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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专利导航项目概述

1.1项目背景

为了贯彻落实《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三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三亚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中央 12

号和 8 号文件精神，以及海南省委省政府关于海洋工作部署和要求，以服务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核心，构建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积极推进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受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委托，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专利导航服

务基地聚焦三亚市重点关注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开展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研究。

通过政策信息、产业数据、专利数据分析，实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专利导航分析

工作，通过技术发展趋势分析、国内外主要企业竞争力分析、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集聚情况及技术发展状况等多维度的分析手段，总结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的特点，明晰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产业发展定位，从产业结构优化、企

业培育与引进、人才培养与引进、技术合作与运营等角度，为三亚市海洋生物医

药产业的发展提供方向指引和决策建议参考，提升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创新

驱动发展的成效，努力开创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2研究对象

海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随着海洋战略地位的日益突出，海洋

经济已成为沿海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的竞争热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海洋经济

的重要一环，也逐渐展示出其强有力的竞争态势。海洋高压、高盐、低温和寡营

养的水体环境造就特有的海洋生物和基因资源，孕育结构独特和活性多样的海洋

天然产物，使海洋成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海洋生物医药行业

上游为各类海洋生物毒素和其他海洋活性化合物；中游为海洋中药、海洋生物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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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化学药和海洋保健品等；下游为海洋生物医药的应用场景，包括医疗机构、

健康服务机构、第三方实验室和药店等。

随着海洋产业技术的不断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体系的内涵日益丰富，结

合学者与国家标准定义1-2，本报告中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是指以海洋生物为原料

或提取有效成分，进一步加工制造海洋中药、生物药、化学药和保健品的生产加

工及制造活动，广泛应用于现代新药物的研制和合成。具体包括表 1-1 中的技术

分支。

表 1-1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分解表

一级技术分支 二级技术分支 三级技术分支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中药
中药饮片加工

中成药生产

生物药

抗体

疫苗

血液制品

细胞治疗

基因治疗

化学药
原料药

制剂

保健品 保健品

根据上述海洋生物医药技术分解表，项目组根据每个技术分支的特点，结合

实际情况，综合运用“总-分”和“分-总”的检索策略。比如：

对于二级技术“生物药”，利用“分-总”的检索策略，分别检索其三级技术抗体、

疫苗、血液制品、细胞治疗、基因治疗，三级技术的检索结果的总和即为二级技

术“生物药”的检索结果。

总的来说，对海洋生物医药进行检索时，“分-总”的检索策略运用较多。

构建海洋生物医药的检索式时，用到的分类号主要见下表：

表 1-2 部分国际专利分类号

1 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T20794-2021）.
2 张荧楠. 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相关研究综述[A]. 韩立民.2019 中国海洋经济论坛论文集[C].北京:海洋出
版社, 2019:65-70



- 3 -

部 大类 小类 主组 描述

A 61 K / 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

A 61 K 9 以特殊物理形状为特征的医药配制品

A 61 K 33 含无机有效成分的医用配制品

A 61 K 35 含有其有不明结构的原材料或其反应产物的医用配制品

A 61 K 38 含肽的医药配制品

A 61 K 39 含有抗原或抗体的医药配制品

A 61 K 45
在A61K31/00 至A61K41/00各组中不包含的含有效成分的

医用配制品

A 61 K 47
以所用的非有效成分为特征的医用配制品，例如载体或惰

性添加剂；化学键合到有效成分的靶向剂或改性剂

A 61 K 49 体内试验用的配制品

A 61 K 51 用于治疗或体内测试用的含有放射性物质的配制品

A 61 P / 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

A 61 P 35 抗肿瘤药

A 23 L 33 改变食品的营养性质；营养制品；其制备或处理

C 07 K 16 免疫球蛋白，例如，单克隆或多克隆抗体

C 07 K 14
具有多于 20 个氨基酸的肽；促胃液素；生长激素释放抑

制因子；促黑激素；其衍生物

C 12 N 15
突变或遗传工程；遗传工程涉及的 DNA 或 RNA，载体（如

质粒）或其分离、制备或纯化；所使用的宿主

C 12 N 5
未分化的人类、动物或植物细胞，如细胞系；组织；它们

的培养或维持；其培养基

C 12 N 9 酶，如连接酶；酶原；其组合物

C 12 P 21 肽或蛋白质的制备（单细胞蛋白质入 C12N1/00）

C 12 Q 1
包含酶、核酸或微生物的测定或检验方法；其组合物；这

种组合物的制备方法

C 40 B 30 筛选化合物库的方法

G 01 N 33
利用不包括在 G01N1/00 至 G01N31/00 组中的特殊方法来

研究或分析材料

1.3技术研究方法

1.3.1专利文献检索

检索工具

检索数据库选择：壹专利检索分析数据库（以下简称“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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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专利是由奥凯公司开发的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检索分析数据库，结合

了公司20 余年线下专利检索经验和国内外数据库的技术特点和优势，定位于服

务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旨在为高校、科研院所、政府、企业以及专业知识

产权服务机构提供简单、精准、高效的专利情报检索和分析工具。

壹专利收录了包括中国、美国、欧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本等 105个国

家、地区和组织的超 1.5亿条专利数据，并实现每周两次的数据更新。壹专利相

对于传统专利数据库的最大区别在于彻底打通专利数据检索和专利数据可视化

的操作壁垒，实现大数据分析动态变化和实时追踪的新型网络关系，可方便快捷

地实现专利导航研究中各维度数据的统计、标引与分析。

检索策略

本报告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主要采用了以下检索策略：

（1）采用分总式的检索策略：分别针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各技术分支开

展专利检索，基于各技术分支的技术主题特点，构建由关键词和/或分类号组成

的检索式，同时基于企业调研和人工阅读筛选后敲定的噪音关键词进行去噪。

各技术分支检索完成后，合并各数据集即可得到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总体专

利数据集合。

（2）检索要素的使用：在检索初期，整理了各技术分支相关的国际专利分

类号（IPC分类）和国民经济分类号，以及各技术分支不同的关键词表达，其中

包括了用于去噪的分类号和关键词。

总体来说，国内外专利检索均以关键词表达为主，辅以分类号去噪。检索截

止日期为：2023年 4 月 30 日前（包括本日）公开的全球专利文献，然后针对特

定部分，通过人工阅读筛选的方式，对检索结果进行数据清洗，将清洗处理后的

数据作为最终分析的样本数据。

1.3.2专利文献的去噪

检索过程中无疑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噪音，本项目专利文献的检索过程主要是

利用关键词，因此噪音也来源于关键词。基于对噪音来源及类型的分析，主要的

去噪方式包括：1）利用分类号去噪，对检索的结果直接用较大范围的分类号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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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限制；2）利用噪声关键词去噪，在后续筛选、清洗数据的过程中还会发

现少量的噪音文献，通过阅读专利文本，选取关键词去除干扰噪音。

去除噪音的步骤可归纳为以下几步：

①按照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的顺序，利用分类号去噪；

②确定去除的关键词或者特殊字符，在检索结果中进行噪音去除；

③浏览去除的文献，评估去除噪音的效果，如果去除的文献中含有较多与技

术主题相关的文献，则需要调整优化去噪检索式；对于去噪效果比较好的检索式，

检查结果中的误删文献，筛选关键词将此类误删专利文献检索出来，重新加入到

最终去噪后的检索结果中，作为目标文献；

④针对调整后的去噪检索式持续重复步骤③, 进行去噪检验工作，直至达到

满意的去噪效果。

1.3.3分析方法

本项目采用定性、定量分析以及拟定量分析方法。

定性分析：是指通过对专利文献内在特征（如说明书、权利要求书等内容），

即对专利技术内容进行归纳和整理，了解和分析某一技术发展状况。

定量分析：是通过对专利文献的著录项目等固定特征如申请日期、申请人、

发明人、分类号、申请国家、法律状态等进行数理统计分析。

拟定量分析：是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

如对专利价值评估等均属于拟定量分析。

通过结合使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以及拟定量分析，将专利文献中的著录信

息以也就是将外表特征及专利文献的内容特征结合，达到较好的分析效果。

1.4相关事项约定及术语解释

专利申请量/专利申请公开量（Patent Application）：报告期内各申请主体

向专利行政部门提出专利申请被受理/被公开的件数，考虑本报告研究产业的技

术特点，本报告的专利数据不包含外观设计专利，因此，本报告中指发明专利申

请量、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之和，不包括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

专利授权量（Patent Grant）：报告期内由专利行政部门授予专利权的件数，

本报告包括发明、实用新型两种专利授权数的总和，不包括外观设计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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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专利同族（Simple Patent Family）：同一个技术在不同国家申请授权

过程会产生不同文本，这些文本统称为一个专利同族，其中拥有完全一致优先权

的定义为一个简单专利同族。从技术角度来看，属于同一专利族的多件专利申请

可视为同一项技术。壹专利以欧洲专利局中 DOCDB 简单专利同族作为判断的基

础，同时奥凯专利大数据中心以此标准对数据进行规整和标引，得到更为精准的

同族结果。

专利技术来源国（Location）：即专利发明人的所属国或地区。

专利技术应用国（Source Jurisdiction）：即专利申请的国家或地区。

专利价值度（Patent Values）：专利价值度是壹专利从专利质量、技术性、

经济性、发展前景四个维度对专利的价值进行评估后得到的数值。

核心专利：指利用壹专利中的专利价值度指标，筛选得到的专利价值度≥70

的专利。

专利数量单位（件、组）：“件”在本报告中指经过申请号合并后的专利（申

请）件数；“组”在本报告中指经过简单同族合并后的专利（申请）组数。

国际专利分类（IPC）：中文名称《国际专利分类表》根据 1971年签订的

《国际专利分类斯特拉斯堡协定》编制的，是目前唯一国际通用的专利文献分类

和检索工具。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CIC）：采用经济活动的同质性原则划分国民经济行业。

即每一个行业类别按照同一种经济活动的性质划分，而不是依据编制、会计制度

或部门管理等划分。

近期数据不完整性原因：在本报告所采集的数据中，由于下列多种原因导致

了自2022 年以及之后的专利申请的数据量统计是不完全的，如：发明专利通常

自申请日（有优先权的，自优先权日）起 18个月（要求提前公布的申请除外）

才能被公布；PCT 申请通常自优先权日起 30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才进入国家

阶段，从而导致与之相对的国家公布时间更晚等。因此，本报告中所有涉及 2022

年、2023年的专利数据及其变化趋势并不代表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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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2.1全球市场情况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具有悠久的历史，自从上世纪 50年代开始，全球各国开

始重视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断投入巨资开发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推动了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化速度不断加快，逐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据估计，

全球共有 122项海洋药物，可作药用的海洋生物达 1000余种3。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具有以下显著特点4：（1）高技术。海洋药用生物的探索

与采集需要高新设备的支持，研发过程需要多学科人才的合作，对技术的高要求

贯彻产业发展的始终。（2）高投入。从海洋药用生物的采集到产品的研发与生

产，该过程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通常一类新型海洋生物医药产品，从研发到转

化为产品往往需要 3-5 亿美元的投入。（3）高风险。对于新药的投资涵盖了研

发、制造和销售的整个链条，而产品上市后的市场反应、大众的认可度等未知性，

也增加了产业的风险。（4）高回报。相对应于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高风险，产

品成功上市后具有高回报率，通常上市 2-3 年后就能收回投资成本。（5）产品

研发周期长。海洋生物医药产品从研发到生产，除了需要漫长的周期以外，还需

进行严格的审批才能上市，进一步延长了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化的时间。

1、市场规模

2020年末，全球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市场规模达 220亿美元，较 2019年的 200

亿美元相比增加了20亿美元左右，同比增长 10%，2021年全球市场规模增长至

235亿美元，与上年末相比增加了 15亿美元，同比增长 6.8%，随着全球各国开

始逐步重视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初步预计到 2025年全球海洋生物医药

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350亿美元以上5。

3 毛振鹏. 加快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路径探析与战略选择[C]. Proceedings of the 2019 中国海洋经
济论坛, 2019
4 巫欢. 广西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力研究[D]. 广西大学，2022
5 北京研精毕智. 2023 年全球及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现状及前景分析.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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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全球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市场规模

2、市场需求

随着全球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关生物技术水平也在持续提高，全球海洋

生物医药市场迎来了较快的发展，在全球市场需求量方面，2016-2020年，全球

海洋生物医药市场需求量由606 万吨增长至 755 万吨，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6.2%，

2021年全球市场需求量达到 770 万吨左右，同比增长 2%5。

图 2-2 全球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市场需求量

3、区域分布

目前，全球的海洋生物医药市场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其中

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国内市场，海洋生物医药

的发展还相对较为落后，且产品研发和生产技术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世界各国已从海葵等海洋动物、微生物中分离出2 万多个新化合物，全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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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生物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海洋药物研发突飞猛进。全球际已上市海洋药物有头

孢菌素、阿糖胞苷 A等 8种药物，还有 10余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截至 2022

年 12月6，国际上有 10个海洋药物被 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 EMEA

（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用于抗肿瘤、抗病毒及镇痛等，20个海洋药物在进行Ⅰ

到Ⅲ期临床研究，1400个处于临床前系统研究。

从全球海洋生物医药核心市场来看，中国是最主要的分布地区之一，市场增

速明显，截至 2021年末，中国海洋生物医药市场占全球约 25%的市场份额，同

期美国市场份额占比为 19%，日本市场占据约 15%的份额，在行业生产技术和

产业政策双重驱动之下，未来全球海洋生物医药市场将迎来发展机遇。

图 2-3 全球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市场份额占比

2.2 中国市场情况

1、市场规模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已经从沿海、浅海延伸到深海和极地，特别是

海洋生物活性先导化合物的发现、海洋生物中代谢产物的结构多样性研究、海洋

生物基因功能及其技术、海洋药物研发等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关注，很多研究成

果申请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国际专利。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呈

现出快速发展态势，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海洋生物医药研发力度

不断加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增加值由 2013年的 224亿元增长至 2021年的

6 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 2022-2026 年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市场全景调研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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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亿元7，是增长较快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预测 2023年中国海洋生物医药

增加值将达 800亿元。

图 2-4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增加值及增速

2、市场需求

目前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数量庞大，对医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同

时对医药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海洋生物由于具有独特的营养价值，含有多种

生物活性物质，能有效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促进细胞代谢、抗癌防癌、保

护体内细胞的正常功能、延缓脑的衰老。此外，作为在国际上 20世纪 40年代开

始发展的新兴产业，据预测，目前仍有 90.4%-92.6%的海洋生物来源的化合物尚

未被发现，海洋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药物资源宝库。在此背景下，叠加政

策加持因素，我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将会迎来一个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海洋生

物医药产业 2018-2022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12.37%，产业增加值在 2022年将达

到 700亿元 6。而从海洋生物医药需求量上来看，2021我国对海洋生物医药的需

求量可达 246.6 万吨。

7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 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 201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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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市场需求及预测

3、区域格局

目前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主要集中于部分发达沿海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

逐步形成了以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六个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据统计，2021年山东省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达 160亿元，占比 26.7%，位

列全国首位；其次是浙江和江苏省的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 95亿元和70亿元，占

比 19.2%和 14.1%，此外其他省份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之和为 198亿元，

合计占比 40%8。

山东省凭借丰富的海洋资源、扎实的产业基础和多重战略叠加的优势，在海

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上成效显著。从全国范围看，山东省聚集了 80%以上的海洋

药物研究资源和力量，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产值超过 200亿元。2022年山东省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 173亿元9，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连续 3年排名全

国第一。以正大制药、黄海制药、明月海藻、东诚药业等为代表的海洋药物、海

洋新材料和海洋功能食品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快速发展，青岛、烟台、威海和日

照等城市已形成多个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了包括海洋创新药物、海

洋生物医用材料、海洋功能食品、海洋生物酶制剂、海洋化妆品和海洋生物农用

制品在内的产业体系。

8 北京研精毕智.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竞争格局及重点厂商研究，2022
9 山东省海洋局. 2022 年山东省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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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国内主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情况

省份
产业增加值

（年度）
特征 发展重点

山东 173 亿元（2022） 集聚大部分资源，创新药物研发

成效显著

构建全面产品体系。加速产学

研融合推动成果转化

浙江 95 亿元（2021） 通过自身的产业基础向海洋生

物医药延伸

培育龙头。通过金融服务推进

企业做大做强

江苏 76 亿元（2022） 海洋中药和贝类利用成果突出

推动产业化布局，加强药物研

发和保健品、功能食品等高附

加值产品开发

福建 41 亿元（2020） 研发和成果转化不断加速
各细分领域全部布局，加速产

业集聚

广东 58 亿元（2021）
科研优势和产业化能力较强。生

物资源挖掘、药物研发和健康产

品开发成果显著

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

洋生物技术，支持进口替代

广西 5 亿元（2021） 规模较小。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重点开发具有区域特色和市

场前景的海洋生物制品

在产品方面，山东省海洋药物品种包括化学药制剂、中成药和药用辅料，据

初步统计涉及 31个品种10，其中化学药制剂 11种，中成药 16种，药用辅料 4

种，优势品种包括藻酸双酯纳片、多烯酸乙酯软胶囊、鱼肝油、海藻酸等，形成

以海洋糖类药物为特色的产品体系。在科研创新方面，山东省相继建立了以中国

海洋大学国家海洋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

海洋创新药物筛选与评价平台、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等为代表的一批创新平

台，逐步完善产学研一体的海洋生物医药研发体系。

浙江省生物医药产业基础雄厚，但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在整个医药工业中所占

的份额较小。近年来，浙江加快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园建设，在宁波、舟山、温州、

台州等城市均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同时逐步加强科研和成

果转化，搭建了海洋高科技成果公共中试车间、浙江海洋学院生物种质资源发掘

利用浙江省工程实验室等一批创新平台，海洋功能食品和海洋药物的研发生产能

力初具规模。目前浙江省已形成了以诚意药业、杭康药业为代表的一批海洋生物

医药企业，产品包括海洋中成药、海洋保健功能食品、海洋生物制品等。

江苏省生物医药产业发达，自 90年代末期开始就已不断开发新药、原料药、

功能食品等海洋生物医药产品，2022年，江苏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 76亿

元，同比增长 10.9%11。近 20年来，江苏省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科研投入持续

10 杭州费尔斯通科技.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专题报告，2022
11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2022 年江苏省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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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建设了一批重点实验室和创新平台，通过高校、科研机构和医药企业的产

学研合作开发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生物医药产品，并依托企业对市场需

求的把握，共同推进海洋生物医药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江苏省已形成了具

有特色的发展模式和产业方向，在海洋中药的研究与开发、贝类藻类的综合利用

方面卓有成效，形成了双林海洋生物药业、苏中药业等一批海洋生物医药企业。

4、企业数量

虽然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阶段相对较晚，但是随着国家重视程度的不

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行业的发展速度，近几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企业数

量也在持续上升，截止到 2023年 4 月，通过企查查检索，国内海洋生物医药企

业数量达到 1800家以上，其中广东省、山东省和江苏省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多，

分别达到了 567家、219家和 183 家。

未来，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将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趋势。随着人们对健康保

健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传统药品研发的难度加大，海洋生物医药的优势将得到

更加广泛的认可和关注。同时，海洋生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掘

和挖掘，人类将会不断从海洋中发掘出更多的有价值的活性物质，并开发出更多

的医疗保健产品。

2.3重点国家政策现状

1、美国

早在 1960年，美国就举办了海洋天然产物的生物化学与药物学研讨会，1967

年在联邦卫生研究院设立了国家海洋医学和药理学研究所，指导和支持全国海洋

药物研究。美国还组建了一批研发中心，其中以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海洋生物技

术中心、UCSD海洋生物技术和环境中心、康涅狄格大学海洋生物技术中心为代

表世界一流研发中心。美国在海洋生物技术的基础学科方面，主要以人才的培养

与储备为重点，从历年的科技人力资源统计结果来看，博士学位获得者中获生命

科学博士学位的人数在所有基础学科中位居前列。

美国制定了《Biotechnology Future Investment and Expansion Bill》和《State

Biotechnology Motion》来提升企业研究和投资生物技术的积极性，刺激联邦和各

州生物制药技术产业发展。在联邦和州有关法案体现对生物医药发展的偏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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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海洋生物医药技术企业在内的生物高技术企业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为产业

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与保障。在使用资金方面，用于海洋生物药物开发研究

的经费每年至少达到 1亿美元，海洋药物在资金使用方面每年的增长幅度已达

11%以上12，而且政府对其资金投入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2、欧盟

作为最早研究海洋生物医药地区之一的欧盟，以英、法、德、意、西等国为

典型，在海洋天然产物研究领域上一直处在世界翘楚的地位。欧盟重视国家之间

产业资源与产业信息的共享，曾制定了“强强联合”战略，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和

较丰硕的成果，欧盟在 20世纪 80年代末期制定了海洋科学和技术(MAST)计划，

该计划重点资助的项目是海洋生物资源中新药的寻找与探索。参与并承担该课题

的成员包括欧洲 8个国家中的 19个世界上比较有名的海洋生物科研机构，研究

资源与成果为参与的各个机构共享。自 20世纪 90年代伊始，已连续 3 次获得了

MAST计划的大额度资助。该机构打破了国家界限，由 Pharma Mar S.A 公司牵

头，负责整个项目的组织、规划、协调和实施，课题组成员可以在世界各大海域

采集海洋生物材料，并根据各研究机松的特征进行分工合作， 自 1992年以来，

已取得了异常丰硕且重要的科研成果。

基于国家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与保障，欧盟各国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不断得到

提升与发展，在世界上已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政策上，欧盟针对生物医药制定了《The legal protection of biotechnological

inventions》和《Life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Strategy to European》，并在第六

个科研计划中把生物医药的发展放到了首要位置。欧盟各国根据本国实际，对海

洋生物产业制定了各种规划与保障措施，为欧盟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保驾护

航。以英国为例，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开始的时候，就成立了“生物技术协调指

导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刺激各机构加大对生物技术开发研究的投资。

在 2009年 5 月颁布的《Build Britain future》中提出将加大力度发展生物产业、

生命科学。

资金上，欧盟在海洋生物产业方面的资金投放也是不遗余力，其中每年投资

干海洋药物开发研究的费用在海洋科学核心技术计划中竟高达 1亿多美元。2012

12 裴海龙.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业：国外经验及其启示[J]. 商，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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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欧盟提供了巨额的科学研究经费，重点资助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探寻用干

