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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球专利视角的中药贴剂相关研究的可视化分析2 

束雅春 1，赵毅萌 1，李  静 2，刘  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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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中药贴剂作为不可替代的医药用品，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对近年来中药贴剂的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

方法  在 Orbit 数据库中对中药贴剂开展技术主题检索，应用可视化分析方法，对中药贴剂技术发展现状进行详细分析，利

用专利文献公开的技术内容，从全球专利角度，着重对近 5 年中药贴剂产品相关专利申请的国家（地区）分布、时间以及主

要申请人分布进行分析，并且对技术进行分支、聚类分析。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中药贴剂技术主题仍处于全球研发的

活跃期，研发国家（地区）在全球分布广泛，主要优势国家仍为中国。结论  中药贴剂作为传统医药用品应用广泛，具有技

术研发优势，传统的创新主体和新兴创新主体相继突起，伴随药品监管日趋严格，可通过弥补技术空白、推动技术融合及技

术创新，促进中药贴剂技术朝向多元化、高质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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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s an irreplaceable medical produ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ches were in the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ches in recent years was analyzed visually. Methods  The technical topic 

retriev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ches was carried out in Orbit database,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ches technology was analyzed in detail by visual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the published technical content of patent 

litera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patents, the countries or regions distribution, time and main applicant distribution of patent 

applications related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ch products in recent five years were mainly analyzed, and branch and cluster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technology. Resul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ches were still in active period 

of glob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rea was widely distributed around the world, and China was still the 

main active country. Conclus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ches are widely used as traditional medical supplies and have 

advantages i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innovation subjects and emerging innovation subjects have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With the increasingly strict supervision of dru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ches can be promoted to diversifie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y filling technological gaps and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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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外用贴剂疗法是将配好的中药单方或者复

方粉碎为细粉后再与适宜的辅料混合，将制成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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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敷于患部，再将纱布或塑料薄膜覆盖于药物上后

用胶布固定，从而达到治疗疾病作用的一种特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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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1]。贴剂是指原料药物与适宜的材料制成的供黏

贴在皮肤上的可产生全身性或局部作用的一种薄片

状制剂。贴剂有背衬层、药物贮库、黏贴层及临用

前需除去的保护层[2]。中药贴剂历史悠久，自古以

来就被广泛应用。如《内经·素问》中有中药外治

的记载；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对黑膏药制法

有详细记载；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已有可

用于局部治疗的膏药[3]。中药贴剂经皮给药，操作

简便、安全快捷、无创伤，易被患者所接受，并且

贴剂也可避免肝脏首关效应，提高药物生物利用度、

减少药物对胃肠的刺激[4]。而目前国内对中药贴剂

相关专利申请情况的统计和研究并不多，对中药贴

剂相关产品的市场前景未有全面分析，因此本研究

通过对中药贴剂开展技术主题检索，对中药贴剂技

术发展现状进行详细分析，利用专利文献公开的技

术内容，从全球专利角度，着重对近 5 年中药贴剂

产品相关专利申请的国家（地区）分布、时间以及

主要申请人分布进行分析，并且对技术进行分支和

聚类分析。通过上述分析，理清相关技术发展的趋

势及分布情况，寻找适宜的研发方向。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文献来源于法国 Questel 公司的 Orbit 数据库；

主题词：中药、贴剂；检索方式：主题词＋国际专

利分类（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IPC）号，

即（中药 or 中草药 or 草药 or 草本 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r TCM or herbal medicine or herb*）

