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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事管理· 

国际植物药高价值专利分析及应对策略1 

甄思圆，刘  扬，童元元，高  曼，李海燕*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  要：目的  了解全球植物药高价值专利布局现状和趋势，总结专利组合的类型，并分析典型案例，为植物药领域高价值

专利的培育策略提供数据支撑。方法  以 Patsnap 专利数据库为数据源进行检索，筛选国际植物药高价值专利，对专利的地

域分布、适应症分布、申请人类型以及高价值类型进行分析，挖掘高价值专利组合，并深入分析专利组合策略。结果  共检

索到 446 445 条专利，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纳入 24 852 条高价值专利，50%为转让专利，申请人类型以企业为主，高

价值专利分布在 50 个国家、地区和组织，皮肤病、代谢疾病以及消化系统疾病是研究热点，大麻专利数量最多，专利数量

排名前 10 的包含 5 种常见中药（人参、银杏、姜黄、丹参、甘草）。初步整理出 400 余个专利组合，总结出核心技术保护、

占据先发优势、对抗行业竞争对手 3 种专利组合模式。结论  在植物药领域，应坚持以市场为驱动导向，加强国际交流与合

作，培育高价值专利，并以单个专利为基础，综合考虑市场现状、竞争对手运行策略以及产品需求等因素，选择恰当的专利

组合策略，构建植物药高价值专利组合，完善专利保护体系，促进植物药领域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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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global botanical high-value patent layout, summarize the types 

of patent portfolios, and analyze typical cases, so as to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the cultivation strategy of high-value patents in the 

field of botanical medicine. Methods  Patsnap patent database was used as the data source to search high-value international patents 

of botanical medicines,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indication distribution, applicant type and high-value type of patents were 

analyzed to mine high-value patent portfolios, and deeply analyze patent portfolio strategies. Results  A total of 446 445 patents were 

retrieved.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24 852 high-value patents were finally included, 50% of which were 

transfer patents, the type of applicant was mainly enterprise, high value patents were distributed in 50 countries, regions and 

organizations. Skin diseases, metabolic diseases and digestive system diseases were research hotspots, cannabis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patents, and the top 10 patents include five comm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Renshen (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Yinxing 

(Ginkgo biloba), Jianghuang (Curcumae Longae Rhizoma), Danshen (Salviae Miltio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Gancao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More than 400 patent portfolios were preliminarily sorted out, and three patent portfolio modes of protecting core 

technologies, occupying first-mover advantages, and confronting industry competitors were summarized. Conclusion  In the field of 

botanical medicine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market-driven orientation,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cultivate 

high-value patents. On the basis of a single patent,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market status, competitor operation strategies and 

product demand, we should select an appropriate patent portfolio strategy, build a high-value patent portfolio for botanicals, improve 

the patent protec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of botan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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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回归自然、保护环境已成为

处理人类和环境关系的潮流思想，针对植物药的研

究和开发顺势大力发展[1]，药企利用现代制药技术

发现植物药中的有效物质成分并申请专利保护。植

物药专利文献为该领域提供了最新的研究方向及成

果，本研究对大量杂乱的、孤立的专利信息进行分

析，挖掘专利信息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探寻深藏在

大量信息中的客观事实，为植物药领域的发展提供

有价值的情报信息。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Patsnap 数据库，检索时限为建库

