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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与 FT分类在涡流检测领域检索中的应用
唐仕军，徐燕丽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广东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　在涡流检测技术领域中，国际专利分类表（IPC）分类条目较少和文献量庞大，而联合专利分类（CPC）

和 FT（F-term）分类体系对技术领域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使文献的分布更加均衡和全面。本文拟通过比较 CPC

和 FT在涡流检测领域的检索效果，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探讨它们在实际检索中的应用和效能，旨在为涡流检

测领域的检索工作者提供策略，以提升工作的效率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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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探伤检测技术最大的特点是在不损害被检测

对象的前提下完成检测任务，而涡流检测技术是无损

检测领域中应用极为广泛的一种技术手段，其核心原

理是应用电磁感应现象以实现对材料内部缺陷的检测，

具有非接触性、灵敏性强等优点，在航空航天、汽车、

冶金制作等行业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随着世界制

造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对检测多样化、高精度和高质

量的需求，涡流检测技术作为重要的检测工具，一直

被重视，该领域的发明创造一直非常活跃。从专利申

请量来看，呈逐年增长趋势，而且 2005年前掌握该技

术的国家主要为日本、美国以及德国，在 2005年后该

领域中国的专利申请逐渐增多，并在最近几年成为该

领域的申请量大国，申请量遥遥领先其他各国。因此，

深入研究和探讨这一领域的检索策略显得尤为迫切和

必要。国际专利分类体系（IPC）是各国知识产权局或

其他用户检索专利文献的有效工具 [2]，但是，在国际

专利分类表（IPC）的框架下，涡流检测技术被归类于

在一点组 G01N27/72下，具体分到 G01N27/90为三点

组，且仅有细分 4个点组，没有较优的细分特性。另外，

该领域的技术术语复杂性高，关键词的噪声问题显著，

这不仅增加了表达的难度，也限制了检索工作的扩展

性和效率。而联合专利分类（CPC）和 FT（F-term）分

类体系对技术领域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使文献的分

布更加均衡和全面，从而采用 CPC分类和 FT分类在涡

流检测领域进行检索应用值得深入研究。

1　涡流检测领域 CPC和 FT分类号对比

联合专利分类（CPC）体系是由欧洲专利局联合美

国专利商标局开发的，目前全球超过 45个国家和地区

的知识产权局或组织采纳使用 [3]。具有与国际专利分

类（IPC）相兼容、提供更为细致的分类条目、定期修

订和更新、为了保证分类的精准度和一致性而文献数

量相对较少、提供更为丰富的分类信息等显著特点。

FT（F-term）分类系统是由日本专利局开发的，主要

基于国际专利分类（IPC）和日本国内专利分类（FI）

构建 [4]。该分类系统综合考虑了技术主题的多维度特

性，对现有分类条目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和再分类，

以实现更为精细的分类效果，其目的是在专利检索过

程中通过多角度的限定，减少需要检索的文献量，从

而提高审查的效率和准确性 [5]。在涡流检测技术领域，

早期日本在各国专利局的专利申请数量均排在前列，

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日本的涡流检测技术水平也是处于

领先地位。因此，针对涡流检测领域 IPC分类条目较

少和文献量庞大的问题，采用 CPC分类和 FT分类进行

检索显得尤为关键。本文拟深入比较 CPC和 FT两种分

类体系在涡流检测领域的检索效果，并通过具体案例

分析，探讨它们在实际检索中的应用和效能。

1.1　CPC和 FT分类的细分程度以及文献数量不同

在涡流检测技术领域，FT分类系统相较于 CPC分

类系统提供了更为精细的分类层次。具体来说，CPC分

类中该领域的条目总数为 14条，而 FT分类则有 101条。

在 CPC分类中，细分条目包括 1个三点组、6个四点组

和 7个五点组。相比之下，FT分类则拥有更为丰富的

细分条目，具体为 32个一点组、57个二点组、4个三

点组和 8个四点组，这表明 FT分类在涡流检测领域的

分类深度和广度上均优于 CPC分类。由于 FT分类提供

了更为细致的细分，每个细分的分类号下只包含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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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通常只有几百篇甚至几十篇。这种细分使得

