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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角下中药相关专利的可视化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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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基于壹专利（Patyee）数据库对近年来中药的研究专利概况进行可视化分析。方法  从全球专利角度，针

对中药技术发展概况进行分析，并着重对全球与中国中药产品中涉及原料药、成品药与应用领域的专利申请情况进行分

析。结果  全球中药相关的专利申请量一直处于高申请量的状态，地域分布显示中药技术的主要来源国和应用国均为中国。

其中，中国的中药专利申请数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有效率较低。全球中药专利在原料药、成品药与应用领域方面，成品

药专利数量远超原料药及应用，中国在各技术分支专利数量均绝对领先。中国中药专利在原料药、成品药与应用领域方面，

成品药专利数量最多，其次是应用，原料药专利数量最少。结论  虽然目前国内中药相关技术专利申请体量远超海外，但是

仍面临专利质量相对不高，海外专利布局不足，原料药、成品药与应用领域专利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建议相关创新主体需要

更加有针对性地布局研发，提升创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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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Patyee database was used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research pat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 

in recent years.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patents, this article conduct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tatus of CMM, it delves into patent applications pertaining to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 (APIs), final products, 

and the utilization of CMM worldwide,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China. Results  The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in the global 

CMM has been in the state of high application volume,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shows that the main source and application 

countries of CMM technology are both China. Among them, the number of CMM patent applications in China is in an absolute 

dominant position, but the effective rate is the lowest among the major applicant countries. The analysis of global patents of CMM in 

the fields of APIs, finished medicines and applications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patents forfinished medicines far exceeds that forAPIs 

and applications, and China absolutely leads in the number of patents in each technical branch.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patents of 

CMM in the fields of APIs, finished medicines and applications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patents forfinished medicines i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applications, and the number of patents for APIs is the lowest. Conclusion  Although the volume of domestic patent 

applications related to CMM far exceeds that of overseas, it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relatively low patent quality, insu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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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patent layout, and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patents among APIs, finished products and applications, etc.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elevant innovation bodies need to lay out thei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a more targeted manner to enhance the height of 

innovation. 

Key words: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yee; patent analysis; visualization 

 

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

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经过数千年传承、发展至今

而形成的一套完整的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

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应用历史、独特理论及技术

方法的医药学体系[1]。 

近年来，我国对中药知识产权保护非常重视，

中医药的高价值专利培育具有明显优势[2]。2005 年

以后，国家将中医药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保护列入

了国家重大专项[3]。2011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

文，要求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和中医药知识产权保

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

工作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中医药知识产权是我国知

识产权的一个重大战略，是我国工业知识产权保护

的重要领域。这表明我国中医药行业应将中医药知

识产权的保护工作作为重要任务[4]。2022 年，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提出，

在重大项目、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科技计划中加大

对中医药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深化中医原创理

论、中药作用机制等重大科学问题研究；要求建成

国家中医药古典和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建立中医

药传统知识数据库，建设高水平中医药传承保护与

科技创新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正在从知识

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

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强化知识产

权全链条保护[5]。从以上国家政策上看，我国越来

越重视中医药产业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 

目前国内对中药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研究不

多，对中药领域的专利布局与市场前景未有全面分

析，因此，本研究以中药相关内容为检索主题，通

过专利研究，从全球专利视角对中药领域的技术发

展情况进行分析，并着重对全球与中国中药的原料

药、成品药和应用领域的专利申请情况进行分析，

为中药领域的多元化发展提供思路。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专利数据和图表来源于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的壹专利（Patyee）检索和分析数据库；中文