工业产品生产的海洋生物研究和如何提高培养海洋微生物效率的研究。在 2010

年初创立了2亿英镑的创新投资基金，部分用于海洋生物医药业。

3、日本

日本最初在海洋生物医药业落后于美国及欧盟。为了改变落后的局面，日本

积极提供各种保障政策和资金，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建立各

种形式的产集群，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园。其中多是以大学、国立及公立研究机

构等为中心，并以相关研究机构、研究开发型企业等为构成单位建立起来的知识

密集型基地，强化专利服务机构建设，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与产业化发展。这一

建立有效的促进了海洋生物医药业的发展，使日本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位居世界

前列。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日本就设立了海洋生物技术研究院，并一共投资了

10亿日元的资金，建成了两个较为先进的药物实验室。 目前， 日本海洋生物技

术研究院与日本海洋科学和技术中心平均每年在海洋药物开发研究方面所花费

的资金超过了 1亿美元，为日本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保障。

2.4 中国政策现状

为了促进我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我国先后推出多项鼓励、支持政策。

例如《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在海洋生物医药方面，要求大力发展

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生物制品、海洋生物材料，重点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市

场前景广阔的、健康安全的海洋创新药物，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用法的现代海洋中

药产品。

2016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印发《“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为我

国相关产业的后续发展方向与节奏定下基调。在海洋生物医药方面，支持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市场前景广阔的海洋创新药物，构建海洋生物医药中高端产业链;

开发绿色、安全、高效的新型海洋生物功能制品。

2018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华诗先生倡导发起了中国“蓝色药库”开发计划，

提出在全球近 80年海洋药物研发经验与成果基础上，以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崛起

为目标，以海洋新药产品创制为导向，汇聚国际一流水平的海洋药物研发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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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对海洋药用生物资源进行系统、全面、有序开发的海洋资源深度开发计划，

开启了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新篇章。

为进一步推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国在多项规划中对其发展提出目标，

同时进行政策上的鼓励支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

出“拓展蓝色经济空间”的战略部署，对“十三五”时期海洋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此外，《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十三五”海洋领域科技

创新专项规划》《山东省“十三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江苏省海洋主体功能区

规划》《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青岛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规

划》等一系列规划、政策，不同地区纷纷提出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目标和具体

举措，大力支持行业发展。随着蓝色经济热潮的兴起，沿海各省纷纷加大了对海

洋生物医药行业的投入，初步形成了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 6

个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

表 2-2 中国部分海洋生物医药相关政策概况

时间 发布机构 政策名称 主要相关内容

2016 年 12 月
国家发展改

革委

《“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

划》（发改高技[2016]2665 号）

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前景广阔

的海洋创新药物，构建海洋生物医药中

高端产业链；开发绿色、安全、高效的

新型海洋生物功能制品。

2017 年 5 月

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

海洋局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
三 五 ”规划 》 （发改地 区

〔2017〕861 号）

重点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前景

广阔的、健康安全的海洋创新药物，开

发具有民族特色用法的现代海洋中药

产品。开发绿色、安全、高效的新型海

洋生物功能制品。在具备海洋生物技术

研发优势和生物产业发展基础的城市，

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战略联盟。

2017 年 5 月

科 技 部、

国 土 资 源

部、海 洋

局

《“十三五”海洋领域科技

创新专项规划》 （国科发社

〔2017〕129 号）

创新海洋药物与高端生物制品研究与

开发、创制一批高端海洋生物产品，培

育与壮大海洋生物战略性新兴产业：创

新海洋药物的研究与开发：高端海洋生

物制品(生物酶、生物材料、生物疫苗、

生物农药等)的研究与开发；海洋生物

产品产业化基地的建设与示范。

2018 年 7 月 自然资源部

《自然资源部 中国工商银行

关于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 （ 自然资发

〔2018〕63 号）

提出加强对重点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

金融支持，结合不同区域海洋经济发展

特点，综合利用多种金融手段，积极支

持北部、东部、南部三大海洋经济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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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发布机构 政策名称 主要相关内容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海洋产业、

涉海企业及项目的建设和发展。

2019 年 11 月 国务院

《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2019 年第 35
号）

加快发展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高

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重

点领域率先突破。

2021 年 2 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国

发〔2021〕3 号）

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新材料、能源化

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

等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2021 年 3 月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积极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的
战略部署，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培

育壮大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生物技

术、新能源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 。推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创

新，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

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业，做大做强生

物经济。

2022 年 1 月 国务院
《计量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国发〔2021〕37 号）

提出实施标准物质能力提升工程，加快

生命科学、生物医药、环境监测、食品

安全、自然资源、刑事司法等重点领域

的标准物质研制和应用。

2022 年 7 月

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

《“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

划》

支持医药创新领军企业加强与国家实

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等机构的合作，共同打造生物医药领

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企业牵头整合

集聚创新资源，形成跨领域、大协作、

高强度的创新基地，在重点细分领域布

局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支持建设

省级医药制造业创新中心，加强行业关

键共性技术攻关。

2022 年 5 月
国家发展改

革委

《“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

划》

稳步提升生物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提升生物医药、生物医学

工程、生物农、生物制造、生物能源、

生物环保、生物技术服务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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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海南政策现状

2019 年海南省政府与科技部、国家卫健委签署了《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成果转移转化试点示范框架协议》。海南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试点省份

之一。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一系列特色，叠加“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

果转化利好，来海南投资的医药企业将享受政策促进和产业催化带来的双重红利。

同时，海南省以海口高新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主

体，完善并提供各类试点示范基地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

为推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产业创新环境，海南省工信厅

2019年 12 月 17 日印发了《海南省生物医药产业研发券管理暂行办法》（琼工

信规〔2019〕4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2021年底，研发券政策被纳入

《海南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财政措施》（琼府办〔2021〕65 号），延续

至 2025年。《管理办法》根据产品研发及产业化的不同阶段性成果，按照以方

面给予奖励：一是临床前研究，产品获得临床批件后，给予产品注册申请人一次

性奖励，创新药奖励 200 万元、第三类医疗器械奖励 50万元；二是临床试验，

新药研发完成 I 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300 万

元、500 万元等；三是新成果产业化，获得药品批准文号并在本省产业化的药品，

按照批准文号类别分别给予 600 万元、300 万元、100 万元的奖励；四是新产品

引进，委托外地生产在本省结算的给予 50 万元补贴；五是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

致性评价，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每个奖励 200 万元，最高 300 万元；六是新产

品做大做强，对新上市品种按单个品种年销售收入情况分层次奖励 400万元、200

万元、150 万元、100 万元、50 万元等；七是产品质量标准再提升，药品和医疗

器械首次通过国际主流市场认证的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和 20 万元。

2021年 6 月，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发布《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

规划(2021-2025年)》，提出到 2025年，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海洋信息、海洋

可再生能源等新兴产业规模大幅提高，形成海洋旅游、现代海洋服务业等千亿级

海洋产业集群。积极开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创新药物研究开发，深化研究

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的提取、结构和功能，解决产品高效制备、合成和质量控制等

药源生产关键技术。重点以海南大学热带生物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医药龙头



- 19 -

骨干企业等为依托，加强海洋生物毒素研究和药物开发研究。着力解决抗体药物

制备关键技术等制约海洋生物技术药物研究开发的瓶颈技术，提升海洋生物技术

药物规模化生产能力。发挥海南特色中医药与旅游康养产业融合发展优势，深入

推进海陆结合、中西医融合特效、高效的海洋中医药药方药剂产品开发，加大对

海洋中药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开发力度。积极拓展海洋生物医用材料新领域，重

点开发止血、创伤修复、组织工程和药物缓控释等海洋生物医用材料。

2021 年 6 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海南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指

出海南自贸港现代产业技术体系聚焦数字经济、石油化工新材料、现代生物医药

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等重点环节的加快创新药物、

医疗器械和装备、诊断、康复辅具研发，合成生物、再生医学、微生物组、新型

治疗等前沿技术研发。开展重大疾病新药创制、现代生物治疗技术、特色中医药

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将海南打造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中心。

同时，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和生物资源评估、深海生命科学前沿与应用研究、

深海生物及其基因资源应用研究。开展海洋生物制药、海洋生物制品、海洋生物

保健品、深海基因等海洋生物产业技术创新。

2022 年，海南成立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出台《海南省推

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2—2025 年）》，推动海洋生物产业

发展；落实好产业扶持政策，引导医药研发创新；积极开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海洋创新药物研究，积极推动海洋药物研发生产基地项目落地实施。

表 2-3 海南省海洋生物医药相关政策概况

时间 发布机构 政策名称 主要相关内容

2021 年 6 月

海南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

厅

《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十四

五”规划(2021-2025 年)》

提出到 2025年，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

海洋信息、海洋可再生能源等新兴产业

规模大幅提高，形成海洋旅游、现代海

洋服务业等千亿级海洋产业集群。

2021 年 6 月
海南省人民

政府

《海南省“十四五”科技创新

规划》

指出海南自贸港现代产业技术体系聚

焦数字经济、石油化工新材料、现代生

物医药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海洋

生物多样性研究和生物资源评估、深海

生命科学前沿与应用研究、深海生物及

其基因资源应用研究。开展海洋生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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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发布机构 政策名称 主要相关内容

药、海洋生物制品、海洋生物保健品、

深海基因等海洋生物产业技术创新。

2021 年 7 月
海南省人民

政府

《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十四

五”发展规划》（琼府办〔2021〕
26 号）

指出，打造以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三

大未来产业为主的“3+3”高新技术产业

体系，其中的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

现代生物医药产业，且现代生物医药要

壮大海口药谷产业规模，大力发展高端

化学药、生物制药、现代中药。

2022 年 4 月

海口市科学

技术工业信

息化局

《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

化局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若干措施》

对于海口市高新技术产业“十四五”发
展规划中涉及的高端化学药制剂、生物

制品、现代中药、诊断试剂、高端医疗

器械、保健食品和特医食品等领域的企

业，对重大新药成果转移转化有重大贡

献的企业，或者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经济

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重大项目，实行“一
企一策”，签订协议给予扶持。

2022 年 7 月
海南省人民

政府

《海南省生物医药研发用物

品进口联合监管创新机制试

点工作方案》

《方案》解决了海南生物医药企业国际

注册、药品研发所需的部分研发用物品

进口受限，现行法规没有途径解决的难

题，打破了制约海南生物医药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的桎梏，同时强化研发用物品

安全监管措施，有利于防范生物安全风

险。

2023 年 1 月
海南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

《海南省生物医药产业研发

券管理暂行办法（修订）》

办法共十五条，对生物医药产业研发券

政策的定义、奖补原则、部门职责、申

报条件与程序、奖补对象方式与标准、

监督与管理、执行期限等作了全面规

定。

2.6 小结

近年来，世界海洋强国纷纷将海洋生物医药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对海

洋生物医药的研究力度持续加大，中国虽然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起步较晚，但自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开发海洋湖沼资源，创建中国蓝色药业”的目标以来，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支持“蓝色药库”开发计划的实施意见》，

《“十四五”规划》等系列政策将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从中央到地方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政策持续加码，行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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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各地区结合自身情况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探索。

随着产业持续发展，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专业化和研究队伍的组织

化水平也在提高，形成了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6个海洋生物医

药产业集聚区，相关的研究机构自沿海以至内陆地区纷纷成立，一批国家级海洋

科研院所把海洋生物医药列入了重点研究领域。可以预见，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

业的技术、人才、资本等条件将日益优化，多项科研成果也将逐步进入到产业化

阶段，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将进入规模和质量快速增长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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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专利分析

基于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调查情况，结合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专利数据，总

结分析全球和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情况及发展态势，得到近 20年全球、

中国产业专利申请发展趋势如下图所示。

图 3-1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专利申请趋势（全球）

图 3-2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专利申请趋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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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1 和 3-2 所示可知近 20 年中国在海洋中药、海洋生物药、海洋化学

药和海洋保健品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与全球趋于一致，其中中药领域在 2015 年

之前专利申请量呈现增长趋势，尤其在 2010年-2015年期间专利申请的增速迅猛，

2016 年之后逐年下降；生物药领域专利申请总体呈现稳步增长的发展态势；化

学药领域专利申请在 2003年-2010年间专利申请量波动不大，2011年-2015年专

利申请呈现较快增长的态势，2016 年之后总体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保健品领

域的专利发展趋势与中药领域的相似，只是在 2016 年后，保健品领域专利申请

下降速率低于中药领域，并且近三年保健品专利申请量大于中药领域。

全球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的专利申请总量约为 3.9 万件，分别对全球、中国、

美国、韩国、日本以及海南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专利申请量进行统计，得到表

3-1。

表 3-1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各分支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对比

通过表中表格颜色深浅可直观了解各区域及其各技术领域专利布局数量情

况，颜色越深表示专利数量越多，颜色越浅表示专利数量越少。通过纵向对比可

知全球和中国专利申请量累计较多的领域均是中药和保健品领域。通过横向可对

比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在同一领域的专利积累情况，中国在各个分支上的申

请量均高于韩国、美国和日本。

以下将对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各分支领域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3.1 中药领域专利导航分析

3.1.1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基于海洋中药领域的专利数据，分析近 20年（2003.01.01-2022.12.31）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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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类型情况：实用新型专利约占 0.1%，发明专利占比达到 99.9%，其中，

已授权的发明专利约占 18.5%。

图 3-3 海洋中药领域全球专利的类型情况

分析近 20年海洋中药领域全球以及中国的专利申请趋势，得到图 3-4。从图

中可以看出，2015 年之前，全球海洋中药领域专利申请量呈现增长趋势，尤其

在 2010年-2015年期间，中国海洋中药领域专利申请的增速迅猛；2003年-2022

年间，中国海洋中药领域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总量保持在 98%以上。

图 3-4 海洋中药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自 2016年起，全球海洋中药领域专利申请量开始急剧缩减。考虑到海洋中

药领域专利的技术方案大多基于传统药方，且业内周知该领域的非正常申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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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突出的情况，加之近年中国为推动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开展了一系列专利提质

增效工作，因此，初步推测前述缩减现象是在国家一系列专利提质增效措施的影

响和下打击形成的，也就是说，中药领域专利申请量的起伏变动，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非正常申请行为的变化导致的。为验证前述推测，继而统计中药领域专利

的法律状态，包括驳回和撤回情况。由于国外中药领域专利总量较少，对中药领

域专利总量的影响较小，因此仅分析中国中药领域专利申请的驳回和撤回情况，

得到数据如图3-5 所示。

图 3-5 海洋中药领域专利申请驳回和撤回情况

从图 3-5 的数据来看， 自 2005年开始，中国海洋中药领域专利申请的撤回

率就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2006年-2017年的撤回率保持在 38%-61%区间内，初

步推测，早在 2005 年左右，中国专利行政部门已经开始注重专利质量问题。而

在驳回数据方面，海洋中药领域专利申请的驳回率自2014年开始大幅攀升，2014

年-2020 年驳回率维持在 33%-46%区间内，2021 年为 25%，仍保持较高的驳回

率。这也意味着， 自 2014 年开始，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部门尤其是主审中

药领域专利的审查部门进一步提升了中药领域专利申请实质审查的标准。与前述

推测相对应的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分别于 2018年底、2019年初向地方通报

两批次非正常专利申请线索，被通报的非正常申请专利中92%的申请被主动撤回，

7%的申请被驳回或视为撤回，其余 1%经申请人陈述意见并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认

可后，恢复至审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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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通过统计整理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专利质量问题实施的一系列措施

即可发现，相关措施的发布时间与图3-5所反映的时间节点基本一致。例如：2004

年，首次组建了脱产的局质量检查队伍；2005 年，成立专门负责局级审查质量

管理的组织机构——审查质量控制处；2007 年，正式建立覆盖全流程、各审级

的质量评价体系，制定了《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2012年，将“专

利质量提升”列在专利战略推进工作计划的首位；2016 年，指出要“提高专利质

量效益”；2017年，修改了《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根据修改后

的文件，于2018年至2020年间对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进行了多次排查处置工作。

简单总结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历年实施的专利质量提升措施，并列入表 3-2

中：

表 3-2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质量提升措施一览表

年份 措施

2004 年 首次组建了全脱产的局质量检查队伍。

2005 年 成立专门负责局级审查质量管理的审查质量控制处。

2007 年
制定《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正式建立覆盖全流程、各审级

的质量评价体系。

2012 年

将“专利质量提升”列为当年专利战略推进工作专项计划， 旨在突出专利质量

导向，引导各方主体从关注专利数量向关注专利质量和结构转变，包括规范

地方专利资助和加强监控非正常专利申请等方面。

2013 年 制定非正常专利申请的管理办法，并建立非正常专利申请人诚信档案制度。

2014 年

大力提升专利申请质量。深入落实《关于进一步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若干意

见》，完善专利评价指标体系，每季度向各省知识产权局通报一次非正常专

利申请数量、未缴纳申请费视撤率、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率等数据。

2016 年
《“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也提出要“提高专利质量效益”，
并将“专利质量提升工程”作为重大工程之一。

2017 年

对《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进行了修改；

动态监测全国专利申请质量，加强对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的监管，建立健全

信息反馈联动机制和工作机制。优化各类专利资助政策，强化质量导向，促

进专利申请质量稳步提升。突出中国专利奖的激励和示范作用，引导高价值

核心专利产出。

2018 年
持续加强对专利申请环节的监管，严厉打击利用非正常专利申请套取资助等

行为。

2019 年 全面遏制非正常专利申请。

2020 年 对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进行排查处置。

2021 年
发布《关于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办法》，确保实现专利法鼓励真实创新活动

的立法宗旨，打击和遏制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的各类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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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海洋中药领域已撤回专利申请的申请人类型情况

统计海洋中药领域的已撤回专利申请的申请人类型情况，得到图 3-6，据图

可以直观得知：69%的已撤回专利申请是由个人申请，24%是由企业申请，也就

是说，个人申请的专利质量普遍较低。

这给海洋中药领域的创新主体一个启示和警醒：我国不仅拥有较多的海洋中

药企业和个体研发者，也拥有丰富品类的中药药材，有良好基础来重点发展海洋

中药领域，但不能盲目追求海洋中药领域的专利数量。因为本领域有相当一部分

的研究是基于古方进行创新，若盲目追求专利数量，则易激生低质量申请。

3.1.2重点国家技术控制力

图 3-7 海洋中药领域的技术来源国/地区/组织专利分布情况

根据图3-4 我们已经得知，在全球近 20 年的海洋中药领域专利申请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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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申请量占比已经超过 99%，为进一步分析海洋中药领域专利在各国/地区的

分布情况，基于海洋中药领域的专利数据，分析其全球地域分布情况，得到图

3-7（技术来源分布）和图 3-8（技术应用分布）。

结合图 3-7 可知以申请人所属国（也称技术来源国/地区/组织）统计，海洋

中药领域的技术来源国主要是中国，约占据全球中药领域专利总申请量的 99.5%，

韩国以 28 件专利申请量位居第二，专利申请量位居前五的其他 3 个国家分别是

美国、墨西哥和菲律宾。

图 3-8 海洋中药领域的技术应用国/地区/组织专利分布情况

结合图 3-8可知以专利申请的公开国（也称技术应用国/地区/组织）统计，

海洋中药领域的技术应用国主要是中国，约占据全球中药领域专利总申请量的

99.2%，韩国以 39件专利申请位居第二，专利公开量位居前五的其他 3个国家/

地区分别是美国、日本和越南。可见除中国外，国外市场的重要程度依次为韩国>

美国>日本，国内企业可优先考虑到以上国家/地区布局。

3.1.3技术研发热点方向

全球海洋中药领域专利进行技术标引后，如图3-9所示，可见海洋中药领域，

解决的技术问题中，内科病排第一，有 8885件，占 47%；其次是肿瘤，有 3268

件，占 17%；然后依次是免疫力 2038件（11%）和失眠 1237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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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海洋中药领域解决的技术问题分布情况

下面将对技术问题分布排名前三的内科病、肿瘤和免疫力进行分析：

1、中药领域内科病技术热点方向分析

图 3-10 中药内科病技术手段分布

如图3-10 展现了中药内科病问题在制备方法、药物种类以及原材料三个层

面的技术手段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在技术手段 1 即制备方法上，化学法占比最

高，然后是物理机械法，萃取法占比很小，除这三种方法之外的其他多种制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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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总和占比高于化学法；在技术手段 2 即药物种类上，组合物占比最大，然后

依次是饮片、膏剂和胶囊；在技术手段 3 即原材料上，牡蛎占比最大，然后依次

是珍珠、墨鱼、海藻、石决明。

进一步分析可知三层技术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1）技术手段 1与技术手段 2之间的对应关系：

萃取法制备的中药里，饮片数量最大，有 10件，占萃取法制备药物的 52.6%，

其次是组合物，有 5件，占 26.3%。

化学法制备的药物中，饮片数量最大，有 1221件，占化学法制备药物的 38.4%；

其次是膏剂，有 854件，占 26.8%；然后是组合物，占 19.5%。

物理机械法制备的中药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672件，占物理机械法制备

药物的 41.7%；其次是饮片，有 419件，占 26.0%；然后是膏剂，有 218件，占

13.5%。

其他类型的制备方法制得的中药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2324件，占 57.1%；

其次是饮片，有 923件，占 22.7%。

（2）技术手段 2与技术手段 3之间的对应关系

用于制备膏剂的原材料中，珍珠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牡蛎、墨鱼、海藻。

用于制备胶囊的原材料中，牡蛎占比最大，然后是珍珠、墨鱼、海藻。

用于制备饮片的原材料中，牡蛎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珍珠、海藻、墨鱼、

海马。

用于制备组合物的原材料中，牡蛎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珍珠、墨鱼、石决

明、海藻、海马。

2、中药领域肿瘤技术热点方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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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中药领域肿瘤技术手段分布

如图 3-11展现了中药肿瘤问题在制备方法、药物种类以及原材料三个层面

的技术手段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在技术手段 1 即制备方法上，化学法占比最高，