AND（贴 or 贴剂 or 贴膏 or 贴片 or 膜剂 or 巴布剂

or 膏药 or 透皮系统 or 透皮 or patch or plaster or film 

or cataplasm or ointment or transdermal system or 

transdermal or pellicle）AND（A61F or A61K or A61P 

or A01M）；检索时间：1970 年 1 月—2020 年 8 月；

分析数据量：10 149 件。 

1.2  方法 

对中药贴剂开展全面的技术主题检索，在筛选

保留数据的基础上，选取申请时间、申请国家（地

区）、申请量/授权量、法律状态、申请人、技术领

域、技术聚类等分析要素，综合采用点分析、线分

析、面分析及立体分析的方法[1-2]，对中药贴剂进行

全面的技术分析。 

2  结果 

2.1  技术发展总体趋势 

为了解中药贴剂技术主题当前发展阶段，本研

究首先针对该技术主题的整体发展趋势进行了概

览。通过对相关技术主题专利年申请量进行统计分

析，中药贴剂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图

1），具体可以分为以下阶段。 

2.1.1  起步阶段（1970—1991 年）  中药贴剂专利

申请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1970—1991 年，中药

贴剂专利申请数量较少，全球年申请量少于 300 件，

技术水平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产业规模。 

2.1.2  稳步发展阶段（1992—2012 年）  从 1992 年

开始，中药贴剂的全球年申请量除 1994 年均在 300

件以上，伴随技术的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

 

图 1  中药贴剂专利全球申请量 

Fig. 1  Global application volume of TCM patch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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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加。其中，2001 年中药贴剂的全球年申请量

达到这一阶段的小高峰，直至 2012 年，中药贴剂的

全球年申请量均稳定在 300～1500 件，技术水平得

到稳步发展，产业初具规模。 

2.1.3  快速发展阶段（2013—2019 年）  2013—

2019 年，中药贴剂全球年申请量均在 1500 件以上，

技术发展相对成熟，技术活跃度发展到前所未有的

新高度，产业蓬勃发展。因此，现阶段中药贴剂技

术正处于全球技术研发的活跃期，对其技术进行进

一步分析梳理，更有利于指导研发人员把握技术发

展趋势、技术热点和技术空白点。 

2.2  法律状态分析 

鉴于中药贴剂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更新迭代

频繁，对于研发技术人员来说，把握最新的技术动

态更有利于技术研发。因此，在对全球专利申请量

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近 5 年中药贴剂专利

的法律状态进行分析，以探究现存技术的专利有效

性及技术重要性。 

中药贴剂近 5 年的专利申请中，处于专利申请

中的专利占 63.54%，已授权的专利占 9.15%，2 种

法律状态的专利申请数量占比超过 70%，放弃的专

利占 18.82%，超过已授权专利数量，撤销的专利占

8.49%（图 2）。综合以上数据分析，由于近 5 年中

药贴剂技术发展迅速，技术的可替代性增强，创新

主体更合理地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及时放弃老旧技

术，积极创新，同时也存在一些创新程度不高的技

术，未能获得专利授权。以上法律状态的分布情况

与该技术主题相关技术快速发展的状态相吻合，说

明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相辅相成。 

 

图 2  中药贴剂近 5 年专利法律状态 

Fig. 2  Patent legal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ches in recent five years 

2.3  技术分布 

在了解中药贴剂技术发展整体趋势的基础上，

本研究从分布国家（地区）、时间、申请人及法律状

态要素等方面进一步对技术分布进行综合分析，以

发掘该技术主题的发展优势区域和活跃申请人。 

2.3.1  国家（地区）-申请量分布  通过对中药贴剂技

术主题近5年相关专利申请国家的总体分布情况进行

统计分析，中药贴剂近 5 年专利申请国家（地区）主

要为中国，其次为美国、韩国、欧盟、印度及日本（图

3）。作为中药基础的动植物来源的草药及天然药用物

质，在全球有着广泛的应用基础，其中以中医药为典

型代表，发展历史悠久、技术成熟，也是中药产品在

全球的最大市场，中药贴剂技术近 5 年在中国的专利

申请量达到 9836 件；此外，在亚洲其他地区、欧洲、

美洲均有一定的技术活跃度，其中，美国申请 194 件，

韩国申请 165 件，欧盟申请 133 件，印度申请 105 件，

日本申请 103 件，并且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和欧

盟的国家（地区）药监管理行政部门均单独设有中药

产品审批、监管的组织分支，因此，技术创新及知识

产权保护的需求更旺盛。 

 

 

图 3  中药贴剂近 5 年专利主要申请国家（地区）-申请量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ch 

patent applications of main countries (regions) in recent five 

years 

2.3.2  国家（地区）-时间分布  通过对中药贴剂技

术主题近 5 年相关专利逐年申请的国家（地区）分

布的统计分析，发现在技术相对活跃的中国、美国、

韩国、欧盟、印度及日本（图 4），中国的中药贴剂

技术发展最为稳定，近 5 年的年申请量均在 1500 件

以上；美国和韩国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2016—

2018 年，欧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2016—2017

年，印度的申请主要集中在 2018—2019 年，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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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药贴剂近 5 年专利申请国家（地区）-时间分布 

