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402 有關第 97203727N01 號「套筒磁吸結構改良」新型專利舉發

事件（100 年度行專訴字第 67 號）（判決日：100.10.27） 

 

爭議標的： 進步性 

系爭專利： 「套筒磁吸結構改良」新型專利 

相關法條： 專利法第 94 條第 4 項規定 

 

判決要旨：證據 2既未有限位軸桿（或軸桿）之應用，其係以磁吸座(60)

之側壁為導滑手段，亦與系爭專利所採之結構設計完全不同，

自無轉用之可能性；且因此習知技術第 5圖組合證據 2尚不能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

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 

 

【判決摘錄】 

一、兩造主張 

(一)原告主張 

  1.系爭專利與證據 2、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5 圖揭示之習知技術之結構組

成或空間型態皆明顯不同：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係已清楚界定有導引件（21）用以容置

於本體（11）之受力端（12）內側，及限位部（33）得沿導引通孔（22）

進行一直向移動之結構特徵。反觀證據 2 說明書所揭示之內容可知其

導組件（30）係對應容設於其套筒本體（10）之作用端（23）內側；

及由證據 2 說明書第 6 頁倒數第 4 行至第 7 頁倒數第 2 行、第 7 頁第

14 至 19 行所載可知，證據 2 之磁吸座（60）係相對緊配合固組於該

導組件（30）之一端內層，亦即磁吸座（60）並無法於該導組件（30）

內層移動，而是以緊配合之方式固定組合於該導組件（30）之一端內

層中，以使磁吸座（60）與導組件（30）達到同動之狀態。並由上述

比對說明後可知，證據 2 與系爭專利相較下，不論就結構組成或空間

型態係皆明顯不同，且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5 圖揭示之習知技術亦無揭

露有與系爭專利相同之結構特徵；因此，即使將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5

圖揭示之習知技術與證據 2 相互結合亦無法直接且無歧異地得出與本

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相同之結構組成與空間型態。 

  2.系爭專利係具有證據 2、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5 圖揭示之習知技術所無

法達成之功效： 

    系爭專利申請之始即是為改良證據 2 所揭露之套筒結構所進行之「形

狀與構造」的創新設計，且經由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界定

之結構特徵，更可藉由所有套筒工具雖依其驅動工件之外徑不同而會



有不同之作用端（14）口徑，然其用以插設扳柄之受力端（12）則皆

為同一尺寸之制式規格，因此系爭專利係藉由將稍具彈性之導引件

（21）卡抵固定於該本體（11）之受力端（12）中，即可達到該導引

件（21）具有可適用於不同作用端（14）口徑尺寸之套筒工具上之功

效。反觀證據 2 所揭示之套筒結構，係將其導組件（30）係對應容設

於該套筒本體（11）之作用端（23）內側，因此其導組件（30）僅能

適用於單一口徑之套筒工具，而無法適用於所有口徑規格之套筒工具

中，且為因應具有不同口徑之套筒作用端，即必須製造具有不同外徑

之導組件（30）而需另外開模加工，相較下即相當耗費人力、時間與

金錢；而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5 圖揭示之習知技術亦同樣無法達到此一

功效。由此可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中所界定之結構特徵

係更可達成證據 2 及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5 圖揭示之習知技術所無法達

成之功效者。 

  3.參考西元 2004 年出版之專利審查基準 3.4.2.1 規定，系爭專利在與系

爭專利說明書第 5 圖揭示之習知技術及證據 2 相較下，確實可達到系

爭專利說明書第 5 圖揭示之習知技術及證據 2 所無法達成之功效。意

即，系爭專利對照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5 圖揭示之習知技術及證據 2 具

有無法預期的功效，且其係請求項中界定之結構特徵所導致，因此該

無法預期的功效得佐證系爭專利並非能輕易完成；並符合行政法院 79

年度判字第 59 號判決所提之新型專利之空間形態已屬創新，並能產

生某一創新作用或增進該物品某功效時，即符合新型專利要件之意旨，

因此系爭專利係確實具進步性，而符合新型專利要件。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 1 項既具有進步性，系爭專利之其餘附屬項亦具備專利要