然后是物理机械法，萃取法占比很小，除这三种方法之外的其他多种制备方法的

总和占比稍低于化学法；在技术手段 2 即药物种类上，饮片占比最大，然后依次

是组合物、膏剂和胶囊；在技术手段 3及原材料上，牡蛎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

海藻、珍珠、墨鱼。因此，肿瘤问题制备技术的热点方向是化学法，制备得到的

药物的热点方向是饮片，制备药物所采用的原材料的热点方向是牡蛎。

进一步分析可知三层技术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1）技术手段 1与技术手段 2之间的对应关系：

可知萃取法制备的中药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3件，占萃取法制备药物的

60%，其次是饮片，有 2件，其他中药类型均未有专利产出。

化学法制备的中药中，饮片数量最大，有 618件，占化学法制备药物的43.6%；

其次是组合物，有 293件，占 20.7%；然后是膏剂，占 18.5%；其他类型的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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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均未超过 10%。

物理机械法制备的中药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164件，占物理机械法制备

药物的 35.7%；其次是饮片，有 157件，占 34.1%；然后是膏剂，有 66件，占

14.3%；其他类型的中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除以上制备方法之外的其他类型的制备方法制得的中药中，组合物数量最大，

有 676件，占 48.8%；其次是饮片，有 463件，占 33.4%；其他类型的中药占比

均未超过 10%。

（2）技术手段 2与技术手段 3之间的对应关系

用于制备饮片的原材料中，牡蛎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藻、珍珠、昆布、

墨鱼、海马。

用于制备组合物的原材料中，牡蛎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藻、珍珠、墨鱼、

海马。

用于制备膏剂的原材料中，牡蛎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珍珠、海藻、墨鱼。

用于制备胶囊的原材料中，牡蛎占比最大，然后是海藻、珍珠、墨鱼、海马。

3、中药领域免疫力技术热点方向分析

图 3-12 中药领域免疫力技术手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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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12 展现了中药领域免疫力问题在制备方法、药物种类以及原材料三

个层面的技术手段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在技术手段 1 即制备方法上，化学法占

比最高，然后是物理机械法，萃取法占比很小，除这三种方法之外的其他多种制

备方法的总和占比稍高于化学法；在技术手段 2 即药物种类上，组合物占比最大，

然后依次是饮片、膏剂和胶囊；在技术手段 3及原材料上，牡蛎占比最大，然后

依次是珍珠、海藻、墨鱼、虾、昆布。因此，免疫力问题制备技术的热点方向是

化学法，制备得到的药物的热点方向是组合物，制备药物所采用的原材料的热点

方向是牡蛎。

进一步分析可知三层技术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1）技术手段 1与技术手段 2之间的对应关系：

可知萃取法制备的中药中，饮片有 2件，其他类型中药有 2件，组合物有 1

件。

化学法制备的中药中，饮片数量最大，有277件，占化学法制备药物的 34.4%；

其次是膏剂，有 205件，占 25.4%；然后是组合物，有 181件，占 22.4%；其他

类型的中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物理机械法制备的中药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146件，占物理机械法制备

药物的 43.8%；其次是饮片，有 71件，占 21.3%；然后是膏剂，有 55件，占 16.5%；

其他类型的中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除以上制备方法之外的其他类型的制备方法制得的中药中，组合物数量最大，

有 456件，占 51.0%；其次是饮片，有 277件，占 30.9%；其他类型的中药占比

均未超过 10%。

（2）技术手段 2与技术手段 3之间的对应关系

用于制备饮片的原材料中，牡蛎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藻、珍珠、昆布、

墨鱼、海马、龟甲。

用于制备组合物的原材料中，牡蛎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珍珠、墨鱼、海藻、

虾、海马、龟甲。

用于制备膏剂的原材料中，珍珠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牡蛎、墨鱼、海藻、

虾。

用于制备胶囊的原材料中，牡蛎占比最大，然后是珍珠、海藻、海马、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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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各技术问题对应的技术手段

除了以上具体分析的内科病、肿瘤、免疫力之外，其他技术问题对应的技术

手段如图 3-13所示。通过上述分析，以及图 3-13所示，综合分析可知海洋中药

领域解决技术问题的热点方向依次是内科病、肿瘤、免疫力及失眠；解决技术问

题的药物采用的各种制备方法中，技术研发热点依次是化学法、物理机械法；采

用各种制备方法制取的药物中，研发的热点依次是组合物、饮片和膏剂；制备各

种药物采用的原材料中，热点方向是牡蛎、海藻、珍珠。

选取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五的中国、韩国、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中药领域专利，

从技术问题的角度进行分析统计，如图3-14 可知，中国、韩国、美国中药领域

解决问题的热点方向均是内科病， 日本中药领域解决问题的热点方向是妇科病，

欧洲中药领域的专利申请很少，涉及内科病、外科病和妇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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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中药领域主要申请国专利技术布局对比

3.1.4专利创新主体分析

对近 20年全球海洋中药领域的专利申请人排名情况进行统计，得到表 3-3。

该表展示的是按照申请人的专利数量统计的申请人排名情况，反映近 20年创新

成果积累较多的专利申请人。

从表 3-3体现的数据来看，近 20年全球海洋中药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申请人全部来自中国，因中国是中药的发源地与发扬地，国内不论是企业还是

研究院还是个人，均对中药的传承与创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国内企

业占据 11位，高校和医院各占据 4位，可见国内对于海洋中药研发有相当一部

分还集中在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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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海洋中药领域主要申请人排名

对表 3-3 的申请人专利进行申请年份分析如图3-15所示，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申请人在 2009年之前专利产出较小，且波动不大；2010年-2014年，专利快

速增长；2015年-2019年，专利申请呈下降趋势；近三年恢复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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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海洋中药领域申请量前 20 名的专利申请年份分析

对表 3-3 的申请人的专利进行核心专利13分析，如表 3-4所示，可见核心专

利占比较小，核心专利量最多的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乐仁堂制药厂、

仅有 6件；然后是河南中医药大学（4件）、北京亚东生物制药（4件），其他

申请人的核心专利量均不高于 3件，并且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申请人中，仅有 12

个申请人有核心专利。

13 此处核心专利数据指利用壹专利中的专利价值度指标，筛选得到的专利价值度≥50 的专利，然后进行简
单同族合并得到的简单同族专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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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海洋中药领域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申请人的核心专利分布情况

以下将选取中药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介绍：

1、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医药集团”，证券代码：

600535；曾用名：1998年 4 月至 2012年 5 月为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5 月-2017年 4 月为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中国天津，

在全球拥有 20余家科研能力中心，遍布全国 11个生产基地。

天士力医药集团的核心业务之一是现代中药的国际化。天士力医药集团围绕

中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关键问题，从设计、控制、评价三个维度解析和规划中药

质量可控性关键技术，通过整合现代化信息技术、系统科学与工程、过程分析技

术（PAT）等先进制造技术，搭建中药生产实时数据库。天士力医药集团投产年

处理药材量达 1.2 万吨，国内规模最大、国际领先的现代中药提取平台，建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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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唯一的空气深冷和液体冷凝的滴丸剂生产线和国内领先的数字化中药冻干粉

针剂生产线14。

图 3-16 天士力医药集团海洋中药领域的专利技术发展路线

天士力集团的技术发展路线如图 3-16，由图可知，天士力集团在海洋中药领

域的专利技术布局始于 2005年，2005年开始关注治疗头痛的中药，且对于治疗

头痛的中药的专利布局持续到 2013年（如专利 CN1872217A、CN101194963A、

CN103877244A），2009年布局治疗冠心病的中药滴丸（如专利 CN101711792B），

2014 年布局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中药组合物（如专利TWI715521B）。

2、天津中新药业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天津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于 1992 年 12

月 20 日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天津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为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也是最终控股公司。

公司主营中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部下属 5家制造厂，还拥有控股公司

18家，参股公司 11家。公司新建的中药产业园一期工程投资6亿元，在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占地 24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2 万平方米。该产业园是以

现代中药研发、提取和制剂为核心的现代中药产业园，被列入天津市重大高新技

术产业化项目计划。现代中药产业园厂房由德国专业设计院按照FDA及 GMP

标准设计，配备了中药生产全过程质控检测设备。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两地上市公司，下属分公司和参控股公司50余家。达仁堂制药厂、乐仁

14 来源：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官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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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制药厂、隆顺榕制药厂、第六中药厂、新新制药厂、中央药业、华立达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新丰制药等老字号和新兴知名企业齐聚麾下，与葛兰素史克、美国

百特、以色列泰沃（TEVA)等世界名企牵手联营。具备完整的中药产业链，在化

学原料药、制剂和生物工程领域也实力雄厚。随着企业在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

进一步扩张。

图 3-17 天津中新药业海洋中药领域的专利技术发展路线

天津中新药业的技术发展路线如图 3-17，由图可知，天津中新药业在海洋中

药领域的专利技术布局始于 2005 年，2005 年关注慢性泄泻的中药（如专利

CN1911427A），2006年布局滋阴补肾、强身健脑的中药（如专利 CN1973872B），

2009 年布局治疗小儿感冒发烧的中药组合物（如专利 CN102068621A），2011

年，布局抗心肌细胞凋亡（如专利CN102670956A）和养心补血、通脉止痛的中

药组合物（如专利 CN103169856A），2013 年布局治疗气血两虚、月经不调和

崩漏带下的中药组合物（如专利CN104740231B）和抗炎解痉的中药组合物（如

专利 CN104740233A）。

3.1.5核心专利分布分析

对近 20年全球海洋中药领域的核心专利布局情况进行统计：利用壹专利的

专利价值度指标，筛选出 655组中药领域核心专利，进而针对核心专利做地域分

布统计分析，得到图 3-18。

从图中可以得知，在中药领域，中国核心专利占比约为 99.70%；美国和韩

国分别占比 0.15%。

http://www.a-hospital.com/w/%E8%91%9B%E5%85%B0%E7%B4%A0%E5%8F%B2%E5%85%8B
http://www.a-hospital.com/w/%E4%B8%AD%E8%8D%AF
http://www.a-hospital.com/w/%E5%8C%96%E5%AD%A6
http://www.a-hospital.com/w/%E5%8E%9F%E6%96%99%E8%8D%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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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海洋中药领域核心专利的地域布局

针对海洋中药领域核心专利，进行专利申请人排名情况分析，得到图 3-19。

从图中可知在海洋中药领域，排名前 30 的申请人核心专利量占据总核心专利量

的 13%，其余 87%的核心专利散布于其他申请人。其中，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乐仁堂制药厂的核心专利量为 6组，排名第一；泰一和浦(北京)中医

药研究院有限公司和贵州鸿德中药开发有限公司的核心专利量分别为 5组，排名

第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等四个申请人的核心专利量为 4组，排名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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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海洋中药领域核心专利申请人排名情况

为进一步分析海洋中药领域的专利竞争格局，对核心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专利申请人的核心专利技术布局情况进行统计，得到表 3-5。从表中可以得知，

前 20位申请人的核心专利均未实现技术方向上的全面覆盖，且核心专利量均较

小，研发范围也较为分散，竞争实力较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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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中药领域核心专利的竞争格局

以下从专利价值度高于 50 的核心专利中选取部分涉诉、引用度高、应用价

值高或专利文本质量高的专利进行分析，以期对三亚市的海洋中药企业起到一定

的指导和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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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1

公开号：

CN103751358B
专利维持期： 9 年 4 月 17
日

专利价值度：61 专利状态：授权有效

标题
一种用于矫治屈光不正眼疾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

方法

申请人 臧家良

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矫治屈光不正眼疾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具体地，本

发明中药组合物是由蝉蜕、栀子、蒺藜、鲍鱼壳、覆盆子、菟丝子、花鹿茸、女

贞子、丹参、青皮、密蒙花、小蓟、桂花和薄荷等经过特定的重量配比精心调配

而成。对屈光不正所致的近视、弱视、散光及老花眼等具有良好的疗效，是一种

组方合理、药味精简、毒副作用小、见效快、疗效好、使用方便的理想药物。

权利

要求 1

1.一种用于矫治屈光不正眼疾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数的药物

制成:蝉蜕 20-40、栀子 24-48、蒺藜 10-20、鲍鱼壳 18-32、覆盆子 8-20、菟丝子 2-8、

花鹿茸 18-36、5 女贞子 8-16、丹参 8-16、青皮 6-16、密蒙花 4-12、小蓟 8-20、

桂花 2-6、薄荷 8-24。

其他

信息
权利要求数量：9；独立权利要求 1 项

上述专利 1保护了一种用于矫治屈光不正眼疾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 1 的优点在于：实施例数量达到5个，且均给出了该中药组合物不同的制备

方法，并且有多组临床数据来证明其疗效。

专利 2

公开号：

CN100376284C
专利维持期：17 年 9 月 27
日

专利价值度：99 专利状态：授权有效

标题 一种主治子宫肌瘤的中成药和制备、质量控制方法

申请

人
广州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

一种主治子宫肌瘤的中成药和制备、质量控制方法，涉及含有中药材为原料的医

药制品。它是由下述重量百分比的药材制成的制剂，丹参 12.57～18.85、三七

4. 18～6.28、三棱 6.67～9.03、莪术 4.45～6.01、去皮桃仁 5.34～7.22、当归 4.45~
6.01、鳖甲 6.07～9.03、海藻 11. 13～15.05、盐炒杜仲 4.71～5.75、炒白术 7.06~
8.64、半枝莲 14. 14～17.28、桂枝 4.24～5.18，用高效液相色谱或薄层色谱扫描法

测定药粉 D 中人参皂苷 Rg1≥1.5mg/g。是治疗子宫肌瘤、盆腔炎性包块疗效确切、

毒副作用小的中成药；制备方法适合工业大生产；质控方法可行，操作性强。

权利

要求 1

1.一种主治子宫肌瘤、盆腔炎性包块的中成药，其特征在于是由下述重量百分比

的中药材和方法制成的口服制剂，处方：丹参 12.57～18.85％、三七 4.18～6.28％、

三棱 6.67～9.03％ 、莪术 4.45～6.01％ 、去皮桃仁 5.34～7.22％ 、当归 4.45~

6.01％、鳖甲 6.07～9.03％、海藻 11. 13～15.05％、盐炒杜仲 4.71～5.75％、炒白

术 7.06～8.64％、半枝莲 14. 14～17.28％、桂枝 4.24～5. 18％；将三七、三棱、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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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鳖甲分别粉碎成细粉；当归、炒白术、桂枝提取挥发油；丹参、盐炒杜仲用

60～95％的乙醇溶液提取、提取液浓缩成浸膏A；将当归、炒白术、桂枝提取挥

发油后的药渣和丹参、盐炒杜仲乙醇溶液提取后的药渣加去皮桃仁、海藻、半枝

莲一起用水提取，取水提液浓缩成浸膏 B；合并浸膏 A 和浸膏 B 继续浓缩成稠

膏 C，加入三七、三棱、莪术、鳖甲的细粉和当归、炒白术、桂枝的挥发油混匀

成药粉 D，按常规中药制剂制成口服制剂，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或薄层色谱扫描法

测定药粉 D 中含三七以人参皂苷 Rg 计，不得少于 1.50mg/g。

其他

信息
权利要求数量：6；独立权利要求 3 项

上述专利 2保护了 3项客体，分别是：中成药处方、中成药制备方法以及中

成药质量控制方法。该核心专利设置了 3套权利要求，将涉及的核心技术从处方

到制备方法，直至质量控制方法均纳入保护范围，通过一件专利申请做到了较为

全面的保护。

专利 3

公开号：

CN104721766B
专利维持期： 9 年 5 月 18
日

专利价值度：97 专利状态：授权有效

标题 治疗咳喘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申请

人
上海市嘉定区中医医院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疗咳喘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所述的中药组合

物包括以下中药材原料：蛤壳 15- 60 重量份、辛夷花 5- 20 重量份、紫苑 5- 20 重

量份、桑白皮 5- 20 重量份、蝉蜕 5- 18 重量份、干姜 3- 12 重量份和甘草 3- 12 重

量份。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解决了咳嗽反复易发，难以治愈的缺陷，效果明显，

药效好，对于风邪袭肺、风邪犯肺、痰湿蕴肺、肺阴亏虚和肺脾亏虚型咳喘疗效

佳，特别是对于风邪犯肺型咳喘，治疗效果特别好，能有效缩短病程，毒副作用

小，并且便于护理和使用，容易储存。

权利

要求 1

1.一种治疗咳喘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中药组合物由以下中药材原

料组成：蛤壳 15-60 重量份、辛夷花 5-20 重量份、紫苑 5-20 重量份、桑白皮 5-20

重量份、蝉蜕 5-18 重量份、干姜 3-12 重量份和甘草 3-12 重量份。

其他

信息
权利要求数量：77；独立权利要求 3 项。

上述专利 3保护了 3项客体，分别是：中药组合物、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以

及中药组合物在制备治疗咳喘的药物中的应用。该核心专利设置了 3套权利要求，

将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用75 个权利要求进行了全面的保护，通过一件专利

申请做到了较为全面的保护。实施例数量达到 12个，给出了不同的不同形态的

中药组合物的成分和制备方法，并且有多组临床数据来证明其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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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研发人员分析

基于全球中药领域专利数据，分析发明人数量与专利申请公开量的变化情况，

得到统计结果如图 3-20 所示。2003 年-2009 年，全球海洋中药领域发明人数量

和专利申请量均变化不大，该阶段为海洋中药产业的起步阶段；从 2010年-2013

年，发明人数量与专利申请数量同步增长，该阶段为海洋中药产业的成长阶段；

至 2014年-2019年期间呈现同步下跌趋势；2020年-2022年，发明人数量迅速增

加，但专利数量涨幅较小，说明该期间的专利申请大多是多个发明人合作产出的

成果；发明人人数激增意味着产业的发明潜力巨大，随着政府对海洋生物医药的

大力支持，创新成果的质量和数量将有望稳步增长。

图 3-20 海洋中药产业研发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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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海洋中药产业发明人专利申请合作情况

发明人合作分析情况如图 3-21所示，该图展示发明人专利合作情况及对应

数量。第一维度分析的是合作专利数，第二维度分析的是合作次数，分析数量取

前 20名，图中彩色圆圈面积越大表示该申请人对应的合作专利数量越多。

统计结果显示，其中大部分的合作研发都是创新主体内部员工的合作研发；

当图中显示不同的发明人合作群簇间存在连接线时，意味着隶属于不同申请人的

发明人团队开始了联合研发，如王琳发明人合作群（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乐仁堂制药厂）与陈伟发明人合作群（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

院），但是合作群簇间联合研发的活跃度较低。因此本领域在发展过程中，还需

进一步加强申请人之间的合作，如产学研合作开发，这有利于海洋中药产业内各

研发团队各展所长，通过创新合作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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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生物药领域专利导航分析

3.2.1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基于海洋生物药领域的专利数据，分析近 20年（2003.01.01-2022.12.31）全

球专利申请类型情况：实用新型专利约占 1%，发明专利占比达到 99%，其中，

已授权的发明专利约占 25.4%。

图 3-22 海洋生物药领域全球专利的类型情况

分析近 20年海洋生物药领域全球以及中国的专利申请趋势，得到图 3-23。

从图中可以看出，全球生物药领域专利申请总体呈现稳步增长的发展态势。近

20年，中国海洋生物药领域专利的申请量占据全球专利申请量的 60%以上，而

且中国专利占比整体呈增长趋势，其中，2019年-2022年占 8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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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海洋生物药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3.2.2重点国家技术控制力

根据图 3-23我们已经得知，在全球近 20年的海洋生物药领域专利申请中，

中国的申请量占比已经超过 60%，为进一步分析海洋生物药领域专利在各国/地

区的分布情况，基于海洋生物药领域的专利数据，分析其全球地域分布情况，得

到图 3-24（技术来源分布）和图 3-25（技术应用分布）。

图 3-24 海洋生物药领域的技术来源国/地区/组织专利分布情况

结合图3-24可知以申请人所属国（也称技术来源国/地区/组织）统计，海洋

生物药领域的技术来源国主要是中国，约占据全球生物药领域专利总申请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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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美国以 165件专利申请量位居第二，专利申请量位居前五的其他 3个国

家分别是日本、英国韩国。

图 3-25 海洋生物药领域的技术应用国/地区/组织专利分布情况

结合图3-25可知以专利申请的公开国（也称技术应用国/地区/组织）统计，

海洋生物药领域的技术应用国主要是中国，约占据全球生物药领域专利总申请量

的 72.9%，日本以 170件专利申请位居第二，专利公开量位居前五的其他 3个国

家/地区分别是美国、韩国和欧洲。此外，PCT申请有 130 件。可见除中国外，

国外市场的重要程度依次为日本>美国>韩国>欧洲，国内企业可优先考虑到以上

国家/地区布局。

3.2.3技术研发热点方向

全球海洋生物药领域专利进行技术标引后，如图3-26 所示，可见海洋生物

药领域，解决的技术问题中，肿瘤排第一，有 1118件，占 40%；其次是病菌感

染，有 525件，占 19%；然后是含肽医药配置品 507件（18%），其他类技术问

题占比均不超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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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海洋生物药领域解决的技术问题分布情况

下面将对技术问题分布排名前三的肿瘤、病菌感染和含肽医药配置品进行

分析：

1、生物药领域肿瘤技术热点方向分析

图 3-27 生物药领域肿瘤技术手段分布

如图3-27展现了生物药肿瘤问题在制备方法、药物种类或使用的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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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三个层面的技术手段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在技术手段 1 即制备方法上，

蛋白质工程占比最高，其次是基因工程，然后是化学法、物理机械法，除这四种

方法之外的其他多种制备方法的总和占比稍低于基因工程；在技术手段 2 即药物

种类或使用的辅助工具上，组合物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凝胶、抑制剂、提取加

工、美容液、培养、试剂盒；在技术手段 3 即原材料上，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

次是海参、虾、鲨鱼、海马。

进一步分析可知三层技术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1）技术手段 1与技术手段 2之间的对应关系：

蛋白质工程制备的生物药或使用的辅助工具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144

件，占 38.5%，其次是凝胶，有 57件，占 15.2%；然后是抑制剂（32件）和提

取加工（31），其他类型生物药或辅助工具占比均未超过 10%。

化学法制备的生物药或辅助工具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89件，占化学法

制备药物或辅助工具的 36.5%；其次是凝胶，有 55件，占 22.5%；其他类型的

生物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基因工程制备的生物药或辅助工具中，试剂盒数量最大，有 62件，占基因

