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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专利导航是在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形势下，在专

利信息运用方面探索创新总结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机制、新方法、

新模式。这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知识产权中国化应用的理论新突破，

更是新时代中国知识产权运用体系建设支撑性的制度创新成果。专利

导航的推广应用，对提升我国知识产权治理能力与水平，推动完善知

识产权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大力推进专利导航在地方、园区和企业

等不同层面的创新实践，以数据运用推动知识产权治理创新，全面推

动产业创新发展。专利导航作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重大改革创新举措，

从启动专利导航工程的试点探索，到列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专利事

业发展战略的年度推进计划，再到全面纳入国家和地方重大产业政策

文件，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产业政策和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2018 年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专利导航被确定为重新组建后的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重要职责。专利导航工作职责的法定化，标志着专

利导航正式成为我国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治理能力

的重要内容。

专利导航在专利信息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综合了专利预警等具体

应用场景，以大数据分析为依托，将聚焦于权利保护的分析拓展到全

面支撑创新发展决策的分析,并以路径导航的方式将专利信息运用从

权利保护的技术层面提升到有效配置创新资源的制度层面，具有区别

于一般决策支撑方法和传统专利信息分析方法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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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立足于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现状，运用专利导航分析方法，

紧扣企业分析和专利分析两条主线，将专利信息与政策环境、市场需

求等信息深度融合，并准确定位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产业现状、企业技

术能力现状和知识产权现状，从技术方向、专利风险、专利布局等多

维度对企业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提出导航意见。

本次专利导航的专利数据采集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3 月 27 日。专

利信息数据范围覆盖中、美、日、韩、欧洲、WIPO 等 164 个国家、组

织和地区，包括著录项目、摘要、同族文献信息、法律状态信息、审

查状态信息、引用文献信息等，专利信息数据近两万条，包括技术分

支标引和技术功效标引。

本次分析报告检索对于2023年及以后的专利申请数据采集不完整，

报告统计的专利申请量比实际的专利申请量要少，这是由于部分数据

在检索截止日之前尚未在相关数据库中公开。例如，PCT 专利申请可能

自申请日起 30 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才进入国家阶段，从而导致与之

相对应的国家公布时间更晚，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通常自申请日（有优

先权的，自优先权日）)起 18 个月（要求提前公布的在 4-6 个月）才

能被公布，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在授权后才能获得公布，其公布日的滞

后程度取决于审查周期的长短等。

在撰写的过程中，项目组虽然对课题报告内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及总结提炼，但由于受专利文献的数据采集范围和分析工具的限制，

报告的数据、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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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发展概述

1.1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现状分析

1.1.1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定义与分类

清热解毒类药品能够有效清除人体内的热邪、排出毒素，治疗感

冒、咳嗽、喉咙痛以及口腔溃疡等常见疾病。这些药品不仅在医院、

诊所中频频出现，成为临床医生治疗疾病的得力助手，而且在家庭的

小药箱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它们是家庭自我药疗的常用之选，

为无数人在疾病初期提供了及时的缓解和帮助。

当我们进一步审视清热解毒药品的分类时，会发现这是一个多元

化和专业化并存的领域。这些药品，根据其成分的不同，可以被划分

为中药和化学药两大类。中药类的清热解毒药品，凭借其天然、温和

的特性，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而化学药类的产品，则以其快速、高

效的特点，在治疗急性病症时发挥着重要作用。

除了成分的差异外，清热解毒药品还可以根据功效的不同细分为

抗病毒、抗菌、抗炎等多种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药品，在治疗各种

因热邪引起的疾病时，能够针对性地发挥作用，提供更为精准的治疗

方案。例如，抗病毒类的清热解毒药品，在治疗流感等病毒性疾病时

能够显著缩短病程、减轻症状;而抗菌类的药品，则在治疗由细菌感染

引起的疾病时展现出强大的杀菌能力。

按照药品的用途划分，清热解毒药品还可以被分为处方药和非处

方药。处方药类的产品，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它们通常用于治

疗较为严重或复杂的疾病;而非处方药类的产品，则可以在药店或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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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方自由购买，它们主要用于治疗一些轻微的、自限性的疾病。这

样的分类体系，不仅展现了清热解毒药品行业的多样性和专业性，也

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更加明确和针对性的用药选择。无论是临床医生

还是普通消费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病情，在这个多元化的市

场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当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审视清热解毒药品行业时，会发现这是一

个充满活力和机遇的领域。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这一行业

正在不断涌现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和新的治疗方法。这些创新不仅

为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为整个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1.1.2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发展现状

清热解毒是中医常用治法之一，用于治疗瘟疫、温毒及多种热毒

病证。生活中绝大部分人曾遇到过“上火”症状，其中不少人会到药

店购买清热解毒类产品服用，所以该类产品在零售市场中的销售情况

一直不错。本文根据米内网的监测数据，以深圳、武汉、重庆三城市

为例，对该类产品零售市场的竞争格局进行简要分析。

所谓热证，是指感受热邪或阳盛阴虚，人体的机能活动亢进所表

现的证候。多因外感火热之邪；或寒邪化热入里；或因七情过激，郁

而化热；或饮食不节，积蓄为热，此类为实热证；或房劳伤阴，阴虚

阳亢所致此乃虚热证。中医所说的“热”“火”“毒”都指的是热证

的表现，而火甚于热，毒又甚于火，所以热毒是热证发展的最严重阶

段。热证的病因有远因与近因两种。远因是无明产生了嗔恚而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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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因是患者的胆汁过量而致病。清热解毒用药是中医针对实热证的治

疗药方。

清热解毒药是指以解热毒、火毒、疫毒等为主要作用的一类药物，

可以用于治疗咽喉肿痛、鼻疖、痄腮、热毒下痢、痈肿疔疮、丹毒、

虫蛇咬伤、水火烫伤等。现代研究表明，清热解毒药均有不同程度的

抗病原微生物的作用，并且可抗多种细菌，不易产生耐药性，部分药

物还具有抗炎、解热、抗病毒等作用。在临床上应用此类药物时，如

果患者火热炽盛，应与清热泻火药配伍同用；如果兼有湿邪，应与利

湿、燥湿或化湿药配伍;如兼有气血亏虚，应配予补气养血类药物等。

另需注意，清热解毒药多数性寒凉，易伤脾胃，故不可多服久服，病

愈即止。

自 2012 年 8 月 1 日《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以来，

规范了抗菌药物的临床应用行为，在此背景下，清热解毒中成药的市

场开始火爆起来。尽管清热解毒中成药具有抗病毒、抗菌、抗内毒素

的功能，人们也习惯将其称之为“中药抗生素”，但其并不等同于抗

生素。由于人们的长期及经验用药习惯，对中成药的疗效及安全性都

比较信任，这也促进了清热解毒中成药市场的发展。

医药市场的快速发展为清热解毒类口服中成药市场的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对清热解毒类口服中成药市场的推动

作用也较大，同时抗生素类药品用药越来越规范，这些因素都成为支

撑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市场快速增长的有利条件。

清热解毒药品市场近年来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已然成为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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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一大亮点。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对于自身健康的关

注度也在持续上升，这使得清热解毒药品市场得以迅速扩大。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注重日常保健，尤其是在面对环境污染、生活压力等多重

挑战时，他们更倾向于寻求药物辅助以改善身体状况。

市场的繁荣自然吸引了众多企业的涌入，竞争也随之加剧。为了

在这场激烈的市场争夺战中脱颖而出，不少企业纷纷加大研发投入，

推出具有创新性和竞争力的清热解毒药品。这些药品在配方、生产工

艺、疗效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企业还注重

品牌建设，通过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青睐。

在市场繁荣的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使

得消费者在选择时感到困惑。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忽视产品

质量和安全性，给消费者的健康带来潜在风险。政府和监管部门需要

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力度，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尽管如此，清热解毒药品市场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科

技的进步和药品研究的深入，未来有望出现更多高效、安全、便捷的

清热解毒药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对于健

康的需求将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这将为清热解毒药品市场提供新的

发展机遇和挑战。

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市场中，企业需要保持敏锐的市场洞察

力，紧跟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策略和市场策略。注重产

品质量和安全性，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口碑。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清热解毒药品，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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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也不能忽视清热解毒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随着全球化

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清

热解毒药品作为中国传统的中药制剂，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一些企业已经成功地将清热解毒药品推向国际市场，并

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这不仅为中国医药行业赢得了荣誉和尊严，

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

当然，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更大的成功，还需要克服诸多困难

和挑战。需要解决中药制剂的标准化和国际化问题，使其符合国际市

场的需求和规范。加强与国际医药行业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国际

先进经验和技术。注重品牌建设和营销策略的制定，提升品牌在国际

市场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清热解毒药品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无限的商机。在面临机

遇和挑战时，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勇往直前地开

拓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清热解毒药品市场的消费群体也在发生着变化。随着老龄化社会

的到来，老年人群体的健康需求日益旺盛，他们成为清热解毒药品市

场的重要消费群体。年轻人由于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等原因，也

越来越重视自身健康，开始关注并使用清热解毒药品。这些变化都为

市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为了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企业需要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例

如，可以针对老年人群体的特点，开发适合他们使用的清热解毒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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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剂量适中、副作用小、服用方便的产品。对于年轻人群体，可以推

出具有时尚元素和健康理念的产品，如清热解毒口服液、草本茶饮等，

满足他们对于快捷、时尚、健康的需求。

在未来的发展中，清热解毒药品市场还将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政策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对市场的竞争格局和企业的市场策略产

生影响;科技的进步可能会推动清热解毒药品的研发和生产工艺的创

新；社会文化的变迁可能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习惯等。企

业需要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市场策略和

产品策略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清热解毒药品市场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市场。在面临激烈的

市场竞争和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时，企业需要保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和创新精神，紧跟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不断提升自

身的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才能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为人类的健

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1.1.3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发展历程

清热解毒药品行业，自古以来便是中医药领域的一颗璀璨明珠，

其在治疗热病、感染等病症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早已在历史的长

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这一行业也

在不断地与时俱进，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回望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清热解毒药品行业的发展轨迹。

在古代，中医药便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卓越的疗效，在民众的健康

保障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清热解毒药品，作为中医药宝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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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在治疗各种热性疾病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经典的古方到民间流传的秘方，无数清热解毒的良药被智慧的古人

所发现和应用，为后世的医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现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清热解

毒药品行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传统的中医药理论得到了

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许多古方秘药的科学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挖

掘和证实;现代科技的融入为清热解毒药品的研发和生产提供了更加

先进和精准的手段，使得药品的种类和疗效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在市场的推动下，清热解毒药品行业呈现出多元化、细分化的发

展趋势。众多企业纷纷涉足这一领域，推出了品牌各异、规格多样的

药品，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这些药品在疗效、安全性、便捷性

等方面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

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促使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

水平，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市场的认可。

除了企业的积极参与外，消费者的健康意识提高也是推动清热解

毒药品市场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健康观念的

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自我保健和药疗。他们不仅关注疾病的

治疗，更注重疾病的预防和身体的调养。对于具有清热解毒、提高免

疫力等功效的药品需求不断增长，进一步拉动了市场的扩大和行业的

发展。

当然，任何行业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清热解毒药品行业

的繁荣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例如，市场竞争的加剧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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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产品质量；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消费

者对中医药的信任进行虚假宣传甚至生产销售假药；行业监管的缺失

和标准的不统一也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给予

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

展望未来，清热解毒药品行业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

市场潜力。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升，我们相信会有更多高

效、安全、便捷的清热解毒药品问世，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

贡献。我们也期待行业能够加强自律和规范发展，建立健全的监管体

系和标准体系，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让我们共同期

待清热解毒药品行业的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背景下，清热解毒药品行业正以其

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和关注。无论是对于投资者、

企业家还是普通消费者来说，了解和掌握这一行业的发展动态和市场

趋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够为您提供一个全面、深入的视

角来观察和理解清热解毒药品行业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

方向和趋势。

1.2 政策环境分析

清热解毒药品行业在近年来的发展态势中，呈现出受政策与法规

影响日益显著的特点。随着国家对药品质量和患者安全保障的重视度

不断加深，该行业的监管环境日趋严格。从药品注册到生产许可，再

到质量控制等各个环节，政府均加大了监管力度，以确保市场上的清

热解毒药品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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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监管政策的强化，不仅体现在对药品本身的要求上，还扩展

到了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管理。企业需要满足更高的生产标准和质量管

理体系要求，才能保持市场竞争力。这种趋势促使行业内的企业纷纷

加强内部管理，提升药品质量，以应对日益严格的监管环境。

与此医保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也在深刻影响着清热解毒药品行业的

发展。医保政策直接关系到药品的报销范围和报销比例，进而影响到

患者的用药选择和药品市场的竞争格局。随着医保政策的不断优化，

清热解毒药品的报销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报销比例也可能会得到

提升。这将有助于增加患者的用药可及性，促进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以下对我国各级政府关于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政策的解析。

1.2.1 国家相关政策

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实施一系列政策，以促进中药产业的持续

繁荣与发展。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拥有 5000 年历

史的中药传统医学价值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广泛认可，全球对中药行

业关注的程度也日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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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具体政策颁布如下：

颁布时间 发布单位 政策名称 政策解读 政策类型

2024年 3月
国家药监

局

推动中医药事

业和产业高质

量发展

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推进产

学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

化。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论述，要

加强产学研结合，支持企业与高校、科

研院所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共享研发成

果，并推动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

企业开放，加快这些成果在企业的转化

和产业化；鼓励企业多投入搞科研，引

导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将科技

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努力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鼓励中医药科技人才创

新创业，提供配套的政策和金融扶持，

让那些在中医药领域具有发展潜力和

创新思维的人才真正获得施展身手的

舞台，不断丰富人民群众中医药健康产

品供给。

指导类

2023年11月
国家药监

局

关于加快古代

经典名方中药

复方制剂沟通

交流和申报的

有关措施

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研发关键节点的沟通交流

二、实行申报资料阶段性递交，加快技

术审评

指导类

2023年 1月
国家药监

局

关于进一步加

强中药科学监

管促进中药传

承创新发展的

若干措施

一、加强中药材质量管理

二、强化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监管

三、优化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

四、完善中药审评审批机制

五、重视中药上市后管理

六、提升中药标准管理水平

七、加大中药安全监管力度

八、推进中药监管全球化合作

指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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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4月
国家药监

局

《基于 "三结

合 "注册审评

证据体系下的

沟通交流指导

原则(试行)》

推出基于“中医理论-人用经验-临床试

验”三结合证据体系的中药特色审评审

批标准。

指导类

2021年12月

国家医保

局、中医药

局

《关于医保支

持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指

导意见》

充分认识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意义;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药机构

纳入医保定点;加强中医药服务价格管

理;将适宜的中药和中医医疗服务项目

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完善适合中医药特

点的支付政策;强化医保基金监管，

指导类

2021年11月

国家卫健

委、国家中

医药管理

局

《关于规范医

疗机构中药配

方颗粒临床使

用的通知》

各级卫生健康和中医药主管部门要规

范医疗机构中药配方颗粒使用。经审批

或备案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医疗机

构方可使用中药配方颗粒。

规范类

2021年 5月 国务院

《关于推动公

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

依托现有资源建设一批国家中医药临

床研究和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基地，制定

一批中医特色诊疗方案，转化形成一批

中医药先进装备、中药新药。

指导类

2021年 1月 国务院

《关于加快中

医药特色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

施》

从人才、产业、资金、发展环境等多个

方面提出 28 条举措，为中医药高质量

特色发展保驾护航，为老百姓方便看中

医、放心用中药固本培元。

指导类

2020年12月
国家药监

局

《关于促进中

药传承创新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

一鼓励医疗机构制剂向中药新药创制

转化，支持多种方式研制中药复方制

剂。二是推动开展中药多区域临床试验

规范性研究能力与体系建设。三是支持

运用符合产品特点的新技术、新工艺研

制中药新剂型，改进已上市中药剂型。

四是鼓励挖掘已上市中药的临床治疗

潜力。五是建立以中医临床为导向的中

支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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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安全性分类分级评价策略。六是结合

中药临床应用特殊情形，明确实施优先

审评审批、附条件批准和特别审批的具

体情形。

2020年 9月
国家药监

局

《中药注册分

类及申报资料

要求》

新中药注册分类将 3类，即 3.1类为“按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管理的中药复方制

剂"，3.2类为“其他来源于古代经典名

方的中药复方制剂”。3.2 类包括未按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管理的古代经典名

方中药复方制剂和基于古代经典名方

加减化裁的中药复方制剂，此类别是对

《中医药法》第三十条主旨的深化落

实。

规范类

2020年 6月
国家药典

委员会

《 中 国 药 典

(2020年版)》

增收部分中药饮片品种和规格;规范中

药饮片名称;重点完善和规范中药饮片

炮制方法;完善中药饮片的规格和基本

质控指标;加强中药饮片的专属性鉴别;

重点加强中药饮片外源性有毒有害残

留物的限量检测，保障临床用药的安全

性;研究建立专属性且能体现饮片特点

的含量测定方法,逐步建立中药饮片成

分整体控制方法。

规范类

2019年12月 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

和国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

进法》

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坚持中西医

并用，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发挥中医药

在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中的独特作用。

加强中药的保护与发展，充分体现中药

的特色和优势，发挥其在预防、保健、

医疗、康复中的作用。

规范类

2019年10月
国家药监

局 《关于促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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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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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意见》

健藏中的整特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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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管理体机制。

2019年 7月

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

国家卫健

委

《关于在医疗

联合体建设中

切实加强中医

药 工 作 的 通

知》

到 2025 年，基地全国布属基本完成。

中医药服务出口吉我国原务出口比重

持续增长；公立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活

力得到微发，社会办中医药服务出口基

地力量进一步增强；中医药服务出口新

业态新模式不断消规。促进中医药服务

出口的政策体系和监管规则初步形成,

形成一批中医药服务世界知名品牌,基

地示范带动效应彰显，发展经验逐步推

广至全国。

指导类

2018年 6月
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

《中医养生保

健 服 务 规 范

(试行)》

给服务对象口服不符合《既是食品又是

药品的物品名单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

品名单》规定的中药饮片或者《保健食

品禁用物品名单》规定禁用的中药饮

片。

规范类

2017年12月
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

《关于推进中

医药健康服务

与互联网融合

发展的指导意

见》

到 2020 年，中医药健康服务与互联网

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线上线下结合更

加紧密，产业链逐步形成，实现人人基

本享有中医药服务。

指导类

2017年10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审

评审批制度改

革鼓励药品医

疗器械创新的

意见》

明确提出要支持中药传承和创新,经典

名方类中药按照简化标准审评审批；第

11、25 条明确严格药品注射剂审评审

批、开展药品注射剂再评价。

指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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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吉林省相关政策

吉林省药用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产业集聚、特色鲜明，是

全国“医药大省”。近年来，全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产业

增速始终位居各重点监测行业前列，是省委、省政府培育的重要支柱

产业。

吉林省层面具体政策颁布如下：

颁布时间 发布单位 政策名称 政策解读 政策类型

2024 年 5 月
吉林省药

监局

《关于支持新

医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

措施》

《若干措施》着力推动重点领域、重

点方面转型升级，支持医药产业新旧

动能转换，积极打造生物医药和高端

医疗器械产业新赛道。围绕中药、化

药、生物药在生产工艺、质量标准、

药用基础研究等方面加大研究力度，

强化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下药品

质量与评价关键技术研究，破解产业

链发展“卡脖子”难题。建立创新、

优先审批医疗器械绿色通道，推进检

验、审评与研发联动，推动优势特色

创新医疗器械加快上市，做大医疗器

械产业规模。

指导类

2024 年 5 月
吉林省药

监局

《2024 年优化

营商环境建设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方案》明确，要持续做好优化市场、

政务环境，继续执行药品、医疗器械

注册费标准降为 0 元政策，降低小微

企业等经营成本；加强药品抽检信息

公开工作，按期发布药品、医疗器械、

化妆品质量公告。

指导类

2023 年 9 月

中共吉林

省委办公

厅、吉林省

《关于加快医

药强省建设促

进医药健康产

到 2025 年，全省医药健康产业创新能

力显著提高，产业创新体系基本形成，

发展环境更优，产业规模更大，核心

指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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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

办公厅

业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

竞争力更强。全省医药健康产业实现

总经营规模 3000 亿元，比“十三五”

末翻一番。

2023 年 7 月

吉林省药

品监督管

理局

《关于支持中

药传承创新和

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

《若干措施》指出，要加强中药质量

源头管理，引导中药生产企业在中药

材产地自建、共建符合 GAP 要求的药

材生产基地；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

院所、行业协会合作，开展道地药材

生态种植、野生抚育和仿野生栽培技

术研究及推广应用；规范中药材产地

趁鲜切制加工，探索产地初加工和饮

片炮制“一体化”生产模式；加快推

进质量追溯体系建设，逐步实现重点

品种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和追溯信息

互通互享；指导企业因地制宜发展中

药配方颗粒产业。采取鼓励医疗机构

中药制剂注册研发、简化传统中药制

剂备案程序、支持传统中药制剂委托

配制、优化中药制剂配制原辅包检验

要求等举措，推进医疗机构制剂成果

转化。同时，引导中药新药研发，支

持医疗机构制剂向中药新药转化，探

索开展中药人用经验证据的合理应

用，推进民族药（朝药）研发创新，

加快中药地方标准制修订，促进中药

传承创新发展。

指导类

2023 年 4 月

吉林省医

疗保障局、

吉林省卫

生健康委

员会、吉林

省中医药

管理局

医保支持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

展若干政策措

施

总结并提出以下支持措施。一、加强

中医药机构协议管理；二、强化中医

药服务价格管理；三、支持中医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四、完善适合中医药

特点的支付政策；五、加强基金监管

及部门联动。

支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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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吉林省人

民政府办

公厅

《吉林省中医

药发展“十四

五”规划》

到 2025 年，全省中医药现代化治理体

系初步建立，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中

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形势进一

步加强，为建设健康吉林、推进吉林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新贡献。中

医药传承与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科学

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中医药服务体系

不断完善，服务质量得到提升，人人

享有多层次和多元化的中医药服务。

中医药多层次、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

逐步完善，中医药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不断改善中医药公共卫生应念基础设

施、条件和装备水平，完善中西医结

合应急工作机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防控救治能力稳步提升。中医医疗、

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开

放发展等各领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

段。

指导类

2021 年 2 月

吉林省中

医药管理

局和吉林

省文化和

旅游厅

《关于促进吉

林省中医药健

康旅游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意

见》

明确指出：力争建设国家(省)中医药

健康旅游示范区 5 个，国家(省)级中

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10 个，国家

(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项目 20

个，培育中医药健康旅游精品线路

10-15 条。打造一批国内领先、国际知

名的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企业和品

牌，基本形成结构合理、门类齐全、

功能完善的吉林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

体系和产品体系。

支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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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吉林省人

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

员会

《吉林省中医

药发展条例》

《条例》共分 8章 50 条，涵盖了中医

药服务、中药材保护与发展、人才培

养、传承创新与文化传播及保障措施

等主要内容。《条例》主要有以下几

个特点。（一）完善体制机制，为中

医药发展保驾护航。（二）提升中医

药服务能力，为健康吉林建设贡献力

量。（三）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推

动中药产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四）

建立健全中医药人才培养机制，为中

医药事业提供智力支持。（五）加大

扶持保障力度，促进中医药规范有序

发展。

支持类

2019 年 12

月

中共吉林

省委、吉林

省人民政

府

关于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高

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

总体目标为：到 2022 年，中医药服务

体系更加健全，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中医

药发展政策机制有效完善，中医药管

理体系、治理体系更加完备。中医药

传承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中医药人才

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医药文化素

养有效提升。积极发展中医养生保健

与康复服务，加快推广健康生活方式。

保持吉林中药产业大省优势地位，提

升中药质量和安全性，加快推动创新

中药研发与产业化，推动中药材交易

平台建设，加快中药产业结构调整，

不断壮大产业规模，提高中药产业在

全国的竞争优势和地位，促进中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高中医药对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推进吉

