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医药产业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一个高科技领域，它

以生物技术为基础，涉及到药物研发、生产、销售等各个环

节。生物医药产业的兴起与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老龄化程

度的加剧、疾病种类的增多等因素有关。

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是药物研发。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

使得研发新型药物的难度和成本都大大降低。传统药物研发

需要从天然植物中提取有效成分，而现代生物技术可以通过

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等手段，直接合成药物的有效成分，

缩短了研发周期，提高了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时，基

于人体基因组、蛋白质组等大数据的分析，也为药物研发提

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精确的方向。

生物医药产业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生产。生产过程需要

遵循严格的质量管理规范，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同

时，生产过程还需要考虑生产成本的控制，提高生产效率和

规模化生产能力。这就需要企业在生产线建设、设备更新等

方面持续投入资金和技术。

生物医药产业的销售环节也十分重要。该产业的药物多

为创新药物，价格较高。因此，销售渠道的建立和拓展，对

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生物医药产业还需要考虑市

场营销和品牌建设，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更重要的是，它为人们的健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希望。例



如，癌症、心血管疾病等严重疾病的治疗，传统药物往往只

能缓解症状，而现代生物技术可以帮助研发出更加精确、个

性化的治疗方案，提高治愈率和生存率。此外，生物医药产

业还可以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

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总之，生物医药产业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高科技产

业。它需要企业持续投入资金和技术，不断创新和突破，才

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政府也应该加大对生

物医药产业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创新，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以下结合梅州高新区生物医药相关创新主体涉及的技

术功效（补钙 、 抗雾霾 、 清肺 、 润喉 、 便秘 、 柚 、

沐浴露 、 普鲁宁 、 甘草泡地龙 、 半夏 、 肝功能 、 代

用茶 、 美沙拉秦），进行中国高校院所专利信息分析：

一、中国高校院所生物医药产业专利申请数量积累概括：

截止 2023年 6月，中国高校院所专利申请量为 114条，

其中发明申请 1条，发明授权 112条，实用新型 1条。

图 1 中国高校院所专利申请类型概括



二、中国高校院所生物医药产业近 20年专利申请趋势

图 2 中国高校院所近 20年专利申请趋势

如图 2 所示，展示了近 20 年中国高校院所在生物医药

产业专利申请情况。在 2018 年之前，专利申请量总体呈现

上涨趋势，但专利申请量都不大。近年来，专利申请量基本

持平，波动不大。

三、中国高校院所生物医药产业专利申请人 TOP10

图 3 中国高校院所专利申请人 TOP10



图 3 展示了中国高校院所生物医药产业申请人 TOP10

的排行情况。专利申请量最高的是南京中医药大学。其次是

江南大学。排行第三的是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仲恺农业工

程学院、浙江大学、河南大学，专利拥有量基本相同。另外，

排行靠前的有：重庆市中药研究院、河南中医药大学、吉林

大学等。

四、中国高校院所生物医药产业发明人 TOP10

图 4展示了中国高校院所在生物医药产业发明人 TOP10

的排名情况。发明人陈卫、张灏、赵建新的专利申请量相同，

且最多；排名靠前的发明人还有王刚、康文艺、苏薇薇、彭

维、王永刚、柳建良、杨勇。

图 4 中国高校院所生物医药产业发明人 TOP10

五、中国高校院所近 20年在生物医药产业专利转让情况

图 5 展示了中国高校院所近 20 年在生物医药产业专利

转让情况。2005 年之前，未发生专利权转让。2018 年后，



持续都有发生专利权转让，但转让数量都不大，年转让数少

于 10件。近年来，专利转让总体有增长趋势。

图 5 中国高校院所近 20年生物医药产业专利转让情况

六、中国高校院所生物医药产业专利数量统计 IPC 分类

TOP10

图 6为中国高校院所生物医药产业专利数量统计 IPC分

类 TOP10排名情况。国际专利分类法，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

型进行科学分类，将不同的技术领域概括分成 8 个部：A、

B、C、D、E、F、G、H。IPC 把同样的技术主题归在同一

分类位置上，力图保证与某发明实质上相关的任何技术主题

都尽可能作为一个整体被聚集在一起。这种科学的分类、计

量方法，能让广大的创新主体较为简单的在浩瀚的专利文献

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技术方案。

通过图 6，我们可以看到生物医药产业专利按照 IPC 国

际专利分类，专利主要集中在 A61K36/00 含有来自藻类、苔



藓、真菌或植物或其派生物，例如传统草药的未确定结构的

药物制剂〔8〕；A61K31/00含有机有效成分的医药配制品

〔2〕；A61K9/00 以特殊物理形状为特征的医药配制品

[2006.01]；A61K8/00化妆品或类似的梳妆用配制品〔８〕；

C12N1/00 微生物本身，如原生动物；及其组合物（含有由

原生动物、细菌或病毒得到的材料的药物的制备入

A61K35/66；从藻类材料制备药物的入 A61K36/02；从真菌

中材料制备药物的入 A61K36/06；药用细菌的抗原或抗体组

合物的制备，如细菌菌苗入 A61K39/00）；繁殖、维持或保

藏微生物或其组合物的方法；制备或分离含有一种微生物的

组合物的方法；及其培养基[2006.01]；C08B37/00 不 包 括

在 C08B1/00 至 C08B35/00组内的多糖类的制备；其衍生物

（纤维素入 D21）〔4〕[2006.01]；C07D311/00 杂 环 化 合

物，含六元环，有 1个氧原子作为仅有的杂环原子，与其他

环稠合〔2〕[2006.01]；C12Q1/00 包含酶、核酸或微生物

的测定或检验方法（带有条件测量或传感器的测定或试验装

置，如菌落计数器入 C12M1/34）；其组合物；这种组合物的

制备方法[2006.01]；C07D405/00 杂环化合物，含有 1个或多

个以氧原子作为仅有的杂环原子的环，且含有 1个或多个以

氮原子作为仅有的杂环原子的环〔2〕；A61K49/00 体 内 试

验用的配制品〔3〕[2006.01]。



图 6 中国高校院所生物医药产业专利数量统计 IPC分类 TOP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