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张忠会（１９７５０９—），男，硕士，二级调研员，研究方向：中药领域专利审查，Ｔｅｌ：（０１０）６２０８９３２４，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ｕｉ＠ｃｎｉ
ｐａｇｏｖｃｎ
通信作者：宋江秀（１９６７０９—），女，硕士，二级巡视员，处长，研究方向：中药领域专利审查，Ｔｅｌ：（０１０）６２４１１１５０，Ｅｍａｉｌ：１３６２１００５０３８＠
１６３ｃｏｍ

中医药抗击冠状病毒肺炎专利信息研究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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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医药生物发明审查部，北京，１０００８８）

摘要　通过分析中医药领域涉及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的相关专利申请和授权情况，重点对中国专利申请的授权状况尤其是
已授权专利的特点等进行了论述，并通过代表性的组合物、提取物和制药用途授权案例阐述了中医药治疗冠状病毒的研

究方法和专利保护现状，以期为抗击ＣＯＶＩＤ１９的实践和研发提供有益参考，助力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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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在我国多
地快速传播，受感染者潜伏期长，病死率较高，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９，ＣＯＶＩＤ１９）
患者数量持续增加，这场疫情已经发展成重要的公

共卫生事件。从目前的临床实践看，针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尚缺乏确认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方法；对于重症患者

也仅是进一步增加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甚至酌情使

用糖皮质激素等［１］。

从针对２００３年爆发的 ＳＡＲＳ疫情回顾中，可以
发现中医药在抗击ＳＡＲＳ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可以缩短发热时间达３ｄ以上，减轻呼吸困难及
活动受限程度，提高患者动脉氧分压及血氧饱和度，

保护肝肾功能，并有减少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例数、疗

程和用量的趋势，能提高治愈率，减少后遗症、并发

症及西药不良反应［２］。面对当前的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
情，国家和许多省市都推荐和拟定了中医治疗方案，

给出了各类中医治疗和预防方，在国家卫生健康委

办公厅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

案》（第三 ～六版）中更是特别列出了“中医治疗”
项，并给出了相应的辨证分型和推荐处方，例如“清

肺排毒汤”，还推荐了藿香正气胶囊（丸、水、口服

液）、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颗粒）、疏风解

毒胶囊（颗粒）、喜炎平注射液、血必净注射液等中

成药。

本文通过统计分析与冠状病毒治疗有关的中药

领域专利信息，呈现中医药在冠状病毒治疗中的专

利成果，探讨和分析可以进一步开展研究的技术方

向，以期为中医药本次抗击新冠疫情提供思路和参

考，加速研发进程。

１　数据来源
通过关键词和分类号结合的方式在国家知识产

权局Ｓ系统的ＣＮＡＢＳ数据库和ＶＥＮ数据库中分别
进行了中文和外文相关专利数据的检索。以分类号

“（ａ６１ｋ３６）／ＩＣＯＲ（ａ６１ｋ３６）／ＣＰＣＯＲ（ａ６１ｋ３５／７８）／
ＩＣ”限定检索领域为中药（中草药）领域，进一步以
关键词“冠状病毒 ｏｒ冠形病毒 ｏｒ冠型病毒 ｏｒｃｏｒｏ
ｎａｖｉｒｕｓＯＲ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为检索要素，为避免引入过
多噪声，故未对关键词做进一步扩展。检索截止日

为２０２０年２月４日，通过逐次阅读分析初步的检索
结果，剔除明显噪声专利，将同族专利作为同一项专

利处理，在中国和国外同时进行了申请的同族专利

按中国专利申请计算，最终获得专利数据１５０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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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专利申请７２篇，非中国专利申请７８篇。
２　专利申请状况分析
２１　专利申请整体情况　以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为节点，
将中药领域涉及冠状病毒治疗的相关专利申请按照

年份分成２个阶段，即第１阶段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和第２
阶段２００３年至今，整体申请量趋势见图１。

第１阶段，国外申请方面，１９９０年出现了第１件
涉及冠状病毒的申请，在随后的１９９１２００２年的１２
年内仅有３件申请。中国专利申请中，本阶段有３
件申请，第１件在１９９７年才出现。从上述申请量情
况可以看出，在第１阶段中医药对冠状病毒的研究
较少，仅有少量专利申请，这可能与中医药通常是针