至 2022 年 4 月。Patsnap 包含来自 120 个国家和地

区的超过 1.58 亿项专利；数据来源于各国官方数

据库，包含书目信息、PDF 文本、深度处理数据和

包括法律状态在内的专利信息原始数据。 

1.2  检索策略 

植物药数量庞大，无法根据药物名称制定检索

式，采用国际专利分类号（IPC）的方式检索更加精

准全面。1971 年，斯特拉斯堡协定建立 IPC，根据

专利的不同技术领域分类，包含部、大类、小类、

大组、小组 5 个级别。植物药相关专利集中在 A 部

（人类必需品）中，具体到大类应该是 A61（医学或

兽医学，卫生）。为精准检索，本研究将 IPC 分类号

限定为小组，涉及的 IPC 号码有 A61K125/00：含有

或取自根、鳞茎、块茎、球茎或根茎；A61K127/00：

含有或从叶子中获得；A61K129/00：含有或从树皮

中获得；A61K131/00：含有种子、坚果、水果、谷

物或从种子、坚果、水果、谷物中获得；A61K133/00：

含有或从花或花中获得；A61K135/00：含有或得自

茎、茎、枝、嫩枝或嫩枝；A61K36/00：含有来自藻

类、地衣、真菌或植物或其衍生物的物质的未确定

体质的药物制剂，如传统草药（结构未定的传统草

药制剂属于此类）。 

最终检索策略：IPC-LOW＝（A61K36/00）OR 

IPC-LOW ＝ （ A61K125/00 ） OR IPC-LOW ＝

（A61K127/00）OR IPC-LOW＝（A61K129/00）OR 

IPC-LOW ＝ （ A61K131/00 ） 或 IPC-LOW ＝

（A61K133/00）或 IPC-LOW＝（A61K135/00）。 

1.3  纳入和排除标准 

专利数量的多少，并不能作为一个国家、一个企

业或一所高校创新水平的评价指标，真正有用的专

利应该是高价值专利。从经济学角度讲，发生过转

让、质押、许可等经济转化的专利可以被认定为高质

量专利[2]；从市场角度讲，拥有海外同族专利属于高

价值专利[3]；从法律维度讲，维持时间超过 10 年，

可以被认定为高价值专利[4]。2021 年 4 月，在国家

知识产权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

战略规划司司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发明专利、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

利、维持年限超过 10 年的发明专利、实现较高质押

融资金额的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

专利奖的发明专利可以被认为是高价值专利[5]。结合

文献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对高价值专利的解释，本研

究制定了高价值专利的纳入和排除标准。 

1.3.1  纳入标准  有效专利；植物药转化专利（转

让、质押、许可）；维持时间超过 10 年且有效的植

物药专利；拥有海外同族专利的基本专利。 

1.3.2  排除标准  与植物药无关的专利；重复的

专利。 

2  结果 

共检索出 446 445 条专利，根据纳入和排除标

准，最终纳入 24 852 条专利。专利检索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2.1  专利的高价值类型分析 

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本研究统计了植物药高

价值专利的类型，如图 2 所示。 

 

 

图 1  专利筛选流程 

Fig. 1  Screening process of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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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植物药高价值专利类型分析 

Fig. 2  Analysis of high-value patent types of botanical 

medicines 

单纯转化的专利 12 401 条，占比最大，约 50%，

其次为拥有海外同族的专利，共计 4232 条，有 4094

条专利同时符合 2 项高价值专利标准，106 条专利

同时符合 3 项高价值专利标准。发生过经济转化的

专利为单纯转化（50%）、10 年＋转化（11%）、同

族＋转化（4%）、10 年＋同族＋转化（1%）4 项之

和，占比为 66%。 

2.2  申请人类型分析 

植物药高价值专利申请人类型如图 3 所示。植

物药高价值专利的申请人类型包含企业、科研院所、

医疗机构、高等学校、个人以及联合申请。其中，

企业申请占比最大，个人申请数量次之。联合申请

专利共 665 条，其中，校企合作专利数量最多。 

 

图 3  植物药高价值专利申请人类型分析 

Fig. 3  Analysis on applicant types of high-value patents of botanical medicines 

2.3  专利地域分析 

共计 50 个国家、地区和组织拥有高价值植物

药专利，具体的专利分布情况如图 4 所示。中国、

美国和日本 3 个国家的植物药高价值专利的数量

占据了全世界的约 76%。其中，中国植物药高价

值专利数量最多，占比约 52%，美国第 2，共计

3806 篇，占比约 15%，日本第 3，2149 条，占比

约 9%。 

 

图 4  植物高价值专利地域分布 

Fig. 4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high-value patents of botanical medi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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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主要适应证分布 