工程制备药物或辅助工具的 25.3%；其次是组合物，有 42件，占 17.1%；然后

是凝胶和抑制剂，分别为 29件和 26件；其他类型的生物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物理机械法制备的生物药或辅助工具中，凝胶数量最大，有 19件，占物理

机械法制备药物或辅助工具的 28.8%；其次是组合物，有 13件，占 19.7%；然

后是培养，有 9件，占 13.6%；其他类型的生物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除以上方法之外的其他类型的制备方法制备的生物药或辅助工具中，组合物

数量最大，有 73件，占 38.6%；其次是凝胶，有 32件，占 16.9%；其他类型的

生物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2）技术手段 2与技术手段 3之间的对应关系

用于制备组合物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参、鲨鱼、虾、

鲑鱼。

用于制备凝胶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虾、海参、珍珠、贻

贝。

用于制备抑制剂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是海参、虾、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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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提取加工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参、虾、贝类、珍

珠、牡蛎。

用于制美容液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珍珠、虾、海参。

2、生物药领域病菌感染技术热点方向分析

图 3-28 生物药领域病菌感染技术手段分布

如图3-28 展现了生物药病菌感染问题在制备方法、药物种类或使用的辅助

工具、原材料三个层面的技术手段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在技术手段 1 即制备方

法上，化学法占比最高，其次是蛋白质工程，然后是物理机械法、基因工程，除

这四种方法之外的其他多种制备方法的总和占比稍高于蛋白质工程；在技术手段

2 即药物种类或使用的辅助工具上，凝胶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组合物、提取加

工、抑制剂、美容液；在技术手段 3 即原材料上，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虾、

海豹、海参、鲨鱼。

进一步分析可知三层技术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1）技术手段 1与技术手段 2之间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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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工程制备的生物药或使用的辅助工具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17件，

占 16.8%，其次是凝胶，有 15件，占 14.8%；其他类型的生物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化学法制备的生物药或辅助工具中，凝胶数量最大，有 49件，占化学法制

备药物或辅助工具的 23.3%；其次是组合物，有 42件，占 20.0%；然后是美容

液和提取加工，均有 22件，占 10.5%；其他类型的生物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基因工程制备的生物药或辅助工具中，凝胶数量最大，有 14件，占基因工

程制备药物或辅助工具的 27.5%；其次是试剂盒，有 9件，占 17.6%；然后是培

养和抑制剂，分别为 8件和7件；其他类型的生物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物理机械法制备的生物药或辅助工具中，凝胶数量最大，有 14件，占基因

工程制备药物或辅助工具的 27.5%；其次是试剂盒，有 9件，占 17.6%；然后是

培养和抑制剂，分别为 8件和7件；其他类型的生物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其他类型的制备方法制备的生物药或辅助工具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22

件，占 20.7%；其次是凝胶，有 13件，占 12.3%；然后是培养，有 12件，占 11.3%，

其他类型的生物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2）技术手段 2与技术手段 3之间的对应关系

用于制备组合物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虾、鲨鱼、海参、

鲑鱼。

用于制备凝胶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是虾、海参、鲨鱼、鲑鱼。

用于制备抑制剂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是虾、珍珠、海马。

用于提取加工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参、虾、贝类、牡

蛎、珍珠。

用于制美容液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珍珠、虾、海参、牡

蛎。

3、生物药领域含肽医药配置品技术热点方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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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 生物药含肽医药配置品技术问题的制备方法分析

如图 3-29 展现了生物药含肽医药配置品问题在制备方法、药物种类或使用

的辅助工具、原材料三个层面的技术手段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在技术手段 1

即制备方法上，蛋白质工程占比最高，其次是化学法，然后是基因工程、物理机

械法，除这四种方法之外的其他多种制备方法的总和占比稍低于基因工程；在技

术手段 2 即药物种类或使用的辅助工具上，组合物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凝胶、

培养、抑制剂、美容液、提取加工；在技术手段 3 即原材料上，海藻占比最大，

然后依次是虾、海豹、海参、鲨鱼。

进一步分析可知三层技术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1）技术手段 1与技术手段 2之间的对应关系：

蛋白质工程制备的生物药或使用的辅助工具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59件，

占 27.6%，其次是凝胶，有 32件，占 14.9%；然后是抑制剂，有 28件，占 13.1%；

其他类型的生物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化学法制备的生物药或辅助工具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46件，占化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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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药物或辅助工具的 36.5%；其次是美容液（20件）、凝胶（19件），占 15.9%、

15.1%；其他类型的生物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基因工程制备的生物药或辅助工具中，凝胶数量最大，有 17件，化学法制

备药物或辅助工具的 19.5%；其次是组合物，有 14件，占 16.1%；然后是培养

和试剂盒，均为 12件；其他类型的生物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物理机械法制备的生物药或辅助工具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4件，占26.7%；

其次是凝胶（2件）、美容液（2件）；其他类型的生物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其他类型的制备方法制备的生物药或辅助工具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24

件，占 36.9%；其次是凝胶（7件），占 10.7%；其他类型的生物药占比均未超

过 10%。

（2）技术手段 2与技术手段 3之间的对应关系

用于制备组合物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鲑鱼、虾、珍珠、

牡蛎。

用于制备凝胶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是虾、牡蛎、贻贝。

用于制备抑制剂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是虾、鲑鱼、牡蛎、贝类。

用于提取加工的原材料中，虾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藻、珍珠、牡蛎、贝

类。

用于制美容液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珍珠、龟甲、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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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0 生物药领域各技术问题对应的技术手段

除了以上具体分析的肿瘤、病菌感染和含肽医药配置品之外，其他技术问题

对应的技术手段如图3-30 所示。通过上述分析，以及图3-30 所示，综合分析可

知海洋生物药领域解决技术问题的热点方向依次是肿瘤、病菌感染和含肽医药配

置品；解决技术问题的药物采用的各种制备方法中，技术研发热点依次是蛋白质

工程、基因工程、化学法；采用各种制备方法制取的药物中，研发的热点包括组

合物和凝胶；制备各种药物采用的原材料中，研发的热点包括海藻、虾、海豹。

选取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五的中国、韩国、美国、日本和欧洲的生物药领域专

利，从技术问题的角度进行分析统计，如图 3-31可知，中国、美国和欧洲生物

药领域解决问题的热点方向均是肿瘤，日本、韩国生物药领域解决问题的热点方

向是含肽医药配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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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生物药领域主要申请国专利技术布局对比

3.2.4专利创新主体分析

对近 20年全球海洋生物药领域的专利申请人排名情况进行统计，得到表 3-6。

该表展示的是按照申请人的专利数量统计的申请人排名情况，反映创新成果积累

较多的专利申请人。

从表 3-6体现的数据来看，全球海洋生物药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申

请人中有 5 家海外的制药企业，这四家海外制药企业分别为KOSKA FAMILY

LIMITED（科斯卡家族有限公司）、诺华公司、ALMAC DISCOVERY LIMITED

（阿尔麦克探索有限公司）、OSSIANIX INC和PHARMAQ AS，分别位列第 2、

第 3、第 13、第 15 和第 18；其余的 15个申请人均为国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我国药企未能入列，可见国内对于海洋生物药的开发大多还处在研究阶段。其中，

中国海洋大学专利申请 54件，排名第一；浙江大学以 25件位列第四。相比之下，

我国海洋生物药相关企业创新实力与国际知名药企有较大差距，根本原因在于：

①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药物领域的发展相对欧美国家起步较晚，

技术积累尤其是核心技术积累相对迟缓；②长期以来，在市场占有规模、研发规

模方面，我国药企的与全球制药巨头相比有很大差距，较难突出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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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海洋生物药领域主要申请人排名

对表 3-6 的申请人专利进行申请年份分析如图3-32所示，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申请人在 2003-2015年间，专利申请量波动增长；2016年至今，专利申请呈现

较快增长趋势，其中仅有 2020年的专利申请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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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海洋生物药领域申请量前 20 名的专利申请年份分析

表 3-7 海洋生物药领域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申请人的核心专利分布情况

对表 3-6 的申请人的专利进行核心专利分析，如表 3-7所示，可见核心专利

占比较小 ，核心专利量最多的浙江大学仅有 8 件；然后是 KOSKA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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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7件）、ALMAC DISCOVERY LIMITED（5件）、中国海洋大学和

诺华公司各 4家，其他申请人的核心专利量均不高于 3件，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

申请人中，17个申请人有核心专利。

以下将选取中药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介绍：

1、诺华公司

诺华是世界三大药企之一，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业务遍及全球 150 多个国

家和地区，拥有 138000 名员工，诺华在中国的总部于 1997 年成立。诺华拥有多

元化的业务组合，涵盖创新专利药、眼科保健、非专利药、保健和疫苗及诊断等

多个领域，并在所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位置。2021 年 5 月，诺华位列“2021福

布斯全球企业 2000 强”第 65 位15。

诺华近 20 年在海洋生物药领域的专利布局较多的是在含有抗原或抗体的医

药配制品，含肽的医药配制品、抗感染药等。

图 3-33 诺华公司海洋生物药领域的专利技术发展路线

诺华公司技术发展路线如图 3-33，由图可知，诺华公司在海洋生物药领域的

专利技术布局始于 2006年，2006年关注降钙素或甲状旁腺激素类似物的生物药

（如专利IN2006CN01834A），2012年布局包含鲨鱼来源的角鲨烯的水包油乳剂

佐剂（如专利NZ597405A）。

2、大华农

大华农是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温氏股份”，股票代码：300498）

下属全资子公司之一，以兽用生物制品、兽用药物制剂、饲料添加剂为主营业务。

公司致力于研发、生产和推广应用生态、绿色、环保的动物保健品高科技产品，

15 来源：百度百科、福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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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业农村部指定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生产企业。

2020 年末已完成资产重组后，以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为主体，下

属子公司包括广东温氏大华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兴大华农禽蛋有限公司、广

东大渔生物有限公司、佛山市正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管理四个具备国际先进技

术水平的生产基地——广东省肇庆国家高新区、云浮市新兴县温氏科技园、新成

工业园、佛山三水区，拥有 7000平方米生物安全三级防护疫苗生产车间，超 40

条通过农业农村部验收的GMP 生产线，以及年产 150 万枚 SPF种蛋的实验动物

中心，获得了五十多个疫苗产品生产批文，拥有家禽、家畜等兽药和添加剂产品

生产批文四百多个。

图 3-34 大华农海洋生物药领域的专利技术发展路线

大华农技术发展路线如图 3-34，由图可知，大华农在海洋生物药领域的专利

技术布局始于 2012年，2012年关注组分中含有海藻糖的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株

活疫苗的冻干保护剂（如专利CN102727903B），2015年布局组分中含有海藻糖

的伪狂犬病病毒疫苗冻干保护剂（如专利CN105012963B），2019年布局组分中

含有海藻酸钠的免疫用助悬剂（如专利CN110448528A），2020年布局含有贻贝

多糖的禽流感疫苗佐剂（如专利 CN111544587B）。

3.2.5核心专利分布分析

对近 20年全球海洋生物药领域的核心专利布局情况进行统计：利用壹专利

的专利价值度指标，筛选出 395组生物药领域核心专利，进而针对核心专利做地

域分布统计分析，得到图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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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得知，在海洋生物药领域，中国核心专利占比约为 74.42%；美

国占比 8.79%，英国占 3.36%，日本和韩国分别占 2.84%。

图 3-35 海洋生物药领域核心专利的地域布局

针对海洋生物药领域核心专利，进行专利申请人排名情况分析，得到图 3-36。

从图中可知在海洋生物药领域，排名前 30 的申请人核心专利量占据总核心专利

量的 28%，其余 72%的核心专利散布于其他申请人。其中，浙江大学的核心专

利量为 8组，排名第一；株式会社美合康生和科斯卡家族有限公司（KOSKA

FAMILY LIMITED）的核心专利量分别为 7组，并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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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6 海洋生物药领域核心专利申请人排名情况

为进一步分析海洋生物药领域的专利竞争格局，对核心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专利申请人的核心专利技术布局情况进行统计，得到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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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海洋生物药领域核心专利的竞争格局

从表中可以得知，浙江大学核心专利覆盖的技术领域较为广泛，注重抗肿瘤

药物和医用药品配置方向的研究和布局。整体上看前 20位申请人的核心专利均

未实现技术方向上的全面覆盖，各申请人核心专利布局各有侧重，各申请人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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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领域较少，且核心专利量均较小，可见海洋生物药各技术领域待研究和开

发，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

图 3-37 近 3 年生物药领域核心专利的布局情况

据图 3-37可知近 3年（2019年-2022年）海洋生物药领域专利的布局热点

在水凝胶、干细胞和护肤精华领域。

为贴近三亚市的海洋生物药行业创新主体的研发，以下从专利价值度高于

50 的核心专利中选取部分涉诉、引用度高、应用价值高或专利文本质量高的专

利进行分析，以期对三亚市发展海洋生物药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专利 1

公开号：

CN03816688.7
专利维持期：19年 10 月 24
日

无附图

专利价值度：65 专利状态：授权有效

标题
基于节杆菌活细胞的疫苗可以用于预防鱼的鱼类立

克次氏体病

申请

人
诺瓦提斯公司

摘要 基于节杆菌活细胞的疫苗可以用于预防鱼的鱼类立克次氏体病。

权利

要求 1

1.保藏号为 ATCC 55921 的节杆菌菌株或其等价菌株在制备用于鱼中治疗或预防

鱼类立克次氏体病的药物中的用途。

其他

信息
权利要求数量：33；独立权利要求 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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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专利 1保护了6 项客体，分别是：保藏号为ATCC 55921 的节杆菌菌株

或其等价菌株在制备用于鱼中治疗或预防鱼类立克次氏体病的药物中的用途、保

藏号为ATCC 55921 的节杆菌菌株或其等价菌株在制备用于鱼中治疗或预防鱼类

立克次氏体病和细菌性肾病的药物中的用途、包含保藏号为ATCC 55921 的节杆

菌菌株或其等价菌株及可药用载体的免疫组合物在制备用于鱼中治疗或预防鱼

类立克次氏体病的药物中的用途、包含保藏号为ATCC 55921 的节杆菌菌株或其

等价菌株及可药用载体的免疫组合物在制备用于鱼中治疗或预防鱼类立克次氏

体病和细菌性肾病的药物中的用途、一种试剂盒在制备用于鱼中治疗或预防鱼类

立克次氏体病的药物中的用途、一种试剂盒在制备用于鱼中治疗或预防鱼类立克

次氏体病和细菌性肾病的药物中的用途。该核心专利设置了6套权利要求，从药

物的不同用途到制备药物的试剂盒、载体等进行全面的保护。

并且在全世界多个国家进行布局，共有 28件同族专利，并且大部分已经授

权或期满，还有少部分为在审核状态。

专利 2

公开号：

CN106237341B
专利维持期：6 年 10 月 26
日

专利价值度：72 专利状态：授权有效

标题 一种抗体偶联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申请

人
浙江大学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抗体偶联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该抗体偶联药物由抗体和

药物经连接臂连接而成，所述抗体为重链含有 LPXTG 序列的抗 CD20 单克隆抗

体，所述药物为海兔毒素或其衍生物，所述连接臂包括连接所述抗体的短肽接头

以及连接所述药物的自消去接头；所述短肽接头包含至少 1～3个连续的甘氨酸。

本发明抗体偶联药物具有较高的均一性，能够以更少的载药量(DAR)达到比其他

化学法制备的CD20 靶向ADC 更高的体内外抗肿瘤活性；针对 Ramos 细胞的

IC50(半数抑制浓度)可达 0.005 纳克/毫升。

权利

要求 1

1、一种抗体偶联药物， 由抗体和药物经连接臂连接而成，其特征在于，所述抗

体为重链含有 LPXTG 序列的抗 CD20 单克隆抗体，所述药物为海兔毒素，所述

连接臂包括连接所述抗体的短肽接头以及连接所述药物的自消去接头；所述短肽

接头包含至少 1～3个连续的甘氨酸；所述抗体偶联药物的制备方法，包括：抗

体和带连接臂的药物经 Sortase 酶催化，发生偶联反应，反应结束后，分离，获

得抗体偶联药物；所述 Sortase 酶的氨基酸序列如 SEQIDNO.3～6 所示。

其他

信息
权利要求数量：8；独立权利要求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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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专利 2用2项独立权利要求，保护了2项客体，分别是抗体偶联药物和

抗体偶联药物在制备抗肿瘤药物中的应用。专利 2 的优点在于：实施例数量达到

8个，阐述了抗体的制备方法、偶联物的方法已经从多个角度验证了偶联物的各

项性能，多角度验证很好地支撑权利要求。

专利 3

公开号：

CN100586480C
专利维持期： 17 年 0 月 2
日

无附图

专利价值度：80 专利状态：授权有效

标题
一种含水溶性药物的海藻酸钠微球血管栓塞剂和制

备及应用

申请

人
北京圣医耀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含水溶性药物的海藻酸钠微球血管栓塞剂和制备及应用。该含水

溶性药物的海藻酸钠微球血管栓塞剂为可降解生物材料制成的湿球和干球两剂

型，其载体包括海藻酸钠、人血清白蛋白、壳聚糖或透明质酸钠溶液，在静电的

作用下与钙离子溶液形成固化，制成 20μm-1000μm 的微球，根据需要可分成大

小不等规格的微球。本发明所用原料具有很好的机械强度，生物相容性，生物降

解性和稳定性，经体外实验、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是一种安全、有效、栓塞加

靶向化疗的新剂型。用于治疗人或动物的实体瘤，如原发性肝癌，肺癌，肾癌，

膀胱癌，子宫癌，卵巢癌，结、直肠癌等各种恶性肿瘤的动脉栓塞和局部靶向免

疫化学治疗。

权利

要求 1

1、一种含水溶性药物的海藻酸钠微球血管栓塞剂，其特征在于：包括复合药物

载体和水溶性药物，所述复合药物载体包裹所述水溶性药物，所述水溶性药物为

三氧化二砷、阿霉素、柔红霉素、长春碱或长春新碱，所述复合药物载体为海藻

酸钠、人血清白蛋白和壳聚糖的混合液，或海藻酸钠、人血清白蛋白和透明质酸

钠的混合物。

其他

信息
权利要求数量：12；独立权利要求 3 项

上述专利 2用 3项独立权利要求，保护了 3项客体，含水溶性药物的海藻酸

钠微球血管栓塞剂、其制备方法以及用途。该专利从栓塞剂到其制备方法及其

用途进行较为全面的保护，说明书用7个实施例阐述不同的制备方法，再用 2

个实验列进行实验，最后进行临床应用验证效果，很好地支撑权利要求。

3.2.6研发人员分析

基于全球生物药领域专利数据，分析发明人数量与专利申请公开量的变化情

况，得到统计结果如图 3-38 所示。2003 年-2011 年，全球海洋生物药领域发明

人数量和专利申请量均变化不大，该阶段为海洋生物药领域的起步阶段；从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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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发明人数量与专利申请数量同步增长，该阶段为海洋生物药领域的成长

阶段；特别是 2017年至今，发明人大量增加，意味着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随

着政府对海洋生物医药的大力支持，海洋生物药相关创新成果的质量和数量将有

望稳步增长。

图 3-38 海洋生物药产业研发人员情况

发明人合作分析情况如图3-39所示，该图展示发明人专利合作情况及对应

数量。第一维度分析的是合作专利数，第二维度分析的是合作次数，分析数量取

前 50名，图中彩色圆圈面积越大表示该申请人对应的合作专利数量越多。

统计结果显示，其中较大部分的合作研发都是创新主体内部员工的合作研发；

当图中显示不同的发明人合作群簇间存在连接线时，意味着隶属于不同申请人的

发明人团队开始了联合研发，图中未出现不同发明人合作群之间存在连线的情况。

因此本领域在发展过程中，还需进一步加强申请人之间的合作，如产学研合作开

发，这有利于海洋生物药产业内各研发团队各展所长，通过创新合作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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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9 海洋生物药产业发明人专利申请合作情况

3.3化学药领域专利导航分析

3.3.1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基于海洋化学药领域的专利数据，分析近 20年（2003.01.01-2022.12.31）全

球专利申请类型情况：实用新型专利约占 0.5%，发明专利占比达到 99.5%，其

中，已授权的发明专利约占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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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0 海洋化学药领域全球专利的类型情况

分析近 20年海洋化学药领域全球以及中国的专利申请趋势，得到图 3-41。

从图中可以看出，全球化学药领域专利申请在 2003年-2010年间专利申请量波动

不大，2011年-2015年专利申请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2016年之后总体呈现逐年

下降的趋势；近 20 年国外海洋化学药的专利申请量较平稳，保持在 30-50件之

间，因此，专利申请量的波动主要与中国相关。近 20年，中国海洋化学药领域

专利的申请量占据全球专利申请量的69%以上，而且中国专利占比整体呈增长趋

势，2011之后，中国海洋化学药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的 80%以上。

图 3-41 海洋化学药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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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重点国家技术控制力

根据图 3-41我们已经得知，在全球近 20年的海洋化学药领域专利申请中，

中国的申请量占比已经超过 69%，为进一步分析海洋化学药领域专利在各国/地

区的分布情况，基于海洋化学药领域的专利数据，分析其全球地域分布情况，得

到图 3-42（技术来源分布）和图 3-43（技术应用分布）。

图 3-42 海洋化学药领域的技术来源国/地区/组织专利分布情况

结合图3-42可知，以申请人所属国（也称技术来源国/地区/组织）统计，海

洋化学领域的技术来源国主要是中国，约占据全球化学药领域专利总申请量的

72.4%，美国以 229件专利申请量位居第二，专利申请量位居前五的其他 3个国

家分别是韩国、俄罗斯和日本。

图 3-43 海洋化学药领域的技术应用国/地区/组织专利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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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图 3-43可知，以专利申请的公开国（也称技术应用国/地区/组织）统计，