Fig. 4  Country (region)-time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ch patents application in recent five years  

申请主要集中在 2016—2017 年，说明这一领域的技

术发展优势区域一直主要集中于中国，美国、韩国、

欧盟及日本的技术发展暂时处于一定的收缩状态，

印度的技术发展处于一定的扩张状态，这也与各国

家（地区）药监管理行政部门对中药产品的审批、

监管日益严格相辅相成，提升了技术门槛，从而对

技术创新及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

美国、欧盟及日本作为传统的医药技术优势国家（地

区），其技术创新程度较高，往往可以引领产业发展

的方向，所以，对于以上技术先进国家（地区）的

专利申请应持续关注。 

2.3.3  申请人-国家（地区）-法律状态分布  通

过对中药贴剂技术主题近 5年相关专利申请量较

多的申请人进行统计分析，申请量排名前 30 位

的均为中国申请人（图 5、6），说明近 5 年在这

一技术领域中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申请人主体

性质为企业和科研院校，说明相关技术的研发与

运用紧密连接，能够积极响应市场需求。从各个

申请人专利申请的法律状态可以看到，授权专利

排名前 3 位的为河南中医药大学、江苏康缘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及江西中医药大学；目前形成的有

效专利数目较少，大部分专利申请处于申请中和

无效状态，并且无效数量多于申请中的数量，这

说明虽然各申请人在本技术领域活跃度较高，但

是技术创新程度不高，未有效形成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关键技术，知识产权并未充分发挥促进技

术创新的作用，面对韩国、印度等技术新兴国家

以及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技术优势国家（地 

 

图 5  中药贴剂近 5 年专利申请人-国家（地区）分布 

Fig. 5  Patent applicants-country (region)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patches in recent f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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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药贴剂近 5 年专利申请人-法律状态分布 

Fig. 6  Patent applicants-legal status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ches in recent five years 

区），依然需要以技术创新促技术发展，以知识产权

赢得技术保护。 

2.3.4  申请人-时间分布  通过对中药贴剂技术主

题近 5 年相关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30 位申请人的逐

年申请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图 7），邳州市尕星医药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广西小咕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6—2017 年均未申请专利，2018 年分别申请了

39 件和 28 件专利，为本技术领域新增的活跃申请

人；河南中医药大学和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近 5 年中每年连续申请专利，为本技术领域的传

统活跃申请人，技术较为成熟并且创新程度较高，

已分别授权 12 件专利。因此，具有技术研发传统优

势的创新主体依然异军突起，新兴创新主体的技术

研发实力也不容小觑。 

 

图 7  中药贴剂近 5 年专利申请人-时间分布 

Fig. 7  Patent applicants-time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ches in recent five years 

2.4  技术发展所处阶段 

在以上技术趋势及技术分布分析的基础上，就

中药贴剂技术主题发展的整体趋势而言，纵观近 5

年的全球专利申请，中药贴剂的申请量一直处于稳

定激增的状态，其中未结案的专利占 63.54%，授权

前景可期，说明中药贴剂正处于专利生命周期的快

速增长期。环视近 5 年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30 位的

申请人（图 7），除新增活跃申请人外，传统活跃申

请人均连续申请与本技术相关的专利，对本技术持

续研发创新，说明中药贴剂也正处于技术生命周期

中的快速发展阶段。综上所述，在确立中药贴剂技

术的专利价值及前景的前提下，将进一步进行技术

构成分析。 

2.5  技术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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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主要分布于制药、医疗技术和有机精细化学领域，

申请量分别为 8585 件、1179 件和 1093 件（图 8）。

虽然中医药传统用途为医药制品，制药领域依然为

中药贴剂的热点技术领域，但是，在医疗技术、有

机精细化工和食品化学领域也有一定的技术分布，

说明在保持传统技术领域优势的前提下，本技术正

趋向于多技术领域的发展，复合型产品也正是市场

急需品；同时，这也说明在技术发展成熟的今天，

单一技术创新难度较高，本领域技术人员正常尝试

从多领域技术方向进行突破，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新

思路，因此，在专利申请分布技术领域方面呈现百

花齐放的态势。 

 

