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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褥专利杖术共 次开发的

思 路 与方案议计

口宋晓亭 上海市中医药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上海

摘 要 专利技术的二 次开发可 以在基本专利 的基础上获得从属 专利
,

使企业在某项技术领

域 中取得技术上 的主动权
。

中药专利技术的二 次开发思路主要有选择技术领域
、

专利检索
、

寻找 开

发点和形成新的技术方案 个步骤
,

同时在方案设计 中要注意原专利 的性质
、

论证和 实施许可等

问题
。

关键词 中医 药 专利技术 中药二 次开发 方案设计

企业为了在特定的技术领域争取主动权
,

也为 形成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新的知识产权
。

通常包括

了通过交叉许可而免费获得某项先进技术 的使用 改变剂型
、

改进工艺及提高质量标准等等
。

在中药

权
,

在一项专利特别是基本专利 公开 二次开发时
,

充分利用专利文献提高研发起点
,

并

后
,

围绕该专利的周围技术进行再开发就成为同一 形成从属专利保护
,

有重要意义
。

技术领域竞争者的战略思维
。

中医药类专利技术尚 中药专利技术的二次开发包括对现有产品专利

处于朝阳阶段
,

其研究和二次开发具有广阔的市场 技术或方法专利技术的改进
,

它可以是对某些 中药

前景
。

类专利的技术特征进行新的组合
,

或对某些技术特

中药专利技术的二次开发是指按照市场的需 征进行新的选择等
,

只要这种组合或选择产生 了新

求
,

利用专利文献或通过引进
、

转让获得的专利权
,

的技术效果
,

就可 以产生新的专利权
。

中药专利技术

研究分析该技术领域的发展动态
,

从而确立技术开 的二次开发与一般专利技术的二次开发既有相同之

发的 目标和方向
,

并通过对基本专利技术的创新
,

处
,

也有 自身特点
。

通常
,

中药专利技术的二次开发

—
或再创新 思路有下列步骤或内容

。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回 日期 鹤 一 一

联系人 宋晓辛
,

上海中医 药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

主持上海市中医药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研究工作
, 一 一 ,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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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选择技术领域

