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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used TRIZ product design and problem-solving tools in the field of patents circumvention from technical 

perspective. Most patent circumvention methods involved only one patent at a time. It is possible that multiple patents are 

in our way of product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This research proposed a systematic process to circumvent multiple 

related patents and possibly leads to patent re-generation – though the process can also be reduced to treat one patent at a 

time. The process has three stages, including relevant patent identification, resolving patent functionalities, and patent 

circumvention. TRIZ tools such as Trimming Rules, Effect Database, Invention Principles and Substance Field Analysis 

are used to re-solve or re-design the key functions of the patents or circumvent components or attributes of the patents. The 

results may not only lead to circumvention of the patent clusters, but also the re-generation of patentable idea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work include: 1) Proposing a systematic method to re-generate or circumvent patent; 2) 

Designing a set of structured forms with examples and explanations to facilitate the systematic way of patent re-generation 

and circumvention; 3) Providing capability of circumventing patent clusters instead of single patents as there often multiple 

patents which may be in the way of design or manufacturing endeavors. 

Keywords: TRIZ, Systematic Innovation, Patent circumvention, Trimming rule, Effect database, Inventive principle, Sub-

stance Fiel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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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引入萃智創新手法（TRIZ）於產品專利迴避領域中，從技術面提出一套針對單專利或多專利迴避與再

生的手法流程。其流程共分為專利辨識、專利功能重解及專利迴避三大階段。本流程利用削剪流程（Trimming Pro-

cesses）、科技效應知識庫（Effect Database）、40 發明原則（Inventive Principles）、質場分析（Substance Field Analysis）

等萃智工具及主功能-元件-功能-屬性的系統化思維方式進行重新解題或迴避再設計，最後所得之概念解再驗證是

否成功地迴避它項專利。若驗證迴避成功，則不僅可迴避掉目標專利群，其所得之概念解往往亦可達到申請專利

之條件。 

本研究主要貢獻包括：1) 提出一個專利迴避與再生的手法流程。幫助使用者能有系統性地走過流程並處理

專利再生與迴避以解決問題； 2) 提供制式表格說明案例，可方便使用者使用； 3) 針對專利群組進行迴避，而

不是對各別專利分開迴避，可更有效地同時迴避多個相關專利，甚至達到專利再生而產生新專利。 

關鍵字: 萃智、系統性創新、專利迴避、削剪規則、科技效應知識庫、發明原則、質場分析 

一、 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國際市場競爭藉由智慧財產權作為競爭手段已

是種常態。但反觀於台灣企業，根據科技政策研究與資

訊中心（2011）整理出台灣企業對於支付海外智財權利

金支出於 2010 年約達 49 億美金（約 1500 億台幣），

2011 年甚而支出 58 億美金（約 1740 億台幣），如圖 1-

1 所示。此數據可反映出我國對於支付智財權利金的費

用隨時間有逐年拉高的趨勢，且收入與支出比率相差

甚遠。 

 
圖1-1 台灣企業海外權利金及商標費用收入支出（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2011） 

本研究針對專利權部分進行探討，並透過專利迴

避方式，考量如何以降低專利侵權糾紛為目的，引入萃

智創新手法（TRIZ）於產品專利迴避領域中，使其研

發成果具有創新且獨特性，並且申請新專利，達到節省

支付權利金目的以外，更有可能呈現收入大於支出之

結果，此外，亦可持續保有企業重要資產且提高市場競

爭力之優勢。 

(二) 研究目的 

目前有不少學者著手於專利迴避設計方法之研

究。但其多為對個別專利迴避，鮮少有系統地對多個相

關專利迴避進行研究。因在實務上往往一個工程問題

會有多數個方法解決，也會涉及多數個專利需要迴避。

當群組大小收斂為最小時即為一個專利，故本研究從

技術面提出一套針對多專利迴避與再生的手法流程，

包括單專利也適用。不僅著重於專利群組迴避，更利用

專利的主要功能反推其問題訴求並模式化成新問題，

再利用萃智創新手法進行重新解題。將專利問題重新

設計後得出的結果比僅針對專利進行迴避設計之影響

力來得更強。 

 

二、 文獻探討 

(一) 迴避設計定義 

羅炳榮（2004）提及專利除了可自行實施外，亦

可將權利授權給他人並收取權利金。若非專利權人不

經由專利權人授權實施專利權，則可針對目標專利藉

由專利迴避設計（Design Around）方式處理。目的即為

研究如何避開他人專利，係一種突破專利申請範圍及

改良技術的手段，進而設計出之產品使其更具市場競

爭力且可避免他人惡意侵害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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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迴避設計相關研究 

