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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方法

印度传统知识图书馆（ＴＫＤＬ）编制技术分析及
对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启示

张逸雯　宋　歌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研究专业委员会，北京，１００７００）

摘要　传统医药等领域的传统知识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不断受到被窃取、盗用或不当利用等现象的威胁。为了更好地解决这
个问题，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纷纷出台政策。印度的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ＴＫＤＬ），是一个成熟的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成为较
为典型、成功的案例可供各国传统知识，特别是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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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医药传统知识资源在巨大的
产权利益驱动下，面临侵权掠夺、非法注册、流失消亡

的危机，成为需要加强保护的重灾区。因此对于医药

传统知识的利用和保护的研究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世

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纷纷推出计划或政策，根据

本国医药传统知识的特点，有针对性的保护和发展本

国医药。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地域广阔，物

产丰富，长达４０００余年的文明史为这个国家创造出
独特的传统文化，也是在国际论坛上对遗传资源、传统

知识保护呼声最高的国家之一，尤其在保护传统医药

知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非常有特色的是“传统知

识数字图书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ＫＤＬ）”［１－２］。下面笔者将着重探讨传统知识数字图
书馆的编制技术问题，希望能有效的针对中医药传统

知识保护的技术研究，得到一些启示。

１　ＴＫＤＬ概况
印度政府建立 ＴＫＤＬ的想法，起源于印度通过努

力撤销授予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在伤口愈合的姜黄性能

的专利，以及关于授予欧洲专利局楝树的抗真菌特性

专利［３－５］。其内容主要以地域性和民族传统知识最集

中、民族传统知识无价流失最多的民族医药领域为试

点，整合所有的阿育吠陀、尤那尼、悉达、瑜伽和自然疗

法，将包括印度各基层社区的通过筛选和对照公共领

域可得到的知识汇集、整理、录入，形成具有世界性检

索功能的数字化文献［６－７］。ＴＫＤＬ可以了解现有的印
度医学体系，但是不包含现有的印度医学所有体系，是

一个动态的、不断被更新的数据库。数据库把涉及到

关于印度医学体系中给每一个项目以现有的文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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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开的传统知识，使用五种国际语言（英、法、德、西

班牙、日语）推广，整理成与专利检索兼容的形式，使得

被整合的传统医药知识可以被全球知晓、用于现代检

索和使用，以此为契机，建立对外交流沟通的平台，增

加引进对传统医药的投资和建设项目，互惠互利；还有

效地保护传统知识，维护传统知识传承人的合法权益，

一定程度上防范了民族传统医药知识被无偿占用，抵

御非法的专利申报［８］。

２　ＴＫＤＬ信息来源
印度为了抑制生物盗版活动，率先建立了“生物性

多样性登记”制度。到１９９８年，印度各地已有６０个相
关登记机构在运作。可以登记的知识有３种：１）有关
物种、物种的用途及相关技能的知识；２）关于自然事实
的知识；３）传统生态知识。等级是需要提供权利人的
信息［９］。例如阿育吠陀医学，是印度传统医学的主要

部分，ＴＫＤＬ项目第一阶段将阿育吠陀医药３６０００条
收集到的制剂信息纳入 ＴＫＤＬ。转录的很多内容来源
于带有印度原始图像的古籍或图像扫描。另外，还有

一些在文献无法查阅到的内容，则通过一代又一代口

头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１０］，被纳入到 ＴＫＤＬ之中。
ＴＫＤＬ项目将公众可获得的传统知识文献化，并筛选和
整理了现有文献中的传统知识信息［１１］。

３　ＴＫＤＬ内容
ＴＫＤＬ官方网站首页主要包括印度传统知识被盗

版的情况；印度医药、草药系统的概念和问题；ＴＫＤＬ的
定义和回顾；ＴＫＤＬ的特点；ＴＫＤＬ的内容、标识和细
节；术语；ＴＫＤＬ的检索；ＴＫＲＣ的检索。ＴＫＤＬ的检索
包括基本检索、截词和同义词检索；字母大小写邻接

