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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专利导航以专利信息资源利用和专利分析为基础，把专利运用嵌

入产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之中，是引导

和支撑产业科学发展的一项探索性工作。专利导航的主要目的是探索

建立专利信息分析与产业运行决策深度融合、专利创造与产业创新能

力高度匹配、专利布局对产业竞争地位保障有力、专利价值实现对产

业运行效益有效支撑的工作机制，推动产业的专利协同运用，培育形

成专利导航产业发展新模式。

专利蕴含重要的技术信息、法律信息、经济信息，在全球市场竞

争日趋激烈情况下，专利作为一种新兴生产要素，在产业/企业竞争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性作用，专利已经不仅仅是处于对技术创新、

实施专利技术权利的保护，而更多地将申请专利视为市场垄断、排挤

竞争对手、保持优势地位、谋取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利器。本报告运用

专利制度的信息功能和专利分析技术系统等引导产业的发展，是产业

决策的新的方法，通过对专利数据的深入挖掘和分析，可以帮助企业

明晰产业创新方向和重点，提高创新效率和水平，防范并规避知识产

权 IP 风险，强化产业竞争力。

本报告通过分为以下三部分，首先，通过对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

的全景模式解释产业概况，发展的基本方向；其次，从专利导航产业

发展角度出发，以具象的产业分支技术布局进行具体分析，为后续指

定科学合理的专利导航路径提供依据；最后，以具体剂型为根本进行

具体分析。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科学、合

理地开展专利布局，有效保护和促进产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供指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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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产业技术发展概况

1.1 风湿骨病定义

风湿骨病主要是由于风寒引起的血液循环不通畅，致使包括肌、

韧带、滑囊、筋膜的营养供给不良导致的疾病。关节病变除有疼痛外

尚伴有肿胀和活动障碍，呈发作与缓解交替的慢性病程，部分患者且

可出现关节致残和内脏功能衰竭。风湿骨病的发病因素一是细菌因素，

二是病毒因素，三是遗传因素，四是性激素等为主因。常以寒冷、潮

湿、疲劳、营养不良、创伤、精神因素等为本病的诱发因素。

目前，中医对此类病症的治法有许多种，如祛风、散寒、除湿、

润燥、清热、泻火等。但总的不外乎扶正与驱邪两大类。扶正法的主

要作用是调整体内的阴阳、气血、脏腑的生理功能;增强机体的自身抗

病能力等。驱邪法则主要是指根据因感受风寒湿等外邪的偏盛和病症

的差异而采取对症的或清热解毒、或祛风除湿散寒等治疗方法。

1.2 中成药定义

中成药是指以中药材为原料，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为了预防及

治疗疾病的需要，按规定的处方和制剂工艺将其加工制成一定剂型的

中药制品，是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商品化的一类中药制剂。

因此，作为供临床应用的中成药，不但要具备相应的药名、用法用量、

规格和特定的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而且要有确切的疗效，明确的适

用范围、应用禁忌与注意事项。

1.3 发展现状

https://baike.so.com/doc/5660156-587280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180700-5411702.html
https://baike.so.com/doc/7838626-811272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66028-5601729.html
https://baike.so.com/doc/8938887-92661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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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21 年，中国中成药行业企业数量呈增长趋势，从 2011 年

的 1328 家增长至 2017 年的 1736 家。2018 年，由于部分生产企业或主

动或被动退出了市场，企业数量有所下降，同比下降 1.84%至 1704 家。

从中成药产量来看，近年来我国中成药产量呈波动趋势。2018 年，

我国中成药产量为 261.9 万吨，较 2017 年同比下降 0.97%。2019 年，

中国中成药产量为 204.7 万吨，同比增长 7.08%。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医疗保障体制

不断完善，加之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蔓延全球，中医药治疗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百姓对中医药认知度逐渐提高，对中医药治疗

药物以及养生保健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尤其在国家政策鼓励、市场

需求、经济带动等因素多方面影响下，中医药行业将继续有着较好的

政策环境，中医药文化基础也将不断加深夯实。总体而言，目前中医

药产业链的特点如下:

1.中药产业规模较大，但龙头企业较少；

2.中药出口增长减缓，但进口数量增长迅速；

3.中药种植规模增大，但缺乏源头监管；

4.中药价格波动加剧，企业采购成本增加；

5.中药产品业态较多，但同质化现象严重；

6.中药产业自动化程度低，生产设备陈旧；

7.中药新产品发展迟缓，产业延伸动力不足。

1.4 政策背景

在过去 7 年间，我国中成药大健康产业的市场规模持续上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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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中成药》白

皮书，至 2020 年，我国中成药大健康产业将突破 3 万亿，年均复合增

长率将保持在 20%。中成药行业分析认为，未来我国中成药行业具有强

大的潜在发展空间。

中成药行业政策及环境指出，中成药行业作为传统中药产业三大

支柱产业之一，成为医药工业里近十年增长最快的子行业。我国也出

台众多政策，不遗余力地支持我国民族传统中医药发展，尤其对中成

药实行超药品待遇，如严格禁止外商投资传统中成药炮制及中成药秘

方产品生产、中成药不进入各省药品集中采购招投标、允许医院保留

中成药 15%零售价格加成等。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意

见》内容主要包括:一、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二、发挥中医药在维护

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独特作用，三、大力推动中药质量提升和产业高

质量发展，四、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五、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开

放创新发展，六、改革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

工信部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明确了

未来十五年我国中医药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进一步促进中医药事业

健康发展。中成药行业政策及环境指出，并要求到 2020 年，实现人人

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中医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到 2030

年，中医药服务领域实现全覆盖，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对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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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技术全球专利分析

2.1 全球专利申请发展态势分析

图 2-1-1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全球专利数量的年度变化趋

势，图中，横坐标代表申请的年份，纵坐标代表申请量，从图中可以

看出，在 2012 年以前，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技术领域相关专利数量很

少，2012 年至 2016 年，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2016 年至 2019 年，专

利申请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中成药领域的科研创新周

期较长；由于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处于未公开阶段，所以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量不代表整体发展趋势。从整体上来看，治疗

风湿骨病中成药专利的申请趋势应该与政府导向及国家政策关系较密

切。

图 2-1-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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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技术总趋势分析

2.2.1 技术分类分析

如下图 2-2-1 及图 2-2-2 ，“全球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

总分布图”及“全球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逐年变化趋势

图”，可以看出，自专利法实施以来，全球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产业

相关的专利技术多集中在 A61K 类的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

及 A61P 的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领域，其占总专利数量的

90%多。

图 2-2-1 全球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总分布图

图 2-2-2 为“全球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逐年变化趋

势图”，同样明显看出的是，A61K 类的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

品及 A61P 的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领域申请时间早，自

2002 年左右开始有专利技术的申请布局，且在 2012 年开始技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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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专利数量迅速激增，说明 2012 年左右开始，“全球治疗风湿骨

病中成药在医用领域、药物制剂领域”技术逐步开始尝试性创新改造。

图 2-2-2 全球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申请趋势图

2.2.2 技术全球分布分析

技术拥有者多用专利保护其技术创新成果以实现技术创新的最终

市场垄断等目的，因此专利制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最为直接、也最为

密切，对技术创新成果的占有和有效运用已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主要

动力和激励机制，由此可见，专利申请情况可以反映出技术创新能力

的强弱。

图 2-2-3 给出了全球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全球分布，

从图中可以看出，全球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全球分布主

要都集中在中国，韩国、德国、印尼、日本、俄罗斯、中国香港、新

西兰、美国等申请量非常少，从以上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全球治疗风

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主要都是在中国，这主要是因为中医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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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传统医学，未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随着我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民众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也日益加强，中成药领域会越来越受到国

家的重视。

图 2-2-3 全球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全球分布

2.2.3 技术中国省市分布

图 2-2-4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中国省市分布，

从图中可以看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中国省市分布主

要都集中在山东，申请量为 1000 件以上，其次为河南，申请量为 700

件左右，安徽、广西、广东、辽宁、黑龙江、湖南、四川和江苏等申

请量均在 400 件以内，从以上数据可以明显看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

药相关专利技术主要都是在山东和河南，其他省市申请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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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中国省市分布

2.3 全球专利申请申请人分析

2.3.1 全球申请申请人排名

图 2-3-1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申请前十名的

申请人排名，其中，横坐标为专利申请数量，纵坐标为专利申请人，

从图中可以看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申请量最多的

为青岛荣和天泽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16 件，其次为北京绿源

求证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量分布为 10 件和 8 件，其他申请人的申请量均在 6-7 件。

根据对申请人主体分析，发现，申请量第一的青岛荣和天泽文化

科技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为设计、代理、发布等等，与中成药领域相

差甚远，从研发竞争主体来看，不应当作为最大竞争对手；申请量第

二的北京绿源求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利总申请了为 626 件，其中撤

回 616 件，其余为在审或终止状态，从其撤回的占有量来看，其专利

存在的可能性有待考究，因此，也不应当作为重要竞争对手。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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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的专利申请数量来看，最多在 10 件左右，可以看出，该领域新

技术研发的周期较长，生命周期较长，同时，研发的困难度较大。而

且在排名前十的申请人中，也没有国外的申请人，说明中国对于治疗

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处于领先地位。

图 2-3-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全球申请申请人排名

2.3.2 中国申请人类型构成

图 2-3-2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中国申请人类

型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申请量最多的为个人，申请量为 2498 件，

其次为企业，申请量为 552 件，机关团体的申请量为 125 件，大专院

校和科研单位的 申请量较少，分别为 70 件和 51 件，这说明中药领域

作为我国的传统医学，个人申请的古方、药方专利较多，随着我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专利在中药保护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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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形势下，提高中医药技术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则是应引起全

社会的重视。

图

2-3-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中国申请人类型分布

2.3.3 发明人申请趋势

图 2-3-3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申请发明人排

名，其中，横坐标为发明人，纵坐标为专利申请量，从图中可以看出，

排名第一的发明人为周民志，申请量为 16 件，其次为李军，申请量为

12 件，然后是刘新壮和王璐， 申请量为 10 件，其他发明人申请数量

较低，均在 10 件以内。

图 2-3-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申请发明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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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专利申请法律状态分析