对临床疾病开展有效性研究有关，冠状病毒感染的

患者可能被归类到患有感冒等疾病，而未具体测定

其是否是由冠状病毒引起，另外这一阶段病毒核酸

检查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难以针对冠状病毒感染

开展研究。

第２阶段（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３年我国爆发了
ＳＡＲＳ疫情，在抗击ＳＡＲＳ的过程中研究人员认识到
中医药在抗击疫情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相关申请

数量快速上升，仅２００３年申请量就达２１件，其中中
国专利申请就占到了１９件，占当年申请中的绝大多
数。随后的２００４２０１９年中，虽然申请量较２００３年
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中药领域还是保持着对冠状

病毒的追踪研究，申请量一直在３～１２件之间。可
以看到，第２阶段的申请量变化是与 ＳＡＲＳ疫情的
出现以及在ＳＡＲＳ治疗中中医药表现出的显著疗效
呈非常明显的关联性，这也启示在抗击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中医药抗击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研究。

图１　中药领域涉及冠状病毒治疗的相关专利申请情况

２２　申请人分析
２２１　申请人类型分析　基于行业特点，将申请人
分为个人、企业和科研院所３类。通过对申请人统
计可以发现，在中药领域涉及冠状病毒治疗的相关

专利申请中，企业申请人占到了绝大多数，其次为科

研院所的申请，个人申请数量较少。见表 １。申请
人类型中个人申请占比较小，这可能与涉及冠状病

毒的研究需要较为严格的实验室条件和较大的资金

投入有关，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申请量较大，

说明在中药领域涉及冠状病毒治疗的研究中充分贯

彻了市场为主导的原则。同时，考虑到本次ＣＯＶＩＤ
１９是公共卫生事件，建议政府进一步增加对研究院
所相关研究课题的资助。

表１　国内外３类申请人的申请数量

申请人

类型

国内外

申请数量（件）百分比（％）
中国

申请数量（件）百分比（％）

企业 ８０ ５３３ ３６ ５００
科研院所 ４５ ３００ １９ ２６４
个人 ２５ １６７ １７ ２３６

２２２　重点申请人分析　按照申请量将申请人进
行排序分析，可以发现申请量在３件以上的申请人
共有５个，分别是：第１名韩国生命工学研究院，即
ＫｏｒｅａＲｅｓＩｎｓｔ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ＫＲＩＢ），其
是韩国政府的公立研究机构，重点研究领域有生物

新药、生物信息等；第 ２名 ＧｌｏｂａｌＬｉｆ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ｒｐ（ＧＬＯＢＮ），其是一家美国公司，生产用于鼻腔
防御的Ｎｏｚｉｎ商标的产品；第３名为天津市国际生
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其是天津市政府投资建设的研

究机构，建设有药物研发信息平台、中药新药研究平

台等；第４名为深圳市齐旺投资有限公司，其专利申
请的发明人主要来源于深圳市中医院呼吸科，疑为

申请人对临床有效验方的投资保护；第５名为 Ｕｎｉｖ
ＷｏｎｋｗａｎｇＣｅｎｔＩｎｄＡｃａｄＣｏｏｐ（ＵＹＷＯＮ），其是一家
韩国研究机构，未找到其确切的信息。见图 ２。可
见，韩国申请人对中医药领域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

非常重视，韩国生命工学研究院的申请量远高于其

他申请人，国内的研究机构如天津市国际生物医药

联合研究院，也对相关技术领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

重视，但专利申请数量还有一定的差距。

图２　专利申请数量前５名的申请人

２２３　申请人来源国家和地区分析　通过分析申
请人的来源国家，发现中国申请人的专利申请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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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依次为韩国和美国。见图３。中国申请人专利
申请量最多的原因，与２００３年曾经爆发 ＳＡＲＳ疫情
直接相关，上述５２件申请中有１６件就是２００３年当
年申请的。但进一步分析上述申请人的申请数量和

时间跨度等情况，发现我国申请人的研发投入的广

度和深度以及持续时间等方面尚有欠缺，比较分散，

单一申请人的申请数量较少。

图３　申请人来源国家分析

　　进一步对中国专利申请人的５２件专利申请进
行地域分析可以发现，申请量前３的地区是北京、天
津和广东。见图４。北京和广东是２００３年 ＳＡＲＳ疫
情爆发时的重灾区，患者数量最多，由于中医很多处