圖 2-1 為習知針對專利迴避設計結合 TRIZ 相關

手法及工具之解題流程。首先選擇一個影響當前系統

的專利對象（Patent Objects)，並利用功能分析工具

（Function Analysis）分析此專利獨立項內容（Independ-

ent Claim)，便可得出此專利對象之功能模型（Function 

Model)。依此模型利用削剪工具（Trimming）削剪獨立

項元件或功能項，以得出處理後之模型（Trimming 

Model）。並利用 TRIZ 之 Effects、FOS、發明原則等工

具重新解決此專利的迴避問題。 

圖2-1 迴避設計結合TRIZ解題工具流程圖  

此外，過去亦有不少學者研究關於專利迴避設計

結合萃智工具解題模式之探討。其中部分學者之研究，

主要係以萃智矛盾矩陣工具進行迴避設計求得解答。

如李維華、魏義峰（2004）以及李金連、楊貫榆、胡淑

珍（2010）兩研究中提及流程中為針對專利權範圍進行

要件分析，從中找出矛盾衝突或有害功能以作迴避設

計並求得解答。徐業良、許博爾、洪永杰（2009）於品

質學報中亦結合了公理設計於創新設計流程。此外，林

詩容（2010）及林美秀（2004）所提及的專利迴避流程，

除了以萃智矛盾矩陣解題外，更加入物質場分析及 76

標準解輔助解決與分析問題。而朱晏樟（2003）為利用

功能分析將現有產品及概念模組化，在解題模式中加

入修剪工具進行迴避設計。雖然各個學者研究中所提

及的迴避解題模式相類似，但亦有學者將研究著重於

當前系統問題如何找尋欲迴避的專利（群）之探討。如

周煒程（2006）研究中針對單一或多數專利群進行要件

分析及問題確立，利用機能矩陣表找出可迴避之專利

（群）；林明憲（2007）提出元件權重分析方法尋找合

適的迴避專利組合。 

(三) 迴避設計方法 

    羅炳榮（2004）提出十種方法供設計者參考。如元

件失蹤法、複數歸一法、隱善揚惡法、環伺覓食法、復

古還原法、擇一設置法、採行證據法、撿拾回收法、集

其大成法及一箭雙鵰法；許棟樑 2012 年於課程教材中

亦提出專利迴避設計方法主要分為技術面及法律面兩

層面，如圖 2-2 所示。技術面為針對系統獨立訴求中所

提及之元件、功能、屬性進行功能屬性分析處理。如重

新設計解題（最好的迴避方法即是直接產生專利）、削

剪元件、替換元件、改換功能、改換屬性；法律面則利

用法令相關策略進行迴避。而本研究不針對法律層面

迴避，僅著重於技術層面進行探討。 

Patent 

Circumvention

Technical

Legal

Re-do problem completely

Trim component

Substitute component

Change connection ( function )

Change attribute

Invalidate patent

History estoppel ( 禁反言 )

…

圖 2-2 專利迴避設計原則 

(四) 萃智 

TRIZ 為俄文詞彙 Teoriya Resheniya Izo-

breatatelskikh Zadatch 字首縮寫而成，其代表之涵義

為「發明性問題解決理論(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TRIZ 為一個哲學、一系列流程之解題工

具，其內容由數千位學者在各科學、數學、工程相關

領域，收集不同傑出專利並詳細研究其內容所統整歸

納後之系統性解題工具，故有別於傳統解題模式，其

為一種非常有紀律的程序及思考模式。 

功能分析（Function Analysis，FA）主要係拆解系

統中之元件以辨識各個元件間的關係。將一個複雜的

系統簡化為基本元件和功能以及其交互作用關係建立

功能模型（Functional Model），再以連結分析（Link 

Analysis）連結其關係。Mann（2002）亦另提出功能屬

性分析（Function Attribute Analysis，FAA），其認為系

統中屬性與屬性之間或元件與屬性間亦會發生衝突的

情況，故於功能屬性分析中多加入了元件的屬性予以

考量，使其更能全面性辨識系統內的衝突。 

削剪工具（Trimming）為簡約設計的一種手法，

亦為 TRIZ 問題解決工具之一。削剪工具為以減少產品

元件方式進行產品創新設計，與一般增加元件產品設

計方式不同，且此工具可讓系統於最簡單的產品結構

及最低成本下滿足顧客預期之需求。有關於削剪工具

規則內容由林芸蔓（2009）整合後，分別為 Rule A、

Rule X、Rule B、Rule C、Rule D 及 Rule E 六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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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削剪規則其效力也不相同，其所列之規則效力

由大至小排序。 

科技效應知識庫（Effect Database）為依據 Mann

（2002）提及提供使用者三種選擇：（1）提供比目前系

統更具有效率的功能；（2）改善系統中某一部分的屬性

傳達狀態；（3）如何精確地找出曾經於某時於某人解決

過此問題之解答。故科技效應知識庫提供功能資料庫、

屬性資料庫及專利資料庫共三種工具予使用者以解決

不同狀況選擇之考量。 

40 發明原則（Inventive Principles）為 Altshuller

（1996）從超過 150,000 份世界各地專利中整理歸納出

會造成衝突的 39 個工程參數。衝突存在意指於系統中

若改善其一參數，則會造成另一參數惡化，此稱為工程

衝突，如：產品增加厚度使其可較堅固，但卻增加重量

甚而不易攜帶，故增加厚度較堅固為改善參數，增加重

量、不易攜帶為惡化參數。除了 39 個工程參數外，

Altshuller 亦提出 40 個發明原則以解決問題。 

質場分析（Substance Field Analysis，SFA）為利

用系統中的物質與物質之間能量場關係解決問題，使

用者可透過質場分析找尋核心關鍵問題後，並參考前

人對該類問題已尋求過之標準解決方法，藉此引導使

用者能有系統性地解決問題。質場分析為利用圖形表

達物質與能量場間之關係，其標示方法為物質與能量

場皆以圓圈圖形呈現，其互動關係則以箭頭標示。 

 

三、 專利迴避與再生手法流程 

專利迴避與再生的手法流程處理的目標對象分為兩種

情況：一為當前系統未存有任何問題，故依此系統主要

訴求/功能找尋相關目標專利群，並利用此功能重新解

題得出概念解，再驗證其解答有無迴避專利群；二為當

前系統存有問題，故依此問題範圍之主要訴求/功能找

尋相關目標專利群，並直接解此問題得出概念解，最後

再驗證其解答有無迴避專利群。而流程中主要分為「專

利辨識」、「專利重解」及「專利迴避」三大階段。如圖

3-1 所示。 

專
利

辨
識

專
利

重
解

專
利

迴
避

A - 辨識該迴避專利及獨立項

開始

專利迴避前置作業
1. 繪製各專利獨立項FA圖

 2. 辨識元件在系統完整性上的角色

B - 專利群主要訴求/功能重解
S1

專利是否全部迴避成功？YES

是否有共同功能？

YES

C - 專利系統共同功能重解S2

專利是否全部迴避成功？

D - 專利最佳系統

各別功能元件迴避
S3

NO

專利是否全部迴避成功？

E - 屬性迴避S4

NO

專利是否全部迴避成功？

無法迴避所有專利成功迴避所有專利

NO

YES

YES

YES

NO

結束

 2. 填寫共同元件功能辨識表

 1. 填寫元件功能對照表
元件功能迴避前置作業

NO

 
圖 3-1 專利群再生與迴避的手法總圖 

專利辨識為針對當前問題去找尋目標專利及獨

立項內容。方法為反推此問題點其最初欲達到的主要

訴求或功能為何，再將此內容查詢各國專利檢索資料

庫以得出目標專利（群）。如圖 3-2 所示。 

a3.相關專利檢索

USPTO EPO WIPO PAJ TIPO SIPO

a4. 集合所有專利

a2. 搜尋專利關鍵字訂定

a1. 主題範圍選定

a5. 填寫專利分析摘要表

1. 主要訴求/功能

 2. 應用產業

 3. 結果(周邊條件限制)