2.4.1 中国专利当前法律状态

图 2-4-1 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有效性分布，检索到的

3324 件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创新专利中，有效专利 460 件，审中专利

454 件，失效专利 2355 件，其中撤回专利 1030 件，驳回专利 525 件，

未缴年费专利 792 件。结合专利法律状态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截

至目前，受理的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主要是在无效状态效状

态，其中撤回专利和未缴年费专利导致失效的专利数量也很多，说明

技术周期较短，审中专利数量不大。申请人需要不断的进行研发投入，

以保持业内的领先地位。

图 2-4-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申请法律状态

2.4.2 转让趋势

图 2-4-2 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转让趋势，其中，

横坐标为转让年份，纵坐标为专利数量，可以看出，在 2012 年以前，

专利转让发生的数量很少均没有超过 10 件，在 2013 年-2017 年，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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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转让数量出现一个高峰段波动，其中数量最

多的是在 2017 年，转让数量为 42 件，这与整体申请趋势相一致，并

且说明这些专利存在一定的技术参考价值或者商业价值，企业可以重

点参考这类技术以提高自身的创造力，2018 年-2020 年相对下降，2021

年由于部分数据未公开，不能代表整体趋势。

图 2-4-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转让趋势

2.4.3 许可趋势

图 2-4-3 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许可趋势，其中，

横坐标为许可年份，纵坐标为专利数量，可以看出，在 2009 年以前，

专利许可发生的数量非常少，只有在 2007 年有 1 件，在 2009 年-2013

年，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许可数量出现一个小范围波动，其

中数量最多的是在 2011 年和 2013 年，许可数量为 6 件，可以看出在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中存在专利许可事件，但是较少，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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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些专利存在一定的技术参考价值或者商业价值，企业可以重点

参考这类技术以提高自身的创造力，2014 年以后，许可数量为 0 件，

2021 年由于部分数据未公开，不能代表整体趋势。

图 2-4-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许可趋势

2.5 专利申请技术功效价值度

本节重点研究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申请研究方向和手

段的对应关系以及相应申请量。并对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的

技术空白区、技术薄弱区和技术热点做出分析。从技术角度为技术人

员提供研发建议并分析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应用的前景。

将 2021 年以前有关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通过加工、整理、

分类，然后按照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第一维度为相关的技术功效，包

括 10 个技术功效速度提高、副作用避免、便利性提高、成本降低、复

杂性降低、效果、活血、安全提高、清热、时间降低，第二维度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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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价值度，包括技术稳定性（专利是否失效、诉讼行为、质押保全、

是否提出复审请求和无效宣告）、技术先进性（该专利及其同族专利

在全球被引用次数、研发人员投入、是否发生许可转让）、保护范围

（权力要求书的权限和是否有其他国家申请），数据为数字 1～10,数

字越高，价值度越大。

图 2-5-1 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功效价值度气泡图，

表 2-5-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功效价值度对照表，由图

2-5-1 可知，总体上看，速度提高、副作用避免、便利性提高、成本降

低、复杂性降低、效果、活血、安全提高、清热、时间降低这 10 个个

功效对应的价值度在 2-9 之间都有分布，其中速度提高、副作用避免、

便利性提高、成本降低、复杂性降低这几个功效对应的价值度在 2-6

之间分布较多，价值度在 7-9 以上的功效专利数量较少，说明关于治

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领域价值度较高的专利数量不多，说明中医药技术

人员应该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提高创新能力，在当前的中药领

域政策形式下，专利在中药保护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图 2-5-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功效价值度

表 2-5-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功效价值度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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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利 数

量

速 度 提

高

副 作 用

避免

便 利 性

提高

成 本 降

低

复 杂 性

降低

效果 活血 安 全 提

高

清热 时 间 降

低

1 11 7 7 8 5 3 4 2 2 5

2 143 139 117 128 117 92 108 84 88 49

3 82 77 71 61 71 46 58 46 28 21

4 105 123 92 90 62 73 60 58 43 38

5 154 132 132 129 113 95 82 70 70 60

6 137 122 107 93 88 78 84 72 66 37

7 96 89 86 73 70 69 59 48 44 36

8 71 60 53 47 60 53 43 63 32 22

9 92 63 62 55 58 54 51 58 36 39

10 19 12 25 15 21 8 11 17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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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产业分支技术布局

3.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领域分析

3.1.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领域发展趋势分析

图 3-1-1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全球专利数

量的年度变化趋势，图中，横坐标代表申请的年份，纵坐标代表申请

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2010 年以前，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

寒技术领域相关专利数量很少，波动也比较小，说明治疗风湿骨病中

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领域起步的比较晚；2010 年至 2016 年，专利申请

量快速增长，表明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热点领域开

始受到关注，2016 年至 2019 年，专利申请量呈现下降趋势，由于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部分处于未公开阶段，所以 2020 年和 2021 年

的专利申请量不代表整体发展趋势。

图 3-1-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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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领域技术构成分析

图 3-1-2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构成分布图，

图中，不同色框代表不同国际分类标准下的技术分支；从图中可以看

出，分类号为 A61K（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的申请量最大，

为 1691 件，其次为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数量

为 1647 件，说明在祛风散寒技术领域中，申请人的发明热点更偏向这

两个领域，其余各技术分支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其中，C12G（果汁酒；

其他含酒精饮料；其制备）数量为 101 件，A61M（将介质输入人体内

或输到人体上的器械）数量为 39 件，A23L（不包含在 A21D 或 A23B 至

A23J 小类中的食品、食料或非酒精饮料；它们的制备或处理，食品或

食料的一般保存）数量为 14 件，A61F（可植入血管内的滤器；假体；

为人体管状结构提供开口、或防止其塌陷的装置）数量为 13 件，A61N

（电疗；磁疗；放射疗；超声波疗）数量为 11 件，A23F（咖啡；茶；

其代用品；它们的制造、配制或泡制）数量为 9 件，A61H（理疗装置）

数量为 8 件，A47G（家庭用具或餐桌用）数量为 7 件，其余占 11 件。

图 3-1-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构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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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领域技术构成功效分析

图 3-1-3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构成功效分

布图，不同气泡代表不同的功效；表 3-1-1 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

祛风散寒技术构成分布对照表；从图中和表中可以看出，分类号 A61K

（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分类号 A61P（化合物或药物

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对应功效的专利相对较多，其中主要技术功效

在速度提高、副作用避免、活血、便利性提高以及成本降低，其他技

术领域对应的技术功效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均没有超过一百件，说

明，在 A61K（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 A61P（化合物或

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对应技术领域下实现相应技术功效是本领

域研究的热点。

图 3-1-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构成分布

表 3-1-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构成分布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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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图 3-1-4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前十名的申

请人排名，其中，横坐标为专利申请数量，纵坐标为专利申请人，从

图中可以看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领域，申请量最多的

青岛荣和天泽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12 件，其次为北京绿源求

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10 件；宋爱民和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申请量均为 7 件，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儿童医院申请量为 6

件，王疆宏和邵伟申请量均为五件，其他申请人均低于五件。

根据对申请人主体分析，发现，申请量第一的青岛荣和天泽文化

科技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为设计、代理、发布等等，与中成药领域相

差甚远，从研发竞争主体来看，不应当作为最大竞争对手；申请量第

二的北京绿源求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利总申请了为 626 件，其中撤

回 616 件，其余为在审或终止状态，从其撤回的占有量来看，其专利

存在的可能性有待考究，因此，也不应当作为重要竞争对手。从申请

前十名的专利申请数量来看，最多在 10 件左右，可以看出，该领域新

技术研发的周期较长，生命周期较长，同时，研发的困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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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3.1.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领域转让趋势分析

图 3-1-5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领域近 20年

转让趋势，其中，横坐标为转让年份，纵坐标为专利数量，从图中可

以看出，在 2013 年以前，专利转让发生的数量很少均没有超过 10 件，

在 2013 年-2018 年，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领域专利转让数

量出现一个高峰段波动，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在 2017 年，转让数量为 25

件，2019 年和 2020 年相对稳定，2021 年由于部分数据未公开，不能

代表整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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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祛风散寒技术领域转让趋势

3.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领域分析

3.2.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领域发展趋势分析

图 3-2-1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全球专利数

量的年度变化趋势，图中，横坐标代表申请的年份，纵坐标代表申请

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2010 年以前，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

瘀技术领域相关专利数量很少，波动也比较小，说明治疗风湿骨病中

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领域起步的比较晚；2010 年至 2016 年，专利申请

量快速增长，表明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热点领域开

始受到关注，2016 年至 2019 年，专利申请量呈现下降趋势，由于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部分处于未公开阶段，所以 2020 年和 2021 年

的专利申请量不代表整体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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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

3.2.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领域技术构成分析

图 3-2-2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构成分布图，

图中，不同色框代表不同国际分类标准下的技术分支；从图中可以看

出，分类号为 A61K（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的申请量最大，

为 1254 件，其次为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数量

为 1218 件，说明在活血化瘀技术领域中，申请人的发明热点更偏向这

两个领域，其余各技术分支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其中，C12G（果汁酒；

其他含酒精饮料；其制备）数量为 63 件，A61M（将介质输入人体内或

输到人体上的器械）数量为 27 件，A61N（电疗；磁疗；放射疗；超声

波疗）数量为 10 件，A47G（家庭用具或餐桌用）数量为 9 件，A61F（可

植入血管内的滤器；假体；为人体管状结构提供开口、或防止其塌陷

的装置）数量为 9 件，A23F（咖啡；茶；其代用品；它们的制造、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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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泡制）数量为 8 件，A61H（理疗装置）数量为 8 件，A23L（不包

含在 A21D 或 A23B 至 A23J 小类中的食品、食料或非酒精饮料；它们的

制备或处理，食品或食料的一般保存）数量为 7 件，其余占 4 件。

图 3-2-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构成分布

3.2.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领域技术构成功效分析

图 3-2-3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构成功效分

布图，不同气泡代表不同的功效；表 3-2-1 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

活血化瘀技术构成分布对照表；从图中和表中可以看出，分类号 A61K

（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分类号 A61P（化合物或药物

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对应功效的专利相对较多，其中主要技术功效

在活血、速度提高、副作用避免、便利性提高以及复杂性降低，其他

技术领域对应的技术功效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均没有超过一百件，

说明，在 A61K（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 A61P（化合物

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对应技术领域下实现相应技术功效是本

领域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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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构成分布

表 3-2-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构成分布对照表

3.2.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图 3-2-4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前十名的申