林省向中医药强省迈进。

指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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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四平市相关政策

2022 年 3 月，四平市人民政府印发《四平市“十四五”医药健康

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吉林视察四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谋划好“十四五”

时期四平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蓝图，不断壮大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形

成区域特色产业布局，特编制本规划，规划期为 2021-2025 年。明确

指出：到 2025 年，实现全市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产值过亿元

的制药企业达 10 家。实现新品种研发提速，研制开发新产品 50 个以

上（含保健食品、保健用品、医疗器械、医药中间体、特医食品、中

药日化产品等，其中药品新品种不少于 20 个。）；壮大大品种领先梯

队，销售收入超亿元以上大品种达到 10 个;创建省级医药健康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 1 个，打造地方特色产业园区 3 个，培育以细胞技术创新

为主的科创园区 1 个；到“十四五”末期，全市医药健康产业产值实

现倍增。

1.3 市场环境及需求分析

据米内网数据，清热解毒中成药 2019 年在我国三大终端六大市场

销售额超过 346 亿元，2020 年受疫情影响销售额跌至 265 亿元；2022

年销售额 300 亿元，但相较疫情前水平仍有距离；2023 年销售额超过

372 亿元，大幅增长近 2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长期食用肥甘厚味高营养食品，容易

脾胃不和，究其病因仍为热毒，清热解毒中成药能够有效治疗该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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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细分终端上看，清热解毒中成药 2023 年在

公立医院终端、公立基层医疗终端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28.48%、33.05%，

两者合计市场份额超过 65%；在零售药店（城市实体药店+网上药店）

终端销售额同比增长超 14%，此前其 2022 年销售额已超过疫情前水平。

2023 年，我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清热解毒中成药厂家格局中，江

西青峰药业、济川药业集团、扬子江药业集团、天津红日药业、江苏

康缘药业依次位列前五。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民众对高质量医疗

服务及健康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我国大健康及中医药产业因此呈现

快速增长态势，并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晨光生物董事长卢庆国围绕中药行业

及植物提取行业现状提出了多项建议，对于目前各省正在推动中成药

进入集中带量采购试点工作，他提出了“关于完善中成药集中带量采

购机制的建议”。

中成药是以中药材为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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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成药不仅要有相应的药名、用法用量、规格和特定的质量标准

及检验方法，还需要具备确切的疗效、明确的适用范围、应用禁忌与

注意事项。

后疫情时代健康产业迅猛发展，中成药出口也迎来难得的发展机

遇。据厦门海关统计，2023 年，福建省中成药出口 7.9 亿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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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3.7%，继 2022 年创下 7.6 亿元的出口记录后再创新高。

据厦门海关介绍，福建省中成药出口高居全国各省榜首，占全国

中成药出口的 33.2%。其中民营企业出口增长亮眼，共出口中成药 1.4

亿元，占 17.8%，激增 2.4 倍。分地区看，漳州市占福建省中成药出口

超半壁，共出口 5.16 亿元。福州市增速亮眼，共出口中成药 6943.8

万元，同比激增 34.2 倍。

数据显示，2023 年福建省中成药畅销全球 29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出口 2.9 亿元。香港市场是主要出口

方向，共出口 4.6 亿元，增长 42%，占出口总值的 58%。其次为东盟，

共出口 2.6 亿元，占 33%;其中泰国、新加坡市场火爆，分别出口中成

药 5882.8 万元、5613.5 万元，同比增长 57.1%、1.2 倍。

随着人们对健康和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清热解毒类中成药

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是一种传统中药，主要用于治疗发热、疼痛、

肿胀等症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也在

不断提高，因此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目前，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但是市场空间仍

然非常大。随着国家对中医药的支持和鼓励，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市

场前景非常广阔。

随着炎炎夏季的到来，清热解毒类药物也拉开其每年销售最为火

旺季节的序幕。各大药店在显眼的地方都专门设立了一个专柜来摆放

同类产品，如板蓝根颗粒、夏桑菊冲剂、重庆凉茶等。由于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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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流感、手足口病的高发季节，随着“中药抗菌药”的概念逐渐深

入民心，该类产品的销售规模明显扩大。

谈及剂型，现市场上主要以颗粒剂和片剂为主，两者合计占了

57.7%的比重。清热解毒类最早盛行于南方城市，以大街小巷一大罐铁

壶盛装凉茶汤剂的形式存在。颗粒剂溶于水中搅拌均匀后服用，一定

程度上类似原有凉茶汤剂特点，保留了液体易吸收的同时又免去了需

要煎煮耗时的不便，且具备携带方便、口感好等特点，固然受到绝大

多数消费者的认可。片剂是近几年各企业为了在竞争中更大程度的占

有市场份额，细分市场细分剂型逐渐做大的一个剂型。如板蓝根含片、

金银花含片等，在市场上所占的比重逐渐超越了口服液。而口服液和

胶囊均分别占据了 15%左右的市场，丸剂和其他的剂型如散剂、膏剂等

相对份额较小。

由于该类药物的技术含量不高，准入门槛较低，而且在非典、流

感的推波助澜下，清热解毒类药物不仅仅是简单的清热、泻火、燥湿、

祛燥，更有“中药抗菌抗病毒”的传统光环，而且国家在逐渐严格规

范抗菌药物的处方和购买，使得医生在处方时也会倾向于清热解毒类

药物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零售市场的销售。

种种利好，诱得各路英雄纷至沓来，使得竞争骤然加剧。但各企

业间的产品特点区隔不明显，同质化较为严重，大多数是板蓝根、夏

枯草、野菊花、金银花、鱼腥草、黄芩等清热的中药材组合。因而此

类产品基本是在广告宣传、药店促销等终端渠道，可往往赚了吆喝却

不一定能赢得头彩。而在该类产品的细分系列里也有一些佼佼者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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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成绩。

产品的同质化导致该类产品无法出现领头军品牌，而通过把清热

解毒系列产品由凉茶的范畴拓宽到饮料区域，是近几年众多企业开拓

的另外一个战场，由“清火祛湿抗病毒”到“养生调理保健康”的概

念引导，由传统的“汤剂凉茶”到“草本植物饮料”相信是随后几年

该类产品发展的另外一个方向。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清热解毒药品的市

场需求也在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自我保健和家庭药疗，

他们愿意选择这些天然、安全、有效的药品来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清热解毒药品行业作为中医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疗因热

邪引发的多种疾病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个行业不仅具有深厚

的中医药理论背景，而且拥有广泛的市场应用前景。它是一个充满机

遇和挑战的领域，值得我们深入探索和持续关注。在未来的发展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清热解毒药品行业将继续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更大

的贡献。

清热解毒药品市场，作为一个涵盖了众多药品生产企业的庞大领

域，其内部的竞争格局一直是业界关注的焦点。在这个市场中，一些

领军企业通过卓越的市场份额和品牌影响力，成功地在激烈的竞争中

脱颖而出。这些企业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们多样化且富有策

略性的竞争手段。

这些领先的药品生产企业深知，在清热解毒药品市场这样的竞争

环境中，单纯依靠传统的生产方式和销售模式已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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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不断地推进技术创新，通过研发更高效、更安全的清热解毒药品，

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注重品牌的建设，强大的品牌可以为企业在市

场中赢得更多的信任和认可。投入大量的资源和精力来提升品牌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市场地位。

除了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之外，这些领先企业还积极拓展销售渠

道，通过线上线下的多元化销售模式，来覆盖更广泛的市场区域和消

费者群体。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现代物流的便利，打破地域限制，让更

多的人能够方便地购买到产品。同时注重与各大医疗机构和药店建立

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这些渠道将产品直接推送到消费者手中，进一

步提升产品的市场渗透率。

尽管这些领先企业在清热解毒药品市场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

市场的竞争永远不会停止，只有不断创新和提升自身实力，才能在这

个日新月异的市场中保持领先地位。

需要始终保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紧密关注市场的动态和消费者

的需求变化，以便及时调整竞争策略。

未来，清热解毒药品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随着科技的进步和

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高，市场对清热解毒药品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这

将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个市场，加剧市场的竞争程度。

政府对药品市场的监管也将更加严格，对企业的生产质量、销售

行为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将进一步提升市场的准入门槛，加剧

企业间的竞争。

在这个大背景下，清热解毒药品生产企业需要更加注重自身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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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炼。加大科研投入，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来提升产品的质量和疗

效，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

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在市场中赢得更多的消费者信任和认可。

强化内部管理，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控制水平，确保产品的安全和有

效性。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清热解毒药品生产企业还需要积极拓

展国际市场。通过参与国际竞争，企业可以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

经验和技术成果，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国际市场也为企业提供了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机遇，有助于企业实现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的

发展。

清热解毒药品市场的竞争格局将持续演变，企业需要不断创新和

提升自身实力来应对市场的挑战。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制定

符合自身特点和市场需求的竞争策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消费者

提供安全、有效、优质的清热解毒药品，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

的贡献。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清热解毒药品的需求与消费者行为成为了

业界关注的重点。这一领域的发展不仅受到季节更替、环境状况等外

部因素的影响，还与消费者日益提高的健康意识和对药品品质的追求

密切相关。

深入观察市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清热解毒药品需求的季节性

波动。每当春季和秋季来临，由于气温变化、空气湿度等多种自然因

素的综合作用，人体更容易出现内热、上火等不适症状。这时，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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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会转向市场，寻找能够有效缓解这些症状的清热解毒药品。这

两个季节成为了清热解毒药品市场的销售高峰期。

而在消费者层面，现代消费者在选择药品时表现得越来越理性和

挑剔。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药品的基本功能，而是对药品的疗效、口

感、安全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清热解毒药品这一领

域，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能够快速见效、口感舒适且副作用小的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健康观念的普及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开始注重日常的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不再等到生病后才

去寻找药品，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就使用维持身体健康、增强免疫力的

清热解毒药品。这一变化不仅推动了清热解毒药品市场的扩大,也促使

药品生产商和经销商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服务水平，以满足消费者日

益增长的需求。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现代消费者在选择清热解毒药品时，受到了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了药品本身的疗效和安全性外，还会考虑药品

的品牌、价格、包装等因素。特别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消费者

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到大量的药品信息。会在购买前仔细比较不同

品牌和型号的产品，选择那些在他们看来性价比最高的药品。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受到其个人特征和生活环境的影响。不同年

龄、性别、职业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在选择清热解毒药品时会有不

同的偏好和需求。例如，年轻消费者可能更注重药品的口感和便携性，

而老年消费者则可能更看重药品的疗效和安全性。对于药品生产商和

经销商来说，深入了解目标消费者的特征和需求，是制定有效市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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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关键。

尽管清热解毒药品市场充满了机遇，但也面临着不少挑战。随着

市场的不断扩大和竞争的加剧，药品生产商需要不断投入研发和创新，

以提升产品的疗效和安全性，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需要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及时调整市场策略，

以应对可能的市场风险。清热解毒药品的市场需求与消费者行为是一

个复杂而又充满变数的领域。只有深入了解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求，

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和改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对于药品生产商和经销商来说，这既是一

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只有把握住这个机遇，才能在未来的市场竞

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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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2.1 企业发展历程

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集制药、梅花鹿养殖、鹿系列药品

研发生产营销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现有 9 个车间 12 个剂型通过 GMP

认证；拥有 231 个品种，其中国家重点新产品 3 个、国家新药品种 11

个、独家品种 13 个、国家基本药物品种 25 个；124 个注册商标和 22

项专利。

吉春制药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国家鹿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吉林省鹿产业开发院士工

作站”、“吉林省博士后科研创业基地”、“吉林省梅花鹿产业联盟

理事长单位”、“吉林省梅花鹿产品精深开发中试中心”；研发中心

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是四平市民营企业“纳

税功臣”。

吉春制药党委书记、董事长曲风采，是吉林省人大代表、吉林省

工商联副主席、吉林省医药行业协会会长、吉林省梅花鹿产业联盟理

事长、中国营养保健协会副会长；荣获“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

农业劳动模范”、“全国创业之星”、“全国质量工作先进个人”、

“吉商突出贡献人物”等称号。

吉春子公司四平种鹿场有限公司拥有梅花鹿天然牧场，现有放养

优质梅花鹿 3600 余只。梅花鹿养殖技术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梅花鹿养殖基地被评为“全国梅花鹿种鹿繁育基地”；四平梅花鹿被



35

认定“国家畜禽新品种”、“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荣获“中国

梅花鹿鹿王”称号。吉春拥有 18 个以梅花鹿的系列鹿产品为原料的中

药品种，其中独家剂型 2 个。“鹿茸胶囊”、“鹿茸口服液”赢得广

大消费者的好评。

吉春制药秉持“为人民健康、高标准制药”的宗旨，以“发展企

业、奉献社会、报效国家”为理念，以“人才团队、品种质量、诚信

创新”为核心，坚持厚德载物的企业文化，坚持“炮制虽繁必不敢省

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与“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品

行。用感恩之心做人，责任之心做事。吉春以品质取胜，吉春人大展

风采。吉春制药已经成为健康名片，走进全国千家万户，为民众健康

提供保障，为大健康产业贡献力量，为经济发展做出我们吉春人更大

贡献！

2004 年完成 GMP 改造，获得得药品 GMP 证书；

2005 年 妇炎康复胶囊被评为国家重点新产品；

2006 年 舒筋定痛胶囊、祛痰止咳胶囊、痔炎消胶囊、得生胶囊、

增光胶囊、健脑片、乳康丸被评为国家新药；

2008 年 豨莶风湿胶囊被评为国家重点新产品；

2009 年 “吉林省博士后科研创业基地”获得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批复成立；

2011 年 鹿茸胶囊被评为国家重点新产品；

2013 年 “吉林省鹿产业开发院士工作”站获得吉林省科技厅批复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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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发明专利“导热油加热在中药有效成分提取、浓缩、干燥

工艺中的应用”荣获“吉林省专利奖”；

2015 年 获得“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同年，发明专利“十

味降糖颗粒及其制法”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2016 年“吉林省梅花鹿产品精深开发中试中心”获得吉林省科技

厅批复成立；

2018 年 “国家鹿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获得国家农业农村

部批复成立；

2020 年 被国家农业农村部评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022 年 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2023 年 “吉林省鹿高效养殖及产品深加工科技创新中心”获得吉

林省科技厅批复筹建。

2.2 企业发展定位分析

产业定位：清热类中成药，这一深植于古老中医药文化的宝藏，

历经千年的沉淀与传承，至今仍然在人们的健康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古代中医药的萌芽时期，

那时的医者们凭借对自然的深刻理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创制出了一

系列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中药方剂，为后世的医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随着历史的推进，中医药学理论体系逐渐完善，对于清热类药

物的认识和应用也日趋成熟。特别是在现代制药技术的助力下，清热

类中成药的种类和剂型得以极大丰富，从传统的丸、散、膏、丹，到

现代的胶囊、片剂、口服液等，不一而足。这些创新不仅使得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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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更为便捷，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满足了

不同患者的多样化需求。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清热类中成药行业经

历了无数的挑战与变革，但每一次的蜕变都让它更加坚韧和充满活力。

近年来，随着全球健康观念的转变和中医药国际化步伐的加快，

清热类中成药的市场地位也随之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中医

药的独特魅力，尤其是在清热解毒、调节身体机能等方面的显著效果，

使得清热类中成药在国内外市场上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追捧。当然，

行业的繁荣离不开技术的创新和政策的支持。在制药技术方面，新的

提取、分离、纯化等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清热类中成药的有效

成分含量和纯度，保证了药物的疗效和稳定性。

随着药品监管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国际化标准的接轨，清热类中成

药的生产和质量控制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安全、

放心的药品选择。面对未来，清热类中成药行业仍然充满了无限的可

能和机遇。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更多

高效、低毒的清热类新药问世，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另随着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和认可度的提升，清热类中成药的市场空间

也将进一步拓展，不仅在国内市场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在国际市场

上也将展现出更加强劲的发展势头。回首过去，我们为清热类中成药

行业的辉煌历史而自豪;展望未来，我们对这一行业的持续繁荣和发展

充满信心。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医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清热类中成药

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为人类的健康福祉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在深化了解清热类中成药行业的过程中，我们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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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科学依据是其得以传承和发展

的根木所在。从古老的医书典籍到现代的临床研究，从民问的验方秘

药到国际的医药交流，清热类中成药始终在不断地汲取着新的养分和

活力，展现出了其独特的生命力和魅力。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行业

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未来的道路上，清热类中成药行业

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考验，如市场竞争的加剧、消费者需求的多样

化、国际法规的制约等。但正是这些挑战和考验，也将成为推动行业

不断进步和创新的动力源泉。清热解毒类中成药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对于现代高科技发展产物来说，其又处于新的发展期；我们有理由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清热类中成药行业将继续保持其稳健的发展

态势，不断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而我们作为这

一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也将深感荣幸和自豪。

企业定位：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集制药、梅花鹿养殖、

鹿系列药品研发生产营销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现有 9 个车间 12 个剂

型通过 GMP 认证;拥有 231 个品种，其中国家重点新产品 3 个、国家新

药品种 11 个、独家品种 13 个、国家基本药物品种 25 个；124 个注册

商标和 22 项专利；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开发设计方面处于由萌芽期

向发展期过渡阶段。

2.3 企业主营产品及市场占有率分析

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集制药、梅花鹿养殖、鹿系列药

品研发生产营销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多年来，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秉承着为人民健康、高标准制药的企业宗旨研发生产系列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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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产品及市场占有率情况为：

1、清热化毒丸，市场占有率 72.15%；

2、莲芝消炎片，市场占有率 68.79%；

3、心可舒丸，市场占有率为 77.62%；

4、愈风宁心丸，市场占有率为 78.12%;

5、鹿茸胶囊，市场占有率为 80.06%。

2.4 企业营收及创新能力分析

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近三年年产值分别为：2021 年产值为

44500.32 万元，2022 年产值为 44507.8 万元，2023 年产值为 43119.4

万元；近三年年利润分别为 2021 年利润为：6387.63 万元，2022 年年

利润为 4972.97 万元，2023 年利润为 4664.57 万元。

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拥有员工 675 名，技术队伍占 116

人；研发人员占比为 17.19%；其中高级职称 17 人，享受省政府津贴 2

人，B 类人才 1 人，D 类人才 2 人。研发人员的专业领域涉及药学、药

理学、生物工程、化学、食品等学科，专业结构合理，能够充分发挥

不同学科的交叉优势，使知识叠加，技能互补，有效的发挥整体效应。

现有人员具有多年药品研发工作经验，能够进行药品研发和注册申请

工作。

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近三年年研发投入总额分别为：2021

年研发投入总额为 1320.32 万元，研发投入占全年营收的 3.3%，2022

年研发投入总额为 1512.88 万元，研发投入占全年营收的 4.17%，2023

年研发投入总额为 1247.43 万元，研发投入占全年营收的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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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主要竞争对手分析

中成药是以中药材为原料，经加工制成各种不同剂型的中药制品，

包括丸、散、膏、丹各种剂型。是我国历代医药学家经过千百年医疗

实践创造、总结的有效方剂的精华。中成药作为重要产业的重要一环，

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1.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经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体改生[1997]139 号文批准，

由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发起，将其属下的 8 家中药制造企业及 3

家医药贸易企业重组后，以其与生产经营性资产有关的国有资产权益

投入，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资产经营、投资、

开发、资金融通，并从事中成药的开发、生产，生物制品、保健药品、

保健饮料的生产，以及从事中药、西药及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和进

出口等业务。主要中药产品包括消渴丸、清开灵系列、夏桑菊颗粒系

列、华佗再造丸、安宫牛黄丸、王老吉凉茶、王老吉小儿七星茶、追

风透骨丸等,主要化学药产品包括头孢硫脒、头孢克肟、阿莫西林、枸

橼酸西地那非等;主要大健康产品包括王老吉凉茶、灵芝孢子油软胶囊

等。

2.修正药业

修正药业集团于 1995 年 5 月由董事长修涞贵创立，是集中成药、

化学制药、生物制药的科研生产营销、药品连锁经营、中药材标准栽

培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民营制药企业。公司生产“斯达舒”、“消糜

栓”、“唯达宁”、“益气养血口服液”等 21 种剂型，800 多种药品、

https://www.yixue.com/%E4%B8%AD%E8%8D%89%E8%8D%AF
https://www.yixue.com/%E4%B8%AD%E8%8D%AF
https://www.yixue.com/%E6%96%B9%E5%8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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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种保健品和化妆品。目前，集团拥有 66 个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有

员工 80000 余人，总建筑面积 59 万平方米，资产总额 75 亿元。

3.云南白药

云南白药创制于 1902 年，集品牌、产品和公司名称于一身，业内

公认是中华老字号最具有创新力的代表。云南白药连续 13 年入榜凯度

BrandZ 最具价值中国品牌 100 强榜单发布，2023 年品牌价值排名医药

行业第一名（总第 68 位，品牌价值 26.65 亿美元）。 1970 年周恩来

总理批示建立云南白药专厂，1993 年作为云南第一股上市，1999 年全

面进行现代化企业再造，2016 年至 2019 年完成混改和整体上市，企业

体制机制全面激活焕新。

公司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着力让传统中药融入现代生活，

产品创新已涵盖药品、健康产品和原料药等领域。产品达 36 个品类

390 个品种，单品销售上亿的产品有 12 个，气雾剂、创可贴、云南

白药（散剂+胶囊）、云南白药牙膏等 4 个品类在中国细分领域排名稳

居第一。公司采取轻资产模式，创新赢利能力强。上市以来向股东累

计派发红利 207.56 亿元，是近 20 年以来沪深两市对投资者回报最高

的公司之一；累计上缴税收 264.32 亿元。2023 年前 3 季度，云南白药

集团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达 41.23 亿元，同比增长 78.9%，位

居 A 股中药板块 70 多家上市公司第 1 名。

4.同仁堂

同仁堂品牌始创于 1669 年(清康熙八年)。自 1723 年(清雍正元年)

为清宫供御药，历经八代皇帝长达 1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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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新中国成立，使饱经沧桑的同仁堂获得了新生。1992 年中

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组建并于 2001 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现代企

业制度在同仁堂集团逐步建立完善。

1997 年旗下同仁堂股份在上海上交所上市，2000 年同仁堂科技在

香港联交所上市,2013 年同仁堂国药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同仁堂集团整

体实力跃上了新台阶。

2019 年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决策部署，着眼于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谋划同仁堂集团新时代发展的战略思路，

聘请第三方专业公司开展战略咨询，开启了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同仁堂集团坚持以中医中药为主攻方向，目前在经营格局上形成

了以制药工业为核心，以健康养生、医疗养老、商业零售、国际药业

为支撑的五大板块，构建了集种植(养殖)、制造、销售、医疗、康养、

研发于一体的大健康产业链条。

以同仁堂国药集团在香港建立生产基地为标志，实现了从“北京

的同仁堂”、“中国的同仁堂”向“世界的同仁堂”跨越，目前已经

在五大洲 28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经营服务终端，加快了中医药国际化的

步伐。

拥有七个子集团、两个院和多家直属子公司，2400 多家零售终端

和医疗机构可以常年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健康服务。拥有 36个生产基地、

110 多条现代化生产线，可生产六大类、20 多个剂型、2600 多种药品

和保健食品，安宫牛黄丸、同仁牛黄清心丸、同仁乌鸡白凤丸等一大

批王牌名药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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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润三九”）是大型国有控