词；逻辑检索；模糊检索；在先检索；高亮检索的模

式［１２－１３］等，全面系统的将印度医药传统知识数字化，

供各国专利机构检索使用。

４　传统知识资源分类（ＴＫＲＣ）
ＴＫＤＬ以国际专利分类法（ＩＰＣ）为原本，突破了国

际专利分类法的现有分类范围，将信息根据分部、类、

子类、组和子组进行细分，有效地解决“灰色地带”的

问题，形成可系统管理、传播和检索传统知识的结构化

分类系统：传统知识资源分类（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ＫＲＣ）［１４－１５］。ＴＫＲＣ获得了国
际认可，并与国际专利分类链接。ＴＫＲＣ的结构主要
为：Ａ阿育吠陀，Ｂ尤那尼，Ｃ悉达，Ｄ瑜伽。例如 Ａ
部：依次为药物制剂、个人保健、食疗、杀菌剂；药物制

剂类可采用基于所使用材料的子类分为：植物、动物、

矿物、由疾病、活性为特征、药品管理、其他。例如子类

Ａ０１Ａ表示基于植物的药物制剂，将涉及到藻类、真菌、

地衣、或植物或衍生物的２０７个亚群收入到专利分类
当中。Ａ０１Ａ１／００是指整个药用植物，由组和子组构
成子类的细分。例如Ａ０１Ａ１／１３２６表示植物黑种草苜
蓿在 ＴＫＲＣ中的代码。同理分类已发展到尤那尼、悉
达、瑜伽系统［１３］，用这样的分类方式将传统知识进行

细分和归类，使得保护与查询一目了然。

５　ＴＫＤＬ著录格式
ＴＫＤＬ的项目录著有统一的规范，包括项目的名

字、发现的时间、ＴＫＲＣ和 ＩＰＣ的编码、药物主要成分、
治疗作用、制备方法、组成、剂量、辅助药物、管理的时

期和模式以及相关文献等。每一个项目均包含以上内

容，顺序会有所调整。每一条目的阅读和使用来源于

被转化而成的结构化语言。代码或内容被输入到数据

库中，是一次以知识为基础的转化。具体如图１：１、２。

图１　ＴＫＤＬ项目著录实例

６　ＴＫＤＬ对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启示
ＴＫＤＬ将传统知识文献化、数字化，有助于传统知

识的保存［１６－１７］，避免其流失和边缘化，并能够被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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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专利机构采用，保障在有相关专利申请时的检索、

使用，起到了防御性保护的作用，为保护传统知识并对

抗外来知识产权侵权做出了范例。截至 ２０１３年 ４
月［１３］，八大专利局共有１４０件涉及到印度传统知识的
专利被拒绝、撤回、搁置或要求申请人重新修正，其中

欧洲专利局（ＥＰＯ）９２件，加拿大知识产权局（ＣＩＰＯ）２４
件，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ＩＰ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４件，美国专利
商标局（ＵＳＰＴＯ）１５件，英国专利局（ＵＫＰＴＯ）５件。

中医药传统知识作为我国特有的、珍贵的原创知

识产权资源，因其蕴藏的巨大医疗、商业、经济价值，成

为了利益侵占的重灾区。根据中国医药专利数据库数

据，目前日本在我国拥有的中药专利就有５０５项，美国
４８５项，韩国２０７项，德国１６５项，如传统中药“牛黄清
心丸”就分别被韩国和德国公司开发为“牛黄清心微

型胶囊”和“牛黄清心液”，在我国申请了专利。对于

我国在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方面面临的挑战，印度的

ＴＫＤＬ可以作为范例。我们可以参考 ＴＫＤＬ的编制技
术，编制中医药自己的传统知识保护名录和数据库。

参照ＴＫＤＬ的相关经验和技术，根据中医药自身
特点，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分类方法与编码体系，确定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和数据库各自的著录格式，

对于古籍文献中的中医药传统知识，采用古籍数字化

技术，按照项目著录格式要求，提取相应信息用于名录

与数据库编制［１８］。保护名录与数据库逐步推出，先期

应首先发布经典方剂的名录与数据库。对于民间传承

的口耳相传的传统知识，需要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深

入民间收集相关信息用于名录与数据库编制［１９］。目

前中医药行业专项课题“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技术研

究”建立了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调查技术规范，组织全

国３１个省市区开展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重点调查民
间传承的传统诊疗技术、中药炮制技艺、养生方法、单

验方、传统制剂方法等类别的中医药传统知识，对项目

进行登记、筛选、确认并建立档案，用于构建中医药传

统知识保护名录和数据库，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

和数据库的发布将解决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保护什

么”的重要问题，并实现基础的防御性保护，保护中医

药传统知识持有人的权益，维护国家利益，促进中医药

事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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