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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日本专利局发布知识产权制度研究调查报告

为把握世界各国知识产权领域的现状与动向，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业产权制度，

日本专利局就商业外观制度、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支援政策、专利审查高速公路的实

质效果、为促进开放创新而实施的体制建设和环境整合举措等方面开展了系列调

查研究，并于２０１９年 ４月 １５日发布了 ２０１８年《国外知识产权制度调查研究报

告》。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１．商业外观制度

美国《商标法》规定的受保护对象除商品外包装以外，还包括商务整体印象和

产品设计，其审查基准为产品整体印象和外观，包括“大小、形状、颜色以及颜色搭

配、构造和图形等特征”。但是，国际上还未对“商业外观”进行准确定义，对受保护

的对象也未达成共识。

　　２．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支援政策

报告全面分析了美国、加拿大、欧盟、中国大陆、韩国、中国台湾、英国、德国、法

国、意大利、瑞士、丹麦、新加坡、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俄罗斯目前对中

小企业知识产权的支援政策，其主要措施有：

（１）积极利用ＩＣＴ技术和门户网站进行普及宣传以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

（２）通过综合支援窗口实施统一服务；

（３）设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项目；

（４）邀请专家开展知识产权普及宣传活动；

（５）开展地区合作等活动，提升中小企业关注度；

（６）积极支援初创企业、技术转移和推动创新，采用社交网络服务（ＳＮＳ，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等符合年轻企业经营者特色的交流方式；

（７）将知识产权价值评价与金融资源相结合，在税费和手续费方面给予中小企

业优惠措施；

（８）与海外国家进行合作，支援海外业务的开展。其中，中国、北美、欧洲、东南

亚国家联盟（东盟）、日本是热门的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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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审查高速公路（ＰＰＨ）的实质效果

统计数据及国内外用户、国外法律事务所和知识产权局的听证结果表明，在

ＰＰＨ方面，“审查高速公路制度下，审查速度仍较慢”、“审查顺序不清楚”、“各专利

从申请到审查所需时间不一致”、“希望取消ＰＰＨ申请数量限制”等意见较为突出。

美国、中国和欧洲受访者认为“ＰＰＨ审查毫无效果”的比例较高。

　　４．开放创新的相关举措

为提升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推进开放创新，日本专利局对各国推进开放创新

的案例进行分析，提出以下建议：在企业内部，应针对多样性产生共有价值的方针，

最大程度发挥组织多样性，打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在企业外部，应以经营目标为中

心，汇集多样性人才和战略，共享资源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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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产业省分析企业创投问题与对策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２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企业单位和研究开发型创业企业合

作指南（第三版）》，指南聚焦日本企业创投（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Ｖｅｎｔｕ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ＶＣ）现状，

旨在推动大型企业与研发型创业企业的合作，促进创新成果产出。

　　１．ＣＶＣ活动中的主要问题

（１）经营成果评价

一方面，企业经营者不能理解ＣＶＣ投资的目的和定位；另一方面，由于ＣＶＣ活

动在短时间内难以产出成果，因此企业很难正确评价ＣＶＣ活动成果。

（２）投资方针

企业投资方针问题主要表现在所选投资对象不合适，目前大型企业普遍倾向

投资于那些与现有开发技术关联度高的项目，不利于新业务的开发。

（３）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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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企业的投资决策过程繁杂，耗费时间较多，跟不上创业企业发展节奏。