股医药上市公司，主要从事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健康

服务。上市以来，公司多次获评中国主板上市公司“金牛百强”、“价

值百强”企业。截止目前，华润三九被纳入深证成份指数、中证 500

和富时罗素（FTSE Russell）指数股之列。

2023 年，华润三九拥有年销售额过亿元的品种 39 个，“999 感冒

灵”“999 皮炎平”“三九胃泰”“999 小儿感冒颗粒”“999 抗病毒

口服液”“气滞胃痛颗粒”“天和骨通贴膏”“易善复”“999 澳诺葡

萄糖酸钙锌口服溶液”“血塞通三七系列产品”“昆中药参苓健脾胃

颗粒”“阿法骨化醇软胶囊”“玻璃酸钠注射液”等在相关品类内具

有领先地位。“999”品牌在消费者和医药行业中均享有较高的认可度。

多年来，华润三九连续荣列 WPP 集团发布的“最有价值中国品牌榜”

榜单；连续在中国非处方药协会发布的非处方药企业综合排名中名列

前茅，999 感冒灵颗粒/胶囊连续多年荣获感冒咳嗽类（中成药）第一

名。此外，华润三九还有多个产品位居排行榜前列。

华润三九一直高度重视研发创新，以公司产品“参附注射液”“红

花注射液”“参麦注射液”“新泰林”“999 理洫王牌血塞通三七软胶

囊”“青蒿系列”为研究对象的科研项目先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十四五”战略期，华润三九围绕战略方向，持续增加研

发投入，完善创新体系和机制建设，提升创新发展能力。在加大产学

研合作力度的同时，创新药物、中医中药、健康药物三个研究院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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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与运行；与深圳湾实验室的创新合作深入开展，大力推进抗肿瘤

创新药 QBH-196 项目相关临床研究。2023 年，研发投入 8.89 亿元，新

品研发投入占比显著提升，在研项目共计 112 项，主要围绕抗肿瘤、

骨科、皮肤、呼吸、抗感染等治疗领域，在新产品立项、产品研发、

产品力提升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

在医药行业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华润三九拥抱行业和市场发

展机遇，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坚持“品牌+创新”双轮驱动，

聚焦高质量医药健康产品创新研发和智能制造，优化业务布局，强化

品牌和渠道建设，加大创新投入，积极探索产业链创新发展模式，构

建中药全产业链竞争优势，提升运营质量与效率，实现经营业绩及核

心能力稳步提升。2023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7.39 亿元，同比增长

36.83%；利润总额 37.54 亿元，同比增长 26.69%；归属于华润三九股

东的净利润 28.53 亿元，同比增长 16.50%；归属于华润三九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11 亿元，同比增长 22.18%。

6.步长制药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步长制药”）成立于 2001 年，

并于 2012 年完成股份制改制。在 30 年的发展中，步长制药构建了清

晰的发展战略，“聚焦大病种、培育大品种”，公司以专利中成药为

核心，致力于中药现代化，充分发挥了中药在心脑血管这一“大病、

慢病”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立足心脑血管市场、覆盖中成药传

统优势领域、聚焦大病种、培育大品种的立体产品格局。

步长制药以脑心同治论为理论基础，研发、培育出了脑心通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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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心颗粒和丹红注射液三个独家专利品种，治疗范围涵盖中风、心律

失常、供血不足和缺血梗塞等常见心脑血管疾病。作为中药专利处方

药龙头企业，主要产品还在妇科用药、糖尿病及肿瘤领域具有较强的

竞争力。妇科用药红核妇洁洗液为国家中药三类新药且为公司独家品

种。公司在儿科、抗肿瘤、泌尿消化、骨关节及呼吸系统等方面也实

现了产品覆盖，拥有前列舒通胶囊、肝爽、咳露口服液、夏桑菊颗粒

等畅销产品。

公司目前可生产胶囊剂、颗粒剂、针剂等多种剂型。2018 年 9 月，

步长正式宣布转型，从营销型驱动向产品型驱动、向科技型公司转型；

由中成药向生物药、化药、医疗器械、互联网医药等全产业转型；由

中国本土化向全球化转型，稳步实现生物制药战略规划。

未来将布局大健康产业，以专利中药为基础，积极开拓生物制药、

互联网医药（移动医疗、穿戴医疗、电商等）、保健品、医疗器械、

医院等。随着中国的强大和崛起，步长制药将进一步深化全球布局，

通过产品并购和企业并购，向千亿市值公司奋斗和努力。

7.以岭药业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2 年 6 月 16 日创建（股票代

码 002603），公司以“继承创新、造福人类”为企业宗旨，“科技健

康明天”为发展目标，“为员工谋发展，对社会做贡献，为股东创价

值”为经营理念，始终坚持科技先导、市场龙头的创新发展战略，首

次系统构建了络病理论体系，创立了“理论-临床-科研-产业-教学”

五位一体的运营模式，形成了“从医到药到健康”的产业发展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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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络病诊疗方法”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络病学》成

为大学教材，在全国 40 余所高校开课。先后承担国家 973、国家 86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60 余项。

公司研发治疗冠心病、脑梗塞的通心络胶囊，快慢兼治心律失常的参

松养心胶囊，标本兼治慢性心衰的芪苈强心胶囊，治感冒、抗流感的

连花清瘟胶囊，补肾精、抗衰老的八子补肾胶囊等专利新药 10 余个，

获得专利 800 余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等六项国家大奖。在河北和北京等地建设了 5 个生产研发基地，在全

国建立了 30 余个中药材原材料基地，生产车间先后通过了美国、欧盟、

加拿大、新西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认证，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

的全面质量控制体系。连花清瘟在 30 余个国家上市。 公司为中国中

药 10 强企业、中国医药上市 20 强企业、中国上市公司市值 500 强企

业、中国品牌价值 100 强企业，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称号。

8.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前身是 1957 年成立的国营延边敦化鹿场，于 1981 年建立敖

东制药厂，1993 年经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成立延边敖东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更名为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1996 年 10 月 28 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2001 年，吉林敖东建

立母子公司体制，逐步发展成为以医药产业为基础，以“医药+金融+

大健康”多轮驱动模式快速发展的控股型集团上市公司。自敖东制药

厂建立以来，便秉承“救济世人”的传统美德，恪守“世人健康，敖

https://www.baidu.com/link?url=_GGxXKVVbJE3lRB2VER7-_q3OyxSdfd_FcSpu9ZxNse&wd=&eqid=fd26d31100632a5b000000026673d7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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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职责”的经营理念，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以生产设备

的更新换代，带动制药技术不断提升，以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赢得消

费者的持续信赖。目前公司共控股 22 家子公司，其中包括 6 家从事现

代中药、生物化学药和植物化学药的专业制药子公司，1 家医药研发子

公司，5 家医药销售子公司，6 家医药配套子公司，2 家高端保健品公

司，1 家公路建设收费公司，1 家敖东国际（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先后获得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国家创新型企业、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全国五一劳动

奖状、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全国非公企业“双强百佳”党组织、全国工业企业质量标杆、第十六

届、二十一届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连续多年被评

为 A 级纳税人、AAA 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等诸多荣誉。公司连续十

余年位列中国制药工业百强和“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资产质量

在同行业中位列前茅。

9.江苏康缘药业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集中药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

大型中药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中

国制药工业百强企业，全国中药企业十强第五位，中国医药企业创新

力二十强，现有员工 5000 余人。建有“中药制药过程控制与智能制造

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中成药智能制造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等多个国家级科研平台，2018 年，实验室获评“优秀类企业国

家重点实验室”（医药领域第一）。先后获得国家级中药新药 5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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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授权 600 余件；承担科技项目 40 余项；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10 项；研

发实力连续多年位列“中国中药研发实力排行榜”首位。桂枝茯苓胶

囊已完成美国Ⅱ期临床试验，是我国中药国际化示范品种。

10.江西普正制药

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正制药”），创立于

2003 年，总部位于国家井冈山经开区。普正制药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公司致力于天然植物精品药，为医患提供慢性病与疑难

病的优质诊疗方案。普正制药聚焦健康中国的主航道，立足创新发展，

获批成立了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 3 个国家级

创新平台，院士工作站等 7 个省级科研平台。2012 年，公司跻身中国

中药百强；2016 年，“普正”注册商标，获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

驰名商标，天然植物药主导产品驰誉全国。普正制药开发培育了全杜

仲胶囊、裸花紫珠颗粒、红花逍遥片等多个以临床循证数据为支撑的

年销售过亿元的中药大品种，围绕中药消炎用药和免疫通络用药两大

领域的单体药物、组分中药和经典名方药物等在研品种 10 余项，聚集

了 100 余个优质慢性病和特色诊疗用药。

近年来，普正聚焦四个核心创新，围绕以临床循证价值为支撑的

中药大品种培育，产出了系列高价值、高技术和高水平科技成果，有

力推动企业高质量跨越发展。同时，公司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

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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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科研团队建立了协同创新体的战略合作关系，与中日友好医院、西

苑医院等 10 余所国家临床医学中心持续开展临床研究，通过药效物质

基础、作用机理和 GLP 毒理等研究，揭示并阐述清楚现代中药的科学

价值和临床价值，实现由传统中药向现代中药、再到科学中药的提质

增效。目前，公司组织院士专家团队开发的均一化新型微丸制剂技术、

膜分离技术突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申报的自主知识产权正在成果转

化中。

普正制药坚持“种子好，药材好，药才好”的理念，紧紧围绕产

品质量标准提升和中药大品种持续深度开发，形成了 500 余项自主知

识产权，完成了 100 余项行业标准的制定，构建了从药品研发、优质

中药材育种与种植、道地药材产地鲜加工和炮制，以及药品生产全过

程的新型高值化制剂技术与数字化质量控制系统和可追溯体系。面向

未来，普正制药始终秉承“普惠健康传良药，正心诚意致良知”的初

心，致力打造共创共享的创新创业平台，成为杜仲千亿产业链的链主

企业、慢性病和疑难病等优势病种创新中药的创新示范企业，携手产

业链合作伙伴一道，将人民对健康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高品质健康需求

视为公司的奋斗目标，为健康中国和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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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研究方法

3.1 研究方法

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在业界具有不同的分类

方式，对于专利信息分析来说，客观上同样要求在明确的技术分类和

清晰的技术边界之下进行。只有明确了对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各个分支

的技术分类，才可能有针对性的进行研究和分析；同样，只有了解了

清晰的技术边界，才可能将属于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专利技术从海量

的专利技术文献中检索出来，并作为分析的数据基础。

因此，必须在充分考虑企业关注的技术分类标准上、结合目前产

业技术分类及专利信息分析对技术分类的要求的基础上，形成清热解

毒类中成药技术分类体系，并且提出一种结合了科学性和可行性的清

热解毒类中成药专利技术界定标准，从而为本次专利分析的研究工作

扫清障碍，这也正是分析工作研究初期确定技术分类和技术界定标准

的重要意义所在。

经过前期的技术和产业现状调研，对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有了全面

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课题组与相关单位、高校代表、技术专家进行

了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分解的研讨，最终形成了更为详尽的技术分

解表，参见表 3-1-1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术分解表。本技术分解表同时

兼顾了行业标准、习惯与专利数据检索、标引的统一。



51

表 3-1-1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分解表

一级分支 二级分支 三级分支 四级分支

清热解毒类中成

药

配方

泻火类

燥湿类

凉血类

解毒类

清虚热类

工艺

中药材的选取与处理

清洗

干燥

炮制

其他

有效成分的提取

煎煮法

回流法

浸渍法

渗漉法

溶剂提取法

超声波法

超临界流体萃取法

膜分离技术

超微粉碎技术

大孔树脂吸附法

其他

浓缩与干燥

真空干燥法

喷雾干燥法

冷冻干燥法

微波干燥法

其他

制剂成型
片剂

丸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6%85%E4%B8%B4%E7%95%8C%E6%B5%81%E4%BD%93%E8%90%83%E5%8F%96%E6%B3%95/1003186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6%85%E5%BE%AE%E7%B2%89%E7%A2%8E%E6%8A%80%E6%9C%AF/49541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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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剂

散剂

贴剂

其他

质量检测与控制

3.2 专利数据检索

3.2.1 数据来源和范围

本专利分析的检索主题是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检索截至日期

为 2024 年 3 月 22 日。本专利导航分析的研究对象是清热解毒类中成

药专利技术，因此检索的目标文献是所有关于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专

利技术文献，采用的数据库是中国专利数据库、智慧芽专利数据库和

欧洲专利局专利文献数据库。

3.2.2 检索策略

本专利导航项目的检索以各个分支为各个主体分别从整体进行检

索，首先构建检索式，检索由初步检索、全面检索和补充检索三个阶

段构成。

初步检索阶段：初步选择关键词对该技术主题进行检索，对检索

到的专利文献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并抽样对相关专利文献进行人工

阅读，提炼关键词，初步检索阶段还要进行的就是检索策略的反复调

整、反馈，总结各检索要素在检索策略中所处的位置，在上述工作基

础上制定全面检索策略。

全面检索阶段：选定精确关键词和扩展关键词作为主要检索要素，

并结合国际专利分类号，合理采用检索策略及其搭配，充分利用截词



53

符和算符，同时利用不同数据库的优势进行适时转库检索，对该技术

主题在专利数据库进行全面而准确的检索。

补充检索阶段：在前面全面检索的基础上，根据已检索的文献包

含关键词的阅读，并根据扩展包含需要主题的关键词精确检索，保证

检索数据的全面和完整。

根据对初步检索结果的统计和分析，总结得到检索需要的检索要

素，并按照检索的需求，对检索要素进行整理，构建检索要素表。

3.2.3 检索结果验证

为了对检索的结果进行评估和验证，采用了查全率和查准率两项

指标对本检索结构查全率的评估办法是：选择重要申请人，一般为该

技术领域申请量排名在前10位的申请人或者行业内普遍认可的重要申

请人，以该申请人为入口检索全部申请，通过人工确认其在本技术领

域的申请文献量，形成母样本；在检索结果数据库中以申请人为入口

检索其申请文献量，形成子样本；以子样本/母样本×100%=查全率，

查全率为 96.1%。

本报告查准率的评估方法是：在结果数据库中随机选取一定数量

的专利文献作为母样本；对母样本中的每项专利文献进行阅读，确定

其与技术主题的相关性，与技术主题高度相关的专利文献形成子样本；

以子样本/母样本×100%=查准率。

3.2.4 数据筛选与数据处理

在专利检索完成后，对专利数据进行提取，通过软件删除在跨库

检索时，出现的重复专利，保证数据中的同一专利仅收录 1 个公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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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并通过批量去噪的方式将与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不相关的专利

文献清洗掉，筛选的标准如下：去噪后标记与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

不相关的专利文献；关于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的检索结果、筛选后

数据量参见表 3-2-1 所示。

表 3-2-1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检索及筛选结果列表

检索主题 检索截止日 检索结果 结果 最终文献量

配方

泻火类 2024-3-22 1797 1510 1510

燥湿类 2024-3-22 5181 4285 4285

凉血类 2024-3-22 3929-3309 3309 3309

解毒类 2024-3-22 16295 13635 13635

清虚热类 2024-3-22 39 33 33

工艺 2024-3-22 10600 8795 8795

3.3 技术术语的解释和说明

同族专利：同一项发明在多个国家申请专利而产生的一组内容相

同或基本相同的专利文献出版物，称为一个专利族或同族专利。从技

术角度看，属于同一专利族的多件专利申请可视为同一项技术。在本

报告中，针对技术和专利技术原创国进行分析时，对同族专利进行了

合并统计；针对专利在国家或地区的公开情况进行分析时。各件专利

进行了单独统计。

技术目标国：以专利申请的公开国家或地区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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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来源国：以专利申请的首次申请优先权国别来确定，没有优

先权的专利申请以该申请的最早申请国别来确定。

项：同一项发明可能在多个国家或地区提出专利申请。WPI 数据库

将这些相关的多件专利申请作为一条记录收录。在进行专利申请数量

统计时，对于数据库中以一族数据的形式出现的一系列专利文献，计

算为“1 项”。一般情况下，专利申请的项数对应于技术的数目。

件：在进行专利申请数量统计时，例如为了分析分析申请人在不

同国家、地区或组织所提出的专利申请的分布情况，将同族专利申请

分开进行统计时，所得到的结果对应于申请的件数。一项专利申请可

能对应于 1 件或多件专利申请。

PCT：《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IPC：国际专利分类号。

WIPO：国际知识产权组织。

日期约定：依照最早优先权日确定每年的专利数量，无优先权日

的以最早申请日为准。

图表数据约定：由于 2023 年数据不完整，不能代表整体的专利申

请趋势，因此，在与年份有关的趋势图中将不对 2023 年的数据进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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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专利分析

4.1 总体趋势分析

4.1.1 专利申请发展态势分析

图 4-1-1 给出了清热解毒类中成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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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代表

申请总量，绿色表示当前时间段申请专利的被授权量。从图中可以看

出，从申请量上来看，在 2010 年以前，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领域相

关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发展较为缓慢，2011 年-2015 年，呈现快速增

长趋势，2015 年-2019 年，呈现快速下降趋势，2019 年以后，专利申

请量均较少，说明近几年关于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相对较为成熟，

新的技术较少；从专利授权率上来看，关于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的

专利授权率，2013 年以前，在 40-50%之间波动，2014 年之后，授权率

整体极低，甚至在百分之十以下，说明该领域的创新程度下降，也说

明该领域技术相对成熟，新的技术很难突破。由于 2023 年和 2024 年

的专利申请部分处于未公开阶段，所 2023 年和 2024 年的专利申请量

不代表整体发展趋势。

图 4-1-1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专利全球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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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专利当前法律状态

图 4-1-2 为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专利有效性分布，检索到的

17911 件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专利中，失效专利 15.9k 件，占比

88.52%，有效专利 1392 件，占比 7.77%，审中专利 649 件，PCT 指定

期满 13 件，PCT 指定期内 2 件。结合专利法律状态的变化趋势，可以

看出，截至目前，受理的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专利主要是在失效状

态，可以看出该领域中技术相对较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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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申请法律状态

4.1.3 专利类型

图 4-1-3 为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专利类型，可以看出，检索到

的 17911 件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专利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17.9k 件，

占比 99.89%，实用新型数量为 20 件，占比 0.11%，说明对于清热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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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中成药技术来说，主要是以发明专利为主，实用新型专利占比很少，

这与该部分技术涉及的技术内容有关，大部分属于发明专利保护的客

体。

图 4-1-3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专利类型

4.2 技术构成分析

4.2.1 技术领域构成分析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主要分为两个分支，分别为配方和工艺，检索

获得的 17911 件专利文献中，涉及配方的专利数量为 16833 件，涉及

工艺的专利数量为 8795 件，图 4-2-1 分别给出了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

配方和工艺相关专利技术构成分布图，可以看出，配方类分为五个分

支，分别为解毒类、燥湿类、凉血类、泻火类和清虚热类，相关的专

利技术多集中在解毒类和燥湿类，专利数量分别为 13.6K 件和 424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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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类分为五个分支，分别为有效成分的提取、制剂成型、中药材的

选取与处理、浓缩与干燥和质量检测与控制，相关的专利技术多集中

在有效成分的提取和制剂成型，专利数量分别为 5681 件和 2068 件。

配方类相关专利技术构成分布图

工艺类相关专利技术构成分布图

图 4-2-1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专利构成分析

4.2.2 重要技术分支地域分布

图 4-2-2 给出了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配方类和工艺类相关专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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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技术分支地域分布，可以看出，配方相关的专利技术多集中在解毒

类技术，解毒类的相关专利主要集中在中国，专利数量为 13.6K 件，

其他国家数量均较少，受改技术领域的限制，属于中医药方面，所以

国外申请量很少，基本属于中国对外申请；燥湿类在中国申请量为 4222

件，凉血类在中国的申请量为 3283 件，泻火类在中国的申请量为 1508

件，清虚热类在中国的申请量为 31 件；工艺相关的专利技术多集中在

有效成分的提取技术，有效成分的提取的相关专利主要集中在中国，

专利数量为 5651 件，其他国家数量均较少；制剂成型在中国申请量为

2053 件，中药材的选取与处理在中国的申请量为 784 件，浓缩与干燥

在中国的申请量为 258 件质量检测与控制在中国的申请量为 2 件；

配方类相关专利重要技术分支地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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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类相关专利重要技术分支地域分布图

图 4-2-2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专利重要技术分支地域分布

4.2.3 专利技术活跃度分析

图 4-2-3 为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相关专利重要技术分支主要申

请人分布，可以看出，配方类相关专利主要集中在解毒类，解毒类技

术相关专利的主要申请人为北京艺信堂医药研究所，专利数量为62件，

其次为北京衍元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专利数量为 58 件，关于北京

艺信堂医药研究所，其在燥湿类专利数量为 23 件，在凉血类专利数量

为 34 件，在泻火类专利数量为 12 件；北京衍元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在燥湿类专利数量为 50 件，凉血类专利数量为 2 件，泻火类专利数

量为 1 件。工艺类相关专利主要集中在有效成分的提取，有效成分的

提取技术相关专利的主要申请人为山东新希望六合集团有限公司，专

利数量为 44 件，其次为北京博智绿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专利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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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件，关于山东新希望六合集团有限公司，其在其他分支上没有申请；

北京博智绿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在制剂成型上专利数量为 6 件，浓缩

与干燥上专利数量为 1 件。

配方类相关专利重要技术分支主要申请人分布

工艺类相关专利重要技术分支主要申请人分布

图 4-2-3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专利重要技术分支主要申请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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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技术功效矩阵分析

图 4-2-4 为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功效分析，将 2023 年

及以前有关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专利按照配方和工艺两个方向进行加

工、整理和分类。

配方类按照 5 个技术手段（解毒类、燥湿类、凉血类、泻火类和

清虚热类）和 5 个技术功效（疗效显著、成本低、无毒副作用、疗程

短和其他）进行分类整理，并按照 5 个技术手段分别与 5 个技术功效

对应专利数量进行统计，如图 4-2-4 所示，其中矩阵格中的数字代表

了专利数量。由图可知，解毒类中成药，疗效显著、成本低、无毒副

作用、疗程短有较好的效果，其中解毒类中成药疗效显著的专利有 8429

件，成本低的专利有 5202 件，无毒副作用的专利有 4535 件，疗程短

的专利有 3681 件；燥湿类中药，疗效显著、成本低、无毒副作用、疗

程短有较好的效果，其中燥湿类中成药疗效显著的专利有 2428 件，成

本低的专利有 1218 件，无毒副作用的专利有 1507 件，疗程短的专利

有 666 件；凉血中药，疗效显著、成本低、无毒副作用、疗程短有较

好的效果，其中凉血类中成药疗效显著的专利有 2045 件，成本低的专

利有 1131 件，无毒副作用的专利有 1286 件，疗程短的专利有 907 件；

泻火类中药，疗效显著、成本低、无毒副作用、疗程短有较好的效果，

其中泻火类中成药疗效显著的专利有 1127 件，成本低的专利有 301 件，

无毒副作用的专利有 567 件，疗程短的专利有 182 件；清虚热类中药，

疗效显著、成本低、无毒副作用、疗程短有较好的效果，其中清虚热

类中成药疗效显著的专利有 20 件，成本低的专利有 4 件，无毒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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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利有 12 件，疗程短的专利有 1 件。

工艺类按照 5 个技术手段（有效成分的提取、制剂成型、中药材

的选取与处理、浓缩与干燥和质量检测与控制）和 6 个技术功效（疗

效显著、无毒副作用、成本低、制备方法简单、提取率高以及其他）

进行分类整理，并按照 5 个技术手段分别与 6 个技术功效对应专利数

量进行统计，如图 4-2-4 所示，其中矩阵格中的数字代表了专利数量。

由图可知，有效成分提取工艺，在疗效显著和无毒副作用效果显著，

其中疗效显著专利有 5245 件，无毒副作用专利有 4641 件；制剂成型

工艺，在疗效显著和无毒副作用效果显著，其中疗效显著专利有 1850

件，无毒副作用专利有 1730 件；中药材的选取与处理工艺，在疗效显

著和无毒副作用效果显著，其中疗效显著专利有 707 件，无毒副作用

专利有 628 件；浓缩与干燥工艺，在疗效显著和无毒副作用效果显著，

其中疗效显著专利有 244 件，无毒副作用专利有 200 件；质量检测与

控制工艺在各技术功效的专利数量较少。

配方类相关专利技术分支功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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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类相关专利技术分支功效分析

