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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知识成果可形成有效保护，但凝聚先贤智慧、同样具有研发价值的传统知识难以纳入其
保护范畴，易被他国不当占有。为应对该问题，部分国家相继出台传统知识保护专门制度或建立传统知识数据库。选取

以传统医药为主要架构的韩国传统知识门户为例，介绍国外传统知识数据库建设与保护方式经验，并对其关于中医药内

容的侵权行为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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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背景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知识产权的作用日益凸显。

西方发达国家创新能力较强，知识产权保护起步较

早，对各国保护知识产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使发展

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受到一定制衡。知

识产权制度根本上是对创新成果在一定期限内的保

护，超过期限或者早已列入公知公用的知识不在该

制度的保护范围之内。一些发展中国家丰富的遗传

资源和悠久历史中积累下来的传统知识，虽大多不

属于知识产权保护范畴，但可以作为现代科学研发

创新的基础，其潜在商业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这些

资源和传统知识一旦被发达国家不当占有利用，没

有现行相关制度对这些资源和传统知识的提供方进

行利益分享安排。在此背景之下，２０００年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ＰＯ）成立了知识产权与遗产资源、传统知识和民

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ＩＧＣ），探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
与惠益分享问题。截止到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ＩＧＣ共召
开了３２次会议［１］，但各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难以达

成共识，谈判并无太多实质性进展。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相继采取措施保护本国传统知识，维护民族权

益。保护方式主要有２种：一种是建立防御性保护
数据库，如印度的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ＫＤＬ），以现有的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为依托，建立传统知识数据库，以非专利

文献数据库的形式，进入国内外专利的新颖性、创造

性审查，已达到防止不当专利侵占的目的。另一种

是以建立传统知识保护专门制度的方式进行积极性

保护，如秘鲁的《生物资源相关土著人集体知识保护

制度》（２７８１１号法令）等法律法规所确立的传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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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保护专门制度，以这一制度为依托发布“秘鲁土著

人集体公共知识国家清单”（Ｐｕｂｌｉ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Ｐｅｏｐｌｅｓ）来承认
土著人和社区集体知识的权益和价值，赋予其事先

知情同意、公平惠益分享等权益，起到了合法权益主

动保护的作用。

除上述两国外，韩国的传统知识门户（Ｋｏｒｅ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ｏｒｔａｌ，ＫＴＫＰ）建设发布工作也
较为成熟。其数据库内容与我国中医药传统知识有

密切的相关性，因此本文进行重点介绍。

２　韩国传统知识门户介绍
根据其官方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ｏｒｅａｎｔｋ．

ｃｏｍ，首页如图１）介绍，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ｏｒｅａｎＩｎ
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ｆｉｃｅ，ＫＩＰＯ）和乡村振兴厅（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ＤＡ）是承担保护传统
知识工作的主要部门。本着与国际保护趋势保持一

致的原则，韩国知识产权局于２００４年决定为建立传
统知识数据库制定信息战略规划。在接下来的３年
期间（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完成了数据库编制工作，并于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通过韩国传统知识门户实现了搜索功
能。乡村振兴厅长期以来对本国传统知识进行调查

整理，２００９年将这些资料提供给了韩国知识产权
局。２００９年末，ＫＴＫＰ对公众免费开放，有韩文和英
文２个语言版本。建设该数据库并通过 ＫＴＫＰ发布
的目的为：１）为韩国传统知识的国际保护奠定基础，
免受未经授权的专利侵害；２）提供丰富的传统知识
及相关研究的信息，以促进相关学术研究和产业发

展；３）通过为专利审查提供基础信息的方式，提高传
统知识专利申请质量［２］。

图１　ＫＴＫＰ首页

２１　数据库内容　该数据库的主体构成包括传统

医药、传统食品、农业和生活技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及各门类相关学术论文。其中传统医药是其最主要

的部分，截止到 ２０１５年底，该数据库已收录药物
５５００种、方剂７１０３种、病证１２５００种以及相关学
术论文３４３０３篇［２］。

２２　数据来源和编制方法
２２１　数据来源　该数据库中的学术论文部分为
《韩国传统知识杂志》（Ｋｏｒ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ＫＪＴＫ），论文选自韩国４９家学术机构的
５７种学术期刊，内容涵盖东方医学、药理学、营养学
和生物学等不同领域，以全数字化形式通过 ＫＴＫＰ
在线呈现。经过授权的用户可在数据库中查询原始

文献全文［３］。传统医药相关内容包括药物、方剂和

病证等。参考书目包括《东医宝鉴》《方药合编》《东

医四象新编》等韩国医药古籍和现代编纂的药典等

韩国国内出版物［４］。农业和生活技巧类相关内容来

源于ＲＤＡ自１９９７年以来历年搜集整理并出版的传
统知识、古代农业系列藏书［５］。

２２２　传统医药数据库编制方法　传统医药数据
库主要分为药物、方剂、病证三大部分。各门类以字

母表顺序排序，可对单一门类或全数据库进行关键

词检索和高级检索。在每项药物、方剂和病证条目

页面上，均可一键打印该条目信息或搜索该条目相

关的专利和论文［６］。

２２２１　药物类　著录有：学名、拉丁名、入药部
位、主要功效、主治疾病、性味、归经、形状、图片、炮

制方法、使用禁忌、相关方剂、ＩＰ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
ｔ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分类号、关键词、相关化合物、著录
时间及ＴＫＯＩ（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编码等信息。

