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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专利地图的人参产业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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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药科大学，辽宁 沈阳  110016 

摘  要：基于 1985—2021 年人参产业专利数据，利用专利地图作为工具，对人参发展态势进行多维度分析。首先从专利管

理地图对专利数据进行分析归纳；再通过专利技术地图对人参专利进行技术分析总结，通过国际专利分类（IPC）技术功效

矩阵分析可以了解技术热点和潜在技术热点，对侧重点进行划分。旨在为人参产业开发利用、产业链专利布局及相关产业竞

争力的提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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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anax ginseng industry situation based on patent map 

FANG Ting-xiu, LIU Bai-jun, LIU Yue, LI Wen-gang, YUAN Hong-mei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tent data authorized by the Panax ginseng industry invention application from 1985 to 2021, using the patent 

map as a tool, a multi-angl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 ginseng was conducted. Firstly, the patent data was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from the patent management map. Then the technical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P. ginseng patents were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patent technology map, and the technical hotspots and potential technical hotspots could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 technology efficacy matrix analysis, and the focus was divid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P. ginseng industry, the layout of patents in the industry chai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elated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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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 Panax ginseng C. A. Meyer.为五加科多年生

植物，已有 1600 余年的栽培历史，规模化种植也有

400 余年，被誉为“百草之王”，是东北三宝之首。

人参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增智等

功效[1-2]。野生人参主产于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

由于人参滥采滥挖，野生人参越来越少。目前，人参

在我国以人工培养为主，东三省已大量栽培，近年

来，河北、山东、山西、四川等省份也都开始栽培。

随着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人参产业在国际的地位

也随之升高，对其学术研究也不断深入，如 Rajabian

等[3]对人参的成分人参皂苷和吉托宁在预防和治疗

神经系统和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作用进行研究；苏

杰琳等[4]对人参皂苷 CK 调节低氧诱导因子-1α 介导

的糖酵解抑制人肝癌细胞增殖作用机制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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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慧等[5]基于网络药理学探究人参-三七药对改善

无症状性心肌缺血作用机制。这些研究极大地推进

了对人参的开发利用，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对人

参某一方面的深度探究，对人参产业整体态势的研

究较为缺失，这不利于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专利地

图作为一种最常用的可视化分析方法，一方面对于

特定领域全部专利文献进行深度挖掘，高效收集并

处理专利信息，使信息更加直观化、全面化；另一方

面通过技术功效矩阵分析技术热点，从宏观视角为

发展潜在的技术机会指明方向。目前专利地图应用

在很多领域，如信息技术[6]、智能技术[7-8]和 3D 打印

技术[9]等领域，但对于人参领域专利地图研究很少。

因此，本文旨在绘制人参产业的专利地图，探索人参

技术热点，分析人参产业发展态势。 

mailto:29182300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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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本文以 Incopat 数据库为数据来源，数据检索时

