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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天汇致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韩晓银(028-87763797)

发文日：

  2023 年 03 月 29 日

申请号：201911179552.2 发文序号：{2023032901896100

申请人：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用于微生物培养的培养系统及培养方法

第 二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1. 审查员已经收到申请人于 2022 年 11 月 08 日提交的意见陈述书，在此基础上审查员对上述专利申请继续

进行实质审查。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年     月     日作出的复审决定，审查员对上述专利申

请继续进行实质审查。

       

2. 经审查，申请人于     提交的修改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不予接受。

3.继续审查是针对下列申请文件进行的：

  上述意见陈述书中所附的经修改的申请文件。

  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所针对的申请文件以及上述意见陈述书中所附的经修改的申请文件替换文件。

  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所针对的申请文件。

  上述复审决定所确定的申请文件。

       

4. 本通知书未引用新的对比文件。�

本通知书引用下列对比文件(其编号续前，并在今后的审查过程中继续沿用)：

编号 文  件  号  或  名  称 公开日期

（或抵触申请的申请日）

5.审查的结论性意见：�

关于说明书：�

申请的内容属于专利法第 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说明书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说明书的撰写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规定。

        

关于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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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9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的实用性。

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9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1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上述结论性意见的具体分析见本通知书的正文部分。

6.基于上述结论性意见，审查员认为： 

申请人应当按照通知书正文部分提出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中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申请人没有陈述理由或者陈述理由不充分，其申请

将被驳回。

     �

7.申请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1）根据专利法第 37 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 2 个月内陈述意见，如果申请人无

正当理由逾期不答复，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2）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

围，同时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按照本通知书的

要求进行修改。

（3）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应当邮寄或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凡未邮寄或递

交给受理处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4）未经预约，申请人和/或代理师不得前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审查员举行会晤。

8．本通知书正文部分共有 4 页，并附有下列附件：

引用的对比文件的复印件共     份     页。

     

审查员：吕凌威 联系电话：020-28957210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广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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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申请号:2019111795522

申请人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针对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和修改的权利要求书。审查员在

阅读上述文件后，对本案继续进行审查，再次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一、权利要求 1-9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有关创造性的规定

    1.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微生物培养系统。对比文件 1（CN101113408A，2008.01.30）公开了如下技术

方案（参见说明书第 4 页第 3-4 段，说明书附图图 1）：本发明所指的这种肠道菌群离体培养装置（相当于微

生物培养系统）包括发酵罐的控温系统、自动输送新鲜培养基及输出废液系统和肠道菌群生长所需环境保障

系统∶ 发酵罐的控温系统是由带水浴夹套（相当于温控舱）的发酵罐（相当于培养筒）、微型潜水泵和恒温

水浴锅（相当于温度控制腔）所组成， 自动输送新鲜培养基及输出废液系统是由培养系统磁力搅拌器、新鲜

培养基贮存罐、新鲜培养基磁力搅拌器、废液收集装置、废气收集装置、新鲜培养基输送蠕动泵、废液输送

蠕动泵所组成，肠道菌群生长所需环境保障系统是由氮气导入系统、pH 自动控制系统所组成;其连接方式为∶

新鲜培养基贮存罐通过装有新鲜培养基输送蠕动泵的管子与发酵罐连通，高压氛气钢瓶（相当于气体置换装

置的置换组件）通过装有细菌滤器的管子与发酵罐连通，发酵罐通过装有废液输送蠕动泵的管子与废液收集

装置连通，发酵罐通过管子（相当于气体排出组件的连通管）与废气收集装置连通;pH 控制器电极与发酵罐

内的培养液接触，并与 pH 控制器相连接，pH 控制器与碱泵连接，碱贮存液罐通过装有碱泵的管子与发酵罐

连通，发酵罐的水浴夹套上端设有出水口、下端设有进水口，它们分别与微型潜水泵和恒温水浴锅相连，微

型潜水泵放置在恒温水浴锅内。所述培养系统磁力搅拌器置于发酵罐罐体的下面，新鲜培养基磁力搅拌器置

于在新鲜培养基贮存罐的下面。磁棒置于发酵罐罐体底部中间位置，该位置呈凹陷状。

     此外，根据本申请说明书附图图 2，本领域技术人员可得知本申请的培养筒 1 的全部或者部分是置

于温控舱 15 的凹陷内，而非温度控制腔 16 内。此外，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直接毫无疑义确定对比文件 1 公