IPC 分类号 A61 中，按照疾病种类的不同进行

分类。不同国家/地区人种不同、地域不同，因此疾

病负担也不同，植物药的开发重点也有所区别。在

50 个拥有植物药高价值专利的国家和地区中，仅瑞

士、智利、摩洛哥、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

会专利局、越南、挪威的专利不涉及疾病治疗。为

展示不同国家及地区植物药转化专利对应的疾病研

究重点，本研究按照分类号进行统计，列出了前 20

名国家和地区的前 3 种适应证（图 5），并统计了疾

病的出现频次（表 1）。 

在前 20 名国家或地区中，疾病研究重点不完全

相同，皮肤病相关植物药专利数量在日本、法国、

墨西哥等 13 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首位。结合表 1 结

果，皮肤病、代谢性疾病以及消化系统疾病发病率

逐年增高，在人类疾病谱中占据前位，成为研究热

点。在皮肤系统疾病中，排名前 3 位的专利是衰老、

痤疮以及脱发；糖尿病、肥胖以及高脂血症在代谢

疾病中排名前 3 位；在消化系统中，肝炎、便秘以

及腹泻排名前 3 位。 

 

图 5  不同国家、地区和机构植物药高价值专利疾病分布 (top 20) 

Fig. 5  Diseases distribution of high-value patents of botanical medicin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regions and institutions (top 20) 

2.5  植物药高价值专利热点分析 

在 24 852 条植物药专利中，涉及约千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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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植物药高价值专利前 3 名疾病重合次数及常见疾病

统计 

Table 1  Coincidence times and common diseases of top 

three of high-value patents of botanical medicines 

IPC 疾病领域 
重复 

次数 
常见疾病 

A61P17 皮肤 18 衰老、痤疮、脱发 

A61P3 代谢 13 糖尿病、肥胖、高脂血症 

A61P1 消化  8 肝炎、便秘、腹泻 

A61P25 神经  6 失眠、阿尔茨海默病、抑郁症 

A61P31 感染  5 流感、炎症、感染 

A61P35 癌症  3 肺癌、肝癌、乳腺癌 

A61P9 心血管  2 高血压、心绞痛、中风 

A61P33 寄生虫  2 疟疾、血吸虫病、螨病 

A61P43 其他  1 疲劳 

A61P11 呼吸系统  1 哮喘、鼻炎、咽炎 

A61P15 生殖器  1 阴道炎、盆腔炎、乳腺增生 

但是医用价值非常高[6-7]，四氢大麻酚、大麻二酚等

大麻素可以用于治疗癫痫、神经退行性疾病，因此，

大麻的专利数量最多，排名首位。分析对应疾病可

以发现，与植物药高价值专利的研究热点类似，皮

肤系统疾病以及代谢系统疾病较多。 

2.6  专利组合分析 

专利组合概念最早由 Brockhoff[8]提出，其认为

专利组合是由多个存在相互联系又具有显著差异

专利构成的一个特定专利集合。从专利价值角度分

析，按照一定规则联结的专利组合，可以发挥单个

专利不能或很难达成的效应，更有利于策略性价值

的实现[9]。 

按照申请人和申请主题初步整理，共得到 400

余个专利组合，初步判断为 3 种专利组合类型。（1）

核心技术保护，围绕核心技术构建严密的专利网，

提高竞争者的规避设计难度与研发成本[10]；（2）占

据先发优势，针对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行前瞻性专 

表 2  植物药高价值专利热点分析 

Table 2  Hot spot analysis of high-value patents of botanical medicines 

药物品种 数量排名 科 属 主要活性成分 疾病 

大麻  1 桑科 大麻属 四氢大麻酚（tetrahydrocannabinol）、大麻二

酚（cannabidiol）等大麻素 

癫痫、神经退行性疾病、癌症（前列腺癌等） 

人参  2 五加科 人参属 人参皂苷 Rg3、Rb2等 糖尿病、痴呆症、癌症（皮肤癌等）、脱发 

茶  3 山茶科 山茶属 儿茶素、茶多酚等 皮肤病（疣、疱疹等）、肥胖、老年体臭、代谢综合征 

银杏  4 银杏科 银杏属 银杏黄铜、银杏内酯 心脑血管疾病、脱发 

大豆  5 豆科 大豆属 大豆异黄酮等 炎症、肥胖、高脂血症、皮肤病（皮肤损伤等） 

葡萄  6 葡萄科 葡萄属 花青素 衰老、代谢综合征、高血压 

姜黄  7 姜科 姜黄属 姜黄素 胶质母细胞瘤、酒精性疲劳、免疫力低下 

芦荟  8 百合科 芦荟属 芦荟多糖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免疫相关肿瘤（淋巴癌等） 