间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输入检索式：TIAB=

（人参）AND IPC＝（A61K OR A61P），选择中国申

请和授权的专利，经过简单同族合并，数据清洗，

共计专利 14 154 件。由于专利申请公布周期为 18

个月[10]，Incopat 专利数据库收录有等待期，所以

2019 年以后的专利分析仅作为参考。 

研究采用了专利地图分析方法，专利能体现出

某领域研发进度，是一种重要的情报资源，能够帮

助企业规划未来研发方向。专利地图则是根据专利

相关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形成各种图表，直观的表

现出变化趋势，使用的功能特点类似于地图。专利

地图可分为专利管理地图、专利技术地图[11]，不同

的专利地图类型分析的重点也各不相同。本文主要

对中国人参技术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利用专利管理

地图和专利技术地图进行分析，应用了 Origin 2021、

IBM SPSS Statistics 26、Microsoft Excel 等相关软件，

通过分析专利申请量、专利权人、专利地区划分、

国际专利分类（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分析中国人参专利的发展现状，为中药行业

发展提供可靠的信息情报。 

2  专利管理地图 

专利管理地图主要应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领

域。通过对发明人、专利数量、专利权人、地区分

布等专利文献内容的分析总结，反映某一领域的整

体经营分部情况、研发实力和研究重点等信息。 

2.1  专利申请量趋势分析 

对申请趋势图分析能够了解该技术领域历年专

利申请、产出及发展状况，从而预测投入者研发投

入的趋势。专利申请量趋势图用折线图 1 表示，纵

坐标表示人参专利申请量，横坐标表示申请者授权

年份，从图 1 可知，中国第 1 项人参专利申请于 1985

年，该专利为 CN85105783A，复方氙水的一种抗癌

制造方法。1985—1992 年，人参专利申请量最高为

18 件，此期间处于萌芽阶段；1993—2010 年，人参

专利申请量开始缓慢增长，但是增长幅度不高，此

期间处于发展阶段；2010—2015 年，人参专利申请

量处于高峰，2015 年到达峰值，之后，申请量开始

出现下滑，此时人参专利达到一个成熟时期，需要

研究人员继续突破，探索人参的更多价值[12]。 

2.2  专利权人分析 

专利权人中申请人类型主要有大专院校、企业、

个人、机关团体、科研单位及其他。通过数据筛选

出大专院校申请 835 件、企业申请 4555 件、个人申

请 7857 件、机关团体申请 440 件、科研单位申请

374 件、其他申请 93 件，如图 2 所示，其中个人申

请量最高，占总量的 55.50%，其次是企业，占比

32.20%，申请人排前 5 名分别是吉林大学、长春中

医药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河南

中医药大学，虽然申请类型中个人占比最高，但申

请量前 5 名的全是大专院校，说明院校比较注重投

入研究。 

2.3  专利地区分布分析 

根据数据统计显示，专利申请中前 10 名分别

是广西、辽宁、四川、吉林、安徽、北京、河南、

广东、江苏和山东，通过各地区申请量做出柱状图，

如图 3 所示，在图中可以明显发现，山东地区申请 

 

图 1  人参专利申请趋势 

 Fig. 1  Trend of P. ginseng patent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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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参专利地区分布 

Fig. 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P. ginseng patents 

 

图 3  人参专利申请量省份排名 

Fig. 3  Province ranking of P. ginseng patent applications 

量最多，达到了 3501 件，占全国专利数的 24.7%，

其次为江苏，但两者相差 1694 件，而吉林却占全国

申请专利数的 7.7%，据不完全统计，在 2018 年吉

林人参产量达到约 3.6 万 t，在中国人参产量居于首

位，与此相比，其技术创新显得不足。 

2.4  专利生命周期预测 

根据人参专利申请量年份分布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 Logistic 模型曲线，即生命周期预测趋势图，

如图 4 所示，直线表示专利一直处于累计增长阶段， 

 

 

图 4  人参专利技术生命周期 

Fig. 4  Life cycle of P. ginseng patented technology 

Logistic 曲线是一条急速上升的曲线，说明在持续增

长，后来开始缓慢下降，但并不说明中国人参技术

落后，而恰恰说明专利空白领域急剧缩减，达到饱

和状态，人参技术走向成熟时期。 

3  专利技术地图 

专利技术地图主要用于技术领域研发，通过对

IPC 等技术归纳研究，对现有技术总结，对未来技

术发展趋势进行评估，找出技术热点和潜在的热点，

为技术创新提供进一步的研发思路。 

本研究采用了时间、功效、技术 3 个特征维度，

构建三维技术功效矩阵进行可视化分析[13]，其目的

是找出人参的技术热点、潜在研发机会和技术空白。

能将时间、技术、功效结合在一起，相比于二维的

技术功效矩阵更能清晰的反映出技术发展的动态变

化，还能直观地从多维度展现技术发展趋势及变化

形态。 

利用 Origin 软件构建功效技术矩阵，如图 5 所

示，在本模型中，依然利用功效矩阵表达方式，以

专利数量为对象，再根据专利分布得出 33 个时间

节点，根据专利说明书总结出 19 类重要的治疗领

域的特征，在专利技术分类中，IPC 是文献中最常

使用的分类标准，国际专利分类系统按照技术主题

设立类目[14]，所以把 IPC 作为技术特征，根据专利

数据著录项 IPC 查找出 21 个主要技术特征。图中

治疗领域作为功效特征，球的大小表征专利数量，

球体越大，表明在某个时间段的某类功效的申请专

利数量越多，说明技术越热门。该图的球体主要集

中在 A61K36（含有来自藻类、苔藓、真菌或植物或

其派生物，如传统草药的未确定结构的药物制剂）

上，这说明在近年来各个功效领域上重要的研究热

点都在 A61K36 上，A61K36 的技术成熟度相当高。 

为了能更清晰的研究人参在治疗功效领域与技术上

的发展，一方面对 A61K36 进行技术上的分解，对

数据进行整理，在专利著录项中的 IPC 主分类里，

筛选专利数量排前 25 的 IPC 进行分析，治疗领域

的功效特征不变情况下，对 A61K36 进行三维技术

功效矩阵和平面图分析；另一方面也对除 A61K36

以外的其余技术进行分析，达到对人参医药领域准

确预测未来机会的目的。 

3.1  A61K36 技术分解分析 

将 A61K36 大组分解成小组，小组技术是根据

前 25 位 IPC 数量选取，构建三维矩阵图，时间轴

设计为 16 个时间节点，图 6 体现时间、功效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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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人参整体三维技术功效分析 