方直接来源于临床实践，患者数量多也为临床总结

提炼有效的中药组合物提供了基础条件。本次 ＣＯ
ＶＩＤ１９的确诊患者数量已经远超２００３年 ＳＡＲＳ的
确诊患者数量，应该可以总结提炼出许多有临床效

验的中医药成果，形成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方药，同

时应重视挖掘并及时进行专利保护。

图４　中国申请人来源地区分析

２３　发明人分析　通过对发明人进行分析可以发
现，发明人主要为临床医生、研究机构或企业，申请

量在４件以上的发明人共有１１人。见图５。其中，
曲敬来、陈生和高雪均为深圳市中医院呼吸科的医

生。ＫＷＯＮＤＨ可能是韩国生命工学研究院员工。
饶子和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南开大学校长，分子生

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现为天津市国际生物医药

联合研究院的院长。其余ＲＨＯＭＣ和ＲＹＵＹＢ均
疑为韩国生命工学研究院的员工，ＯＨＷ Ｋ也是来

自韩国的研究机构，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Ｎ和 ＹＯＳＨＩＮＡＫＡ
Ｙ是来源于日本的发明人，其申请人均为企业。具
体参见图７。可见，临床医生和专业研究人员更关
注该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图５　申请数量前１１位的发明人分布

２４　技术方案类型分析　在中药领域的专利申请
中，较常见的技术方案有产品、制备方法、和制药用

途３种类型。产品又主要包括组合物和提取物。一
件专利申请中，在满足专利法规定的单一性的前提

下，制备方法和制药用途技术方案可与产品技术方

案并存，但通常其发明的核心仍然是产品技术方案。

从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组合物和提取物的专利

申请数量较多；其次是制药用途和制备方法。从表

２可见，请求保护产品即组合物和提取物的专利申
请共达１２４件，占比达８２７％，这是与产品权利要求
的保护效力较高、更容易判断是否有侵权行为、在后

期维权更易于举证等因素相关的。产品专利申请中

多数是组合物发明，这源于中药组合物是中药领域

临床治疗疾病的主要形式，通过多种原料药的组合

来达到多靶点有效治疗冠状病毒疾病也彰显出中药

领域的突出优势。同时，对从中药中提取获得特定

的有效部位或成分的研究也较多，技术人员试图从

中找到对冠状病毒感染治疗有效的提取物，其中有

部分申请进一步研究了提取物中某类或特定的化合

物的治疗效果。而制药用途专利申请也达２４件，说
明已知产品在治疗冠状病毒感染中的新用途也是研

发和保护的热点。

表２　不同技术方案类型的专利申请数量分布

技术方案类型 组合物 提取物 制药用途 制备方法

申请数量（件） ６３ ６１ ２４ ２
百分比（％） ４２０ ４０７ １６０ １３

３　中国专利申请授权状况分析
专利具有地域性，只有在我国提交申请并获得

授权的专利，才能在我国行使专利权，未在我国申

请、或者即使在我国申请但未获得授权的公开文件

内容都成为了公众知识。为了有效开展中医药防治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工作，并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９３３·世界中医药　２０２０年２月第１５卷第３期



了解与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相关在中国提交的专利申

请的授权情况和目前的法律状态是非常必要的。这

样既可以充分利用已经成为公众知识的未授权或授

权后失效专利申请，也可以在已有授权专利的基础

上进一步研究开发，以便形成更有价值的创新

成果。

３１　审查结案情况　专利申请在公开之后，需要按
序等待专利局进行实质审查，再经过专利局依据专

利法进行审查才能够获得授权。专利申请在公开后

和实质审查结束之前的阶段我们称之为“待审”，表

明这种专利申请是否能获得授权是未知的。专利申

请在实质审查之后有几种情况，分别是“授权”，即

专利申请符合授权条件被授予专利权，这件专利申

请也就成为了一项正式的专利；“驳回”，即专利申

请不符合授权条件被专利局驳回；“视撤”，即申请

人未答复专利局发出的审查意见通知书，超出了相

应的期限，导致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主撤”，即申

请人主动提出撤回专利申请。７２件在中国提交的
专利申请中尚有待审１２件，其余６０件专利申请已
经结案，其审查结案情况详见图６。可以发现中药
领域涉及冠状病毒治疗的专利申请的授权率较高，