海洋化学药领域的技术应用国主要是中国，约占据全球化学领域专利总申请量的

72.9%，日本以 259件专利申请位居第二，专利公开量位居前五的其他 3个国家/

地区分别是俄罗斯、韩国和美国。此外，PCT 申请有 160件。可见，除中国外，

国外市场的重要程度依次为日本>俄罗斯>韩国>美国，国内企业可优先考虑到以

上国家/地区布局。

3.3.3技术研发热点方向

全球海洋化学药领域专利进行技术标引后，如图3-44所示，可见，海洋化

学药领域，解决的技术问题中，肿瘤排第一，有 1528件，占 32%；其次是内科

病，有 841件，占 17%；然后依次是含肽医药配制品 652件（13%）和免疫力

465件（10%），其他类技术问题占比均不超过 10%。

图 3-44 海洋化学药领域解决的技术问题分布情况

下面将对技术问题分布排名前三的肿瘤、内科病和含肽医药配置品进行分

析：

1、化学药领域肿瘤技术热点方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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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5 化学药领域肿瘤技术手段分布

如图 3-45 展现了化学药肿瘤问题在制备方法、药物种类、原材料三个层面

的技术手段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在技术手段 1 即制备方法上，化学法占比最高，

其次是蛋白质工程，然后是物理机械法、基因工程，除这四种方法之外的其他多

种制备方法的总和占比稍高于蛋白质工程；在技术手段 2 即药物种类上，凝胶占

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组合物、抑制剂、提取加工、膏剂；在技术手段 3 即原材料

上，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珍珠、虾、海参、牡蛎、海马。

进一步分析可知三层技术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1）技术手段 1与技术手段 2之间的对应关系：

化学法制备的化学药中，凝胶数量最大，有 234 件，占化学法制备药物的

33.2%，其次是组合物，有 155件，占 22.0%，然后是抑制剂，145件（占比 20.6%）；

化学法制备的其他类型化学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蛋白质工程制备的化学药中，提取加工数量最大，有 65件，占蛋白质工程

制备药物的 22.1%，其次是凝胶，有 62件，占 21.1%；然后依次是组合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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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件（占比 15.6%）、抑制剂 45件（占比 15.3%）；蛋白质工程制备的其他类

型化学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物理机械法制备的化学药中，凝胶数量最大，有 58件，占物理机械法制备

药物的 35.6%；其次是抑制剂，有 38件，占 23.3%，然后是组合物，22件（占

比 13.5%）；饮片，11件（占比 6.7%）；物理机械法制备的其他类型化学药占

比均未超过 10%。

基因工程制备的化学药中，抑制剂数量最大，有 14件，占基因工程制备药

物的 32.6%；其次是凝胶，有 10件，占 23.3%；然后是组合物，7件（占比 16.3%）；

汤剂，3件（占比 7.0%）；基因工程制备的其他类型化学药占比均未超过 10%。

其他方法制备的化学药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93件，占其他方法制备药

物的 28.7%，其次是凝胶，有 79件，占 24.4%；然后是抑制剂，71件（占比 21.9%）；

饮片，20件（占比 6.2%）；其他类型的化学药占比均未超过 6%。

（2）技术手段 2与技术手段 3之间的对应关系

用于制备凝胶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珍珠、牡蛎、虾、海

参。

用于制备组合物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珍珠、牡蛎、贻贝、

虾。

用于制备抑制剂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是珍珠、海参、牡蛎、虾。

用于提取加工的原材料中，海参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藻、虾、珊瑚、珍

珠。

2、化学药领域内科病技术热点方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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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6 化学药内科病技术手段分布

如图 3-46展现了化学药内科病问题在制备方法、药物种类、原材料三个层

面的技术手段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在技术手段 1 即制备方法上，化学法占比最

高，其次是物理机械法，然后是蛋白质工程、基因工程，除这四种方法之外的其

他多种制备方法的总和占比稍低于化学法；在技术手段 2 即药物种类上，凝胶占

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抑制剂、组合物、膏剂；在技术手段 3 即原材料上，海藻占

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珍珠、牡蛎、海豹、墨鱼。

进一步分析可知三层技术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1）技术手段 1与技术手段 2之间的对应关系：

化学法制备的化学药中，凝胶数量最大，有 116 件，占化学法制备药物的

28.6%；其次是抑制剂，有 87件，占 21.5%；然后是组合物，82件（占比 20.2%）；

膏剂，39件（占比 9.6%）；其他类型的化学药占比均未超过 9%。

物理机械法制备的化学药中，凝胶数量最大，有 39件，占物理机械法制备

药物的 27.5%；其次是抑制剂，有 32件，占 22.5%；然后依次是膏剂，25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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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17.6%）；组合物，16 件（ 占比 11.3%）；其他类型的化学药占比均未超过

5%。

蛋白质工程制备的化学药中，抑制剂数量最大，有 9件，占萃取法制备药物

的 27.3%；其次是凝胶，有 8件，占 24.2%；其余依次是汤剂 3件（占比 9.1%）、

提取加工 3件（占比 9.1%）、饮片、3件（占比 9.1%）；其他类型的化学药占

比均未超过 3%。

基因工程制备的化学医药中，凝胶数量最大，有 12件，占基因工程制备化

学药的 70.6%；其次是抑制剂，有 3件，占 17.6%；其余的是汤剂，1件，其他

类型 1件。

其他方法制备的化学药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57件，占其他方法法制备

化学药的 23.4%；其次是凝胶，有 56件，占 23.0%；其余依次是抑制剂 44件（占

比 18.0%）、膏剂 29件（占比 11.9%）、饮片 14件（占比 5.7%），其他类型的

化学药占比均未超过 3%。

（2）技术手段 2与技术手段 3之间的对应关系

用于制备凝胶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珍珠、牡蛎、海马、

海豹。

用于制备抑制剂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是珍珠、牡蛎、石决明、

海豹。

用于制备组合物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珍珠、海豹、牡蛎、

墨鱼、虾。

用于制备膏剂的原材料中，珍珠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马、牡蛎、海藻、

墨鱼。

3、化学领域含肽医药配制品技术热点方向分析

如图3-47 展现了化学药含肽医药配制品问题在制备方法、药物种类、原材

料三个层面的技术手段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在技术手段 1 即制备方法上，蛋白

质工程占比最高，其次是化学法，然后是物理机械法、基因工程，除这四种方法

之外的其他多种制备方法的总和占比介于化学法和物理机械法之间；在技术手段

2 即药物种类，提取加工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凝胶、抑制剂、组合物；在技术

手段 3 即原材料上，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虾、海参、珍珠、牡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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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7 化学药领域含肽医药配制品技术手段分布

进一步分析可知三层技术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1）技术手段 1与技术手段 2之间的对应关系：

蛋白质工程制备的化学医药中，提取加工数量最大，有 93件，占蛋白质工

程制备药物的 28.3%；其次是抑制剂，有 49件，占 14.9%；其余依次是凝胶 43

件（占比 13.1%）、组合物 23件（占比 7.0%）；其他类型的化学药占比均未超

过 3%。

化学法制备的化学药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47件，占化学法制备化学药

的25.3%；其次是抑制剂，有 37件，占 19.9%；其余依次是凝胶 34件（占比 18.3%）、

提取加工 21件（占比 11.3%）、汤剂 11件（占比 5.9%）；其他类型的化学药占

比均未超过 3%。

物理机械法制备的化学药中，凝胶数量最大，有 18件，占物理机械法制备

药物的 45.0%；其次是组合物，有 8件，占 20.0%；然后是抑制剂，4件（占比

10.0%）；其他类型的化学药占比均未超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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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工程制备的化学医药中，提取加工数量最大，有 4件，占基因工程制备

药物的 30.8%，其次是凝胶，有 3件，占 23.1%；然后是抑制剂，2件（占比 15.4%）；

其他类型的化学药占比均未超过 3%。

其他方法制备的化学药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31件，占 36.9%，其次是

抑制剂，有 17件，占 20.2%；然后是凝胶，14件（占比 16.7%）；其他方法制

备的化学药中其他类型的化学药占比均未超过 3%。

（2）技术手段 2与技术手段 3之间的对应关系

用于提取加工的原材料中，虾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牡蛎、海参、海藻。

用于制备凝胶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珍珠、虾、海参、牡

蛎。

用于制备抑制剂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是海参、珍珠、虾、牡蛎。

用于制备组合物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豹、珍珠、鲑鱼、

鲨鱼。

图 3-48 各技术问题对应的技术手段

除了以上具体分析的肿瘤、内科病、含肽医药配制品之外，其他技术问题对

应的技术手段图3-48所示。通过上述分析，以及图3-48所示，综合分析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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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领域解决技术问题的热点方向依次是肿瘤、内科病、含肽医药配制品；解

决技术问题的药物采用的各种制备方法中，技术研发热点依次是化学法、蛋白质

工程；采用各种制备方法制取的药物中，研发的热点包括提取加工、凝胶、抑制

剂和组合物；制备药物采用的原材料中，研发的热点包括海藻、虾、海参。

选取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五的中国、韩国、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化学药领域专

利，从技术问题的角度进行分析统计，如图3-49 可知，化学药领域申请量排名

前五的国家/地区解决问题的热点方向均是肿瘤。

图 3-49 化学药领域主要申请国专利技术布局对比

3.3.4专利创新主体分析

对近 20年全球海洋化学药领域的专利申请人排名情况进行统计，得到表 3-9。

该表展示的是按照申请人的专利数量统计的申请人排名情况，反映创新成果积累

较多的专利申请人。

从表 3-9体现的数据来看，全球海洋化学药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申

请人中有 2 家海外的制药企业，这两家海外制药企业分别为百时美施贵宝公司

（排在第 2 位）、REDHILL BIOPHARMA LTD（红山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排在第 5

位）；其余的 18个申请人均为中国本土的申请人，其中，高校和科研院所占据

14 位，可见，国内对于海洋化学药的开发大多还处在研究阶段。其中，中国海

洋大学专利申请 41 件，排名第一；大连工业大学和江南大学以27件和 26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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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位列第 2位和第四位。

表 3-9 海洋化学药领域主要申请人排名

对表 3-9 的申请人专利进行申请年份分析如图3-50 所示，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申请人在 2003-2012年间，专利申请量波动增长，但申请量均较小；2013-2016

年，专利申请量保持 10-15件之间；2016年至今，专利申请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其中仅有 2020年的专利申请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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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0 海洋化学药领域申请量前 20 名的专利申请年份分析

对表 3-9 申请人的专利进行核心专利分析，如表 3-10所示，可见核心专利

占比较小，核心专利量最多的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和江南大学仅有 7件；然后是华

南理工大学（6件），中国海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REDHILLBIOPHARMALTD

（红山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和南京工业大学各 4件，其他申请人的核心专利量均

不高于 3件，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申请人中，15个申请人有核心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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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海洋化学药领域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申请人的核心专利分布情况

1、正大制药

正大制药集团创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过在研发、生产、销售领域的持续

变革和创新，已发展成为中国制药工业举足轻重的力量，业务覆盖制药、医疗、

大健康等领域，拥有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控股成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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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20余家。

正大集团在加大自主研发的同时，与美国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瑞典

皇家医学院以及日本、以色列等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的知名大学、制药企业和研

发机构开展广泛合作，在北京、上海、南京、连云港等地拥有多个药品生产基地。

图 3-51 正大制药海洋化学药领域的专利技术发展路线

正大制药技术发展路线如图 3-51，由图可知，正大制药在海洋生物药领域的

专利技术布局始于 2013 年 ，2013 年关注有降血脂作用的缓释片（如专利

CN103070841A）和治疗肝炎的药物组合物（如专利 CN103127330A），2018年

布局有镇痛消炎作用的包芯片（如专利CN109316457A）和治疗偏头痛的琥珀酸

夫罗曲坦片（如专利 CN109528670A）。

2、鲁南制药

鲁南制药集团是集中药、化学药品、生物制品的生产、科研、销售于一体的

综合制药集团，国家创新型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成员企业包

括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鲁南新时代医药有限公司等，位列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500 强，中国民营企业

制造业 500 强。

鲁南制药集团设有国家手性制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哺乳动物细胞高效表达

国家工程实验室、经方与现代中药融合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等多个高位研发平台，和国内外 100 多家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了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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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居全国医药行业前列。

图 3-52 鲁南制药海洋化学药领域的专利技术发展路线

正大制药技术发展路线如图 3-52，由图可知，正大制药在海洋生物药领域的

专利技术布局始于 2014 年，2014 年关注治疗哮喘的孟鲁司特钠片剂（如专利

CN103989645B），2017年布局治疗心律失常、心绞痛的盐酸索他洛尔制剂（如

专利 CN109419779A ），2018 年布局预防早期心肌梗死的注射液（如专利

CN108743527A）和黏合剂为海藻酸钠和麦芽糖醇的组合物的瑞舒伐他汀钙片

（如专利 CN109432032A），2019 年布局注射剂可达到高载药量的德拉沙星葡

甲胺冻干制剂（如专利 CN113018268A）。

3.3.5核心专利分布分析

对近 20年全球海洋化学药领域的核心专利布局情况进行统计：利用壹专利

的专利价值度指标，筛选出 531组化学药领域核心专利，进而针对核心专利做地

域分布统计分析，得到图 3-53。

从图中可以得知，在海洋化学药领域，中国核心专利占比约为 83.3%；美国

占比 5.71%，日本占比约 1.9%，其余国家的占比均低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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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3 海洋化学药领域核心专利的地域布局

针对海洋化学药领域核心专利，进行专利申请人排名情况分析，得到图 3-54。

从图中可知，在海洋化学药领域，排名前 30 的申请人核心专利量占据总核心专

利量的 20%，其余 80%的核心专利分布于其他申请人。其中，江南大学的核心

专利量为 7组，排名第一；华南理工大学的核心专利量分别为 6组，排名第二；

百时美施贵宝和浙江海洋学院的核心专利量为 5组，并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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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4 海洋化学药领域核心专利申请人排名情况

为进一步分析海洋化学药领域的专利竞争格局，对核心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专利申请人的核心专利技术布局情况进行统计，得到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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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海洋化学药领域核心专利的竞争格局

从表中可以得知，江南大学核心专利最多，核心专利覆盖的技术领域较为全

面，注重含酶或酶原的医药制剂以及含有糖残基的化合物的制备研究和布局；中

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核心专利覆盖的技术领域最全面。整体上看前 20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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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的核心专利均未实现技术方向上的全面覆盖，且核心专利量均较小，在肽或

蛋白质的制备、微生物、突变或遗传工程、含有糖残基的化合物的制备这些技术

领域各申请人鲜少布局核心专利，可见，海洋化学药还有较多的技术领域待研究

和开发，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

图 3-55 近 3 年化学药领域核心专利的布局情况

据图 3-55可知，近 3年（2019年-2022年）海洋化学药领域专利的布局热

点在羟丙甲纤维素、软胶囊、编码基因和中药组合物。

为贴近三亚市的海洋生物药行业创新主体的研发，以下从专利价值度高于

50 的核心专利中选取部分涉诉、引用度高、应用价值高或专利文本质量高的专

利进行分析，以期对三亚市发展海洋生物药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专利 1

公开号：

CN110312513B
专利维持期： 4 年 11 月 4
日

无附图
专利价值度：79 专利状态：授权有效

标题
包含孟鲁司特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或溶剂化物的

局部药物制剂

申请人 艾缇亚(上海)制药有限公司

摘要

本申请提供了包含孟鲁司特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或溶剂化物的局部药物制剂，

以及包含(a)至少一种贻贝粘附蛋白或其衍生物和(b)孟鲁司特或其药学上可接受

的盐或溶剂化物的组合产品。所述制剂和组合产品可特别用于直接局部给药，以

治疗炎症、炎症性病症和/或特征在于炎症的病状，包括伤口、烧伤、牛皮癣、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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疮和特应性皮炎。

权利

要求 1

1.一种适合于局部给药的药物制剂在制备用于通过向皮肤的伤口或烧伤直接局部

施用所述制剂使所述伤口或烧伤愈合或恢复的药物中的用途，所述药物制剂包

含：孟鲁司特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或溶剂化物与药学上可接受的局部辅料的混

合物。

其他

信息
权利要求数量：39；独立权利要求 1 项。

上述专利 1 保护了包含孟鲁司特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或溶剂化物的局部

药物制剂，该专利的优点是：采用了22 个实施例，进行实验和对比实验，来验

证该药物制剂对不同类型的伤口的疗效，对权利要求书进行有力的支撑，并且进

行 PCT 申请，专利布局在日本、美国、韩国、欧洲、韩国、澳大利亚等个国家

进行，共有 16件同族专利，其中已经在中国和日本获得专利权，其他国家或地

区为在审核状态。可见，该专利具有较高的技术价值，三亚市的相关创新主体若

拟对相同类型的药物进行海外布局时，可参考该专利。

专利 2

公开号：

CN101269158A
专利维持期：11 年 0 月 17
日

专利价值度：73 专利状态：授权有效

标题
一种灰产色链霉菌海藻糖合成酶及其编码基因与应

用

申请

人
南京工业大学

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灰产色链霉菌海藻糖合成酶及其编码基因与应用，该海藻糖合成

酶基因从灰产色链霉菌（Streptomyces griseochromogenes）克隆到，该海藻糖合

成酶能转化麦芽糖生成海藻糖，酶的适合反应温度为 15~35℃ , 优选 20~25℃,

酶的适合应的 pH 在 6.0~8.0，优选 pH 为 7.0~7.5。该酶转化效率高，以麦芽糖为

底物，在 25℃反应条件下，麦芽糖在转化率达 80％左右，及产生较少的葡萄糖，

在 5％以下，这有利提高底物的转化率，该酶能够用于转化商品化的超高麦芽糖

浆制备海藻糖，可为工业化利用酶法生产海藻糖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权利

要求 1
1.一种海藻糖合成酶，其氨基酸序列为 SEQ ID NO.2。

其他

信息
权利要求数量：39；独立权利要求 4 项。

上述专利 2保护了 3项客体，分别是：海藻糖合成酶、海藻糖合成酶的编码

基因及其应用、海藻糖的制备方法。该核心专利从海藻糖到其制备方法，再到应

用做了较为全面的保护。另外，该核心专利被引用数量达到 11件，具有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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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价值。

3.3.6研发人员分析

基于全球化学药领域专利数据，分析发明人数量与专利申请公开量的变化情

况，得到统计结果如图 3-56 所示。2003 年-2009 年，全球海洋化学药领域发明

人数量和专利申请量均变化不大，该阶段为海洋生物药领域的起步阶段；从 2010

年至今，发明人数量与专利申请数量同步增长，该阶段为海洋化学药领域的成长

阶段，意味着该领域还在持续的发展中，发展潜力巨大，可以预见此后几年的创

新成果质量和数量将有望稳步增长。

图 3-56 海洋化学药产业研发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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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7 海洋化学药领域发明人专利申请合作情况

发明人合作分析情况如图3-57所示，该图展示发明人专利合作情况及对应

数量。第一维度分析的是合作专利数，第二维度分析的是合作次数，分析数量取

前 50名，图中彩色圆圈面积越大表示该申请人对应的合作专利数量越多。

统计结果显示，其中较大部分的合作研发都是创新主体内部员工的合作研发；

当图中显示不同的发明人合作群簇间存在连接线时，意味着隶属于不同申请人的

发明人团队开始了联合研发，图中存在少量不同的发明人合作群簇间联合研发的

情况，但合作研发情况活跃度低。

因此本领域在发展过程中，还需进一步加强申请人之间的合作，如产学研合

作开发，这有利于海洋生物药产业内各研发团队各展所长，通过创新合作实现共

赢。

3.4保健品领域专利导航分析

3.4.1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基于海洋保健品领域的专利数据，分析近 20年（2003.01.01-2022.12.31）全



- 93 -

球专利申请类型情况：实用新型专利约占 1.8%，发明专利占比达到 98%，其中，

已授权的发明专利约占 20.3%。

图 3-58 海洋保健品领域全球专利的类型情况

分析近 20年海洋保健品领域全球以及中国的专利申请趋势，得到图 3-59。

从图中可以看出，全球海洋保健品领域专利申请在 2003年-2012年间专利申请量

整体呈增长态势，但波动不大；2013年-2016年专利申请量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2017年之后总体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近 20年，中国海洋保健品领域专利的申

请量占据全球专利申请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3 年之后，中国海洋保健

品领域专利申请量占全球 80%以上。

图 3-59 海洋保健品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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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重点国家技术控制力

根据图3-59我们已经得知，在全球近 10年的海洋保健品领域专利申请中，

中国的申请量占比已经超过 60%，为进一步分析海洋保健品领域专利在各国/地

区的分布情况，基于海洋保健品领域的专利数据，分析其全球地域分布情况，得

到图 3-60（技术来源分布）和图 3-61（技术应用分布）。

图 3-60 海洋保健品领域的技术来源国/地区/组织专利分布情况

结合图3-60可知，以申请人所属国（也称技术来源国/地区/组织）统计，海

洋保健品领域的技术来源国主要是中国，约占据全球保健品领域专利总申请量的

69. 1%，韩国以 1284件专利申请量位居第二，专利申请量位居前五的其他 3个国

家分别是美国、日本和俄罗斯。

图 3-61 海洋保健品领域的技术应用国/地区/组织专利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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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图 3-61可知，以专利申请的公开国（也称技术应用国/地区/组织）统计，

海洋保健品领域的技术应用国主要是中国，约占据全球海洋保健品领域专利总申

请量的 69.5%，韩国以 1528件专利申请位居第二，专利公开量位居前五的其他 3

个国家/地区分别是日本、美国和俄罗斯。此外，PCT 申请有 345 件。可见，除

中国外，国外市场的重要程度依次为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国内企业可优先

考虑到以上国家/地区布局。

3.4.3技术研发热点方向

全球海洋化学药领域专利进行技术标引后，如图 3-62 所示，可见，海洋保

健品领域，解决的技术问题中，保健食品第一，有 8909件，占 71%；其次是抗

肿瘤，有 761件，占 6%；然后依次是免疫力 673件（5%）和美容养颜 109件（1%），

骨质疏松 0.4%，其他未明确分类占比 17%。

图 3-62 海洋保健品领域解决的技术问题分布情况

下面将对技术问题分布排名前三的保健食品、抗肿瘤和免疫力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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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健品领域保健食品技术热点方向分析