检索者可以直接浏览检索结果，而不必依赖于关键词

搜索，这种做法显著降低了对关键词的依赖性，有助

于提升检索的效能和精准度。相比之下，在涡流检测

领域，CPC分类所涵盖的文献总量远远超过 FT分类，

大约是其数倍之多。这表明 CPC分类在文献覆盖面上

更为广泛，为检索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

1.2　CPC和 FT分类的特点不同

CPC分类系统以其广泛的标引范围、快速的更新频

率以及由专业分类员进行的精确分类而著称，这些特

点确保了 CPC分类号在确定文献的分类位置上具有更

高的准确性。日本在电磁无损检测技术方面处于领先

地位，并且专利申请活动十分活跃，申请量巨大，这

导致在涡流检测领域，FT分类的条目设置比 CPC分类

更为详尽和精细，涵盖了更多的技术主题。相应地，

FT分类条目的文献标引覆盖面相对较窄，并且由于一

项发明可能基于其技术方案的不同方面被归入多个不

同的 FT分类号，这使得其使用过程可能显得较为繁琐

和复杂。另外，在各数据库中采用的文献标引方式不同，

在实际检索过程中，检索数据库的选择也是检索工作

者首要考虑的问题，而且需要考虑结合使用两类分类

号，虽然 CPC分类很准确，但会漏检日本文献，需要

进行 FT分类体系补充检索。FT分类体系在分类过程中

存在一些案件没有进行 FT分类标引而导致的检索不全

面，从而在一些检索数据库中仅进行 FT分类号检索会

存在漏检的风险。因此，恰当而明智地选择分类体系和

检索数据库进行检索，是实现高效且有效检索的关键。

2　涡流检测领域 CPC和 FT的检索实践

通常的检索策略中，由于 CPC和 FT属于不同的分

类体系，一般不会进行组合使用，普遍认为这样的检

索方式会导致漏检或者检索不全面。但是，在检索实

践中，根据笔者长期的检索经验，发现涡流检测领域

中采用 CPC和 FT分类结合检索，能够显著提升检索效

能和精确度，以实现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接下来，

笔者将通过两个具体的案例，简要分析如何灵活运用

CPC分类和 FT分类进行检索，这将展示如何根据不同

的检索需求和情境，选择和应用这两种分类体系以达

到最佳检索效果。

2.1　检索案例一

某案基于对焊管检测通常采用外穿过式涡流传感

器扫查焊管表面缺陷，现有的外穿过式涡流传感器由

于灵敏度较低，焊缝缺陷信号通常淹没在信号中无法

识别，无法满足针对焊缝的检测需求的技术问题，提

供一种局部高灵敏度涡流检测传感器，传感器采用偏

磁芯设计，将磁芯条固定在涡流检测线圈内部的一侧

面上，使得磁芯条所处的涡流检测线圈一侧面局部范

围的交变磁场得到汇聚增强，以此可对被检测工件的

重点部位进行针对性的高灵敏度扫查。独立权利要求 1

如下：

一种局部高灵敏度涡流检测传感器，包括涡流检

测线圈、偏磁芯线圈缠绕骨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偏

磁芯线圈缠绕骨架由一个磁芯条和一个线圈缠绕骨架

组合而成，磁芯条的截面小于线圈缠绕骨架的截面，

磁芯条纵向嵌入固定在线圈缠绕骨架偏离轴心一侧的

周面上；所述涡流检测线圈周向缠绕固定在偏磁芯线

圈缠绕骨架的外周面上。

技术方案解读及检索策略分析：通过对案件的阅

读和分析，可知本案仅仅通过权利要求书记载的技术

特征，无法提取有效的关键词，由于“涡流”“磁芯”

是涡流检测领域中的通用词汇，检索噪声大。因而笔

者通过对申请文件进行更为深入的阅读和全面分析，

在充分理解和掌握发明内容的基础上，从技术领域的

角度进行剖析，本案检测原理是通过移动涡流传感器，

从而查找 CPC和 FT分类号，通过确定移动方式的分类，

确定CPC分类号G01N27/902，该分类位置具体信息如下：

G01N27/90 ...利用涡流

G01N27/9013 ....{特别适用于扫描 }

G01N27/902  .....{通过移动传感器 }

根据技术方案中必不可少的技术特征磁芯确定检

索要素 core?、conductive（磁芯），进而从本案发明

构思考量，结合说明书中具体实施方式，认为“通过

旋转移动传感器进行穿过式的检测”实质上更能体现

出本案的发明点所在，笔者根据以旋转检测作为核心发

明点调整检索式，确定基本检索要素 rotat+（旋转）。

在 ENTXT数据库中，采用 CPC分类号进行检索，构

建的检索式如下：

(/CPC G01N27/902) AND (core? OR conductive)) 

AND (rotat+)

浏览该命中结果，即得到文献 US4203069A，其公

开了采用磁芯中增设部分导磁铁氧体来增强涡流磁场，

进而提高检测灵敏度，可作为本案例技术方案的X文件。

而通过阅读该专利文献 US4203069A，可以发现该

专利文献的申请日为 1977年 12月 29日，属于早期专

利申请，且为美国发明专利申请。而对于早期的非日

文专利文献，由于分类体系还不完善，在各专利数据

库中均没有给出 FT分类号，因而在申请日较早的美国

专利申请有关于旋转穿过式的涡流检测领域中没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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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 FT分类号，从而如果仅采用 FT分类号进行，很

