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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兽药领域专利申请状况分析及

审查中非专利文献资源应用情况
专利检索咨询中心  曹慧娟 董林水 孙丽娜

摘要：选择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作为研究方向，通过对其

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专利申请状况、专利审查中非专

利文献资源应用情况等内容的研究，分析了兽医兽药技

术领域专利申请量的年度变化动态和细分技术领域的

分布情况，并根据审查中非专利文献资源的应用情况，

初步探讨了该技术领域非专利文献资源建设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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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
文以兽医兽药技

术领域为研究方

向，从该技术领域发展现状

和趋势，专利申请情况，专

利审查过程中对中文非专利

对比文献的应用情况等方面

进行统计研究分析，并初步

提出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中

文非专利文献资源建设的思

路，为扩大该领域非专利文

献在专利审查中的“资源化”

提供一些参考。

兽医兽药技术领域技

术发展现状和趋势

改革开放 20年来，我

国的畜牧业得到了迅猛发

展，自 1992 年至今，我国

的肉类和蛋类产量跃居并

连续保持世界第一[1]，但是，

畜禽的健康养殖离不开兽

医兽药的保驾护航。兽药是

用于预防、治疗、诊断动物

疾病或者有目的地调节动

物生理机能的物质，具有防

治动物疾病、保障动物健康

和提高动物生产性能的作

用。使用兽药可以有效地防

控动物疫病，提高动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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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性能，因此作为畜牧业发展的三大支柱之

一，为畜牧业、养殖业和宠物保健业的健康

发展提供了保障。兽药还可以预防和控制人

畜共患病的产生和传播，如令人谈虎色变的

禽流感等，在维护人民身体健康、保障公共

卫生安全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2]。

我国兽药的研究与开发虽然起步较

晚，但是发展较快，初步形成了我国的兽

药工业体系，具备了一定自主研究开发能

力。近年来，生产企业的条件进一步改

善，产品质量有所提高，开发新产品的能

力增强，产品的科技含量正在提高 [2]。截

止 2010 年，农业部共批准一类新兽药、二

类新兽药、三类新兽药 199 种，批准新生

物制品 134 种 [3]。但不能不看到的是，虽

然我国新兽药和新生物制品总数在逐年增

加，但我国自己创制的一类新兽药数量很

少，已列入国家药典、国外已批准生产

的中西原料药品及其制剂的三类药品占了

95%。兽药生产面临着研究开发能力不足、

制剂品种少和产品专利保护力度弱等问题。

因此，我国未来兽药产品开发的方向主要

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兽用原料药的开发，

西药复方制剂的开发，兽药制剂新剂型的

开发，天然药物的开发，生物制剂的开发

以及中兽药的开发等 [3]。尤其是我国特有

的中兽药，与西药相比，中兽药副作用小，

对人类身体有害的药物残留较少，优势和

特色明显，未来应用和发展前景广阔。

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状况分析

1. 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与动

态趋势分析

如图 1所示，其中柱状图和趋势线显

示的是不同年度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专利申

请数量的年度动态变化情况。由图可见，自

1987年以来，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

量呈逐年增加的总体趋势，尤其自2002年起，

申请数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至2008年后，

增长趋于平缓。其中，2012年数据可能并未

完全入库，使得统计数值偏低。

图 1 不同审查年度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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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细分技