 
圖 3-2 辨識該迴避之專利及獨立項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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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當前系統問題列其主要訴求/功能、應用產業

及結果（周邊條件限制）。而有關於應用產業部分，由

於考量到搜尋過程中時須注意該專利所涉及到的產業

需與當前問題產業是否相關，其所得目標專利群才是

需要被關注的專利。否則，兩者產業差異太大可能即無

專利迴避之問題。故在辨識目標專利前可利用專利分

類號（IPC）方式，將搜尋範圍縮至與當前問題同一產

業類別之下，再從同產業類別收斂至欲達成的主要訴

求/功能，藉此即可減少不必要的搜尋時間。再利用系

統的 Function（功能/屬性）、Way（方法）及 Result（結

果）關鍵字排列組合成搜尋指令搜尋目標專利。 

專利迴避前置作業為在重解及迴避開始之前需

先分析各別專利獨立項內容，以便進行後續專利迴避

動作。此階段作業程序包含兩項，一為繪製各專利獨立

項功能屬性分析圖，根據各項專利獨立項內容，依照各

種文字詞性以不同顏色及符號標示出來，以辨識出各

種詞彙類型，並依據其元件、功能及屬性繪製功能屬性

分析圖。二為辨識元件在系統完整性上的角色，Mann

（2001）提出 TRIZ 元件在系統完整性上的角色（Law 

of System Completeness：Engineering System）定律可

知，一個完整系統須包含「引擎（Engine）」、「傳輸

（Transmission）」、「工具（Tool）」、「控制（Control）」

及「標的物（Product）」五種類型的元件或功能，每一

種類型之間皆有其關連性，如圖 3-3 所示。透過此辨識

方法以快速辨識出系統內元件及功能歸屬於何種類別，

可較有系統性地分析獨立項內容，方便搜尋各項專利

間之共同功能。 

Engine Transmission Tool Product

Control

圖 3-3 元件在系統完整性上的角色定律圖（Mann，2001） 

 

專利重解為反推各項專利的主要訴求/功能，並利用萃

智創新手法及工具重解此問題。得出之概念解其迴避

效果最佳，且較容易產生新的專利。如圖 3-4 所示。 

b3. 解題程序與工具

b1. 描述專利群之

主要訴求/功能及條件限制

元件 功能

元件削剪
功能

重新分配

b4. 是否有找到概念解？

 找尋概念解失敗 找尋概念解成功

與它項專利迴避比對

YESNO

提供功能者(Tool)

接受功能者(Object)

b2. 繪製專利群主要訴求/功能

之系統功能屬性分析圖(FAA)

功能替代

科技效應知識庫

40發明原則

解
題
方
法質場分析

 
圖 3-4 專利群主要訴求/功能重解流程圖 

列出專利群欲達成的共同主要訴求/功能以及其

限制條件，並繪製功能屬性分析圖。而解題方式分為元

件與功能部份，元件部分建議利用削剪規則（Trimming 

Rule）之 Rule A、Rule X、Rule B、Rule C、Rule D 及

Rule E 處理提供功能者（Tool）和接受功能者（Object）

的元件，以達到減少元件或替代元件（與原專利所使用

的原理原則不相同）之目的來迴避獨立項內容。功能部

份又分為兩種，一為利用功能重新分配方式，將原功能

由 A 元件提供及 B 元件接受轉至其它不為 A 元件提

供或 B 元件接受。二為利用功能替代，尋找不同方法

以達成相同功能為目的進行求解。最後迴避比對方式

共分為概念解、專利及獨立項三種處理流程。如圖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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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概念解處理流程

4. 專利處理流程

5. 獨立項處理流程

2. 填寫專利獨立項迴避比對表

1. 集合所有概念解並排序

還有概念解未比對?

選擇一個未比對的概念解

還有專利未進行比對?

選擇一個未比對的專利

仍有獨立項未比對？

選擇一個未比對的獨立項

能否迴避此獨立項？

註記迴避成功ˇ 註記迴避失敗X

能否迴避此專利？

註記迴避成功ˇ 註記迴避失敗X

YES

NO

YES

YES

NO

YES

NO

YES

NO

填寫迴避比對結果

NO

 
圖 3-5 與它項專利迴避比對流程圖 

c3. 解題程序與工具

c2. 輸出該功能功能屬性分析圖

c1. 選擇下一個優先共同功能項

c4. 是否有找到概念解？

 找尋概念解失敗 找尋概念解成功

與它項專利迴避比對

YESNO

c5. 所有共同功能

皆處理過？

c6. 概念解

可迴避全部專利?

c7. 選擇其中一項迴避最多專利

之概念解為基底YES

NO

YES

NO

元件 功能

元件削剪
功能

重新分配

提供功能者(Tool)

接受功能者(Object)

功能替代
科技效應知識庫

40發明原則

解
題
方
法

是否有迴避成功？NO

YES

 
圖 3-6 專利共同功能重解流程圖 

元件功能迴避前置作業為在迴避開始之前需先

辨識各專利共同及各別元件功能項，以便後續選擇欲

迴避之功能及元件項。此階段作業程序包含「填寫元件

功能對照表」、「填寫共同元件功能辨識表」兩項作業。 

專利迴避方法分為三種。一為專利系統共同功能重解，

此流程目的為針對目標專利系統間之共同功能部分，

利用萃智創新手法及工具重解其功能或元件。得出之

概念解至少可迴避一項以上專利數。如圖 3-6 所示。 

二為專利最佳系統各別功能元件迴避，此流程目

的為依功效優先序排列其剩餘未迴避之專利群，逐一

選擇其專利系統並利用萃智創新手法及工具處理系統

內的元件及功能項。。如圖 3-7 所示。 

d4. 解題程序與工具
d3. 輸出該功能功能屬性分析圖

d1. 選擇下一個功效佳之專利

d5. 是否有找到概念解？

 找尋概念解失敗 找尋概念解成功

與它項專利迴避比對

YESNO

d6. 所有各別元件

功能皆處理過？

d7. 所有專利

皆處理過？

d9. 選擇其中一項迴避最多專利

之概念解為基底

YES

YES

d2. 選擇其中一個元件及功能項

d8. 概念解

可迴避全部專利?