主题词包括药材、草药、中草药、中药、中成药、

药草、动物药、矿物药、植物药、天然药、单味药、

膏方、壮药、瑶药、瑶医、藏药、苗药、民族药、

古方药、传统药物、性味、归经、四性、五味、炮

制、炮炙、酒炙、醋炙、盐炙、姜炙、蜜炙、油炙、

药食同源、汉方、汉医药、汉药、韩医药、韩药、

炒药、煅药、中药单体、中药提取物、黄酮类、萜

类、生物碱类、多糖类、皂苷、皂甙、挥发油类、

有机酸、木脂素、有效部位、化学成分、化学部位、

有效成分、单萜、三萜、苷类、氨基酸类、甾体、

葡萄糖类、药理作用。英文主题词包括：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Chinese medicine 、 Chinese 

medical、Chinese materiamedica、Materia medica、

Chinese Patent drug 、 Chinese drugs 、 Chinese 

medicament、Chinese herbal、Chinese herb、Chinese 

herbs、Herbal composition、Herbal compositions、

vegetables drug、vegetables drugs、vegetable drug、

vegetable drugs 、 medicinal vegetable 、 vegetable 

medicinal、TCM、cold disease、cold therapy、warm 

disease、warm therapy、deficiency syndrome、excess 

syndrome、external evil、damp-heat、tonify therapy、

tonification 、 purgation 、 solving phlegm 、

tranquilization、Yin and Yang、processing drugs、

acupuncture、moxibustion therapy、medicine food 

homology 、 japanese han prescription 、 japanese 

kampo、japanese han prescription medicine、kampo 

medicine、kampo medicines、orkampoor、natural 

medicine、natural drug、natural medicines、natural 

drugs 、 korean medicine 、 wine processed 、 wine 

processing、salt processed、salt processing、fried by 

vinegar、ginger-processing、ginger-processed、honey 

processed、honey processing、oil sunburn、chinese 

medicine monomer、chinese herb extracts、flavonoids、

terpenes、alkaloids、polyoseor、saponinor、volatile oil、

organic acid 、 lignanor 、 valid target 、 chemical 

composition 、 active principle 、 monoterpene 、

triterpeneor glycosidesor 、 amino acid 、 steroid 、

glucoseor、pharmacologic(al) action。检索策略：将

相应主题词进行检索要素扩展，并以相关主题的国



 中草药 2025 年 4 月 第 56 卷 第 7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5 April Vol. 56 No. 7 ·2471· 

    

际专利分类（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IPC）

号做进一步限定。如 A61K35/00：含有其他不明结

构的原材料或其反应产物的医用配制品；

A61K3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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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1K125/00：含根、鳞茎、块茎、球茎、根茎或从

根、球根、块茎、球茎、根茎获得的；A61K127/00：

含叶或从叶获得的；A61K129/00：含树皮或从树皮

获得的；A61K131/00：含种子、坚果、水果、谷物

或从种子、坚果、水果、谷物获得的；A61K133/00：

含花或花簇或从花或花簇获得的；A61K135/00：含

茎、梗、枝条、桠枝、嫩枝或从茎、梗、枝条、桠

枝、嫩枝获得的。专利数据的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12 月 18 日。最终纳入研究专利 598 388 件。采用

壹专利分析模块平台进行统计分析及图表绘制。专

利数据筛选流程见图 1。 

 

图 1  专利数据筛选流程 

Fig. 1  Screening process of patent data  

1.2  研究方法 

壹专利是一款部署在“云端”的专利检索分析

数据库，主要面向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工

作者和初级信息情报人员等创新研发人员和基层

检索人员。壹专利的数据源丰富，收录的专利数据

超过 1.8 亿条，收录的最早数据可追溯至 1782 年，

覆盖 171 个国家、地区和组织。本研究借助壹专利

数据库对中医药技术领域开展全面的技术主题检

索，在筛选保留数据的基础上，选取申请趋势、地

域分布、法律状态、申请人、技术领域等要素，对

中医药技术领域进行全面的技术分析。 

2  结果 

2.1  中药领域相关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2.1.1  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将全球范围的专利数

据按照专利申请年份进行统计，得到本领域的全球

专利申请趋势，如图 2 所示。 

中药领域的专利申请最早可追溯到 1910 年前

后，20 世纪初便开始有专利申请，但前期专利申请

数量较少，直到 1980 年专利年申请数量未超过百

件，因此为了更好的呈现中医药的发展趋势，本研

究从 1980 年之后的数据开始统计。截至检索限定

期，全球范围内中药领域专利申请共 598 388 件。 

构建中英文检索式，检索专利量 

(n=718 956) 