术领域组成情况

将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按照不

同的细分技术主题类型进行划分，并对其

中的剂型制剂、有机药物、无机药物、不

明结构药物、中兽药、抗原抗体药物以及

基因治疗分别进行统计，分析其专利申请

数量和年度动态趋势变化。如图 1 曲线图

所示，这些具体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

呈现出与总体趋势大体相同的走向，尤其

是中兽药，自 2002 年起，专利申请数量

增长迅速，剂型制剂、有机药物、无机药

物、不明结构药物以及抗原抗体药物的专

利申请数量则是逐年持续增长，而基因治

疗的专利申请数量变化不大。值得关注的

是，中兽药的专利申请数量自 2002 年起

至 2008 年，有了非常显著的增加，说明

在这一时期，我国特有的中兽药资源被逐

步重视和开发利用，至 2008 年后，已成

为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主体。

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中文非专利对比

文献应用情况分析

1. 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中文非专利对比

文献引用的刊物频次分析

将 2008 ～ 2012 五年中兽医兽药技术

领域引用中文非专利对比文献较多的刊物

进行排名，如表 1 所示，列出了引用数量

超过 20 次的期刊共 21 种。其中的兽医兽

药类专业期刊，尤其是中兽医期刊，引用

篇次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引用篇次最高的

是《中兽医医药杂志》121 条，其次为《中

兽医学杂志》、《中国兽药杂志》、《动物医

学进展》、《中国兽医杂志》以及《中国兽

医科学》，引用篇次均在 50 条以上。对于

以上引用频次较高的刊物，在进行兽医兽

药技术领域中文非专利文献资源建设和数

据加工时，可以优先对其进行重点研究和

分析，进而制定加工的思路和方案。

期刊 频次 期刊 频次 期刊 频次

中兽医医药杂志 121 兽药与饲料添加剂 38 中国兽医学报 24

中兽医学杂志 97 畜禽业 37 中国预防兽医学报 24

中国兽药杂志 91 中国家禽 35 北方牧业 22

动物医学进展 73 中国动物保健 31 河南畜牧兽医 22

中国兽医杂志 66 中国畜牧兽医 26 畜牧兽医科技信息 21

中国兽医科学 55 畜牧与兽医 25 畜牧兽医学报 21

黑龙江畜牧兽医 46 上海畜牧兽医通讯 24 今日畜牧兽医 20

表 1 兽医兽药技术领域被引用期刊引用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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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中文非专利对比

文献类型的分析

对 2008 ～ 2012 各审查年度所引用的

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中文非专利对比文献的

类型进行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各审查

年度 A类、X类和 Y类文献引用记录所占

比例的组成情况比较近似。2008审查年度，

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中文非专利文献作为 A

审查年度
对比文献类型

A类 X类 Y类

2008 年 55.63% 19.01% 24.65%

2009 年 52.96% 19.46% 24.88%

2010 年 60.95% 15.97% 20.41%

2011 年 57.98% 16.63% 21.50%

2012 年 49.45% 20.13% 26.57%

2008-2012 年平均 55.77% 17.89% 23.15%

表 2 各审查年度兽医兽药技术领域

中文非专利对比文献引用记录按类型统计

 图 2 2008-2012 年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中文非专利对比文献技术主题组成情况

3. 兽医兽药技术

领域中文非专利对比

文献的技术主题类型

分布情况分析

对 2008 ～ 2012

审查年度所引用的

1686 条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中文非专利对比

文献的技术主题类型进行了分析，分析结

果如图 2所示，中兽药以 825 条记录占据

了总量的 48.93%，其他依次是，抗原抗体

药物，有机药物以及剂型制剂等，分别占

总量的 17.79%、16.49% 和 9.79%。这与之

前我们分析的不同技术主题类型专利申请

数量分布基本一致，也符合我国未来兽药

产品开发的方向。而中兽药作为我国特有

的传统医药，在专利审查中占据着主要地

类、X类和 Y类对比文献的被引用篇次所

占比例分别为 55.63%、19.01% 和 24.65%；

2009 审查年度，分别为 52.96%、19.46% 和

24.88%；2010 审查年度，分别为 60.95%、

15.97% 和 20.41%；2011 审查年度，分别为

57.98%、16.63%和 21.50%；2012审查年度，

分别为 49.45%、20.13% 和 26.57%。这些数

据表明，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中文非专利对比

文献不仅是被引用作为与发

明技术方案最接近的“现有

技术”，其中的 40%左右还可

作为 X类和 Y类对比文献影

响专利申请的“新颖性”和“创

造性”。这些引用频次较高的

数据资源如能进行有效的加

工利用，将会有助于提高审

查检索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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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因此，在对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中文非

专利文献进行深加工的时候，应将重点放

在中兽药、抗原抗体药物、有机药物以及

剂型制剂这几个方面，尤其是中兽药，需

作为主要加工对象予以重视。

结语

通过对兽医兽药技术领域发展现状和

专利申请趋势的分析，了解了该领域专利

申请的发展趋势和基本情况。结合该领域

中文非专利对比文献在专利审查中的应用

情况，探讨了该技术领域非专利文献资源

建设的思路。

自 1987 年以来，兽医兽药技术领域

专利申请数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尤其自

2002 年起，申请数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自 2002 年起，按细分技术领域统计表明，

中兽药、剂型制剂、有机药物、无机药物、

不明结构药物以及抗原抗体药物的专利申

请数量呈现逐年持续增长的趋势，而基因

治疗相关药物的专利申请数量变化不大。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至 2008 年后，中兽药

已成为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主体。

最近五年中，兽医兽药技术领域专利

审查应用的中文非专利对比文献中，按对

比文献类型分，有约 40% 左右为 X 类和 Y

类文献；按细分技术领域分，中兽药以 825

条记录占据了总量的 48.93%，其他依次是，

抗原抗体药物，有机药物以及剂型制剂等，

这些领域的数据资源可以优先研究制定加

工方案。引用频次较高的刊物数据资源如

能进行有效的加工利用，将会有助于提高

审查检索的效率。

（专利检索咨询中心 杨晓春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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