２２２２　方剂类　著录有：定义、配方组成、制剂方
法及剂量、功效、主治病证、使用禁忌、方剂来源、ＩＰＣ
分类号、关键词、著录时间及ＴＫＯＩ编码等信息。
２２２３　病证类　著录有：定义、西医病名、相关药
物、相关方剂、ＩＰＣ分类号、关键词、著录时间及ＴＫＯＩ
编码等信息。

以上３个门类数据库各自独立又可互相链接，
如某个病证的条目中的相关药物和相关方剂名称均

可点击链接到该药物或方剂条目内容。ＩＰＣ分类号
可以方便专利审查人员精准查询定位。另外每个条

目内容均有一个由ＫＴＫＰ编制的ＴＫＯＩ编码，为条目
内容的永久性标识代码，输入带有某一条目ＴＫＯＩ编
码的链接 可 直 接 访 问 其 内 容 （示 例：ｈｔｔｐ：／／
ｔｋｏｉｋｏｒｅａｎｔｋｃｏｍ／ＴＫＯＩ：ＫＴＫＰＰＲＥ００００１０５９０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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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内容如图２）。

图２　ＫＴＫＰ数据库方剂“麻杏甘石汤”页面内容

３　保护方式分析
前文提到的防御性保护数据库—印度ＴＫＤＬ，目

前主要处于保密状态，仅供签署相关协议的各国专

利局检索使用，公开可见的只有作为示例的１２００首
方剂，且无相关文献图片。而 ＫＴＫＰ是一个完全开
放的数据库，任何人在无需注册登录的情况下即可

浏览该数据库的绝大部分内容（学术论文的 ＰＤＦ格
式全文需得到授权才可查看），并不属于典型的防御

性保护数据库。未见其与外国专利机构签署《访问

许可》的报道，韩国国内也没有建立专门的保护制

度。其在国际主要的保护措施是申报列入根据《专

利合作条约》（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ｙ，ＰＣＴ）的非专
利文献清单，进入国际专利审查过程，供国际专利检

索单位使用。在２００８年 ＰＣＴ国际机构第十五次会
议上，《韩国传统知识杂志》被纳入到 ＰＣＴ非专利文
献清单，服务于国际专利审查。论文内容包括参考

文献资料、摘要、国际专利分类编码以及 ＰＤＦ格式
的全文［３］。该杂志不收录不满足现有技术标准的文

章，如理论研究、临床数据和医学治疗等。其中的参

考文献信息和摘要均要求双语（韩语和英语）以可

搜索的格式呈现。论文中出现的药物和化合物名称

可链接到ＫＴＫＰ的相应数据库，以便获取详细信息，
因此专利审查者可在 ＫＴＫＰ中定位现有技术，保护
传统知识，防止专利侵权，提升专利申请质量。

４　ＫＴＫＰ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侵权分析
在ＫＴＫＰ数据库中，传统医药方面内容的参考

书目包括《东医宝鉴》《方药合编》《东医四象新编》

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１６１３年许浚编纂的《东医宝
鉴》。我国研究者曾详细梳理过该书引用文献，指出

该书引用书籍文献２０６种，其中辑录中国文献２００
种，占全书的９６９９％；引用朝鲜文献６种，占全书的
１８３％，另有少量属于作者撰写［７］。这一古代朝鲜

学者摘录我国医学典籍并用汉字写就的集成读本，

于２００９年被韩国成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列
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引起了广泛争议。纵观历史，

古代朝鲜半岛在汉民族医学的长期影响下，几乎全

盘接受了汉民族的医学传统，韩国传统医学总体上

并未摆脱中医学的大框架［８］。学习借鉴中国医学知

识并辑录成书在本国传播本无可厚非，对中医传统

知识的保护与传承亦有积极作用，但借此将有明确

文献证据证实的、原本由我国医家首次提出的疾病、

药物（很大一部分甚至并不在韩国本土生长）、方剂

等中医药传统知识纳入ＫＴＫＰ并通过由政府部门建
设的官方网站公开发布，将其宣示成为韩国传统医

药知识，在国际上形成一定的误导。例如图２所示
麻杏甘石汤条目内容［９］，其注明来源为２００２年韩国
出版的《东医方剂和处方解说》。众所周知麻杏甘

石汤是我国东汉名医张仲景《伤寒论》经方，查看该

条目详细内容无论方药组成还是主治疾病均与《伤

寒论》原方无异，但来源信息中并未提及。此举属于

对我国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不当占有，是一种明显的

抢注行为。

另外，ＫＴＫＰ的药物数据库中包含 ５５００种药
物，其中部分药物附有图片。从图片的整体风格和

像素有较大差异的情况来看，显然并非为建设该数

据库而专门进行的统一拍摄，而是从不同来源搜集

得来。甚至部分图片中的药物上还摆放着中文标识

的商品标价签，印有“亳州市物价局价格监督检查分

局监制”字样，“品名”“产地”“计价单位”等空白处

有手工填写的汉字内容（如图３）。然而在 ＫＴＫＰ网
站所介绍的药物数据库参考书目列表中，所有资料

都是来源于韩国的出版物，完全没有提及中国，且全

部图片都被打上了ＫＴＫＰ的韩英双语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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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ＫＴＫＰ数据库药物“白术”条目附图