关键词去噪 

(n=518 442) 

IPC 分类号去噪 

(n=476 907) 

补充关键词完善检索式 

(n=610 762) 

IPC 分类号去噪 

(n=605 486) 

排除外观设计专利、因数据库收录
导致重复的专利 

最终专利数量 (n=598 388) 

申请号合并，去重 

(n=572 584) 

噪音关键词兽医、兽用、兽药，动物
用药、禽用、禽类、饲料、其中药
物、其中药学、其中药剂等 

排除专利 (n=54 142) 

补充炮制、中药单体、中药有效部位

的关键词完善检索式 

新增专利 (n=133 855) 

噪音分类号 A61K8/00、C12G3/00、
A23F3/00、A47G9/00、C07K14/00、
A61N1/00、C12N5/00、A61K41/00 

排除专利 (n=41 535) 

噪 音 分 类 号 C07K16/00 、
C12N7/00 、 A61K48/00 、
C07D401/00、C12N9/00 

排除专利 (n=5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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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药全球专利申请趋势图 

Fig. 2  Annual trends in global patent applications for 

Chinese materia medica 

图 2 展示了该领域的全球专利申请趋势，结合中药

领域的发展历程，可将专利技术的发展过程大致分

为以下 4 个阶段。 

（1）技术萌芽期（1990 年之前）：该阶段专利

申请数量较少，中药领域尚未形成规模，且由于国

内 1985 年才颁布专利法，在这一阶段主要是由国

外申请人在本领域申请专利，虽国外在此申请专利

较早，但专利数量不多，直到 1980 年左右年申请量

才达百件左右，1990 年专利年申请量未超过千件，

发展缓慢，属于该领域的技术萌芽期。 

（2）缓慢发展期（1991—2010 年）：1991 年以

后，中药领域的专利数量呈现稳步缓慢发展，涨幅虽

然不大，但每年都保持稳定增长，这一阶段中国是专

利申请的主力，日本、美国和韩国等在本领域也申请

了较多专利，较为重视中药领域的专利布局。至 2010

年，中药领域专利数量已超过 1.6 万件。 

（3）快速发展期（2011—2015 年）：该阶段中

药领域开始快速发展，这一阶段专利年申请量飞速

增长，2015 年专利年申请已超过 4.3 万件。在这一

阶段国内发布了大量政策发展中医药，支持中医药

科技创新工作，国内申请人对中医药保护意识有了

较大提升，专利申请量也有了飞跃式的增长，中药

领域呈现一定规模，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专利数

量和技术发展上都有了较大提升。 

（4）调整期（2016 年至今）：2016 年以后，中药

领域的专利年申请量缓慢回落，一方面受到国家严

格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等措施[6]

的影响，降低了大量低质量专利申请；另一方面可能

是由于在中药技术的研发遇到瓶颈，对新产品开发

和新技术应用的研究技术含量不足，中药领域产、

学、研结合不充分，因此自主创新受到进一步制约，

专利数量有所下降。但 2019 年后又有了小幅提升。

由于专利申请到公开需一定的时间，因此 2023 年和

2024 年的数据还未充分公开，此处不作分析。 

2.1.2  全球专利地域分布分析 

（1）专利技术应用国：将中药相关技术的全球

专利申请数据按照专利申请国家和地区进行统计

分析，如图 3 所示。全球主要专利技术应用国为中

国（361 871 件），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专利都来自 

 

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EPO-欧洲专利局；图 9 同。 

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EPO-European Patent Office; same as figure 9. 