Fig. 5  Analysis of overall 3D technical efficacy of P. ginseng 

 

 

 

图 6  A61K36 三维技术功效分析 

Fig. 6  A61K36 3D technology efficac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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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IPC 3 个维度，同样，以球体大小代表技术、

功效的专利数量，利用数据分析配合软件绘制三维

矩阵功效图。 

首先，在三维空间进行分析，从图 6 可以看出，

消化、呼吸、循环、神经系统疾病所占的专利份额

要远大于其他疾病领域，研究方向占有绝对的优势，

用黄线圈出来的球体，A61K36/8968（沿阶草属）在

2010 年左右的消化系统疾病方面，申请的专利最

多，此后，专利数量明显下降，说明可能有其他草

本植物代替了它的治疗地位。图中 2 个标记黑色圈

出来的，球体密集而且很大，说明 A61K36/9068（姜

属，如花姜）在治疗消化疾病和神经疾病方面表现

明显，能够达到很好的疗效。近年来对 A61K36/9068

研究热度未减（在 2020—2021 年数量少的原因是专

利存在 18 个月的滞后期）。图 6 中标记的黄色箭头

［ A61K36/8988 （ 天麻属 ） - 神经精神疾病、

A61K36/9068-皮肤病］能够发现，专利数量逐渐上

升，虽不是很突出，但可以作为潜在技术研发机会，

可适当进行投资及研发。黑色线段［A61K36/888（天

南星科，如贝母、马蹄莲或臭菘）-神经精神疾病］

处于稳定平稳研发阶段，没有突出，但有基础技术，

未来可能会成为热点。除此之外的就是技术的空白

点，实验室可以进行深度挖掘，或许能够开辟新的

用途。 

然后，构建二维平面图，将分析维度相互结合，

其中包括时间-领域、时间-IPC、领域-IPC 二维平面

图。而领域-IPC 二维平面图相当于技术功效矩阵，

可以当作技术功效矩阵分析；时间和领域构成的时

间-领域二维平面图，则可以进行治疗领域技术需求

的变化趋势分析，进而能推测出未来的技术功效方

向；时间和 IPC 构成了时间-IPC 二维平面图，能够

预测未来技术发展方向。根据上述绘制平面图，结

果见图 7。 

从图 7 领域-IPC 平面图分析可知，A61K36/ 

9068、A61K36/9066（姜黄属，如姜黄、东印度竹芋

或芒果姜）、A61K36/8968 这 3 类 IPC 是治疗领域

的主要技术发展方向，这 3 类专利数量远超于其他

研究方向，因此，如何将 A61K36/9068 与人参相配

伍是治疗领域的技术发展热点。此外，A61K36/815

（枸杞属）来治疗皮肤病也是本领域的热点。如何利

用 A61K36/9068 和 A61K36/9066 来分别治疗皮肤

病、肿瘤病可能是潜在的技术热点，值得深度研究。 

在时间-IPC 二维平面图，能够清晰观察出专利

IPC 专利路线分布，A61K36/9068 研发方向始终是

本领域的研发重点、热点。A61K36/9064（豆蔻属，

如小豆蔻）和 A61K36/8988 在近几年存在缓慢增长

趋势，被认为是潜在技术机会，这能够帮助研发人

员更科学的制定研究发展方向。 

从时间-领域二维平面图，可见目前社会对于消

化疾病治疗需求很大，该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

社会对于技术的首要需求。对于神经精神疾病和皮

肤病来说，逐年持缓慢增长，社会对该疾病需求开

始变强，针对该疾病治疗技术应该加以重视，未来

可能是技术研发热点。 

 

                             

 

 

 

图 7  领域-技术 (A)、时间-技术 (B)、时间-领域 (C) 二维平面图 

Fig. 7  Domain-technology (A), time-technology (B), time-domain (C) 2D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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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除 A61K36 以外技术分析 