图 4-2-4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分支功效分析

4.3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相关技术区域分析

4.3.1 技术来源区域分析

从检索结果中发现，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来源国基本都集中在

中国，占整体技术的 99.73%；图 4-3-1 给出了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

相关专利在中国各省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的

专利技术来源多集中在山东省，专利申请量占总体申请量的 29.16%，

其次为安徽，占比 10.14%，河南占比 8.5%，广西占比 7.03%，广东占

比 5.21%，江苏占比 4.73%，北京占比 4.62%，浙江占比 3.23%，其他

均低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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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分布地区排名

4.3.2 目标市场国区域分析

图 4-3-2 给出了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目标市场国区域排名，从检索

结果中发现，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目标市场国基本都集中在中国，占整

体技术的 99.58%；其他均低于 1%，数量在 1-15 件之间，整体数量较

少。

图 4-3-2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专利目标市场国地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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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重点专利分析

4.4.1 配方中解毒类重点专利分析

技术一

发明名称：一种以紫芝为君药的中药复方配方、制备方法及在治

疗高血脂症中的应用

申请号：CN202410158896.X

申请日：2024-02-04

公开号：CN117982578A

公开日：2024-05-07

技术概述：参见图 4-4-1，本发明公开一种以紫芝为君药的中药复

方配方，按质量份包括以下组分：紫芝 5- 15 份、绿茶 10- 20 份、山

楂 5- 12 份、枸杞 10- 14 份；同时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中药复方配方

的制备方法，依据本发明中药复方配方制备出的中药产品具有补气安

神，止咳平喘、清热解毒、消食健胃、行气散瘀、降血脂、抗衰老、

滋肾、润肺、补肝、明目等功效，同时其制备简单、使用方便、无毒

副作用，安全可靠、效果好，特别适用于治疗高血脂症。

图 4-4-1 CN202410158896.X专利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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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二

发明名称：一种用于烫伤祛疤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2410129171.8

申请日：2024-01-31

公开号：CN117815346A

公开日：2024-04-05

技术概述：本发明涉及中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烫伤祛疤的

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以提升人体温度，疏通瘀堵，激活休眠的

细胞，修复受损细胞，迅速补充能量，加速细胞再生为治疗宗旨，基

于此，推出一种用于烫伤祛疤的中药组合物，以多味中药为原料，包

括红花、七星剑、独角莲、龙血褐、狼毒、皂角刺、土茯苓等，本发

明的药材具有促进血液循环、消炎止痛、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和促进

伤口愈合的作用，通过各组分间的协同配合，促使血液循环的加速，

增强人体的自愈力，从而提升人体的免疫力，促进组织的再生和修复，

从而达到快速治愈恢复和康复的目的，有效解决了传统治疗方法治疗

时间长，效果不明显，容易引起感染的问题。

技术三

发明名称：一种预防和治疗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热毒血瘀证的

中药组合物

申请号：CN202410126191.X

申请日：2024-01-30

公开号：CN117815300A

公开日：2024-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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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概述：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预防和治疗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

炎热毒血瘀证的中药组合物，其由大黄、牡丹皮、桃仁、冬瓜仁、当

归和鬼箭羽制成，具有清热解毒，化瘀通腑之功，能够有效治疗腹膜

透析相关性腹膜炎，改善患者热毒血瘀证包括中医证候，降低腹膜炎

复发率。

技术四

发明名称：一种清热解毒中成药

申请号：CN202410103560.3

申请日：2024-01-25

公开号：CN117883545A

公开日：2024-04-16

技术概述：本发明涉及一种清热解毒中成药，由重量份的原料制

作而成：炙甘草 1- 6 份、杏仁 1- 9 份、生石膏 1- 30 份、桂枝 1- 9

份、泽泻 1- 9 份、连翘 1- 9 份、猪苓 1- 9 份、白术 1- 9 份、金银

花 1- 9 份、茯苓 1- 15 份、柴胡 1- 6 份、大黄 1- 6 份、黄芩 1- 15

份、姜半夏 1- 5 份、贯众 1- 9 份、生姜 1- 9 份、紫菀 1- 9 份、板

蓝根 1- 22 份、冬花 1- 12 份、射干 1- 10 份、细辛 1- 6 份、山药 1- 12

份、枳实 1- 12 份、陈皮 1- 15 份、藿香 1- 15 份。本发明优点在于：

原料设计合理，制作方便，具有清瘟解毒、宣肺泄热、提高免疫力的

功效，可用于预防和治疗双重功效，对轻型、普通型、重型引起的发

热、咳嗽、头痛、乏力、肌肉酸痛等症均有显著疗效，具有很好的推

广前景和医学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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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五

发明名称：一种治疗急性咽炎及慢性咽炎急性发作的中药组合物

及应用

申请号：CN202311852072.4

申请日：2023-12-29

公开号：CN117562947A

公开日：2024-02-20

技术概述：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疗急性咽炎及慢性咽炎急性发作

的中药组合物及应用，是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药组成的：板蓝根 5- 25

份、牛蒡子 3- 21 份、玄参 5- 25 份、栀子 3- 15 份、防风 2- 12 份、

桔梗 3- 15 份、薄荷 1- 9 份、蝉蜕 2- 12 份、甘草 2- 15 份、荆芥 2- 15

份、黄芩 2- 15 份。此组方有较强的疏风解表和清热解毒作用，对以

咽喉肿痛为主要症状的温热病及外感风热证有较好治疗作用。具有见

效快、治疗效果好、标本兼治等优点，对急性咽炎和慢性咽炎急性发

作有显著疗效。

4.4.2 配方中燥湿类技术重点专利分析

技术一

发明名称：一种除湿气的中药配方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2410201695.3

申请日：2024-02-23

公开号：CN117982612A

公开日：2024-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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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概述：本发明涉及中药配方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除湿气

的中药配方及其制备方法，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得到，薏仁 30～

40 份、花椒 15～25 份、益母草 20～30 份、藿香 7～10 份、苍术 8～

10 份、白术 10～15 份、黄芪 20～30 份，灵芝 10～15 份，花旗参 5～

10 份和生姜 1～5 份，通过采用黄芪和灵芝，用于改善血液循环、提高

机体免疫力；选用花旗参和生姜，用于除湿排毒、补气养阴和清热生

津，并通过采用花椒与益母草，用于除寒痹、利水消肿- 活血化瘀，

该中药中的各原料之间配伍相当，显著加强了各原料之间相佐相佑、

相互融合的作用，从而达到排毒祛湿、调理气血、改善肌肤暗沉粗糙、

活血通脉和减脂减重的功效。

技术二

发明名称：一种治疗银屑病关节炎的中药复方制剂

申请号：CN202410179106.6

申请日：2024-02-17

公开号：CN118001348A

公开日：2024-05-10

技术概述：本发明提出一种治疗银屑病关节炎的中药复方制剂，

属于中药制剂领域，由陈皮 15- 25 份、茯苓 15- 25 份、薏苡仁 20- 30

份、徐长卿 10- 15 份、白鲜皮 15- 20 份、豨莶草 15- 25 份、白花蛇

舌草 20- 30 份、红花 10- 20 份、丹参 15- 25 份以及甘草 5- 10 份组

成。本中药复方组合物发明以清热解毒、祛风止痒药配合健脾化湿、

活血化瘀药辨证论治，既顾及脾胃为后天之本，又从关节及皮肤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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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清热、活血、祛风、除湿等，标本兼治，可达良好的临床效果。

技术三

发明名称：一种健脾祛湿中药组合物

申请号：CN202410128977.5

申请日：2024-01-30

公开号：CN117982603A

公开日：2024-05-07

技术概述：本发明涉及中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健脾祛湿中药组

合物。所述健脾祛湿中药组合物包括箭杆风、钩藤、大血藤、半枫荷、

官桂、亮叶桦、糯米根、石菖蒲、香樟、杠板归、艾草、楤木。本发

明提供的健脾祛湿中药组合物具有适应于因湿气重引起的头晕目眩、

神疲乏力、消化不良、食积饱胀等症状，对调和气血、强筋活络、促

进血液循环、益胃生津，醒脾开胃，清热利尿，排汗排毒、增强免疫

等有辅助作用。

技术四

发明名称：一种治疗血虚湿热型泄泻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2410065341.0

申请日：2024-01-17

公开号：CN117860812A

公开日：2024-04-12

技术概述：本发明中药组合物技术领域，具体公开了一种治疗血

虚湿热型泄泻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所述治疗血虚湿热型泄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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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药组合物，按重量份计，包括以下原料：葛根 13- 17 份、甘草 4- 8

份、黄芩 7- 11 份、黄连 7- 11 份、白芍 7- 11 份、阿胶 13- 17 份；

本发明中方中重用葛根，既能发表解肌，以解在表之邪，又能升清阳，

止泻利，使表解里和。因里热已炽，故用黄芩、黄连以清里热，阿胶

长于补血止血；白芍善于敛阴止血。两药配伍，可增强滋阴养血止血

的作用。甘草协调诸药。共奏滋阴补血，清热止利之功。本发明的中

药具有健脾燥湿、养血滋阴的功效，能有效治疗血虚湿热型泄泻，疗

效显著，不良反应少、可以长期服用。

技术五

发明名称：一种治疗湿疹的外用药液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2311824140.6

申请日：2023-12-28

公开号：CN117530916A

公开日：2024-02-09

技术概述：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疗湿疹的外用药液及其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重量份数配比：苦参 20- 30g，黄柏 6- 12g，赤芍 6- 12g，

土茯苓 20- 30g，白头翁 20- 30g，冰片 0.5- 0.7g，地肤子 10- 15g，

白鲜皮 10- 15g 和枯矾 10- 15g。该治疗湿疹的外用药液、制备方法及

其应用，治疗湿疹的外用药液扩大了药物治疗湿疹的应用范围，多种

中药配合使用，能够发挥协同作用，增强药效，利用苦参、黄柏、赤

芍、土茯苓、白头翁、冰片、地肤子、白鲜皮和枯矾清热除湿、祛风

止痒的功效，能够清利湿热、解毒化湿、祛风止痒，有效地预防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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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湿疹，制备方法简单易行，成本低廉，用量小，使用便捷，保温，

保湿，适合推广应用，能保持皮肤湿润，修复皮肤屏障，使皮肤炎症

消退，疗效显著。

4.4.3 配方中凉血类技术重点专利分析

技术一

发明名称：一种治疗烧烫伤的中药组合物、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2311484908.X

申请日：2023-11-09

公开号：CN117338891A

公开日：2024-01-05

技术概述：本发明涉及中药组合物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治

疗烧烫伤的中药组合物、制剂及其制备方法。中药组合物按重量份数

计，包括以下原料：黄芪 10- 15 份、黄柏 15- 20 份、三七 5- 10 份、

莪术 10- 15 份、藏红花 10- 15 份、金银花 5- 10 份、薄荷 3- 5 份、

当归 5- 10 份、白芷 3- 8 份、生地 3- 5 份。本发明整方以去腐生肌、

消肿定痛、改善血液循环促进肉芽组织生长为组方原则，黄芪托毒排

脓、敛疮生肌、改善血液循环，黄柏清热解毒、消肿去腐，两者为君

药；三七散瘀止血、消肿定痛，莪术行气破血、消积止痛，藏红花活

血化瘀，凉血解毒、抗炎，三者为臣药；金银花、薄荷、当归为佐药，

白芷和生地为使药。诸药相伍共奏去腐生肌、消肿定痛、改善血液循

环促进肉芽组织生长，加快烧烫伤部位愈合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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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二

发明名称：一种治疗放射性直肠炎用中药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2311410347.9

申请日：2023-10-27

公开号：CN117323368A

公开日：2024-01-02

技术概述：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疗放射性直肠炎的中药及其制备

方法,概要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葛根 2- 3 份、黄芩 1- 2 份、黄连 1

份、乳香 1 份、没药 1 份、地榆 1- 2 份、木香 1 份、炙甘草 1 份。将

上述原料经选料、烘干、紫外线消毒，粉碎成细粉，过 100 目筛后，

分包装入无纺布煎药袋，每包重量 60g。本发明是在治疗放射性直肠炎

临床经验基础上，通过各组份原料中药的君臣佐使、份量等精心配伍，

具有清热燥湿，凉血止血，行气止痛的功效，能够缓解直肠放射性损

伤后出现的里急后重、腹泻、便血、疼痛症状，促进大便正常排泄，

使用方便，可有效防治放射性直肠炎。

技术三

发明名称：一种微中药止血组合物

申请号：CN202311241473.6

申请日：2023-09-25

公开号：CN117323379A

公开日：2024-01-02

技术概述：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微中药止血组合物，由如下重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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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料制成：穿心莲 60g、板蓝根 30g、鸭跖草 60g、生大黄 10g、黄

连 20g、黄柏 20g、紫草 60g、仙鹤草 60g、茜草 60g、黄芪 60g、苍术

60g、白芷 30g。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将中药材穿心莲、板蓝根、鸭

跖草、生大黄、黄连、黄柏等进行配伍，具体制备成一种用于外伤出

血的外用制剂，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可实现快速止血，同时还可以

防止细菌感染和炎症的发生，具有清热解毒、泻火的作用，配合穿心

莲和鸭跖草能够清热解毒，凉血，消肿，燥湿的作用，减少患者伤口

炎症，减轻患者痛苦，如伤口崩裂出血，亦可以作为杀菌消炎止血药

物进行治疗，对伤口皮肤的修护也具有较好的效果。

技术四

发明名称：一种治疗湿疹的中药外洗剂的应用

申请号：CN202311206349.6

申请日：2023-09-19

公开号：CN117244008A

公开日：2023-12-19

技术概述：本发明涉及一种中药组合物在制备治疗湿热蕴结证湿

疹药物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是由下列重量份配比的原料药制成：

丹参 20- 40 份、生地黄 20- 40 份、土茯苓 20- 40 份、忍冬藤 20- 40

份、黄芩 5- 25 份、茜草 20- 40 份、生大黄 5- 25 份、金银花 20- 40

份、栀子 2- 18 份、白鲜皮 5- 25 份。其优点表现在：具有清热凉血、

解毒止痒的功效，从整体调整机体阴阳平衡，在治病的同时也能扶正

祛邪，标本兼治，能更好地改善湿疹的红斑、瘙痒等症状，减少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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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发生，且经临床证实其疗效显著，安全可靠，对于红斑、渗出

类皮肤病具有普适性，医患可对皮损快速辨别诊断，易于临床推广应

用。

技术五

发明名称：一种治疗烫伤的藏药外用组合药

申请号：CN202310850697.0

申请日：2023-07-12

公开号：CN117018097A

公开日：2023-11-10

技术概述：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疗烫伤的藏药外用组合药，包括

如下材料：C：0.03～0.04，Si：≤0.10，Cr：15.5～16.5，Mo：0.7～

0.9，W：0.1～0.3；B：0.002～0.005，Fe：41.0～43.0，Nb：≤0.05，

Ta：≤0.05，Al：1.3～1.5，Ti：2.0～2.2，其余为 Fe，包括如下步

骤：S1、真空感应+真空自耗获得均匀致密的高温合金铸锭；S2、开坯，

将 S1 中所得到的高温合金铸锭放入加热炉加热，缓慢升温至 1170℃，

铸锭到温后保温时间≥150h，此藏药外用组合药藏紫草的清热凉血的

功效，藏紫草、藏红花具有活血化瘀、凉血解毒的功效，配制在烫伤

药中能够有效的对患者的创面进行活血化瘀，凉血解毒，减轻患者的

疼痛感，配合人工麝香、瓦韦、酥油、山羊油、猪油、青刺果油等能

够有效的消除创面的疤痕，使患者创面的疼痛感消失，使创面更快的

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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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配方中凉血类技术重点专利分析

技术一

发明名称：一种预防或治疗口腔疾病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2410254161.7

申请日：2024-03-06

公开号：CN118021894A

公开日：2024-05-14

技术概述：本发明属于中药领域，具体公开了一种预防或治疗口

腔疾病的中药组合物。本发明中药组合物由玄参、金银花、桔梗、野

蔷薇根、甘草、细辛、土茯苓、薄荷、石膏、木蝴蝶等原料药材制成，

具有清热泻火、化湿解毒、消肿定痛之功效。本发明中药组合物能够

快速止痛，收敛创面，祛火消炎消肿，对防治牙周炎、牙龈炎、口腔

黏膜炎、口腔溃疡、龋齿疼痛等口腔疾病具有显著的疗效。本发明中

药组合物为纯中药配方，疗效确切，无毒副作用，成本低廉，使用方

便，患者可自行含漱或含漱后口服，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技术二

发明名称：一种治疗 2 型糖尿病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应用

申请号：CN202310807431.8

申请日：2023-07-04

公开号：CN116688086A

公开日：2023-09-05

技术概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治疗 2 型糖尿病的中药组合物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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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属于中药技术领域。本发明所述中药组合物，包括：葛根、黄

芩、黄连、西洋参、僵蚕、水蛭粉、知母、三七粉、天花粉、山药、

苦瓜、干姜、生黄芪和茯苓。本发明以葛根、黄芩、黄连为君药，三

药合用以清肺胃郁热；天花粉、知母、西洋参、山药为臣，四药合用，

以助君药清热泻火之功效；僵蚕、水蛭粉、三七粉、苦瓜、生黄芪和

茯苓为佐药，活血通络、健脾渗湿、补气健脾；干姜为使药，可顾护

中阳防止苦寒药物伤胃。本发明全方配伍合理，共奏清热泻火，益气

养阴，活血通络之功，用于治疗肺胃郁热、湿热雍盛所致的 2 型糖尿

病及并发症兼有阴虚者。

技术三

发明名称：一种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的中药组合物、中药制剂及

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2310732641.5

申请日：2023-06-20

公开号：CN116747263A

公开日：2023-09-15

技术概述：本发明提出一种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的中药组合物、

中药制剂及其制备方法，属于中药技术领域。针对现有技术中的口腔

溃疡药物不能缓解口腔溃疡的疼痛或者阵痛效果不理想的问题，本发

明的中药组合物包括青黛、黄柏、蟾酥、草乌、五倍子、儿茶、冰片、

琥珀、龙骨、甘草，通过加入青黛、黄柏等清热泻火成分，有效清除

脾胃积热、心火炽盛、阴虚火旺之病症根源，促进溃疡粘膜修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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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蟾酥、草乌等消肿止痛成分，迅速缓解患部疼痛；加入琥珀、龙骨

等镇静安神成分，有效缓解口腔溃疡引起的烦躁、失眠等。本发明利

用各味中药材之间的协同作用及配伍机理，制成兼具促溃疡愈合和迅

速镇痛双重作用的中药组合物，能够达到标本兼治，治疗效果好且复

发率低。

技术四

发明名称：一种防治肥胖 2 型糖尿病的中药组合物

申请号：CN202310422433.5

申请日：2023-04-19

公开号：CN116549572A

公开日：2023-08-08

技术概述：本发明提供一种防治肥胖 2 型糖尿病的中药组合物，

涉及糖尿病技术领域。该防治肥胖 2 型糖尿病的中药组合物，包括以

下中药原料组成：太子参 10g- 20g、黄芪 15- 30g、丹参 7.5g- 15g、

茯苓 7.5g- 15g、陈皮 7.5g- 15g、泽泻 7.5g- 15g、生薏苡仁 7.5g- 15g、

生山楂 5g- 10g、枳实 5g- 10g、决明子 7.5g- 15g、火麻仁 7.5g- 15g、

熟大黄 3g- 6g、荷叶 5g- 10g、玉米须 10g- 20g、芦根 7.5g- 15g、

桑椹 5g- 10g、五味子 5g- 10g。本发明提供一种防治肥胖 2 型糖尿病

的中药组合物，该防治肥胖 2 型糖尿病的中药组合物能够针对 2 型糖

尿病具有益气养阴，清热泻火、健脾运津的作用，并且价格便宜，治

疗效率高，有利于大范围使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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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五

发明名称：用于清热泻火的中药组合物、中药提取物及其制备方

法

申请号：CN202310351560.0

申请日：2023-04-04

公开号：CN116173116A

公开日：2023-05-30

技术概述：本发明属于中药技术领域，主要涉及一种用于清热泻

火的中药组合物、中药提取物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公开的所述中药

组合物包括：板蓝根、野菊花、水牛角、黄芩、连翘、玄参、炒栀子、

紫草、赤芍、柴胡、陈皮、大黄、桔梗和甘草。本发明提供的中药组

合物、中药提取物和中药制剂可以用于制备治疗外感热毒引起的突发

高热、咳嗽头痛、肌肉酸痛、咽痛红肿、皮肤发斑、腮腺炎或水痘症

状的药物，解决了很多抗生素滥用的弊病，同时避免了传统汤剂存在

煎煮耗时耗力、药液煎煮质量难于把控、味道刺激、服用携带不方便

以及存放后容易变质失效等问题。

4.4.5 配方中清虚热类技术重点专利分析

技术一

发明名称：一种治疗痛风病的中药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2310631845.X

申请日：2023-05-31

公开号：CN116637152A

公开日：2023-08-25



82

技术概述：本申请提出了一种治疗痛风病的中药制剂及其制备方

法，涉及中药技术领域。包括葛根、麻黄、桂枝、白芍、炙甘草、石

膏、知母、茯苓、泽泻、车前子、茵陈、厚朴、枳实、大黄、柴胡、

黄芩、白术、苍术、黄连、黄柏、陈皮、姜半夏、丹皮以及鸡内金。

各种原料间君臣佐使，配伍合理，协同作用，具有解表邪，清内热，

除痰湿，排热毒，舒经络，散节消石的功效，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用于治疗痛风，治疗效果显著，对人体副作用小，价格低廉。制备方

法简单，制成丸剂不但方便携带，患者随时服用，无须煎煮，治疗过

程更加方便，值得推广。

技术二

发明名称：一种改善儿童睡眠障碍穴位贴用组合物、穴位贴及应

用

申请号：CN202211491816.X

申请日：2022-11-25

公开号：CN115671170A

公开日：2023-02-03

技术概述：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改善儿童睡眠障碍穴位贴用组合物、

穴位贴及应用，属于中药领域。所述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黄芪 5- 15 份、党参 8- 15 份、白术 5- 12 份、牡丹皮 8- 12 份以及

冰薄荷 5- 10 份。本发明以黄芪、党参、白术、牡丹皮以及冰薄荷为

原料，配伍成能够改善儿童睡眠质量的中药组合物，并且结合穴位联

合作用，通过中药刺激穴位足三里、神阙、脾腧穴健脾安神；肝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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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泉清内热；神道安神，刺激全身穴位的互相作用达到健脾清热安神

作用。本发明采用中医外治法治疗儿童睡眠障碍，促进儿童深度睡眠，

纯中药治疗结合中医辨证选穴安全简便易操作，且无毒负作用。

技术三

发明名称：一种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申请号：CN201910664170.2

申请日：2019-07-23

公开号：CN110327429A

公开日：2019-10-15

技术概述：本发明涉及一种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本

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包括下述重量份的制备原料：浮小麦 500- 1000 份、

糯稻根 500- 1000 份、银柴胡 250- 500 份、炙甘草 200- 300 份。本

发明的中药组合物重用浮小麦，性凉味甘，除虚热、止汗，是为君药。

糯稻根性平味甘，养阴、止汗、健胃，与浮小麦相须为用，是为臣药。

佐以银柴胡，助君臣清虚热之力。炙甘草调和诸药，是为使药。四药

合用，共奏养阴清热止汗之功，适用于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引起的围绝

经期综合征及其相关症状，症见潮热汗出、心中烦乱、睡眠不安者。

技术四

发明名称：一种灯芯草清心降火茶冻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1611137340.4