图 3  中药全球专利技术应用国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global patent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ountrie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于中国，中药市场毋庸置疑也以中国为主，国内中

药技术在全球占据绝对优势，这取决于中药产业作

为民族产业的绝对优势。除中国之外东亚国家如日

本和韩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对中医药技术进行

了一些研究，申请了一定数量的专利，日本（44 709

件）和美国（40 328 件）的专利申请量分别占据第

2 和第 3。此外，韩国、欧洲专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EPO）、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也均

在中药领域进行了专利布局。 

（2）全球专利技术来源国：将中药相关技术的

全球专利申请数据按专利技术来源国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见图 4。全球中药领域来源国主要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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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药全球专利技术来源国分布 

Fig. 4  Distribution of global patent technology source countrie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360 844 件），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专利申请量

65 385 件，占据第 2；日本位列第 3，专利申请量

38 071 件，韩国以 31 852 件申请量位列第 4。可以

发现中国专利申请量领先，毫无疑问中国是中医药

技术的推动者和技术领先国。 

由图 3、4 综合分析可知，中国为全球中医药技

术的首要技术应用国，同样也是首要技术来源国，

表明中国在该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和活跃程度都

处于领先地位。除了中国之外，美国、韩国和日本

等国家在中医药技术上也有一定数量的专利申请，

虽然相较于中国数量并不多，但国外都较为注重海

外布局，在国内也有专利布局，值得引起国内注意。 

2.1.3  全球专利主要申请人分析  利用壹专利数

据库，将中药技术全球专利数据按照申请人的专利

数量进行统计，排名前 10 的如图 5 所示。 

对主要申请人进行分析可知，全球专利数量排

名前 10 的申请人主要来自于中国。排名第 1 的是中

国药科大学（1 197 件），日本花王株式会社（1 155

件）排名第 2，日本株式会社资生堂（1 092 件）排 

 

 

图 5  中药全球专利申请人排名 

Fig. 5  Ranking of global patent applicant i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名第 3，其次是河南中医药大学（989 件）、个人申

请杨孟君（955 件）、沈阳药科大学（911 件）、浙江

大学（829 件）分别排名第 4～7。排名前 10 的国内

申请人中有 5 个高校和 1 家研究院所，说明对于中

医药的研究国内主要集中于高校和研究院。另外需

要注意的是杨孟君以个人名义申请进入了榜单，这

也与中药领域的特殊性有关，中医药已经有了几千

年的历史，许多珍贵的药方都来自于民间传承，在

国家的鼓励下，早期的大量专利都是这些中医药世

家的传人以个人名义申请，进入 2000 年之后，国内

的各大企业和科研院所才开始占据主流。 

2.1.4  全球国际专利分类（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IPC）分析  对全球中药技术主题按

照 IPC 申请号进行统计，结果如图 6 所示。在全球

中药专利技术构成中，以 A61K36/00（含有来自藻

类、苔藓、真菌或植物或其派生物）、A61K35/00（含

有其他不明结构的原材料或其反应产物的医用配

制品）、A61K31/00（含有机有效成分的医药配制品）

和 A61K9/00（以特殊物理形状为特征的医药配制

品）为主，这几个分支的专利数量都在 10 万件以

上，是中药领域的热点研究方向。除此之外，

A61P1/00（治疗消化道或消化系统疾病的药物）、

A61P35/00（抗肿瘤药）以及 A61P31/00（抗感染药，

即抗生素、抗菌剂、化疗剂）等也都有较多的专利

申请数量，排列在前 10 以内。 

2.1.5  专利法律状态分析  由图 7 所示，全球有效

发明专利为 109 765 件，占全部发明专利的 18%，

而失效发明专利为 419 203 件，占比高达 70%，失

效的主要原因为撤回和驳回，撤回专利主要是由于

不具有创造性，放弃了对审查意见的答复而被视为

撤回，由此可见中药领域专利授权相对较难，大部

分都由于不具有创造性而未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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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数据有交叉，有些专利可同时分布在不同技术分支领域。 

There are intersections of data, and some patents can be distributed in 

different technology branches at the same time. 