（４）企业研发部门缺乏协同合作

由于研发部门不认可创业企业技术，因此对于ＣＶＣ活动不予配合；对于失败可

能性较高的新业务开发以及与创业企业的合作，企业激励机制的缺乏导致研发部

门害怕承担失败风险而对新技术开发持观望态度。

（５）人才和技术强化

报酬制度等因素导致ＣＶＣ活动中人才流动快、技术流失问题突出。在借用外

部人才时，由于薪资水准、工作权限等因素，难以聘用并留住外部人才。

（６）目标资源定位

一些大型企业旗下的创业投资公司或部门既在投资界缺乏知名度，同时也缺

乏完善的ＣＶＣ活动机制，这种情况下，仅依靠母公司出资，难以定位具有市场前景

的目标投资对象。

（７）大型企业与创业企业未能充分合作

　　２．解决方案与建议

（１）正确评价ＣＶＣ活动成果

大型企业可通过实地考察等方式加强对创投必要性的理解，并通过设立中期

目标和后期目标来准确评价ＣＶＣ活动。

（２）根据不同目标设立不同投资方针

指南将创投目标分为“探索空白领域”和“挖掘现有技术相关领域”两大类，指

出大型企业要根据目标设立不同投资方针。对于前者，主要措施在于收购创业企

业，积极运用外部人才和资本，聘请外部专家以加深对新技术的理解；对于后者，主

要措施在于收购现有研发部门，有效运用内部人才，加强对该领域技术的理解。

（３）建立双赢合作方案

指南指出，在大型企业与研发型创业企业的合作中，大企业可向创业企业提供

共同开发资源。作为回报，创业企业应在一定期间内向大型企业提供独占专利许

可，由此实现两者的双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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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２０１９年九国研发经费报告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４日，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Ｊａｐ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ｇｅｎ

ｃｙ，ＪＳＴ）下属研究开发战略中心（ＣＲＤＳ）发布《主要国家研究开发战略报告》。报告

对比了日本、美国、欧盟、英国、印度、法国、中国、韩国、印度九国的研发经费体系。

研发投资（Ｒ＆Ｄ）经费总额与不同领域投资经费状况如下：

　　１．美国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美国 Ｒ＆Ｄ经费一直位居第一。２０１６年，美国的 Ｒ＆Ｄ预算共

计５１１１亿美元，占ＧＤＰ份额的２７４％。其中，“防卫”领域研究经费占比最高，达

５１％，其后依次为“健康科学”（２４％）和“航空探查和运用”（９％）。

　　２欧盟

２０１６年，欧盟成员国 Ｒ＆Ｄ经费总额为３９２０亿美元，占 ＧＤＰ总额的１９３％。

其中，“社会课题解决”研究项目的经费最多，约占经费总额的４０％。其后依次为

“卓越科学计划”（３３％）和“产业引领”（２３％）。

　　３．日本

日本近几年的 Ｒ＆Ｄ经费未出现较大的波动，２０１５年日本研发经费为１６９６７

亿美元，２０１６年为１６８６４亿美元，是主要国家中唯一减少的国家。２０００年以来日

本研发经费一直保持在ＧＤＰ份额的３％左右。２０１６年，日本Ｒ＆Ｄ预算中，“基础研

究”领域占５７％，其后依次是“能源”（１２１％）、“工业生产和技术”（７０％）和“航

空探查和运用”（６２％）。

　　４．英国

英国Ｒ＆Ｄ经费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呈增长趋势，但经费总额不高。２０１６年，英国

Ｒ＆Ｄ经费为４７２亿美元，仅占ＧＤＰ的１６９％。Ｒ＆Ｄ预算用于“科学知识扩充”相

关领域研究最多，约占３３％，其次是“健康科学”（２３％）和“防卫”（１６％）。

　　５．德国

２０１６年，德国Ｒ＆Ｄ经费约为１２０亿美元，在 ＧＤＰ中的占比约为２９％。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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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中，“科学知识扩充（源自大学资金）”研究占比最高（４０２％），其后依次为“大

型设备（工业生产和技术）”（１２２％）和“航空技术”（５１％）。

　　６．法国

２０００年以后，法国的 Ｒ＆Ｄ经费基本呈增加趋势，但在 ＧＤＰ中的占比增长缓

慢。２０１６年，法国Ｒ＆Ｄ经费约为６０亿美元，在ＧＤＰ中的占比为２２２％。Ｒ＆Ｄ预

算中，“健康科学”领域研究占７％，其后依次为“防卫”（６４％）、“能源”（６３％）和

“航空探查和运用”（５９％）。

　　７．中国

中国Ｒ＆Ｄ经费总额从２０１５年的４０７４亿美元增长至２０１６年的４５１２亿美元，

ＧＤＰ占比由２０６％提升至２１１％，目前处于平均水平。中国的 Ｒ＆Ｄ预算中，“航

天宇宙（２５％）”、“电子通信和自动化（１４％）”领域投入较多，２０１５年后，临床医学

也进入了排名前十的领域，约占３％。

　　８．韩国

２０１６年，韩国Ｒ＆Ｄ经费总额为７９３５亿美元。２００８年以来，韩国Ｒ＆Ｄ经费在

ＧＤＰ中的占比一直在上升，２０１７年达到了４５５％，居世界之首。Ｒ＆Ｄ预算中，“工

业生产”（２９３％）领域占比最高，其次为“科学知识扩充”（２０９％）和“防卫”