YES

NO

NO

NO

元件 功能

元件削剪
功能

重新分配

提供功能者(Tool)

接受功能者(Object)

功能替代
科技效應知識庫

40發明原則

解
題
方
法

是否有迴避成功？NO

YES

 
圖 3-7 專利最佳系統各別功能元件迴避流程圖 

 

     三為屬性迴避，此流程目的為針對依功效優先序

排列其剩餘未迴避之專利群，其獨立項內容提及屬性

的部分，改變其限制範圍以迴避原專利。如圖 3-8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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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解題程序與工具

e3. 選擇下一個優先迴避的屬性

e1. 填寫專利屬性列表

e5. 是否有找到概念解？

 找尋概念解失敗 找尋概念解成功

與它項專利迴避比對

YESNO

e6. 所有屬性

皆處理過？
NO

屬性

改變屬性訴求範圍

YES

e2. 選擇下一個功效佳之專利

e7. 所有專利

皆處理過？
NO

YES

是否有迴避成功？NO

YES

 
圖 3-8 屬性迴避流程圖 

（新）概念解迴避後之結果分為以下三種模

式，一為無法迴避成功，專利群內仍舊有專利項未被

迴避掉，表示（新）概念解內容仍舊觸犯原專利群內

各項專利獨立項內容，故此目標專利群迴避失敗。後

續可以再檢查剩下未迴避的專利是否仍需被使用，若

仍需使用的話可利用法律迴避、協商權利金的方式尋

求解決。二為部分迴避成功，雖可迴避掉部分專利，

但其概念解內容仍舊觸犯原專利獨立項內容，故僅為

部分迴避成功。處理方法為以此（新）概念解為基底

往下一流程繼續迴避。或者可將此解答直接申請新專

利，並透過專利包圍策略將對方專利包圍起來。三為

全部迴避成功，（新）概念解已可迴避掉全部專利，

表示目標專利群迴避成功，可直接結束主流程。或者

想得出更多可能之解答，也可繼續完成下面的迴避流

程。而所得之（新）概念解亦已具有達到專利申請的

條件。如圖 3-9 所示。 

 
圖 3-9 概念解迴避結果示意圖 

 

四、 案例應用 

(一) 案例說明 

     半導體設備目的為減少微塵汙染到晶圓表面，所

以利用閘閥（Slit-valve）來移動蓋板阻隔處理腔室與傳

送腔室間的壓力。本研究參考侯俊亭（2011）研究半導

體化學氣相沉積（CVD）機台的 Slit-valve 案例，針對

Slit-valve 機構辨識出目標專利群，並利用專利群再生

與迴避的手法解題，以求得不同且具創新解答。Slit-

valve 為了阻隔腔室間的壓力，通常是位於腔室與腔室

之間的位置。其正常作動的方式為將零件 T-Bar 往下

推至底，到達適當地位置後，再將蓋板向左覆蓋並壓至

腔壁（Chamber Wall）外的橡膠環（O-ring）表面上，

即完成密封通道的動作，如圖 4-1 所示。反之為 Slit-

valve 開啟的動作。此案例當前 Slit-valve 系統中未存

有任何問題，故本案例即針對其系統欲達成之主要訴

求/功能辨識目標專利群。 

 

 
圖 4-1 Slit-valve 關門動作說明圖（侯俊亭，2011） 

 

(二) 專利辨識 

    此系統為半導體產業之化學沉積氣相機台 Slit-

valve，依此系統反推其主要訴求/功能為阻隔傳送腔室

（Transfer Chamber）與製程反應腔室（Process Unit）

的壓力及氣體。Function（功能/屬性）為密封（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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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阻塞（Block）晶圓正在處理的腔室，以防止其氣體

及壓力外洩。相反地，當晶圓處理完後，Slit-valve 機

台需開啟通道使晶圓可通過（Pass）或開啟（Open）至

下一製程繼續處理。而 Way（方法）為機械力為主，其

關鍵字可在後續組合搜尋指令時作為參考用。Result

（結果）為密封效果好（Sealing Effect）、簡易操作（Easy 

to Operate）、機構複雜性低（Complexity of Institution）。

而周邊限制條件為在化學氣體環境中可使用、高清潔

度之環境。其相關元件含腔室（Chamber）及孔/縫隙

（Aperture）。如圖 4-2 所示。 

Result ( Constraint/Component )

Way ( Working Principle )

Search commands:

機械(Mechanical)

Function ( Function/Attribute )  (Start Here)PATENT/KNOWLEDGE SEARCH
(Use this template if you wish to make a structured search of patent or other knowledge sources)

1. Seal

2. Seal, chamber

3. Seal, aperture

4. Seal, chamber, mechanical

5. Seal, aperture, mechanical

6. Block, chamber

7. Block, aperture

8. Block, chamber, mechanical

9. Block, aperture, mechanical…

密封/封閉(Seal)

阻塞/阻礙(Block)

通過(Pass)

開啟(Open)

腔室(Chamber)

孔/隙縫(Aperture)

密封效果好（Sealing Effect）

簡易操作(Easy to Operate)

機構複雜性低(Complexity of 

Institution)

 
圖 4-2 專利關鍵字搜尋圖 

專利所得結果分別為專利 A「Slit Valve Apparatus 

and Method」及專利 B「控制狹縫門密封壓力的方法和

設備」。 

(三) 專利迴避前置作業 

A 專利機構密封腔室之方法為利用[40]線性致動

器（Linear Drive Mechanism）中，氣體進出的壓力來帶

動連桿（Shaft）移動閥門（Door）去密封縫隙（Aperture）。

而在連桿與閥門之間的調整機構（Adjustment）之作用

為，在機器運作前利用人工調整及固定住閥門密封的

角度後，機器即可以此角度進行密封。此外，在連桿周

圍有[46]波紋管套筒（Bellow sleeve）可防止顆粒掉出

機構外，避免汙染到晶圓上。 

 