图 8  中药贴剂近 5 年专利技术领域分布 

Fig. 8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ch in patent technology field in recent five years 

在以上技术领域分布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技术

划分，通过对中药贴剂技术主题近 5 年相关专利申

请所属技术聚类进行分析发现，一方面，中药贴剂

近 5 年专利申请的技术聚类主要分布于 A61P-029、

A61K-009、A61K-031、A61K-035 和 A61P-019（图

9），对应的技术聚类分别为非中枢性止痛剂、退热

药或抗炎剂，以特殊物理形状为特征的医药配制品，

含有机有效成分的医药配制品，含有不明结构的原

材料或其反应产物的医用配制品，治疗骨骼疾病的

药物，上述技术聚类对应的专利申请量占近 5 年专

利申请总量的 50%以上。其中，具有抗炎、止痛、

骨骼治疗功效的中医药用途贴剂为热点聚类，这也

是中药贴剂的传统用途，而且贴剂具有剂型优势，

有效成分经透皮吸收可直达病灶，起效快、效果显

著，在治疗上述病症的医疗用品中一直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 

另一方面，中药贴剂近 5 年专利申请的技术聚 

 

图 9  中药贴剂近 5 年专利技术聚类分布 

Fig. 9  Clustering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ch patent technology in recent f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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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分布较少的区域为A61P-027、A61P-025和A61K-

047，对应的技术聚类分别为治疗感觉疾病的药物、

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药物和以所用的非有效成分为

特征的医用配制品。技术聚类分布的空白区域为

A61P-003、A61P-005、A61P-007、A61P-009、A61P-

013、A61P-021、A61P-023、A61P-033、A61P-037、

A61P-039、A61P-041 和 A61P-043，对应的技术聚

类分别为治疗代谢疾病的药物、治疗内分泌系统疾

病的药物、治疗血液或细胞外液疾病的药物、治疗

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药物、治疗泌尿系统的药物、治

疗肌肉或神经肌肉系统疾病的药物、麻醉剂、抗寄

生虫药、治疗免疫或过敏性疾病的药物、全身保护

或抗毒剂和用于外科手术方法中的药物。 

结合贴剂的给药部位、给药方式及药物透皮吸

收后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等贴剂的特

有性质，综合以上聚类分布区域特征，适宜开发为

贴剂的技术聚类为治疗感觉疾病、神经系统、心血

管系统、内分泌系统、肌肉或神经肌肉系统、泌尿

系统疾病及血液或细胞外液疾病、代谢疾病、免疫

或过敏性疾病的药物和全身保护或抗毒剂。 

此外，除了重点关注的不同医药效果的有效成

分，也应当关注非活性成分的技术开发，代表了贴

剂技术发展的另一个方向，非有效成分作为贴剂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对贴剂的

质量属性、药代属性等均会产生影响。 

2.5.2  重要申请人的技术构成  在以上中药贴剂主

要技术领域总体分析的基础上，本领域重要申请人

的技术研发动向对于技术发展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以下将对重要申请人的技术构成进行详细

解析。 

中药贴剂近 5 年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30 位的申

请人申请专利的技术领域主要集中于制药、医疗技

术和有机精细化学，此外，其他活跃的技术领域为

食品化学、基础材料化学、其他消费品、检测、纤

维和纸张制造机械、生物材料分析（图 10）。这说

明中药贴剂已不再作为单一的医药用品，已向生活

用品转变，与此同时，伴随中药贴剂技术的快速发

展，与其相关的技术领域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如贴

剂载体材料、检测分析手段、制造设备等，这些辅

助技术的精进也促进了贴剂技术的革新，逐渐形成

以贴剂产品为中心，向相关技术领域辐射的复合型

技术，最终形成了以核心产品为核心专利，以相关

技术为周边专利的专利集群，发挥知识产权群体优

势，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知识产权保护。 

3  发展前景 

3.1  重点领域 

制药领域依然为中药贴剂的热点技术领域，要

求在继承优秀传统技术领域下的前提下，结合医疗

技术、有机精细化工和食品化学等其他领域技术方

向进行融合创新，提供更多、更佳的复合型产品。

此外，具有抗炎、止痛、骨骼治疗功效的中医药用

途贴剂为热点聚类，提示中药贴剂的发展前景更多 

 

