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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仅次于中医药的我国第二大医药体系，藏族医药（藏医药）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自成一体的用
药结构和独特的疗效为世界所瞩目。目前，我国藏医药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以 ＰａｔＳｎａｐ智慧芽数据库中的
藏医药产业的专利信息为基础，通过统计分析，研究我国藏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针对存在的不足提出建议，为该

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专利分析；藏医药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Ｒ２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４８９０（２０２０）０７１１５１０４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１３／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８９０２０１９０５１０００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ＥＣｈａｎｇｔｉｎｇ１，２，ＤＵＯｊｉｅ１，２

１Ｑｉｎｇｈａ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Ｘｉｎｉｎｇ８１００１６，Ｃｈｉｎａ；
２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Ｎｅｗ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Ｎｅｗ
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Ｘｉｎｉｎｇ８１００１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ｒｇｅｓｔ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ｆｔｅ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ｔ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ｕｎｉｑｕ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ｓ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ｏｆｒａｐｉ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ＰａｔＳｎａｐＳｍａｒｔＢｕ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ａｒｒｉｅｓｏ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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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是产业或地区自主创

新能力的重要体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研究表明，

９０％～９５％的研发成果包含在专利文献中，全世界
９０％以上的发明创造信息都是首先通过专利文献反
映出来的，专利信息分析法已经应用到很多领

域［１２］。但是针对藏族医药（藏医药）产业的专利信

息分析和专利层面对藏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

题的研究还未曾做过，因此有必要对藏医药产业的

专利情报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对该产业专利技术的

发展现状和不足提出相应建议，为该产业的发展提

供借鉴和参考［３４］。

１　藏医药产业专利分析

１１　分析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选用ＰａｔＳｎａｐ智慧芽全球专利数据库检
索分析数据库，并结合 Ｓｏｏｐａｔ专利搜索引擎及新一
代专利检索分析系统。系统中的专利数据涵盖了欧

洲、美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９４个国家和地区，超过９０００万条以上的专利文献。

１２　检索方式

中文检索表达式为：藏医 ｏｒ藏药 ｏｒ藏成药 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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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材ｏｒ藏酒ｏｒ藏香ｏｒ藏茶。
英文检索表达式为：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ｏｒＴｉｂｅｔａｎ

ｈｅｒｂｏｒＴｉｂｅｔ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ｒ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ｏｒＲｈｏｄｉｏｌａｏｒ
Ｔｉｂｅｔａ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ｒＴｉｂｅｔａｎｓｏｕｐ。

检索结果表明，国内藏医药行业从１９８８年开始
申请第一件专利，到２０１８年总计申请专利８９４件；
国外藏医药行业从１９８１年开始申请第一件专利，到
２０１８年总计申请专利４９件。

１３　专利分析

１３１　国内藏医药领域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趋势分
析见图１。

图１　国内藏医药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由图１看出，国内藏医药领域专利申请在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年每年均申请１３件及以上专利，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
每年均申请３１件及以上专利，２０１５年专利申请量达
到顶峰为１０６件。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申请数量则呈现较
快增长的态势，折射出藏医药产业较快的发展势头。

图１中２０１７年及２０１８年申请数量呈降低趋势，这与
专利申请公开时间滞后有关。虽然申请量在增长过程

中有回落的现象，但整体上是不断增长的，可以预见

的是，今后藏医药产业的专利申请数量还是会不断增

长，这种增长可能并不是持续快速增长，发展过程会

出现降低的可能，但总体趋势必然是稳步向前。

１３２　藏医药领域专利申请人国家排名分析　排名
分析见表１。

表１　藏医药产业专利主要分布国家的申请总量和
申请法律状态统计

件

法律状态
申请人国家

中国 印度 美国 俄罗斯 韩国 瑞士

无效 ２８３ １２ ３ ６ ３ ２

有效 ２９１ １０ ７ １ ２ —

实审 ２３０ — — — — １

总申请量 ８０４ ２２ １０ ７ ５ ２

　　注：—表示无。

由表１中可以看出，中国以申请量８０４件排名
第一，排名第二的为印度申请２２件专利，排名第三
的为美国，申请量为１０件。这一方面表明，我国藏
医药产业在专利的拥有量以及研究和开发能力方面