这一方面说明相关研究人员的创新能力较强，申请

质量较高，另一方面也说明相关研究人员具有较强

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首先将技术方案进行了专利

申请。

图６　中国专利申请的审查结案情况

３２　授权专利的法律状态　专利申请获得授权后
并非持续有效，如果申请人出于市场策略等原因考

虑，不再缴纳专利年费，则专利权也会相应终止。进

一步分析已授权的３４件专利的目前法律状态，可以
发现，其中５５９％仍然有效。见表３。１９件仍然维
持有效的专利其专利权人均为企业和科研院所，其

中企业有１１件，科研院所有８件。可见企业和科研
院所的专利市场价值可能更高，更倾向于授权后维

持有效而非放弃。对于专利权已终止的专利，从终

止之日起即进入公知领域，公众可以自由利用，可以

从里面寻找有前景和技术潜力的技术方案进行进一

步研究开发和实践应用。

表３　已授权的中国专利的专利权维持情况

状态 专利权维持 专利权终止

专利数量（件） １９ １４
百分比（％） ５５９ ４４１

　　进一步分析技术方案类型不同的专利的授权和
有效情况可以发现，提取物类专利有效数量占本类

型专利全部已审数量的比例最高，达到了 ４３８％；
制药用途类专利次之，为２８６％，组合物类最低，为
２７６％。见图７。

图７　不同类型专利的授权及有效状态分布

３３　专利代理对授权的影响　专利是技术和法律
的结合，专利代理人能为申请人和发明人提供一定

的专利法相关知识的支撑，帮助申请人合理保护知

识产权。通过统计分析在中国提交的６０件已经结
案的专利申请可以发现，有代理人的案件授权率为

６１７％；而无代理人的案件授权率为３８５％。见图
８。可以发现，有代理人的专利申请授权率明显高于
无代理人专利申请的授权率，聘请代理人对专利申

请获得授权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图８　代理人对授权的影响

３４　实验数据对授权的影响　在中药领域，说明书
记载的具体实验数据是用来证明所请求保护的技术

方案能够解决所面对的技术问题以及相对于现有技

术具有创造性的重要内容。具体实验数据的类型包

括但不限于体外实验、动物体内实验、临床实验等。

通过统计已经实审结案的６０件中国专利申请说明
书中是否记载了具体的实验数据，可以发现，有实验

数据的申请占全部申请的８８３％，而无实验数据的
申请全部申请的 １１７％。进一步与授权情况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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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以发现，有实验数据的申请授权率 ６４２％；
相应的无实验数据的申请授权率为 ０％。见图 ９。
也就是说，缺乏实验通常难以证明所述技术方案的

创造性和能够解决所面对的技术问题，所以授权较

为困难。在后续 ＣＯＶＩＤ１９治疗的知识产权保护过
程中，应当充分重视实验数据的记载、分析和深入研

究，既能为本领域研究人员提供详实充分的资料促

进技术进步，也可能对专利审查授权提供帮助。

图９　实验数据对授权的影响

３５　授权专利的特点分析
下面对一些有代表性的授权专利进行简单介

绍，以便进一步探析中药领域涉及冠状病毒治疗的

相关技术脉络和研发方向。

３５１　组合物专利　通过多种原料药的组合来达
到有效治疗疾病的效果是中药领域的突出特点，组

合物发明是中药领域最常见的申请类型。

在国家卫健委颁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诊疗方案》（第六版）中将连花清瘟胶囊（颗粒）作

为推荐使用的中成药之一，该制剂是以岭药业的产

品，围绕该产品有多件专利。其第１件即核心专利
是２００３年申请的 ＺＬ０３１４３２１１５（ＺＬ代表授权专
利），涉及一种抗病毒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其核心技术方案是由下列原料药制成的抗病毒中药

组合物：连翘、金银花、板蓝根、大黄、广藿香、绵马贯

众、红景天、薄荷脑、麻黄、炒杏仁、鱼腥草、甘草、石

膏。说明书中通过体外实验证实了对 ＳＡＲＳ病毒的
抑制半数有效浓度（ＩＣ５０）为３６３ｍｇ／ｍＬ，治疗指数
为４０３３，并通过动物药效学实验证明具有提高细
胞免疫、非特异性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并具有抗