（１３５％）。

　　９．印度

印度Ｒ＆Ｄ经费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一直保持缓慢增长，２０１５年的Ｒ＆Ｄ经费总额为

５００１亿美元，但其在ＧＤＰ中的占比从未超过１％。２００９年，Ｒ＆Ｄ预算中，１８％用

于“防卫”领域，其次为“农产品技术”（１５％）和“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１５％）。

另外，基础研究占比为１１％。

王雯　编译，许海云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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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公司发布航空航天技术专利排名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２４日，日本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公司为调查航空航天技术现状，从质

量和数量两方面对航天宇宙技术专利进行了综合评估。日本政府曾在《航天产业

愿景２０３０》中提出，日本航天产业国内市场规模将在２０１５年达到１２万亿日元，并

将继续扩大，在２１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实现市场规模扩大一倍的目标。此次综合评

估聚焦航天产业各企业专利质量和数量，发布排名结果如下。

　　１．日本专利局公开的航空航天技术产业专利

如表１所示，第一名为德国空中客车防务及航天（ＡＩＲＢＵＳＤＳ）公司，拥有有效

专利６１件，其中关注度较高的专利是“利用多个人工卫星群构成非静止轨道卫星

星座，以捕获画面的相关方法研究”、“在大气层飞行阶段，用于减少宇宙飞船空气

阻力的机身后部装置”等。第二名为三菱电机公司，拥有有效专利１３３件，其中关

注度较高的专利是“在控制多个卫星时，为防止错误发送控制要求实施的卫星管制

系统”、“基于雷达传感器接收的信号推测轨道要素的雷达装置”等。第三名为美国

波音（ＴＨＥＢＯＥＩＮＧ）公司，拥有有效专利８１件，其中关注度较高的专利是“空间站

减震器”、“可将热可塑性板材或热硬化板材与无机镀膜相粘合的复合材料”等。

图１　航空航天相关技术竞争状况

　　２．美国专利局公开的航空航天技术产业专利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４日，日本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公司针对美国航空航天技术产业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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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航空航天相关技术专利综合得分Ｔｏｐ５

排名 企业名称 综合得分 有效专利数（件） 最高得分项

１ 空中客车防务及航天公司 ３３２．８ ６１ ８０．８

２ 三菱电机公司 ３３１．３ １３３ ６７．０

３ 波音公司 ２１０．２ ８１ ６６．３

４ 阿丽亚娜集团 １５３．４ ５６ ６８．６

５ 泰雷兹公司 １３５．５ １９ ７０．０

专利排名（见表２）显示，就美国商标专利局公开的相关专利的质量和数量综合来

看，第一名为波音（ＢＯＥＩＮＧ）公司，拥有有效专利４３０件，其中关注度较高的专利是

“同时将多颗卫星搭载在火箭上，随火箭进入太空，分散航行卫星技术”等。第二名

为霍尼韦尔国际（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公司，拥有有效专利７１件，其中

关注度较高的专利是“由形状记忆合金制成的在宇宙飞船发射搭载物和返回地面

时，起固定作用的装置”等。第三名为洛克希德·马丁（ＬＯＣＫＨＥＥＤＭＡＲＴＩＮ）公

司，拥有有效专利１０２件，其中关注度较高的专利是“运用多个人工卫星进行的优

质传播技术”等。

图２　航空航天相关技术竞争状况

表２　美国航空航天相关技术专利综合得分Ｔｏｐ５

排名 企业名称 综合得分 有效专利数（件） 最高得分项

１ 波音公司 １，３３０．６ ４３０ ７９．１

２ 霍尼韦尔 ３８０．１ ７１ ７８．４

３ 洛克希德·马丁 ３１４．４ １０２ ８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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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排名 企业名称 综合得分 有效专利数（件） 最高得分项

４ 劳拉空间系统公司 ２０９．６ ９０ ７１．８

５ 泰雷兹公司 １８４．８ １０５ 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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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Ｍ：欧洲和中国区块链专利对比分析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６日，知识产权资产管理杂志（ＩＡＭ）对欧洲和中国的区块链专利

