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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欧洲中医药专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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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检索欧洲网上专利数据库1982年一2004年5月26日已授权的中医药专利，分析欧洲专利组织及其

成员国的专利局授权中医药专利的内容和授权的情况。结果共检出87件欧洲中医药专利文献。其中医疗仪器专利

41件，内容都与针灸类有关，说明欧洲国家较易接受针灸，他们在改进针刺疗法、提高针灸治疗的安全性和针刺操

作的准确性方面做了较多的研究。这些专利文献第一发明人国籍分布较广，分属于23个国家，第一发明人为德国

籍的中医药专利数达24件，说明中医药在德国的接受程度比欧洲其他国家要高；第一发明人为中国籍的中医药专

利为4件(4．6％)，少于日本、法国和韩国，说明作为中医药发源地的中国要让中医药专利走人世界，让中国的中医

药占领国际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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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利体系来讲，由于中国专利制度来源于欧洲专利体

系，因此欧洲专利公约与中国专利法有许多相似之处，不仅

是专利制度，如先申请原则、早期公开延迟审查制，甚至专利

申请文件、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撰写方法均相同。在申请欧

洲专利时要注意：新颖性判断标准中的公开使用包括国内外

公开使用，不同于我国的公开使用仅限于国内即可；实质审

查提出期限为申请时或自欧洲专利局的检索报告公布日起

6个月内提出，而我国为自申请日起3年内提出。

欧洲网上专利数据库(esp@cenet；http：／／ep．es—

pacenet．com)是由欧洲专利组织(european—patent—office，

EPO)及其成员国的专利局提供的。提供该数据库服务的

EPO成员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丹麦、芬兰、法

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摩纳

哥、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等[1]。本文根据欧洲网

上专利数据库，检索了1982年一2004年5月26日欧洲专利

组织及其成员国的专利局已授权的中医药专利，分析其授权

专利的内容和授权的情况，以期为我国中医药同行研究和掌

握欧洲中医药专利的信息和动态提供参考。

1 欧洲中医药专利文献检索方法

在esp@cenet的引导页上，点击Advanced Research，选

择Worldwide数据库，分别以“Chinese medicine”、“tradi—

tional medicine”、“herb medicine”、“medicinal plants”、“herb

extract”、“acupuncture”为关键词在“title or abstract”中搜

索，酌加“ep”为专利号，查找已授权的欧洲中医药专利文献。

2检索结果和分析

采用以上方法共检索到专利文献95件(表1)，其中有4

件是重复出现的(以“herb medicine”为关键词查出的专利文

献有4件与以“herb extract”为关键词查出的专利文献重

复)，有4件并未用到中药或中药有效成分，也未用到中医理

论或解决中医中药问题，因此在检索结果的分析中以上4件

专利文献被排除在外，对其余87件已授权的欧洲中医药专

利文献进行分析。这87件专利文献，全部为“patent of

invention”，相当于我国的发明专利。

2．1专利类型：根据权利要求的内容将1982年以来87件

表1欧洲中医药专利文献的检索方法及检索结果

Table 1 Searching method and results of patents

of TCM in Europe

已公布的欧洲中医药专利文献划分为4大类：产品类、方法

类、药物用途类、治疗方法类。对于有多项权利要求的专利，

按以下原则划分：既有产品权利要求又有用途权利要求的专

利，统一计为产品类，不再重复计为用途类；既有产品权利要

求又有制备方法要求的专利，若其方法为中药常规制备、加

工方法，统一计为产品类，不再重复计为方法类；若为特殊制

备方法，则分别计为产品类和方法类专利。

2．1．1 产品类(73件)：其中中药复方专利1件，内容为中

药复方促进或延缓头发生长；中药有效成分或有效部位专利

3件，内容分别为黄芪提取物、贯叶连翘干提物和p葡萄糖

苷酶抑制剂；中药(包括原材料及有效成分)与西药共同组成

的医学配方专利2件，内容分别为松油醇联合药用植物的治

疗作用和免疫增强剂；按特定步骤制备的中药提取物专利2

件，内容分别为防治关节炎的中药提取物和治疗心脏疾病及

脑血管疾病含丹参、三七、冰片提取物的合成物；中药加入到

化妆品、饮料、牙膏、饲料或食品等其他产品中的专利17件，

占产品类专利的23．3％；医疗仪器专利41件，内容都与针

灸类有关，占产品类专利的56．2％；日常保健用品专利7

件，占产品类专利的9．6％，内容与枕头、耳饰和衣物有关。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针灸类医疗仪器及中药加入到其他产品

