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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除中国以外 “一带一路”沿线６４个国家及其中 “典型国家”公开的天然药物专利数据为研究对

象，分别从申请国排名、申请趋势、技术领域、药物制剂、治疗领域、地域布局等几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为全面

了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药物专利概况及中医药企业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专利布局提供参考。结

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药物专利发展极其不平衡，其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

乌克兰等少数国家；各国天然药物重点研发领域基本一致，主要集中在活性成分、制剂及化妆品领域；治疗用途重

点在皮肤病、消化道疾病、感染及代谢相关疾病。印度、俄罗斯等国既是申请大国，也是对外布局最多的国家，同

时还是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天然药物申请的目标国。

［关键词］　 “一带一路”；天然药物；专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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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医药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开创中医药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共同发布 《中医药 “一带一路”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同年，国务院发布的 《中医药

发展战略规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中指出 “鼓励

中医药企业走出去，加快打造全产业链服务的跨国

公司和知名国际品牌”。中医药企业走出去的过程

中，应加强产品的知识产权意识，并根据市场情况

制定相应的保护策略。据统计，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我国

·２１·



２０２１年１月　第２３卷　第１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Ｊａｎ２０２１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１

中药专利的申请量在国际上居首位，但中药专利的

国际申请量却很低［１２］。本研究从专利角度对 “一带

一路”沿线除中国外的６４个国家公开的天然药物专
利进行检索，较为全面地梳理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不包括中国，下同）天然药物专利概况；并根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申请量及所处地理位置，

筛选东北亚地区的俄罗斯，南亚地区的印度，西亚

地区的以色列和土耳其，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越南、中东欧地区的波兰和匈牙利共９
个国家为 “典型国家”进行重点分析，为我国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中医药专利布局提供参

考，为有效开发各国传统药物资源和我国药企的海

外拓展提供专利信息支持。

１　数据源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依托北京东方灵盾科技有限公司的

“世界传统药物专利数据库”（ＷＴＭＰＤ）完成，辅以
欧洲专利局Ｅｓｐａｃｅｎｅｔ专利数据库及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Ｐａｔｅｎｔｓｃｏｐｅ专利数据库进行补充和验证。检索策
略以天然药物涉及的国际专利分类（ＩＰＣ）为主，同
时辅以关键词，数据范围限定为６４个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３１日之前公开的相关专
利。其中，所述 ＩＰＣ包括 Ａ６１Ｋ３６、Ａ６１Ｋ３５／７８、
Ａ６１Ｋ３５／５８、Ａ６１Ｋ３５／６０、Ａ６１Ｋ３５／６２、Ａ６１Ｋ３５／６４、
Ａ６１Ｋ３５／８０、Ａ６１Ｋ３５／８２等，所述关键词为与 “传

统药物”“植物药”“草药”对应的英文，如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ｈｅｒｂ”“ｐｌａ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及上述单词或短语的变体。

２　结果

２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药物专利概况

经检索及数据筛选，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共获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药物相关专利

９６４１件（不包含外观设计专利）。本研究从专利申请
趋势、申请地域、剂型技术及疾病应用 ４个方面，
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态势进行分析。

２１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药物专利申请量随年份变化

趋势见图１。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天然药物专利年申请量不超过１０件；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申请量缓慢上升，逐渐达到上百件，处于专利申请

萌芽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申请量逐年急剧上升，处

于快速成长阶段，在２０１０年达到顶峰，为１０１０件；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申请量呈现下降趋势，专利申请总体
处于平稳发展阶段，由于专利申请过程中存在１８个
月公开期，故２０１８年专利申请数据仅供参考。

图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药物专利申请量变化趋势

２１２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公开量排名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药物专利公开量统计见表１。
由于各国科技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相差甚

远，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一带一路”沿线２８个国
家拥有天然药物相关专利，拥有专利的国家不足

５０％，且各个国家专利公开量极不平衡。东北亚地
区俄罗斯以２６４２件公开量、南亚地区印度以１８９０件
公开量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和