请人排名，其中，横坐标为专利申请数量，纵坐标为专利申请人，从

图中可以看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领域，申请量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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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绿源求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10 件，其次为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申请量为 7 件，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儿童医院

申请量为 6 件，上东明仁福瑞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王疆宏、邵伟以

及青岛荣和天泽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申请量均为五件，其他申请人均低

于五件。

根据对申请人主体分析，发现，申请量第以的北京绿源求证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专利总申请了为 626 件，其中撤回 616 件，其余为在审

或终止状态，从其撤回的占有量来看，其专利存在的可能性有待考究，

因此，不应当作为重要竞争对手。申请量并列第四的青岛荣和天泽文

化科技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为设计、代理、发布等等，与中成药领域

相差甚远，从研发竞争主体来看，不应当作为最大竞争对手。从申请

前十名的专利申请数量来看，最多在 10 件左右，可以看出，该领域新

技术研发的周期较长，生命周期较长，同时，研发的困难度较大。

图 3-2-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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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领域转让趋势分析

图 3-2-5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领域近 20年

转让趋势，其中，横坐标为转让年份，纵坐标为专利数量，从图中可

以看出，在 2013 年以前，专利转让发生的数量很少均没有超过 10 件，

在 2013 年-2017 年，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领域专利转让数

量出现一个高峰段波动，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在 2013 年，转让数量为 16

件，2018 年-2020 年相对下降，2021 年由于部分数据未公开，不能代

表整体趋势。

图 3-2-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活血化瘀技术领域转让趋势

3.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领域分析

3.3.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领域发展趋势分析

图 3-3-1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全球专利数

量的年度变化趋势，图中，横坐标代表申请的年份，纵坐标代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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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2010 年以前，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

燥技术领域相关专利数量很少，波动也比较小，说明治疗风湿骨病中

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领域起步的比较晚；2010 年至 2016 年，专利申请

量快速增长，表明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热点领域开

始受到关注，2016 年至 2019 年，专利申请量呈现下降趋势，由于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部分处于未公开阶段，所以 2020 年和 2021 年

的专利申请量不代表整体发展趋势。

图 3-3-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

3.3.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领域技术构成分析

图 3-3-2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构成分布图，

图中，不同色框代表不同国际分类标准下的技术分支；从图中可以看

出，分类号为 A61K（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的申请量最大，

为 747 件，其次为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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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37 件，说明在除湿润燥技术领域中，申请人的发明热点更偏向这

两个领域，其余各技术分支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其中，C12G（果汁酒；

其他含酒精饮料；其制备）数量为 46 件，A61M（将介质输入人体内或

输到人体上的器械）数量为 12 件，A23F（咖啡；茶；其代用品；它们

的制造、配制或泡制）数量为 5 件，A23K（专门适用于动物的喂养饲

料；其生产方法）数量为 4 件，A47G（家庭用具或餐桌用）数量为 4

件，A23L（不包含在 A21D 或 A23B 至 A23J 小类中的食品、食料或非酒

精饮料；它们的制备或处理，食品或食料的一般保存）数量为 3 件，

A47C（椅子（专用于车辆的座椅入 B60N 2/00）；沙发；床（一般室内

装饰品入 B68G））数量为 3 件，G01N（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或物理

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数量为 3 件，其余占 2 件。

图 3-3-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构成分布

3.3.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领域技术构成功效分析

图 3-3-3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构成功效分



36

布图，不同气泡代表不同的功效；表 3-3-1 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

除湿润燥技术构成分布对照表；从图中和表中可以看出，分类号 A61K

（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分类号 A61P（化合物或药物

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对应功效的专利相对较多，其中主要技术功效

在副作用避免、速度提高、活血、便利性提高以及复杂性降低，其他

技术领域对应的技术功效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均没有超过一百件，

说明，在 A61K（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 A61P（化合物

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对应技术领域下实现相应技术功效是本

领域研究的热点。

图 3-3-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构成分布

表 3-3-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构成分布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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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图 3-3-4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前十名的申

请人排名，其中，横坐标为专利申请数量，纵坐标为专利申请人，从

图中可以看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领域，申请量最多的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申请量为 6 件，其次为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育英儿儿童医院和王疆宏，申请量为五件，杨海娟、王向云、甘肃

省中医院、郭好建以及霍德銮数量均为 4 件，其他申请人均低于 4 件。

从申请前十名的专利申请数量来看，最多在 6 件左右，可以看出，该

领域新技术研发的周期较长，生命周期较长，同时，研发的困难度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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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3.3.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领域转让趋势分析

图 3-3-5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领域近 20年

转让趋势，其中，横坐标为转让年份，纵坐标为专利数量，从图中可

以看出，在 2013 年以前，专利转让发生的数量很少均没有超过 2 件，

在 2013 年-2018 年，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领域专利转让数

量出现一个高峰段波动，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在 2015 年，转让数量为 12

件，2019 年-2020 年相对下降，2021 年由于部分数据未公开，不能代

表整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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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除湿润燥技术领域转让趋势

3.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领域分析

3.4.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领域发展趋势分析

图 3-4-1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全球专利数量的

年度变化趋势，图中，横坐标代表申请的年份，纵坐标代表申请量，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2007 年以前，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

术领域相关专利数量很少，波动也比较小，说明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

中清热泻火技术领域起步的比较晚；2008 年至 2015 年，专利申请量快

速增长，表明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热点领域开始受

到关注，2016 年至 2019 年，专利申请量呈现下降趋势，由于 2020 年

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部分处于未公开阶段，所以 2020 年和 2021 年的

专利申请量不代表整体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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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

3.4.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领域技术构成分析

图 3-4-2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构成分布图，图

中，不同色框代表不同国际分类标准下的技术分支；从图中可以看出，

分类号为 A61K（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的申请量最大，为

231 件，其次为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数量为

227 件，说明在清热泻火技术领域中，申请人的发明热点更偏向这两个

领域，其余各技术分支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其中，C12G（果汁酒；其

他含酒精饮料；其制备）数量为 9 件，A23L（不包含在 A21D 或 A23B

至

A23J 小类中的食品、食料或非酒精饮料；它们的制备或处理，食品或

食料的一般保存）数量为 5 件，A61Q（化妆品或类似梳妆用配制品的

特定用途）数量为 4 件；A61M（将介质输入人体内或输到人体上的器

械）数量为 3 件，A47G（家庭用具或餐桌用）数量为 2 件，G06Q（专

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数据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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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方法）数量为 2 件，A23F（咖啡；茶；其代用品；它们的制造、配

制或泡制）数量为 1 件，A23G（可可；可可制品，例如巧克力；可可

或可可制品的代用品；糖食；口香糖；冰淇淋；其制备）书来给你为 1

件。

图 3-4-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构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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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领域技术构成功效分析

图 3-4-3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构成功效分布图，

不同气泡代表不同的功效；表 3-4-1 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

火技术构成分布对照表；从图中和表中可以看出，分类号 A61K（医用、

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分类号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

定治疗活性）对应功效的专利相对较多，其中主要技术功效在清热、

速度提高、成本降低、便利性提高以及活血，其他技术领域对应的技

术功效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均没有超过 10 件，说明，在 A61K（医用、

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

活性）对应技术领域下实现相应技术功效是本领域研究的热点。

图 3-4-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构成分布

表 3-4-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构成分布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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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图 3-4-4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前十名的申请人

排名，其中，横坐标为专利申请数量，纵坐标为专利申请人，从图中

可以看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领域，申请量最多的北京

绿源求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9 件；其次为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和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儿童医院，申请量均为 4 件，

王静、阎小萍和黎秋萍申请量均为 3 件，其他申请人均低于 3 件。

根据对申请人主体分析，发现，申请量第一的北京绿源求证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专利总申请了为 626 件，其中撤回 616 件，其余为在审或终

止状态，从其撤回的占有量来看，其专利存在的可能性有待考究，因

此，不应当作为重要竞争对手。从申请前十名的专利申请数量来看，

最多在 10 件左右，可以看出，该领域新技术研发的周期较长，生命周

期较长，同时，研发的困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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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3.4.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领域转让趋势分析

图 3-4-5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领域近 20 年转让

趋势，其中，横坐标为转让年份，纵坐标为专利数量，从图中可以看

出，在 2013 年以前，专利转让发生的数量很少均没有超过 10 件，在

2013 出现高峰，12 件，2014 年-2019 年呈现下降波动状态，2020 年和

2021 年由于部分数据未公开，不能代表整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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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清热泻火技术领域转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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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产业剂型布局

4.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领域分析

4.1.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领域发展趋势分析

图 4-1-1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贴剂领域技术全球专利数

量的年度变化趋势，图中，横坐标代表申请的年份，纵坐标代表申请

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2010 年以前，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领域

相关专利数量很少，波动也比较小，说明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领

域起步的比较晚；2010 年至 2018 年，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表明了治

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领域开始受到关注，2018 年至 2019 年，专利申

请量呈现下降趋势，由于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部分处于未公

开阶段，所以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量不代表整体发展趋势。

图 4-1-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技术领域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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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领域技术构成分析

图 4-1-2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领域技术构成分布图，图中，

不同色框代表不同国际分类标准下的技术分支；从图中可以看出，分

类号为 A61K（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的申请量最大，为 1027

件，其次为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数量为 995

件，说明在贴剂技术领域中，申请人的发明热点更偏向这两个领域，

其余各技术分支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其中，A61M（将介质输入人体内

或输到人体上的器械）数量为 42 件，A61F（可植入血管内的滤器；假

体；为人体管状结构提供开口、或防止其塌陷的装置）数量为 27 件，

A61N（电疗；磁疗；放射疗；超声波疗）数量为 20 件，A61H（理疗装

置）数量为 12 件，C12G（果汁酒；其他含酒精饮料；其制备）数量为

11 件，A23L（不包含在 A21D 或 A23B 至 A23J 小类中的食品、食料或非

酒精饮料；它们的制备或处理，食品或食料的一般保存）数量为 5 件，

A41D（外衣、防护服，衣饰配件）数量为 3 件，A41B（衬衣、内衣、

婴儿内衣；手帕）数量为 2 件，其余占 1 件。

图 4-1-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领域技术构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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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技术领域技术构成功效分析

