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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effective search, col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
tional stem cell biotechnology patents. Furthermore, deep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of the stem cell 
biotechnology patents were perform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em cell biotechnology patents 
in China were about 830 item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em cell biotechnology patents were about 
4260 items. American, Japan and South Korea, as several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number of pa-
tents applications, have gone ahead of China in stem cel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field. Therefore, 
China must continue to reinforce the stem cell biotechnology researches and the related patents 
applications, and also urgently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stem cell biotech-
nology field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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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对国内外干细胞生物技术相关专利进行了有效的检索、收集与分类整理，并进一步对国内外干

细胞生物技术相关专利信息进行了统计和深入的情报分析。统计显示，中国在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领域

的国际专利申请为830件，而国际专利4260件，国际专利中主要为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专利申请，

说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在干细胞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已走在了我国前头，因此，我国必须继续加强干

细胞生物技术的研究和相关专利的申请，同时也急需促进干细胞生物技术产业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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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干细胞能够发育成机体其他组织器官的细胞，具有自我更新、高度增殖、多向分化的能力，可以最

终形成组织、器官，干细胞应用于器官修复、组织再生、新药筛选、癌症发生机制等研究，干细胞也应

用于疾病的治疗，涵盖临床上许多疑难病症[1]-[6]。干细胞研究和相关干细胞产业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

市场前景，近年来，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中国在干细胞领域投入重金支持基础和临床研究，大力

推动干细胞产业化发展。在美国 pubmed 数据库中查询以干细胞(stem cell)在题目中的文献有 38,235 篇，

其中相关综述文献为 6371 篇，临床测试(Clinical Trial)文献 2696 篇，可见干细胞的研究得到很大重视。 
中国在干细胞研究和产业化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干细胞研究领域的专利申请情况总体呈上升趋

势，并在干细胞研究方面具有一定优势[7]，但是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和韩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

距，中国需不断加强干细胞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建设、创新研究发展模式,积极推进干细胞生物技术研究

和产业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干细胞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现状，为我国干细胞生物技术研究和

产业的发展提供信息情报支撑服务。 

2. 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数据来源 

中文专利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本文处理的专利为同族专利的一个专利申请号)，通过网站

(http://epub.sipo.gov.cn/gjcx.jsp)的高级查询，查询里面的专利公开号(专利申请号中的申请种类号用 1 位

数字表示，所使用数字的含义规定如下：1 表示发明专利申请；2 表示实用新型专利申请；3 表示外观专

利申请；8 表示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 PCT 发明专利申请；9 表示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 PCT 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本文中尚未授权专利中有 390 个属于 1 类发明专利申请，228 个属于 8 类发明专利申请)即可得到

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信息的相关内容。 
英文专利来源于德温特网站(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advancedSearch?locale=en_EP)中的高级

查询及分析。检索国际专利中，主要检索 2014 年 6 月 20 日以前的专利申请。我们是以专利家族为单位

进行统计的。以公开号：US2015098620 (A1)专利为例，在 Publication number 栏输入 US2015098620，即

http://epub.sipo.gov.cn/gjcx.jsp
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advancedSearch?locale=en_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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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温特数据库内所有专利数据内进行搜索。打开界面后，Bibliographic data 项中有申请号(Application 
number)等，在 INPADOC patent family 项是同族专利的相关信息。 

通过查询共得到干细胞生物技术相关专利共计 5090 件，中国专利 830 件，国际专利 4260 件，另外

本文中除特别说明，专利均指发明专利。我们依据专利的地域国家分布，以及领域分布等方面进行信息

统计分析。 

3. 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情报分析 

在我们检索到的干细胞生物技术中国专利和国际专利中，通过检索、排序，进而对专利信息进行统

计分析。 

3.1. 干细胞生物技术中国专利和国际专利申请的年份及专利数统计分析 

在干细胞生物技术中国专利申请和国际专利申请年份专利数分布(如图 1 所示)中可以看出，国际专利

申请初始随着年份的递增专利申请数逐年递增，然后再逐步下降。国际专利申请年份专利数是在 1998 年

开始增加明显，在 2008 和 2009 年申请数量达到高峰后逐年下降。中国专利的申请年份专利数在 2001 年

申请开始增加明显，目前中国专利的申请年份专利数一直处于每年的上升状态。但是如果未来的中国专

利的申请年份专利数分布趋势和目前的国际专利的年份专利数申请趋势类似，那么后续几年将有可能出

现专利申请的数量下降现象。国际专利申请年份专利数的变化趋势，究其原因可能是在干细胞在初期，

由于所有领域均是空白，所以专利申请得以持续增加，不同领域得到应用研究和专利申请。但是在 2009
年欧洲政府开始对胚胎干细胞研究发出禁令，并且干细胞研究的资金资助增长幅度出现降低。目前干细