马来西亚、中东欧的波兰和罗马尼亚公开量处于中

间位置；西亚地区的土耳其和以色列公开量相对较

多；而中亚地区塔吉克斯坦公开量为１件。

表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药物专利公开量
排序 国家 专利总量／件 排序 国家 专利总量／件

１ 俄罗斯 ２６４２ １５ 土耳其 ８２

２ 印度 １８９０ １６ 摩尔多瓦 ８１

３ 乌克兰 １２９４ １７ 以色列 ７６

４ 印度尼西亚 ７９８ １８ 斯洛伐克 ７１

５ 马来西亚 ４６０ １９ 格鲁吉亚 ４７

６ 波兰 ４００ ２０ 立陶宛 ４６

７ 菲律宾 ２５０ ２１ 保加利亚 ３２

８ 罗马尼亚 ２２３ ２２ 拉脱维亚 ２９

９ 越南 １５２ ２３ 新加坡 ２４

１０ 斯洛文尼亚 １４８ ２４ 黑山 １４

１１ 克罗地亚 １１７ ２５ 爱沙尼亚 ５

１２ 匈牙利 １１６ ２６ 埃及 ４

１３ 捷克共和国 １１３ ２７ 约旦 ３

１４ 塞尔维亚 １０６ ２８ 塔吉克斯坦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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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药物专利剂型分
析　专利数据中的ＩＰＣ字段包含有专利的技术信息，
通过对该字段进行分析，可以获得相关技术信息。

本研究为了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药物专利

在药物剂型领域的情况，对 ＩＰＣ字段中包含有剂型
信息的分类号（Ａ６１Ｋ９类分类号）进行频次统计，截
取频次大于１０的数据，获得表２所示药物剂型频次
统计结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药物专利剂

型中以软膏剂频次最多，其次为溶液、胶囊剂，可

见天然药物剂型的研发和应用仍处于相对传统阶段。

表２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药物专利剂型频次
排序 剂型 频次／次

１ 软膏剂 ２０８

２ 溶液 １６７

３ 胶囊剂 ２３１

４ 丸剂、锭剂、片剂 １６９

５ 细粒状 （如颗粒剂） １４８

６ 分散液、乳剂 １４４

７ 栓剂 ６５

８ 网状、片状或丝状基料 ３２

９ 胶基糖果 ２５

２１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药物专利功能主
治分析　为了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药物专

利在药物功能主治技术领域的情况，对 ＩＰＣ字段中
包含有疾病治疗的分类号（Ａ６１Ｐ类分类号）进行频次
统计，获得表３所示天然药物在疾病治疗领的统计
结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药物专利治疗用

途主要集中在皮肤病、消化系统及抗感染三大领域。

其他治疗领域还包括代谢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心

血管系统疾病、止痛剂、免疫性疾病、呼吸系统疾

病、肿瘤等。

２２　“一带一路”沿线 “典型国家”近１０年天然
药物专利概况

　　本研究根据上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药

物专利概况，依据专利量及国家所处地区，筛选俄

罗斯、印度、以色列、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越南、波兰和匈牙利共９个国家为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 “典型国家”。分别从公开量、申

请趋势、技术领域及区域布局几个方面对上述国家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公开的天然药物相关发明及实用新型
专利进行统计分析。

表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药物专利药物用途频次
排序 用途 频次／次

１ 皮肤病 ６７５

２ 消化系统疾病 ６４７

３ 抗感染 ６１４

４ 代谢疾病 ４４４

５ 神经系统疾病 ４２０

６ 心血管系统疾病 ３３８

７ 非中枢性止痛剂、退热药或抗炎剂 ２６１

８ 免疫或过敏性疾病 ２５３

９ 用于特殊目的的药物 ２５２

１０ 呼吸系统疾病 ２４５

１１ 抗肿瘤 ２４４

１２ 生殖系统疾病 ２４０

１３ 骨骼疾病 ２０４

１４ 泌尿系统疾病 １７３

１５ 全身保护或抗毒剂 １５８

１６ 血液疾病 １２４

１７ 抗寄生虫 １１２

１８ 感觉疾病的药物 ９２

１９ 内分泌系统疾病 ７１

２０ 肌肉或神经肌肉系统疾病 ２８

２１ 麻醉剂 １０

２２ 用于外科手术方法中的药物 ６

２２１　专利公开量统计分析　“典型国家”在２００９—
２０１８年公开天然药物相关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共６６３５件，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公开量