图 3-63 保健品领域保健食品技术手段分布

如图 3-63展现了保健品保健食品问题在制备方法、药物种类、原材料三个

层面的技术手段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在技术手段 1 即制备方法上，化学法占比

最高，其次是物理机械法，然后是蛋白质提取法，除这三种方法之外的其他多种

制备方法的总和占比稍低于物理机械法；在技术手段 2 即药物种类上，组合物占

比最大，然后依次是胶囊、提取加工、冲剂、饮片；在技术手段 3 即原材料上，

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参、牡蛎、珍珠。

进一步分析可知三层技术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1）技术手段 1与技术手段 2之间的对应关系：

进一步分析可知，化学法制备的保健品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1497件，

占化学法的 27.8%，其次是提取加工，有 1179件，占 21.9%，然后是胶囊，有

1111件（20.6%）；化学法制备的其他类型保健品占比均未超过 10%。

物理机械法制备的保健品中，胶囊数量最大，有 485件，占物理机械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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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其次是冲剂，有 301件，占 17.4%；然后是组合物，有 223件（12.9%）；

物理机械法制备的其他类型保健品占比均未超过 5%。

高蛋白制取制备的保健品中，胶囊数量最大，有 106件，占高蛋白制取的

34.2%，其次是组合物，有 44件，占 14.2%；然后是饮片，有 27件（8.7%）；

高蛋白制取制备的其他类型保健品占均未超过 10%。

其他方法制备的保健品中，胶囊数量最大，有 320件，占 21.7%，其次是组

合物，有 270件，占 18.3%，然后是冲剂，有 172件（11.7%）；其他方法制备

的其他类型保健品占比为 48.3%。

（2）技术手段 2与技术手段 3之间的对应关系

用于制备组合物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牡蛎、海参、珍珠。

用于制备胶囊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参、珍珠、牡蛎、

鲨鱼。

用于提取加工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是海参、牡蛎、珍珠、昆布、

鲨鱼。

用于制备冲剂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参、珍珠、牡蛎、

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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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健品领域抗肿瘤技术热点方向分析

图 3-64 保健品领域抗肿瘤技术手段分布

如图3-64 展现了保健品抗肿瘤问题在制备方法、药物种类、原材料三个层

面的技术手段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在技术手段 1 即制备方法上，化学法占比最

高，其次是物理机械法，然后是高蛋白制取，除这三种方法之外的其他多种制备

方法的总和占比稍高于物理机械法；在技术手段 2 即药物种类上，提取加工占比

最大，然后依次是组合物、胶囊、冲剂、饮片；在技术手段 3 即原材料上，海藻

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参、牡蛎、珍珠。

进一步分析可知三层技术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1）技术手段 1与技术手段 2之间的对应关系：

进一步分析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抗肿瘤保健品种类，可知，化学法制备的

抗肿瘤保健品中，提取加工数量最大，有 185件，占化学法的 31.3%；其次是组

合物，有 145件，占 24.5%；然后是胶囊，有 111件（18.8%）；化学法制备的

其他类型抗肿瘤保健品占比均未超过 10%，合计为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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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机械法制备的抗肿瘤保健品中，胶囊数量最大，有 26件，占物理机械

法的 36.6%；其次是组合物，有 16件，占 22.5%；然后是冲剂，有 7件（9.9%）；

物理机械法制备的其他类型抗肿瘤保健品占比均未超过 5%，合计占比为 31%。

高蛋白制取制备的抗肿瘤保健品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7件，占高蛋白制

取的 26.9%；其次是胶囊，有 6件，占 23.1%；然后是冲剂，有 3件（11.5%）；

高蛋白制取制备的其他类型抗肿瘤保健品占比均未超过 10%，合计占比为 38.5%。

其他制备的抗肿瘤保健品中，胶囊数量最大，有 20件，占其他的 27.4%；

其次是组合物，有 17件，占 23.3%；然后是冲剂，有 9件（12.3%）；其他制备

的其他类型抗肿瘤保健品占比均未超过 10%，合计占比为 37%。

（2）技术手段 2与技术手段 3之间的对应关系

用于提取加工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参、鲍鱼、贻贝、

牡蛎。

用于制备组合物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参、牡蛎、珍珠。

用于制备胶囊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参、牡蛎、珍珠、

鲨鱼。

用于制备冲剂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参、牡蛎、珍珠。

3、保健品领域免疫力技术热点方向分析

对技术问题免疫力的制备方法进行分析，如图3-65 所示，可知，化学法占

比达到 69.5%（468件），物理机械法占比 10.0%（67件），高蛋白制取占比最

小，为 3.9%（26件），此外，其他方法占比 12.9%。因此，免疫力保健品制品

制备技术的热点方向是化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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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5 保健品领域免疫力技术手段分布

如图3-65 展现了保健品抗肿瘤问题在制备方法、药物种类、原材料三个层

面的技术手段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在技术手段 1 即制备方法上，化学法占比最

高，其次是物理机械法，然后是高蛋白制取，除这三种方法之外的其他多种制备

方法的总和占比稍高于物理机械法；在技术手段 2 即药物种类上，组合物占比最

大，然后依次是提取加工、胶囊、冲剂、饮片；在技术手段 3 即原材料上，海参

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牡蛎、海藻、珍珠、鲍鱼。

进一步分析可知三层技术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1）技术手段 1与技术手段 2之间的对应关系：

进一步分析保健品领域免疫力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保健品种类，可知，化

学法制备的免疫力保健品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149件，占化学法的 31.8%；

其次是提取加工，有 143件，占 30.6%；然后是胶囊，有 56（12.0%）；化学法

制备的其他类型免疫力保健品占比均未超过 10%，合计为 25.6%。

物理机械法制备的保健品中，胶囊数量最大，有23件，占物理机械法的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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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组合物，有 15件，占 22.4%；然后是冲剂，有 9件（13.4%）；物理机械

法制备的其他类型免疫力保健品占比均未超过 10%，合计为 29.9%。

高蛋白制取制备的免疫力保健品中，胶囊数量最大，有 10件，占高蛋白制

取的 38.5%；其次是组合物，有 10件，占 38.5%；然后是冲剂，有 1件（3.8%）；

高蛋白制取制备的其他类型免疫力保健品占比均未超过 3.8%，合计为 23.1%。

其他方法制备的免疫力保健品中，组合物数量最大，有 60件，占 53.6%；

其次是胶囊，有 13件，占 11.6%；然后是冲剂，有 9件（8.0%）；其他方法制

备的其他类型免疫力保健品占比均未超过 5%，合计为 26.8%。

（2）技术手段 2与技术手段 3之间的对应关系

用于制备组合物的原材料中，牡蛎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珍珠、海藻、海参。

用于提取加工的原材料中，海参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藻、珍珠、牡蛎、

鲍鱼、昆布、贻贝。

用于制备胶囊的原材料中，海藻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海参、虾、海豹、珍

珠。

用于制备冲剂的原材料中，海参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牡蛎、海藻、珍珠。

图 3-66 各技术问题对应的技术手段

除了以上具体分析的保健食品、抗肿瘤、免疫力之外，其他技术问题对应的

技术手段如图3-66 所示。通过上述分析，以及图3-66 所示，综合分析可知，保

健品技术问题的热点方向依次是保健食品、抗肿瘤和免疫力；各保健品采用的各

种制备方法中，技术研发热点依次是化学法、物理机械法、高蛋白制取法；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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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制备方法制取的保健品中，研发的热点是提取加工、组合物、胶囊；制备药

物采用的原材料中，研发的热点包括海参、海藻和珍珠。

选取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五的中国、韩国、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保健品领域专

利，从技术问题的角度进行分析统计，如图3-67 可知，保健品领域申请量排名

前五的国家/地区解决问题的热点方向均是保健食品。

图 3-67 保健品领域主要申请国专利技术布局对比

3.4.4专利创新主体分析

对近 20 年全球海洋保健品领域的专利申请人排名情况进行统计，得到表

3-12。该表展示的是按照申请人的专利数量统计的申请人排名情况，反映创新成

果积累较多的专利申请人。

从表 3-12体现的数据来看，全球海洋保健品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申

请人中有 3个是海外的企业或个人，中国申请人占 17位，高校和科研院所占据

14位，可见，国内创新主体对于海洋保健品的开发主要还处在研究阶段。其中，

大连工业大学专利申请 99件，排名第一；其次是中国海洋大学共 96件，排名第

二；江南大学 67件，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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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海洋保健品领域主要申请人排名

对表 3-12 的申请人专利进行申请年份分析如图3-68所示，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申请人在 2003年至今，专利申请量总体呈现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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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8 海洋保健品领域申请量前 20 名的专利申请年份分析

对表 3-12 申请人的专利进行核心专利分析，如表 3-13所示，可见核心专利

占比较小，核心专利量最多的中国海洋大学有 16件；然后是江南大学（14件），

大连工业大学（9 件）、华南理工大学（8 件）、四川大学（7件），其他申请

人的核心专利量均不高于 6件，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申请人中，17个申请人有核

心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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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海洋保健品领域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申请人的核心专利分布情况

1、大连鑫玉龙海洋生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鑫玉龙海洋生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大连鑫汇海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于 2004 年成立，同时，鑫玉龙品牌于 2004 年正式创立，在 2010 年鑫汇

海公司将海参产业相关资产剥离出来以评估值出资，联合战略投资人现金注资共

同发起成立，注册资本 6,311.4 万元，是一家掌握辽参原种基因及种苗培育核心

技术，完整运营良种选育、种苗培育、增值放养、精深加工、科研开发、品牌营

销、海洋牧场运营、旅游观光为一体的辽参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企业，并于 2015

年完成新三板挂牌（证券代码：834795），总资产 7 亿元，企业集团（含大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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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置地有限公司、大连平岛绿健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大连鑫汇海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等关联公司）总资产逾 15 亿元。

鑫玉龙海参产品全部由生长期 4-5 年的壮年期海参加工而成。黄金卵种参、

淡干海参、浓缩即食海参是鑫玉龙的明星产品。

图 3-69 大连鑫玉龙海洋化学药领域的专利技术发展路线

大连鑫玉龙海洋生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发展路线如图 3-69，由图可

知，大连鑫玉龙海洋生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海洋生物药领域的专利技术布

局始于 2018 年，2018 年布局含有海参胶粉末、海参纳米肽粉的果冻（如专利

CN110150586A），2019年布局健脾消肿、润肠通便、乌黑秀发、提高记忆和提

高智力的药膳（如专利 CN111466529A、CN111466530A），2020年布局缓解身

体疲劳的花胶膏（如专利CN113115916A）和补气益肾的含有海参的药膳（如专

利 CN113615815A），2021年布局提高机体对锌的吸收效率的海参多肽螯合锌口

服液（如专利CN115153016A），2022年布局有抗疲劳功能的海参牡蛎复合肽饮

品（如专利 CN115644331A）。

2、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是一家集水产养殖、食

品加工、海洋捕捞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2004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拥有近 10 万亩海水养殖基地、100 多万平方米的海参育苗基地，投放约 25 万个

海上育苗网箱，天海湾养殖牧场被认定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全国海

水养殖标准化示范区”、“山东省海参良种基地”、“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

研究所科学研究基地”、“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科研成果转化基地”，采用投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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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饵料进行海参、海带、牡蛎、中国对虾、日本蟳（石夹红螃蟹）等水产品的增

养殖，形成了种、苗、养、捕一体化。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开设近 400 家“好当

家有机刺参”连锁专卖店及商超专柜，登陆天猫、京东等各大电商平台和环球购

物、优享购等电视购物频道，着力发展海洋大健康产业集群。

图 3-70 山东好当家海洋化学药领域的专利技术发展路线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发展路线如图 3-70，由图可知，山东

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海洋生物药领域的专利技术布局始于 2010年，

2010年开始布局有抗疲劳、调节身体免疫力等的营养制品，并且到 2013年持续

有 专利产 出（ 如专利 CN102090639B、 CN102551043B、 CN102894258B、

CN103719926B），2014年布局有降血压功效的泡腾片（如专利 CN105077245B），

2015 年布局补肾益精的固元膏（如专利 CN105077245B），2022年布局提取海

参加工液活性物质的方法（如专利 CN115322266A）。

3.4.5核心专利分布分析

对近 20年全球海洋保健品领域的核心专利布局情况进行统计：利用壹专利

的专利价值度指标，筛选出 1049组保健品领域核心专利，进而针对核心专利做

地域分布统计分析，得到图 3-71。

从图中可以得知，在海洋保健品领域，中国核心专利占比约为 81.79%；美

国占比 4.69%，韩国占比 3.19%，其余国家的占比均低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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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1 海洋保健品领域核心专利的地域布局

针对海洋保健品领域核心专利，进行专利申请人排名情况分析，得到图 3-72。

从图中可知，在海洋保健品领域，排名前 30 的申请人核心专利量占据总核心专

利量的 18%，其余 82%的核心专利分布于其他申请人。其中，中国海洋大学的

核心专利量为 16组，排名第一；江南大学的核心专利量为 13组，排名第二；浙

江海洋学院的核心专利量为 9组，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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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2 海洋保健品领域核心专利申请人排名情况

为进一步分析海洋保健品领域的专利竞争格局，对核心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专利申请人的核心专利技术布局情况进行统计，得到表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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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海洋保健品领域核心专利的竞争格局

从表中可以得知，中国海洋大学核心专利最多，核心专利覆盖的技术领域较

为全面，注重改变食品的营养性质、营养制品、其制备或处理以及多糖类的制备、

其衍生物两个技术方向的研究和布局；核心专利量排名第二的是江南大学，其核

心专利覆盖的技术领域较为全面，注重改变食品的营养性质、营养制品、其制备

或处理以及以所用的非有效成分为特征的医用配制品两个技术方向的研究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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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大连工业大学核心专利量排名第四，其核心专利覆盖的技术领域较为全面，

注重改变食品的营养性质、营养制品、其制备或处理以及水产食物制品、鱼类制

品、鱼肉、鱼卵代用品技术方向的研究和布局。除了核心上述 3个申请人，其他

申请人核心专利布局的技术范围都较少，且核心专利量均较小，专利技术竞争力

相对较弱。在非酒精饮料、其干组合物或浓缩物，水产食物制品、鱼类制品、鱼

肉、鱼卵代用品，多糖类或其衍生物的组合物这些技术领域各申请人鲜少布局核

心专利，可见，海洋保健品还有较多的技术领域待研究和开发，具有较大的开发

潜力。

图 3-73 近 3 年保健品领域核心专利的布局情况

据图 3-73可知，近 3年（2019年-2022年）海洋保健品领域专利的布局热

点在水凝胶和微胶囊。

为贴近三亚市的海洋生物药行业创新主体的研发，以下从专利价值度高于

50 的核心专利中选取部分涉诉、引用度高、应用价值高或专利文本质量高的专

利进行分析，以期对三亚市发展海洋生物药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专利 1

公开号：

CN108018248B
专利维持期： 5 年 4 月 23
日

专利价值度：72 专利状态：授权有效

标题
一种具有调节抗生素引起的菌群结构紊乱的干酪乳

杆菌

申请 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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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调节抗生素引起的菌群结构紊乱的干酪乳杆菌，属于食品

技术领域。本发明是将该菌扩大发酵，辅以脱脂乳和海藻糖，冷冻干燥后制得膳

食补充剂，它含有活菌含量大于 10⁹CFU/g 的干酪乳杆菌 CGMCC12435。本发明

所提供的干酪乳杆菌 CGMCC12435 具有良好的体外模拟胃肠道存活性，可利用

低聚糖唯一碳源的培养基良好生长。在体外对人体 HT‑29 细胞的黏附率较高。此

菌制成的膳食补充剂能够显著恢复小鼠体内抗生素导致的肠道菌群变化，缓解抗

生素导致的氧化损伤，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权利

要求 1

1. 一 种 干 酪 乳 杆 菌 ， 其 特 征 在 于 ， 所 述 干 酪 乳 杆 菌 为 干 酪 乳 杆 菌

(Lactobacilluscasei)CGMCC12435，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保藏于中国微生物菌种保

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保藏编号为 CGMCC12435。

其他

信息
权利要求数量：10；独立权利要求 5 项。

上述专利 1保护了具有调节抗生素引起的菌群结构紊乱的干酪乳杆菌，该专

利的优点是：采用了 10个实施例，从干酪乳杆菌在人工模拟胃肠液中的存活率

到干酪乳杆菌 CGMCC12435对抗生素小鼠肠道紊乱的恢复作用、以及贮存条件

对益生菌膳食补充剂中干酪乳杆菌活性的影响等对干酪乳杆菌进行多方面的验

证，此外，用 5项独立权利要求进行较全面的保护，具有较高的技术价值。

专利 2

公开号：

CN103961469
B

专利维持期：9 年 2 月 8 日

专利价值度：72 专利状态：授权有效

标题 中药组合物及其应用、保健品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

人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

发明涉及保健品领域，特别涉及中药组合物及其应用、保健品及其制备方法。该

中药组合物包括玛咖、牡蛎提取物和枸杞提取物。本发明提供的中药组合物相对

于单剂在缓解体力疲劳方面具有显著的增效作用，可有效缓解体力疲劳，且效果

持久。

权利

要求 1

1.一种缓解体力疲劳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 由玛咖、牡蛎提取物和枸杞提

取物组成；所述玛咖、所述牡蛎提取物与所述枸杞提取物的质量比为(400～600)：

(50～200)：(10～100)。

其他

信息
权利要求数量：11；独立权利要求 4 项。

上述专利 2保护了中药组合物及其应用、保健品及其制备方法，该专利的优

点是：采用了22 个实施例，对制成该保健品的组合物的制备方法、以及该保健

品不同制剂形态（包衣片、咀嚼片、滴丸剂、胶囊、口含片等）的处方及其对应



- 113 -

制备方法进行阐述，此外，用 4项独立权利要求进行较全面的保护，具有较高的

技术价值。

3.4.6研发人员分析

基于全球保健品领域专利数据，分析发明人数量与专利申请公开量的变化情

况，得到统计结果如图 3-74 所示。2003 年-2012 年，全球海洋保健品领域发明

人数量和专利申请量均变化不大，该阶段为海洋生物药领域的起步阶段；2013

年-2015年，期间呈现同步下跌趋势；从 2016年至今，发明人数量与专利申请数

量同步增长，产业进入新一轮的成长复苏阶段，意味着该领域还在持续的发展中，

特别是 2018年后，发明人数量快速增长，可见该领域发展潜力巨大，海洋保健

品随着政府对海洋生物医药的大力支持，创新成果的质量和数量将有望稳步增长。

图 3-74 海洋保健品产业研发人员情况

发明人合作分析情况如图3-75 所示，该图展示发明人专利合作情况及对应

数量。第一维度分析的是合作专利数，第二维度分析的是合作次数，分析数量取

前 50名，图中彩色圆圈面积越大表示该申请人对应的合作专利数量越多。

统计结果显示，其中大部分的合作研发都是创新主体内部员工的合作研发；

当图中显示不同的发明人合作群簇间存在连接线时，意味着隶属于不同申请人的

发明人团队开始了联合研发，图中存在不同的发明人合作群簇间联合研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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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合作研发活跃度不高，因此本领域在发展过程中，还需进一步加强申请人

之间的合作，如产学研合作开发，这有利于海洋生物药产业内各研发团队各展所

长，通过创新合作实现共赢。

图 3-75 海洋保健品领域发明人专利申请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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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定位分析

4.1产业结构定位

产业发展与专利发展密切相关，其技术发展伴随着专利保护，专利申请与技

术创新如影随行，因此，一个地区的专利布局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该地

区产业结构。

本部分主要是从两方面对三亚市产业结构进行定位：一是将三亚市海洋生物

医药专利布局情况与中国、海南省及全国他城市进行对比，了解三亚市的产业定

位；二是三亚市各领域专利数量与海南省其他城市进行横向对比，了解三亚市在

海南省的产业结构定位。

图 4-1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国内省市专利数量对比

图 4-1通过将三亚市产业结构与中国及中国其他城市进行专利数量对比，可

见，不管在中药、生物药、化学药还是保健品领域，三亚市与全国其他产业发展

基础好的城市都存在巨大差距，三亚市在各领域的专利申请量都很小，产业基础

较薄弱。此外，也可以看出，在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五的城市中，有 3位属于山东

省，这与第二章 2.2节中提到的山东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居于全国首位的市场情

况是相吻合的，可见产业的发展伴随着技术的保护、专利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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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南省内城市专利数量对比

结合图 4-1和图 4-2通过将三亚市与海南省其他城市进行专利数量对比，可

见，海南省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各领域专利产出均不多，三亚市

在海南省各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均仅次于海口市，排在第二；其中中药领域，三亚

市专利申请量占海南省的 26%，生物药占 20%，化学药占 5%，保健品占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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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企业创新实力定位

图 4-3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国内主要企业申请人16

将国内主要企业申请人与海南省主要企业申请人进行对比分析，从图 4-3可

知，国内专利申请量最大的企业是大连深蓝肽科技研发有限公司，有 46件；其

16 第四章主要企业申请人排名为排除了非正常专利申请量之后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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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青岛海之林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均

为 43件；然后是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乐仁堂制药厂，有 33件；专利

申请量排名前十的企业中，山东省5位，可见山东省企业创新实力最强。三亚市

的企业专利申请量排 100名之后，海南省专利申请量排名前十的企业申请人中，

海口市占 8位，可见海南省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口市企业创新能力较强，三

亚市只有海南中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榜，且申请量只有 3件，此外，三亚市企

业申请人一共只有 6位，专利申请量均不大于 3件。可见，三亚市企业在海洋生

物医药产业的研发较少，创新实力较弱。

图 4-4 海南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申请人构成分布

从图 4-4海南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申请人构成分布可知，在四个领域，企业

申请人专利数量占比最大，占总专利数量的50%以上；在中药领域和化学药领域，

个人专利申请量仅次于企业排第二位，在生物药和保健品领域，高校专利申请量

排名仅次于企业排第二位。可见，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南省主要的创新主体

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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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国内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重点企业专利竞争力分析 13

从图 4-5 国内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重点企业专利竞争力分析可知，海洋生物医

药产业申请量排名前 7 的企业中，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四个领域

均有 3-10件有效发明专利，相比于其他企业申请人，创新实力最强，专利布局

最全；此外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和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三个领域