丹参  9 唇形科 鼠尾草属 丹参酮、丹参酚酸 衰老、代谢综合征、心脑血管疾病（动脉粥样硬化）、

雌激素缺乏症 

甘草 10 豆科 甘草属 甘草黄酮、甘草查耳酮等 共济失调、肝病（肝炎、肝损伤）、皮肤炎症、糖尿病 

利布局[11]；（3）对抗行业竞争对手，围绕竞争焦点

有效布局专利，形成对竞争者具有对抗作用或者牵

制作用的专利筹码[12]。 

2.6.1  核心技术保护  GW Pharmaceuticals（GW 公

司）多年来致力于大麻素[13]的临床研究，并逐步用

于治疗肥胖[14]、疼痛[15]、癫痫[16]、阿尔茨海默病[17]、

暴食症[18]等疾病。2010 年，GW 公司推出 Sativex，

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症，是第一个从大麻植物中提

取的处方药[19]；2018 年 6 月，美国 FDA 批准 GW

公司的 Epidiolex 口服液用于治疗年龄在 2 岁及以

上的Lennox-Gastaut综合征和Dravet综合征[20]的患

者。随着研究的深入，科研人员发现，大麻作为可

能损伤神经系统的成瘾性毒品，或许可以用于治疗

药物、酒精或尼古丁滥用或依赖[21]等与 C-31 大麻

素受体的中性拮抗作用相关的疾病。 

GW 公司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以大麻素为核

心，进行全方位的专利布局与专利挖掘，不断拓宽

大麻素的应用广度与深度，提高了竞争对手的研发

成本。近年来 GW 公司关于大麻素的专利申请如

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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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GW 公司的大麻相关专利布局 

Table 3  Cannabis sativa related patent layout of GW Pharma 

申请时间 方法类 用途类 剂型类 

2002 年 特定浓度的大麻类物

质的提取方法 

 经舌下黏膜或颊黏

膜表面施用的基

于大麻的喷雾剂 

2005—2009年 通过杂交以及基因敲

除的方法育种不含

大麻素的大麻 

大麻素预防/治疗①神经变性，②情绪障碍以及神经性疼痛，

③多种癌症，④精神病 

 

2010—2014年  大麻素用于①控制血糖，②化学药物引起的恶心呕吐等不良

反应，③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④神经胶质瘤 

 

2015—2018年  大麻素用于治疗①结节性硬化症，②退行性骨骼肌疾病，③

减少惊厥频率，④心动过速综合征相关的癫痫，⑤癫痫患

者夜间打鼾，⑥Lennox-Gastaut 综合征等引起非典型性癫痫 

 