申请日：2016-12-12

公开号：CN106689536A

公开日：2017-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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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概述：一种灯芯草清心降火茶冻及其制备方法，所述灯芯草

清心降火茶冻，以灯心草、红茶为主料，以桐叶千金藤、马鞭草、篑

草、穿心莲、茵陈、绿萼水珠草、柠檬为辅料，以琼脂、蜂蜜为配料

制备而成，所述灯芯草清心降火茶冻，包括如下组份配方，灯心草 2- 5

份、红茶 3- 6 份、桐叶千金藤 2- 3 份、马鞭草 1- 3 份、篑草 1.5- 3

份、穿心莲 1.5- 2 份、茵陈 1- 2 份、绿萼水珠草 0.5- 1.5 份、柠檬

0.5- 1 份、琼脂 2- 4 份、蜂蜜 1- 3 份；具体制备方法为：（1）制药

液；（2）制茶汤；（3）制琼脂溶液；（4）混合。本发明的一种灯芯

草清心降火茶冻，将茶叶、中药中的营养元素充分结合制成茶冻，增

强了茶叶的补益功能，且产品天然无毒副作用，长期食用，具有清热、

利湿、解毒的作用。

技术五

发明名称：一种治疗风热证感冒的中药及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1510050572.5

申请日：2015-01-30

公开号：CN104623082B

公开日：2015-05-20

技术概述：一种治疗风热证感冒的中药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的

中药由金银花乙醇回流提取物和连翘、锦灯笼、紫箕贯众、黄芩、甘

草及醇提后的金银花水煎提取物组成，制备方法是：金银花乙醇回流

提取，浓缩提取液。连翘、紫箕贯众、黄芩、锦灯笼、甘草加水煎煮，

浓缩水煮液，混合醇提浓缩液和水提浓缩液，制干膏，即得。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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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感冒的中药，不仅可治疗温病初起邪在卫分，还可预防病邪传入

气分，六味药相辅相承，疗效显著。本药重在“清热解毒，宣肺泄热”，

散外邪与清内热并用，卫气同治，表里双解。重用入肺药宣畅肺气，

疏畅肺络，直达病位。既不失温病治疗之大法，又紧扣瘟疫传变之病

机，清除病因以除外来之戾气，重用清解以平疫毒之热势，调动机体

抗病康复能力。

4.4.6 工艺中有效成分提取技术重点专利分析

技术一

发明名称：一种除湿气的中药配方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2410201695.3

申请日：2024-02-23

公开号：CN117982612A

公开日：2024-05-07

技术概述：本发明涉及中药配方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除湿气

的中药配方及其制备方法，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得到，薏仁 30～

40 份、花椒 15～25 份、益母草 20～30 份、藿香 7～10 份、苍术 8～

10 份、白术 10～15 份、黄芪 20～30 份，灵芝 10～15 份，花旗参 5～

10 份和生姜 1～5 份；具体步骤为：第一步选料步骤，选取上述重量的

配比的干燥后的中草药原料；第二步处理步骤，将上述中草药原料切

割后充分混合；第三步浸泡步骤，将药物放入砂锅内，加干净的冷水

浸泡药物，加水量以淹没过药面 3-5cm，浸泡 30-50 分钟；第四步煎煮，

每剂药煮两次；第一煎先用大火将浸泡好的药煮沸后，改用中、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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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药物沸腾，第一煎 40-50 分钟；第二煎适量加水至淹没过药面为

准，火候同第一煎，第二煎 25 分钟；第五步过滤步骤，将煎煮后的药

剂进行放置冷却，冷却 20-30 分钟，接着通过滤网对药剂进行过滤，

并将过滤后的药剂进行收集得到成品。通过采用黄芪和灵芝，用于改

善血液循环、提高机体免疫力；选用花旗参和生姜，用于除湿排毒、

补气养阴和清热生津，并通过采用花椒与益母草，用于除寒痹、利水

消肿- 活血化瘀，该中药中的各原料之间配伍相当，显著加强了各原

料之间相佐相佑、相互融合的作用，从而达到排毒祛湿、调理气血、

改善肌肤暗沉粗糙、活血通脉和减脂减重的功效。

图 4-4-2 CN202410201695.3专利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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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二

发明名称：一种用于治疗冠心病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2410052644.9

申请日：2024-01-15

公开号：CN117919308A

公开日：2024-04-26

技术概述：本发明涉及中药领域，具体公开了一种用于预防和/或

治疗冠心病的中药组方及其制备方法。所述的中药组合物由绞股蓝、

茯苓、远志、赤芍、五味子、川芎、苦参和甘草制成，具有活血化瘀、

温通经脉、清热凉血之功效。药效学研究表明，本发明取得了显著的

技术效果：所述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下列步骤：A、取绞股蓝、

茯苓、远志、赤芍、五味子、川芎、苦参和甘草，粉碎成细粉，备用；

B、取绞股蓝、五味子、川芎、苦参、甘草采用水蒸汽蒸馏法提取 1-3h，

收集挥发油转入冷库备存，药渣备用；C、取茯苓、远志、赤芍与提取

挥发油后的药渣，加入 6-10 倍水，加水煎煮提取 2-3 次，合并煎煮液，

高速离心机离心，过滤，滤液减压浓缩至 60℃-75℃时相对密度为

1.10-1.25 的稠膏，备用；D、取步骤 C 中的浸膏，加入步骤 A 中制备

得到的挥发油，与常规药用辅料混合，再按照常规方法制成不同的药

物制剂。本发明中药组合物对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小鼠动脉粥样硬化主

动脉斑块形成有一定的干预作用，可显著降低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小鼠

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 C)，

可显著改善血瘀大鼠血液流变情况，抑制血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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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3 CN202410052644.9专利附图

技术三

发明名称：一种防治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中药组方及其制备方

法

申请号：CN202311803237.9

申请日：2023-12-26

公开号：CN117731717A

公开日：2024-03-22

技术概述：本发明涉及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防治技术领域，且

公开了一种防治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中药组方，包括以下重量的组

份：柴胡 6g、黄芩 9g、白芍 6g、陈皮 6g、白茯苓 9g、焦白术 9g、川

芎 6g、夏枯草 9g、青黛 3g；包括以下步骤：S1、将中药材(柴胡、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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芩、白芍、陈皮、白茯苓、焦白术、川芎、夏枯草、青黛)按照指定的

重量称取好后放在一起置于盆中进行浸泡，且需要将中药材浸泡 1-5

小时；S2、将浸泡好的中药材放置在药罐中，并加入一定量的水进行

煎煮，且在进行煎煮 10-20 分钟后将药液倒出备用；S3、往煎煮过一

遍的中药材中再次倒入一定量的水进行煎煮，且在进行煎煮 30-60 分

钟后将药液倒出；S4、将第一次煎煮后的药液与第二次煎煮后的药液

倒在一起进行混合即可得到制备好的中药。该中药组方制成的中药具

有软坚散结与清热解毒的功效，且可以进行清热泻火，从而可以进行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防治，同时该中药组方对自身免疫性甲状腺

疾病疗效明显，对改善症状、甲状腺相关指标等方面作用明显，充分

发挥了中药在治疗 AITD 的独特优势，进而使得该中药组方使用效果较

好。

图 4-4-4 CN202311803237.9专利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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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四

发明名称：一种用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

法

申请号：CN202311444606.X

申请日：2023-11-02

公开号：CN117599119A

公开日：2024-02-27

技术概述：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中药组合物

及其制备方法,属于保健品技术领域。由所述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黄柏

2- 6 份、苦参 1- 3 份、车前子 2- 4 份、人参 2- 4 份、金樱子 2- 4

份、茯苓 2- 4 份。包括下列步骤：步骤一：药材处理：将人参清洗并

凿碎，将黄柏、苦参、车前子、金樱子、茯苓清洗；步骤二：取黄柏

加 65％乙醇提取，其余药材按比例称取加入 6～8 倍量水，加热，待回

流后开始计时，提取 1～2 小时；步骤三：过滤药渣；步骤四：药渣按

步骤二操作再提取一次；步骤五：过滤药渣，合并两次过滤液：步骤

六：过滤液浓缩，不断搅拌，得干浸膏。本发明的 6 味中药根据中药

理论，采用辩证论治和现代药学研究结果科学配伍，对慢性前列腺炎

具有清热凉血、活血祛瘀、行气止痛的作用，且产品的制备工艺简单，

使用方便，同时该组合物不含化学成分，药性温和，无刺激性和依赖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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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5CN202311444606.X专利附图

技术五

发明名称：一种治疗视疲劳的中药组合物、热奄包及其使用方法

申请号：CN202311324278.X

申请日：2023-10-12

公开号：CN117323391A

公开日：2024-01-02

技术概述：本发明涉及一种治疗视疲劳的中药组合物、热奄包及

其使用方法。该中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大青叶 5- 10 份、

密蒙花 3- 10 份、白芷 3- 10 份、荆芥 4- 9 份、菊花 5- 12 份、薄荷

3- 12 份、丹皮 3- 15 份、地肤子 3- 16 份、车前子 4- 16 份、茺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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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 份、谷精草 5- 19 份、木贼草 4- 12 份、白茅根 2- 14 份、女贞

子 3- 9 份、麦冬 3- 12 份和白蒺藜 3- 14 份。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具

有清热退翳、滋阴生津、清肝明目的功效，可用于治疗视物后出现不

耐久视和眼部干涩、眼部痒、眼胀眼痛、视物模糊以及全身的不适症

状，改善视觉障碍或伴有全身症状等以致不能正常进行视作业的一组

症候群，疗效佳、无毒副作用、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及很好的应用前景。

图 4-4-6CN202311324278.X专利附图

4.4.7 工艺中制剂成型技术重点专利分析

技术一

发明名称：一种含皂角提取物及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应用及

制备设备

申请号：CN202311237939.5

申请日：2023-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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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号：CN117205271A

公开日：2023-12-12

技术概述：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含皂角提取物及中药组合物的制备

方法、应用及制备设备，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皂角提取物 1 份

- 10 份、当归 4 份- 7 份、白芍 2 份- 10 份、川芎 3 份- 6 份、黄芪 8

份- 10 份、党参 5 份- 7 份、黄连 6 份- 10 份、金银花 8 份- 10 份、

连翘 8 份- 12 份，本申请通过将皂角提取物与当归、白芍、川芎、黄

芪、党参、黄连、金银花、连翘、荆芥、茶树精油、薰衣草精油、椰

油、橄榄油、芦荟提取物以及甘草提取物中的一种或多种中药成分进

行组合，制备成丸剂或溶液，分别达到补血活血、调理月经、舒经活

络、助益气血、增强免疫力、抗炎抗菌、清热解毒、解表散瘴以及祛

风散寒的功用，在妇科问题、皮肤护理、舒经活络、补气补血以及抗

菌抗炎领域具有广泛应用。

图 4-4-7CN202311237939.5专利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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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二

发明名称：一种栀子鼓汤复合冲剂、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申请号：CN202310802517.1

申请日：2023-06-30

公开号：CN116808153A

公开日：2023-09-29

技术概述：本发明属于中药制剂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栀子鼓汤

复合冲剂、制备方法及其应用，栀子鼓汤复合冲剂按照质量克数计由

栀子 12g、淡豆豉 18g、甘草 10g、菊花 9g、金银花 6g、槐花 6g、玫

瑰花 9g、白扁豆花 6g、薄荷 12g、代代花 12g、人参 15g、茯苓 30g、

佛手 20g、薏苡仁 30g、山药 30g、橘皮 12g、麦芽 10g、山楂 20g、砂

仁 12g 和赤小豆(芽)50g 组成。本发明的栀子鼓汤复合冲剂为栀子豉汤

+花类化裁，每袋 3g，每次 1 袋，温水冲服，早晚各一次，具有健脾疏

肝、泻火除烦、清热利湿、凉血解毒、消肿止痛、宣发郁热的功效，

有效解决了现有栀子豉汤功效较为单一，见效慢且疗程长，症状不能

迅速缓解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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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8 CN202310802517.1专利附图

技术三

发明名称：一种除湿止痒膏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21111977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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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日：2021-10-14

公开号：CN114099623A

公开日：2022-03-01

技术概述：本发明属于中药外用制剂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除湿

止痒膏及其制备方法。所述除湿止痒膏由下述质量配比的药材为原料

制备而成：苍术、黄柏、黄连、苦参、白藓皮、百部、土荆皮、当归、

地肤子、蛇床子、花椒、煅炉甘石超细粉；附加材料包含冰片、香油、

白凡士林，其设计合理，具有清热解毒，除湿止痒，生肌敛疮的功效，

对湿疹、荨麻疹、急性皮炎、带状疱疹急性期、痤疮、蚊虫叮咬等红

疹瘙痒类皮肤病具有显著疗效。包括如下步骤：步骤 1：香油浸泡药材：

首先称取 5-10 重量份的苍术、5-10 重量份的黄柏、5-10 重量份的黄

连、5-10 重量份的苦参、5-10 重量份的白藓皮、5-10 重量份的百部、

5-10 重量份的土荆皮、5-10 重量份的当归、5-10 重量份的地肤子、5-10

重量份的蛇床子、2-3 重量份的花椒、80-100 重量份的香油；取 1/3

分量的香油，加入 5-10 重量份的地肤子、5-10 重量份的蛇床子、2-3

重量份的花椒，混合均匀后，浸泡 12-24 小时；取 2/3 分量的香油，

加入 5-10 重量份的苍术、5-10 重量份的黄柏、5-10 重量份的黄连、

5-10 重量份的苦参、5-10 重量份的白藓皮、5-10 重量份的百部、5-10

重量份的土荆皮、5-10 重量份的当归，混合均匀后，浸泡 12-24 小时；

步骤 2：先小火加热浸泡有 5-10 重量份的地肤子、5-10 重量份的蛇床

子、2-3 重量份的花椒的香油混合物，反复搅拌，至微微冒烟时，去渣

留油；倒入浸泡有 5-10 重量份的苍术、5-10 重量份的黄柏、5-10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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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份的黄连、5-10 重量份的苦参、5-10 重量份的白藓皮、5-10 重量份

的百部、5-10 重量份的土荆皮、5-10 重量份的当归的香油混合物，反

复搅拌，至微微冒烟时，去渣留油；步骤 3：关闭火源，趁热将打碎的

6-8 重量份的冰片放入步骤 2 获得的香油混合物中，反复搅拌，至冰片

全部熔化；步骤 4：趁热放入 100-120 重量份的白凡士林，反复搅拌，

至白凡士林全部熔化；步骤 5：趁热加入 5-10 重量份的煅炉甘石超细

粉，不断搅拌均匀，至煅炉甘石超细粉混合均匀；步骤 6：均匀搅拌步

骤 5 所获得的混合物，冷却至适宜温度(约 50-60℃)，分装至小包装盒，

常温避光储存，备用。

图 4-4-9 CN202111197790.3专利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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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四

发明名称：一种治疗乙肝、肝硬化及腹水、肿瘤的中药方剂及其

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2010110272.2

申请日：2020-02-21

公开号：CN113288999A

公开日：2021-08-24

技术概述：本发明属于中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治疗乙肝、肝硬

化及腹水、肿瘤的中药方剂及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重量配比的原料

制成：党参 5- 12g；木香 5- 12g；胎菊 1- 12g；鬼针草 5- 10g；佛

手 8- 12g；铁树叶 5- 10g；茵陈 5- 10g；垂盆草 5- 10g；黄芪 5- 12g；

猪血 5- 8g；五味子 5- 12g；大豆肽 5- 15g；大黄 5- 8g 以及适量老

米醋，本发明能够实现对乙肝、肝硬化及腹水、肿瘤的有效治疗；改

善各种气血失衡引起的身体不良反应，增强人体抵抗力，平肝明目，

清热解毒、缓解疲劳，降血压、血脂以及胆固醇；对各种胃病、癌症

有一定的治疗作用；最终可对人体起到保健，恢复健康的功效作用，

提高睡眠及生活质量；禁忌辛辣食物、各种酒类及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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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0 CN202010110272.2专利附图

技术五

发明名称：一种烧烫伤药剂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CN201910154001.4

申请日：2019-03-01

公开号：CN109674865A

公开日：2019-04-26

技术概述：本发明属于临床药物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烧烫伤药

剂及其制备方法，所述烧烫伤药剂按照重量份数由大黄 15- 30 份、寒

水石 15- 30 份、生石膏 10- 20 份、黄连 20- 30 份和地榆炭 10- 20

份组成。本发明采用中药打粉，香油调和的方式，明确方剂内药物配

比，最大程度保留药物有效成分，利用香油的调和与赋型，使有效成

分释放稳定缓和，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作用，且膏剂保存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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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随时取用。通过长期临床观察，烧烫伤患者，患处敷贴该膏剂后，

轻度烫伤的患者红肿、疼痛的症状可明显缓解甚至症状基本消失。对

于中度烫伤的患者，本膏剂使用后可以迅速止痛，消除伤后出现的水

泡，对创面肌肤组织的再生有明显促进作用。

图 4-4-11 CN201910154001.4专利附图

4.5 竞争对手分析

4.5.1 全球申请申请人排名

图4-5-1给出了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申请前十名的申请人排名，

其中，横坐标为专利申请人，纵坐标为专利申请数量，从图中可以看

出，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相关专利，申请量最多的为北京衍元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108 件，其次为北京艺信堂医药研究所，申

请量为 104 件，然后为天津瑞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5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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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的专利数量为 56 件，河南中医药大学申请量为 54 件，陈洪波的

申请量为 54 件，登封市通达科技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53 件，山东新希

望六合集团申请量为 46 件，青岛市中心医药所申请量为 40 件，佛山

市顺德区宝铜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40 件。从申请前十名的专利

申请人类型可以看出，该领域整体技术的研发主体较分散，企业、研

究所和个人都掌握一定的技术。

图 4-5-1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全球申请申请人排名

4.5.2 专利集中度分析

图 4-5-2 给出了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专利集中度分析，其中集

中度是指申请总量排名前10位的申请人的专利申请量占该领域专利申

请总量的比例，从图中可以看出，关于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的专利

集中度在 2007 年以前总体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数值；从 2007 年开始，

专利集中度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一直到 2012 年开始，专利集中度逐渐

稳定，也可以看出，从 2007 年开始，该领域专利申请人越来越多，到

2012 年开始，竞争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由于 2023 年和 2024 年的专利

申请处于未公开阶段，所以 2023 年和 2024 年的数据不代表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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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图 4-5-2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专利集中度趋势

4.5.3 新进入者分析

图 4-5-3 给出了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专利新进入者分析，其中

新进入者是指在过去 5 年内才提交专利申请的申请人，从图中可以看

出，关于该领域的新进入者较少，只有鼎正新兴生物技术（天津）有

限公司，该公司在 2020 年出现大量专利申请，专利数量为 13 件，近

四年无专利申请。

图 4-5-3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专利新进入者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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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发明人申请趋势

图4-5-5给出了清热解毒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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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第一的发明人为陈冠卿，申请量为 270 件，其次为陈洪波，申请量

为 210 件，王芳申请量为 151 件，刘新壮申请量为 141 件，王新锁申

请量为 129 件，陈洪涛申请量为 107 件，安同伟申请量为 92 件，陈庆

忠申请量为 87 件，孙胜波申请量为 85 件，柳晖申请量为 83 件。

图 4-5-4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专利申请发明人排名

4.6 专利许可交易分析

图 4-6-1 为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专利技术许可趋势，其中，横

坐标为许可年份，纵坐标为专利交易数量，可以看出，从整体上看，

每年都有专利交易许可的事件发生，但数量均不多，只有在 2023 年较

多，数量为 281 件，可以看出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相关专利中存在专

利许可事件，但是较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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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图 4-6-1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专利技术专利许可趋势

4.7 企业重点开发产品建议及获取策略

4.7.1 企业重点开发产品建议

通过对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产业调研发现：

清热类中成药，这一深植于古老中医药文化的宝藏，历经千年的

沉淀与传承，至今仍然在人们的健康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古代中医药的萌芽时期，那时的医者

们凭借对自然的深刻理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创制出了一系列具有清

热解毒功效的中药方剂，为后世的医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

历史的推进，中医药学理论体系逐渐完善，对于清热类药物的认识和

应用也日趋成熟。特别是在现代制药技术的助力下，清热类中成药的

种类和剂型得以极大丰富，从传统的丸、散、膏、丹，到现代的胶囊、

片剂、口服液等，不一而足。这些创新不仅使得药物的使用更为便捷，

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满足了不同患者的多样

化需求。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清热类中成药行业经历了无数的挑战

与变革，但每一次的蜕变都让它更加坚韧和充满活力。近年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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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健康观念的转变和中医药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清热类中成药的市

场地位也随之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尤

其是在清热解毒、调节身体机能等方面的显著效果，使得清热类中成

药在国内外市场上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追捧。

当然，行业的繁荣离不开技术的创新和政策的支持。在制药技术

方面，新的提取、分离、纯化等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清热类中

成药的有效成分含量和纯度，保证了药物的疗效和稳定性。随着药品

监管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国际化标准的接轨，清热类中成药的生产和质

量控制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安全、放心的药品选

择。面对未来，清热类中成药行业仍然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机遇。随

着科技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更多高效、低毒的

清热类新药问世，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随着中医药文

化的传播和认可度的提升，清热类中成药的市场空间也将进一步拓展，

不仅在国内市场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在国际市场上也将展现出更加

强劲的发展势头。

回首过去，我们为清热类中成药行业的辉煌历史而自豪;展望未来，

我们对这一行业的持续繁荣和发展充满信心。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医药

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清热类中成药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绽放出更加夺

目的光彩，为人类的健康福祉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在深化了解清热

类中成药行业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

蕴和科学依据是其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根木所在。从古老的医书典籍到

现代的临床研究，从民问的验方秘药到国际的医药交流，清热类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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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始终在不断地汲取着新的养分和活力，展现出了其独特的生命力和

魅力。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行业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

未来的道路上，清热类中成药行业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考验，如市

场竞争的加剧、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国际法规的制约等。但正是这

些挑战和考验，也将成为推动行业不断进步和创新的动力源泉。清热

解毒类中成药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对于现代高科技发展产物来说，

其又处于新的发展期；因此，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原材料较为成熟的

当下，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向制备工艺方面展开进一步研

究。

在未来的发展中，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拓

展市场：

1.加强品牌宣传：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品牌，提高产品知名度，让

更多的人了解和使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

2.创新产品：不断开发新的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满足不同人群的

需求，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提高品质：加强原材料的把控，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确保产品

质量和安全。

4.加强合作：与医院、药店等相关机构合作，拓展销售渠道，提

高产品的覆盖率。

综上所述，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市场前景非常广阔，通过不断拓展

市场，加强品牌宣传、创新产品、提高品质和加强合作等方面的工作，

可以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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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企业重点开发产品获取策略

研发能力方面，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拥有员工 675 名，

技术队伍占 116 人；研发人员占比为 17.19%；其中高级职称 17 人，享

受省政府津贴 2 人，B 类人才 1 人，D 类人才 2 人。研发人员的专业领

域涉及药学、药理学、生物工程、化学、食品等学科，专业结构合理，

能够充分发挥不同学科的交叉优势，使知识叠加，技能互补，有效的

发挥整体效应。现有人员具有多年药品研发工作经验，能够进行药品

研发和注册申请工作。

知识产权产出情况，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历年申请专利总

量为 50 件，其中医学或兽医学；中医药化合物相关专利 18 件，参见

图 4-7-1，为中医药化合物相关专利申请趋势图，从图上可以看出，吉

春制药整体的申请呈现波动趋势，近几年，产出专利相对较少。

基于此，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中药产品技术创新方面方

面有着专业的团队、足够的研发能力以及研发基础，建议采用自主开

发策略。

图 4-7-1吉春制药中医药化合物相关专利申请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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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建议：