情况开展对比研究，涉及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ＣＮＩＰＡ）处理

区块链专利的方式以及两者的异同，主要结论如下。

　　１．欧洲的区块链专利情况

欧洲专利局将区块链专利视作一种计算机实现发明（ＣＩＩ）。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欧

洲专利局颁布了有关ＣＩＩ审查指南的最新版本。增加了包括将运用“双重标准”的

混合型发明应用于区块链技术审查的方法，以及一些应用“双重标准”测试的实例。

“双重标准”的第一个标准是“资格测试”，要求专利主题具有技术特性；第二个标

准是指专利需要对创造性的部分做出技术贡献。除此之外，与计算机的数学方法

和程序有关的新章节也已被引入指南，并详细阐述了这类技术性主题的评估方法。

新版ＣＩＩ指南也可以帮助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分析和评估区块链技术的

可专利性。欧洲与美国关于区块链技术的主张大致相同，因此美国专利从业者和

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仔细研究新指南中有关区块链技术的相关章节获益。

　　２．中国的区块链专利情况

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区块链专利，领先于美国和日本等其他国家。

２０１７年，中国是区块链专利申请最活跃的国家。预计到２０２０年，中国的区块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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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将达到１００亿元人民币（１３亿欧元）。

中国区块链行业可以分为三个分支：上游（如采矿设备和硬件），中游（如数据

服务）和下游（如金融服务、医疗服务、能源产业）。截至２０１８年，区块链技术商业

用途专利申请量最多，其次是通信用途和计算用途。

　　３．欧洲和中国区块链专利的异同

欧洲和中国区块链专利的相同之处在于，专利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充分性方面

的要求大致相当。同时，与《欧洲专利法公约》一样，中国专利法要求专利申请必须

针对技术问题提出技术解决方案。例如，针对区块链系统的技术改进方面的专利

申请。

欧洲和中国区块链专利审查的不同点存在于“有损公共利益”方面。中国专利

法规定不允许损害公共利益的专利获得授权。例如，比特币等加密货币被视为有

损公共利益、潜在威胁国家金融和货币体系稳定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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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分析汽车行业５Ｇ标准必要专利竞争态势

【摘要】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７日，专利数据公司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发布了汽车行业５Ｇ标准必要

专利（ＳＥＰｓ）竞争态势报告，分析了汽车行业５Ｇ技术ＳＥＰｓ的增长状况、５Ｇ技术

ＳＥＰｓ领先持有人、５Ｇ技术ＳＥＰｓ专利涉诉情况、企业对５Ｇ的技术贡献，并对汽

车行业５Ｇ技术的专利管理提出了建议。

由于自动驾驶、电气化、５Ｇ通信等颠覆性技术的涌现，汽车市场将发生巨大变

化。未来，汽车将不断与环境产生交互，车联网系统（ＶｅｈｉｃｌｅｔｏＸｓｙｓｔｅｍｓ）使得车

与车、车与基站之间的通信成为可能。除智能手机外，汽车行业可能会成为全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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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最依赖５Ｇ技术的行业之一。但是，由于通信行业和汽车制造业 ＳＥＰｓ持有人双

方对专利费的预期存在巨大分歧，高度专利化的５Ｇ技术标准整合可能会给汽车制

造商带来经济风险。

　　１．汽车行业５Ｇ技术ＳＥＰｓ增长状况

为了识别与汽车应用程序相关的５Ｇ技术 ＳＥＰｓ，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基于词干提取和语义

索引方法，运用平台工具对现存的ＳＥＰｓ及技术贡献进行了全文检索（图３）。

图３　专利、现存的ＳＥＰｓ、标准及贡献的数据集成

根据检索结果，ＩＰｌｙｔｉｃｓ统计分析了具有５Ｇ技术规范的车载应用ＳＥＰｓ专利族。

图４显示，车载应用５Ｇ技术 ＳＥＰｓ专利族发布数量自２０１６年开始跃升，但全球首

个５Ｇ技术标准开发于２０１５年，显然与车载应用的发展无关。

图４　车载应用５Ｇ技术ＳＥＰｓ专利族发布数量（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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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Ｇ技术ＳＥＰｓ领先持有人