GW 公司重点从新用途及新方法 2 个角度对大

麻素进行专利布局，并结合市场及时调整研发策略。

在治疗用途方面，不断拓宽大麻素的治疗新用途，

探索大麻素在癌症、糖尿病以及新生儿缺氧缺血性

脑病等疾病的临床应用；然而在其他疾病的科研成

果并未给 GW 公司带来匹配效益，该公司及时改变

研发策略，深入研究大麻素对癫痫的治疗作用，发

现大麻素还可以用于非典型性癫痫、心动过速综合

征等疾病引起的癫痫和难治性癫痫等，并且可以缓

解癫痫引发的夜间打鼾等副作用。 

在方法改进方面，GW 公司钻研大麻素的提取

技术，有助于发现大麻素治疗疾病的最优浓度，从

而提高临床疗效；GW 公司运用基因切除技术培育

出不含大麻素的大麻植物，此专利的意义主要有两

方面：（1）在临床试验中可以作为安慰剂，从而证

明大麻素是主要的有效物质；（2）大麻作为毒品时，

四氢大麻酚等大麻素是主要的精神活性物质，为避

免不法分子以大麻为原材料制造毒品，加拿大等国

家采用一刀切的管理模式，不允许个人大量种植大

麻。而在临床使用过程中，除四氢大麻酚等大麻素

以外，大麻中提取的其他物质可与大麻素产生协同

作用，有助于增强大麻素的临床疗效。因此，培育

不含有大麻素的医用大麻，有助于推动全球化种植，

从而增加产量。 

GW 公司从方法、用途、剂型 3 个角度围绕重

点产品Sativex以及Epidiolex进行专利布局与挖掘，

并基于政策原因积极培育大麻新品种，提高了竞争

者的规避难度与研发成本，以严密的专利网对大麻

专利形成了全方位的保护。 

2.6.2  占据先发优势  德国威玛舒培博士大药厂

（Willmar Schwabe，SCHWABE）始创于 1866 年，

是全球首家也是规模最大的银杏制剂生产厂商，以

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为主要成分的明星产品金纳多

可用于治疗因脑部及周围血流循环障碍引发的疾

病，如脑卒中、耳鸣、视力模糊以及周围动脉血管

闭塞症，疗效确切、服用方便，深受病患欢迎，在

市场中占据优势份额。 

作为银杏的原研厂家，SCHWAB 公司注重运用

专利保护自身利益。SCHWAB 公司于 1968 年率先

申请银杏制剂的专利（DE1767098B），获取先发优

势，逐步扩大专利布局，构建严密的专利网，如表

4 所示。 

德国 1968 年开始保护药物及制备方法；1977

年起，保护物质的第一医药用途；1982 年，德国开

始肯定药物的第 2 适应证的临床应用[22]。由表 4 可

知，SCHWAB 公司紧盯国家专利政策变化，第一时

间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知识产权，成为全世界首

个银杏叶提取物的专利申请者。分析 SCHWAB 公

司的专利策略可以总结为“快-准-全”。首先，以银

杏中提取血管活性药物为切入点，申请全世界首个

银杏叶提取物专利，细化实验研究以明确银杏叶提

取物的有效成分，利用有效成分的理化参数及杂质

限量来限定提取物，完成从低端到中高端产品的更

新换代。其次，SCHWAB 公司注重开发不同的剂型

产品，从最初的注射剂到片剂、泡腾片剂及控释片

剂，满足了不同阶段客户的需求。最后，扩大银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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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SCHWAB 公司银杏专利布局 

Table 4  Ginkgo biloba related patent layout of SCHWAB Pharma 

申请时间 方法类 用途类 产品类 

1968—1971 年 从银杏叶中获取血管活性药物的方法  来自银杏叶的血管活性物质注射剂 

1983 年   含白果内酯和黄酮的银杏提取物 

1989 年 减轻过敏反应的银杏提取物的制备

方法 

 ①一种副作用小的银杏叶提取物；②银杏提

取物的新型制备方法；③新型银杏提取物 

1990—1992 年  抗焦虑、抗抑郁 不引起血清沉淀的银杏注射剂 

1996 年   高溶解度泡腾剂 

1999—2001 年 制备水溶性干燥的银杏叶提取物的方法  热稳定性注射液 

2006—2008 年 ①除去烷基酚的方法；②采用树脂洗

脱降低 4'-O-甲基吡哆醇 

预防和治疗老年痴呆  

2011—2012 年  预防和治疗动脉硬化 控释片 

2015 年 符合《欧洲药典》要求银杏提取物的

提取方法 

  

2019—2021 年   不含乳糖的快速崩解片 

叶提取物的临床应用，从最初的活化血管逐步扩展

到焦虑症、抑郁症、老年痴呆及动脉硬化症等疾病。

SCHWAB 公司行动迅速，以雄厚的技术实力为背

景，加之策略清晰的专利布局，针对银杏叶提取物

实现由点到面的专利保护，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

成为银杏领域的巨头企业。 

2.6.3  对抗行业竞争对手  血塞通可用于治疗冠心

病、心绞痛等疾病，主要成分为从五加科植物三七

中提取的三七总皂苷，昆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昆明制药）是原研厂家，黑龙江珍宝岛制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宝岛）从仿制入手，通过合