图 4-1-3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技术构成功效分布图，

不同气泡代表不同的功效；表 4-1-1 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技术

构成分布对照表；从图中和表中可以看出，分类号 A61K（医用、牙科

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分类号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

疗活性）对应功效的专利相对较多，其中主要技术功效在速度提高、

副作用避免、便利性提高以及成本降低，其他技术领域对应的技术功

效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均没有超过一百件，说明，在 A61K（医用、

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

活性）对应技术领域下实现相应技术功效是本领域研究的热点。

图 4-1-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技术构成分布

表 4-1-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技术构成分布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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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图 4-1-4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技术前十名的申请人排

名，其中，横坐标为专利申请数量，纵坐标为专利申请人，从图中可

以看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领域，申请量最多的青岛荣和天泽

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14 件，其次为山东明仁福瑞达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和徐长山，申请量均为 5 件；其他申请人均低于五件。

根据对申请人主体分析，发现，申请量第一的青岛荣和天泽文化

科技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为设计、代理、发布等等，与中成药领域相

差甚远，从研发竞争主体来看，不应当作为最大竞争对手；从申请前

十名的专利申请数量来看，最多在 5 件左右，可以看出，该领域新技

术研发的周期较长，生命周期较长，同时，研发的困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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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4.1.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技术领域转让趋势分析

图 4-1-5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技术领域近 20年转让趋

势，其中，横坐标为转让年份，纵坐标为专利数量，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 2013 年以前，专利转让发生的数量很少均没有超过 10 件，在 2013

年-2017 年，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领域专利转让数量出现一个高峰

段波动，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在 2013 年，转让数量为 14 件，2019 年和

2020 年相对稳定，2021 年由于部分数据未公开，不能代表整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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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贴剂技术领域转让趋势

4.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领域分析

4.2.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领域发展趋势分析

图 4-2-1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丸剂领域技术全球专利数

量的年度变化趋势，图中，横坐标代表申请的年份，纵坐标代表申请

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2013 年以前，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领域

相关专利数量很少，波动也比较小，说明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领

域起步的比较晚；2013 年至 2015 年，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表明了治

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领域开始受到关注，2016 年至 2019 年，专利申

请量呈现下降趋势，由于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部分处于未公

开阶段，所以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量不代表整体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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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技术领域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

4.2.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领域技术构成分析

图 4-2-2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领域技术构成分布图，图中，

不同色框代表不同国际分类标准下的技术分支；从图中可以看出，分

类号为 A61K（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的申请量最大，为 858

件，其次为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数量为 836

件，说明在贴剂技术领域中，申请人的发明热点更偏向这两个领域，

其余各技术分支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其中，C12G（果汁酒；其他含酒

精饮料；其制备）数量为 28 件，G01N(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或物理

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除免疫测定法以外包括酶或微生物的测量或

试验入 C12M，C12Q）)申请量为 7 件，A23L（不包含在 A21D 或 A23B 至

A23J 小类中的食品、食料或非酒精饮料；它们的制备或处理，食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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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料的一般保存）数量为 5 件，A61J（专用于医学或医药目的的容器；

专用于把药品制成特殊的物理或服用形式的装置或方法；喂饲食物或

口服药物的器具；婴儿橡皮奶头；收集唾液的器具)申请量为 4 件，A61M

（将介质输入人体内或输到人体上的器械)申请量为 3 件，C07D（杂环

化合物（高分子化合物入 C08））申请量为 3 件；A61F（可植入血管内

的滤器；假体；为人体管状结构提供开口、或防止其塌陷的装置）数

量为 2件,A47G(家庭用具或餐桌用具（书档入 A47B65/00；刀具入 B26B）)

申请量为 1 件。

图 4-2-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领域技术构成分布

4.2.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技术领域技术构成功效分析

图 4-2-3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技术构成功效分布图，

不同气泡代表不同的功效；表 4-2-1 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技术

构成分布对照表；从图中和表中可以看出，分类号 A61K（医用、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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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分类号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

疗活性）对应功效的专利相对较多，其中主要技术功效在速度提高、

副作用避免、便利性提高以及成本降低，其他技术领域对应的技术功

效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均没有超过一百件，说明，在 A61K（医用、

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

活性）对应技术领域下实现相应技术功效是本领域研究的热点。

图 4-2-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技术构成分布

表 4-2-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技术构成分布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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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图 4-2-4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技术前十名的申请人排

名，其中，横坐标为专利申请数量，纵坐标为专利申请人，从图中可

以看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领域，申请量最多的北京绿源求证

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量为 10 件，其次为仲崇允、北京正大绿

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和吴清玲，申请量均为 5 件；其他申请人均低于

五件。

根据对申请人主体分析，发现，申请量第一北京绿源求证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专利总申请了为 10 件，从专利法律状态可知，都为撤回的

无效状态，其专利存在的可能性有待考究，因此，也不应当作为重要

竞争对手。从申请前十名的专利申请数量来看，最多在 5 件左右，可

以看出，该领域新技术研发的周期较长，生命周期较长，同时，研发

的困难度较大。

图 4-2-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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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技术领域转让趋势分析

图 4-2-5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技术领域近 20年转让趋

势，其中，横坐标为转让年份，纵坐标为专利数量，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 2012 年以前，专利转让发生的数量很少均没有超过 10 件，在 2013

年-2014 年，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领域专利转让数量出现一个高峰

段波动，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在 2013 年，转让数量为 18 件，2019 年和

2020 年相对稳定，2021 年由于部分数据未公开，不能代表整体趋势。

图 4-2-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丸剂技术领域转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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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领域分析

4.3.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领域发展趋势分析

图 4-3-1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酒剂领域技术全球专利数量的

年度变化趋势，图中，横坐标代表申请的年份，纵坐标代表申请量，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2011 年以前，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领域相关

专利数量很少，波动也比较小，说明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领域起

步的比较晚；2012 年至 2015 年，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表明了治疗风

湿骨病中成药酒剂领域开始受到关注，2016 年至 2019 年，专利申请量

呈现下降趋势，由于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部分处于未公开阶

段，所以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量不代表整体发展趋势。

图 4-3-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技术领域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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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领域技术构成分析

图 4-3-2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领域技术构成分布图，图中，

不同色框代表不同国际分类标准下的技术分支；从图中可以看出，分

类号为 A61K（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的申请量最大，为 839

件，其次为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数量为 800

件，说明在酒剂技术领域中，申请人的发明热点更偏向这两个领域，

其余各技术分支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其中，C12G（果汁酒；其他含酒

精饮料；其制备）数量为 54 件，A61M （将介质输入人体内或输到人

体上的器械）数量为 17 件，A23L（不包含在 A21D 或 A23B 至 A23J 小

类中的食品、食料或非酒精饮料；它们的制备或处理，食品或食料的

一般保存）数量为 6 件，A61F（可植入血管内的滤器；假体；为人体

管状结构提供开口、或防止其塌陷的装置）数量为 6 件，C07D （杂环

化合物（高分子化合物入 C08）数量为 6 件，A61H （理疗装置，例如

用于寻找或刺激体内反射点的装置；人工呼吸；按摩；用于特殊治疗

或保健目的或人体特殊部位的洗浴装置（电疗法、磁疗法、放射疗法、

超声疗法入 A61N））数量为 5 件，G01N （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或物

理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除免疫测定法以外包括酶或微生物的测量

或试验入 C12M，C12Q））数量为 5 件，A23F （咖啡；茶；其代用品；

它们的制造、配制或泡制）数量为 5 件，其余为 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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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领域技术构成分布

4.3.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技术领域技术构成功效分析

图 4-3-3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技术构成功效分布图，不同

气泡代表不同的功效；表 4-3-1 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技术构成

分布对照表；从图中和表中可以看出，分类号 A61K（医用、牙科用或

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分类号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

性）对应功效的专利相对较多，其中主要技术功效在速度提高、副作

用避免、便利性提高以及成本降低，其他技术领域对应的技术功效的

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均没有超过一百件，说明，在 A61K（医用、牙科

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

对应技术领域下实现相应技术功效是本领域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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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酒丸剂技术构成分布

表 4-3-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技术构成分布对照表

4.3.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图 4-3-4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技术前十名的申请人排

名，其中，横坐标为专利申请数量，纵坐标为专利申请人，从图中可

以看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领域，申请量最多的华东理工大学，

申请量罗淇为 5 件，其次为上海市长宁区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哈尔

滨市康隆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张利民、杨海娟、王疆宏、罗淇、蔡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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旻、通化斯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量均为 4 件。

从申请前十名的专利申请数量来看，最多在 5 件左右，可以看出，

该领域新技术研发的周期较长，生命周期较长，同时，研发的困难度

较大。

图 4-3-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4.3.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酒剂技术领域转让趋势分析

图 4-3-5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技术领域近 20年转让趋

势，其中，横坐标为转让年份，纵坐标为专利数量，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 2012 年以前，专利转让发生的数量很少均没有超过 5 件，在 2013

年-2018 年，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领域专利转让数量出现一个高峰

段波动，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在 2015 年，转让数量为 16 件，2019 年和

2020 年转让数量较少，2021 年由于部分数据未公开，不能代表整体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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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技术领域转让趋势

4.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领域分析

4.4.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领域发展趋势分析

图 4-4-1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膏剂领域技术全球专利数

量的年度变化趋势，图中，横坐标代表申请的年份，纵坐标代表申请

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2012 年以前，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领域

相关专利数量很少，波动也比较小，说明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领

域起步的比较晚；2012 年至 2016 年，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表明了治

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领域开始受到关注，2016 年至 2019 年，专利申

请量呈现下降趋势，由于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部分处于未公

开阶段，所以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量不代表整体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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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技术领域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

4.4.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领域技术构成分析

图 4-4-2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领域技术构成分布图，

图中，不同色框代表不同国际分类标准下的技术分支；从图中可以看

出，分类号为 A61K（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的申请量最大，

为 836 件，其次为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数量

为 814 件，说明在膏剂技术领域中，申请人的发明热点更偏向这两个

领域，其余各技术分支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其中，C12G（果汁酒；其

他含酒精饮料；其制备）数量为 22 件，A61M （将介质输入人体内或

输到人体上的器械）数量为 18 件，A61F（可植入血管内的滤器；假体；

为人体管状结构提供开口、或防止其塌陷的装置）数量为 11 件，G01N

（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或物理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除免疫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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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外包括酶或微生物的测量或试验入 C12M，C12Q））数量为 11 件，