（９４６１件）的 ６８８２％；专利类型以发明专利为主，
实用新型专利不足２０件。具体专利公开量见图２。

图２　“典型国家”天然药物专利公开量

“典型国家”天然药物专利量悬殊较大，一方

面与每个国家天然药物资源丰富程度及天然药物应

用情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该国技术发展水平、知

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运用及国民意识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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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开量最多的俄罗斯，其拥有４０００多种药用植
物［３］；同时，植物疗法是俄罗斯医学的一个独立分

支，天然药物制剂在俄罗斯属官方药物。公开量第

二的印度拥有自己的传统医药 “阿育吠陀”，且印

度在植物萃取、提纯方面有较好的技术，有生产天

然色素、香辛料等提取物的传统；此外，印度为加

强对本国天然药物知识产权的保护，启动传统知识

数字图书馆（ＴＫＤＬ），历经１０年以６种语言记载传
统天然药物知识数据［４］，并提供美国、日本及欧洲

多个国家专利局数据检索服务，防止传统知识的不

当占有，充分利用并保护本国天然药物知识产权。

公开量居中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波兰均有使

用植物药的历史，有研究显示，马来西亚有８０％以
上的民众使用药用植物解决或维护健康问题［５］；波

兰不仅有利用药用植物和针灸疗法的传统，而且药

用植物也属于波兰１２个药物分类中一类。
２２２　专利申请趋势统计分析　通过对 “典型国

家”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专利申请量进行统计（由于专利
申请存在１８个月延迟公开及不同国家审查速度差异
可能造成的公开滞后，申请趋势分析选取时间区间

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获得图３所示申请趋势图。其
中，俄罗斯的申请趋势波动较大，２００８年达到最大
值后，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中波动剧烈，直到２０１３年后呈
现缓慢上升趋势；印度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申请量呈现
持续快速增长，在２０１２年申请量有所下降，随后的
几年其申请总体呈现缓慢增长趋势；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及波兰申请量总体居中，印度尼西亚和波