有有效发明专利，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布局相对较全，具有一定的竞争实力。

而三亚市的企业，专利申请量均为个位数，且除了海南龙圣堂制药有限公司

在中药和化学药领域拥有 1件有效发明专利外，其他企业申请人的专利均处于失

效状态。可见，三亚市企业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产业基础薄弱，若需要构建海洋

生物医药产业全生态、全链条发展，应注重内部培育和外部引进企业和人才相，

助力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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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创新人才储备定位

利用壹专利数据库，将海南省和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专利申请数据按照

专利发明人进行统计分析。

表 4-1所示为海南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能力排名前十的发明人（对于同

一个公司进行合作的发明人不单独进行排名），以有效专利量来筛选创新能力强

的发明人，其中海南京润珍珠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周树立以 18件专利申请

排第一，海南三元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郭红星等以7件专利申请排第二，

海南师范大学的颜慧琼等人以及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周尽学等人

以 5件专利并列第二，其他发明人的专利申请量均不超过 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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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海南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人才储备

表 4-2所示为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能力排名前十的发明人（对于同

一个公司进行合作的发明人不单独进行排名），可见，三亚市发明人专利申请量

均不超过 3件，其中，海南中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肖永胜、三亚海王海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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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的严启新等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裴志胜等人、海南龙圣堂制药

有限公司周文谦均有三件专利申请。可见，三亚市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人

才较少。若要推动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需培育三亚市人才或者从外

部引进。

表 4-2 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人才储备

4.4技术创新能力定位

技术拥有者多用专利保护其技术创新成果以实现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因此

专利制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最为直接、也最为密切，对技术创新成果的占有和有

效运用已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和激励机制。由此可见，一个地区专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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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情况可以反映出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强弱，下面从专利数量、专利质量以及与

对标城市的对比来进行分析

4.4.1专利数量对比

对沿海省市和较发达省市进行专利布局信息统计，选出专利申请量 TOP10

省市和海南省进行展示，如图 4-6所示；针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排名前三位的

分别为山东省（8278件）、安徽省（3240件）和江苏省（2394件），在专利申

请量上山东省遥遥领先，海南省位于第 25名。

图 4-6 中国各省市申请量排名

对国内各地市进行专利布局信息统计，选出专利申请量 TOP10城市和三亚

市进行展示，如图 4-7所示；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排名前四位的分别为青岛市

（2586件）、济南市（1347件）、北京市（1325件）和威海市（1068件），其

中青岛市专利申请量遥遥领先，而三亚市（23件）排名 100 名之外。以专利有

效量筛选创新主体后，青岛市主要创新主体有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中国科

学院海洋研究所、青岛海之林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

司和正大制药(青岛)有限公司等；北京市主要创新主体有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勤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等；广州市主要创新主体包括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药科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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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主要申请人包括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龙圣堂制药有限公司、三亚

海王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南中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图 4-7 中国各城市申请量排名

4.4.2专利质量对比

专利质量方面主要是从发明授权率和授权有效率两个角度将三亚市海洋生

物医药产业与中国、海南省、主要产业集群地市等进行对比。由表 4-3可知，海

洋生物医药产业国内各省市均以发明专利申请为主，发明专利申请占比达到 90%

以上；但发明专利授权率均较低，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全国发明授权率仅有 24.04%；

申请量排名前五的城市中，北京发明授权率最高，为 36.68%，其次是广州市

36.54%，其他城市发明授权率均低于 30%。三亚市专利申请量在全国城市排名

中位于 100名后，仅有 23件，发明授权率仅为 9.52%。海南省申请量在全国省

份中排名 25。

在发明授权有效率上，全国发明授权有效率 49.69%，申请量排名前五的城

市中，青岛市、北京市、广州市的发明授权有效率均高于全国均值；海南省、三

亚市发明授权有效率高，但是总体的有效量低。三亚市与中国、海南省、主要产

业集群地市整体情况相比，其发明专利数量在全国城市中排名靠后；三亚市发明

专利授权率占比仅为 9.52%，虽然发明授权有效率为 100%，但总授权量仅为 2

件。可见三亚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领域的专利质量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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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青岛市、北京市、威海市、广州市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能力较强，

产业发展基础较好。而海南省创新能力较弱，三亚市创新能力欠佳。

表 4-3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国内省市专利数量对比

国内排名 城市 总量 发明
发明授

权

发明占

比

发明授

权率

发明授

权有效

发明授

权有效

比例

/ 中国 33668 33380 8023 99.14% 24.04% 3987 49.69%
/ 海南省 214 205 82 95.79% 40.00% 77 93.90%
1 青岛市 2526 2513 554 99.49% 22.05% 277 50.00%
2 济南市 1482 1480 296 99.87% 20.00% 101 34.12%
3 北京市 1312 1306 479 99.54% 36.68% 245 51.15%
4 威海市 1071 1057 189 98.69% 17.88% 89 47.09%
5 广州市 868 862 315 99.31% 36.54% 232 73.65%

100名后 三亚市 23 21 2 91.30% 9.52% 2 100.00%

4.4.3三亚市申请人类型分析

图 4-8所示为三亚市申请人类型及其对应的申请人数量数量，图 4-9 为三亚

市申请人类型及其对应的专利申请量，三亚市企业申请人有 6个，在所有申请人

类型中占比最大，为 42.88%；其次是个人申请有 5个，占比 35.71%；高校申请

人数量为 2个，占比 14.29%。而专利申请量上，企业专利申请量有 12件，占比

最大，为 50%；其次是个人申请人，共 6件，占比 25%。

图 4-8 三亚市专利申请人类型及其申请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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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三亚市专利申请人类型及专利申请数量

总体来说，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专利申请人数量很少，缺少带领产业发

展的龙头企业。

4.4.4三亚市与对标城市对比分析

将三亚市与青岛、威海、厦门、广州、海口、钦州、汕头 7个城市进行多维

度对比分析，了解对标城市的产业布局情况，为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提供借鉴。对标分析的维度包括专利申请趋势、各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专利维持

状况、专利价值对比、专利创新主体对比、研发人员对比、专利运营、涉诉对比。

1、申请趋势分析

分析三亚市与青岛、威海、厦门、广州、海口、钦州、汕头市海洋生物医药

产业的专利近 20年申请趋势，得到图 4-10。

在专利申请趋势方面，8座城市的对比较为鲜明，两级化严重。

青岛市、广州市和威海市在专利申请数量上远超其他城市。但是这三个城市

的专利申请趋势各不相同，下面进行具体分析：2003年-2011年之间，青岛市、

广州市和威海市专利申请量相近，且申请量变化不大，从 2012年开始出现差异

化发展，青岛市在 2012-2015年间专利急剧增长，2015年之后专利申请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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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17年后至今，专利申请在较低的水平平稳发展；威海市从 2012年-2016

年专利申请快速增长，2016年至今持续下降；广州市 2012 年-2017年专利申请

量逐年增长，2017 年之后平稳发展；而对于专利申请量处于第二梯队的厦门、

海口、钦州、汕头和三亚，在 2003-2013年间，专利申请量基本上是个位数甚至

为零，其中海口市在 2010年和 2012年的时候，分别达到了 18件和 19件，2013

年后专利申请量才有所增长，但都低于 30件，直至目前专利申请量依然没有太

大起伏。

图 4-10 三亚市与对标城市专利申请趋势

2、申请量分析

分析三亚市与青岛、威海、厦门、广州、海口、钦州、汕头市海洋生物医药

产业的专利申请量，得到图 4-11，分别对比中药领域、生物药领域、化学药领域

和保健品领域各城市的专利申请量，了解各城市在不同领域的产业布局概况。

从图中可知，三亚市在四个领域的专利布局均低于对标城市；在中药领域，

青岛布局专利最多（1509件），其次是威海（634件），然后是广州（268件），

钦州（56件），厦门、汕头和海口的专利布局量都在 30-33件之间，三亚市有

12件；在生物药领域，青岛布局最多（226件），其次是广州（184件），威海

（45件）排第三，钦州市（36件）排第四，其他城市与三亚市布局的专利量都

是个位数，与三亚市差别不大；化学药领域，青岛布局专利最多（250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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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广州（161件），厦门（81件）排第三，威海、钦州专利布局稍少于厦门，

汕头、海口专利布局稍高于三亚；保健品领域，青岛市布局专利最多（784件），

其次是威海（374件），广州（334件）与威海专利布局相近，钦州（125件）

远低于广州，厦门（69件）低于钦州，稍高于汕头（48件）和海口（35件），

三亚（7件）远低于对标城市的专利布局。

图 4-11 三亚市与对标城市专利申请量分析

3、专利维持情况分析

分析三亚市与青岛、威海、厦门、广州、海口、钦州、汕头市海洋生物医药

产业的专利维持情况，得到图 4-12，可见，专利有效量上，青岛专利有效量最多，

广州与青岛较接近，而有效率上，广州 28.52%远高于青岛的 11.74%；威海专利

有效量（105件）排第三，专利有效量仅为 9.79%，低于青岛有效率；三亚市的

有效量（4件）与钦州市（7件）接近，三亚市有效率 17.39%高于钦州市的有效

率。由此可见，三亚市的专利维持有效率与对标城市差距不大，但由于三亚市专

利基数小，专利有效量上除了钦州市，远低于其他对标城市，因此需要进一步激

发三亚市创新主体在海洋生物医药的技术研发热情，推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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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市的发展。

图 4-12 三亚市与对标城市专利维持情况分析

4、专利技术分布分析

分析三亚市与青岛、威海、厦门、广州、海口、钦州、汕头市海洋生物医药

产业的技术分布情况，得到图 4-13。

由图可知青岛市、威海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专利布局相似，主要布局在中

药领域，该领域的专利占比均为 55%左右，其次是保健品领域，占比均为 30%

左右；然后依次是化学药领域、生物药领域，这两个领域的占比均不足 10%。

广州市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专利主要布局在保健品领域 ， 占比达到

35.27%，其次是中药领域（28.30%），然后依次是生物药（19.43%）和化学药

领域（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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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三亚市与对标城市专利技术分布情况分析

厦门市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专利主要布局在保健品领域 ， 占比达到

50.81%，其次是化学领域（21.14%），然后依次是生物药（14.63%）和中药领

域（13.41%）。

钦州市和汕头市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专利布局相似，主要布局在保健品领

域，均达到 40%左右，其次是中药领域，然后依次是化学药和生物药领域。

海口市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专利主要布局在化学药领域，达到 43.32%，

其次是保健品领域（36.90%），然后依次是中药（16.04%）和生物药领域（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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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专利主要布局在中药领域，达到 46.15%，其

次是保健品领域（26.92%），然后依次是化学药（19.23%）和生物药领域（7.69%）。

5、专利价值分析

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葛树 2021年 3月29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首次官方定义高价值发明专利：“以下 5种情况的有效发明专利纳入高价值

发明专利拥有量统计范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明专利、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

发明专利、维持年限超过 10年的发明专利、实现较高质押融资金额的发明专利、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发明专利。”

以下将分析三亚市与青岛、威海、厦门、广州、海口、钦州、汕头市海洋生

物医药产业中符合的“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维持年限超过 10年的

发明专利”和“获得中国专利奖的发明专利”这 3类高价值专利，得到图 4-14。

可见，三亚市无高价值发明专利，若要大力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需向青

岛市、广州市学习。其中，青岛市海外同族专利最多，有 13件，中国专利奖 1

件；广州市海外同族专利6件，中国专利奖最多，有 5件；其他对标城市除了钦

州无高价值专利外，都有 1件海外同族专利或者 1件中国专利奖。

图 4-14 三亚市与对标城市高价值专利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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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壹专利的专利价值度17为基准，分析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专利的价值度，统

计结果如图 4-15所示：

通过下图可以直观地看出各城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目前专利状态及专利价

值度。

图 4-15 三亚市与对标城市专利状态及价值度情况分析

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专利的失效率较高（52.17%），已超过本市海洋生

物医药产业专利申请总量的半数。

在各区域的有效专利中，通过比较面积占比，可以看出，各对标城市与三亚

市高价值度专利占比均达不到五分之一，此外，除了三亚市和汕头市没有价值度

17 以高专利质量、高技术性、高经济性、发展前景四个维度对专利价值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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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70 的专利外，其他对标城市均有价值度大于 70 的专利。因此，三亚市应该

注重提升行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和保护意识，同时加强对创新成果质量的管理

和监控。

6、专利创新主体分析

分析三亚市与青岛、威海、厦门、广州、海口、钦州、汕头市海洋生物医药

产业的创新主体情况，得到图 4-16，图中曲线上标记点代表一个年份，分析近

20年各创新主体的增长趋势情况。

图 4-16 三亚市与对标城市创新主体分析

青岛市创新主体数量有起伏，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且是在 2012年之后申

请人数量增长较多；威海市在 2010年之前创新主体数量呈个位数，到 2011年增

长到 15个，之后有一定的起伏，但是申请人数量均为超过 15个；厦门市 2011

年之前极少有创新主体，2011年之后呈逐年增长的态势；广州市从 2003年至今

创新主体呈逐年增长的态势；钦州市 2011年之前创新主体极少，2011年之后，

才陆续出现创新主体，但是均保持在个位数，且均不超过 5个；汕头市的创新主

体情况与钦州市相近，只有在 2022年的时候创新主体达到了7个；海口市 2007

年之前极少出现创新主体，2007年之后才陆续出现创新主体，且直到 2020年，

创新主体的个数基本都是个数，只有 2016 年和 2019 年突破了个位数，2021年

和 2022 年创新主体达到了 21 个和 22 个，呈现较大数量的增长；三亚市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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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极少出现创新主体，2016 年之后才出现创新主体，但是数量都在 3个以

下。可见，三亚市的创新主体远低于各对标城市。

7、研发人员对比分析

分析三亚市与青岛、威海、厦门、广州、海口、钦州、汕头市海洋生物医药

产业的研发人员本报告中指专利申请中的发明人）情况，得到图 4-17。

图 4-17 三亚市与对标城市研发人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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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曲线上标记点代表一个年份，分析各城市目前发明人数量与专利申请公

开量的趋势情况：三亚市在 2016开始有研发人员，2022年研发人员达到 11个，

专利量同步增长到5件。除了钦州市外，三亚的研发人员数量远低其他对标城市。

8、专利运营对比分析

专利运营指企业为获得与保持市场竞争优势，利用专利法律法规及相关的知

识产权法律规定结合自身技术创新而进行的利用专利实现经营目标，谋求获取最

佳经济效益的总体性谋划，但国内专利运营的政策规划、制度安排、市场实践等

方面还处于探索运用阶段，本小节将比较分析三亚市与青岛、威海、厦门、广州、

海口、钦州、汕头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专利的运营、涉诉情况。

专利转让是指专利所有人将其专利权或专利申请权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按

约定支付一定对价的行为。由图可知，青岛市的转让量在八个城市中居首，达到

了 235件；威海市以 82件居于第二位；三亚市的转让量 3件，占该产业全市专

利量的 13.04%。

专利许可是指专利权人以订立合同的方式许可被许可方在一定时间和范围

内实施其专利权的行为。由图可知，青岛市的许可量在八个区域中居首，但也仅

有 7件。各城市的许可量均远低于专利转让量，原因在于，许可意味着将技术授

权给他人/其他企业使用，而大多数企业本就是为了保护自身技术并保障自我实

施才进行专利申请活动，因此，各城市的专利许可概率都普遍不高。

专利质押是指专利权人将拥有的专利权担保其债务的履行，当作为债务人的

专利权人不履行债务的情况下，债权人有权把折价、拍卖或者变卖该专利权所得

的价款优先受偿的物权担保行为。由图可知，三亚市和汕头市无专利质押，其他

城市中，海口市 13件居首，青岛市 12件排第二位，其余城市质押件数为个位数。

这也映证了国内专利运营方面还处于探索运用阶段，并不成熟。因此，为进一步

促进专利运营和专利权的资产化，有必要借鉴青岛市、海口市、威海市等城市的

相关经验，加强三亚市专利权资产化方面的发展，与其他城市共同发展。例如，

可学习借鉴广州在开发区创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金融服务超市”的运营模式、

发行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产品、设立知识产权运营发展基金、推出知识产权保险

等一系列金融与知识产权结合的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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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保全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

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或者自行

裁定对专利权采取保全措施，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协助执行的法律制度。八个城市

中，只有威海市和钦州市各有 1件专利保全。

专利诉讼上，只有青岛市和威海市各有 1件，其他对标城市以及三亚市都没

有专利诉讼。

图 4-18 三亚市与对标城市专利运营情况分析

4.5专利运营实力定位

专利运营主要包括专利许可、转让、质押融资、作价入股等活动，本部分主

要是通过将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及各分支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转移（以下简

称“转让”）、专利许可、专利质押等情况与海南省、中国及国内产业集群主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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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进行对比，进而对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专利运营情况进行定位。

通过图 4-19和图 4-20专利运营分析可以看到，三亚市专利申请的转让、许

可、质押等专利运营活动共计 3件，排 100名之外，前 1-10位依次为济南市、

青岛市、北京市、威海市、广州市、淮坊市、烟台市、临沂市、济宁市、聊城市，

其中济南市以 279件，其次是青岛市 250件，可见三亚市的专利运营情况并不活

跃，远低于专利运营活跃的城市。

图 4-19 三亚市与国内主要城市专利运营数量对比

图 4-20 三亚市与国内主要城市专利运营数量对比

专利运营最活跃的技术分支为中药和保健品领域，这主要与各分支专利申请

总量成正比。三亚市专利运营事件全为转让，产生转让的三件专利均来自海南龙

圣堂制药有限公司。



- 138 -

第五章 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路径导航

5.1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现状总结

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规模和科创实力较弱，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亚市“十四五”规划中指出，三亚市将围绕南繁硅谷、海洋强国、全球动植

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等战略下国家资源导入，以种业科技、海洋科技、数字

科技、生物科技为重点，突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三亚市

将加快建设深海科技城，强化国家深海科技力量，搭建深海探测、深海装备、深

海资源开发等前沿科技创新平台，推动集聚深海科技资源，培育发展海洋生物、

海洋医药、海洋能源等产业，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

从产值规模来看18，2022年全年，三亚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80.02亿元，

比上年下降 29.0%。其中，轻工业产值 2.59亿元，下降 48.7%；重工业产值 77.43

亿元，下降 28.1%。从各行业看，农副食品加工业产值 1.14亿元，下降 52.7%；

食品制造业产值 0.70亿元，下降 39.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值 37.17亿元，下

降 30.5%；燃气生产供应业产值 1.78亿元，下降 16.8%；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业产值 34.14亿元，下降 8.6%。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产值在统计公报中并

没有提及，可以合理推测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占三亚总产值比重很小，产业对全市

的产值贡献与影响力偏弱。

从专利布局情况来看，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拥有 23件专利申请，远落

后与海口市的 177件专利申请，虽位列海南省的第 2位，但近 10年期间的专利

申请量无明显上升趋势，说明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近 10年的技术产出处于

低位，创新势头不明显。

从申请人数量来看（创新主体数量），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主体

数量在国内 100名之外，仅有 6位企业申请人，说明三亚市企业在海洋生物医药

领域产业研发较少且产业基础薄弱，若需要构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全生态、全链

条发展，应培育和引进各领域的相关企业。

18 三亚市统计局. 2022 年三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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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利申请技术分布来看，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结构以中药和保健品为

主，生物药和化学药细分产业实力更弱。

因此，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整体基础相对偏弱，目前正处于发力初期，

考虑到生物医药产业的周期长特性，产业链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大量的时间，同时

也需要三亚市政府的重视以及各类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支持。

为进一步提出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路径，结合政策信息、产业数

据、专利分析数据，分析三亚市的优势、劣势、威胁以及机遇。

采取 SWOT分析方式，有助于客观地去分析三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在创新、

发展过程中，如何利用优势，避免并化解劣势，抓住机遇勇对挑战，并最终找出

适合三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特色路径。

1、政策优势：海南自由贸易港涉及生物
医药研发制造和流通销售的政策优渥。
2、区位优势：海洋面积 6000 平方千米，
境内海岸线长 258.65 千米，港湾 19 个。
3、资源优势：海产资源丰富 ，鱼类、藻
类、贝类、珊瑚礁、红树林等。

S
优势

STRENGTH

1、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区
已有较为完善的生物医药产业链。
2、海口高新区与乐城先行区已在
合作探索“乐城引进+高新生产”
创新发展模式。

W
劣势

WEAKNESS

三亚市海洋生物
医药产业

威胁
THREAT

T

1、创新主体总量少。
2、人才资源匮乏。
3、创新实力较弱，专利产出少，由
于创新药物研发周期长、投入大，
政府和企业短时间难以培育较大的
产业规模。

机遇

OPPORTUNITY

O
1、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机遇。
2、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机遇。
3、保健食品的消费人群年轻化。

图 5-1 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SWOT 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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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势（STRENGTH）

政策优势：海南开展生物医药研发制造和流通销售的政策优渥，培育了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沃土。2021年 4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发布《关

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支持开展互

联网处方药销售”，“加大对药品市场准入支持”，“全面放宽合同研究组织（CRO）

准入限制”等，为“互联网+”生物医药、创新药研发及产业化发展，培育了优渥的

准入政策沃土。

区位优势：三亚市是海南省地级市，海洋面积为 6000平方千米，境内海岸

线长 258.65千米，有大小港湾 19个。主要港口有三亚港、榆林港、南山港、铁

炉港、六道港等。主要海湾有三亚湾、海棠湾、亚龙湾、崖州湾、大东海湾、月

亮湾等。有大小岛屿 40个，主要岛屿 10个。

资源优势：水产资源极为丰富，经济价值较高的水产品达 40 多种，主要有：

马鲛鱼、鲳鱼、红鱼、海参、海马、珍珠、玳瑁、鱿鱼、墨鱼、鲍鱼等；汇集了

全部高生产力海洋生态系统类型，如：港湾生态系统、海岸生态系统、海岛生态

系统、深海生态系统、河口生态系统、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红树林生态系统等。珊

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然仅占海洋总面积的 0.25%，但有约25%的鱼

类生活在珊瑚礁区。红树林在全世界共有 24科 82种，而南海就有 16科 31种。

红树林在药用、食用、木材、渔业、旅游、防风护堤、净化海水等方面都具有重

要的价值。

二、劣势（WEAKNESS）

创新主体总量少，仅有 13个有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其中6个企业类申请

人。企业类、科研院校类的创新主体占比较高（专利申请量占比为75%），小规

模的个人申请人创新占比较小（专利的个人申请量占比25%）；

近年来创新人才数量（发明人数量）较少，增长趋势不明显；

三亚市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各类细分领域（中药、保健品、生物药、化学药）

创新实力较弱，相应的技术和专利产出也少。然而，包括生物药和化学药在内的

创新药物的研发周期长、投入大，政府和企业短时间内难以培育较大的产业规模，

这是三亚市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一大劣势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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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遇（OPPORTUNITY)