图 6  全球中药技术主题专利申请分布 

Fig. 6  Distribution of global patent applications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echnology topics 

对比全球中药领域主要申请国的发明专利法

律状态，可以发现中国的有效率最低，且低于全球

的平均水平，仅占比 15%；而韩国的有效发明专利

占比最高，达到 41%，说明我国中药领域技术总体

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专利质量也有待提升。 

2.2  全球中药专利技术分布分析 

将检索到的中药专利技术划分为原料药、成品

药和应用 3 个方向，原料药主要包括中药材的种植、

采收、提取、加工、炮制等；成品药主要包括中药

相关的组合物、中成药、制剂等；应用主要包括中

医药的用途以及应用到食品、饮品、日化品、药食

同源保健品等领域的相关专利。 

2.2.1  全趋势分析  如图 8 所示，全球中药在原料 

 

图 7  全球中药主要申请国发明专利法律状态统计 

Fig. 7  Statistics on legal status of global invention patents in main application countrie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图 8  全球中药专利趋势对比 

Fig. 8  Comparison of global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atent trends 

药、成品药和应用领域专利申请趋势整体对比发

现，成品药和应用相关专利的申请趋势类似，均是

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 2015 年前后达到顶峰，而

以原料药为主体的专利申请的发展呈现稳定的上

升趋势，相较于其他 2 个领域专利数量虽较少，但

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发展。 

从专利申请的发展历程上可以发现在 1980 年

前后，中药在 3 个分支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均较少，

不足 100 件，这个阶段是中药专利申请起步阶段，

因此专利数量不多；但在 1990 年后已经可以看出 3

个技术分支发展的参差，其中成品药涉及组合物、

制剂等中药核心专利，也是中药相关专利布局的主

要领域，在 1990 年后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发展趋势，

在 1991 年专利已达千件，而原料药和应用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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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数量涨幅并不大；2000 年后应用领域的专利申

请量开始明显上升，而在 2010 年后，成品药和应用

领域的相关专利均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涨幅增

大，直到 2015 年前后达到顶峰，而在 2015 年后成

品药和应用领域的的相关专利数量开始回落，可能

是技术发展遇到瓶颈，专利数量有所下降，而原料

药相关专利始终保持着持续上涨。 

2.2.2  地域布局分析  如图 9 所示，对全球中药专

利 3 个技术分支进行地域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中国

3 个技术分支的专利申请量都远超其他国家，在全

球占据绝对优势。韩国、日本和美国的专利数量在

3 个技术分支也均排在前列。此外，WIPO 申请的专

利数量相对也较多，说明有较多的海外专利是通过

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渠

道申请的。除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之外，EPO 和加拿

大的专利数量相对也较多，在3个分支均位列前10。

其余如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也分别在 3 个分

支位列前 10。 

 
图 9  全球中药专利技术分布地域分析 

Fig. 9  Distribution area analysis of global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atent technology  

2.2.3  技术主题及主要申请人分析  由图 10 所示，

全球中药专利在成品药领域布局的数量最多，远超

原料药及应用相关专利数量，主要涉及到中药组合

物、制剂等中医药核心专利，是申请人抢占布局的

主要技术分支。其次涉及到中药用途以及产业化应

用的专利数量占据第 2，原料药的种植、采收、炮

制及加工等相关专利数量最少。 

对比 3 个领域的主要申请人发现，排名前列的

主要为中国申请人，其中在原料药领域，排名前 10

均为中国申请人，其中排名第 1 的为沈阳药科大学，

其申请的专利主要为中药单体的制备及中药提取

物等；在成品药领域，排名前 10 国外公司有日本的

花王株式会社、株式会社资生堂及韩国的株式会社

LG 生活健康，其余均是国内企业和高校，排名第 1

的是个人申请杨孟君，其主要针对各种复方制剂申

请了较多专利；在应用领域，排名前 10 国外企业有

日本的花王株式会社和韩国的株式会社 LG 生活健

康，其余均是国内企业和高校，排名第 1 的是中国 

 
图 10  全球中药专利技术主题及主要申请人分布 

Fig. 10  Subject and main applicant distribution of global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at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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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科大学，其申请的专利主要为组合物的用途及应