兰总体趋势波动起伏中趋于上升。其他几个国家年

度申请量很少，起伏不大。总体而言，近１０年 “典

型国家”在天然药物领域其研发及保护状况呈持续上

升趋势。

图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 “典型国家”天然药物专利申请趋势

２２３　涉及技术领域概览　为了解 “典型国家”天

然药物重点关注的技术领域，对专利信息中所有

ＩＰＣ进行频次统计，获得图４所示 ＩＰＣ频次前１０位
（涉及植物本身 ＩＰＣ号 Ａ６１Ｋ３６等不列入统计结果）
的统计结果。天然药物相关或含有植物活性成分的

医药配置品（Ａ６１Ｋ３１、Ａ６１Ｋ３８）技术仍然是各个国
家主要关注的领域，尤其是与现代技术相关的含有

植物活性成分的医药品研发技术是目前 “典型国

家”的研发热点；其次，主要关注技术则是药物剂

型及化妆品（Ａ６１Ｋ９、Ａ６１Ｋ８、Ａ６１Ｋ４７、Ａ６１Ｑ１９）领
域；而另一大类值得关注的技术则是天然药物在食

品（Ａ２３Ｌ１）及营养制品（Ａ２３Ｌ３３）中的应用。

注：Ａ６１Ｋ３１为含有机有效成分的医药配制品；Ａ６１Ｋ９为以特殊物

理形状为特征的医药配制品；Ａ６１Ｋ８为化妆品或类似的梳妆用配制

品；Ａ２３Ｌ１为食品或食料，它们的制备或处理；Ａ６１Ｋ４７为以载体、

惰性添加剂等非有效成分为特征的医用配制品；Ａ６１Ｋ３３为含无机有

效成分的医用配制品；Ｂ０１Ｄ１１为溶剂萃取；Ａ６１Ｋ３８为含肽的医药

配制品；Ａ６１Ｑ１９为护理皮肤的化妆品或类似梳妆用配置品；

Ａ２３Ｌ３３为营养制品，其制备或处理。

图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 “典型国家”公开的

天然药物技术分类

以图４获得的总数据频次排名前１０位的 ＩＰＣ分
类为统计对象，对 “典型国家”中每个国家公开的专

利ＩＰＣ分类进行频次统计，当前１０位ＩＰＣ分类出现在
总ＩＰＣ分类前１０位中，则进行记录，获得数据见表４。

表４数据表明，“典型国家”专利量排名前５位
的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波兰，

其频次统计前１０位的 ＩＰＣ分类基本与 “典型国家”

总ＩＰＣ分类一致；位居前５位的分类号基本均出现
在各个国家分类号前１０位中，说明也是各个国家普
遍关注的技术，位居６～７位的分类号仅分布在２～
３个国家，具有典型的技术集中特点；同样值得关
注的是分类号Ａ６１Ｋ３８和Ａ６１Ｑ１９虽然分别位居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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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典型国家”频次前１０位ＩＰＣ分类在各国专利中出现频次
次

ＩＰＣ 俄罗斯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波兰 以色列 越南 匈牙利 土耳其

Ａ６１Ｋ３１ ９８５ １６９ １６３ ２１２ ２４０ ２０３ １０１ １７ ３４

Ａ６１Ｋ９ ３７７ ７３ １２２ ７５ ７２ ３０ ２４ ２１ １０

Ａ６１Ｋ８ １０１ ４１ ８３ ４３ ７２ ４９ ３３ ２６ ５

Ａ２３Ｌ１ ８３ ５４ ８６ ３９ ２５ ２７ ５１ ０ ２

Ａ６１Ｋ４７ ２１０ １２ ０ １８ ２５ ３３ ２１ １３ ８

Ａ６１Ｋ３３ ２３３ １２ ０ ０ ２４ ０ ０ ０ ０

Ｂ０１Ｄ１１ １９０ ０ 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Ａ６１Ｋ３８ ８４ １８ １２ ２５ ２６ ３０ ６ ６ ５

Ａ６１Ｑ１９ ０ １１ ３４ ２０ ２９ ０ １２ １１ ３

Ａ２３Ｌ３３ ０ ０ １４ ０ ６９ ０ ０ ９ ９

９位，却是各个国家都关注的技术。而各个国家的
研发重点，除以色列、越南和匈牙利排名１～２位的
技术分类与 “典型国家”总ＩＰＣ分类排序有变化外，
其他国家均与 “典型国家”总 ＩＰＣ分类排序一致；
其中匈牙利位居 １～２位的分别是化妆品类技术
（Ａ６１Ｋ８）和药物制剂技术（Ａ６１Ｋ９）；越南位居第
２位的技术为食品领域（Ａ２３Ｌ），这可能与越南重视
天然药物在食品中应用及技术发展水平有限有关。

俄罗斯的专利技术领域与对照排序变化较多，其位

居第３位的有机药效成分技术（Ａ６１Ｋ３３）、位居第
４位的药物制剂改进技术（Ａ６１Ｋ４７），取代对照数据
中的位居第２～３位的化妆品技术和食品技术；其在
食品类技术仅位居第 ８位。波兰的营养制品技术
（Ａ２３Ｌ３３）位居第４位，相比对照数据所处的第１０位，
其序列提升很大，并且对比其他几个国家，该技术