1.实施品牌营销，提升企业及产品形象

品牌营销是指使客户对企业及其产品形成认知，企业要想在激烈

的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就应该树立品牌营销思维和品牌理念，利用

品牌让医生和患者认识企业及其产品，并在临床应用。树立品牌是中

小制药企业营销活动的重要手段，可以达到提升产品知名度的目的，

为其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强竞争力。同时，增强企业的营销动

力，是企业取得持续发展的能力。药品和食品存在很大的不同，人们

更加看重的是药品的质量和效果，不管是消费者还是临床医生都会选

择具有知名度的品牌。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小制药企业更应

该不断增强企业树立品牌意识，加强企业品牌建设，依靠品牌建设来

推进营销创新活动方案的规划，从而在目标客户群体中制造差异化的

形象和较高的顾客体验和感受。

2.品牌整合营销传播

在医药行业，处方药不能在大众媒体上做广告，只能在指定的专

业杂志上进行宣传，那么处方药，只有通过品牌的整合营销传播模式。

整合营销是指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医院、药店、网络等进

行品牌的传播，也可以是通过医生处方、学术推广、患者推荐等方式

传播。整合营销传播的优点在于“传播协同效果”，既指的是营销传

播投资不变时，取得 1+1>2 的传播效果。整合营销传播在品牌建设方

面是最有力的方法，通过传播，消费者对品牌形成认知。它的核心是

让消费者对品牌产生长期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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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用事件营销、新闻宣传等形式进行传播，在品牌建设方面

会收到以小搏大，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仁和药业赞助湖南卫视娱乐节

目，民生药业在禽流感爆发期间时，捐助了 200 多万份的健康宣传品，

每张宣传品都打上企业的标识，并通过新闻的方式在全国 100 余家媒

体上进行了事件宣传报道，提升了企业品牌。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可以利用特殊事件制造“热点新闻”效应的事件，通过捐款、捐

物、赞助义演和公益广告等形式，提高企业及产品知名度，塑造企业

及产品品牌形象，促进产品的销售。

（2）促销活动可以建立对品牌的认知和关注，加深品牌与医生和

患者的沟通，实现企业效益的增值。对于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最重要的临床促销手段就是利用各种学术推广手段对处方医生进行促

销，同时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还可以推出“义诊营销”讲座、

俱乐部联谊会等服务方式，牢牢掌握大批忠诚客户。

（3）医生处方和患者推荐对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其及品牌

的塑造也是一种渠道。根据企业的药品特点、顾客群体特点，吉林吉

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除了让顾客感觉到药品的一定疗效外，强化对顾

客的感情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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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制备工艺技术分析

5.1 总体态势分析

5.1.1 专利申请发展态势分析

图 5-1-1 给出了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中制备工艺技术全球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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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代表申请总量，绿色表示当前时间段申请专利的被授权量，

其中专利授权率表明申请的有效率以及最终获得授权的提交申请成功

率。从图中可以看出，从申请量上来看，在 2013 年以前，清热解毒类

中成药关于制备工艺技术领域相关专利数量相对较少，2013 年以后，

专利申请量有所提高，说明近几年关于制备工艺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

从专利授权率上来看，关于制备工艺技术的专利授权率，在 2014 年以

前，授权率在 32-58%之间，2014 年之后，随着申请量的增多，授权率

开始下降，整体在 6.3-12.8%之间，2020 年以后，授权率逐渐提高，

由于2023年和2024年的专利申请处于未公开阶段，所以2023年和2024

年的专利申请量不代表整体发展趋势。

图 5-1-1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制备工艺技术专利全球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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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专利当前法律状态

图 5-1-2 为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制备工艺相关专利有效性分布，

检索到的 8795 件制备工艺专利中，有效专利 907 件，占比 10.31%，失

效专利 7434 件，占比 84.53%，审中专利 443 件，占比 5.04%，PCT 指

定期满 10 件，占比 0.11%，PCT 指定期内 1 件，占比 0.01%。结合专利

法律状态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截至目前，受理的制备工艺相关专

利主要是在失效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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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制备工艺技术申请法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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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专利类型

图 5-1-3 为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制备工艺相关专利类型，可以看

出，检索到的 8795 件制备工艺专利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8786 件，

占比 99.9%，实用新型数量为 9 件，占比 0.1%，说明对于制备工艺技

术来说，发明的占比很高，实用新型占比很低，说明该技术的研发水

平很高，这主要是因为该制备工艺涉及到的是方法，从专利保护的周

期来说，实用新型保护时间短，专利保护的稳定性较差。

图 5-1-3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制备工艺技术相关专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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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主要分支分析

5.2.1 技术领域构成分析

图 5-2-1 给出了制备工艺技术相关专利总分布图，可以看出，制

备工艺技术主要分为 5 个分支，分别为有效成分的提取申请量为 5681

件，制剂成型申请量为 2068 件，中药材的选取与处理申请量为 785 件，

浓缩与干燥申请量为 259 件，质量检测与控制申请量为 2 件。

图 5-2-1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制备工艺技术相关专利构成分析

5.2.2 重要技术分支构成分析

图 5-2-2 给出了制备工艺技术中有效成分提取相关专利总分布图，

可以看出，有效成分提取技术主要分为 11 个分支，分别为煎煮法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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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申请量为 4566 件，回流法申请量为 1513 件，超微粉碎技术申请量

为 410 件，浸渍法申请量为 351 件，渗漉法申请量为 285 件，超声波

法申请量为 217 件，大孔树脂吸附法申请量为 115 件，超临界流体萃

取法申请量为 114 件，溶剂提取法申请量为 113 件，膜分离技术的申

请量为 40 件，其他申请量为 23 件。

图 5-2-2 制备工艺中有效成分提取技术相关专利构成分析

图 5-2-3 给出了制备工艺技术中制剂成型相关专利总分布图，可

以看出，制剂成型技术主要分为 6 个分支，分别为散剂申请量为 1066

件，片剂申请量为 841 件，丸剂申请量为 568 件，颗粒剂申请量为 209

件，贴剂申请量为 50 件，其他申请量为 1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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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 制备工艺中制剂成型技术相关专利构成分析

5.2.3 重要技术分支地域分布

图 5-2-4 给出了制备工艺技术中有效成分提取技术分支地域分

布，可以看出，有效成分提取技术相关的专利技术多集中在煎煮法，

该煎煮法的相关专利主要集中在中国，专利数量为 4542 件，其次为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数量为 8 件，中国香港专利数量为 4 件，澳大

利亚和南非的专利数量为 3 件，其他国家如英国、印度、美国等专利

数量分布为 1 件；而关于回流法技术，分支最多的为中国，数量为 1502

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中国香港分别为 3 件，澳大利亚为 2 件，南

非、中国澳门和越南分别为 1 件，其他国家没有分布；关于其他分支

分布较多的国家为中国，其他国家很少有涉及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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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 制备工艺中有效成分提取技术分支地域分布

图 5-2-5 给出了制备工艺技术中制剂成型技术分支地域分布，可

以看出，制剂成型技术相关的专利技术多集中在散剂，该散剂的相关

专利主要集中在中国，专利数量为 1054 件，其次为德国，专利数量为

4 件，韩国专利数量为 3 件，南非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数量为 2

件，中国澳门的专利数量为 1 件，其他国家没有相关分布；而关于片

剂，分支最多的为中国，数量为 832 件，其次为德国，专利数量为 4

件，韩国专利数量为 3 件，澳大利亚和中国澳门的专利数量分别为 1

件；关于丸剂，分支最多的为中国，专利数量为 559 件，德国为 4 件，

韩国为 1 件，南非和中国澳门分别为 1 件，颗粒剂分支最多的为中国，

专利数量为 201 件，德国为 4 件，韩国为 3 件，中国澳门为 1 件，贴

剂的分支最多为中国，专利数量为 49 件，澳大利亚为申请了为 1 件，

其他国家均没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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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5 制备工艺中制剂成型技术分支地域分布

5.2.4 专利技术活跃度分析

图 5-2-6 为制备工艺技术中有效成分提取相关专利重要技术分支

主要申请人分布，可以看出，有效成分提取技术相关的专利技术多集

中在煎煮法，该煎煮法技术相关专利主要申请人为山东新希望六和集

团有限公司，专利数量为 32 件，其次为北京博智绿洲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专利数量分别为 26 件；而关于回流法技术，申请最多的为山东新

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38 件，其次为天科仁祥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13 件，其他申请人申请较少，关于超微粉碎技术，

申请量最多的为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20 件，哈尔

滨灵草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哈尔滨天一生态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申

请量分别为 8 件；关于浸渍法，北京博智绿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申请

了 9 件，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了 3 件；关于渗漉发技术，

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了 14 件，北京博智绿洲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申请量 7 件；关于超声波法，哈尔滨灵草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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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了 2 件；关于大孔吸附树脂法，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申请

了 1 件，关于超临界流体萃取法技术，南京中医药大学申请了 2 件，

关于溶剂提取法技术，天津瑞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申请了 8 件，北京

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申请了 3 件，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中医药大学申请了 1 件，其他申请人没有相关专利。

图 5-2-6 制备工艺中有效成分提取主要申请人分布

图 5-2-7 为制备工艺技术中制剂成型相关专利重要技术分支主要

申请人分布，可以看出，制剂成型技术相关的专利技术多集中在散剂，

该散剂技术相关专利主要申请人为格特生物制药（天津）有限公司，

专利数量为 23 件，其次为施瑞克（天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专利数

量分别为 16 件；而关于片剂技术，申请最多的主体为个人，其中韩立

志申请了 13 件，栗素琴申请了 12 件，刘庆斌和李益香分别申请了 11

件，韩邦森申请了 10 件，关于丸剂技术，申请量最多的为栗素琴，申

请了 11 件，其次为韩立志，申请了 1 件，关于颗粒剂技术，天农大（天

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了 1 件，其他申请人没有相关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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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7 制备工艺中剂型技术主要申请人分布

5.2.5 技术功效矩阵分析

图5-2-8为制备工艺技术中有效成分提取相关专利技术功效分析，

将 2005-2024 年间有关有效成分提取的所有专利通过加工、整理、分

类，然后按照 11 个技术手段（煎煮法、回流法、超微粉碎技术、浸渍

法、渗漉法、超声波法、大孔树脂吸附法、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申、溶

剂提取法、膜分离技术和其他）和 6 个技术功效（疗效显著、无毒副

作用、成本低、制备方法简单、提取率高和其他）进行分类整理，并

按照 11 个技术手段分别与 6 个技术功效对应专利数量进行统计，如图

5-2-8 所示，其中矩阵格中的数字代表了专利数量。

由图可知，通过煎煮法、回流法、超微粉碎技术、浸渍法、渗漉

法的技术手段，均可以达到疗效显著、无毒副作用、成本低、制备方

法简单、提取率高的技术效果，但主要是达到疗效显著和无毒副作用

的技术效果，而通过超声波法、大孔树脂吸附法、超临界流体萃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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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溶剂提取法均能达到疗效显著、无毒副作用、成本低、制备方法

简单、提取率高的技术效果，但是涉及到疗效显著、无毒副作用的最

多，其他功效相对较少；膜分离技术主要起到疗效显著和无毒副作用

的技术效果，而关于成本低和制备方法简单的效果涉及到很少的专利，

关于提取率高没有相关涉及到的专利。

图 5-2-8 制备工艺中有效成分提取技术相关专利技术功效分析

图 5-2-9 为制备工艺技术中制剂成型相关专利技术功效分析，将

2005-2024 年间有关制剂成型的所有专利通过加工、整理、分类，然后

按照 6 个技术手段（散剂、片剂、丸剂、颗粒剂、贴剂和其他）和 6

个技术功效（疗效显著、无毒副作用、成本低、制备方法简单、提取

率高和其他）进行分类整理，并按照 6 个技术手段分别与 6 个技术功

效对应专利数量进行统计，如图 5-2-9 所示，其中矩阵格中的数字代

表了专利数量。

由图可知，剂型为散剂、片剂、丸剂、颗粒剂、贴剂时，均可以

达到疗效显著、无毒副作用、成本低、制备方法简单的技术效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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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达到疗效显著和无毒副作用的技术效果，关于制备方法简单、

提取率高的专利涉及到的很少，颗粒剂和贴剂主要是起到疗效显著、

无毒副作用和成本低的技术效果，关于制备方法简单和提取率高的效

果涉及到很少。

图 5-2-9 制备工艺中制剂成型技术相关专利技术功效分析

5.3 申请人主体分析

5.3.1 全球专利申请人排名

图 5-3-1 给出了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中关于制备工艺技术申请

前十名的申请人排名，其中，横坐标为专利申请人，纵坐标为专利申

请数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关于制备工艺技术相关专利，申请量最多

的为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44 件，其次为北京博智

绿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39 件，天津瑞贝特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的申请量分别为 32 件，格特生物制药（天津）有限公司申请量为 31

件，天津生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量为 30 件，天津中敖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的申请量为27件，从申请前十名的专利申请人类型可以看出，

该整体技术的研发都集中在中国，而且申请人的类型都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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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1 制备工艺技术全球申请申请人排名

5.3.2 专利集中度分析

图 5-3-2 给出了制备工艺技术专利集中度分析，其中集中度是指

申请总量排名前 10位的申请人的专利申请量占该领域专利申请总量的

比例，从图中可以看出，关于制备工艺技术的专利集中度在 2008 年为

46.23%，从 2008 年以后，集中度开始下降，从 2009 年到 2023 年一直

维持在8-20%以内，由于2023年和2024年的专利申请处于未公开阶段，

所以 2023 年和 2024 年的数据不代表整体发展趋势。

图 5-3-2 制备工艺技术专利集中度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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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新进入者分析

图 5-3-3 给出了制备工艺技术专利新进入者分析，其中新进入者

是指在过去 5 年内才提交专利申请的申请人，从图中可以看出，关于

该领域新进入者的申请人，只有 1 个企业，为鼎正新兴生物技术(天津)

有限公司，在 2020 年申请了 13 件专利，2021 年到 2024 年没有申请。

图 5-3-3 制备工艺技术专利新进入者趋势

5.3.4 主要申请人地域分布

图 5-3-4 为制备工艺技术相关专利主要申请人地域分布，可以看

出，制备工艺技术的主要申请人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博智绿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天津瑞贝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格特生

物制药(天津)有限公司、天津生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敖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后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均只在本国申请了专利，在其他国家没有相关专利申请，说明企

业没有在外国对该技术进行专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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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4 制备工艺技术主要申请人地域分布

5.3.5 发明人申请趋势

图 5-3-5 给出了制备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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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为不公布姓名，申请了为 185 件，其次为安同伟，申请量为 90 件，

陈庆忠申请量为 86 件，曲荟芬和李琳的申请量均为 48 件，刘芳的申

请量为 47 件，曲韵智的申请量为 46 件，李迎梅、李鑫和黄河的申请

量分别为 35 件。

图 5-3-5 制备工艺专利技术申请发明人排名

5.4 重要申请人分析

5.4.1 北京博智绿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博智绿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CT Green Continent)是正大制

药集团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组建的新药研发中心，于 2002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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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2 日登记注册，是经北京市科委认定的国家鼓励发展的技术企业。

公司设有药理毒理研究室、剂型工艺研究室、天然药化研究室、药物

分析研究室和综合管理部等，专业从事各类新药、保健品、医疗用品、

制药机械的研究开发工作，具有速释、缓释制剂和中药现代化的技术

平台，目前主要从事各种滴丸(dripping pills)剂型的研究。 本公司

注重开发有优势的仿制药物，注重滴丸领域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在

研制常规滴丸技术的基础上，现已成功的研制出大于 300mg/丸的滴丸

制剂、缓释长效滴丸，并且通过与北京长征天民高科技有限公司的技

术合作，成功的开发出能满足各类药品，各种制剂规格的自动化、智

能化的各种滴丸机生产设备，这意味着 70%以上的中药成方可以研制成

高效、速效、长效的滴丸制剂，结束了中药起效慢、服用量大的历史。

本公司对所研发的产品进行技术转让，为保证生产厂家在市场竞争中

的有利地位，所有品种均具有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并提供一系列后

续的技术服务。

5.4.1.1 专利申请趋势

图 5-4-1 为北京博智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关于制备工艺方面申

请的相关专利申请趋势图，其中，蓝色代表申请总量，绿色表示当前

时间段申请专利的被授权量，专利授权率表明申请的有效率以及最终

获得授权的提交申请成功率。从图中可以看出北京博智在清热解毒类

中成药中关于制备工艺方面，在 2005 年申请了 35 件，之后在 2008 年

申请了 1 件，其他年份没有涉及到专利申请，从授权率来看，2005 年

的授率为 74.29%，2008 年的专利没有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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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 申请人北京博智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制备工艺的相关专利申请趋势

5.4.1.2 重点专利

图 5-4-2 为北京博智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关于制备工艺方面相

关专利被引用次数排名情况；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专利为公开号为

CN1660368A 的专利，专利名称为一种用于清热解毒的口服滴丸及其制

备方法；被引用次数为 12 次，该专利目前法律状态为失效，从其被引

用次数来看，该专利在该领域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具有一定的基

础性；被引用次数排名第二的为公开号为 CN1660141A 的专利，专利名

称为蟾酥滴丸及其制备方法；被引用次数为 6 次，当前法律状态为失

效；被引用次数排名第三的为公开号为 CN1660364A 的专利，专利名称

为一种用于清热解毒的莲芝消炎滴丸及其制备方法，被引用次数为 5

次，该专利当前法律状态为失效；被引用次数排名第四的为公开号为

CN1730041A 的专利，专利名称为头花蓼滴丸及其制备方法，被引用次

数为 4 次，该专利当前法律状态为失效；排名第五第十的专利的被引

用次数在 1-3之间，从第五名-第十名专利的当前法律状态依次为撤回、

有效、放弃、撤回和有效。对于撤回状态的专利以及未缴纳年费的专

利属于申请人主动放弃的行为。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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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2 申请人北京博智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制备工艺相关专利被引用次数排名情况

图 5-4-3 给出了申请人北京博智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关于制备

工艺相关专利规模最大的专利家族排名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涉及

到的这 10 个专利的家族规模都是 1，分别为公开号为 CN1679675A，专

利名称为一种具有清热解毒作用的穿黄消炎滴丸及其制备方法；公开

号为 CN1679671A，专利名称为复方黄连素滴丸及其制备方法，公开号

为 CN100382788C，专利名称为血尿滴丸及其制备方法，公开号为

CN1660141A，专利名称为蟾酥滴丸及其制备方法，公开号为 CN1332652C，

专利名称为一种止咳滴丸及其制备方法，公开号为 CN1315469C，专利

名称为一种用于舒肝利胆的金黄利胆滴丸及其制备方法，公开号为

CN100367939C，专利名称为一种治疗热毒内蕴的双山滴丸及其制备方

法，公开号为 CN1698821A，专利名称为一种治疗肝病的肝净滴丸及其

制备方法，公开号为 CN1660364A，专利名称为一种用于清热解毒的莲

芝消炎滴丸及其制备方法，公开号为 CN100348215C，专利名称为一种

用于治疗咽喉疾病的开喉剑滴丸及其制备方法。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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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3 申请人北京博智在制备工艺相关专利规模最大的专利家族排名情况

表 5-4-1 给出了北京博智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制备工艺的重点专

利列表，具体来说，申请号为 CN200510004950.2 的专利，该专利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是由于制备技术等原因，大多数药物的口服制剂，尤其

是中药的口服制剂，服用后均存在着溶散时限长、溶出度低、吸收较

差、肝肠首过效应和生物利用度较低等问题，从而影响药效的发挥，

也直接影响着治疗效果。颗粒剂的药物含量也较低，服用不便。另外，

常规的口服剂型，如片剂、胶囊、颗粒剂(冲剂)等，在制备过程中由

于有制粒的工艺，因此会产生较大的粉尘污染，一定程度上会对工作

人员的身体造成危害，同时也会给环境造成一定污染。再者，常规口

服制剂的生产工艺复杂，生产成本较高，从而使患者的用药成本也随

之提高，不利于提高广大患者的就医能力，也不利于提高社会的总体

健康水平。而本发明的制备工艺，按照重量份计，取黄芩 5 份、连翘 5

份、大青叶 5 份、甘草 1 份，以上四味，加水煎煮二次，每次 1.5h，

合并煎液，滤过，滤液浓缩至相对密度为 1.08，使冷却至室温，加入

乙醇使含醇量为 58％～60％，静置 24h，滤过，滤液浓缩至相对密度

为 1.3～1.35 的稠膏，即得；或在 80℃以下使干燥，粉碎成干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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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聚乙二醇(2000～20000)、硬脂酸聚烃氧 40 酯、倍他环糊精、泊

洛沙姆、羧甲基淀粉钠、十二烷基硫酸钠、硬脂酸、硬脂酸钠、甘油

明胶、虫胶等可药用载体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按重量份计，

药物提取物∶基质＝1∶1～1∶9。本发明所涉及的清热灵滴丸，利用

表面活性剂为基质，与含有鹿茸草、白花蛇舌草、鸭跖草等三味中药

有效成分的提取物一起制成固体分散剂，使药物呈分子、胶体或微晶

状态分散于基质中，药物的总表面积增大，且基质为亲水性，对药物

具有润湿作用，能使药物迅速溶散成微粒或溶液，因而使药物的溶解

和吸收加快，从而提高了生物利用度，发挥高效、速效作用等。

申请号为 CN200510004944.7 的专利，公开了一种用于治疗急性、

慢性化脓性感染，或作为抗肿瘤辅助用药的药物组合物蟾酥滴丸，以

中药蟾酥为原料，与作为基质的可药用载体一起制备而成，其中：取

蟾酥适量，用 10 倍量水浸泡，研磨，加乙醇使含醇量过 75％，搅匀，

静置，冷藏 24h，滤过，滤液回收乙醇至无醇味，减压(0.1MPa)、低温

(60℃)条件下浓缩成相对密度为 1.3～1.35 的稠膏，或再继续使干燥，

粉碎成干粉，即得；本发明所涉及的蟾酥滴丸，利用表面活性剂为基

质，与含有中药白花蛇舌草有效成分的提取物一起制成固体分散剂，

使药物呈分子、胶体或微晶状态分散于基质中，药物的总表面积增大，

且基质为亲水性，对药物具有润湿作用，能使药物迅速溶散成微粒或

溶液，因而使药物的溶解和吸收加快，从而提高了生物利用度，发挥

高效、速效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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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号为 CN200510004946.6 公开了一种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肿

作用，用于肺胃有热、火毒内盛引起的咳嗽气喘、痄腮、乳蛾、喉痹

咽痛诸症治疗的药物组合物，特别涉及以穿心莲干浸膏、山芝麻干浸

膏等两味中药为原料制备而成的一种药物组合物口服制剂。本发明的

目的，在于补充现有用于肺胃有热、火毒内盛引起的咳嗽气喘、痄腮、

乳蛾、喉痹咽痛诸症治疗的口服药物制剂之不足，提供一种生物利用

度高，并具有快速释药，快速显效，价格低廉，且在生产中无污染的

药物组合物口服制剂莲芝消炎滴丸。本发明所涉及的莲芝消炎滴丸，

以穿心莲干浸膏、山芝麻干浸膏等两味中药为原料，与作为基质的可

药用载体一起制备而成。

申请号为 CN200510002885.X 公开了一种具有清热解毒作用，用于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急性扁桃腺炎、咽喉炎等热毒壅盛等疾病治疗的

药物组合物。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补充现有用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急性扁桃腺炎、咽喉炎等热毒壅盛等疾病治疗的口服药物制剂之不足，

提供一种生物利用度高，快速释药，快速显效，生产中无污染，且价

格低廉的药物组合物口服制剂穿黄消炎滴丸。本发明所涉及的穿黄消

炎滴丸，以中药成方穿黄消炎片的提取工艺为基础制备而成。

申请号为CN200810111867.9公开了一种具有清热利湿，凉血解毒，

散结止痛作用，用于治疗癌性疼痛的出血等症的药物组合物，特别涉

及以中药苦参、白土苓为原料，与作为基质的可药用载体一起制备而

成的一种药物组合物缓释口服制剂。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补充现有注

射及口服药物制剂之不足，提供一种生物利用度高，服药次数少，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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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时间长，快速显效，毒副作用小，制造和医疗成本低，价格便宜，