５　中医药的对策与建议
韩国ＫＴＫＰ数据库的建立，对传统知识的挖掘、

整理和保护有积极意义。同时，我们也应反思，在传

统知识的保护和应用工作上我们之前做得仍有不

足，让部分国家抢占了先机，而未来依然有很长的路

要走。

５１　建立并发布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数据库
　　根据当前国际上传统知识保护形势现状，２０１３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立专项开展中医药传统知识保

护研究，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中医药传统

知识保护名录数据库。参照印度等国的相关成功经

验，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先期定位为防御性保护数据

库，仅供协议用户登录查询。该数据库的基本内容

目前主要有以下２个部分：一是活态性的中医药传
统知识，通过开展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工作进行挖

掘整理，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在民间、中医医疗机构、

老字号企业中传承应用的活态性的中医药传统诊疗

技术、单验方、中药炮制技艺、传统制剂方法、传统养

生方法等中医药传统知识。对符合一定标准（传承

３代或５０年以上）的项目进行登记立档，用于编制
数据库。二是经典医籍中的中医药传统知识，现已

收录隋唐以前的３２种方剂类医籍古方约４万首，实
现了主题、全文和复合检索及对应版本图像浏览功

能。该数据库的建立和发布，是保护我国中医药传

统知识的重要举措。未来将形成长效机制，按计划

逐步扩展数据库内容，进一步增加隋唐之后中医典

籍内容，持续实地调查活态性民间传承项目、医院协

定处方、老字号传统配本等传统知识，以厘清家底，

解决“保护什么”的关键问题。同时为适应国际性

保护需要，数据库增添多语言版本、便于专利审查使

用的ＩＰＣ分类号等内容，并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申
报将中医药传统知识数据库列入《专利合作条约》

非专利文献清单，以进入国际专利的审查程序。与

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知识产权局签署《访

问协议》，达到防御性保护的目的。

５２　建立国内专门保护制度　在建立数据库的同
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相关专家学者近年来一直

在大力推动中医药立法进程。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９日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医药法（草案）》，并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２０１６年两会上张伯礼院士
也提交了呼吁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专门制度的

提案。由于中医药传统知识自身特点有别于现代科

技，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对其保护作用有限，因此

必须建立专门的保护制度。专门制度将以法律形式

承认中医药传统知识是智力成果，尊重并体现中医

药传统知识的价值，促进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完整保

存，保证传统知识持有人在传统知识合理利用中行

使知情同意、充分参与、惠益分享等权利，从根本上

制度化地解决“如何保护”这一问题。在加快中医

药立法的进程中，开展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有

关法学理论及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在此基础

上，提出保护制度整体框架内容，推动制定《中医药

传统知识保护条例》等法规，成为中医药传统知识专

门保护制度的核心，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综合法

律保护体系，变防御性保护为积极保护。

５３　积极参与相关国际事务，增强影响力　除上述
国内相关保护工作之外，我们还应积极参与知识产

权、传统知识保护相关国际事务，如ＷＩＰＯＩＧＣ、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缔约国大会等国际组织
会议，发出中医药的声音，增强中医药的国际认知度

和影响力。将我国中医药传统知识数据库发布并向

国际推广，消除部分国家此前误导宣传带来的不利

影响。此外更要充分了解相关国际组织制定规则的

情况，并积极参与规则制定，阐明我国传统知识尤其

是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特点，引导制定更适合我国传

统知识保护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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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综合征的文献资料分析和临床调查两方面进行

研究，文献分析彰显出不同医家、不同区域对口腔干

燥综合征的中医证候辨证存在数目繁多，且辨证、证

候的术语描述不够规范。另一角度从文献资料分析

和临床调查两方面反映出，文献除了虚证在本病的

关键病机外，还强调火（虚火）在本病发病过程中重

要作用，体现出滋阴同时不忘降火；临床调查可能主

要面对北京地区患者，本方面主要体现出气阴虚损

的主要机制。可见证候辨证的规范化、标准化需要

国内多个代表区域的学者参与研究，以全面涵盖国

内对本病的认识和规范化、标准化的制定［１６１８］。综

上所述，该研究通过对口腔干燥综合征证候特点的

分析，发现了客观、详实地掌握证候要素，对我们制

定治疗思路起到了执简御繁的作用。且通过对证候

要素的提取，更好地体现中医治疗本病的理论思想，

增加了临床诊治疾病的实用性、可操作性，为临床分

析、治疗口腔干燥综合征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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