海南省正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机遇；

保健食品的消费人群年轻化，电商渠道市场广阔（2021 年中国营养保健品

消费者中，40岁以下的消费者占比 83.3%，其中 31-40岁的消费者占比达 34.0%19；

2022年全年阿里线上电商渠道的保健品销售额达 210.85亿元20）。

四、威胁（THREAT）

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区医药产业产值占海南全省总量近八成，医药企

业数量较多，产业链更为完善。并且海口国家高新区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联手打造海南自贸港首个“飞地经济”合作示范园区，结合乐城“先行先

试”“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等政策和平台优势，三亚市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

基于以上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情况，给出以下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创

新建议。

5.2产业结构优化路径

产业结构优化是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过程，是实

现产业结构与资源供给结构、技术结构、需求结构相适应的状态。它是指产业与

产业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主要依据产业技术经济关联的客观

比例关系，遵循再生产过程比例性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协调发展，使

各产业发展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它遵循产业结构演化规律，通过技术进

步，使产业结构整体素质和效率向更高层次不断演进，通过政府的有关产业政策

调整，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进产业

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以下将针对三亚市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出结构优

化和技术创新路径。

目前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企业数量较少，创新人才数量不足，并且单个

企业的实力大都较弱，海洋中药、生物药、化学药、海洋保健品等领域尚未形成

完整的产业链。目前，青岛、厦门、上海、广州等地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已形成

19 羊城晚报大健康研究院. 《2021新时代大健康消费洞察报告》，2022
20 智研咨询. 《2023-2029年中国保健品行业市场全景调研及战略咨询研究报告》，20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6%BA%90%E4%BC%98%E5%8C%96%E9%85%8D%E7%BD%AE/950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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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发展，在科技人才、科研平台以及优惠政策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相比之下，

三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基础薄弱，不仅体现在企业规模小、数量少、生产条件差、

布局分散方面，且在产业规模、品牌知名度、人才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目

前三亚尚无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龙头企业，高端海洋科技人才匮乏，企业竞争力

偏弱，拳头产品少，还没有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规划建设深海科技城，以海洋科技产业为核心，重点集聚

深海科技、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和现代服务三大领域。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为三亚海

洋生物医药产业集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由于发展才刚起步，真正的产业集群

还没有形成，区域品牌效应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积累形成，因此，加强产业集聚仍

是提高三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力的努力方向。

一、补强海洋中药领域产业链、重点开发特色海洋保健品

在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中，中药和保健品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专利申请量

占比高，相对来说已有一定基础，应进一步夯实海洋中药和保健品领域的创新基

础。

（一）中药行业：完善“海洋生物活性提取-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加工-提取-

检测-包装-终端市场”产业链

三亚市中药领域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海洋生物活性提取-中药饮片加工-

中成药加工-提取-检测-包装-终端市场”，海洋生物活性提取、分离、纯化等工艺

以及成分检测方面的专利布局相对欠缺。针对前述问题，建议：

1、发展海洋生物活性提取、分离和纯化工艺。重点利用工艺较为成熟的化

学法提取和制备，同时关注饮片、胶囊、膏剂等海洋中药制剂的热点技术方向。

2、引导“药食同源”大健康产品的开发，开拓中药“食疗”市场环境。三亚市

同时具有中药和保健食品的产业基础，以及中药资源的优势，中药保健食品的开

发也是一大方向，不同于药物研发的长周期，中药保健食品的研发周期和评审周

期相对短，有利于企业将中药保健食品快速投入市场。

（二）保健食品行业：立足三亚市海产资源，重点开发本地特色海洋保健食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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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海洋面积 6000平方千米，境内海岸线长 258.65千米，港湾 19个，

岛屿 40个，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近海海域水质优越，经济价值较高的水产品

达 40 多种，生长着鱼、虾、蟹、贝、藻、珊瑚、红树林等大量资源。因此，基

于前述特色海洋资源的保健食品开发可作为重点发展和扶持的方向。

综合上述分析得知，三亚市具备开展海洋保健食品研究的基础和优越条件，

可引导我市企业与国内创新团队开展合作研发，承载优势技术，进一步开发本地

特色海洋资源（鱼虾贝、珍珠、珊瑚、红树林等），发展具有三亚特色的海洋保

健食品。同时，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可进一步带动海水养殖业、水产加工

业、休闲渔业，并吸纳大量从业人员，进一步拉动三亚市海洋经济的增长。

二、择机发展生物药、化学药，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重点发展海洋生物药

结合省内专利技术分布数据来看，三亚市在生物药、化学药行业中尤为薄弱，

化学药专利申请量占比 19%、生物药专利申请量占比 8%。生物药和化学药创新

研发周期较长、投入大，且青岛、广州、海口等市起步早，已经建立自己的生物

药、化学药产业集群，三亚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建议三亚市量体裁衣，择机发

展生物药和化学药。

结合本地海洋资源优势，基于已有创新基础，优先发展海洋药物

海洋活性成分来源多，种类丰富，包括来源于海洋动植物、微生物中的生物

多糖、生物多肽、牛磺酸、多不饱和脂肪酸（DHA、EPA）、生物活性碘、酶等，

是开发海洋药物的原料库。全球已发现 3.5 万余个海洋化合物，其中一半以上有

活性，而且远比陆地上动植物天然产物的生物活性要高，这一数据说明了海洋活

性药物在临床应用上的无限可能。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俄罗斯、日本及欧盟等

国家纷纷制定了相应计划，斥巨资开发海洋生物资源。海洋药物已经成为国际医

药领域新的竞争点，全球目前已经上市了十六个海洋药物。

早在 1996年，海洋药物开发就已经纳入了我国 863发展计划，但截至目前

为止，我国仅有 4个上市海洋药物，均以海藻为原料研发21。结合三亚市的海洋

资源优势，如三亚市在海洋药物的研发和上市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必定会在我

国海洋药物的发展下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研究基础方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21 来源：青岛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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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一种抗氧化性虾青素，具有抗氧化性（专利公开号：CN115281337A），

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也可以用于制备抗氧化性药物。

5.3企业培育与引进路径

5.3.1本地企业培育路径

一、优先培育本土优势企业以及潜力企业，帮助企业做大做强

根据三亚市创新主体的特点，建议重点培育的本地企业有 3家，分别为：三

亚市海洋中药领域的海南中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海洋保健品领域的三亚海王海

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洋化学药领域的三亚百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 3家企

业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可优先培育。鼓励其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以产 业

发展引领为目标。对于其他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潜力企业，可适当提供政策资

源，支持和鼓励重点技术方向的企业突破关键技术，帮助其做大做强，逐渐成为

国内知名甚至国际知名。

结合企查查工商数据，科技型企业（包括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企业技术中心、科技小巨人企业、瞪羚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众创空间、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科技企业孵化器、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独 角兽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共 3家，与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专利数据吻合。

二、引导企业注重自有品牌的培养与宣传

对于一些可创新空间小的技术（中药和保健食品领域较多22），可更多地考

虑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如采用外观专利、商标、著作权甚至是技术秘

密等方式）。事实上，经专利分析显示，中药和保健食品领域专利申请的撤回率

高，很难通过单一专利申请量去评估这两个领域的发展程度。除了鼓励本地企业

做好创新，还应加强引导企业注重自有品牌的培养与宣传。

企业自身要注重自有品牌价值的塑造和宣传，同时政府部门也要引导企业树

立品牌意识，一方面可借助 426 知识产权周、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等渠道帮助企

22 由于中药研发有绝大部分基于对古方或者现有药物的改进，或者组合物的配伍；保健食品的改进很多在

于营养成分的组合和添加，相对于其他技术领域来说，可能很难产出满足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创造性要

求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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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做好宣传；另一方面对已经做出成绩的企业品牌，政府部门也可围绕知识产权

安排企业研发创新故事宣传、经验案例推广等活动。

5.3.2外部企业引进/合作路径

创新主体分析显示，三亚市的创新主体规模小，创新主体数量少于海口市，

远低于广州市和深圳市。因此，有必要推进精准招商，合作/引进外部企业，争

取有资质的大企业“携带”人才科研团队来三亚市扎根办企，在三亚市设立具有本

地特色的创新性研发机构和生产线。

基于本地特色资源，结合已有创新基础，借力补齐海洋药物行业短板。在

海洋药物方面，三亚市已有相关的研发单位（如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和海南大学三

亚研究院），但缺乏相应的企业进行实施生产或者合作研发。为了进一步发展海

洋药物，三亚市可在特色海洋资源（鱼虾贝、珍珠、珊瑚、红树林等）和原有的

研发创新基础上，引进或者合作一些多糖类、酶类、肽类等生物活性成分的研发

和生产企业。

利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承接企业、项目落地，补强我市产业实力。利用市

内深海科技城作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落地的载体，有助于产业集聚。

同时配备针对落地项目的资助或扶持政策，包括工厂用地、分级别给予项目

补贴等，尤其是在鼓励创新药研发方面，建议以优惠的专项政策支持吸引项目落

户。例如，广州“生物医药 10条”就提出，对完成Ⅰ、Ⅱ、Ⅲ期临床试验的创新药，

分别给予最高 1000万元、2000万元、3000万元扶持，获得新药证书或注册批件，

再给予 1000 万元补贴23。

5.4人才培养与引进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

为积极的因素。”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在三亚市产业发展中，要加大人

才培养力度，迅速形成人才集聚效应，为三亚市产业发展提供智力资源。一方面，

要根据三亚市产业发展实际，加大从内部培养人才的力度；另一方面，要积极从

国内外引进高端人才，引领区域内人才和技术创新发展。

23 制药网. 广州重磅发布“生物医药 10条”，将全局带动行业发展.
https://www.zyzhan.com/news/detail/80640.html

https://www.zyzhan.com/news/detail/806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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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4.3节关于三亚市和省内重点城市的研发人员（发明人）对比分析显示，

三亚的发明人数量匮乏，与创新主体（申请人）面临的状况类似，发明人总数量

低于青岛、威海、厦门、广州、海口、钦州等地，本地高校数量相对较少，且高

校毕业生存在留崖难的问题，三亚需加强生物医药与健康人才的培养、引进和留

住。

只有实现人才队伍的高质和稳定，才能为科技创新事业提供人才支撑，因此，

既要重视人才的引进政策，更要重视人才的创业创新、发展、培养与居留政策。

通过“产业引才、园区聚才、企业用才”三位一体引才服务体系，创造属于三亚市

自己的“金巢”。三亚市的人才引进培养优惠政策要点汇总在附录三。因此，可以

进一步学习其他城市政策，对于引进的高端人才不单单给予货币补贴，还应从人

才安居、子女入学、户籍落户、医疗保健等生活配套方面给予优惠。如深圳市海

外高层次人才“孔雀计划”；广州开发区的“美玉 10条”、“海外尖端人才 8 条”和

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等政策。

5.4.1本地人才培养路径

设置知识产权奖项，激发本地人才创新活力。优先支持对本市产业技术创新

作出突出贡献的创新人才，或以专利运营转化指标为量尺，设置知识产权类奖项，

激发我市人才的创新活力。其中，肖永胜（抑制 HPV病毒的生物蛋白肽制剂，

海南中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发明创造专利价值度较高。

不可忽视的是，还有部分未在三亚市积累发明创造的新兴创新人才，因此，

为了充分调动本地高层次人才和新兴创新人才在本市工作的热情，让高层次人才

和新兴创新人才愿意留在三亚市并不断做出新的贡献，可针对细分技术领域设置

专项政策来鼓励研发，进一步激发研发人员的创新热情。

5.4.2外部人才引进/合作路径

站位自贸港高度，推动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工程。基于产业强链、补链

需求，积极引进创新人才。（1）充分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连接中国内地和东南

亚两个全球最活跃市场的区位优势；（2）面向全球引进高级创新研发和创新管

理人才，鼓励核心技术团队和管理团队（尤其是海南省高校校友）回国/回乡创

业；（3）广泛征集符合我市产业发展的特色研究方向、科技成果或举办产业学



- 147 -

术活动，提升我市产业知名度。例如：2021年 10 月，上海张江生命科学国际创

新峰会开幕，开幕式现场有 24个生物医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达到 312

亿元人民币。

重视人才的创业创新、发展、培养与居留政策。三亚市已有院士和科技特派

员工作站、高端人才培养、企业家培养、青年英才引进、高技能人才引进培养等

政策，但覆盖人群有限、优惠力度仍显不足。对于引进的人才，从货币补贴、人

才安居、子女入学、户籍落户、医疗保健等生活配套方面给予优惠（如深圳“孔

雀计划”；广州开发区的“美玉 10条”、“海外尖端人才 8条”、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等政策。）

5.5技术合作与运营路径

5.5.1推进产学研合作，增强竞争实力

各行各业只有在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后才能真正实现形成上下游互相促进、

持续创新的局面。截至 2023年 6 月，三亚崖州湾科教城已洽谈引进中国农业大

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 12所国内知名高校落地，聚焦

“南繁”“深海”重大战略需求，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等工作，

预计 2023年秋季招收 3000名研究生。但要在省内、国内形成强大竞争实力，三

亚市的技术储备和创新规模还远远不够，有待进一步整合市内外的创新资源，更

好发挥协同效应促进产业发展。

一、深化本地校企的产学研合作，培养实用型人才和“双师型”教师

政府应进一步引导和鼓励市内企业与本地高校——依托三亚崖州湾科教城

对接，全方位寻找校企之间发展的共同点，促进校企合作持续性发展，深化产学

研合作，并不断探索互利模式：

1、加强产学研基地建设，共同培养应用型产业人才：找出产学研合作往来

的关键点，了解合作单位的具体人才需求，提前为学生定制课程，并反映在人才

培养方案的定制上，切实满足学生与用人单位的要求，人才培养更具方向性；

2、为校企联合申报科研项目和新实习项目提供补贴或资助，从而引导学院

专业老师与产学研基地进行科研创新合作，进一步培养“双师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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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导本地企业与外部高校的产学研合作，争取引进若干个高校和研发机构

落地

考虑到三亚市高校数量相对较少，而大多数企业难以实现配备大规模或固定

的研发人员以及试验设备，结合三亚市本地企业在寻求产学研合作方面相对受限

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

在与外部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方面，需要三亚市政府组织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专

场对接会，以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与国内海洋生物医药相关高校建立稳定的、

长效的合作机制，依托三亚崖州湾科教城共同建设产学研基地、共同申报国家的

工程中心和企业重点实验室，开展产学研合作。

应进一步鼓励本地企业积极谋求与省内、国内甚至海外科研单位的合作，提

升合作频率、拓宽合作范围，鼓励企业继续深化与三亚崖州湾科教城引进的高校

开展合作，加强创新要素对接，争取引进若干个高校和研发机构落地，打造协同

创新综合体，可考虑设置创新项目奖项，增设合作研发项目，精神物质“双管齐

下”促进“产学研用”的深度结合。

5.5.2鼓励专利运营转化，实现专利价值

一、利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机制，缓解融资难题

2021 年 7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关于促进和规范知识产权运营工作

的通知》（国知发运字〔2021〕22 号）这也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一次就知识产

权运营工作制定系统、全面的政策文件。三亚市出台了《三亚市专利保险补贴资

金管理办法》、《三亚市知识产权资助金管理办法》、《三亚市政银保合作试点

方案（2023 年修订）》等一系列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建立完善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机制，推动专利、商标权、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资产混合质押，

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给予专项贴息补助，通过贷款贴息与风险分担的形式解决企

业融资难题，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落地。

2022年至 2023年 6 月，三亚共完成 5 笔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达 4400

万元。有鉴于此，三亚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有融资需求且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通

过质押知识产权缓解融资难题，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坚实的金融保障。



- 149 -

二、建设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完善知识产权运营体系

组织面向产业特色需求的专利转化和产业对接活动。崖州湾科技城可进一步

联动大湾区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平台和技术转移机构（如广东省生物医药产

业集群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生物医药产业专利供需平台、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

究院成果转化中心、佛山高新区生物医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和广东生物医药科技

成果转化中心），继续开展全国范围内的专利转化和产业对接活动，以加强高校

科技成果和企业技术需求的挖掘、推广和对接。

围绕重点领域开展重点高价值专利的挖掘与分级分类。对全市所需要的重点

产业领域高价值专利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和数据挖掘，定期推送专利数据供给清单，

解决三亚市中小企业对技术资源的需求。

对接转化政策与制度保障。建议政府出台相关转移转化奖励或资助政策，给

予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主体提供专利转化补贴、成果转移转化引导基金或专

项资金等政策支持。强化政策引导，促成企业、高校、园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科技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不同主体间的合作和专利技术成果转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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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企业引进/合作清单

技术分类

三亚

市专

利申

请量

企业引进/合作对象

国内企业 科研院校

海洋生物医药

中药 12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乐仁堂制药厂、北京亚

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石家

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善济宏兴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河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山

东中医药大学

生物药 2

北京勤邦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

司、 哈药集团生物疫苗有限

公司

中国海洋大学、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宁波大学、山东大

学、 浙江大学

化学药 5

湖南汇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正大制药(青岛)有限公

司、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

司、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鲁南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江南大学、 华南理

工大学、 广东海洋

大学、 中国科学院

南海海洋研究所

保健品 7

大连鑫玉龙海洋生物种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之

林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

司、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大连深蓝肽科

技研发有限公司

山东省科学院生物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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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人才引进/合作清单

海洋生物医药

技术领域 机构性质 机构名称 技术创新人员 具体技术

中药

企业

天津中新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乐仁堂制药厂

王磊、张宇、金

兆祥、王琳、

滋阴补肾强身健脑的药

物；

一种治疗气血两虚、月经

不调和崩漏带下的药物组

合物； 中药组合物在制备

提高免疫功能药物中的应

用

北京亚东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

付立家、付建

家、

赵敏姿、马筠

治疗失眠的中药组合物；

补气养血,调经止带的中

药组合物； 一种治疗视疲

劳的中药组合物

高校

湖南中医药大学 刘旺华、李花

一种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

性胃病的中药制剂； 用于

治疗帕金森病的中药组合

物、中药制剂和中药制品；

用于治疗乳腺结节的中药

组合物、中药制剂和中药

制品

河南中医药大学

卫中壮、叶新、

张楠、

张燕利、张金

玺、徐华明

一种改善甲状腺癌术后肝

火旺盛证的中药；一种治

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

性眩晕的中药液； 一种治

疗代偿期乙肝后肝硬化的

中药； 一种治疗中、晚期

食管癌的中药含化丸

生物药 企业

北京勤邦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万宇平、扶胜、

何方洋、

冯才伟、吴鹏、

崔海峰

一种检测沙丁胺醇药物的

胶体金试纸卡及检测方

法；一种磺胺类药物的化

学发光酶联免疫检测试剂

盒；检测甲羟孕酮的酶联

免疫试剂盒及其应用

九芝堂股份有限

公司

周剑波、

胡杰文、

郑顺亮、南志

远、李长江

海参多糖的制备方法与应

用； 海参多肽及其提取方

法与应用；海参皂苷及其

提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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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中国海洋大学

战文斌、

绳秀珍、唐小

千、于红

白斑症病毒的中和单克隆

抗体及其制备方法；

抗白斑症病毒受体的单克

隆抗体及其制备方法；抑

制南美白对虾虾体黑变的

生物保鲜剂；

牡蛎 CRISPR/Cas9 基因编

辑方法

宁波大学

张卫卫、张学

恒、朱竹君、朱

鹏、李成华、李

艳荣

海洋微藻来源的血管紧张

素转化酶抑制肽；海蜇降

血脂肽及其制备方法；具

有类白细胞介素-2 功能的

牡蛎多肽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

化学药

企业

湖南汇升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吴敬、谢艳萍、

钟红霞、

何球山、谭启程

重组酶高效表达的方法；

海藻糖合酶的突变体及其

制备方法；海藻糖合酶及

其制备方法

正大制药(青岛)

有限公司

王明刚、陈阳

生、任莉、刘晓

霞、孙桂玉、刘

振玉

治疗肝炎的药物组合物；

盐酸环苯扎林缓释制剂；

琥珀酸夫罗曲坦片及其制

备方法；甘糖酯缓释片及

其制备方法

高校

江南大学
姚锴琳、宿玲

恰、封金云、陈

春、吴傲

酶活提高的麦芽寡糖基海

藻糖合成酶突变体；多酶

复配生产海藻糖的方法及

其应用；氨肽酶的制备及

其在蛋白脱苦中的应用

大连工业大学

杜明、陈慧、许

喆、谭明乾、吴

迪、王震宇、张

秀敏

具有抗血栓活性的贻贝多

肽的制备方法；促成骨小

分子肽的制备方法；具有

成骨活性的贻贝肽冻干粉

的制备方法； 海参多糖在

抗新型冠状病毒中的应用

保健品 企业

大连鑫玉龙海洋

生物种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刘文、李双双、

赵树全、宋伟、

李倩倩、沈宏

伟、王笑涵

海参花胶膏；补气益肾药

膳的海参及其制备方法；

即食干制鲜酥海参的制备

方法；滋补风味海参片及

其制备方法

青岛明月海藻集

团有限公司

王晓梅、王超、

范素琴

、刘俊霞、安丰

欣

低热量海藻爽口脆及其制

备方法；超低粘度海藻酸

盐的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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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大连工业大学

董秀萍、朱蓓

薇、宋爽、谭明

乾、姜鹏飞、启

航

即食海胆食品及其制备方

法；

即食海蟹膏及其制备方

法；

富含 EPA 海参肠脂质的制

备方法；高水溶性牡蛎锌

螯合肽的制备方法及其应

用

江南大学

倪才华、张灏、

赵建新、陈卫、

刘飞、周鹏

制备共价交联和疏水改性

海藻酸钠水凝胶；海藻酸

钙液芯微胶囊及其制作方

法；增加骨密度的海参提

取物；保鲜珠及其制备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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