炎、延长小鼠咳嗽潜伏期、化痰等作用。说明书还记

载了该组合物的治法治则为清解内火、清肺泄热和

扶正，调整人体正常功能，不用参芪等温燥滋补药，

仅选红景天 １味扶正。其中，君药为连翘，外疏肌
表、内清郁热；臣药为金银花，助连翘清热之功；炙麻

黄，宣肺疏表，宣畅肺络；佐以贯众、板蓝根、大黄、石

膏、藿香、红景天、薄荷、鱼腥草、炒杏仁。该专利在

２００５年获得授权，目前有效。

围绕上述核心专利，以岭药业从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７
年进一步申请了５２件专利，分别涉及连花清瘟制剂
的制备方法、新制药用途和检测方法，其中制备方法

专利申请共有３件，检测方法专利申请共有１１件，
制药用途专利申请共有 ３８件。制备方法分别是
ＺＬ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５８２８７涉 及 清 膏 干 燥 工 艺 优 化，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７７９５５６涉及水提液的精制方法，以及驳
回待复审的专利申请２０１３１０５０８４８３１涉及使用 β
环糊精包合技术。检测方法专利申请分别是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４５０６６００涉及一种指纹图谱测定方法，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３４３００４５涉及一种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方
法，以及其他９件待审专利申请。制药用途专利申
请数量最多，目前已经被授予专利权的制药用途分

别有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４９０９６涉及在制备治疗支气管炎
药物中的应用，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８２１６２３涉及在制备治疗
人禽流感药物中的应用，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７５２１１０涉及在
制备抗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病毒药物中的应用，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２２３０１５９涉及在制备治疗小儿反复性呼
吸道感染药物中的应用等。

其中，２０１４１０２１７３６５Ｘ与抗击冠状病毒比较相
关，为该中药组合物在制备抗中东新型冠状病毒药

物中的应用，该申请目前为待审状态。

由上可见，其专利申请保护模式是首先请求保

护产品专利，然后再逐步申请产品的新用途、制备方

法、检测方法等专利，以期延长产品的保护期和扩大

产品的保护力度，这种构建专利网的模式值得借鉴。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１５７８３５９是曲敬来等几位深圳市中
医院呼吸科医生作为发明人的专利，其授权的核心

产品权利要求为一种治疗呼吸道病毒感染性疾病的

中药组合物，其原料药为：紫苏叶、紫菀、柴胡、荆芥

穗、牛蒡子、杏仁、甘草。原始权利要求虽然指出临

床上可用于治疗或预防由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

病毒、鼻病毒、冠状病毒等所导致的呼吸道病毒感染

性疾病，但说明书仅给出了针对甲型和乙型流感病

毒、鼻病毒等感染的临床或药效学具体实验，没有给

出针对冠状病毒的具体实验证据，故治疗冠状病毒

感染方面得不到支持。该中药组合物的用药特点

为：紫苏为君，紫菀、柴胡、荆芥穗、牛鼻子和杏仁为

臣药和佐药，甘草调和诸药，共同清热宣肺，止咳平

喘。并进一步指出可加入法半夏、紫苏子用于痰浊

阻肺，肺气不降；黄芩、桑白皮用于痰浊日久化火；麻

黄、防风用于风寒外袭肺气不宣，并借此形成了３项
从属权利要求。本专利的技术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中医药用药的特点，即在基本方的基础上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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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特点加味变化，从而形成多项从属权利要求，以

扩大专利的保护范围。该专利目前保持有效。专利

权人是深圳市齐旺投资有限公司，而非深圳市中医

院或曲敬来等几位医生个人，有利于市场化的投资

运作。这也提示在未来的治疗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知识产
权成果保护过程中，要注重知识产权成果的转化，积