用类。 

2.2.4  IPC 分类分析  如图 11 所示，中药专利 3

个技术分支排名第 1的 IPC分类号均为A61K36/00

（含有来自藻类、苔藓、真菌或植物或其派生物，

例如传统草药的未确定结构的药物制剂），这也是

中医药分类的主要分类号；其次是 A61K31/00（含

有机有效成分的医药配制品）、A61K35/00（含有其

他不明结构的原材料或其反应产物的医用配制

品）、A61K9/00（以特殊物理形状为特征的医药配

制品）等分类号上各领域申请的专利均较多，说明

中药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于这些领域。在成品药主

要涉及到中药组合物和制剂方向，集中在

A61P1/00（治疗消化道或消化系统疾病的药物）、

A61P17/00（治疗皮肤疾病的药物）、A61P31/00（抗

感染药，即抗生素、抗菌剂、化疗剂）、A61P29/00

（非中枢性止痛剂、退热药或抗炎剂，如抗风湿药、

非甾体抗炎药）、A61P35/00（抗肿瘤药）等，可以

发现这些是中药治疗的主要适应证，专利数量相对

较多。 

 

图 11  全球中药专利技术 IPC 分布 

Fig. 11  IPC distribution of global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atent technology 

2.2.5  法律状态分析  由图 12 所示，全球中药专

利技术法律状态分布中，原料药的有效专利占比最

高，达到 27%，其次是成品药相关专利，有效专利

占比 24%，应用相关专利有效专利占比为 23%。成

品药领域的失效专利占比高达 72%，可以看出针对

中药组合物、配方、制剂等的研发难度越来越大，

所申请的专利较容易因为创造性问题而未获得授

权，后续申请专利时需要更加注重创新性问题，提

高授权率。3 个领域的在审专利占比在 10%～12%，

可以看出中医药领域还保持着一定的研发创新性，

每个领域近些年都仍在发展，还有较多专利处于审

查中状态。 

 

图 12  全球中药专利技术法律状态 

Fig. 12  Legal status of global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at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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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中国中药专利技术领域申请趋势对比 

Fig. 13  Comparison of application trend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atent technology in China 

看，我国中药领域专利分布不均衡，成品药领域专

利申请数量远高于原料药和应用领域，表明国内研

发重点仍集中在成品药的开发上。 

2.3.2  地域布局分析  由图 14 所示，国内专利申

请量最多的省份是山东，在成品药领域占据第 1，

远超其他地区。在原料药方向上，江苏省的专利申

请量占据第 1，在种植、加工、炮制等方向申请了

较多专利；广东省、北京市、河南省、安徽省、浙

江省、四川省等在原料药、成品药和应用 3 个分支

均位列前 10，专利数量相对较多。 

 

图 14  中国中药专利技术地域分布对比 

Fig. 14  Comparison on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atent technology in China 