领域也是排序最高的，由此可见，波兰更重视天然

药物在营养品方面的应用。

对 “典型国家”频次统计前１０位的ＩＰＣ分类申
请趋势进行分析，获得图５所示技术趋势图。由图５
可知，有机成分医药品（Ａ６１Ｋ３１）仍然是天然药物领
域研发热点，但该领域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呈现显著下
降趋势，而药物剂型（Ａ６１Ｋ９）则异军突起，呈现快
速上升趋势。同时，与该技术同属一个领域的 “以

载体、惰性添加剂等非有效成分的制品”（Ａ６１Ｋ４７），
同样呈现高速上升趋势。由此可见，天然药物的制

剂及制剂改性等技术正在成为研发或技术投入热点。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萃取技术（Ｂ０１Ｄ１１）呈现持续上
升趋势。显然在当前天然药物领域，越来越重视天

然药物成分研究，越来越多将现代化的提纯技术、

剂型制备技术应用于传统药物领域。

图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 “典型国家”天然药物

专利技术申请趋势统计

２２４　天然药物治疗用途分析　通过对ＩＰＣ分类中
疾病相关分类号Ａ６１Ｐ进行频次统计，获得 “典型国

家”总数据排名前１０位的疾病及各个国家排名前５
位的疾病进行统计（表５）。由表５可知，“典型国家”
每个国家进入前５位的疾病与 “典型国家”总热点疾

病基本一致，只是在具体排序上各有差异。比如俄罗

斯位居第１位的疾病为消化道疾病（Ａ６１Ｐ１），并非是
皮肤病（Ａ６１Ｐ１７），而在 “典型国家”总疾病排序位

居第４位的代谢病（Ａ６１Ｐ３）并未进入俄罗斯前５位，
但却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及马来西亚３个国家最关
注的疾病。天然药物在肿瘤（Ａ６１Ｐ３５）中的应用在总
数据统计中，仅位居第９位，也仅在印度尼西亚位
居第５位，在其他国家中，均未列入前５位。上述
情况与不同国家所处地理位置、天然药物特点、用

药历史、科技水平及地区常见病等多种因素相关。

２２５　“典型国家”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

地域布局情况　“典型国家”中有俄罗斯、印度、
土耳其、以色列、马来西亚、匈牙利及波兰７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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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 “典型国家”天然药物专利关于治疗用途频次统计
次

总ＩＰＣ分类 总频次 俄罗斯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印度 波兰 以色列 越南 匈牙利 土耳其

Ａ６１Ｐ１７ ３７２ １５３ ４２ ３８ ２７ ４６ １８ ２８ １０ １０

Ａ６１Ｐ１ ３６６ ２０７ ３７ ２８ ２０ ２７ ０ ２３ １２ ２

Ａ６１Ｐ３１ ３４２ １５６ ４５ ３６ １６ ３４ ２０ ２５ ８ ０

Ａ６１Ｐ３ ２９０ ０ ７６ ３６ ３３ ２６ ０ １９ ８ ６

Ａ６１Ｐ２５ ２２７ １０５ ０ ０ ２３ １９ １３ １５ ０ ４

Ａ６１Ｐ９ ２１７ ０ ０ ４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Ａ６１Ｐ４３ ２０５ １４９ ０ ０ ０ ０ １３ ０ ０ ０

Ａ６１Ｐ３７ １６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Ａ６１Ｐ３５ １６４ ０ ３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Ａ６１Ｐ１５ １４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５ ０ ０ ０

　　注：Ａ６１Ｐ１７为治疗皮肤疾病的药物；Ａ６１Ｐ１为治疗消化道或消化系统疾病的药物；Ａ６１Ｐ３１为抗感染药，即抗生素、抗菌剂、化疗剂；
Ａ６１Ｐ３为治疗代谢疾病的药物；Ａ６１Ｐ２５为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药物；Ａ６１Ｐ９为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药物；Ａ６１Ｐ４３为用于特殊目的的药物；
Ａ６１Ｐ３７为治疗免疫或过敏性疾病的药物；Ａ６１Ｐ３５为抗肿瘤药；Ａ６１Ｐ１５为治疗生殖或性疾病的药物、避孕药。