开了发酵罐内下部为培养基质腔、上部为气体腔，且具有气体置换装置将气体腔内的气体置换成氮气。当需

要连接培养基贮存罐、高压氮气瓶和发酵罐时，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设置发酵罐盖体并和发酵罐的上端开

口相配合。

     权利要求 1 和对比文件 1 相比，区别特征是：（1）用于保持腔体内温度温度的温度控制腔的设置位置有

所不同；（2）权利要求 1 进一步限定发酵罐具有盖体；（3）权利要求 1 进一步限定气体排出组件还包括单向

导通装置。根据上述区别特征，可以得知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高微生物培养系统的温度控制效率。

对于区别特征（1），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具有恒温水浴锅，以及使用恒温水浴锅加热水并且和潜水泵、

水浴夹套协同进行培养筒的循环水浴保温。然而，水浴锅和水浴夹套都属于本领域常见的恒温保温装置，本

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具体的实验目的选择上述两种装置进行培养筒的加热保温。此外，水浴锅中通常具有

的加热管和温度探头可起到温度控制作用，当使用恒温水浴锅进行保温加热时，恒温水浴锅的锅体相当于温

控舱，加热管和温度探头相当于温度控制腔。

对于区别特征（2），盖体属于本领域常用的发酵罐结构，当需要提高发酵装置的密闭性时，本领域技术

人员可常规设置盖体于发酵罐上。

对于区别特征（3），设置在气管上的单向导通装置如单向阀属于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当需要气管内的

气体单向流动且不会回流时，本领域技术人员可常规设置单向导通装置如单向阀于连通管上，具体的设置位

置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常规设置的。

综上所述，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得出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本领

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该权利要求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2.权利要求 2 对权利要求 1 作出进一步限定。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使用水浴夹套连接恒温水浴锅的方

式进行发酵罐的保温（参见说明书第 4 页第 3 段）。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毫无疑义确定对比文件 1 还公开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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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用于加热的调温装置，如恒温水浴锅中的加热管和温度探头。此外，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水浴保温加热方式

通常需要在腔体内填充水（相当于传热物）且当需要减少水的消耗时，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选择封闭的腔

体（如使用盖封闭水浴锅开口）以减少水的蒸发消耗。当需要便于移出发酵罐罐体时，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

机选择可与发酵罐分离的水浴夹套，夹套的套体相当于凹陷腔；或当使用恒温水浴锅直接保温加热发酵罐时。

水浴锅通常具有凹陷坑以用于放置容纳发酵罐罐体。此外，根据公知常识文件 1（参见“新编大学基础实

验”，主编贺秀良等，第 189-190 页“恒温水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年 3 月 31 日），当需要水浴保

温的温度低于室温时，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增设冷凝管制冷并且使用水泵将冷引入恒温水浴装置，因此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具体的实验目的，选择合适的制冷装置以用于水浴制冷。因此，在其所引用的权利要

求都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从属权利要求 2 也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

  3.权利要求 3 对权利要求 2 作出进一步限定。然而，当需要密封或减少罐体和腔体的边缘（如水浴夹

套和水浴锅的放置腔的边缘）的碰撞或充分封闭间隙以减少水的蒸发时，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在凹陷腔的

