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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数据库为数据源，用“药渣”作为专利名称和摘要关键词，对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１４年的专利
数据进行检索、分析，最终对“中药药渣”相关专利文献的申请类型、申请量、申请人、ＩＰＣ技术构成等内容进行了定量、定
性分析结果，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以期为更好的发展我国的中医药产业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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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共有中药企业２０１０家，占全国医药
行业企业的３１２１％，其中中成药企业１４０７家，工
业总产值达３５００多亿。中药企业在生产出大量中
成药的同时也产生了数量庞大的药渣，这些药渣如

何妥善处理是药厂和环保部门非常棘手的问题。据

统计，我国每年仅植物类药渣的排放量就高达３０００
多万吨。药渣一般为湿物料，极易腐败，味道奇臭。

而目前传统的药渣处理方法主要是填埋、焚烧、堆放

等，不仅耗去大量的资金，而且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

严重的环境污染，对该产业的持续性发展带来了急

需解决的严峻挑战。目前全世界约有３０００多万件
专利，每年平均有３０万件的专利发布。据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ＷＩＰＯ）的统计，有效运用专利情报，可缩
短研发时间６０％，并可节省研发费用４０％。由于中
医药发展的地域性限制，尚不被以化学药为主流的

国家所接受，因此，中医药专利申请的主体是我们国

家。文中，笔者通过对我国专利文献分析与评述，最

终对有效地再利用中药药渣资源提供一些有意义的

方法和思路［１－１１］。

１　研究方法［１２－２９］

以“药渣”作为专利名称和摘要关键词，通过对

专利数据库 （数据库信息范围 １９８５０９１０至
２０１４０８０６）进行检索，检索出相关专利２４９项，其
中发明专利１６６项，实用新型８０项，外观专利３项。
笔者运用内容比对分析的方法，对检索出的专利信

息进行统计分析。

２　“中药药渣”在专利文献中分析结果
２１　对专利申请数量统计分析　由以上对于１９９１
年至２０１３年药渣专利的统计结果可知：在２００７年
之前，我国的药渣专利申请量微乎其微，基本定格在

个位数，从中反映出我国制药工业的药渣利用率极

低，基本处于产业化空白阶段。而从２００８年以后
开始专利申请数量快速增长，截至２０１３年专利申
请数量达６２项，在这５年中申请的关于该技术主
题的专利数占２２年申请总量的６６％左右，并且发
明专利申请数量占年申请量的半数以上，亦能够充

分反映出近几年该领域的热度值极高的迫切需求。

（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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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专利申请数量统计分析结果

２２　对专利法律状态进行统计分析　由以上对于
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１３年药渣专利法律状态的统计结果可
知：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较多，其授权数量占总申请量

的２０８９％；实用新型较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较少，但
授权数量占总申请数量的 ７０６７％，这是由于实用
新型专利不需要进行实质性审查程序的原因，因此

该类型专利的法律稳定性较发明专利低。反之也体

现出，发明专利的创新性一般要高于实用新型专利

的行业特征。（见图２）

图２　专利法律状态统计分析结果

２３　根据领域不同对“药渣”专利进行聚类分析　
由统计分析结果可知：中药药渣专利应用类别主要

集中为１）食品，膳食纤维；２）沼气制备；３）活性炭制
备；４）其他有效成分提取；５）动物饲料；６）药楂处理
设备；７）有机肥，培养基等领域。其中药渣处理设备
方面占３７３９％；有机肥，培养基方面占２０７２％；动
物饲料方面占 １９３７％。结果表明，目前对药渣的
处理方法主要是作为动物饲料和有机肥应用。此

外，药渣处理设备专利申请占比重最高，而药渣处理

设备中主要为药渣榨取、缩小体积等设备，可从中反

映出目前国内中药生产企业对药渣的处理方法更多

在于出渣间内粗放式处理，而对药渣资源的集约型

再利用并没有真正的实施，这才是此问题今后发展

的正能量点。（见图３）
２４　对专利申请人分布进行统计分析　统计结果
显示，对于技术主题为“中药药渣”的专利总申请量

比重较高的申请人行业为制药（２１７０％），农业科技
（１３２１％）。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比重较高为制
药（２１１３％）、农业科技（１９７２％）。由此结果可
知，制药、农业领域是解决这一技术难题的主体行

业，是今后寻求技术突破口的热点靶标。（见图４）

图３　“药渣”专利聚类分析结果

图４　专利申请人分布统计分析结果

２５　对所申请专利的技术趋势进行统计分析　统
计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３年不同专利分类小组专利数量，
结果显示，在专利国际分类号 Ａ２３Ｋ１／００（动物饲
料）、Ａ６１Ｊ３／００（专用于将药品制成特殊的物理或服
用形式的装置或方法）、Ｃ０５Ｇ３／００（一种或多种肥料
与无特殊肥效组分的混合物）分别所述的领域，近年

来专利申请数量增幅相对较大。（见图５）

图５　申请专利技术趋势统计分析结果

３　讨论
通过专利信息分析，目前对中药药渣再利用主

要有加工动物饲料或饲料添加剂、有机肥、栽培食用

菌，制备活性炭、再提取其他有效成分、造纸、制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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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乙醇、处理废水、催化热解制取生物油等等。从目

前的数据结果显示，在中药药渣的资源再利用方面

研究较少，很多企业还没有足够重视。中药行业必

须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充分利用资源，才能真正

形成现代、集约、环保的新产业。药渣资源丰富，用

途广泛，针对中药渣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对其再利

用可以渗透到各行各业的方方面面，既可以防止药

渣随意抛弃污染环境，又可废物利用节约资源。结

果提示，将中药药渣开发成饲料、饲料添加剂、农林

产品所需的有机基质的技术方案比较成熟，是当下

较好的解决此问题的科学主干道，应当引起相关学

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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