极促进科研成果成为产品上市。

上述两件组合物专利分别以连翘和紫苏为君

药，治疗原则也有清解内火和清热宣肺的侧重不同，

佐使药前者为清肺泄热、扶正，后者为止咳平喘。这

体现了中医临床治疗过程中需要根据临床证的变化

而基于辨证结果相应调整方剂，也充分体现了中医

在治疗疾病中的灵活性和整体性。

３５２　提取物专利　借助化学方法提取精制中药
原料并获得相应的提取物是中药研究的重要手段，

已被国内和国外的研究人员广泛使用，而且涉及抗

冠状病毒的提取物专利中国外申请人相对较多。

韩国生命工学研究院的 ＺＬ２００６８００５１７２８０涉
及从鱼腥草提取和分离得到槲皮素７鼠李糖苷的方
法和相关的抗病毒组合物，说明书通过体外实验表

明所述槲皮素７鼠李糖苷具有抗冠状病毒活性。该
专利目前保持有效。它是在现有技术已知鱼腥草提

取物具有针对冠状病毒的抗病毒活性的基础上，进

一步开发研究的成果。这是中药领域较为常用的新

产品开发模式之一，即在某种确定具有疗效的原料

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取精制，并筛选出更为精准的

有效部位或化合物。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拉玛特有限公司的

ＺＬ２００４８００３８７８１８涉及一种肉桂的抗病毒提取物，
提取方法为：１）将肉桂研磨成粉末并将其拌入
００１～００２ｍｏｌ／Ｌ的 ｐＨ值为７０的水性磷酸盐缓
冲液中以获得溶液；２）将所述溶液离心并分离上清
液以获得中和粗提物 ＣＥ；３）用０１５ｍｏｌ／ＬＫＣｌ或
００８ｍｏｌ／ＬＭｇＣｌ２沉淀所述粗提物中的活性成分。
说明书虽然指出其具有抗流感病毒 Ａ、冠状病毒等
包膜病毒的活性，但仅对流感病毒Ａ、副流感病毒和
ＨＳＶ病毒进行了具体实验验证，并未证实对冠状病
毒有效。该专利目前已经于２０１９年终止。在中药
领域中很多情况下由于提取物的成分和组成尚未完

全清楚，使用制备方法限定的方式定义提取物是较

为常见的一种保护方式。

国内申请人也开展了提取物抗冠状病毒的大量

研究，其中ＺＬ０３１３１５０５４涉及野马追及其提取物在
制备预防治疗 ＳＡＲＳ的药物的用途，其通过体外实

验证明对ＳＡＲＳ冠状病毒有抑制作用，２００６年授权，
２００８年因未缴纳年费终止。ＺＬ０３１２６９１８４涉及千
金藤素在制备抗 ＳＡＲＳ病毒药物中的应用，其通过
体外实验证明有抗 ＳＡＲＳ病毒作用，并通过临床实
验证明有治疗效果，２００５年授权，２００９年因未缴纳
年费终止。ＺＬ０３１２９１２７９涉及由穿心莲提取的穿
心莲内酯及其衍生物在制备抗 ＳＡＲＳ病毒药物中的
应用，其通过体外实验证明有抗 ＳＡＲＳ病毒作用，
２００４年 授 权，２０１３年 因 未 缴 纳 年 费 终 止。
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４０２７１６涉及大黄素在制备用于抗 ＳＡＲＳ
病毒药物中的应用，其通过体外实验证明有抗ＳＡＲＳ
冠状病毒作用，２０１０年授权，２０１２年因未缴纳年费
终止。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２６５４８６０涉及一种从艾叶提取得
到的西米杜鹃醇在制备治疗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上呼

吸道感染的药物中的应用，其通过体外实验证明有

抗冠状病毒感染作用，２０１９年授权，目前专利有效。
在制备提取物的过程中，通过提取精制既可以

去除杂质，得到活性更高的有效成分，利于制剂加工

和质量控制，也可能筛选到具体有效部位或化合物，

进而开展进一步的改性、结构修饰等研究。研究中

发现的新的提取方法、有效部位、化合物和提取物的

新治疗用途等技术方案等均可寻求专利保护。

３５３　制药用途专利　在已有产品的基础上开发
新的制药用途，既能拓宽产品的市场范围，也能延长

产品的生命周期。

饶子和院士作为发明人申请了４件有关冠状病
毒治疗的专利申请，其中 ＺＬ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５７５４７涉及一
种冠状病毒主蛋白酶抑制剂的筛选方法，以及从鄂