对专利技术的二次开发
,

首先要选定准备开发

的技术领域
。

对企业来说
,

一

般是选择市场前景比较好
、

技术含量和市场回报比

较高的技术领域 对技术人员来说
,

一般要选择 自

身比较熟悉或者是 比较感兴趣的技术领域
,

因为只

有在 比较熟悉和爱好 的技术领域才最有可能产生

灵感
,

而灵感常常是创造新的技术特征的源泉
。

中

药专利技术二次开发 中讲的技术领域是狭义 的领

域
,

如治疗 口 腔粘膜病的中药 单药
、

化合物
、

治疗

慢性 胃溃疡病的中药组方
、

中药制备中的剂型
、

制

备中药注射剂中的稳定性工艺等等
,

而不是泛指 口

腔 内科技术
、

中药的工艺
、

复方制剂等
。

选择技术领域时还应当考虑二个问题

该技术领域的技术成 熟度

一般来说
,

越成熟的技术领域由于可开发的技

术特征较少或较难
,

使得二次开发 的成功率就越

低
。

某一技术领域的成熟度主要反映在该技术领域

专利的数量和技术特征范围的覆盖面大小
。

市场 上对本技术领域的 某一特定技术 的需

求度

这种需求情况 可 以从特定学科 的临床实践和

疾病谱的发病率来进行衡量
。

在进行专利技术二次

开发中应选择那些市场潜在需求高
、

有竞争力的技

术领域
,

这样可使投人产出比加大
,

也符合市场经

济的要求
。

科研立项应重点选择疗效确切 的中药配方专

利
,

或是艾滋病
、

恶性肿瘤
、

罕见病和其他尚无有效

治疗手段疾病的有效专利
。

二
、

进行专利检索

不但是为了搞清楚该技术领域的现有状况
,

也是为

了避免低水平重复和今后侵权的发生
。

确保二次开

发的新技术是高水平的
,

是可 以产生 自主知识产权

的
。

有些科研人员想通过 自己检索来掌握某项技术

的现有状况
,

但实践证明
,

自检的漏检率比较大
,

最

大时有 漏检
,

所以最好请比较有资质的专利查

新咨询机构和 比较有经验的检索员来进行
。

目前 比

较专业的中药专利数据库是我国 自行开发的 《中国

中药专利数据库 》
,

现 已达到与专利公报同步的更

新速度
。

在专利检索时应注意

根据本技术领域的特点来选好关健词
,

可

分别 用 同义词
、

同物异名 等来检索
。

注意每一项 专利 的法律状 态
,

要选择 已 经

授权的并且是有效的专利
。

这是 因为有效 的授权的专利技术一般 比较前

沿
,

起点高 再就是专利在授权后
,

权利人还在不断

地交年费以维持其效力
,

说明专利权人对该技术很

有信心
,

有一定的市场价值
。

未授权的专利应尽量

排除
,

因为其权利 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

被宣告无

效或已失效的专利因为不具备
“

三性
” 、

或保护期已

过
、

或权利人放弃该权利而使该技术失去了法律的

保护
,

在没有充分考察
、

论证的基础上不要选择该

类技术进行二次开发
,

以免因权属不清而产生不必

要的纠纷
。

但直接实施它们或分析它们的技术来启

发 自己 的研发思路是完全可 以的
。

即使科研人员手头 已经有一项现存的比较适合

再开发的中药专利技术
,

也应当对本技术领域的该

项技术的现有状态进行专利检索
,

不掌握本技术领

域的现有状况就很可能与他人在先的技术撞车
,

导

致科研经费
、

科研人力和时间的浪费
。

专利检索是掌握某技术领域现有技术的一个主

要手段
。

一个技术领域的现有技术状况不是一般文

献查新可 以掌握的
,

它必须经过对专利数据库的完

整检索
。

即使在立项时作了专利检索
,

由于技术发

展 日新月异和漏检的存在
,

在二次开发过程中还应

定期 一般 个月一次 进行专利检索
。

检索的 目的

三
、

寻找开发点

一项发明创造实际上就是一种技术方案
,

而技术

方案是由一个或几个技术特征来组成的
,

如中药产品

专利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可以有复方的组成
、

药物的

来源
、

药物的剂量
,

或者是药片的形状
、

颜色等等 中

药方法专利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主要有工艺
、

步骤
、

肠 群 臼 名动 记耐 凡介己比 泪 名 角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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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