2.3.3  技术主题及主要申请人分布  由于中药专

利绝大部分是中国专利，因此国内在各技术主题分

布和主要申请人上与全球相对一致。成品药专利数

量最多，其次是涉及到中药用途以及产业化应用的

专利数量占据第 2，原料药的种植、采收以及加工

等相关专利数量最少。而 3 个领域的主要申请人也

与全球大体一致，在原料药领域，排名第 1 的是沈

阳药科大学，其申请的专利主要为中药单体的制备

及中药提取物等；在原料药技术领域中，排名前 10

的国内申请人有 7 所高校，2 个个人，1 个企业；在

成品药领域，排名前 10 申请人有 5 所高校，2 个研

究院，2 个企业和 1 个个人，排名第 1 的是个人申

请杨孟君；在应用领域，排名前 10 申请人中有 6 所

高校，3 个研究院，1 个企业，排名第 1 的是中国药

科大学。可以发现在各个领域排名前 10 申请主体

主要为高校，说明高校是推动中医药发展的主力，

后续中药产业化应用和推动还需持续发力。 

2.3.4  IPC 分类分析  由图 16 所示，国内中药各技

术领域排名第 1 的 IPC 分类号也均为 A61K36/00

（含有来自藻类、苔藓、真菌或植物或其派生物，例

如传统草药的未确定结构的药物制剂）；在 A61K35/ 

00（含有其他不明结构的原材料或其反应产物的医

用配制品）、A61K9/00（以特殊物理形状为特征的

医药配制品）、A61K31/00（含有机有效成分的医药

配制品）等分类号上各领域申请的专利均较多；在

成品药涉及到中药组合物和制剂方向，集中在

A61P1/00（治疗消化道或消化系统疾病的药物）、

A61P29/00（非中枢性止痛剂、退热药或抗炎剂，如

抗风湿药、非甾体抗炎药）、A61P17/00（治疗皮肤

疾病的药物）、A61P31/00（抗感染药，即抗生素、

抗菌剂、化疗剂）、A61P9/00（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

的药物）等分支的专利申请数量较多，提示国内中

医药专利主要集中在这些疾病的药物治疗上。 

2.3.5  法律状态分析  由图 17 所示，中国中药专

利技术领域法律状态分布中，原料药的有效专利占

比最高，达到 3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在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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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中国中药专利技术主题及主要申请人分布 

Fig. 15  Subject and main applicant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atent technology in China 

 

图 16  中国中药专利技术领域 IPC 分布 

Fig. 16  IPC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atent technology in China 

 

图 17  中国中药专利技术领域法律状态 

Fig. 17  Legal statu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atent technology in China 

药和应用领域的有效专利占比上均低于全球平均

水平，尤其是成品药相关专利，有效率仅占 15%，

失效率占比高达 78%，说明国内在成品药的相关专利

申请上授权难；而成品药在审专利相较于原料药和应

用领域的占比也相对较低，仅有 7%，说明了目前国

内申请人申请成品药相关专利的热度有所下降，在原

料药和应用领域目前还相对保持着研发的热度。 

2.3.6  有效专利分布  根据国内中药领域有效专

利技术分布（图 18）可见，目前原料药有效专利主

要分布于种植/加工类、中药材提取、炮制、饮片、

装置/设备和质量检测上；国内在成品药专利数量最

多，且目前有效专利主要集中在组合物和制剂方向

上，在中成药、质量检测和装置设备上也有相对较

多的有效专利；后续国内企业在进行专利布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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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国内中药领域有效专利技术分布 

Fig. 18  Distribution of effective patent technology in field of domestic Chinese materia medica 

可以针对性围绕改进的中药复方申请其相关组合

物、制剂、制备方法、质量检测、新用途，以及所

涉及中药材的种植、加工、炮制方法等开展全面的

专利申请，尽可能地布局整个产业链[7]。通过分析

发现，国内中药专利已经拓宽到诸多领域，除传统

的药品外，也涉及药食同源中药、含中药的保健食

品、饮品、日用品、化妆品以及服饰类等领域（图

19），针对中药的研发也应当摆脱传统中药研发领

域的束缚，拓展技术领域，加强中药专利在各领域

的布局。 

3  讨论 

近年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进中医

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医药产业发展迎来新的历史

机遇[8]，但国内中药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许多 

 

 

图 19  国内有效专利产业化应用分布 

Fig. 19  Distribution of domestic effective patent 

industrialization application 

现实困难和问题[9-11]，需要中药产业各主体共同努

力实现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随着现代生活方式

的转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国民亚健康状态的

普遍性，中药市场需求持续攀升。这迫切需要加强

科技创新，提高中药新药的研发能力，优化产业链

的协同效应，推动中药产业的现代化进程，以满足

日益多元化的健康需求。 

本研究通过壹专利数据库对全球中药相关专

利进行了详细的可视化分析，揭示了全球中药专利

申请的趋势与地域分布情况。从专利申请趋势来

看，全球中药专利申请量一直处于高申请量状态，

尤其是中国在中药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占据绝对

优势。这一现象表明，中国在全球中药领域的创

新活跃度较高。同时中国的专利有效率相对其他

主要申请国较低也提示着我国中药相关专利申请

质量仍需持续提升，中药领域在申请专利时需要

更加注重创新性和创造性、大研发投入[12]、提高

专利质量[13]来提升专利的授权率和产业的竞争力。

地域分布分析显示，中国不仅是中药专利的最主要

的来源国，也是最主要的应用国。这一方面反映了

中国在中药领域的深厚历史积淀、文化传承以及研

发创新能力[14]；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在全球中药

市场中的重要地位。然而，这也提示，尽管国内专

利申请量巨大，但在海外专利布局方面仍有不足，

这可能限制了中药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因此，国内企业需加强国际专利布局，利用专利壁