的专利占了该类专利的大部分(约80％)。

2．1．2方法类(16件)：其中与中药有效成分或有效部位的

提取方法有关的专利6件；与中药有效成分的化学制备方法

有关的专利3件；与药剂或卫生用品制备方法有关的专利1

件，内容为中药提取物硬胶囊的制备工艺；与其他方法有关

的专利6件，内容分别为针灸针的制造方法、液氮保存新鲜

植物及其果汁、成衣制作工艺、生物产品的自然烘干工艺及

其制备、药用植物的稳定方法及药用植物的使用方法。

2．1．3 药物用途类(1件)：内容为药用植物抗病毒合成物

治疗HIV／AID。

2．1．4治疗方法类(1件)：内容为激光针剌穴位治疗脱发。

2．2按第一发明人国籍统计：87件已公布的欧洲中医药专

利文献的第一发明人国籍分属于23个国家，申请数排在前

4位是德国、日本、法国和韩国，分别为24(27．6％)、12

(13．8％)、10(11．5％)和8(9．2％)，4个国家申请数占申请

总数的62．1％。在这4个国家中，德国又遥遥领先，占据了

这4个国家申请总数的近一半。之后为奥地利、中国和美国，

均为4件；瑞士3件；比利时、西班牙和俄罗斯2件；澳大利

亚、加拿大、丹麦、厄瓜多尔、英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

兰、葡萄牙、塞内加尔、前苏联12个国家均为1件。

2．3按专利申请年度统计：1982年一2004年5月26日各

年度公布的欧洲中医药专利数见表2。可见欧洲中医药专利

数在1992年一1994年间呈现一个小高峰，之后有所下降；

至2002年又开始出现一个新的高峰。这可能与20世纪90

年代初在欧美国家曾出现的中医热及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

医学的兴起有关。另外，同一发明人就同一主题多次申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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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82--2004年各年度已授权的欧洲中医药专利数

Table 2 Authorized patents of TCM in Europe

in 1982—2004

年度 专利数 年度 专利数 年度 专利数

1982 1 1990 1 1998 3

1983 3 ～1991 Z 1999 5

1984 2 1992 5 2000 1

1985 4 1993 5 2001 1

1986 1 1994 9 2002 6

1987 3 1995 3 2003 13

1988 1 1996 4 2004 6

1989 2 1997 6

2004年尚未授权公布的专利未计人

Non—authorized patents were not counted in 2004

专利有8件。

2．4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的申请(PCT申请)：共18件，

占授权的欧洲中医药专利总数的20．7％(18／87)。

3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知，欧洲中医药专利文献的第一发明人国

籍分布较广，分属于23个国家，申请数排在前4位是德国、

日本、法国和韩国，分别为24、12、10和8件；4个国家申请

数占申请总数的62．1％，在这4个国家中，德国又遥遥领

先，占据了这4个国家申请总数的近一半。内容涉及医疗仪

器和中药产品和制备方法，说明中医药在德国的接受程度比

欧洲其他国家要高。医疗仪器专利和日常保健用品专利在产

品类专利中占较大比重(65．8％)，高于中药产品类专利

(34．2％)，这与美国中医药专利的产品类专利分布特点有所

不同[“。1982年一2004年5月26日各年度的专利申请公布

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在1992年一1994年呈现一个小高

峰，之后有所下降；至2002年又开始出现一个新的高峰。

87件已授权的欧洲中医药专利文献中，医疗仪器(多为

针灸治疗仪)和日常保健用品专利数高达48件，说明欧洲国

家较易接受针灸，他们在改进针刺疗法、提高针灸治疗的安

全性和针刺操作的准确性方面做了较多的研究，这说明针灸

疗法已走向世界。第一发明人为中国籍的中医药专利为4件

(4．6％)，少于日本、法国和韩国，说明作为中医药发源地的

中国，在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让

中医药专利走入世界，让中国的中医药占领国际市场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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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重楼引种驯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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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重楼即云南重楼，隶属于延龄科重楼属(Paris L．)植

物，全世界该属植物有24个种，分布于欧亚大陆的热带至温

带地区。我国为该属植物的分布中心之一，有19个种，大部

分省区均有分布，以西南各省区为多。滇重楼因云南分布最

广，药用价值最高，被1995年版和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收载，学名为P．polyphylla Smith var．yunnanensis

(Franch．)Hand．一Mazz．本文就滇重楼的植物学及生物学特

征和笔者研究滇重楼引种驯化的体会进行综述。

1滇重楼植物学及生物学特征

1．1植物学特征：滇重楼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最高可达2

m，地下有肥大的横生根状茎，茎多呈紫黑色，基部有1～3

片膜质叶鞘抱茎。叶通常7～10枚轮生，长7～11 em，宽

2．5～5 cm，为倒卵状披针形或倒披针形，先端渐尖或急尖，

基部楔形至圆形，长4～9．5 cm，宽1．7～4．5 cm，常具1对

明显的基出脉，叶柄长1．8～6 cm。花梗从茎顶抽出，顶端着

生一花，两性，花被两轮，外轮被片4～6，绿色，卵形或卵状

披针形，内轮花被片与外轮同数，条形，长为外轮花被的1／3

或近等长，黄绿色，常在中部以上变宽，雄蕊2～3轮，8～10

枚，花药长1～2 mm。花丝很短，仅为花药的1／3～1／4，药隔

突出于花药之上，子房近球形，具棱，花柱短。蒴果球形，花期

4～6月，果期9～11月，果实膨大期20 d，果实成熟期40 d，

花期不明显。6月底7月初在茎基前端形成白色越冬芽。

1．2生物学特征：滇重楼生长在海拔1 400～3 100 m的常

绿阔叶林、云南松、竹林、灌丛、草坡背阴处或阴湿山谷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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