件自不待言。被告機關忽略本件系爭專利整體結構特徵所可達成之功

效且違反專利審查基準 3.6 有關進步性「審查注意事項」第（4）點之

規定，原處分自有違誤。 

(二)智慧局主張 

    「適用於所有口徑規格之套筒工具中」並非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

特徵，且因為套筒之尺寸規格由其作用端(14)之孔徑大小所決定，所

以系爭專利在固定尺寸的套筒中每 1 次之磁吸作用也相同為單一口徑

螺帽或火星塞；且系爭專利之創作說明書第 10 頁第 6 行記載「導引

件(21)係以其本身之彈性卡抵固定於該本體（11)之受力端(12)中，因

此該導引件(21)係可由該本體(11)之受力端(12)中，再次被拆離並裝設

於另一具有不同作用端(14)尺寸之套筒工具中，而使本創作具有良佳

的可置換性」云云，所以其導引件(21)一再被拆離並裝設易造成磨損

又不方便。另按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5 圖揭示之習知技術和證據 2 組合

之技術內容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比較：系爭專利之本體(11)

可對應證據 2 之套筒本體(10)、第 5 圖之套筒(50)，系爭專利之受力端



(12)可對應證據 2 之受力部(11)、第 5 圖之受力端，系爭專利之作用端

(14)可對應證據 2 之第三驅動空間(31)、第 5 圖之作用端，系爭專利之

導引件(21)可對應證據 2 之導組件(30)、第 5 圖之導引件，系爭專利之

導引通孔(22)可對應證據 2 之導組件(30)之導引通孔、第 5 圖之導引通

孔，系爭專利之側壁(24)可對應第 5 圖之固定座(52)，系爭專利之穿孔

(26)可對應第 5 圖之穿孔，系爭專利之磁吸組件(31)可對應證據 2 之磁

吸件(63)、第 5 圖之磁性件(55)，系爭專利之限位軸桿(32)可對應第 5

圖之軸桿(53)，系爭專利之磁性元件(34)可對應證據 2 之磁吸件(63)、

第 5 圖之磁性件(55)，系爭專利之彈性件(36)可對應證據 2 之彈性件

(50)、第 5 圖之彈性件(56)，系爭專利之限位部(33)可對應證據 2 之磁

吸座(60)，所以由系爭專利之第 5 圖習知技術和證據 2 之組合可證明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係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顯能輕易完成，不具進步性。 

 

二、本案爭點 

    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5 圖習知技術結合證據 2 能否證明系爭專利各請求

項不具進步性？ 

 

三、判決理由 

(一)系爭專利技術內容分析： 

    系爭專利為一種套筒磁吸結構改良，其包含有一本體，其一端形成有

一受力端，另一端形成有一作用端；一導引件，用以容置於本體之受

力端，且導引件具有一導引通孔；一磁吸件，其一端形成有一限位部，

另一端形成有一磁吸部，其中限位部用以嵌設於導引件之導引通孔中，

且限位部之外緣恰與導引通孔之孔徑相符，而使限位部得沿導引通孔

進行一直向移動，並於磁吸部與導引件之間係設有一彈性件；藉此，

當該磁吸件受力時，導引通孔即得導引限位部之滑移路徑，以確保磁

吸件受力時之移動路徑不會偏擺。 

(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系爭專利請求項共計 5 項，其中請求項 1 為獨立項，請求項 2 至 5 項