图 10  中药贴剂近 5 年专利申请人-技术领域分布 

Fig. 10  Patent applicants-technical fields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ches in recent f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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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在抗炎、止痛、骨骼治疗等功效上，在医疗用

品的更新或创新时更应将重点放在此类用途中。 

3.2  技术空白 

经上述分析可知，治疗代谢疾病、内分泌系统

疾病、血液或细胞外液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心血

管系统疾病、肌肉或神经肌肉系统疾病、免疫或过

敏性疾病的药物及麻醉剂、抗寄生虫药、全身保护

或抗毒剂和用于外科手术方法中的药物为中药贴剂

的技术空白区域，需要在结合贴剂特有性质的基础

上进行开发创新。此外，非有效成分作为贴剂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对贴剂的质量属性、药代属性等

均会产生影响，对于非活性成分的技术开发亦是贴

剂技术发展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4  讨论 

近年来，中药贴剂凭借其给药方便快捷、安全

有效、患者顺应性好的特点，广泛应用于临床，且

获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3]。近年来，中药贴剂广泛

应用于临床疾病的治疗，如小儿腹泻、肺炎、肠痉

挛、乳腺增生等疾病。随着制药技术的进步和药用

新辅料特别是高分子药用材料的应用，经皮给药制

剂新技术必将对中药贴剂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进行

中药贴剂相关研究也具有较大的意义。在中药贴剂

相关研究中，陆燕萍等[5]采用正交试验法优选出愈

肝宁贴剂最佳制备工艺且贴剂质量稳定；肖宇硕[6]

筛选出了复方吴茱萸水凝胶贴剂的最佳制备工艺，

并初步拟定了复方吴茱萸凝胶贴剂的质量标准。在

研究的同时，中药贴剂产品研究近年来也在向产品

专利申请及上市发展。王凯铭等[7]发明了一种健脾

和胃的中药贴剂及制备方法，并申请了专利；林静

等[8]发明了一种用于关节疼痛的中药贴剂制备方

法，并申请了专利。  

本研究通过 Orbit 知识产权数据库（世界最早

的专利数据库之一），以中药贴剂为技术主题进行检

索。首先，从技术分布角度对中药贴剂技术专利申

请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其中国专利申请在地域、

时间、申请人方面最为活跃，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全

球各地，表明中药贴剂仍是不可替代的医药用品，

并逐渐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接受，具有巨大的市场

潜力及良好的发展前景。其次，本研究从申请人法

律状态及技术构成的角度对中药贴剂技术的专利申

请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虽然各申请人在本技术领域

活跃度较高，且技术构成中有制药、医疗技术及有

机精细化学等多元重点技术的交互融合，但也存在

一系列在治疗感觉疾病、神经系统疾病、代谢疾病等

药物技术上的空白，且尚未有效形成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关键技术，这也是中药贴剂技术融合创新以

及产品开发思路的突破口。此外，在制备工艺上，需

进一步优化中药的分离提取技术，使其既能保证有

效成分的富集，又能尽量减小体积，增强药物的透皮

吸收，保证药效，建立起符合现代科学检验的指标[9]。

另外，加强研究适用于中药复方透皮贴剂的载体材

料和透皮吸收促进剂的有效合理使用，是今后中药

复方透皮贴剂研究的重点[10]。如在中药成分中寻找

安全有效的挥发油作为天然透皮吸收促进剂，或者

加强对中药挥发油渗透促进剂与被促药物间的配伍

关系研究等也是相关技术研究的重要方向[9]。 

随着中医药不断发展，中药贴剂也不仅局限于

医药用品的使用，开始向生活用品转换，满足了现

代人更多的消费需求，结合多元技术领域，逐渐打

开了消费市场，进而得到了高速、稳定的发展，且

有较大的持续发展潜力。以中国为代表带动全球技

术研发，且技术领域分布正朝向多元化发展，伴随

着日趋严格的医药用品监管，必将推动技术高质量

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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