A23L（不包含在 A21D 或 A23B 至 A23J 小类中的食品、食料或非酒精饮

料；它们的制备或处理，食品或食料的一般保存）数量为 10 件，A61H

（理疗装置，例如用于寻找或刺激体内反射点的装置；人工呼吸；按

摩；用于特殊治疗或保健目的或人体特殊部位的洗浴装置（电疗法、

磁疗法、放射疗法、超声疗法入 A61N））数量为 5 件，A23F （咖啡；

茶；其代用品；它们的制造、配制或泡制）数量为 5 件，其余为 2 件。

图 4-4-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领域技术构成分布

4.4.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技术领域技术构成功效分析

图 4-4-3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技术构成功效分布图，

不同气泡代表不同的功效；表 4-4-1 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技术

构成分布对照表；从图中和表中可以看出，分类号 A61K（医用、牙科

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分类号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

疗活性）对应功效的专利相对较多，其中主要技术功效在速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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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避免、便利性提高以及成本降低，其他技术领域对应的技术功

效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均没有超过一百件，说明，在 A61K（医用、

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

活性）对应技术领域下实现相应技术功效是本领域研究的热点。

图 4-4-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膏丸剂技术构成分布

表 4-4-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技术构成分布对照表

4.4.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图 4-4-4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技术前十名的申请人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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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中，横坐标为专利申请数量，纵坐标为专利申请人，从图中可

以看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酒剂领域，申请量最多的北京绿源求证

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量罗淇为 10 件，其次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8 件，申请人为华东理工大学和王

疆宏，申请量均为 5 件，其余均在 4 件以内。

根据对申请人主体分析，发现，申请量第一北京绿源求证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专利总申请了为 10 件，从专利法律状态可知，都为撤回的

无效状态，其专利存在的可能性有待考究，因此，也不应当作为重要

竞争对手。从申请前十名的专利申请数量来看，最多在 8 件左右，可

以看出，该领域新技术研发的周期较长，生命周期较长，同时，研发

的困难度较大。

图 4-4-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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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膏剂技术领域转让趋势分析

图 4-4-5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技术领域近 20年转让趋

势，其中，横坐标为转让年份，纵坐标为专利数量，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 2012 年以前，专利转让发生的数量很少均没有超过 5 件，在 2013

年-2017 年，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领域专利转让数量出现一个高峰

段波动，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在 2015 年，转让数量为 17 件，2019 年和

2020 年转让数量较少，2021 年由于部分数据未公开，不能代表整体趋

势。

图 4-4-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技术领域转让趋势

4.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领域分析

4.5.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领域发展趋势分析

图 4-5-1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片剂领域技术全球专利数

量的年度变化趋势，图中，横坐标代表申请的年份，纵坐标代表申请

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2010 年以前，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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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利数量很少，波动也比较小，说明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膏剂领

域起步的比较晚；2011 年至 2016 年，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表明了治

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领域开始受到关注，2016 年至 2019 年，专利申

请量呈现下降趋势，由于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部分处于未公

开阶段，所以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量不代表整体发展趋势。

图 4-5-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技术领域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

4.5.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领域技术构成分析

图 4-5-2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领域技术构成分布图，

图中，不同色框代表不同国际分类标准下的技术分支；从图中可以看

出，分类号为 A61K（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的申请量最大，

为 474 件，其次为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数量

为 462 件，说明在片剂技术领域中，申请人的发明热点更偏向这两个

领域，其余各技术分支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其中，C12G（果汁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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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含酒精饮料；其制备）数量为 11 件，A61F（可植入血管内的滤器；

假体；为人体管状结构提供开口、或防止其塌陷的装置）数量为 11 件，

G01N （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或物理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除免疫

测定法以外包括酶或微生物的测量或试验入 C12M，C12Q））数量为 8

件，A23L（不包含在 A21D 或 A23B 至 A23J 小类中的食品、食料或非酒

精饮料；它们的制备或处理，食品或食料的一般保存）数量为 4 件，

A61H （理疗装置，例如用于寻找或刺激体内反射点的装置；人工呼吸；

按摩；用于特殊治疗或保健目的或人体特殊部位的洗浴装置（电疗法、

磁疗法、放射疗法、超声疗法入 A61N））数量为 2 件。

图 4-5-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领域技术构成分布

4.5.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技术领域技术构成功效分析

图 4-5-3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技术构成功效分布图，

不同气泡代表不同的功效；表 4-5-1 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技术

构成分布对照表；从图中和表中可以看出，分类号 A61K（医用、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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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分类号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

疗活性）对应功效的专利相对较多，其中主要技术功效在速度提高、

副作用避免、便利性提高以及成本降低，其他技术领域对应的技术功

效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均没有超过一百件，说明，在 A61K（医用、

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

活性）对应技术领域下实现相应技术功效是本领域研究的热点。

图 4-5-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片丸剂技术构成分布

表 4-5-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技术构成分布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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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图 4-5-4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技术前十名的申请人排

名，其中，横坐标为专利申请数量，纵坐标为专利申请人，从图中可

以看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领域，申请量最多的北京绿源求证

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量罗淇为 10 件，其次为仲崇允、北京正

大绿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华东理工大学和王疆宏，申请量均为 5 件，

其余均在 4 件以内。

根据对申请人主体分析，发现，申请量第一北京绿源求证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专利总申请了为 10 件，从专利法律状态可知，都为撤回的

无效状态，其专利存在的可能性有待考究，因此，也不应当作为重要

竞争对手。从申请前十名的专利申请数量来看，最多在 6 件左右，可

以看出，该领域新技术研发的周期较长，生命周期较长，同时，研发

的困难度较大。

图 4-5-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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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片剂技术领域转让趋势分析

图 4-5-5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技术领域近 20年转让趋

势，其中，横坐标为转让年份，纵坐标为专利数量，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 2012 年以前，专利转让发生的数量很少均没有超过 5 件，在 2013

年-2014 年，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领域专利转让数量出现一个高峰

段波动，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在 2013 年和 2014 年，转让数量均为 14 件，

2016-2020 年转让数量较少，2021 年由于部分数据未公开，不能代表

整体趋势。

图 4-5-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片剂技术领域转让趋势

4.6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领域分析

4.6.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领域发展趋势分析

图 4-6-1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散剂领域技术全球专利数

量的年度变化趋势，图中，横坐标代表申请的年份，纵坐标代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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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2005 年以前，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领域

相关专利数量很少，波动也比较小，说明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领

域起步的比较晚；2006 年至 2012 年，专利申请量波动较大，2013 年

至 2014 年，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表明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领

域开始受到关注，2015 年至 2019 年，专利申请量呈现下降趋势，由于

2020年和2021年的专利申请部分处于未公开阶段，所以2020年和2021

年的专利申请量不代表整体发展趋势。

图 4-6-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技术领域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

4.6.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领域技术构成分析

图 4-6-2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领域技术构成分布图，

图中，不同色框代表不同国际分类标准下的技术分支；从图中可以看

出，分类号为 A61K（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的申请量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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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74 件，其次为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数量

为 367 件，说明在散剂技术领域中，申请人的发明热点更偏向这两个

领域，其余各技术分支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其中，C12G（果汁酒；其

他含酒精饮料；其制备）数量为 6 件，G01N （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

或物理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除免疫测定法以外包括酶或微生物的

测量或试验入 C12M，C12Q））数量为 5 件，A61N（电疗；磁疗；放射

疗；超声波疗（生物电流的测定入 A61B；将非机械能转入或转出人体

的外科器械、装置或方法入 A61B18/00；一般麻醉用器械入 A61M；白

炽灯入 H01K；红外加热辐照器入 H05B））数量为 4 件，A23L（不包含

在 A21D 或 A23B 至 A23J 小类中的食品、食料或非酒精饮料；它们的制

备或处理，食品或食料的一般保存）数量为 2 件，A61M （将介质输入

人体内或输到人体上的器械）数量为 2 件,A61J（专用于医学或医药目

的的容器；专用于把药品制成特殊的物理或服用形式的装置或方法；

喂饲食物或口服药物的器具；婴儿橡皮奶头；收集唾液的器具）数量

为 1 件，B01F(混合，例如，溶解、乳化、分散（混合颜料入 B44D3/06）)

数量为 1 件，C12P（发酵或使用酶的方法合成目标化合物或组合物或

从外消旋混合物中分离旋光异构体）数量为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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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领域技术构成分布

4.6.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技术领域技术构成功效分析

图 4-6-3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技术构成功效分布图，不同

气泡代表不同的功效；表 4-6-1 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技术构成

分布对照表；从图中和表中可以看出，分类号 A61K（医用、牙科用或

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分类号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

性）对应功效的专利相对较多，其中主要技术功效在速度提高、副作

用避免、便利性提高以及成本降低，其他技术领域对应的技术功效的

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均没有超过一百件，说明，在 A61K（医用、牙科

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

对应技术领域下实现相应技术功效是本领域研究的热点。



77

图 4-6-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技术构成分布

表 4-6-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技术构成分布对照表

4.6.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图 4-6-4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技术前十名的申请人排名，

其中，横坐标为专利申请数量，纵坐标为专利申请人，从图中可以看

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领域，申请量最多的北京绿源求证科技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量为 10 件，其次为山东明仁福瑞达制药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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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5 件，北京正大绿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张利民

和通化斯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量均为 4 件，其余均在 3 件以内。

根据对申请人主体分析，发现，申请量第一北京绿源求证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专利总申请了为 10 件，从专利法律状态可知，都为撤回的无效

状态，其专利存在的可能性有待考究，因此，也不应当作为重要竞争

对手。从申请前十名的专利申请数量来看，最多在 5 件左右，可以看

出，该领域新技术研发的周期较长，生命周期较长，同时，研发的困

难度较大。

图 4-6-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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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散剂技术领域转让趋势分析

图 4-6-5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技术领域近 20 年转让趋势，

其中，横坐标为转让年份，纵坐标为专利数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2012 年以前，专利转让发生的数量很少均没有超过 6 件，在 2013 年

-2016 年，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领域专利转让数量出现一个高峰段

波动，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在 2013 年，转让数量为 14 件，2017-2020 年