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 1 之附屬項（系爭專利相關圖式如附圖一

所示），其內容如下。 

  1.一種套筒磁吸結構改良，其包含有：一本體（11），其一端形成有一

受力端（12），另一端形成有一作用端（14）；一導引件（21），係

用以容置於該本體（11）之受力端（12）內側，且於該導引件（21）

內部係具有一導引通孔（22），該導引通孔（22）一側係具有一側壁

（24），並於該側壁（24）中係開設有一穿孔（26）；一磁吸組件（31），

主要由一限位軸桿（32）、一磁性元件（34）與一彈性件（36）所構



成，該限位軸桿（32）係用以穿設於該導引件（21）之穿孔（26）中，

該限位軸桿（32）之一端係往外擴伸而形成有一限位部（33），且該

限位軸桿（32）之另一端上則接設有一磁性元件（34），而該限位軸

桿（32）係以其限位部（33）嵌設於該導引件之導引通孔（22）中，

且該限位部（33）之外緣係恰與該導引通孔（22）之孔徑相符，以使

該限位部（33）係得沿該導引通孔（22）而進行一直向移動，而該彈

性件（36）係設於該磁性元件（34）與該導引件（21）外側之間，藉

以提供該磁性元件（34）一復歸彈力。 

  2.依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述之套筒磁吸結構改良，其中該導引件係由

稍具彈性之材質所製成，且該導引件斷面係概呈「ㄩ」形。 

  3.依申請專利範圍第 2 項所述之套筒磁吸結構改良，其中該導引件之外

周緣係略大於該本體之受力端孔徑。 

  4.依申請專利範圍第 2 項所述之套筒磁吸結構改良，其中該導引件之外

型係為圓形、方形、其他多邊形或不規則形狀其中之一。 

  5.依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述之套筒磁吸結構改良，其中於該磁性元件

與該限位軸桿之間更設有一固定座（37），而該磁性元件係用以裝設

於該固定座中，該固定座再接設於該限位軸桿上。 

(三)舉發證據技術分析 

  1.系爭專利說明書之第 5 圖習知技術內容： 

    常見之具有磁吸結構之套筒，其係於一套筒 50 之作用端 51 中嵌設有

一固定座 52，一軸桿 53 係穿設於該固定座 52 中，並於該軸桿 53 一

端係外擴而形成有一固定部 54，另一端則接設有一磁性件 55，而於

該固定座 52 與該磁性件 55 之間係設有一彈性件 56，藉此即可提供該

套筒 50 一磁吸力，以供被該套筒 50 所拆解之螺帽或火星塞等零件，

得被該磁性件 55 所吸附而不會掉落。此種結構之套筒 50 於使用時，

由於無法提供該軸桿 53 支撐之作用，因此該磁性件 55 即易因受力不

平均而有偏擺之情形產生，甚至會造成套筒 50 於嵌合工件時之困難。

（相關圖式如附圖二所示） 

  2.證據 2 之技術內容： 

    證據 2 為 96 年 11 月 21 日公告之我國第 96201311 號「套筒磁吸伸縮

工具」專利案，公告日係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97 年 03 月 05 日），

可為系爭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其係一種套筒磁吸伸縮工具，包括:

一套筒本體，其係具有二端而界定為受力部及承載部，其中該承載部

內形成有多邊形之第一驅動空間，且套筒本體之內、外層分別直向滑

設有滑套及導組件，其中該滑套內形成有多邊形之第二驅動空間，導

組件內形成有多邊形之第三驅動空間，另該第一驅動空間內部預定位

置形成固定部;一定位座，其係固組於套筒本體之固定部，該定位座之

預定位置形成有定位部;一彈性件，其係具有二端而分別形成有嵌組端



及嵌接端，其中該嵌組端係相對定位於定位座之定位部;一磁吸座，其

係一端形成有嵌組部，該嵌組部係定位於彈性件之嵌接端，而該磁吸

座之另端設有一磁吸件（相關圖式如附圖三所示）。 

(四)系爭專利說明書之第 5 圖習知技術與證據 2 組合不能證明系爭專利請

求項 1 不具進步性： 

    查證據 2 係一種套筒磁吸伸縮工具，尤指一種可一體使用多種規格尺

寸之套筒，且其內部固設有彈性磁吸件之創新型態設計，與系爭專利

核屬相同之技術範疇，且兩者之國際分類號（IPC）亦同屬於 B25B 之

技術領域。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與系爭專利之習知技術第 5 圖及證據 2

對應之結構及技術特徵比對如附表所示。 

  1.經比對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與系爭專利之習知技術第 5 圖及證據 2 間，