将除了 A61K36 以外的 IPC 大组技术数据构建

三维矩阵图，和上述 A61K36 相同，把时间、领域、

IPC 作为 3 个维度，其节点分别为 33、19、20，见

图 8。 

从图 8 可知，技术主要定位在 A61K35（含有

其有不明结构的原材料或其反应产物的医用配制

品），该图有个很明显特点，在 A61K35 技术研发

中，几乎都是截至在2005年，然而在图6中，A61K36

在 2006 年开始进行研究，这说明 2005—2006 年间

发生了大变革，在大部分领域中，国际专利分类体

系将 A61K35 转入 A61K36[15]。A62K8（化妆品或

类似的梳妆用配制品）在 2016—2017 年专利数量大

幅度增长，然后连续几年下降，但也说明该技术对

于治疗皮肤病也有所研究。在儿科、眼科、耳鼻喉

科、结缔组织疾病中，专利数量很少，说明研究人

员投入很少，可以作为空白点，目前不建议大量投

入研发，可以在基础技术有所突破的情况下，去投

入研发。根据图 8 研究，对其进行构建二维分析平

面图，见图 9。 

 

 
 

图 8  除 A61K36 外的三维技术功效分析 

Fig. 8  Efficacy analysis of 3D technology except A61K36 

                      

 
 
 
 

图 9  除 A61K36 外领域-技术 (A)、时间-领域 (B)、时间-技术 (C) 二维平面图 

Fig. 9  Domain-technology (A), time-domain (B), time-technology (C) 2D plan except A61K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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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9 领域-IPC 二维平面图中分析，A61K35

技术在治疗领域中备受关注，属于技术热点，

A61K31（含有机有效成分的医药配制品）在循环、

淋巴、肿瘤等疾病有些研究；技术 A61K8 则在治疗

神经、皮肤病上有潜在技术机会。 

时间-领域二维平面图显示，2005 年之前，除了

口腔、眼、耳鼻喉、儿科、淋巴没有技术突破的需

求之外，社会对于循环、神经疾病的需求量快速增

长，而对肿瘤、泌尿疾病需求处于缓慢增长。 

时间-IPC 二维平面图说明，在 A61K31（含有

机有效成分的医药配制品）和 A61K8 近年来有一个

较稳定的专利数目，可视作技术空白点，有可能会

在这方面得到突破，研发者可以加以关注。 

综上所述，A61K36/9068 和 A61K35 技术是治

疗领域中主要的热点、重点；A61K36/8988和A61K8

在治疗神经精神疾病、A61K36/9066 和 A61K8 在治

疗皮肤病都具有潜在技术机会；A61K31 在循环系

统疾病、淋巴系统疾病上有基础技术，属于技术空

白点，有待于开发研究。 

4  结语与启示 

本文在 Incopat 数据库检索人参领域中国发明

授权专利为数据源，分析人参产业发展态势。基于

专利地图分析专利数据相关信息，目前，专利地图

分析法被科研人员使用，本方法帮助研究者探究国

内外研究和发展趋势，使复杂信息更易理解。通过

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通过对人参专利申请趋势、

专利权人分析、地域分析及生命周期分析，揭示人

参在中国发展态势，整体看来，中国人参申请量在

世界上没有被超越，但最近 2 年出现明显下滑，能

够说明人参申请专利技术领域存在的空白领域缩

减；通过寻找出研发突破点，让人参在国内外医疗

方面具有更好的治疗效果和更高的影响力；从地域

上看，人参产区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以吉林省为

主，产量约占全国的 85%，是全国人参产量最多的

地区。 

（2）人参专利主要集中在 A61K36 和 A61K35 

2 大组类，即主要在相关传统草药的药物制剂，主

要用在医疗方面。近年来，人参与 A61K36/9068 进

行配伍，在治疗消化疾病上表现突出，属于技术热

点，申请趋势分析表明，近年来用于治疗消化疾病

的药物处于稳定时期，同时社会人群消化病症的增

多 也 证 明 该 点 。 上 述 研 究 表 明 在 人 参 与

A61K36/8988 组成的药物在治疗神经精神疾病方面

具有潜在技术热点，如抑郁症，所以研究中药人员

可以适当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为我国中药行业做出

贡献。 

（3）通过对人参产业研发态势分析，结合分析

人参研究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发现，在对人参治疗

疾病发挥的效果的作用机制，还没有完全的认识和

了解。随着科学的加速进步和社会不断发展，对人

参要求同样提高很多。在人参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上，应该合理的结合，在科学基础上，最大的发挥

人参在治疗疾病方面的作用。同样，人参不但要在

治疗疾病方面有所突破，也要在保健品行业上加大

研发力度，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治疗疾病和

调理身体。我国人参产业发展，要将继承与创新并

重，要把人参与其他进行配伍，体现出人参独有的

方式，需要科学探究，人参研究任重而道远，期待

科学研究的不断进步，使得人参作用更加广泛，保

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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