大的概率无法检索到该对比文件。因此，对于涡流检

测领域的早期文献可优先采用 CPC分类进行检索，FT

分类作为 CPC分类检索的补充。

2.2　检索案例二

针对特定形状检测工件的评估，传统涡流检测方

法通常采用固定外穿过式参考线圈，并通过移动外穿

过式检测线圈来评估材料的不连续性，然而，由于工

件外形尺寸的多样性变化，线圈的填充系数随之改变，

这不仅影响了涡流信号的有效检测范围，也导致了检

测灵敏度的变化不稳定，当填充系数降低时，检测灵

敏度下降；反之，填充系数增加时，灵敏度提升的技

术问题。某案为了解决这一技术难题，提出了一种提

高特形工件他比式涡流检测动态信号范围的方法，该

方法通过同步移动外穿过式参考线圈和检测线圈，或

将对比试件与被检工件同步移动，有效解决因工件外

形变化所引起的线圈填充系数变化，从而降低了他比

式涡流检测动态信号范围的问题。

本案的独立权利要求 1的篇幅较为冗长，且将技

术效果也写入了权利要求的记载内容中，其核心在于

实现外穿过式参考线圈与检测线圈的同步动态扫描，

或对比试件与被检工件的同步动态检测，以应对工件

外形变化对线圈填充系数的影响，进而提升检测的动

态信号范围。具体方法概括如下：（1）同步动态扫描法：

在进行外穿过式检测线圈对被检工件的扫查过程中，

同步控制外穿过式参考线圈对对比试件进行相同的扫

查动作，确保两者在线圈填充系数上的变化保持一致；

（2）同步动态检测法：在被检工件通过外穿过式检测

线圈的检测过程中，同步控制对比试件通过外穿过式

参考线圈，以实现线圈填充系数的等效变化，所述对

比试件是与被检试件材质、结构相同的无材质不连续

的标准工件，用以作为检测过程中的参照标准。

技术方案解读及检索策略分析：直观上，本案的

独立权利要求较长，且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所记载的

内容也较为笼统，没有描述到具体的特有技术特征，

且采用规避的方式撰写权利要求书，从而无法提取有

效的关键词。笔者通过从技术方案的实质原理和实际

效果进行合理分析，发现本案主要是通过对比试件检

测时“同步随动扫查”引起“填充系数”变化的技术

效果，从而采用先确定分类号的检索策略，在进行 CPC

和 FT的分类号搜索过程中，发现 CPC对于“标准比较”

这一特定技术方式并未提供进一步的细分分类位置，

然而，FT分类体系为这一特定技术方式提供了相应的

具体分类位置：2G053/DA07，该 FT分类位置具体信息

如下：2G053/DA00 磁传感器（检测器）

2G053/DA07 .标准比较法

另外，本案检测原理是通过移动传感器，从而查

找 CPC和 FT分类号，通过确定移动方式的分类，确定

CPC分类号 G01N27/902 .....{通过移动传感器 }。

从而根据两个发明点的相关性，采用两个不同分

类体系的 CPC和 FT分类号结合，构建检索式如下： 

1   VEN    /FT 2G053/DA07      218

2   VEN    /CPC G01N27/902     1109

3   VEN    1 AND 2             7

从检索结果数量上看，仅为 7件，浏览该命中结果，

便可得到文献 US5438262A，其具体公开了同步随动检

测方式使得外穿过式的检测线圈和参考线圈在检测过

程中的线圈填充系数变化相同，可作为本案例技术方

案的 X文件。

3　结束语

在涡流检测技术领域，尽管 IPC分类下的文献数

量庞大而细分条目较少，为检索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

然而，CPC和 FT分类体系在该领域均实现了更细致的

分类，使得技术分支划分更为精确，从而为检索工作

提供了显著的便利。本文介绍了具有较高细分程度的

CPC分类和 FT分类体系，比较分析了涡流检测领域中

CPC分类和 FT分类不同的分类特点，并根据在涡流检

测领域的检索经验，总结出采用两个分类体系结合对

同一案件进行检索的准确检索方式，实现高效、精准

地检索，并深入分析了如何巧妙且恰当地应用 CPC和

FT分类体系，以实现在检索过程中的高效率和精确度。

通过具体案例的详细应用，旨在为涡流检测领域的检

索专家提供策略，帮助他们提升检索工作的效率与准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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