所涉及的时间
、

温度
、

压力等等
。

另外
,

各个技

术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技术特征‘” 。

所以
,

寻找特定中药专利技术的二次开发点就

是对这一专利技术的所有技术特征进行分析
,

找出

其不足之处 薄弱点 或可创新 改 良 之处
。

找准一

项技术的薄弱点是产生新的技术方案的前提
,

它是

建立 在对 某 项技术 现 有状况 的 系统分析基 础上

的
。

可 以围绕以下问题进行分析

在本技术领域 中哪些专利是基本专利 核

心 专利 技术
、

哪些技术是外围专利技术
。

用于二次开发的专利技术应首选基本专利
,

因

为越基本的专利再开发 出 的新技术方案其权利要

求的覆盖面越广
。

在基本专利技术 中还要看哪 些技术是本技

术领域的 关键技术
,

关健技术优于一般技术
。

在这些基本专利技术 中
,

谁 的疗效 比较确

定
、

谁的市场前景可能最好
。

选定某项基本专利技术后
,

应考察这项技

术本 身还存在哪 些缺点
、

以及这项技术随着社会的

发展
,

现在有哪些 不 足
,

即寻找薄弱 点
。

在寻找薄弱点时应遵循 个原则
,

即市场优先

原则
、

成本效率原则和可能性原则
。

保证新创造出

的技术是具有 良好市场竞争力的 自主知识产权
。

总之
,

目前中药类专利技术的二次开发点非常

多
,

可形成众多的新的技术特征
。

科研人员在再创

新时往往把技术开发点设想过高
,

但各国专利法的

规定并非如此
。

四
、

设计新的技术方案

专利技术二次开发的最终 目的是在原有专利技

术的基础上设计出新的路线
、

新的制备方法
、

开发

出新的用途
、

或者是在达到同样 目的的基础上降低

了产品的成本或提高了理化性能等
。

中药专利技术

的二次开发也是如此
。

在设计中药专利技术二次开发时可 以围绕下列

方案进行

对复方组合物的提取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 中药复方专利 中的原有

配方进行有效部位
、

有效成份的提取
,

从而产生新

的组合物或化合物
,

这是 目前国外蚕食中医药知识

产权的主要方法
。

组合 变更

这里的组合可 以是组方
、

也可以是组合化合物

等
。

组合变更主要有 种形式

组合关 系的改 变 如药物剂量 的改变
、

工艺

流程的先后次序改变使技术效果更好
。

组合省略 如省掉组方中的某一味药或化

合物后仍能达到原有的疗效或疗效更好
。

组合替代 如技术特征的替换
,

用另一味中

药来替代原组方 中的某味药后
,

其疗效明显提高
,

或副作用大大降低
,

或疗效虽未变
,

但成本大幅度

下降等
。

这些组合变更后 由于产生 了特殊 的预料不到

的技术效果
,

所以并不构成对原专利技术的等同
,

而是具有实质性的进步
。

产生 另一种技术构思

在原专利技术的基础上产生 了 另一种新的

技术构思
,

新技术高于原有技术水平
,

如在一 个专

利 组 方 上加 上 某味 中药或 其他 成份 而 导致 原 专利

的性质
、

结构及功 能发生 了质的改 变
。

将 种 以 上的专利技术进行组合
,

产生 了

协 同的作用
,

即 或
。

在原专利基础上找到 了最佳 实施方案
,

这

种方案是原专利说明书中所没有的
。

发现新用途

在原专利 包括中成药组方
、

单味药组方
、

单体

药物组方
、

复方组分组方和单味药组分组方 基础

上扩大原技术的适用范围
,

产生 了新用途或转用在

其他领域中
。

如黄连素原用于消化道疾病
,

现用于

治疗糖尿病
。

改 良工 艺或剂型

为降低成本
、

或提高疗效
、

或增强吸收率
、

或增

加稳定性
、

或产生 良好的市场效应
,

而对原专利的

剂型
、

工艺
、

品型等进行改 良
,

获得了新的技术方案

或技术特征
。

在设计中药专利技术二次开发方案中应注意

〔乳心 切盯 蒯勿。 “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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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于二次开发专利技术的来源
。

选择二次开发的专利技术可 以是开发者 自身

拥有的专利
,

也可 以通过专利实施许可
、

专利权转

让和通过专利文献检索获得的专利
。

它包括由中国

授权的专利和外国授权的专利
,

但其法律状态最好

是有效的发明专利 即享有法律保护的
、

未终止的
、

未被宣告无效的专利
。

如果是实用新型专利或者

是市场前景较好的但没有授权的发明专利
,

为避免

低水平开发和侵犯在先权利
,

一定要委托有关专利

检索机构经过新颖性检索
。

因为实用新型是没有经

过实质审查就授权的专利
,

处于公开期的发明专利

尚未通过专利局的实质审
,

其新颖性
、

创造性尚处

于不确定的状态
。

所以
,

对这些专利一定要进行法

律状态的专利检索和专家论证
。

外观设计专利虽然

可 以对之进行技术再开发
,

但 由于其技术含量不

高
,

且容易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技术方案
,

所以一般

的科研主管部门也不给予科研经费上的资助
。

进行专家论证
。

在最终确定作为二次开发的专利技术之前
,

最

好作一次由各类专家组成的选题论证
。

专家包括本

技术领域的学术专家
、

专利法学专家
、

经营方面的

企业家等
。

主要考证一个项 目的开发可能性
、

投人

产出比
、

技术上的难易度
、

能否形成 自主专利权
、

开

发成本
、

市场的前景
、

开发的时间表
,

特别是要考证

该类产品市场需求的发展趋势
、

同类产品的更新换

代时间等
。

尤其要选择那些阻碍 自身发展
、

限制对

手市场占有率的技术
。

专利技术二次开发要与专利战略相结合
。

专利技术的二次开发实质上是一个企业
、

一个

行业专利战略的一部分
,

它可 以是将竞争对手的专

利技术进行改进以达到限制它的 目的 或是开发出

新的技术来形成 自己的专利网来控制对方 也可以

新 的专 利技术来 获得某基本专利 的交叉许可 权

等
。

所以
,

在设计专利技术二次开发时要结合 自身

的专利战略来进行
。

开发的形 式
。

在具体实施专利技术的二次开发时
,

开发者既

可以是依靠 自身力量来开发
、

也可 以是企业与科研

院所的合作开发
、

也可 以 由企业委托科研院所开发

等多种形式
。

现有政策鼓励产学研联盟
,

即科研院

所与企业合作进行专利技术二次开发
。

新技术 实施与原专利权人的许可
。

专利技术 的二次开发可 以产生 种新 的专利

技术
,

一种是独立的专利
,

它虽然根据原有专利技

术开发出了新的专利
,

但其合理规避了原有专利的

权利要求范围
,

可 以独立实施 另一种是从属专利
,

它的实施要依赖原有专利技术
,

需要取得原有专利

权人的许可
。

在许可 中可能有以下情况

①经新专利权人 申请
,

原专利权人许可新专利

权人使用原专利技术进行商业活动
。

②原专利权人也想利用新专利权人的新技术
,

那么双方交叉许可对方实施其专利技术
。

③经新专利权人 或原专利权人 申请
,

原专利

权人 或新专利权人 不同意或在合理长的时间内

不予答复
,

则新专利权人 或原专利权人 可 以 申请

强制许可来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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