转让数量较少，2021 年由于部分数据未公开，不能代表整体趋势。

图 4-6-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散剂技术领域转让趋势

4.7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领域分析

4.7.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领域发展趋势分析

图 4-7-1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中雾剂领域技术全球专利数

量的年度变化趋势，图中，横坐标代表申请的年份，纵坐标代表申请

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2012 年以前，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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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利数量很少，波动也比较小，说明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领

域起步的比较晚；2013 年至 2018 年，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表明了治

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领域开始受到关注，2018 年至 2019 年，专利申

请量呈现下降趋势，由于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部分处于未公

开阶段，所以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专利申请量不代表整体发展趋势。

图 4-7-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技术领域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

4.7.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领域技术构成分析

图 4-7-2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领域技术构成分布图，

图中，不同色框代表不同国际分类标准下的技术分支；从图中可以看

出，分类号为 A61K（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的申请量最大，

为 230 件，其次为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数量

为 229 件，说明在散剂技术领域中，申请人的发明热点更偏向这两个

领域，其余各技术分支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其中，A23F(咖啡；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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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用品；它们的制造、配制或泡制)申请量为 8 件，C12G（果汁酒；其

他含酒精饮料；其制备）数量为 6 件，G01N （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

或物理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除免疫测定法以外包括酶或微生物的

测量或试验入 C12M，C12Q））数量为 5 件，A61N（电疗；磁疗；放射

疗；超声波疗（生物电流的测定入 A61B；将非机械能转入或转出人体

的外科器械、装置或方法入 A61B18/00；一般麻醉用器械入 A61M；白

炽灯入 H01K；红外加热辐照器入 H05B））数量为 4 件，A23L（不包含

在 A21D 或 A23B 至 A23J 小类中的食品、食料或非酒精饮料；它们的制

备或处理，食品或食料的一般保存）数量为 3 件，C12P（发酵或使用

酶的方法合成目标化合物或组合物或从外消旋混合物中分离旋光异构

体）数量为 2 件，A23G（可可；可可制品，例如巧克力；可可或可可

制品的代用品；糖食；口香糖；冰淇淋；其制备）申请量为 1 件。

图 4-7-2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领域技术构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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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技术领域技术构成功效分析

图 4-7-3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技术构成功效分布图，

不同气泡代表不同的功效；表 4-7-1 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技术

构成分布对照表；从图中和表中可以看出，分类号 A61K（医用、牙科

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分类号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

疗活性）对应功效的专利相对较多，其中主要技术功效在速度提高、

副作用避免、便利性提高、复杂性降低以及成本降低，其他技术领域

对应的技术功效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均没有超过 10 件，说明，在 A61K

（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以及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

特定治疗活性）对应技术领域下实现相应技术功效是本领域研究的热

点。

图 4-7-3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技术构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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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1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技术构成分布对照表

4.7.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图 4-7-4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技术前十名的申请人排名，

其中，横坐标为专利申请数量，纵坐标为专利申请人，从图中可以看

出，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领域，申请量最多的邵伟，申请量为 7

件，其次为徐长山，申请量为 4 件，其余申请人的申请量均为 3 件。

根据对申请人主体分析，发现，申请量最多的前两位都是个人申请，

说明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技术集中在个人申请中，从申请前十名

的专利申请数量来看，最多在 7 件左右，可以看出，该领域新技术研

发的周期较长，生命周期较长，同时，研发的困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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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4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技术领域申请人排名

4.7.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雾剂技术领域转让趋势分析

图 4-7-5 给出了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技术领域近 20年转让趋

势，其中，横坐标为转让年份，纵坐标为专利数量，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 2011 年以前，专利转让发生的数量非常少，只有在 2007 年出现了 2

件转让，在 2012 年-2019 年，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领域专利转让

数量每年都有，但是转让量也非常少，没有超出 5 件以上，其中数量

最多的是在 2013 年、2018 年和 2019 年，转让数量均为 4 件，2021 年

由于部分数据未公开，不能代表整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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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5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雾剂技术领域转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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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技术领域

重点申请人分析

本章主要集中分析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技术领域重点申请人，以

重点申请人的技术方案进行分析，从而为后续的市场方向定位以及技

术研发做参考。其中，本章所分析的重点申请人主要自前述治疗风湿

骨病中成药技术领域申请人分析中进行筛选而得的相关的重点技术对

应的专利申请人。

5.1 广西壮族自治区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1.1 申请人简介

广西壮族自治区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 年 08 月 26 日成立，

经营范围包括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蜜丸、水蜜丸、水丸、

浓缩丸、微丸）、糖浆剂、茶剂、口服溶液剂、酊剂（含中药前处理

和提取）、中药饮片（含直接服用饮片）（净制、切制、炒制、炙制、

煮制、炖制）、酒剂、软膏剂、花红牌飞燕口服液生产、销售等。

5.1.2 重点技术分析

技术一

发明名称：一种治疗跌打损伤、风湿骨痛的中药制剂及其制备方

法

申请号：CN200810107449.2

申请日：20081231

授权公告号：CN101766724B

https://www.baiten.cn/results/l.html?q=ad:(20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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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公告日：20130814

技术概述：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疗跌打损伤、风湿骨痛的中药制

剂及其制备工艺。该中药制剂由大罗伞、小罗伞、两面针、红杜仲、

桂枝、川芎、黄藤、樟脑组成，其制备方法经渗漉等处理过程，最终

获得能有效治疗风寒湿痹、肩周炎、急性扭挫伤等病症的中药制剂，

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专利价值度：参见图 5-1-1，该专利的技术、经济、法律价值经评

估后的总评得分处于平均偏上水平，可以重点研究利用其技术价值，

根据法律价值的评估结果选择合适的使用借鉴方式。本专利文献中包

含【4 个技术分类】，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上述指标的数值越大可以反映

出所述专利的技术保护及应用范围越广。【被引用次数 1 次】专利被

引次数越多越能能够体现出该专利在相关技术领域研发中所发挥的基

础性作用，代表着专利公开的内容有更多的产业利用价值。【专利权

的维持时间 13 年】专利权的维持时间越长，其价值对于权利人而言越

高。

图 5-1-1 CN200810107449.2 专利价值度

https://www.baiten.cn/results/l.html?q=apd:(201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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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技术价值：该指标主要从专利申请的著录信息、法律事件等内容

中挖掘其技术价值，专利类型、独立权利要求数量、无效请求次数等

内容均可反映出专利的技术性价值。技术创新是专利申请的核心，若

需要进行技术借鉴或寻找可合作的项目，推荐重点关注该指标。

经济价值：该指标主要指示了专利技术在商品化、产业化及市场

化过程中可能带来的预期利益。专利技术只有转化成生产力才能体现

其经济价值，专利技术的许可、转让、质押次数等指标均是其经济价

值的表征。因此，若希望找到行业内的运用广泛的热点专利技术及侵

权诉讼中的涉案专利，推荐重点关注该指标。

法律价值：该指标主要从专利权的稳定性角度评议其价值。专利

权是一种垄断权，但其在法律保护的期间和范围内才有效。专利权的

存续时间、当前的法律状态可反映出其法律价值。故而，若准备找寻

权属稳定且专利权人非常重视的专利技术，推荐关注该指标。

技术二

发明名称：一种基于热盐法治疗风湿骨疼的外敷正骨散

申请号：CN201910578986.3

申请日：20190628

公开号：CN110237158A

技术概述：一种基于热盐法治疗风湿骨疼的外敷正骨散，所述正

骨散包含如下重量份的成分：铜锤玉带、三叶青、麻黄、琥珀、无名

异、威灵仙、白芷、防己、防风、元胡、珍珠、独活、没药、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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麝香、藏红花、金雀根、β环糊精。本发明通过热盐加速药物局部导

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提高细胞的通透性，将中药内的有效成分与

热温一同渗透至人体内，从而提升疗效使用方便，为通过热盐法治疗

风湿骨疼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同时，本发明采用β环糊精延长药包恒

定浓度的作用时间，吸附中药中的其它组方有效成分，从而在加热过

程中，使药物的释放周期大大延长，达到药物缓控释的目的，使之具

有较长的药效。参见表 5-1-1，TIC 强度代表气态离子的强度，反映有

效成分的含量。从表 5-1-1 的变化，对比例 3 缺失了β环糊精，加热

到 6 小时几乎检测不到药物的浓度，而其他的实施例及对比例在 80℃

下持续加热 8h 后，其有效成分的含量虽有明显减少，但仍然存在于缓

释中药混合物当中，表明该缓释中药包药效持久，使用寿命长。

表 5-1-1 正骨散 TIC强度表（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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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价值度：参见图 5-1-2，该专利的技术、经济、法律价值经评

估后的总评得分较低，可以重点关注其公开的技术内容。本专利文献

中包含【6 个实施例】、【9 个技术分类】，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上述指

标的数值越大可以反映出所述专利的技术保护及应用范围越广。

图 5-1-2 CN201910578986.3 专利价值度

技术三

发明名称：一种可以作用于创伤皮肤表面的风湿骨病配方药

申请号：CN201910578985.9

申请日：20190628

公开号：CN110201069A

技术概述：一种可以作用于创伤皮肤表面的风湿骨病配方药，所

述的配方包括：冰片、生川乌、琥珀、无名异、煅石膏、乳香、白芷、

防己、防风、元胡、珍珠、独活、伸筋草、没药、肉桂、麝香、藏红

花、炉甘石。本发明克服了传统膏药只能贴于患处而不能往皮肤伤口

处贴疗的弊端，可在新刺破皮表部位贴疗，使彻底根除风湿病变为可

能。同时可显著改善 DAS28、VAS 疼痛评分、血沉、C?反应蛋白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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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为通过中医治疗风湿骨疼提供了新思路、新

方法。将实施例 1-6 及对比例 1-3 制备的中药组合物外涂给药，同时，

对照组外涂生理盐水；每隔 8h 外涂相应的药物，于划伤后每天 14:00

将硫酸纸贴于创面描绘创面图形，将纸重换算成创面面积。并且以第 1

天的创面面积作为初始创面面积，将第 1 天、3 天、5 天、7 天创面的

愈合面积与初始创面面积进行比较，计算第 3 天、7 天创面愈合率，并

对愈合率进行 t检验比较。愈合率＝(初始创面面积-未愈合创面面积)/

初始创面面积×100％。定义创面完全上皮化所需的时间为创面愈合时

间，上皮化依靠肉眼观察。记录创面愈合时间，并对愈合时间进行 t

检验比较，结果见表 5-1-2。

表 5-1-2 本发明配方药对划伤小鼠创面愈合情况的影响

专利价值度：参见图 5-1-3，该专利的技术、经济、法律价值经评

估后的总评得分较低，可以重点关注其公开的技术内容。本专利文献

中包含【6 个实施例】、【11 个技术分类】，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上述

指标的数值越大可以反映出所述专利的技术保护及应用范围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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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CN201910578985.9 专利价值度