宜于家庭使用的口服复方苦参缓释滴丸。本发明所涉及的复方苦参缓

释滴丸，以中药苦参、白土苓为原料，与作为基质的可药用载体一起

制备而成。

从以上的重点专利来看，该公司研发的主题在于清热解毒类中成

药中滴丸制剂的研发，在研制常规滴丸技术的基础上，还研制出大于

300mg/丸的滴丸制剂、缓释长效滴丸，提供一种生物利用度高，并具

有快速释药，快速显效，药物含量高，服用计量准确，价格低廉，且

在生产中无污染，并便于运输和携带的各种滴丸。

表 5-4-1 申请人北京博智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制备工艺的重点专利列表

申请号 申请日 法律状态 技术手段 技术效果

CN200510004950.2 2005-01-31 未缴年费

清热灵滴丸，以黄芩、

连翘、大青叶、甘草

等四味中药为原料，

与作为基质的可药用

载体一起制备而成

提供一种生物利用度

高，并具有快速释药，

快速显效，药物含量

高，服用方便，价格

低廉，且在生产中无

污染的药物组合物口

服制剂清热灵滴丸

CN200510004944.7 2005-01-31
撤回-视为撤

回

以中药蟾酥为原料，

与作为基质的可药用

载体一起制备而成

提供一种生物利用度

高，并具有快速释药，

快速显效，药物含量

高，服用计量准确，

价格低廉，且在生产

中无污染，并便于运

输和携带的蟾酥滴

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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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200510004946.6 2005-01-31
撤回-视为撤

回

以穿心莲干浸膏、山

芝麻干浸膏等两味中

药为原料制备而成的

一种药物组合物口服

制剂

利用表面活性剂为基

质，与含有蒲公英、

黄芩等两味中药有效

成分的提取物一起制

成固体分散剂，使药

物呈分子、胶体或微

晶状态分散于基质

中，药物的总表面积

增大，且基质为亲水

性，对药物具有润湿

作用

CN200510002885.X 2005-01-28 驳回

以穿心莲、一枝黄花

为中药原料，与一定

比例的可药用载体一

起制备而成

用于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急性扁桃腺炎、

咽喉炎等热毒壅盛等

症状治疗的片类制

剂，经多年临床验证，

质量稳定，疗效确切，

是临床和家庭用于治

疗以上病症的常用药

物制剂。

CN200810111867.9 2008-05-16
撤回-视为撤

回

以中药苦参、白土苓

为原料，与作为基质

的可药用载体一起制

备而成的一种药物组

合物缓释口服制剂

本发明所涉及的复方

苦参缓释滴丸把含有

药物活性成分的提取

物与熔融的基质相混

合，滴入不相混溶的

冷凝液中制成。因此，

药物的稳定性高，不

易水解、氧化，且操

作是在液态下进行，

无粉尘污染，不易受

晶型的影响，从而保

证了药品的质量，增

加了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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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系在北京昌平科技园区兴建的一座集

科、工、贸于一体的现代化制药企业。公司自 1991 年创建以来，凭着

卓越的技术、不断创新的精神及雄厚的资金力量，迅速发展扩大。拥

有国内先进制药生产设备，现有滴丸剂、软胶囊剂、片剂、散剂、胶

囊剂、颗粒剂、丸剂、口服液等剂型，并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年处理

中药材 5000 吨的中药提取车间及配套的生产设备。公司以科研生产生

物制品、中成药为主，全厂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中心组织

的 GMP 认证。企业始终坚持“质量为本、诚信经营”的理念。“安全、

质量、利润、效率”是其不懈的最求。公司在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

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5.4.2.1 专利申请趋势

图 5-4-4 为北京亚东生物制药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关于制备工

艺方面申请的相关专利申请趋势图，其中，蓝色代表申请总量，绿色

表示当前时间段申请专利的被授权量，专利授权率表明申请的有效率

以及最终获得授权的提交申请成功率。从图中可以看出北京亚东生物

制药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关于制备工艺方面，在 2005 年到 2013 年

之间有涉及到专利申请，尤其是在 2007-2009 年这 3 年期间申请较多，

授权率维持在 66%以上，从 2009 年以后，专利申请量不多，2010 年、

2011 年和 2013 年各申请了 1 件，均以获得授权，2013 年之后，没有

相关的专利申请，说明该公司研发重点有所转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F%E8%83%B6%E5%9B%8A%E5%89%82/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B6%E5%9B%8A%E5%89%82/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B6%E5%9B%8A%E5%89%82/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8%8D%AF%E6%8F%90%E5%8F%96/1103067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8%8D%AF%E5%93%81%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B1%80/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GMP%E8%AE%A4%E8%AF%81/23097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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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4 申请人北京亚东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制备工艺的相关专利申请趋势

5.4.2.2 重点专利

图 5-4-5 为北京亚东生物制药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关于制备工

艺方面相关专利被引用次数排名情况；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专利为公开

号为 CN102654488A 的专利，专利名称为一种清热凉血,活血止痛中药

组合物滴丸剂的检测方法；被引用次数为 4 次，该专利目前法律状态

为有效；被引用次数同时排名第一的为公开号为 CN101919904A的专利，

专利名称为一种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被引

用次数为 4 次，当前法律状态为有效；被引用次数排名第三的为公开

号为 CN102138990B 的专利，专利名称为一种益气养肝,清热解毒的中

药组合物制备方法及新用途，被引用次数为 2 次，该专利当前法律状

态为有效；被引用次数同时排名第二的为公开号为CN1785264A的专利，

专利名称为一种用于治疗淋证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口服液、片剂及胶囊

剂的制备方法，该专利当前法律状态为撤回-视为撤回；排名第五第十

的专利的被引用次数为 1，多数专利均为授权状态。对于撤回状态的专

利以及未缴纳年费的专利属于申请人主动放弃的行为。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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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5 申请人北京亚东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制备工艺相关专利被引用次数排名情况

图 5-4-6 给出了申请人北京亚东生物制药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

关于制备工艺相关专利规模最大的专利家族排名情况；从图中可以看

出，涉及到的这 10 个专利，有 6 个专利的家族规模都是 2，分别为公

开号为 CN101274034B，专利名称为一种具有疏风解表、清热解毒作用

的中药组合物；公开号为 CN102138990B，专利名称为一种益气养肝,

清热解毒的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及新用途，公开号为 CN101856398B，

专利名称为一种清热凉血,活血止痛中药组合物的检测方法，公开号为

CN102652769B，专利名称为蟾酥滴丸及其制备方法，公开号为

CN1332652C，专利名称为一种具有抗炎解热作用的中药组合物，公开

号为 CN101933996B，专利名称为一种具有清热泻火解毒作用的中药组

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检测方法，有 4 个专利的家族规模均为 1，分别为

CN101310735B，专利名称为一种清热,解毒、消炎的中药颗粒剂及其制

备方法，公开号为 CN101843677B，专利名称为一种治疗乙型肝炎的中

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公开号为 CN101683403B，专利名称为一种治

疗乙型肝炎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公开号为 CN1660364A，专利

名称为一种用于清热解毒的莲芝消炎滴丸及其制备方法，公开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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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02764341B，专利名称为一种清热解毒凉血消肿的中药组合物制剂

及其制备方法。

图 5-4-6 申请人北京亚东在制备工艺相关专利规模最大的专利家族排名情况

表 5-4-2 给出了北京亚东生物制药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制备工艺

的重点专利列表，具体来说，

申请号为 CN201210138995.9 的专利，公开了一种清热凉血、活血

止痛的中药组合物滴丸剂的检测方法，该组合物由牡丹皮 14.08-25.12

重量份、川芎 22.4-44.8 重量份、冰片 1.6-2.7 重量份制成；本发明

中药组合物具有很好的清热凉血，活血止痛的作用，表现显著的镇痛、

解痉效应，对胸痹心痛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本发明中药组合物制剂的

质量检测方法，专属性好、稳定性高、重现性好、精密度高，更加适

合工业化的生产，真正确保了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可靠。

申请号为 CN200910086871.9 的专利，公开了一种治疗冠心病心绞

痛的中药组合物，该中药组合物是由板蓝根、益母草制成；二味原料

药加 30-70％乙醇回流提取 1-4 次；每次加 3-8 倍量，提取 1-3 小时；

合并提取液，滤过，滤液减压浓缩至 60℃相对密度为 1.06-1.08，加

乙醇使含醇量为 60-80％，静置 8-40 小时，离心；取上清液减压浓缩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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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相对密度 1.20-1.22，加入药学可接受的辅料制成胶囊剂、片剂、颗

粒剂、凝胶剂、缓释剂、口服液或滴丸剂。本发明组合物具有很好的

清热凉血、活血化瘀、通络复脉的功效，对于心血瘀阻(冠心病心绞痛)

所见的胸痛、心悸不宁、气短等具有极佳的效果。

申请号为 CN201110066177.8 公开提供了一种益气养肝，清热解毒

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及新用途，该中药组合物由生黄芪、虎杖、

猪苓、柴胡、当归、白花蛇舌草、大黄、白芍、冬虫夏草菌丝粉等原

料药制成，以上九味，除冬虫夏草菌丝粉外，加水煎煮 2 次，每次 2

小时，合并煎液浓缩至相对密度 1.36-1.38(60℃)，真空干燥，粉碎，

与冬虫夏草菌丝粉混合均匀，装入胶囊，即得。本发明药物组合物中

黄芪补气固表，利尿除湿，虎杖清热解毒，利湿退黄，共为君药。猪

苓渗湿健脾，白芍柔肝，缓急止痛，当归补血活血，止痛，以上各药

共为臣药。柴胡疏肝解郁，白花蛇舌草清热解毒、利尿，大黄清热解

毒，冬虫夏草补肺益肾，以上各药共为佐药。本方益气养肝，清热解

毒，用于气阴两虚，湿热未清证，慢性迁延性活动型肝炎有上述症候

者。本发明药物组合物体现了中医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固本治标的特点，

不仅肝肾脾胃之气血得到补益，而且湿热之毒得以从体内清除。

申请号为CN200910119602.8公开了一种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该中药组合物以黄连、赤芍、莲子心、大黄、海金沙、青黛为原料药

组成，具有清热解毒，利湿化痰之效。本发明药物组合物处方中黄连

清热燥湿，泻火解毒；赤芍清热凉血，散瘀止痛；莲子心清心安神，

交通心肾，涩精止血；大黄泻热通肠，凉血解毒，逐瘀通经；海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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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利湿热，通淋止痛；青黛清热解毒，凉血，定惊。全方共奏清热解

毒，利湿化痰之效。用于急性甲、乙型肝炎属于肝胆湿热证者，症见

协肋胀痛，烦热口苦，恶心纳呆，腕闷腹胀，神倦乏力，小便黄赤。

申请号为 CN200710064799.0 公开了一种具有疏风解表，清热解毒

作用的药物组合物及制备方法和质量控制方法。本发明的药物组合物

原料药组成为：广藿香、菊花、金银花、大青叶、白花蛇舌草、地黄、

牡丹皮、白薇、薄荷、石膏组成，制备方法为：以上十味，地黄、白

薇、地骨皮、石膏(4/5)加水煎煮 2-3 次，每次加水 6-8 倍量煎煮 1-3

小时，合并煎液，滤过；菊花、大青叶热浸(80℃)二次，每次 1-2 小

时，合并浸出液，滤过；广藿香、薄荷、连翘加水 9-12 倍量提取挥发

油 5-7 小时，其水溶液滤过，滤液与以上二液合并，浓缩至相对密度

为 1.30～1.35(50℃)的清膏；将剩余 1/4 石膏、板蓝根粉碎成细粉；

取清膏 1 份、蔗糖 2 份、糊精 1 份，与上述细粉混匀，制成颗粒，干

燥，加入挥发油，混匀，即得。本发明组合物具有很好的药效，相比

现有制剂表现出很好的疏风解表，清热解毒作用。本发明所提供的中

药组合物的质量控制方法，是通过大量具体创造性试验筛选后得到，

鉴别方法中通过对样品处理方法的筛选，展开剂的选择，使得鉴别专

属性很好，而且方法经济适用、结果快速，并且对不同的薄层板都能

应用。

从以上的重点专利来看，该公司研发的主题在于清热解毒类中成

药组合物及其制备工艺的研发，在剂型上，也涉及滴丸剂、软胶囊剂、

片剂、散剂、胶囊剂、颗粒剂、丸剂、口服液等多种剂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F%E8%83%B6%E5%9B%8A%E5%89%82/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B6%E5%9B%8A%E5%89%82/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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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 申请人北京亚东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制备工艺的重点专利列表

申请号 申请日 法律状态 技术手段 技术效果

CN201210138995.9 2009-04-10
撤回-视为撤

回

由牡丹皮 14.08-25.12 重

量份、川芎 22.4-44.8重量

份、冰片 1.6-2.7重量份制

成

本发明中药组合

物具有很好的清

热凉血，活血止

痛的作用，表现

显著的镇痛、解

痉效应，对胸痹

心痛有很好的治

疗效果

CN200910086871.9 2009-06-17
撤回-视为撤

回
是由板蓝根、益母草制成

本发明组合物具

有很好的清热凉

血、活血化瘀、

通络复脉的功

效，对于心血瘀

阻 (冠心病心绞

痛)所见的胸痛、

心悸不宁、气短

等具有极佳的效

果。

CN201110066177.8 2007-07-20 授权

由生黄芪、虎杖、猪苓、

柴胡、当归、白花蛇舌草、

大黄、白芍、冬虫夏草菌

丝粉等原料药制成

用于治疗慢性迁

延性、活动型肝

炎

CN200910119602.8 2009-03-23 授权

以黄连、赤芍、莲子心、

大黄、海金沙、青黛为原

料药组成

具有清热解毒，

利湿化痰之效。

临床用于急性

甲、乙型肝炎属

于肝胆湿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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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症见协肋胀

痛，烦热口苦，

恶心纳呆，腕闷

腹胀，神倦乏力，

小便黄赤等

CN200710064799.0 2007-03-27 授权

通过加水煎煮，菊花等热

浸，广藿香、薄荷、水提

取挥发油浓缩至清膏。

本发明药物组合

物具备很好具有

疏风解表，清热

解毒作用

5.4.3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英文名：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简称 NJUCM），简称“南中医，学校位于中国江苏省南京市，

是一所由教育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的高校，

是世界卫生组织（WHO）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国家

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世界一流中医药大学建设联盟、长三角医学教

育联盟创始成员。学校坚持以中医药为主体，中西医结合，多学科为

支撑协调发展，秉承“学贯中西，至精至诚”的办学理念，坚持传承

精华、守正创新。学校现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1 个，江苏高校

优势学科 4 个，“十四五”省重点学科 7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

平中医药重点学科 13 个。

5.4.3.1 专利申请趋势

图 5-4-7 为南京中医药大学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关于制备工艺

方面申请的相关专利申请趋势图，其中，蓝色代表申请总量，绿色表

示当前时间段申请专利的被授权量，专利授权率表明申请的有效率以



141

及最终获得授权的提交申请成功率。从图中可以看出南京中医药大学

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关于制备工艺方面，在 2006 年开始有相关专利

申请，然后 2009 年到 2012 年均有相关专利申请，2017 年到 2023 年也

有 1-4 件的相关专利申请，从授权率上看，2013 年以前，授权率为 100%，

2014 年之后，授权率在 50-100%之间。

图 5-4-7 申请人南京中医药大学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制备工艺的相关专利申请趋势

5.4.3.2 重点专利

图 5-4-8 为南京中医药大学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关于制备工艺

方面相关专利被引用次数排名情况；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专利为公开号

为 CN107551254A 的专利，专利名称为一种具有防治结直肠癌前病变的

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被引用次数为 12 次，该专利目前法

律状态为驳回；被引用次数同时排名第二的为公开号为 CN108542941A

的专利，专利名称为一种治疗上皮内瘤变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被引用次数为 3 次，当前法律状态为驳回；被引用次数排名第三的为

公开号为 CN107095898A 的专利，专利名称为一种治疗非哺乳期乳腺炎

的复方中药，被引用次数为 2 次，该专利当前法律状态为有效；被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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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次数排名第四的为公开号为 CN104306663A 的专利，专利名称为一种

用于辅助治疗糖尿病的中药组合物，该专利当前法律状态为撤回-视为

撤回；同时排名第四的为公开号为 CN102626468B 的专利，专利名称为

一种治疗乙肝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该专利当前法律状

态为授权。

图 5-4-8 申请人南京中医药大学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制备工艺相关专利被引用次数排名情况

图 5-4-9 给出了申请人北京亚东生物制药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中

关于制备工艺相关专利规模最大的专利家族排名情况；从图中可以看

出，涉及到的这 10 个专利，家族规模都是 1，分别为公开号为

CN102764371B，专利名称为一种减轻放疗副反应的中药复方及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公开号为 CN104306663A，专利名称为一种用于辅助治疗

糖尿病的中药组合物，公开号为 CN101647954B，专利名称为一种用于

治疗宫颈炎的中药膜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公开号为 CN102225153B，

专利名称为一种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公开号为 CN102626468B，专利名称为一种治疗乙肝的中药组合物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公开号为 CN102138989B，专利名称为一种用于治疗

烫伤的中药软膏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公开号为 CN107095898A，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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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为一种治疗非哺乳期乳腺炎的复方中药，公开号为 CN101732669B，

专利名称为一种用于治疗妇科炎症的中药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公开

号为 CN102210773B，专利名称为一种治疗小儿肺炎的中药巴布膏剂和

制备方法及其应用，公开号为 CN103989767B，专利名称为一种治疗扁

平疣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工艺和应用。

图 5-4-9 申请人南京中医药大学在制备工艺相关专利规模最大的专利家族排名情况

表 5-4-3 给出了南京中医药大学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制备工艺的

重点专利列表，具体来说，

申请号为 CN201711046609.2 的专利，公开了一种具有防治结直肠

癌前病变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它包括白花蛇舌草 20 至

60 份，苦参 9 至 27，党参 15 至 45 份，白术 12 至 36 份，乌梅 12 至

36 份，黄连 3 至 9 份，炮姜 6 至 18 份，薏苡仁 30 至 90 份。本发明根

据辨证论治的中医药理论，根据肠癌疾病的发病机理进行组方筛选，

创造性的采用健脾益气、清热燥湿、解毒散结，固正扶本的治疗机理，

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能明显改善 AOM- DSS 诱导的体质

量下降、稀便及便血等症状；降低结直肠病变小鼠结肠肿瘤发生率，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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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具有显著的抗实体结直肠瘤和细胞肠瘤的活性，

并且拆方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药味缺一不可，是一个科学的配方。

申请号为 CN201810801376.0 的专利，公开了一种治疗上皮内瘤变

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它的有效成分由如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

成：藤梨根 20～40 份，猫爪草 20～40 份，半枝莲 20～40 份，蜈蚣 2～

8 份；本发明的治疗胃癌前病变上皮内瘤变的中药复方“瘤变四药”采

用科学配比，各组分之间能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起到协同增效的作

用；中医认为，胃癌前病变上皮内瘤变的中医病机可被归纳为脾胃虚

弱，湿热瘀毒相互搏结，中医治疗当以扶正祛邪为治则；本发明中药

复方清热解毒化湿，活血化瘀散结，化繁为简，用药精准，配伍精妙，

起到逆转胃癌前病变的作用，临床具有确切功效。并且服用方便，患

者耐受性好，长期服用未发现不良反应，制成规范的中成药制剂后可

以促进中药规范化治疗。

申请号为CN201710083849.3公开一种治疗非哺乳期乳腺炎的复方

中药，采用加减透脓散，包括生黄芪、生甘草、炮山甲、皂角刺、归

尾。其中生黄芪 60g、生甘草 20g、炮山甲 10g、皂角刺 10g、归尾 6g，

重用生黄芪可以突出其透托排毒之功用，移深就浅，防止毒邪内陷；

生甘草清热解毒，提升生黄芪的透托之力；炮山甲、皂角刺、归尾活

血破瘀，透毒外出，从而达到促使肿块液化，邪毒移深就浅，循乳导

管溃口或小切口外出的目的。其意义在于对本病这种非细菌非肿瘤且

基本局限在乳导管及其管周的病灶提供了一种自内向外有序引流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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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是建立本微创治疗方法的内在因素，充分体现了中医外科内托

法在当代外科临床的治疗优势。

申请号为CN201410627737.6公开了一种用于辅助治疗糖尿病的中

药组合物，按重量份配比包括以下原料药：连翘 20～50 份，青蒿 10～

30 份，牡丹皮 10～30 份，生地黄 10～30 份，茯苓 10～30 份，紫苑

10～20 份，知母 10～30 份，款冬花 15～30 份，地骨皮 15～30 份，鳖

甲 5～20 份，甘草 10～20 份。本发明所述的辅助治疗糖尿病的中药组

合物，配伍科学，以养阴益气，清热解毒，凉血消渴为治疗原则，对

胃热阴虚、胃肠结热、胃火亢盛致口渴多饮，消谷善饥者等症状的糖

尿病患者的疗效显著。本发明制备工艺简单，有效成分保留率高，见

效快，方便调剂。

申请号为 CN201210142196.9 公开了一种中药组合物，通过清热解

毒和燥湿化痰达到治疗乙肝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采用如下技

术方案：它所含的活性成分由下列重量份原料配比制备而成：茵陈

20-40 份、金钱草 40-60 份、败酱草 10-30 份、虎杖 5-15 份、白花蛇

舌草 20-40 份、六月雪 5-15 份、白术 5-15 份、枸杞子 10-30 份、女

贞子 20-40 份、山楂 20-40 份和甘草 5-15 份，并采用了相应的制备方

法，该中药组合物具有清热解毒和燥湿化痰，治疗乙肝作用。

从以上的重点专利来看，该申请人研发的主题在于清热解毒类中

成药组合物及其制备工艺的研发，更多的是通过清热解毒类中成药配

方的调整，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如防治结直肠癌、皮内瘤变、糖尿病、

乙肝及乳腺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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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3 申请人南京中医药大学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制备工艺的重点专利列表

申请号 申请日 法律状态 技术手段 技术效果

CN201711046609.2 2017-10-31 驳回

取白花蛇舌草，苦参，党

参，白术，乌梅，黄连，

炮姜，薏苡仁，仙鹤草，

半枝莲，椿皮和山慈菇，

加 6 至 12 倍量的水或乙

醇，提取 1至 3次，过滤，

合并提取液，浓缩得到

本发明的中药组

合物能明显改善

AOM-DSS 诱导

的体质量下降、

稀便及便血等症

状；降低结直肠

病变小鼠结肠肿

瘤发生率

CN201810801376.0 2018-07-20 驳回

藤梨根 20～40 份，猫爪

草 20～ 40 份，半枝莲

20～40份，蜈蚣 2～8份

中药复方清热解

毒化湿，活血化

瘀散结，化繁为

简，用药精准，

配伍精妙，起到

逆转胃癌前病变

的作用，临床具

有确切功效

CN201710083849.3 2017-02-16 驳回

包括生黄芪、生甘草、炮

山甲、皂角刺、归尾。其

中生黄芪 60g、生甘草

20g、炮山甲 10g、皂角

刺 10g、归尾 6g

对本病这种非细

菌非肿瘤且基本

局限在乳导管及

其管周的病灶提

供了一种自内向

外有序引流的动

力

CN201410627737.6 2014-11-07 撤回

连翘 20～50 份，青蒿

10～30 份，牡丹皮 10～

30份，生地黄 10～30份，

茯苓 10～30 份，紫苑

清热解毒，凉血

消 渴 为 治 疗 原

则，对胃热阴虚、

胃肠结热、胃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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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份，知母 10～30