西香茶菜中筛选到的二萜类天然产物抑制剂的制备

用于治疗或预防ＳＡＲＳ冠状病毒感染的药物中的用
途。该专利目前有效。公开号为 ＣＮ１０３１５６９２１Ａ
（视撤）、ＣＮ１０３１５６９０２Ａ（驳回）的专利申请和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４１４８５１７分别涉及五味子、雷公藤或冬葵
子３种中药及其提取物在预防或治疗 ＳＡＲＳ冠状病
毒感染中的应用，同样是利用了冠状病毒主蛋白酶

抑制剂的筛选方法。这４件专利申请属于相关的系
列申请，是基于相同的筛选方法得到的几种来源于

不同原料药的活性部位的制药用途。这种研究开发

模式具有借鉴意义。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 ＺＬ０３１４７７４５３涉及灯盏细
辛制剂在制备用于治疗由变异冠状病毒及其他肺损

害引起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ＡＲＤＳ）的药物中的
应用。说明书通过动物药效学实验证实，灯盏细辛

制剂显示能减轻 ＡＲＤＳ肺间质的病理损害，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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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脏的气体弥散交换能力，改善低血氧分压状态，并

显著提高血氧饱和度，从而发挥抗 ＡＲＤＳ的作用。
灯盏细辛制剂已上市多年，专利权人通过发掘新的

制药用途加以专利保护，赋予产品新的保护周期是

可行的研究开发模式。但该专利于２０１２年已终止，
原因可能是该专利没有进行市场化的授权、转让或

成果转化。

制药用途专利，既可以是申请人基于自有药物

品种进一步拓展新用途的技术方案，也可以是申请

人基于他人市售产品进一步研究开发新用途的研究

结果，还可以是基于已公开的非上市产品进一步开

发治疗用途的成果。这些“老药新用”的创新方式

是药物领域重要的开发思路。

４　小结和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知，在 ２００３年 ＳＡＲＳ疫情之后，

由于中药在 ＳＡＲＳ治疗中的卓越表现，国内外均加
大了中医药对冠状病毒治疗的研究，特别是韩国生

命工学研究院的申请量远大于国内申请人，它们研

发的技术路线和思路等都值得借鉴参考。在专利保

护方面，主要的类型有组合物、提取物和制药用途等

方面，其中组合物类型最多。

中药组合物方面，连花清瘟制剂获得了产品专

利以及用于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和人禽流感等制药
用途专利，并且其用于中东新型冠状病毒的制药用

途申请正在待审，基于连花清瘟制剂临床治疗中在

抗冠状病毒和抗炎、止咳等方面的良好作用，连花清

瘟胶囊（颗粒）也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

方案》（第六版）收录为推荐中成药。

提取物方面，多件专利从中药材中进行相关药

物筛选和开发，得到了多种防治 ＳＡＲＳ冠状病毒的
提取物，并且获得了专利保护。研发人员可以此为

基础进一步筛选抗击新冠病毒的有效药物。

在本次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国家卫健委等

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第六

版）中给出了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中医辨证分型以及具体
治疗方和推荐中成药，例如“清肺排毒汤”等，并推

荐了藿香正气胶囊（丸、水、口服液）、金花清感颗

粒、连花清瘟胶囊（颗粒）、疏风解毒胶囊（颗粒）、防

风通圣丸（颗粒）等中成药。对于上述组方和中成

药是否可以进行专利保护，建议主要从２个方面考
量，１）对于原料药和／或用量配比关系没有完全公开
的中药复方，或者在临床中对已知方进行加减变化

或联合用药过程中发现的新有效组方，可以先行申

请组合物产品专利和制药用途专利；２）对于已知方
或者单味药，可以进一步寻找其有效部位或有效成

分，或发掘新的适应证，并及时加以专利保护。中医

药的生命力在于临床价值和效果，同样，在产品和制

药用途发明专利申请中，说明书中记载充分详实和

科学可信的证明药效的实验数据也是必不可少的。

中医药在此次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发挥自身独特优势，疗效显著，彰显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建议科研人员充分利用专利文献尤其是授权专

利中公开的信息，充分挖掘中医药的创新成果，努力

找到能够有助于 ＣＯＶＩＤ１９患者缩短病程、减轻症
状、尽快痊愈的有效药物和方法，以及预防冠状病毒

再次大规模爆发的有效方法，并注重将创新成果加

以知识产权保护。希望本文能为科研人员赋能，加

速研发进程，早日战胜新冠病毒。

本文成文仓促、水平有限，如有错漏之处请各位

读者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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