胞研究在持续发展中，相信相关专利申请还会持续增加中[8] [9]。在专利法律状态方面，干细胞生物技术

中国专利授权和审查数量也逐年增加(见表 1)。 

3.2. 中国专利中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申请省份和国别分布 

经统计的中国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中申请的省份和国别分布(如图 2 所示)中可以看出，国内各省市的

分布不均匀，其中北京、上海广州等省份和城市申请量居多，另外经分析相对浙江省的多数专利是由杭

州市申请，说明在科技比较发达的城市专利申请数比较多，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大学和研发机构相对集中，

吸引优秀人才聚集和创业，在干细胞产业和研究方面具有优势。 
 

Table 1. The law stat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patent of the stem cell biotechnology                                    
表 1. 干细胞生物技术中国专利法律状态分布                                                                

时间(年) 授权专利数 实质审查生效专利数 

2005 3  

2006 4  

2007 6 3 

2008 12 8 

2009 27 24 

2010 9 22 

2011 25 45 

2012 55 164 

2013 69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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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patent number in year distribution for applications of Chi-
ne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s of the stem cell biotechnology           
图 1. 干细胞生物技术中国专利和国际专利申请专利数年份分布图     

 

 
Figure 2. The patent distribution of the stem cell biotechnology in Chinese 
patent application for some countries and Chinese provinces                
图 2. 申请中国专利的部分国家与省市的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数分布   

 
在中国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库中，国外申请较多的国家为美国、日本和韩国(如图 2 所示)，说明这几

个国家较多地在中国申请，以对他们国家的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进行较好的产权保护，在干细胞生物技

术国际专利申请中，这几个国家也是专利申请数量较多的国家。 

3.3. 国际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中申请专利的国家和单位的专利数分布 

国际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优先权国家的专利数量分布，申请数量较多的为美国、日本及韩国，美国

和日本均为世界经济科技强国，在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申请方面也得到了体现。相对于中国，优先权为

中国的专利数量也排在世界的前列，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在干细胞研究和产业方面还有很大的空

间来发展，以赶超日本和韩国。美国作为世界人才集中地和创新发源地，专利数量一直较多。相对韩国

和日本，一直非常重视干细胞研究，而且国家科技发达，所以其专利申请也相对较多(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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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number of the stem cell 
biotechnolog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图 3. 干细胞生物技术国际专利中各国专利数的分布                 

3.4. 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申请单位的分布 

中国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的申请人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及部分公司(如图 4 所示)。专利申请相对较多

公司有：北京清美联创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其次是杰龙公司；医院有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学

校及研究所有：第二军医大学和浙江大学等。 
在国际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中，申请较多的单位有 Gen Hospotal Corp、Univ California (Regc)、

Japan Sci&Technology Corp、Univ Johns Hopkins School Medicine、Univ Kyoto、和 Univ Seoul Nat Hos-
pital 等单位(如图 5 所示)，这些单位多为美国、日本、韩国的公司和研究机构。单就总体数量来言，美国

位居首位，其次是日本，而这两个国家都是发达国家，资源投入也相对较大。排在前两位的是 GEN 
HOSPITAL CROP 和 Univ California,表明西方国家对于医院的投资和学校科研较为重视。 

3.5. 干细胞生物技术干细胞培养和肿瘤治疗相关专利申请比例分布 

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领域的分布也相对体现了干细胞的产业发展方向和研究领域的热度，从图 6 和

图 7 中可以看出，细胞培养相关的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较多，例如神经干细胞的相关专利国际和国内专

利申请都有一定的数量。而干细胞生物技术中国专利和国际专利在领域方面既有交叉也有不同，中国在

器官移植及干细胞治疗等领域申请的专利较多，而国际专利则在肿瘤和组织培养等领域申请的专利较多。 

4. 总结与讨论 

我国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的发展在数量上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为未来干细胞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奠

定了一定的基础。可以在干细胞培养和肿瘤治疗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应用，不断加强这些领域

的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的申请数量与质量。 
在再生医学、疾病模型、药物筛选等领域，全能干细胞具有无法低估的巨大作用。基于干细胞生物

技术未来的巨大产业与经济效益前景，国家应该把干细胞生物技术产业和研究做强做大，投入更多资金

来加强研究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并鼓励更多的专业研究人员加入到干细胞生物技术的研究中来。目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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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patent applicants with large number of 
patents                                                           
图 4. 专利数量较多的中国专利中申请人分布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the applicants and patent number of the interna-
tional patent for the stem cell biotechnology                               
图 5. 国际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的申请人及专利数分布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the patent application fields for Chinese stem cell 
biotechnology                                                      
图 6. 中国干细胞生物技术专利申请的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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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he field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s of the stem cell 
biotechnology                                                     
图 7. 干细胞生物技术国际专利领域分布                             

 
部分欧美等发达国家立法禁止利用胚胎干细胞相关的生物技术来申请干细胞相关专利[9]，虽然伦理问题

依然存在，但干细胞技术的不断改进，最终会被用于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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