上缘设置柔性的密封垫（或密封圈等），以用于封闭间隙和减少装置的碰撞。因此，在权利要求 2 不具备创造

性的情况下，从属权利要求 3 也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

4.权利要求 4-5 对权利要求 3 作出进一步限定。对比文件 2（CN102517215A，2012.06.27）公开了如下技

术方案（参见说明书第 18-23 段）： 按照图 1 设计生物反应器，使用环境为 22-25°C 室温环境。首先，以

无机玻璃材料制作细胞培养罐体 21，体积约 3 升。使用无机玻璃加工罐体顶盖 22，使用密封胶垫和紧固件 23

与细胞培养罐体组装，在顶盖中央部位开口以接入顶盖密封圈 34。 光源 31 与导光棒 32 装配后通过顶盖密

封圈，使导光棒靠近罐体底部一定距离;通过另一个顶盖密封圈接入空气过滤装置 43 和外部培养液流入管道 

50。 使用玻璃加保温材料制作保温套筒 12，使用橡胶制作支架 24，在支架上设置温度检测探头 1 和发热套

管 11 的插口，在保温套筒底部中央设置光伏电池板 33 及密封圈、线路出口。将组装后的培养罐体放入保温

套筒，将控制系统 51 与光伏电池板、加热套筒与温度检测探头连接，接通光源 31 电源，设定光伏电池板电

压值范围用于激活补液装置自动添加培养液，从而使细胞培养处于一定细胞密度范围内。导管 51 与三通阀 6

及热交换组件 7 相接，热交换组件 7 放置于保温套筒 12 中，并使用纯水做为保温液并预热到所需温度，热交

换组件 7 经导管联结到下一级细胞培养罐。通过温度检测探头开口向保温套筒和细胞培养罐体之间加入纯水，

待温度恒定后，通过培养液流入口 50 向左侧细胞培养罐体内加入细胞培养液，即可开始培养。待细胞培养

物扩大达到一定容积时，打开三通阀 6，经由细胞培养母罐的空气过滤器加压，使得细胞培养物经过热交换

组件 7 流入到右侧细胞培养子罐;在关闭三通阀门后，可以开始在右侧培养罐体进行诱导表达或进一步培养，

而在左侧细胞培养母罐可以再次进行细胞扩增。按比例放大后的生物反应器可以适合大规模细胞培养使用。

可见，对比文件 2 公开了使用多个水浴夹套通过热交换组件连接多个培养罐、且可等比例放大培养罐和

恒温装置以用于大规模细胞培养，给予了本领域技术人员技术启示，使其在需要扩大微生物的培养规模时，

可使用对比文件 2 的技术手段对对比文件 1 的技术方案作出进一步改进，即：选择使用多个互相连接的水浴

夹套（相当于若干个凹陷腔）或使用本领域常见的具有多个放置腔（相当于若干个凹陷腔）的恒温水浴锅放

置发酵罐/培养筒，以用于扩大微生物培养的规模。当需要进一步扩大微生物培养规模时，本领域技术人员也

可选择等比例扩大培养筒和恒温保温装置的体积，并且以一定的距离间隔设置用于放置培养筒的凹陷腔以空

出可供人通过的通道。

综上所述，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 和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得出权利要求 4-5 请求保护的

技术方案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该权利要求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符合

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5.权利要求 6 对权利要求 5 作出进一步限定。然而，当需要便于保存或运输培养装置和恒温装置时，本

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选择某种箱体（如房间、集装箱、车厢或）以容纳和放置温控舱和培养筒。当需要便于

培养筒和温控舱时，本领域技术人员可选择可分离地连接温控舱和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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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权利要求 5 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从属权利要求 6 也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

   6.权利要求 7-8 对权利要求 6 作出进一步限定。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使用高压氮气瓶（相当于用于

容纳与被培养微生物相适宜的气体室）通过管子（相当于加气管道）连接发酵罐（参见说明书第 4 页第 3

段）。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具体的装置设计需求选择气体室设置在箱体的内部或外部。此外，使用高压气

瓶输送气体、或使用带有活塞推杆的注射筒输送气体、或使用活塞式空气压缩机输送气体都属于本领域常规

的用于输送气体的技术手段，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具体的装置设计需求（如培养的规模、输送气体的用