5.2 华东理工大学

5.2.1 申请人简介

华 东 理 工 大 学 （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华理（ECUST），坐落于上海市，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直属的一所学科设置涵盖理、工、农、医、经、管、文、法、

艺术、哲学、教育等 11 个学科门类的全国重点大学，位列“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211 工程”、“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入

选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双万计

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国家大学生

创新性实验计划、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全国深化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为全国

16 所工科重点大学科技工作研讨会、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优质资源共

享联盟成员。

华东理工大学原名华东化工学院，1952 年由交通大学、震旦大学、

https://baike.so.com/doc/24057350-2464060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12327-632546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12327-632546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52678-5588136.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63675-559925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37115-5675422.html
https://baike.so.com/doc/7240848-747002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7974-578313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15399-5828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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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学、东吴大学、江南大学等校化工系组建而成，1993 年改为现

名。1956 年被定为全国首批招收研究生的学校之一；1960 年被确定为

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1996 年成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

高校。

5.2.2 重点技术分析

技术一

发明名称：治疗风湿骨病的中药组方及其中成药的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1410294337.8

申请日：20140626

授权公告号：CN104095912B

技术概述：本发明治疗风湿骨病的中成药的制备方法，包含以下

步骤：⑴制备麻黄生物碱或马钱子生物碱；⑵制备甘草黄酮、红花黄

酮、骨碎补黄酮；⑶制备甘草皂苷、川牛膝皂苷以及三七皂苷；⑷配

制有效部位组分：麻黄生物碱 0.001～1.4406；马钱子生物碱 0.001～

0.02688；甘草黄酮 0.01～2；红花黄酮 0.01～5；骨碎补黄酮 0.01～5；

甘草皂苷或三七皂苷 0.01～5；⑸制备治疗风湿骨病的中成药：片剂或

胶囊。本发明的中成药经动物实验证明：能显著抑制佐剂性关节炎大

鼠的急性足爪肿胀和继发性足肿胀，具有防治佐剂性关节炎及祛风除

湿的作用；能显著减少醋酸致小鼠的扭体反应次数，具有止痛作用。

专利价值度：参见图 5-2-1，该专利的技术、经济、法律价值经评

估后的总评得分处于平均水平，可以重点研究利用其技术价值，根据

法律价值的评估结果选择合适的使用借鉴方式。本专利文献中包含【10

https://baike.so.com/doc/2719065-28703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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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实施例】、【4 个技术分类】，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上述指标的数值越

大可以反映出所述专利的技术保护及应用范围越广。【专利权的维持

时间 7 年】专利权的维持时间越长，其价值对于权利人而言越高。

图 5-2-1 CN201410294337.8 专利价值度

技术二

发明名称：治疗风湿骨病的中药组方及其中成药的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1510095757.8

申请日：20150304

授权公告号：CN104739940B

技术概述：本发明治疗风湿骨病的中药组方，含有甘草、延胡索、

三七、骨碎补的有效部位提取物——甘草皂苷、甘草黄酮、延胡索生

物碱以及三七皂苷、骨碎补黄酮；所述有效部位配制的质量份数为：

甘草皂苷 0.01～8；甘草黄酮 0.01～2；延胡索生物碱 0.01～5；三七

皂苷 0.01～5；骨碎补黄酮 0.01～5。按所述中药组方进行中成药制备

的方法包含以下步骤：⑴制备甘草皂苷；⑵制备甘草黄酮；⑶制备延

胡索生物碱；⑷制备三七皂苷；⑸制备骨碎补黄酮；⑹配制有效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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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⑺制成治疗风湿骨病的中成药片剂或胶囊。本发明的中药组方

能减少中成药中的非有效成分、降低毒副作用，在祛风除湿、行气止

痛、温经通络诸方面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对风湿骨病有良好的疗效。

专利价值度：参见图 5-2-2，该专利的技术、经济、法律价值经评

估后的总评得分处于平均水平，可以重点研究利用其技术价值，根据

法律价值的评估结果选择合适的使用借鉴方式。本专利文献中包含【11

个实施例】、【4 个技术分类】，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上述指标的数值

越大可以反映出所述专利的技术保护及应用范围越广。 【专利权的维

持时间 6 年】专利权的维持时间越长，其价值对于权利人而言越高。

图 5-2-2 CN201510095757.8 专利价值度

技术三

发明名称：用于治疗风湿骨病的中药组方及中成药的制备方法和

应用

申请号：CN201310540299.5

申请日：20131105

授权公告号：CN10358527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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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概述：本发明用于治疗风湿骨病的中药组合物，各活性部位

的质量百分比为：甘草皂苷 40%~60%；甘草黄酮 10%~20%；麻黄生物碱

5%~20%；川牛膝皂苷 5%~20%；马钱子生物碱 5%~10%。根据该中药组合

物制备中成药的方法包含以下步骤：⑴制备甘草皂苷；⑵制备甘草黄

酮；⑶制备麻黄生物碱；⑷制备川牛膝皂苷；⑸制备马钱子生物碱；

⑹配制活性部位组合物；⑺制作用于治疗风湿骨病的中成药；所述中

成药包括胶囊、软胶囊、片剂。根据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制备的用于

治疗风湿骨病的中成药能在镇痛抗炎、活血祛瘀和补中益气增强免疫

力以及治疗寒湿淤阻经络所致的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痛中进行应用。

表5-1-2本发明的用于治疗风湿骨病的中药组合物在12.5～200μg/mL

浓 度范围内皆对促进巨噬细胞增殖有显著影响，剩余浓度组细胞无明

显死亡，该现象说明细胞 活力状态良好。

表 5-1-2 本发明配方药对划伤小鼠创面愈合情况的影响

专利价值度：参见图 5-2-2，该专利的技术、经济、法律价值经评

估后的总评得分处于平均水平，可以重点研究利用其技术价值，根据

法律价值的评估结果选择合适的使用借鉴方式。本专利文献中包含【5

个技术分类】，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上述指标的数值越大可以反映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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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专利的技术保护及应用范围越广。【专利权的维持时间 8 年】专利

权的维持时间越长，其价值对于权利人而言越高。

图 5-2-3 CN201310540299.5 专利价值度

5.3 湖南敬和堂制药有限公司

5.3.1 申请人简介

湖南敬和堂制药有限公司，1995 年 02 月 25 日成立，经营范围包

括生产、销售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糖浆剂、口服溶液剂（含中

药提取）的生产及自销；中药提取物、中成药、消毒产品、卫生用品、

保健用品的生产；中药材加工；消毒剂、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的制造；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5.3.2 重点技术分析

技术一

发明名称：治疗骨关节炎与类风湿关节炎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

方法

申请号：CN201210577977.0

申请日：201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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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公告号：CN103006946B

技术概述：本发明公开一种治疗骨关节炎与类风湿关节炎的中药

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属治疗骨关节炎与类风湿关节炎的药物领域，

其由桑寄生、独活、海马、枸杞子、人参、白芍、秦艽等二十一味原

料药一定的重量份配制而成，其制备方法为：将独活、杜仲、千年健、

等十一味混合粉碎成细粉，取海马单制细粉备用；取桑寄生、人参和

秦艽加 8 倍量、6 倍量 70%乙醇回流提取二次，药渣与前述独活等十一

味原料药及所称取的枸杞子、白芍等七味原料药，水煎二次，合并煎

液，制密度为 1.15～1.18 的清膏，加入上述醇提物、海马细粉、混匀，

60℃真空干燥，粉碎，过筛，再加入上述独活等十味原料药的细粉，

混匀，90%乙醇制粒，50℃减压干燥，装胶囊。

专利价值度：该专利的技术、经济、法律价值经评估后的总评得

分处于平均水平，可以重点研究利用其技术价值，根据法律价值的评

估结果选择合适的使用借鉴方式。本专利文献中包含【4 个技术分类】，

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上述指标的数值越大可以反映出所述专利的技术保

护及应用范围越广。 【专利权的维持时间 9 年】专利权的维持时间越

长，其价值对于权利人而言越高。

图 5-3-1 CN201210577977.0 专利价值度



99

技术二

发明名称：一种舒筋除湿中药复方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0510031745.5

申请日：20050624

授权公告号：CN1306949C

技术概述：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疗骨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的中

药制剂，其由以下原料药制成：桑寄生，独活，海马，枸杞子，人参，

白芍，秦艽，香加皮，续断，狗脊，牛膝，木瓜，千年健，茯苓，当

归，厚朴，肉桂，小茴香，川芎，菊花，甘草。本发明还包括所述中

药制剂的制备方法。本发明之中药制剂毒副作用小，疗效好，治疗骨

关节炎寒湿阻络/肝肾两虚症及类风湿关节炎寒湿阻络/肝肾两虚症，

有效率不低于 93.00%。

专利价值度：该专利的技术、经济、法律价值经评估后的总评得

分处于平均水平，可以重点研究利用其技术价值，根据法律价值的评

估结果选择合适的使用借鉴方式。本专利文献中包含【10 个技术分

类】，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上述指标的数值越大可以反映出所述专利的

技术保护及应用范围越广。 【专利权的维持时间 16 年】专利权的维

持时间越长，其价值对于权利人而言越高。

图 5-3-2 CN200510031745.5 专利价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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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通化斯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4.1 申请人简介

公司占地面积 288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3500 平方米。资产总额

近亿元,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杜明珠，大专学历，中药制药专业，具经

济师、工程师职称。现有员工总数 200 人，拥有技术人员 58 人，其中

高中级职称人员 17 人。公司拥有前处理提取车间、固体制剂车间。可

生产片剂、颗粒剂、胶囊剂三个剂型、几十个品种的药品。经过几年

的艰苦创业，公司已形成风湿止痛用药、妇科疾病用药、心脑血管疾

病用药、抗菌消炎用药、胃肠疾病用药、泌尿疾病用药、肝胆疾病用

药、眼科用药及消杀类、保健类产品等几十个品种的生产体系。建立

了覆盖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销售网络。现代化的生产设备、高素

质的员工队伍、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健全的销售网络，科研力量，

使斯威药业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 。

公司按照《药品管理法》及 GMP 要求，建立了质量保证体系和各

项规章制度，制定了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和各项工作标准。从原材料

采购到贮存，从产品生产到营销，近千份文件涵盖了企业生产经营的

各个环节，构成了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使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得到