垒保护产品在海外市场的发展空间，以期在全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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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市场占据更有利的竞争地位[15]。同时，积极构建

国际协作与交流平台，促使更多高质量的中药专利

技术走向世界，为中国传统医药的国际化贡献新的

力量[16-17]。 

全球中药领域专利数量最多的是成品药领域，

其次是应用领域，原料药相关专利数量最少。主要

申请人中，中国申请人占多数，尤其在原料药领域，

国内申请人占据前 10 名。中国中药领域的专利申

请趋势与全球相似，成品药和应用领域相关专利均

是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原料药整体呈现稳定的

上升趋势。国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省份是山东，在

成品药领域占据第 1。在原料药方向上，江苏省的

专利申请量占据第 1。国内在各技术主题分布和主

要申请人上与全球相对一致，成品药专利数量最

多，其次是应用领域，原料药相关专利数量最少。

国内主要申请人中，高校与研究所占据主体地位，

未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专利申请布局。而此前有研

究表明，我国高校生物医药专利转化率与授权率偏

低，国内相关中医药高校在专利转化应用方面仍需

加强，将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提升产

品附加值，要注重产-学-研结合，推动高校与企业的

深度合作，加速专利成果的产业化进程[18]。 

目前国内中药原料药领域有效专利技术主题

集中在种植/加工、提取、炮制、饮片、装置/设备和

质量检测等领域；成品药领域有效专利则集中在组

合物和制剂方向；在应用领域中药专利还拓展至药

食同源产品、保健食品、饮品、日用品、化妆品和

服饰等方面。中药领域的专利申请应更加注重跨学

科的融合[19]，如结合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20]

实现中药智能制造[21]、全周期质量追溯[22-23]、产业

链低碳绿色发展[24]，以提升中药的科技含量和市场

竞争力。此外，研究发现中药专利在原料药、成品药

与应用领域的分布不均衡。成品药专利数量远超原

料药及应用领域，这可能与成品药直接关联[25-26]到

市场产品和经济效益有关。然而，原料药作为中药的

基础，其专利数量的不足可能会影响到中药的质量

和创新[27]。因此，建议相关创新主体在保持成品药

研发力度的同时，加强对原料药的研发和专利布

局，以确保中药的源头创新和质量控制。中药在应

用领域的专利分布相对较少，这表明中药的应用范

围有待进一步拓展。建议通过跨领域合作，将中药

的应用拓展到食品、饮品、日化品等领域，以增加

中药的市场应用和经济效益。 

就目前来看，中药全领域在国内外的专利分析

报告较少，且已有的研究多聚焦于某单一中药品种

或某类中药配伍规律研究，缺少从中药全领域视角

研究，并且在各技术分支技术布局的国内外比较方

面也缺少文献整理[28-31]。本研究基于全球专利视角

对中药专利进行了深入的可视化分析，揭示了中药

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发展态势、地域分布、主要申

请人以及专利法律状态等多个维度的现状。分析结

果表明，尽管中国在中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远超海

外，但专利有效率相对较低，这可能与专利的创造

性、新颖性和实用性有关。因此，提升专利质量成

为当前中药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建议相关创新主

体在研发过程中更加注重创新的高度和深度，加大

研发投入，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提高

专利的创造性和实用性。同时，应加强专利布局的

全球视野，通过 PCT 等途径加强海外专利申请，以

保护知识产权并拓展国际市场。中药领域需要在保

持传统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技术和应用领

域，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提升专利质量和国内外

产业竞争力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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