家在 “一带一路”沿线的１３个国家进行专利布局，
具体布局情况见表 ６。其中，印度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布局地区及专利量最多，其在俄罗斯、菲

律宾、马来西亚等１１个国家进行专利布局，并且由
数据表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数据看出，其
ＰＣＴ申请量也最多；俄罗斯共向波兰、乌克兰等 ８
个国家申请专利；土耳其和以色列，分别向波兰、

俄罗斯等５个国家申请专利；由 ＷＩＰＯ公开数据可
以发现印度、俄罗斯、以色列均重视国际专利申请，

积极向外进行专利布局。

表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 “典型国家”在 “一带一路”

沿线其他国家专利布局数量
件

布局国家 俄罗斯 印度 土耳其 以色列 马来西亚 匈牙利 波兰

波兰 ６ ２ ２ ２ ０ ０ ０

俄罗斯 ０ ２３ １１ １１ １ ０ １

菲律宾 ０ ６ １ １ ０ ０ ０

格鲁吉亚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克罗地亚 １ １ ０ ０ ０ ２ ０

立陶宛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马来西亚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塞尔维亚 ３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斯洛文尼亚 ２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土耳其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乌克兰 １３ ５ ０ ０ １ ０ １

新加坡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匈牙利 ３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２２６　国外在 “典型国家”的专利布局情况　对
“典型国家”中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以色列及

马来西亚５个国家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公开的天然药物专
利国外申请人进行统计，获得表７数据。俄罗斯是世
界各国天然药物专利布局的首要国家，近１０年共有
４５个国家在俄罗斯共申请５７９件天然药物相关专利。

表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进入 “典型国家”的其他国家布局情况

国家 申请国／个 专利量／件

俄罗斯 ４５ ５７９

波兰 ２７ １１９

马来西亚 ２３ ９９

匈牙利 ２２ ７８

以色列 １９ ６４

３　结论

１）申请概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产权
发展状况参差不齐，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俄罗斯、

印度、乌克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波兰等少

数几个国家，多数国家仅有少量申请。尽管如此，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申请态势整体呈现上升

趋势。２）技术领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 “典

型国家”的重点技术领域为药物活性成分和药物制

剂。随着现代化学技术在天然药物开发中的应用，

天然药物的提取等处理技术开始呈持续上升趋势；

在药物制剂领域，除传统剂型仍然是关注点外，传

统剂型的改进以及现代药物剂型在天然药物中的应

用逐渐增加。天然药物另一个主要应用是在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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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健食品领域。３）治疗应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及 “典型国家”天然药物在治疗中的应用，集

中在皮肤病、消化道疾病及感染三大类疾病中。除

上述三大类疾病外，由于各国有不同用药历史及地

区常见病（如代谢病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及马来西亚

３个国家最关注的治疗领域，肿瘤是印度尼西亚另
一个比较关注的治疗领域），专利药物的治疗领域各

有侧重。４）国际区域布局。印度、俄罗斯、以色列
均重视国际专利申请，积极向外进行专利布局，值

得注意的是，以色列虽然其申请量排名靠后，但在

“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申请排名却十分靠前，可

见其本国申请人不但重视国内申请，更加关注在国

外主要国家进行申请。俄罗斯是世界各国最为关注

的国家，共有４５个申请国在俄罗斯申请天然药物相
关专利，并且申请量达到５７９件，远超其他国家。

总之，具有完备的知识产权体系、悠久的天然

药物应用史、积极与世界接轨、注重天然药物技术

发展的国家，既是 “一带一路”国家专利申请的大

国，也是世界其他国家专利申请布局的目标国。我

国企业在选择专利进入国家时既要考虑当地对天然

药物的市场及医疗政策，也需了解该国知识产权保

护环境，有针对性进行专利申请，对于重点专利可

考虑围绕基础专利进行多角度布局，构建完整专利

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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