了消费者的认同，产品市场不断扩大，为企业拓展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斯威药业经过几年的打拼，已经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企业生产

的品种(规格)已经达到 100 多个，产品领域涉及消杀类、食品类。科

研力量和科研成果，为企业的发展储备了后劲。未来十年间，公司的

产品品种可达到近百个，销售收入可达到 5000 多万元，利税近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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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生产品种的药品名称为风湿定胶囊(中药产品)。

5.4.2 重点技术分析

技术一

发明名称：一种能改善微循环、通经舒络、活血化瘀、治疗风湿

骨病的外用药物及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1410313520.8

申请日：20140703

授权公告号：CN104027407B

技术概述：本发明涉及一种外用药品或保健用品，具体是一种能

改善微循环、通经舒络、活血化瘀、治疗风湿骨病的外用药物及制备

方法。取防风、独活、淫羊霍、苏木 4 味中药材切制成 10-15mm 段，

将路路通、苍术、当归、艾叶、鸡血藤、虎杖、杜仲、桂枝、红花与

上述以上 4 味中药材混合，置热回流提取罐内，加水浸泡 1 小时，加

热回流提取 5 小时，浓缩至比重 1.15-1.20，80℃烘干，粉碎成细粉，

将细粉置于制粒机中制粒，将湿颗粒烘干，温度控制在 45±5℃，时间

2-3 分钟，将干燥后的颗粒置于摇摆式颗粒机中用 16 目筛网整粒，包

装即得。保健功能：改善微循环。适用于因风湿劳损所致腰、腿、肩、

颈关节疼痛，骨质增生等引起微循环障碍的人群使用。

专利价值度：参见图 5-4-1，该专利的技术、经济、法律价值经评

估后的总评得分处于平均水平，可以重点研究利用其技术价值，根据

法律价值的评估结果选择合适的使用借鉴方式。本专利文献中包含【6

个技术分类】，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上述指标的数值越大可以反映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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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专利的技术保护及应用范围越广。【专利权的维持时间 7 年】专利

权的维持时间越长，其价值对于权利人而言越高。 尤其重要是，该专

利【权利转移 1 次】、 都从侧面反应出该专利的技术、经济和法律价

值。

图 5-4-1 CN201410313520.8 专利价值度

技术二

发明名称：一种能改善微循环、通经舒络、活血化瘀、治疗风湿骨病

的外用药物及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1610540917.X

申请日：20140703

授权公告号：CN105998211B

技术概述：本发明涉及一种外用药品或保健用品，具体是一种能改善

微循环、通经舒络、活血化瘀、治疗风湿骨病的外用药物制备方法。

取防风、独活、淫羊霍、苏木 4 味中药材切制成 10－15mm 段，将路路

通、苍术、当归、艾叶、鸡血藤、虎杖、杜仲、桂枝、红花与上述以

上 4 味中药材混合，置热回流提取罐内，加水浸泡 1 小时，加热回流

提取 5 小时，浓缩至比重 1.15－1.20，80℃烘干，粉碎成细粉，将细

https://www.baiten.cn/results/l.html?q=ad:(2014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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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置于制粒机中制粒，将湿颗粒烘干，温度控制在 45±5℃，时间 2－

3 分钟，将干燥后的颗粒置于摇摆式颗粒机中用 16 目筛网整粒，包装

即得。保健功能：改善微循环。适用于因风湿劳损所致腰、腿、肩、

颈关节疼痛，骨质增生等引起微循环障碍的人群使用。

专利价值度：参见图 5-4-2，该专利的技术、经济、法律价值经评估后

的总评得分处于平均水平，可以重点研究利用其技术价值，根据法律

价值的评估结果选择合适的使用借鉴方式。本专利文献中包含【2 个实

施例】、【5 个技术分类】，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上述指标的数值越大可

以反映出所述专利的技术保护及应用范围越广。【专利权的维持时间 7

年】专利权的维持时间越长，其价值对于权利人而言越高。

图 5-4-2 CN201410313520.8 专利价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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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宋爱民

5.5.1 重点技术分析

技术一

发明名称：治疗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的中药酒剂

申请号：CN201210525274.3

申请日：20121210

授权公告号：CN103100033B

技术概述：本发明涉及一种治疗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的中药酒剂，各原

料的重量组成为：黄芪 4 份、鸡血藤 3 份、威灵仙 3 份、寻骨风 3 份、

老鸛草 3 份、乌梢蛇 1 份、白花蛇 1 份、甘草 3 份、巴戟天 4 份和姜

黄 2 份，具有祛风散寒、温经通络的功效。具有见效快、疗效高、安

全方便、无毒副作用等特点。

专利价值度：参见图 5-5-1，该专利的技术、经济、法律价值经评估后

的总评得分处于平均水平，可以重点研究利用其技术价值，根据法律

价值的评估结果选择合适的使用借鉴方式。本专利文献中包含【4 个

技术分类】，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上述指标的数值越大可以反映出所述

专利的技术保护及应用范围越广。 【专利权的维持时间 9 年】专利权

的维持时间越长，其价值对于权利人而言越高。 尤其重要是，该专利

【权利转移 2 次】、都从侧面反应出该专利的技术、经济和法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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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1 CN201210525274.3 专利价值度

技术二

发明名称：治疗骨质增生的中药制剂

申请号：CN201110388325.8

申请日：20111129

授权公告号：CN102406777B

技术概述：本发明属于中药制剂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治疗骨质增生的

中药制剂，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熟地 10 份、仙灵脾 3 份、骨

碎补 4 份、当归 4 份、鸡血藤 6 份、狗脊 6 份、千年健 6 份和徐长卿 6

份，具有补肝肾、壮筋骨、祛风湿、通经络的功效。本发明是在传统

的中医辩证施治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实践研制而成，具有疗效显著、安

全方便、无毒副作用的特点。

专利价值度：参见图 5-5-2，该专利的技术、经济、法律价值经评

估后的总评得分处于平均水平，可以重点研究利用其技术价值，根据

法律价值的评估结果选择合适的使用借鉴方式。本专利文献中包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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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技术分类】，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上述指标的数值越大可以反映出所

述专利的技术保护及应用范围越广。【专利权的维持时间 10 年】专利

权的维持时间越长，其价值对于权利人而言越高。尤其重要是，该专

利【权利转移 1 次】、 都从侧面反应出该专利的技术、经济和法律价

值。

图 5-5-2 CN201110388325.8专利价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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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产业发展路径建议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国粹，也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瑰宝，为中华民

族的繁衍生息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年来，国务院、商务

部、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各部委相继出台了 22 项振兴发展中

医药的文件。充分体现国家战略对中医药产业发展的高度关切，反映

了对中医药产业发展壮大的时代需求。

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要统筹规划、

加强源头和过程监管，提出产业发展指导规划和采取监管措施，分阶

段实现产业升级，最终达到产业绿色化、自动化、信息化生产。为了

更好的促进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产业发展，现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建设规范化药材种植基地，构建药材全过程追溯体系

中药材的种植产地非常重要。建议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统筹规划道

地化区域，利用“互联网+中药材基地”形成数字化管理体系，实现差

异化种植，保证药材道地化，避免品种变异，实现药材种植、田间作

业可追溯，保证原料药的质量，解决民生问题，实现中药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

2.开展中药药效物质研究，建立符合中药特点 GMP 体系

中药药效物质不明确是制约中药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建议在国

家层面设立科研专项，系统开展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完成对中药

品种有效成分的界定，用于制定中药材的质量标准。

3.推动中药第三方质量检测，实现中药生产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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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各方资源成立独立检测机构，对各种植基地、各批次中

药材进行独立检测，避免因含量不达标而采用的掺假、制假现象的出

现。围绕中药产生生产工艺落后，生产设备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低等

问题，制定中药产业转型发展规划，可以分步实施或部分区域先行先

试，最终实现中医药产业工业化、绿色化、自动化。

目前，可以说，针对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正处于瓶颈阶段，也是

产业化的关键阶段，近年来，专利申请量逐年降低，应及时掌握治疗

风湿骨病中成药相关专利的发展动向，掌握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技术

的发展趋势，对重点技术的跟踪和预警，为我国重大/重点经济科技政

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也有利于指导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行业调整

研发思路，提高研发效率，推动产业化发展。

目前，我国已经有多家科研机构及高校与企业开展治疗风湿骨病

中成药的产业化试验，在未来，也会自发形成了不同区域不同地理环

境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产业创新联盟，而且我国建立治疗风湿骨病中

成药产业联盟的条件已经成熟。通过政府引导和行业自发相结合的模

式，联合科研机构和企业组建产学研一体、上中下游产业链结合的产

业联盟，促进产业优势互补，研发技术优势互补和专利资源优势互补，

形成专利联盟，共同规避国外申请人的专利壁垒，推动治疗风湿骨病

中成药的产业化进程。

在研发中，发明人应当在保证安全性及成本的基础上改进优化治

疗风湿骨病中成药；治疗风湿骨病中成药仍处于不饱和、技术匮乏的

阶段。发明人可以按上述几个研发方向为切入点，规避已经公开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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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技术，并根据自身研发条件，选取几个技术空白点全力攻破，加大

专利布局力度，以“面”到“点”的布局方式进行专利布局，抢占市

场先机，首先以“面”的形式抢占某一领域的技术地位，再以“点”

的形式进行专利空隙填补。最终以商业化为主要目标，占据一定的市

场地位，另外，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研发能力占主体，在拥有此优

势的基础上，应当做好走出去的准备，在对应技术发展国家做好专利

布局工作。

企业技术或人才的引进；企业可以依据自身的产品/技术、专利布

局等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的需求培育，如引进高校或者科研院所有

价值的专利技术，或者通过定向委托合作来实现新产品的研发创造；

可以引进产业薄弱环节的创新人才，以及引进具有创新实力或拥有核

心专利技术的发明人或与其合作，从而提升企业技术及市场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