雖有部分構件及其連結關係已被揭示，然尚有如下之技術差異： 

    系爭專利已界定「一導引件（21），係用以容置於該本體（11）之受

力端（12）內側，且於該導引件（21）內部係具有一導引通孔（22），

該導引通孔（22）一側係具有一側壁（24），並於該側壁（24）中係

開設有一穿孔（26）;」之技術特徵，而系爭專利習知技術第 5 圖並無

可具體對應系爭專利「導引件（21）」構件者，且其固定座(52)是容

置於套筒(50)之作用端(51)而非受力端；另證據 2 之導組件（30）亦是

容置於套筒本體（10）承載部（12）之內而非受力部（11）之內，系

爭專利請求項 1 各構件連結關係顯與系爭專利之習知技術（第 5 圖）

或證據 2 不同。系爭專利之所以將導引件（21）容置於該本體（11）

之受力端（12），其目的在：「套筒之尺寸規格係由其作用端 14 之

孔徑大小所決定，而套筒之受力端 12 由於係要與驅動工具之驅動端

相對應，因此該受力端 12 之規格係皆為同一尺寸之制式規格，而本

創作藉由將稍具彈性之導引件 21 卡抵固定於該本體 11 之受力端 12

中，因此本創作之導引件 21 之尺寸僅需與該本體 11 之受力端 12 相

對應，即可適用於具有不同作用端 14 尺寸之套筒工具上；且本創作

之導引件 21係以其本身之彈性卡抵固定於該本體 11之受力端 12中，

因此該導引件 21 係可由該本體 11 之受力端 12 中，再次被拆離並裝

設於另一具有不同作用端 14 尺寸之套筒工具中，而使本創作具有良

佳的可置換性。」。而習知技術第 5 圖之固定座(52)及證據 2 之導組

件（30）因均設於套筒之作用端，故其固定座(52)或導組件（30）不

具有可替換性。 

  2.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內容雖未就該「彈性材料」作具體界定，亦未界

定導引件可拆離使用到不同尺寸的套筒，然系爭專利說明書已說明先

前技術（即系爭專利說明書之第 5 圖習知技術）「此種結構之套筒（50）

於使用時，由於無法提供該軸桿（53）支撐之作用，因此該磁性件（55）

即易因受力不平均而有偏擺之情形產生，甚至會造成套筒（50）於嵌



合工作時之因難。」，另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6 頁第 9 行起就系爭專利

之習知技術第 6 圖的技術手段（相當於證據 2 之技術特徵）指明「此

種具有磁吸結構之套筒工具（60），由於該滑套 65 之尺寸需與該套

筒工具（60）之作用端（61）內側壁緣（66）相對應，因此單一尺寸

規格之滑套（65）並無法裝設於具有不同尺寸規格之套筒工具（60）

上，而必須另外製造其他尺寸規格之滑套（65），並不符經濟效益。」，

並說明系爭專利「創作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套筒磁吸結構改良，

其具有可導正磁吸件之移動行程，以避免彈性件於移動行程時發生偏

擺之情形。本創作之再一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套筒磁吸結構改良，其

具有可適用於所有尺寸規格之套筒工具上。」顯見系爭專利之創作目

的乃在改善習知套筒磁吸結構於使用時，由於無法提供該軸桿支撐之

作用，該磁性件易因受力不平均而有偏擺之情形，以及單一尺寸規格

之滑套無法裝設於具有不同尺寸規格之套筒工具上，而必須另外製造

其他尺寸規格之滑套，不符經濟效益之情形。 

  3.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限位軸桿（32）係以其限位部（33）嵌設於該

導引件之導引通孔（22）中，且該限位部（33）之外緣係恰與該導引

通孔（22）之孔徑相符，」乃是對限位軸桿（32）之限位部（33）在

尺寸上所為之技術限定，並未揭示於系爭專利之習知技術第 5 圖軸桿

(53)之固定部(54)或證據 2 中，況系爭專利藉由其限位部（33）之外緣

與該導引通孔（22）之孔徑相符，自能確保使該限位部（33）係得沿

該導引通孔（22）而進行一直向移動，而不會產生偏擺之情況，因為

限定限位部（33）滑動之支點包括穿孔（26）及導引件（21）內側兩

處，當較系爭專利習知技術第 5 圖之單一處支點（固定座 52 之中心

孔）提供更為穩定之滑動，此即為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及所欲克

服者；至於證據 2 既未有限位軸桿（或軸桿）之應用，其係以磁吸座

(60)之側壁為導滑手段，亦與系爭專利所採之結構設計完全不同，自

無轉用之可能性；且因此，習知技術第 5 圖組合證據 2 尚不能證明系

爭專利請求項 1 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

技術所能輕易完成。 

  4.系爭專利因將導引件（21）容置於該本體（11）之受力端（12）內側，

於系爭專利說明書並說明該導引件（21）係由稍具彈性之材質所製成，

則系爭專利在「本創作藉由將稍具彈性之導引件（21）卡抵固定於該

本體（11）之受力端（12）中，因此本創作之導引件（21）之尺寸僅

需與該本體（11）之受力端（12）相對應，即可適用於具有不同作用

端（14）尺寸之套筒工具上」，實質上，系爭專利導引件（21）之尺