占据绝对优势；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境外藏医药

行业也崭露头角，应对藏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需引

起重视。其中，中国拥有的无效、有效、实审专利

量远多于其他国家。说明国内在本产业领域内技术

研究规模相对较大，但也表明这些专利中授权并维

持的较少，该领域的技术水平一般［５］。

１３３　我国藏医药领域专利类型分析　类型分析见
图２。

图２　藏医药产业专利类型分析

从图２可以看出，发明申请专利数量整体上呈
增长趋势，其中２０１５年申请发明专利数量达到最高
峰，申请８２件。其中２０１２年授权发明专利数量达
到顶峰，授权５１件。外观设计专利于１９９９年开始
申请，截至２０１７年共申请６２件专利，实用新型专
利于１９９１年开始第一件申请，截至２０１７年共申请
３２件专利。由此知，藏医药产业注重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虽然具有审批周期短、费用

低等优点，但由于其保护期限较发明专利短，因此，

大部分申请人仍然青睐发明专利。

１３４　我国各省市藏医药领域专利申请量分析　申
请量分析见图３。

图３　藏医药产业的中国专利申请的省市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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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省市专利申请量可以看出，在藏医药领域，

青海省以２１０件专利申请排名第一，西藏以１３０件
专利申请排名第二，四川及甘肃省均以１１０件专利
申请排名第三，山东省以６４件专利申请排名第四。
从研究区域来看，全国的藏药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

青海、西藏、四川及甘肃，这主要是由于藏医药具

有浓厚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藏医药不像中医药传播

得那么广泛，其主要存在于藏民族聚居的地方。青

海、西藏、四川、甘肃具有或部分具有特殊的地理

位置和典型的高原气候，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具有

更强生命力、更高活性的动植物资源，这些地区具

有发展藏医药产业的天然优势。

１３５　我国藏医药产业有效专利的主要专利权人分
析　专利权人分析见图４。

图４　藏医药的有效中国专利的主要专利权人分析

由图４可知，西藏奇正藏药集团拥有有效专利
最多；久美彭措是青海久美藏药药业有限公司的企

业负责人宋永心是青海久美藏药药业有限公司的质

量负责人，因此他们的专利是高度关联并与其单位

有密切关系，应该认为其属于实质上的职务发明；

山东金诃药物研发公司是青海金诃藏药公司的下属

公司，实质上仍然反映出青海省的藏医药知识产权

保护实力。由此可见，这些主要的有效专利的都是

以企业自行研发为主［６］。

１３６　我国藏医药产业专利技术领域构成分析　见
表２。

表２中可以看出，专利技术领域中治疗疾病以
抗风湿、止痛、抗炎、治疗肝胆疾病为主，占绝对

优势，说明藏医药在上述领域值得深入研究。在药

材领域藏药中较多地使用矿石类药物、动物的组织、

苔藓真菌类药材，具有地方用药特色，可对上述药

材及应用深入研究，如矿物药的实际有效成分和毒

性控制；动物组织入药的保存，生物活性的控制；

苔藓类、菌类药物的资源问题等。剂型领域主要是

胶囊剂和丸剂、片剂，剂型比较原始简单，说明该

领域现代化的制剂手段和种类运用的不够。可见藏

医药的现代研究在剂型改进、提高药物生物利用度、

方便使用等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７］。

１３７　我国藏医药产业专利寿命分析
专利寿命的长短在根本上取决于专利价值的高

低，价值高、生命力强的创新成果通常会成为长寿

专利。由图５可以，有２０８件专利在１０年以上处于
有效，约占有效专利的６９％，７３件专利在５～１０年
间处于有效，１０件专利在 ３～５年间处于有效，
１０件专利仅仅在１～３年处于有效状态。长寿专利占
比较高，一方面说明藏医药专利的相对价值较高；