 
圖 4-3 A 專利 Slit-valve 機構圖 

A 專利系統為腔壁（Wall）握住閥座（Seat）及線

性致動器元件，閥座又包含縫隙在內，而縫隙為 Hold

住長軸（Major Axis）與短軸（Minor Axis）以及運輸

平面（Transfer Plane）。在開啟狀態時，線性致動軸會

Hold 住連桿及致動軸（Actuator Axis），連桿 Hold 調

整機構，調整機構 Hold 閥門；在密封狀態時，線性致

動器會在致動軸的方向上 Move 連桿，接著連桿 Adjust

調整機構，調整機構再帶動閥門去 Seal 閥座及縫隙，

達到密封閥門的目的。此外，依照元件在系統完整性上

的角色辨識方法可知，線性致動器相當於系統中的引

擎元件，連桿與調整機構為傳遞能量的元件，閥門為工

具以接收能量並作用在目標物上，故閥座及縫隙為系

統中最終要達成的目標物。如圖 4-4 所示。 

[12] Wall

Hold

[20] Transfer Plane

Hold

[22] Seat

Elongated & 

Angularly

[14] Aperture

Elongated & Rectangular

[40] Linear Drive Mechanism [54] Actuator Axis
Hold

Move

[38] Adjustment

Move

Adjust

[28] Door

Elongated

[36] Shaft

Elongated

[18] Minor Axis[16] Major Axis

Hold Hold Hold

Hold

Seal

Seal

圖 4-4 A 專利獨立項功能屬性分析圖（密封狀態） 

B 專利機構密封腔室之方法為利用[114]供氣裝

置置入氣體至[124]導管中，導管連至[112]延伸件裡，

延伸件再延伸[104]密封構件，使得[110]密封件可將縫

隙密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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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B 專利 Slit-valve 機構圖 

B 專利在開啟狀態時，密封構件為 Hold 住提升

桿、延伸件及密封件，而提升桿Hold導管，導管Connect 

延伸件，供氣裝置 Hold 住導管；在密封狀態時，狹縫

閥體中的提升桿會將閥體裝置提升到要密封的位置，

接著，供氣裝置會提供氣體沿著導管進入延伸件中，因

此延伸件會 Seal 第二壁且 Move 密封構件及密封件以

阻礙通道進出，以達到密封第一壁及第二壁的目的。此

外，依照元件在系統完整性上的角色辨識方法可知，供

氣裝置相當於系統中的引擎元件，氣體、導管、提升桿

與密封構件為傳遞能量的元件，密封件與延伸件為工

具以接收能量並作用在目標物上，故第一壁及第二壁

為系統中最終要達成的目標物。如圖 4-6 所示。 

[107B] 第二壁 [107A] 第一壁

[104] 密封構件[112] 延伸件 [110] 密封件

[109] 提升桿[124] 導管氣體

供氣裝置

Move Move

Move

Hold

Connect

[106] 狹縫閥門

[116] 狹縫閥體

Hold

SealSeal

位置可移動的

Enter

可調整壓力的

Move

圖 4-6 B 專利獨立項功能屬性分析圖（密封狀態） 

(四) 專利群主要訴求/功能重解 

    依當前問題之 Slit-valve 移動蓋板的主要訴求/功

能進行迴避。表 4-1 為主要訴求/功能削剪規則結果，

由表中削剪規則 Rule E 可知，試著找尋新元件以不同

的方法提供移動功能至蓋板元件，即可刪減原提供者

Slit-valve。 

表 4-1 主要訴求/功能重解 Slit-valve Move 蓋板削剪結果 

做法可參考 40 發明原則中第 17 項「轉變到新的

維度」。將原先蓋板的作動模式為上下左右方向，改為

在腔壁上以 90 度弧狀的移動方向直接 Cover 住橡膠

環。為了達成此目的，系統中除了刪減原提供者 Slit-

valve 外，也增加了新元件制動軸承，使其裝置固定於

門/腔壁上並 Hold 住蓋板元件，如圖 4-7 所示。 

 

蓋板 橡膠環

門/腔壁空氣

Cover

Support
Separate Hold

Move

制動軸承

 

圖 4-7 主要訴求/功能重解之削剪規則結果 

 

Solution 1 概念為 slit-valve 裝置改為制動軸承元

件，而制動軸承亦涵蓋了馬達及軸承元件。其餘蓋板、

橡膠環及門/腔壁元件及功能皆與原系統相同。如圖 4-

8 所示。當腔室為開啟狀態時，蓋板與制動軸承位置處

於同一水平面，保留適當地空間通道使晶圓可被運送

至腔壁外或腔壁內；當腔室為密封狀態時，制動軸承會

旋轉蓋板至密封位置，使其蓋板可壓至橡膠圈上，達到

密封門/腔壁的效果。 

圖 4-8 Solution 1 示意圖 

 

Solution 1 概念為利用馬達轉動制動軸承來帶動

蓋板，以達到密封（開啟）功能，其使用之元件較 A 專

利及 B 專利系統元件少且項目也不同。而由此節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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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可知，Solution 1 所使用的方法及結果皆與 A 專利