寸因僅需與該本體(11）之受力端（12）相對應，而具有導引件（21）

為單一尺寸之優點，已改良證據 2 之固定座（62）與其作用端（61）

作匹配時，需依作用端尺寸製作多種尺寸型式的缺點，因此，系爭專



利對於導引件統一規格之製造上及後續與本體 11 間裝配的便利性，

已提供其實質之效果，非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

前之先前技術顯能輕易完成。 

  5.被告雖稱：如果導引件改方形則限位部沒辦法活動。沒有界定導引件

是活動的，導引件埋設到孔裡面整體結構合而為一體，活塞限位部 33

的活動就不需要導引件云云。惟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並未界定導引件或

限位部之外型，即便系爭專利之導引件21為方形而限位部33為圓形，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亦不可能使導引件與限位部兩者間

本應形成相對滑動之構件故意造成緊配合之情況，是以，被告所述顯

屬臆測，並無理由。 

(五)系爭專利說明書之第 5 圖習知技術與證據 2 組合不能證明系爭專利請

求項第 2 至 5 項附屬項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第 2 至 5 項附屬項係依附於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其

進一步之技術特徵分別為：「其中該導引件係由稍具彈性之材質所製

成，且該導引件斷面係概呈「ㄩ」形」（請求項 2）、「其中該導引

件之外周緣係略大於該本體之受力端孔徑。」（請求項 3）、「其中

該導引件之外型係為圓形、方形、其他多邊形或不規則形狀其中之一。」

（請求項 4）、「其中於該磁性元件與該限位軸桿之間更設有一固定

座，而該磁性元件係用以裝設於該固定座中，該固定座再接設於該限

位軸桿上。」（請求項 5），上述附屬請求項皆為該獨立項主張範圍

之細部結構描述或附加限定，在習知技術第 5 圖及證據 2 之組合不足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第 1 項不具進步性之前題下，則習知技術第 5

圖及證據 2 之組合自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 至 5 項等

附屬項不具進步性。 

 

四、判決結果 

    綜上所述，系爭專利說明書之第 5 圖習知技術與證據 2 組合尚不能證

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被告認上揭證據組合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

步性而為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之處分，核有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

持，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即有理由，應由本

院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撤銷，由被告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五、智慧局分析檢討 

(一)按進步性之審查係就創作目的、技術手段及達成功效整體論究。系爭

專利整體結構與證據有所差異，亦具有功效之增進，可見於判決書所

載：系爭專利已界定「一導引件(21)，係用以容置於該本體(11)之受力

端(12)內側，且於該導引件(21)內部係具有一導引通孔(22)，該導引通

孔(22)一側係具有一側壁(24)，並於該側壁(24)中係開設有一穿孔(26)；」

之技術特徵，而系爭專利習知技術第 5 圖並無可具體對應系爭專利「導



引件」構件者，且其固定座(52)是容置於套筒(50)之作用端(51)而非受

力端，系爭專利請求項 1 各構件連結關係顯與系爭專利之習知技術(第

5 圖)或證據 2 不同。系爭專利目的在：「導引件 21 之尺寸僅需與該本

體 11 之受力端 12 相對應，即可適用於具有不同作用端 14 尺寸之套筒

工具上，而使本創作具有良佳的可置換性」。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限

位軸桿(32)係以其限位部(33)嵌設於該導引件之導引通孔(22)中，且該

限位部(33)之外緣係恰與該導引通孔(22)之孔徑相符」，並未揭示於系爭

專利之習知技術第 5 圖軸桿(53)之固定部(54)或證據 2 中，系爭專利藉

由其限位部(33)之外緣與該導引通孔(22)之孔徑相符，自能確保使該限

位部(33)係得沿該導引通孔(22)而進行一直向移動，而不會產生偏擺之

情況。 

(二)原處分僅記載系爭專利與證據相同之技術內容，即認：「故由系爭專利

之第 5 圖習知技術和證據 2 之組合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係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顯能輕

