排查名称即工作空间名称）。

浏览时有以下风险排查有关信息：

 文件夹名称与保存位置

文件夹名称的专利号码：是风险排查时检索条件所命中的专利（如图，文件名为

CN113253942A的申请人为“深圳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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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风险：指该列表下的专利号码有侵权其文件夹内专利的风险。

被侵权风险：指该列表下的专利号码有被其文件夹内专利侵权的风险。（如，

CN113253942A有被 CN117539664A侵权的风险）

保存位置：即该专利所存放的文件夹名称，文件夹名所述专利有侵权该专利的风险（侵

权风险）/文件夹名所述专利有被该专利侵权的风险（被侵权风险，如图示）

风险排查检索式为：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pa and apd=202106

 专利概览界面的风险排查的有关信息

检索条件中的专利号码：是文件夹名，点击进入文件夹后，在概览页面顶部，可点击展

开，查看检索条件中的专利的信息。

相似度：风险排查收录每个与检索条件中的语义最为相似的 1—20条专利，在专利概览

信息处相似二者相似度（如图专利号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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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风险排查结果的常用分析

点击分析图标，选择统计分析，即可对风险专利进行进一步的可视化分析。

8.3.1 分析风险排查的排查数量

第一步：选定分析的工作空间文件夹。

第二步：添加工作空间文件夹信息作为分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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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图表中，深蓝色为侵权风险数量，浅蓝色为被侵权风险数量

8.3.2 对侵权风险/被侵权风险结果分析

第一步：选定分析的工作空间文件夹。如侵权风险

第二步：可进行局部分析设置，筛选数据源。如想分析竞争对手，可选申请人类型为企

业；想分析合作伙伴，可选申请人类型为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个人等；或是想限定专利

申请国家。可选申请局为 CN/WO 等，按需设置即可。

第三步：选择分析维度。如以申请人为统计维度，分析竞争公司；也可以发明人为维度，

分析竞争对手的主要发明人；亦可以分类号为维度，分析热门竞争领域等，按需设置即

可。

8.3.3 对某件专利的风险排查结果分析

步骤 8.3.2，工作空间选择该专利的号码对应的文件夹即可

第一步：选定分析的工作空间文件夹

第二步：可进行局部分析设置，筛选数据源。

第三步：选择分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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