及 B 專利完全不相同，可成功地迴避各專利獨立項內

容，並且達到迴避案例一的目標專利群之目的。如表 4-

3 所示。 

(五) 元件功能迴避前置作業 

    表 4-5 共同元件功能辨識表為經由表 4-4 元件對

照表整理過後之對照表。從表中可得知，A 專利系統

作動時會觸及到的功能共有 6 項，B 專利則有 8 項。

其中共同功能部分包含 3 類，分別為 Tool 類型之「閥

門 Seal 閥座」、Transmission 類型之「連桿 Move 閥門」、

Engine 類型之「線性致動器 Move 連桿」。 

(六) 專利系統共同功能重解 

    在此流程中分別依其功能「連桿 Move 閥門」、「閥

門 Seal 閥座」及「線性致動器 Move 連桿」之順序進

行解題。其中「連桿 Move 閥門」及「閥門 Seal 閥座」

重解失敗，僅有「線性致動器 Move 連桿」可嘗試得出

概念解。表 4-2 為共同功能削剪規則結果，由表中削剪

規則 Rule E 可知，嘗試找尋新元件以提供 Move 功能

給連桿，並 Hold 住制動軸，原線性致動器元件即可被

削剪掉。 

表 4-2 共同功能重解線性致動器 Move 連桿削剪結果 

其作法為搜尋科技效應知識庫內的「Move Solid」

方法中「Rack and Pinion」作為解題參考。齒桿與小齒

輪（Rack and Pinion），如圖 4-9 所示。其運作方式為施

加機械力至小齒輪上，藉由齒輪的旋轉運動導致連桿

移動，達到利用以旋轉方向轉換成直線方向的機構。 

[12] Wall

Hold

[20] Transfer Plane

Hold

[22] Seat

Elongated & 

Angularly

[14] Aperture

Elongated & Rectangular

Rack and Pinion [54] Actuator Axis
Hold

Move

[38] Adjustment

Move

Adjust

[28] Door

Elongated

[36] Shaft

Elongated

[18] Minor Axis[16] Major Axis

Hold Hold Hold

Hold

Seal

Seal

使用Rack and Pinion元件
以不同方法運作關係
提供Move連桿功能

圖 4-9 A 專利共同功能重解之削剪規則結果 

Solution 2-1 與原專利不同處在於線性致動器改

為齒桿與小齒輪裝置，而其裝置涵蓋了齒輪（Pinion 

Gear）、轉向軸（Steering Shaft）及齒條（Rack）元件。

其餘閥門、調整機構、連桿元件及功能皆與原專利系統

相同。如圖 4-10 所示。當腔室為開啟狀態時，轉向軸

會旋轉齒輪，齒輪轉動齒條以縮回連桿，並保留適當地

空間使運送晶圓至腔壁外或腔壁內；當腔室為密封狀

態時，轉向軸往反方向旋轉齒輪，齒輪轉動齒條以伸出

連桿，使其蓋板可至密封位置，達到密封住閥座的效果。 

圖 4-10 Solution 2-1 示意圖 

相同地，將其概念解套入 B 專利中，其削剪結果之功

能屬性分析圖如圖 4-11 所示。 

 

 

 

 

 

 

 

 

 



10.6977/IJoSI.201309_2(3).0004 

D. Daniel Sheu, Zi-Huei Wang / Int. J. Systematic Innovation, 2(3), 38-55 (2013) 

48 

  

表4-3 Solution 1迴避比對結果 

 

表 4-4 元件對照表 

 

功能(Function)：密封、開啟 

欄位 

項目 
方法(Way) 

結果(Result) 
能否迴避專利群 

Engine Transmission Tool Product Control Other 

Solution 1 

利用馬達轉動制動
軸承來帶動蓋板達

到密封(開啟)功能 

制動軸承 

(馬達、軸

承) 

 蓋板 橡膠環  
門/腔壁 

空氣 
ˇ 

欄位 

項目 
方法(Way) 

結果(Result) 能否迴避
此獨立項 

能否迴避
該專利 Engine Transmission Tool Product Control Other 

Patent A 

利用線性致動器其

氣壓方式帶動連桿
及閥門運動達到密
封(開啟)功能 

線性致動器  閥門 
閥座 

縫隙 
 

致動軸 

腔壁 

長軸/短軸 

傳輸平面 

ˇ 

ˇ 

線性致動器 
連桿 

調整機構 
閥門 

閥座 

縫隙 
 

致動軸 

腔壁 

長軸/短軸 

傳輸平面 

ˇ 

  閥門 縫隙  
腔壁、軸 

傳輸平面 
ˇ 

  閥門 縫隙  
腔壁、軸 

傳輸平面 
ˇ 

線性致動器  閥門 
閥座 

縫隙 
 

致動軸 

腔壁 

第一腔室 

第二腔室 

長軸/短軸 

傳輸平面 

ˇ 

  閥門 縫隙  

腔壁、軸 

第一腔室 

第二腔室 

傳輸平面 

ˇ 

Patent B 

利用供氣裝置壓力
施加至延伸件裡以
延伸(收縮)其元件

達到密封(開啟)功
能 

供氣裝置  狹縫閥門 
第一壁 

第二壁 
  ˇ 

 供氣裝置 

導管 

提升桿 

密封構件 

密封件 

延伸件 
真空室   ˇ 

 氣體 狹縫閥門 
第一室 

第二室 
  ˇ 

位 

分類項目 

專利名稱 

A  Slit Valve Apparatus and Method B  控制狹縫門密封壓力的方法和設備 

共同編號 編號 Tool Function Object 
共同
編號 編號 Tool Function Object 

Product  A-1 閥座 Hold 縫隙      

Tool 

B-1 

B-2 

B-3 

A-2 閥門 Seal 縫隙 

A-2 

A-3 

B-1 密封件 Seal 第一壁 

A-3 閥門 Seal 閥座 B-2 延伸件 Seal 第二壁 

    B-3 延伸件 Move 密封構件 

Transmis-
sion 

B-4 

B-5 

B-6 

B-7 

A-4 調整機構 Move 閥門 

A-4 

A-5 

B-4 氣體 Enter 導管 

A-5 連桿 Adjust 調整機構 B-5 導管 Connect 延伸件 

    B-6 提升桿 Move 密封構件 

    B-7 密封構件 Move 密封件 

Engine B-8 A-6 線性致動器 Rotate 連桿 A-5 B-8 供氣裝置 Move 氣體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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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共同元件功能辨識表 

 

[107B] 第二壁 [107A] 第一壁

[104] 密封構件[112] 延伸件 [110] 密封件

[109] 提升桿[124] 導管氣體

Rack and Pinion

Move Move

Move

Hold

Connect

[106] 狹縫閥門

[116] 狹縫閥體

Hold

SealSeal

位置可移動的

Enter

Move

將供氣裝置改為Rack and Pinion 

機制，直接達到Move延伸件功能，
故氣體與導管元件及其功能可削剪掉。

 
圖 4-11 B 專利共同功能重解之削剪規則結果 

 

     Solution 2-2 與原專利不同處在於供氣裝置改為

齒桿與小齒輪裝置，並增加了延伸件 2 之元件。其餘

延伸件 1、密封件、密封構件及提升桿元件及功能皆與

原專利系統相同。當腔室為開啟狀態時，轉向軸會旋轉

齒輪，齒輪轉動齒條以縮回延伸件，並保留適當地空間

使運送晶圓至腔壁外或腔壁內；當腔室為密封狀態時，

轉向軸往反方向旋轉齒輪，齒輪轉動齒條以伸長延伸

件，使其密封構件上的密封件可至密封位置，達到密封

住壁的效果。 

 

 

 

 

 

 

 

 

 

 

 

圖 4-12 Solution 2-2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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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2-1 概念為利用齒桿與小齒輪裝置直接