理的专利布局，逐步超越昆明制药，占据了国内血

塞通的主要市场，双方的首次较量始于 2003 年。

2003 年 8 月，昆明制药致函珍宝岛药业[23]，称其生

产销售的注射用血塞通粉针剂侵犯了该公司的专利

权（ZL96101652.3、ZL96107464.7），要求珍宝岛药

业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权产品。 

珍 宝 岛 提 出 昆 明 制 药 持 有 的 专 利

ZL96101652.3，权利要求中三七皂苷质量分数为

50%～99%，专利 ZL96107464.7 权利要求中专用溶

剂由 5%丙二醇、25%正丙醇和 70%水组成，而珍宝

岛生产的血塞通，三七皂苷质量分数为 5%～15%，

专用溶剂由 30%乙醇和 70%水组成，并未落入昆明

制药专利保护的范围，不构成侵权[24]。基于以上理

解，2003 年 8 月，珍宝岛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

院依法确认该公司并未侵权，法院审理后认定珍宝

岛不构成侵权。 

在侵权纠纷发生过后，珍宝岛开始重点培育血

塞通的专利布局，从 2005 年开始双方布局速度基

本持平，专利统计见表 5、6。 

从整体来看，昆明制药与珍宝岛的专利布局均

具有时间延持续性及技术延续性，培育路线基本一

致，从制备方法的改进入手，通过深入研究限定有

效成分，并研发新剂型。双方的竞争可以分为 3 个

时间段，1996—2005 年，昆明制药作为原研厂家，

掌握了绝对主动权；2006—2013 年，双方竞争胶着，

作为仿制药，珍宝岛紧跟昆明制药研发方向，寻找

空白点，合理布局；从专利数量分析，珍宝岛已经

占据优势，2014 年至今，珍宝岛已经成功获得血塞

通质量控制系统相关的专利授权，巩固了血塞通专

利布局。 

综上所述，珍宝岛主要通过 2 个方面对抗竞争

对手，首先，寻找对方专利漏洞，合理运用，规避

风险；其次，分析竞争对手专利研究方向，积极寻

找空白点，逐步构建自己的专利布局。 

3  讨论 

单纯专利数量的增长，并不能作为国家或企业

创新水平的评价指标，高价值专利不仅是具有科技

发展前瞻性的专利，也应该是真正可以转化为生产

力的专利。本研究从经济、市场、法律 3 个维度，

以发生专利转化、拥有海外同族专利以及专利维持

时间超过 10 年为筛选依据，在 446 445 条植物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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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珍宝岛血塞通专利布局 