量等）选择使用上述方式其中之一进行气体的输送。当使用带有活塞推杆的注射筒用于输送气体时，注射筒

筒体相当于气体室、活塞相当于和气体室滑动密封配合的下侧板且活塞和筒体形成的空间相当于储气空间。

具体的侧板、气体室和加气管道的连接方式，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常规的注射筒推注的结构、经过推理和

逻辑分析可以得出的。此外，当需要实现精确加气时，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设置使活塞推杆移动的驱动装置，

具体的活塞移动方向，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具体的注射筒结构和注射筒放置方式（如横放或竖放）可以得

出的。

因此，在权利要求 6 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从属权利要求 7-8 也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

步，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

 

7.权利要求 9 请求保护一种采用权利要求 1-8 任意一项所述微生物培养系统进行微生物培养的微生物培

养方法。前文已评述权利要求 1-8 不具备创造性，具体可参见针对权利要求 1-8 的相关评述。此外，本领域

技术人员有动机使用微生物培养系统进行微生物的培养。

因此：

当权利要求 9 引用权利要求 1-3 时，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得出权利要求 9 请

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该权利要求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当权利要求 9 引用权利要求 4-8 时，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 和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得出

权利要求 9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该权利要求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和显著的进步，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二、针对意见陈述的答复

    申请人指出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9 具备创造性，并且提出如下意见陈述：（1）申请人指出，本申请通过

设置单向导通装置使得连通管 5 在进行多次排气后避免液滴颗粒和粉尘颗粒被新入的气体重新带入筒体 1 中，

避免对微生物培养造成不利影响；此外，本申请还通过确保气体腔 4 内气体尽量多的排出、避免管道内残余

气体返回气体腔 4 内。而对比文件 1 并未公开上述技术方案。（2）申请人指出，连通管 5 设置在气体腔 4 的

内壁从而使得连通管 5 的温度和气体腔 4 内温度一致、降低气体进入连通管 5 时凝结成液滴的可能；此外，

还将连通管 5 的穿出部分倾斜向下、使得排出气体在连通管 5 内凝结时，避免颗粒落入培养基 3 内。而对比

文件 1 并未公开上述技术方案。

对于上述意见陈述，审查员经过认真思考后，答复如下：

   （1）对比文件 1 公开了设置高压气瓶并通过带有细菌滤器的气管连接发酵罐且发酵罐通过管子与废气收

集装置连通（参见说明书第 4 页第 3-4 段，说明书附图图 1）。此外，单向导通装置如气管用的单向阀属于本

领域常用装置，当本领域技术人员需要避免气管内气体回流时有动机在气管上设置单向阀；具体的单向导通

装置的设置位置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常规选择并设置的。当需要避免残留气体返回腔内时，本领域技术人

员有动机控制腔内的气体尽量多排出。此外，细菌滤器同样可以获取过滤其体内粉尘或液滴颗粒的技术效果，

当需要避免气体内的粉尘或液滴颗粒污染培养基时，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设置过滤颗粒的装置如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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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发酵罐通过管子和废弃装置连通，且管子的一部分和罐体的内壁连通（参见说明

书第 4 页第 3-4 段，说明书附图图 1）。然而，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管子或连通管即使和罐体内壁连通、或

设置在罐内，其同样需要将内部气体导出罐体外，且气体导出后的部分温度仍然会和罐体内的温度产生差异。

此外，本申请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 并未将连通管的具体结构即穿出部分倾斜向下的技术特征补充入权利要求 1

中；即使申请人将上述特征补充入权利要求 1 中，然而 U 形的通气管结构属于本领域常见结构，本领域技术

人员可以根据具体的装置设计需求常规选择并设置 U 形气管为连通管的外部结构以收集连通管内的凝结物。

   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不具备说服力。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权利要求均不具备创造性，不能被授予专利权。如果申请人不能在本通知书规定

的答复期限内提出表明本申请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充分理由，本申请将被驳回。申请人对申请文件的修改

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审查员姓名:吕凌威 审查员代码:301017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