帶動連桿運動，及閥門運動以達到密封（開啟）功能。

而 Solution 2-2概念為利用齒桿與小齒輪裝置直接帶動

延伸件及密封構件，以達到密封（開啟）功能。兩者所

使用之元件與 A 專利及 B 專利系統項目不同。故由此

節比對結果可知，Solution 2-1 及 Solution 2-2 所使用的

方法及結果皆與 A 專利及 B 專利完全不相同，可成功

地迴避各專利獨立項內容，並且達到迴避案例一的目

標專利群之目的。如表 4-6 所示。 

  

功能(Function)：密封、開啟 

欄位 
項目 方法(Way) 

結果(Result) 能否迴避專利群 

Engine Transmission Tool Product Control Other  

Solution 
2-1 

利用齒桿與小齒輪
裝置直接帶動連桿
運動及閥門運動達
到密封(開啟)功能 

齒桿與小齒
輪(連桿、
齒輪、齒

條) 

連桿 
調整機構 

閥門 
閥座 
縫隙 

 

致動軸 
腔壁 

長軸/短軸 
傳輸平面 

ˇ 

Solution 
2-2 

利用齒桿與小齒輪
裝置直接帶動延伸
件及密封構件達到
密封(開啟)功能 

齒桿與小齒
輪(連桿、
齒輪、齒

條) 

密封構件 
延伸件 2 

密封件 
延伸件 1 

第一壁 
第二壁 

 提升桿 ˇ 

欄位 
項目 

方法(Way) 

結果(Result) 能否迴
避此獨
立項 

能否迴
避該專
利 

Engine Transmission Tool Product Control Other  

Patent A 

利用線性致動器其
氣壓方式帶動連桿
及閥門運動達到密

封(開啟)功能 

線性致動器  閥門 
閥座 
縫隙 

 

致動軸 
腔壁 

長軸/短軸 
傳輸平面 

ˇ 

ˇ 

線性致動器 
連桿 

調整機構 
閥門 

閥座 
縫隙 

 

致動軸 
腔壁 

長軸/短軸 
傳輸平面 

ˇ 

  閥門 縫隙  
腔壁、軸 
傳輸平面 

ˇ 

  閥門 縫隙  
腔壁、軸 
傳輸平面 

ˇ 

線性致動器  閥門 
閥座 
縫隙 

 

致動軸 
腔壁 

第一腔室 
第二腔室 
長軸/短軸 
傳輸平面 

ˇ 

  閥門 縫隙  

腔壁、軸 
第一腔室 
第二腔室 
傳輸平面 

ˇ 

Patent B 

利用供氣裝置壓力
施加至延伸件裡以
延伸(收縮)其元件
達到密封(開啟)功

能 

供氣裝置  狹縫閥門 
第一壁 
第二壁 

  ˇ 

 供氣裝置 
導管 
提升桿 
密封構件 

密封件 
延伸件 

真空室   ˇ 

 氣體 狹縫閥門 
第一室 
第二室 

  ˇ 

 

 

 

 

 

 

 

 

表 4-6 Solution 2-1 及 Solution 2-2 迴避比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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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專利最佳系統各別功能元件迴避 

    選擇一項功效最佳的專利優先迴避。在此案例裡

專利排序考量為依據系統內各別功能的數量多寡而定，

故其排序為 A 專利、B 專利，依此順序進行迴避處理。

A 專利系統各別功能為「閥座 Hold 縫隙」、「閥門 Seal

縫隙」、「閥門 Seal 閥座」、「調整機構 Move 閥門」、「連

桿 Adjust 調整機構」及「線性致動器 Rotate 連桿」，迴

避時則依此順序開始進行處理。其中「閥座Hold縫隙」、

「閥門 Seal 縫隙」、「閥門 Seal 閥座」、「調整機構 Move

閥門」迴避失敗，「連桿 Adjust 調整機構」可嘗試得出

概念解。由功能替代方法可知，如何利用其它 Adjust 方

法以替代原 Adjust 功能。如圖 4-13 所示。 

如何利用其它Adjust方法
以替代原Adjust功能？

[12] Wall

Hold

[20] Transfer Plane

Hold

[22] Seat

Elongated & 

Angularly

[14] Aperture

Elongated & Rectangular

[40] Linear Drive Mechanism [54] Actuator Axis
Hold

Rotate

[38] Adjustment

Move

Adjust

[28] Door

Elongated

[36] Shaft

Elongated

[18] Minor Axis[16] Major Axis

Hold Hold Hold

Hold

Seal

Seal

圖 4-13 A 專利各別功能迴避之功能替代結果 

其作法可參考 40 發明原則解題方法中第 14 項「球形/

體，曲率」，將調整機構改為球形狀來做調整，即可迴

避原專利需以人工調整調整機構的方式。以「球形/體，

曲率」概念搜尋相關裝置，其搜尋結果為球接頭（Ball 

Joint）。其裝置由圓球與球殼元件所組成，可提供多種

旋轉角度以改變運動方向。 

    Solution 3 與原專利不同處在於調整機構改為球接

頭裝置。其餘閥門、連桿及線性致動器元件及功能皆與

原專利系統相同。當腔室為開啟狀態時，保留適當空間

使晶圓可被運送至腔室外或腔室內；當腔室為密封狀

態時，線性致動器旋轉連桿，連桿可直接依照閥門角度

直接調整欲密封之位置，快速達到完全密封住閥座的

效果。 

 

 

 

 

 

 

 

 

 

 

圖 4-14 Solution 3 示意圖 

Solution 3 概念為利用連桿直接調整球接頭角度，

其調整方式與 A 專利及 B 專利系統不同。但由於本案

例為針對元件數較完整之獨立項內容進行迴避，依此

流程迴避後之結果可能會與 A 專利第一項獨立項內容

有爭議，故此概念解僅成功迴避部分專利及獨立項內

容。處理方法為可就此解答申請專利，針對 A 專利進

行專利包圍策略。或者結合前一流程 Solution 2 概念解

答案，即可成功迴避掉目標專利群獨立項內容。如表 4-

6 所示。 

(八) 屬性迴避 

    依據各個專利之屬性填寫專利屬性列表，如表 4-

7 所示。專利排序則考量系統內各別功能的數量多寡而

定，故先由 A 專利開始進行迴避處理。其屬性排序分

別為「長方形&矩形的縫隙」、「長方形&有角度的閥座」、

「長方形的閥門」及「長形的連桿」。 

其中「長方形&矩形的縫隙」迴避失敗，但「長方形&

有角度的閥座」可嘗試得出概念解。原屬性為有角度的

閥座，若改變為無角度屬性的閥座，即可迴避原專利獨

立項內容。此外，A 專利之功能屬性分析圖亦需做以

下修改：一為調整機構元件因無角度需要調整，故有關

於此元件及功能部分可被削剪掉；二為整個密封機構

元件須增加移動桿（Lever），以方便於密封狀態時，移

動機構於密封位置。相反地為開啟狀態時，可移動密封

機構降至於原開啟位置。如圖 4-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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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屬性列表 

