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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韩国中医药专利分析及中韩专利体系比较

陈朝晖，郑 洪，刘子志

(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技处，广东广州 5】0405)

摘要：韩国同中国一样，属于采用一体化卫生保健系统的国家，有关医疗活动、草药等均归韩国卫生部统一管理

“东医学”被正式运用到卫生保健的各个领域。中药在韩国应用广泛，市场需求量大。因此，在此分析韩国中药专利

以了解中医中药在韩国的应用及开发状况，并为业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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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的传统医学源自中国医学．公元2世纪末中医

进入朝鲜并与当地的传统医学合并．至公元5世纪发展成为

朝鲜传统医学“东医学”。19世纪来，朝鲜政府采取东、西

医学并存的政策。1951年韩国政府颁布了国家医药法令，规

定了东医、西医地位相同．享受同等待遇。20世纪80年代，

韩国政府将东医，汉医统一称为“韩医”，英译为“Korean ori—

ental medicine小“，韩医用的主要是中药及本土草药。

韩国同中国一样．属于采用一体化卫生保健系统的国

家，东医学被正式运用到卫生保健的各个领域，即政府承认

东医学。东医学医疗者及其产品可注册登记和接受国家卫生

部的管理}医院和诊所(公立及私立)均可使用东医学疗法；

东医学治疗可以获得健康保险．并设有专门的国家科研机构

及相关的高等教育。因此，韩国作为对中医药接受较早、且接

受度较高的亚洲国家来说，中药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其市

场需求量也是较大的。

l韩国中医药专利

笔者分析了韩国中药专利，以了解中医中药在韩国的应

用及开发状况。采用韩国专利信息网进行检索，路径为

http：／／kipricm 2．kipris．or．kr：7778／newps／pa／PASE0020．

j8p，该信息库提供1979年1月1日--2003年6月18日韩

国已登记专利(B1)及2000年1月1 5目2003年12月31

日一级公布专利(A)，检索截止El期为2004年11月18日。

】．1 Chinese*medicine检索结果：用Chinese*medicine在

名称及摘要中检索t检索判206项专利，删除其中的驳回专

利57项、撤回专利3项、非医药保健用途专利6项，其余为

与医药保健有关的专利共140项，主要为发明专利，还有少

量的实用新型专利，包括申请中的和已授权的。可分为“下

鉴墓最留{蓄篓矗萄凳盘资助项目(青年。。cFx。，。)

几类：1)具有医疗用途的共计41项．包括复方、药物组方22

项；药物提取方法、制备方法11项；仪器7项，主要为药物提

取仪、药罐、脉诊仪；药物用途专利1项。2)食品加工业中的

产品及方法共36项，主要为减肥食品、功能食品、保健食品、

调睐料殛其制备方法，食物保鲜法、制备泡菜法、食品矫睬法

等。3)饮料类：共18项+包括药酒、茶、保健饮料。4)中药加入

到其他产品中共45项，主要为加入到日常用品中，如牙膏、

美容皂、健康枕、建筑用土、炕泥、卫生垫、纺织线、糖果，塑料

袋、纸、淋浴液、鞋垫、蒸气浴室、浴盐、烟叶中等．应用非常广

泛。此外加^到动物饲料及用于饲养动物共2项。

1．2 acupuncture检索结果：用acupuncture在名称及摘要中

检索，检索到1 93项专利，主要为发明专利．少量实用新型专

利，内容主要为针灸治疗仪、穴位及经络探测仪、艾炙产品、按

摩仪及具按摩保健功能的产品如鞋垫、地板、腰带、袜子等产

品。韩国专利法同我国一样规定疾病的诊断治疗方法不具备产

韭实用性．不能授予专利权，但查到治疗方法2项．分别为用电

针治疗关节炎的方法和用蜂毒治疗奶牛子宫内膜炎的方法，均

为一级公布，2001年申请专制，能吾授权，待查。

2分析

韩国中医药专和存在以下特点，1)中医药专利较多．用

途广泛，特别是中药加入到日常用品或保健品、食品饮料中

去。这与韩国民间长久以来就有将中药用为滋补保健品的习

惯有关。也与中药进入韩国的历史悠久有关。2)技术含量不

高，真正医药用途的仅占t／3弱．且均为复方产品及一般制

备方法，未见有效成分、有效部位产品的专利。说明中药在韩

国的应用状态是以复方及原料药为主。3)没有外来申请．均

为本国申请。这与韩国政府尚未对外开放医药品市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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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欧洲和美国正在向韩国施压，估计其开放医药品市场