易完成，不具進步性」，而未論及系爭專利與證據差異內容產生之功效，

以及如何能輕易完成之理由，其論述自屬欠缺，故遭撤銷原處分。 

 



100年度行專訴字第 67號附件 

附表 

系爭專利請求項 1與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5圖及證據 2之技術特徵比對：  

系爭專利請求項 1 系爭專利之習知技

術 

第 5圖 

證據 2 技術差異比對 

一種套筒磁吸結構改良,

其包含有: 

常見之具有磁吸結

構之套筒 

套筒磁吸伸縮工具  

一本體（11）,其一端形成

有一受力端（12）,另一端

形成有一作用端（14）; 

套筒（50）其一端形

成有一受力端,另一

端形成有一作用端

（51）; 

一套筒本體（10）,其

係具有二端而界定為

受力部（11）及承載部

（12） 

 

一導引件（21）,係用以容

置於該本體（11）之受力

端（12）內側,且於該導引

件（21）內部係具有一導

引通孔（22）,該導引通孔

（22）一側係具有一側壁

（24）,並於該側壁（24）

中係開設有一穿孔（26）; 

於一套筒 50 之作用

端 51 中嵌設有一固

定座 52，一軸桿 53

係穿設於該固定座

52中， 

 

導組件（30）容置於套

筒本體（10）之內，而

導組件（30）之末端位

置設有一磁吸座（60）,  

 

習知技術（第 5圖）

並未有對應系爭專

利「導引件（21）」

者；而證據 2之導組

件（30）則是容置於

套筒本體（10）承載

部（12）之內而非受

力部（11）之內 

一磁吸組件（31）,主要由

一限位軸桿（32）、一磁

性元件（34）與一彈性件

（36）所構成, 

對應於習知技術（第

5圖）之軸桿 53，一

磁性件 55、及於該固

定座 52與該磁性件

55之間係設有一彈

性件 56 

磁吸座（60）之一端形

成有嵌組部（52）,該

嵌組部（52）係定位於

彈性件（50）之嵌接端

（52）,而該磁吸座

（60）之另端設有一磁

 



吸件（63）。 

該限位軸桿（32）係用以

穿設於該導引件（21）之

穿孔（26）中, 

對應於習知技術（第

5圖）之軸桿 53係穿

設於該固定座 52中， 

  

該限位軸桿（32）之一端

係往外擴伸而形成有一限

位部（33）,且該限位軸桿

（32）之另一端上則接設

有一磁性元件（34）, 

習知技術（第 5圖）

軸桿 53一端具有固

定部（54）之軸桿

53，軸桿 53另端與

磁性件 55固接 

  

而該限位軸桿（32）係以

其限位部（33）嵌設於該

導引件之導引通孔（22）

中,且該限位部（33）之外

緣係恰與該導引通孔（22）

之孔徑相符,以使該限位

部（33）係得沿該導引通

孔（22）而進行一直向移

動, 

  系爭專利習知技術

（第 5圖）之軸桿

53的固定部（54）

並未界定其固定部

（54）之外緣與套筒

50內部之孔徑相符,

致使用時，由於無法

提供該軸桿 53支撐

之作用，因此該磁性

件 55即易因受力不

平均而有偏擺之情

形產生，甚至會造成

套筒 50於嵌合工件

時之困難。 

而該彈性件（36）係設於

該磁性元件（34）與該導

彈性件 56，藉此即可

提供該套筒 50一磁

彈性件 50係設於該磁

吸座（60）底部,藉以

 



引件（21）外側之間,藉以

提供該磁性元件（34）一

復歸彈力。 

 

吸力，以供被該套筒

50所拆解之螺帽或

火星塞等零件，得被

該磁性件 55所吸附

而不會掉落。 

提供該磁性元件（34）

一復歸彈力。 

 

 

附圖一、系爭專利相關圖式 

系爭專利第 2、3、4圖為其結構及實施圖                         

 

 

 

 

 

 

 

 

 

 

附圖二、系爭專利說明書習知技術第 5圖 

 

  

 

 

 

 

附圖三、證據二相關圖式 

證據 2第 3、4圖為其結構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