份，款冬花 15～30 份，

地骨皮 15～30份，鳖甲

5～20 份，甘草 10～20

份

亢 盛 致 口 渴 多

饮，消谷善饥者

等症状的糖尿病

患者的疗效显著

CN201210142196.9 2012-05-10 授权

十一味药材并混合，加水

煎煮两次，合并煎液，浓

缩至 65℃时相对密度为

1.10-1.20，加乙醇使含醇

量 的 体 积 百 分 比 达

65-85％，搅拌，静置，

过滤，滤液减压浓缩至

65℃ 时 相 对 密 度 为

1.20-1.30并回收乙醇，浓

缩液喷雾干燥，粉碎，得

干粉，最后加入药学上可

接受的赋形剂制成临床

可接受的颗粒剂、片剂、

胶囊剂。

该中药组合物具

有清热解毒和燥

湿化痰，治疗乙

肝作用

5.5 研发路径及研发方案建议

5.5.1 研发路径

本节重点研究了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中制备工艺方向的申请趋

势、技术分支分析和主要竞争对手分析，通过技术功效矩阵分析，对

制备工艺技术的技术空白区、技术薄弱区和技术热点做出分析。通过

技术功效矩阵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制备工艺主要分为 5 个分支，分别

为有效成分的提取、制剂成型、中药材的选取与处理、浓缩与干燥、

质量检测与控制，而其中有效成分的提取、制剂成型是最重要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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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

其中关于有效成分的提取具体分为 11 个分支，分别为煎煮法、回

流法、超微粉碎技术、浸渍法、渗漉法、超声波法、大孔树脂吸附法、

超临界流体萃取法、溶剂提取法、膜分离技术和其他，在这具体的 11

个分支中，关于煎煮法和回流法的相关专利最多，尤其是在疗效显著、

无毒副作用、成本低这三个功效上，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而通过超

声波法、大孔树脂吸附法、超临界流体萃取法、溶剂提取法均能达到

疗效显著、无毒副作用、成本低、制备方法简单、提取率高的技术效

果，但是涉及到成本低、制备方法简单、提取率高的专利相对较少；

膜分离技术主要起到疗效显著和无毒副作用的技术效果，而关于成本

低和制备方法简单的效果涉及到很少的专利，关于提取率高方面没有

相关涉及到的专利。因此，采用超声波法、大孔树脂吸附法、超临界

流体萃取法、溶剂提取法来实现成本低、制备方法简单、提取率高，

以及膜分离技术来达到制备方法简单、提取率高可作为技术空白点进

行相关研究。

另外，关于制剂成型方面，分为 6 个分支，具体为散剂、片剂、

丸剂、颗粒剂、贴剂和其他，在这 6 个具体分支中，剂型为散剂、片

剂的相关专利最多，尤其是在疗效显著、无毒副作用这两个功效上，

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而剂型为丸剂、颗粒剂、贴剂在制备方法简单

和提取率高的效果涉及到很少，因此可作为技术空白点进行相关研究。

5.5.2 研发建议

通过以上对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中制备工艺方向的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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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支分析和主要竞争对手分析，对于制备工艺方向的技术薄弱区

和技术空白点从技术角度为技术人员提供研发建议，具体如下：

第一，针对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技术中制备工艺方向，从 2017 年以

后，每年的申请量相对较少，呈不规则态势，相关专利中有效成分的

提取和制剂成型的研究最多，为该领域技术热点。在浓缩与干燥、质

量检测与控制方向上研究相对较少。有效成分的提取和制剂成型方向

上，能够达到提取率高技术效果的相关专利较少，申请人可以在有效

成分的提取和制剂成型研发方向上考虑应用先进技术，使产品有效成

分提取率高于同行业水平。

第二，在制剂成型方面，剂型为丸剂、颗粒剂、贴剂在制备方法

简单和提取率高的效果涉及到很少，因此，结合多种技术手段，获得

具有不同技术功效的技术方案具有广阔的研发前景。

第三，在制剂成型方面，剂型为丸剂在提取率高的效果涉及到很

少，企业应结合自身研发条件，选取几个技术空白点全力攻破，加大

专利布局力度，抢占市场先机。

5.6 风险预警及规避建议

5.6.1 风险预警

1.专利壁垒分析

企业当前重点研发方向为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配方，清热解毒类

中成药制备工艺方面的产出专利数量较少，就目前形式来看，目前形

成的专利壁垒程度为中度。

2.专利侵权风险预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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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1 给出了现有技术中制备工艺部分专利列表，从专利申请

的数量、前期的专利申请趋势分析以及技术发展趋势分析，制备工艺

存在的专利较多，侵权风险较强的特点。

表 5-5-1 制备工艺相关专利列表

序号 主题 申请人 公开号 有效性

1
一种制备乙肝清热解毒胶囊的

新方法
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N101147792B 有效

2
一种辛凉解表、清热解毒的中药

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CN100500176C 有效

3
清热解毒抗炎消肿的中药组合

物及其制备方法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N101204424B 有效

4
一种清热解毒、泻火利咽的中药

组合物糖浆剂及其制备方法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CN101085055B 有效

5
一种益气养肝,清热解毒的中药

组合物制备方法及新用途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CN102138990B 有效

6
一种益气养肝,清热解毒的中药

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CN101099780B 有效

7
一种清热解毒,利尿通淋的中药

组合物及制备方法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CN101843670B 有效

8
一种散风解表清热解毒的中药

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达仁堂制药厂
CN101468099B 有效

9
一种清热解毒利湿化郁的中药

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达仁堂制药厂
CN102068658B 审中

10
一种具有清热解毒功能的组合

物及制备方法
江苏天济药业有限公司 CN101721529B 有效

11
一种清热解毒凉血通淋的中药

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隆顺榕制药厂
CN102485254B 有效

12 一种清热解毒凉血消肿的中药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CN102764341B 有效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patent-view/abst?patentId=02923103-5af8-45da-b2bc-8e7712ef1093&shareId=52532EB9-B63D-7B2F-12DE-8687E628B724&from=EXPORT&signature=T0HZYOxP%2B0C%2Fl%2FnIOH9AvcWpH%2BW%2FmvY6tLfK5soenfk%3D&expire=94608000&date=20240530T072324Z&version=1.0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patent-view/abst?patentId=86def226-b52f-4529-a7b8-b19a92ee866e&shareId=52532EB9-B63D-7B2F-12DE-8687E628B724&from=EXPORT&signature=gLPwQHZuGX6jz1IKZUTyVpWpGeI%2FOdSCSC4vi4QYeHM%3D&expire=94608000&date=20240530T072324Z&version=1.0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patent-view/abst?patentId=2f72b4f6-f5b8-47ba-a273-a109f44cd49d&shareId=52532EB9-B63D-7B2F-12DE-8687E628B724&from=EXPORT&signature=q89R3L6XEGUGD8dNuWIbDTQvUN%2FpAEW2RhzPxE1x6pk%3D&expire=94608000&date=20240530T072324Z&version=1.0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patent-view/abst?patentId=44b3c7fe-762d-4e1f-b88c-6aa36fe01974&shareId=52532EB9-B63D-7B2F-12DE-8687E628B724&from=EXPORT&signature=nkgLTdySTat57M7Uo5129%2FvUcJo1vq78lz4T7dWyAIs%3D&expire=94608000&date=20240530T072324Z&version=1.0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patent-view/abst?patentId=823b95f5-fdc3-477e-b87b-efe31cc8f875&shareId=52532EB9-B63D-7B2F-12DE-8687E628B724&from=EXPORT&signature=ItAUlSxB4xFZovXlh5h62tDEVuT%2BTPOvAyB4DMU%2B%2Bf4%3D&expire=94608000&date=20240530T072324Z&version=1.0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patent-view/abst?patentId=dc5f4fcc-aff0-4a07-bd7c-48956ccda035&shareId=52532EB9-B63D-7B2F-12DE-8687E628B724&from=EXPORT&signature=b%2F7wp0cCH0%2F2GcO9cm49TIFf6sROQuBZcr%2FbNHvXP5o%3D&expire=94608000&date=20240530T072324Z&version=1.0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patent-view/abst?patentId=b1b6ba77-87f8-4acc-951a-6b7f4130ae0d&shareId=52532EB9-B63D-7B2F-12DE-8687E628B724&from=EXPORT&signature=1VOlf5%2BaoyYtQx4PjLmJeG%2BagFGSY60RLxsghJU4OJ8%3D&expire=94608000&date=20240530T072324Z&version=1.0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patent-view/abst?patentId=f61b804b-15ce-43b2-89b3-a7683ef7eac4&shareId=52532EB9-B63D-7B2F-12DE-8687E628B724&from=EXPORT&signature=3dM%2BwlxYP%2FdaF%2BIUyJgtxgpDXfqDAD8r92MA4F%2FdBaI%3D&expire=94608000&date=20240530T072324Z&version=1.0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patent-view/abst?patentId=4013d581-c83d-4f1f-ab41-66387ef08adc&shareId=52532EB9-B63D-7B2F-12DE-8687E628B724&from=EXPORT&signature=OH58LLr7WM1eCLVGd0kqXrgkpPz5C7ftzVbZI5gQLOU%3D&expire=94608000&date=20240530T072324Z&version=1.0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patent-view/abst?patentId=14f66a41-c0ea-4c56-bc95-6ca9f61c038e&shareId=52532EB9-B63D-7B2F-12DE-8687E628B724&from=EXPORT&signature=yiT2xKyj2lnkc8k8nEVR0QGh1M%2Fqn8VjCwPNH5Yu6tU%3D&expire=94608000&date=20240530T072324Z&version=1.0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patent-view/abst?patentId=2553d133-f267-4ac8-8562-be99089d07e4&shareId=52532EB9-B63D-7B2F-12DE-8687E628B724&from=EXPORT&signature=fqi99wpMM%2F1qYCOQS6WB89cBnYZZTzlaZBQmKtyL5%2Fo%3D&expire=94608000&date=20240530T072324Z&versio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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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物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13
清热解毒口服液及其制备方法

华润三九(南昌)药业有限公司 CN102319354B 有效

14

一种用于清热解毒、活血化瘀、

利湿化痰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

备方法

西安碑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CN102363017B 有效

15
清热解毒利湿止痒的中药湿巾

的制备方法

漳州市康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
CN102847020B 有效

16

一种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的清热解毒止咳中药及其制

备方法

熊国宝 CN102872259B 有效

17
一种清热解毒的药物及制备方

法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N103520528B 有效

18 一种清热解毒颗粒的制备方法
江西济民可信药业有限公司 |

江西金水宝制药有限公司
CN106620188B 有效

19
一种清热解毒的中药组合物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CN107184651B 有效

20
一种清热解毒、抗炎消肿的中药

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广东大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N107536875B 有效

21
一种清热解毒、祛瘀散结的中药

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谢昌杰 CN111298061B 有效

22
一种清热解毒、滋阴降火的中药

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有限公

司
CN111467408B 有效

23
一种清热解毒的中药组合物及

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高州市中医院 CN113425767A 有效

24
一种清热解毒的中药复方、复方

颗粒及其制备方法
蚌埠丰原涂山制药有限公司 CN115282235B 有效

图 5-5-1 给出了专利侵权诉讼情况，其中，横坐标为年份，纵坐

标为诉讼数量，可以看出，在 2009 年之前，没有涉及到侵权诉讼的专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patent-view/abst?patentId=3867895f-0b75-4917-8953-23538ebe4051&shareId=52532EB9-B63D-7B2F-12DE-8687E628B724&from=EXPORT&signature=gI6RJq2IvBLdbnzt2docswQzIAM97J0xpwlf4exGhsU%3D&expire=94608000&date=20240530T072324Z&version=1.0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patent-view/abst?patentId=23900feb-7207-421d-beb3-dbaf9aa4b2df&shareId=52532EB9-B63D-7B2F-12DE-8687E628B724&from=EXPORT&signature=TB6hBj6HTD8TYRCWt8rI5trkUSgcHQrTFWNLM2xrCdE%3D&expire=94608000&date=20240530T072324Z&versio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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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从 2010 年开始，有少量的专利侵权，其中 2010 年为 3 件，2019

年为 3 件，其他年份 1-2 件，从侵权专利数量来看，整体侵权诉讼案

件较少，但仍然需要加强专利侵权风险预警。

图 5-5-1专利侵权诉讼情况

5.6.2 专利可规避性分析

图 5-5-2 给出了重点专利情况，图中，横坐标为被引用数量，纵

坐标为被引用专利，其中，公开号为 CN1100651A、名称为治疗慢性胃

炎及消化性溃疡的中药制剂及其制法的专利被引用数量最多，为79次；

公开号为 CN102106977A、名称为一种治疗牛皮癣的中药散剂的专利被

引用数量为 50 次。

图 5-5-2重点专利情况

综合给出以下规避建议：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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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在剂型方面，胶囊和糖浆制剂涉及到的专

利较多，企业应尽量避免这几种剂型的研发，而将研发重点放在如丸

剂、滴剂等剂型研发上。

2）专利申请前进行必要的专利检索，避免因懒惰造成的专利雷同，

暂不提专利申请能否成功，退一步讲，省略专利检索，可能会涉及到

侵权的风险。

3）在我国，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

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先

申请”原则。机会的到来是稍纵即逝，化被动为主动，把握专利申请

的制高点，是每一个申请专利的企业须知的注意事项，这是减少企业

侵权可能性的有效途径之一。

4）小试阶段产品或者生产工艺先申请专利，通过文献的方式公开，

专利申请成功后再大规模的生产产品。以防止其他企业窃取配方、制

备工艺，抢先申请专利，对本企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5）企业在进行专利收买时，需要签订一份专利转让协议，避免对

方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控告你所购买并不断改进的产品涉及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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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专利布局策略分析

6.1 专利布局基础分析

6.1.1 专利申请发展态势分析

图 6-1-1 给出了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近 20年来专利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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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代表申请总量，绿色表示当前时间段申请专利的被授权量，其中

专利授权率表明申请的有效率以及最终获得授权的提交申请成功率。

从图中可以看出，从申请量上来看，吉春制药整体的申请量存在一定

波动性，且每年申请量都不多，年申请最高为 6 件，分别是 2017 年和

2021 年；从专利授权率上来看，关于吉春制药的专利授权率，整体授

权率相对较高，基本在 60%以上，甚至多年授权率达到 100%，由于 2023

年和 2024 年的专利申请处于未公开阶段，所以 2023 年和 2024 年的专

利申请量不代表整体发展趋势。

图 6-1-1 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专利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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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专利当前法律状态

图 6-1-2 为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专利有效性分布，检

索到的 50 件专利中，有效专利 24 件，占比 48%，失效专利 26 件，占

比 52%。结合专利法律状态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截至目前，吉春制

药受理的相关专利主要是在失效状态，但和有效专利数量相差 2 件。

申请人需要不断的适应新科技手段，进行研发投入，以追求技术上的

创新。

图 6-1-2 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专利技术申请法律状态

6.1.3 专利类型

图 6-1-3 为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专利类型，可以看出，

检索到的 50 件专利中，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为 25 件，占比 50%，发明

专利申请量为 23 件，占比 46%，实用新型数量为 2 件，占比 4%，对于

吉春制药来说，外观设计专利占比较高，发明专利占比相对均衡，说

明吉春制药在该技术的研发上除了对具体配方及工艺进行研发外，还

对产品的包装外观做了一定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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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专利类型

6.2 专利布局策略

专利布局是遵循企业战略规划和商业目标，充分考虑各项因素，

有计划地部署专利的行为。核心要义是针对创新成果，对技术内容、

申请类型、时间、地域等进行设计和部署，以实现最大保护。

专利布局的基本理论和常见模型/方法已经有非常多的报道。本节

围绕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预研项目在技术、时间、地域、专利

类型等要点上进行专利布局。

6.2.1 技术布局策略

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关于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研发方

向建议为优化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制备工艺。对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

制备工艺技术进行分析，可以看出，采用超微粉碎技术、超声波提取

技术、大孔树脂吸附技术能够提高有效成分提取率；采用喷雾干燥技

术，可以有效避免热敏物质的流失及其生物活性的破坏，最大限度的

保留有效成分，同时，提高生产效率，是接下来布局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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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通过以上对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专利数量、

专利类型、专利法律状态等分析，并结合企业重点产品开发策略和前

述关于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关于制备工艺方向上的分析。从实际情况出

发，建议企业采取初期路障式布局并结合发展期的丛林式布局方式，

路障式布局是将实现某种技术的一种或几种必需的解决方案申请专利，

以此让对手难以使用该技术，这种布局方式成本较低，能在一定时期

内防止竞争对手使用该技术；而企业应以优化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清热

化毒丸的制备工艺和优化清热解毒类中成药-银黄颗粒生产工艺，这两

个方向申请基础性专利，然后在以这个技术的基础性专利为中心，扩

展外围专利，而丛林式布局其中的一种就是基础专利已经掌握在本企

业手中，在自己的基础专利周围抢先布置丛林专利，严密的保护自己

的基础专利，让对手没有机会实施这种专利布局。

布局过程中建议企业按照以下研究方向对在研项目进行专利布局，

如表 6-2-1 所示：

表 6-2-1 前瞻专利储备布局

序 号 名 称

1 清热化毒丸及其制备工艺

2 银黄颗粒及其制备方法

3 莲花消炎片及其制备工艺

4 一种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制备方法

5 一种清热解毒、泻火类中成药的制备方法

6 一种清热解毒、燥湿类中成药的制备方法

7 一种清热解毒、凉血类中成药的制备方法

8 一种清热解毒、清虚热类中成药的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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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种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片剂的制备方法

10 一种清热解毒类中成药丸剂的制备方法

11 一一种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散剂的制备方法

12 一种清热解毒类中成药贴剂的制备方法

13 一种清热解毒类中成药颗粒剂的制备方法

14 利用溶剂提取法制备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方法

15 利用超声波法制备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方法

16 利用超声波法制备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方法

17 利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制备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方

法

18 利用膜分离技术制备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方法

19 利用超微粉碎技术制备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方法

20 利用大孔树脂吸附法制备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方法

6.2.2 时间布局策略

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还没有申请

相关专利，从上述技术布局策略上来看，建议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采取的策略为初期路障式布局并结合发展期的丛林式布局，具体

的说，初期的路障式专利布局采用几个基础专利，即清热化毒丸工艺

的优化和银黄颗粒生产工艺的优化以实现有效成分提取率的提高，这

两个技术申请基础专利，将竞争对手阻挡在外，随后，吉林吉春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应该以这些基础专利为优先权，通过巴黎公约或 PCT 申

请的方式进入其他发达国家；之后，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本

国的专利布局应该围绕其基础专利广泛展开，并申请大量外围专利，

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工艺上形成非常全面的丛林式专利布局，增加企

业在知识产权谈判中的砝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6%85%E4%B8%B4%E7%95%8C%E6%B5%81%E4%BD%93%E8%90%83%E5%8F%96%E6%B3%95/1003186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6%85%E5%BE%AE%E7%B2%89%E7%A2%8E%E6%8A%80%E6%9C%AF/49541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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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地域布局策略

依据前述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时间布局上的建议，从地域

角度考虑，在初期的路障式专利布局中，以清热化毒丸工艺的优化和

银黄颗粒生产工艺的优化以实现有效成分提取率的提高，这两个技术

申请基础专利，建议先是在本国申请，将竞争对手阻挡在外，这些基

础专利是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保护伞，而基于清热解毒类中

成药在全球的普及程度，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后续应该以这些

基础专利为优先权，通过巴黎公约或 PCT 申请的方式进入其他发达国

家，如美国、欧洲、韩国和日本等，在这些地区形成对核心技术的有

利保护。在之后申请的外围专利时，其中涉及到的重点专利应该选择

进入更多更广泛的国家和地区。

需要注意的是，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选择专利申请的地域

时，可以从企业自身市场和竞争对手市场两个角度进行确定。企业自

身市场专利布局的目的主要是保护自有产品，确保专利竞争优势，保

证企业的市场自由。竞争对手市场专利布局，一方面，可以为将来企

业进入提前做好准备，积累专利资源；另一方面，即使企业不进入，

也可针对竞争对手进行对抗和限制性专利布局，为后续可能发生的专

利纠纷提供应对筹码。

专利布局应当着眼于全球市场（而不限于自有市场），充分利用

专利地域性特点增加可对外进行交换的筹码。这样的话，即使在 A 市

场处于专利劣势，也可以通过 B 市场的反制达到占有市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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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专利类型设计策略

申请专利前，要从技术重要度、技术客观属性、各国审查制度、

成本等多方面考虑，确定最佳的专利保护（组合）类型，以获得最优

的保护效果。

通常来说，对于核心技术，基于专利稳定性和保护期限考虑，应

尽量采用发明专利进行保护，如清热化毒丸工艺的优化和银黄颗粒生

产工艺的优化，工艺方法是采用发明专利为主、工艺过程中开发的相

关的设备采用实用新型，外包装采用外观设计专利为辅的保护模式。

对于外围技术，涉及到的重点专利建议以发明专利为主，结合成本因

素，可采用以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为主、发明专利为辅的模式进

行保护。

6.2.5 专利布局后的管理策略

在进行专利布局后，需要注意进行布局后管理，定期跟踪竞争对

手技术和产品的最新情况，结合布局专利的情况进行必要操作，例如

发现竞争对手研发出改进的新产品，而我们当前布局的专利的权利要

求并没有能够覆盖，就应该检讨是否还可以通过分案、继续申请或者

部分继续申请等方式把对手的新产品覆盖住。

针对授权后的专利定期进行盘点，了解授权专利与竞争对手技术

和产品的对应情况。更进一步地，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前做好侵权证据

收集以及公证等工作，使专利处于随时可以被运用的状态。

通过盘点发现低价值专利，也可以考虑进行主动放弃，从而提高

管理效率，节省布局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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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后期对专利的运用，尤其是无效和侵权的实战，可以发现很

多前期专利布局时的优势及不足，也要及时把这些经验教训反馈给前

端的专利布局工作者，从而提高专利布局的质量。

6.3 专利布局启示

策划好实施好企业专利布局，是将企业创新能力转换为市场竞争

优势的关键;专利收储是专利布局的有益补充，通过专利收购或获得许

可，突破自主创新的瓶颈，快速完善企业发展所需的专利储备。对于

采取自主创新策略的重点产品，企业应围绕重点产品加强前瞻专利布

局，提高对未来产品的需求引导和市场控制力。

通过上述专利布局给我们以下启示：

1.基础专利先行

针对企业核心技术一定要在早期申请宽范围、高价值的基础专利。

吉林吉春制药应以清热化毒丸工艺的优化和银黄颗粒生产工艺的优化

以实现有效成分提取率的提高这两个技术申请作为基础专利，作为开

展后续专利布局工作的基础。

2.重点专利广布

对于关乎企业技术和市场发展前景的重点专利不能仅局限于国内

布局，而应该采用 PCT 或《巴黎公约》的方式在主要市场国家或地区

申请同族专利。如果希望快速获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专利申请，最好

采用《巴黎公约》的方式。如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后续应该以

上述的基础专利为优先权，通过巴黎公约或 PCT 申请的方式进入其他

发达国家，如美国、欧洲、韩国和日本等，在这些地区形成对核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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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有利保护。

3.各种专利类型相互补充

中国专利制度中的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各有其特点，

企业应根据专利布局需要选择相应的专利类型。利用中国专利制度中

同日申请的规定，可以将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配合申请，利用实

用新型专利补充发明专利授权前的空窗期，发明专利授权后可放弃实

用新型专利权的维护，以节约成本。如关于清热解毒类的中成药工艺

方法是采用发明专利为主、工艺过程中开发的相关的设备采用实用新

型，外包装采用外观设计专利为辅的保护模式。

4.技术扩展

在核心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向横向和纵向扩展，利用研发支撑专利

布局，利用专利布局引导研发方向，最终形成以基础技术为中心，以

外围技术为屏障的技术网和专利网使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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