Table 5  Xuesaitong Injection related patent layout of ZBD Pharma 

序号 申请日 申请号 发明主题 序号 申请日 申请号 发明主题 

1 1999-05-05 99106223.x 注射液工艺改进  8 2009-04-02 200910131109.8 胶囊剂 

2 2005-08-15 200510090733.x 冻干粉制剂改进  9 2010-01-15 201010003434.9 总皂苷（成分限定） 

3 2006-04-05 200610011735.x 冻干粉制剂改进 10 2010-12-30 201010624615.3 总皂苷（成分限定） 

4 2006-04-07 200610011623.4 胶囊剂 11 2013-04-12 201310127305.4 质量检测（方法） 

5 2007-05-18 200710099394.0 冻干粉制剂改进 12 2014-08-27 201410427513.0 单体混合物 

6 2007-11-30 200710178553.6 冻干粉制剂改进 13 2016-05-03 201610284671.4 制剂控制（系统） 

7 2009-01-19 201110320891.5 冻干粉工艺改进 14 2016-05-03 201610284927.1 制剂控制（系统） 

表 6  昆明制药血塞通专利布局 

Table 6  Xuesaitong Injection related patent layout of Kunming Pharma 

序号 申请日 申请号 发明主题 序号 申请日 申请号 发明主题 

1 1996-02-17 96101652.3 核心专利  6 2008-05-09 200810096184.0 单体/混合物 

2 1996-05-24 96107464.7 成分扩展  7 2009-09-01 200910168179.0 三醇皂苷 

3 1998-03-17 98106597.x 新剂型  8 2009-09-24 200910175602.x 总皂苷（成分限定） 

4 2006-06-28 200610010988.5 冻干粉制剂（改进）  9 2012-12-21 201210561300.8 总皂苷（成分限定） 

5 2007-01-16 200710065619.0 冻干粉制剂（改进） 10 2013-04-03 201310114084.7 三七其他类成分 

利中纳入 24 852 条高价值专利，并按照单个专利及

专利组合分类分析。 

3.1  单个专利分析 

在植物药高价值专利群中，发生过转让、许可、

质押等经济转化的专利占比最大。从狭义角度讲，

高价值专利是指具备高经济价值的专利，而发生经

济转化是植物药领域专利价值的直接体现。 

在植物药领域，企业拥有的高价值专利比例最

高，超过其他类型申请人总和。专利技术存在与市

场导向脱钩以及激励管理政策不完善或许是高校与

科研单位高价值专利数量较少的原因。在后续工作

中，应健全专利转化政策体系，优化激励和保障机

制[25]，以国家战略及市场需求为研发起点，坚持市

场应用驱动导向，瞄准基础前沿问题和变革性关键

技术[26]，加强企业合作，探索建立集基础研究、开

发研究和产业化的模式。 

从专利地域分布角度分析，中国、美国及日本

拥有的植物品种仅占小部分，却拥有全球 76%的植

物药高价值专利，植物药物资源与研发能力严重不

对称。按现代医药评价体系研发出疗效确切的植物

药，需要多学科的交叉与紧密合作，投入高额的时

间和研发成本[27]，需要强大的科研团队支撑，这对

于非发达国家来说，实属不易。因此，在不破坏当

地生态平衡的前提下选择与发达国家合作，提前规

定专利归属，制定收益分配规则，加强植物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是发展中国家开发植物药物资源的较

好模式，可以实现不同地区的协调发展。 

从专利研究的疾病领域分析，虽然各国疾病研

究重点不完全相同，但是皮肤病、代谢性疾病、消

化系统是全世界研究的重点，综合病种分析，专利

研发重点与市场需求变化是统一的。现代社会节奏

加快，人们压力骤增，加速人体衰老，引发痤疮及

脱发；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糖尿

病、肥胖、脂肪肝以及高脂血症等“富贵病”紧随

而来，而长期脂肪肝可能会引起脂肪性肝炎[28]；腹

泻、便秘等消化系统疾病与现代高节奏的生活方式

改变密切相关，外卖业务急速发展，食品监管难度

大，卫生质量堪忧，不洁饮食或许是患腹泻病增加

的原因[29]；生活工作方式的改变，久坐办公常态化，

工作压力增大，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高发[30]，导

致功能性便秘患者增多[31]。在面对人类共同威胁

时，各国应加强交流与合作，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携手应对挑战，改善人类健康。 

从植物热点角度分析，大麻、人参、茶、银杏、

大豆、葡萄、姜黄、芦荟、丹参以及甘草专利排名

前 10 位，涉及的疾病与植物药专利整体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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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皮肤系统疾病以及代谢系统疾病较多。 

3.2  专利组合分析 

专利组合可以视为由多个专利组成的超级专

利，从时间角度讲，专利组合可以突破单个专利保

护时间的限制，延长实际保护期；从技术范围角度

分析，专利组合可充分发挥专利的关联性，扩大权

利要求保护范围[32]。 

本研究总结了 3 种专利组合策略，根据不同的

组合目的，分为核心技术保护、占据先发优势以及

对抗行业竞争对手。保护核心技术，重点在于制定

符合技术进化规律的规避方案，提高竞争对手的规

避设计难度。常规做法是采用 3 层专利策略，核心

技术为内层，围绕关键技术不断研发出中间层的篱

笆专利，最后一层为围绕篱笆专利的外围专利[33]，

有效提高竞争对手的侵权难度，维持专利稳定性。

占据先发优势，重点在于前瞻性的专利布局，专利

的全面检索为基础，充分了解本行业的专利申请现

状，分析专利技术生命周期以及技术功效矩阵，预

测行业发展方向，挖掘专利空白点，从卡位式[34]专

利布局延伸至地毯式[35]专利布局。对抗行业竞争对

手，重点在于对竞争对手的深度分析，包括专利诉

讼、技术实力、专利布局以及运用策略等，并寻找

竞争对手的专利漏洞，以此为突破点，进行差异化

专利布局[36]，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在植物药领域，各企业、高校及科

研院所应坚持以市场为驱动导向，加强交流与合作，

培育高价值专利，并以此为基础，综合考虑市场现

状、竞争对手运行策略以及产品需求等因素，选择

不同的专利组合策略，构建植物药高价值专利组合，

完善专利保护体系，促进植物药领域的繁荣发展，

造福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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