欄位 
 
 

 
項目 

專利名稱 

總計 
A Slit Valve Apparatus and Method B 

控制狹縫門密封壓力的方法
和設備 

編
號 

名稱 屬性範圍 編號 名稱 屬性範圍 

屬性
內容 

A-1 縫隙 長方形&矩形的縫隙    1 

A-2 閥座 長方形&有角度的閥座    1 

A-3 閥門 長方形的閥門    1 

A-4 連桿 長形的連桿    1 

   B-1 
延伸
件 

可移動的延伸件 1 

   B-2 
供氣
裝置 

可調整壓力的供氣裝
置 

1 

 

[12] Wall

Hold

[20] Transfer Plane

Hold

[22] Seat

Elongated & 

Angularly

[14] Aperture

Elongated & Rectangular

[40] Linear Drive Mechanism [54] Actuator Axis
Hold

Rotate

[38] Adjustment

Move

Adjust

[28] Door

Elongated

[36] Shaft

Elongated

[18] Minor Axis[16] Major Axis

Hold Hold Hold

Hold

Seal

Seal

因密封時未有角度之考量
故調整機構可直接削剪掉

Lever
Move

增加移動桿元件
以方便移動密封裝置

 
圖 4-15 A 專利屬性迴避結果 

 

Solution 4 與原專利不同處在於減少調整機構元

件，但增加了移動桿元件。其餘閥門、連桿與線性致動

器元件及功能皆與原專利系統相同。當腔室為開啟狀

態時，移動桿及密封機構於開啟位置，使晶圓可被運送

至腔室外或腔室內；當腔室為密封狀態時，移動桿先移

動整個密封機構於密封位置，接著線性致動器旋轉連

桿，連桿直接移動閥門至密封處，以完成密封動作。如

圖 4-16 所示。

  

 

 

 

 

 

 

 

圖 4-16 Solution 4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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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4 概念為利用利用線性致動器其氣壓方

式帶動連桿及閥門運動，以達到密封（開啟）功能。其

密封及開啟腔室的方式雖與 A 專利相同，但此結果條

件限制及使用元件與 A 專利系統項目不同，亦可成功

地迴避各專利獨立項內容，並且達到迴避案例一的目

標專利群之目的。如表 4-8 所示。 

 

五、 結論 

本研究針對欲迴避單專利或多專利之目標專利群，提

出一套建議專利再生與迴避的手法以迴避目標專利。

流程中結合了萃智創新手法，使其更具系統化地針對

欲迴避的元件及功能尋求概念解。本研究主要貢獻整

理如下： 

1. 過去學者僅針對單一專利進行迴避設計，但本研

究所建議之專利再生與迴避的手法可針對專利群組進

行迴避，其所得之概念解可多元化地產生出更具創意

性的概念。 

2. 本研究提出一套建議專利再生與迴避的完整手

法，其結合了專利辨識、專利重解與迴避（由產生迴避

影響力大至小排序四種解題階段）以及專利迴避比對

流程，依循步驟可更有系統化地即可產生出概念解，以

迴避目標專利。 

3. 除了專利再生與迴避流程外，本研究也提出一系

列相對應流程之表單，幫助使用者能有系統性地走過

流程並處理專利再生與迴避以解決問題。

4. 利用萃智系統完整性上的角色概念應用到專利

迴避領域上，幫助使用者辨識出在同一基礎上不同目

標專利中，其元件及高階層功能之歸屬性質，並且區分

清楚哪些是相同類型的角色，以協助與比較專利間的

元件與功能，方便做後續專利迴避之處理。 

表 4-8 Solution 4 迴避比對結果 

功能(Function)：密封、開啟 

欄位 

項目 方法(Way) 
結果(Result) 

能否迴避專利群 
Engine Transmission Tool Product Control Other 

Solution 4 

利用線性致動器其氣
壓方式帶動連桿及閥

門運動達到密封(開
啟)功能 

線性致動

器 
連桿 閥門 

閥座 

(無角度) 

縫隙 

 

致動軸 

腔壁 

長軸/短軸 

傳輸平面 

移動桿 

ˇ 

欄位 

項目 
方法(Way) 

結果(Result) 能否迴
避此獨
立項 

能否迴避
該專利 

Engine Transmission Tool Product Control Other 

Patent A 

利用線性致動器其氣
壓方式帶動連桿及閥
門運動達到密封(開

啟)功能 

線性致動
器 

 閥門 
閥座 

縫隙 
 

致動軸 

腔壁 

長軸/短軸 

傳輸平面 

ˇ 

ˇ 

線性致動
器 

連桿 

調整機構 
閥門 

閥座 

縫隙 
 

致動軸 

腔壁 

長軸/短軸 

傳輸平面 

ˇ 

  閥門 縫隙  
腔壁、軸 

傳輸平面 
ˇ 

  閥門 縫隙  
腔壁、軸 

傳輸平面 
ˇ 

線性致動
器 

 閥門 
閥座 

縫隙 
 

致動軸 

腔壁 

第一腔室 

第二腔室 

長軸/短軸 

傳輸平面 

ˇ 

  閥門 縫隙  

腔壁、軸 

第一腔室 

第二腔室 

傳輸平面 

ˇ 

Patent B 

利用供氣裝置壓力施
加至延伸件裡以延伸
(收縮)其元件達到密

封(開啟)功能 

供氣裝置  狹縫閥門 
第一壁 

第二壁 
  ˇ 

ˇ 供氣裝置 

導管 

提升桿 

密封構件 

密封件 

延伸件 
真空室   ˇ 

 氣體 狹縫閥門 
第一室 

第二室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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