为期不远。4)授权速度较快，多为2～3年。

3韩国专利法与中国专种法的比较

韩国专利体系及专业用词基本上与日本专利体系相同，中

韩专利法的专利制度大体上是相同的，如先申请原则，发明专

利的请求审查制度等}从专利分类、授权条件到审批流程都大

体上相同，但一些具体的规定存在差异。表1列出了两国专利

法的一些差异，为读者在韩国申请中医药专利提供参考。

寰l韩国专利法与中国专利法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Sino—KoreR palent systems

硕目 中国 韩国

专利审查制度 发明；请求实质审查制 发明：请求实质审查制

实用新型：初步审查登记制

外鼹设计t初步审查登记制

专利类型厦保护期眼 发明：20年(自申请日超)

实用新型：10年(白申请日起)

外观设计；10年(白申请日起)

国外申请 必须委托涉外专利代理机构申请专利

不授予专刺权的情况 1．违背国家法律，防害社台秩序和公共道德的发明

2．诊断、治疗方法

3．动植物品种

4．智力活动的规则盈力‘法

5用原子核变换方法所获得的物质

二重申请制度 无．但我国国内优先权能起到相类似的作用

实用新案：无审查登记制度

意匠；审查登记制度和元审查登记制度并行

发明：20年(自申请日起)

实用新案：10年(自申请日起)

意匠；15年(自登记日起)

必须委托韩围辨理上

i·防害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的发明

2．诊断，治疗方法

3．有性繁殖植物发明

4．人为约定(游戏规尉等1或者人的精神活动(营北计

蜘，授课方法等)等

指对同样内容的发明刨造，在收到授权决定书之前，呵

提出对发明和实用新型的转换申请的制度，对于间一

发明创造提出酌2件申请．只蓖授予一顼专乖j

发明々利的审批流程 申请专利一早期公J于一请求实审授权一公告、登记 申晴专利 申请公开一请求实审授权公告、器记

一 !坚塑旦坌鱼!望圭墼! !壑垄皂壁叵旦塞兰墼1
4结语 利也以复方为主，这与我国的情况大体相同。

综上所述，中医可瞄说是已成为韩国的本土医学的一个

主要部分，中药在韩国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中药加入到

日常生活用品或保健品，食品饮料的专利非常多。因此，韩国

的中医药市场应当是有良好前景的。韩国医药用途的中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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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朴酚与和厚朴酚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

王立青1，江荣高“2，陈蕙芳1

(1·天津药物研究院·天津3001 93；2．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辽宁沈阳110016)

厚朴酚(magnol01)与和厚朴酚(honoki01)是我国传统中

药厚朴的两个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抗茵、抗炎、抗肿瘤、肌肉松

弛、降胆周醇和抗衰老等广泛的药理作用。早在1 930年日本杉

井首先从我国厚朴树虚中分离得到了厚朴酚，并证明日本厚朴

中也舍有此种成分，但量很低。1973年藤田先后从日本厚朴与

厚朴中分离得到厚朴酚及其异构体和厚朴酚。由于厚朴在传统

中医中药中具有广泛而又重要的用途，国内外学者对其括性成

分厚朴酚与和厚朴酚进行了诸多研究。本文就这两种成分的植

物来源及药理作用作一综述，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1厚扑酚与和厚朴酚的机韧资源

从植物系统位置和植物化学分类观点来看，厚朴酚与和

厚朴酚的分布有一定规律性：术兰亚属皱皮木兰组是它们分

布最集中的植物群：”}此外，樟科的部分植物中也含有厚朴

酚。厚朴酚与和厚朴酚的植物资源见表1。

2厚朴酚与和厚朴酚的药理作用

2．1抗茵作用：厚朴酚与和厚朴酚具有明显抗真菌作用。厚

朴酚与和厚朴酚对稻纹枯菌、禾赤以链孢霉等的半数有效浓

度(EC∞)分别为4．15～12．69和3．14～12．87 mg／kg⋯{对

鉴霎是皙：留曩；装鑫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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