另一方面，综合分析专利权人和专利整体数量，也

可能折射出藏医药专利保护意识存在较大的认识差

异和不平衡［８］。见图５。

表２　藏医药产业国际专利分类（ＩＰＣ）统计
技术领域 ＩＰＣ分类号 含义 申请量／件

治疗用途 Ａ６１Ｐ２９／００ 非中枢性止痛剂，退热药或抗炎剂，例如抗风湿药；非甾体抗炎药（ＮＳＡＩＤｓ）〔７〕 ９３

Ａ６１Ｐ１／１６ ……治疗肝脏或胆囊疾病药物，例如保肝药、利胆药、溶石药 〔８〕 ５４

药材　　 Ａ６１Ｋ３５／４１３ ……胆汁 〔３〕 ６９

Ａ６１Ｋ３５／７８ 含有来自藻类、苔藓、真菌或植物或其派生物，例如传统草药的未确定结构的药物制剂 〔８〕 ６４

Ａ６１Ｋ３５／５５ ……在Ａ６１Ｋ３５／２２—Ａ６１Ｋ３５／５４５小组中不包含的腺体 〔３〕 ６２

Ａ６１Ｋ３３／２６ ……铁；其化合物 〔２〕 ５２

Ａ６１Ｋ３３／００ 含无机有效成分的医用配制品 〔２〕 ４９

Ａ６１Ｋ３３／０６ ……铝、钙或镁；其化合物 〔２〕 ４６

剂型　　 Ａ６１Ｋ９／４８ ……胶囊制剂，例如用明胶；巧克力制造的 〔２〕 ５３

Ａ６１Ｋ９／２０ ……丸剂、锭剂或片剂 〔２〕 ５２

·３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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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藏医药产业专利寿命分析

２　
!

究结论及发展建议

２１　藏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及不足
目前，藏医药产业专利申请量持续增长，我国专

利申请量和有效专利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具有巨大的产

业发展优势和潜力；申请区域集中在藏民族主要聚居地

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已在区域范围内形成了有特

色优势的产业体系。然而，许多古方、验方、祖传秘方

流落民间，大部分藏医药知识未进入知识产权保护领

域。近２０多年，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等２０多个
国家已设立了藏医学研究机构，外国企业利用现有缺

陷，获取传统配方开发新药的例子也不鲜见。例如，瑞

士某大型医药公司在传统藏药２５味珍珠丸的处方基础
上，研发注册了 “２８味ＰＡＭＤ胶囊”，此药在欧美市场
治疗外周血管性疾病很受欢迎［９１０］。

综合分析藏医药产业专利信息，本产业专利存在

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专利拥有数量相

比其他产业较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意识缺

乏，不能有效为产业发展提供帮助；第二，专利技术

领域分布相对固定、狭小，主要以传统技术为主进行

技术创新或提升，缺乏深度创新，不能充分结合现代

技术和方法；第三，未能形成核心专利技术群，说明

藏医药产业优势核心技术较弱，自主创新能力较薄

弱；第四，无效专利较多，说明专利的技术价值较

低，或者缺乏技术转化的途径；第五，缺乏专利保护

意识，不能运用知识产权相关制度和法律保护专利。

２２　对藏医药产业发展的建议
第一，要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结合专利与商

标、商业秘密等形式的知识产权，使自身具有全方位

形式的知识产权，加快传统优势专利的开发与产业化

进程。第二，加快对藏药产业特色、优势技术发明创

造的进度，尤其要结合现代技术方法进行创新研究。

第三，注重培养知识产权人才，同时充分利用社会资

源，提升在专利等知识产权方面的专业水平。第四，

提升专利申请质量，改善 “重专利申请，轻专利转

化”现象，推进成果转化，以服务社会为目标导向，

使藏医药产业拉动区域经济发展。个人申请获得授权

后，产业化难度较大，也是导致专利失效的一个原

因。因此，一是推动专利交易或者专利权人的合作；

二是建立藏医药专利等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促进专利

权的转让。第五，政府引导，行业内产学研结合，建

立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专利转化平台，促进产权交易

与转化。第六，在藏医药产业优势区域，政府制定引

导政策，促进藏医药、中医药、现代医药产业的同步

发展，协同服务各族人民。第七，开阔视野，确立国

际战略眼光，加强对核心专利技术的研发和保护力

度，加强对重点专利的风险预警及规避设计［１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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