图５显示了与车载应用相关的５Ｇ技术 ＳＥＰｓ专利族领先专利权人情况。其

中，美国的高通和英特尔公司，中国的华为、ＯＰＰＯ、中兴公司以及电信科学技术研

究院，韩国的三星和ＬＧ公司，欧洲的诺基亚和爱立信公司是主要的５Ｇ专利持有

人。值得注意的是，前１５名里面，没有一家汽车制造商或汽车供应商发布５Ｇ技术

的ＳＥＰｓ。

图５　领先专利权人持有车载应用相关的５Ｇ技术ＳＥＰｓ专利族数量

　　３．５Ｇ技术ＳＥＰｓ涉诉情况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将汽车行业发布的ＳＥＰｓ与美国诉讼数据进一步比对，并按诉讼量对涉

诉ＳＥＰｓ的原告进行排序（图６）。华为和诺基亚是最大的诉讼人；ＩＰＲ许可公司

（ＩＰＲ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ｃ）和演进无限公司（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Ｌｌｃ）作为专利主张实体

（ＰＡＥｓ），曾对ＬＧ和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早期获得的专利提起诉讼。

图６　车载应用相关的５Ｇ技术ＳＥＰｓ涉诉数量

１１知识产权动态



此外，大部分专利诉讼主要针对的是手机制造商（如：三星、苹果、中兴、ＨＴＣ和

华为）或基站供应商（诺基亚和华为），尚未涉及任何汽车制造商或汽车供应商。

　　４．企业对５Ｇ技术的贡献

５Ｇ标准是通过企业在国际会议上提交和展示技术贡献来制定和调整的。企

业派遣高技能的技术工程师展示他们最新的研发成果，内容包括对新项目的提议

及对现有项目的更改。提交的技术贡献的数量成为了衡量未来专利领导力的

标准。

图７显示了为汽车５Ｇ标准做出最多技术贡献的 Ｔｏｐ１５公司，包括芯片、手机

和基站制造商。另外，报告还指出，尽管部分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交了较少量与

５Ｇ和Ｖ２Ｘ相关的技术贡献，包括：大众汽车（２８个），罗伯特博世（２６个），丰田（２５

个），大陆集团（２３个），通用汽车（２２个）；但Ｔｏｐ１５中不包含汽车公司。

图７　车载应用相关的５Ｇ标准来源公司（Ｔｏｐ１５）

　　５．专利管理建议

报告指出，汽车之间的互连以及跨设备通信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汽车的价值链，

如今制定的一系列标准很可能成为未来新兴技术和应用的基础。为了面对通信行

业复杂的专利许可，汽车制造商必须确保自身拥有正确的知识产权战略。

ＳＥＰｓ的许可也许会成为汽车行业的普遍问题，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的高级专

利经理和专利负责人需要考虑以下事项：

（１）自主驾驶技术、信息娱乐、导航和通信将越来越依赖于诸如５Ｇ的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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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２）５Ｇ技术ＳＥＰｓ的数量正在急剧增加，已经远远超过前几代（３Ｇ或４Ｇ）；

（３）专利授权主管应时刻注意 ＳＥＰｓ的市场动态，可能会有专利主张实体频繁

收购ＳＥＰｓ组合，以获取大量的专利使用费；

（４）授权主管应优先考虑许可使用成本和安全支付的问题；

（５）专利部门和研发部门不能只考虑从专利申请数据中检索到的信息，还应监

测标准化活动和ＳＥＰｓ的声明，从而分析专利和标准之间的相互联系，以量化潜在

的知识产权风险；

（６）汽车行业应踊跃参与标准开发活动，同时也为５Ｇ标准的制定积极开发

ＳＥＰｓ组合。

许海云　检索，刘思晗　编译，许海云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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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干细胞专利技术发展态势分析

【摘要】干细胞研究已经成为当今生命科学的前沿和热点之一。本文基于 ＤＩ

（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数据库收录的１９９９２０１８年国内外干细胞领域专利数据，

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方法，分析了干细胞技术全球专利申请时间趋势、地

域分布、重要研发机构及其重点布局方向、领域技术主题景观等，以期为我国在

该领域的研发和产业化提供知识产权情报支撑。

干细胞（ＳｔｅｍＣｅｌｌ）是一类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多潜能细胞，在一定条件下，它

可以分化成多种功能细胞。鉴于这种特性，可以通过干细胞移植、分化与组织再

生，促进机体创伤修复、治疗疾病。基于干细胞修复与再生能力的再生医学技术将

改进传统医学对于坏死性和损伤性等疾病的治疗手段，有望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

医学难题，引发继药物和手术之后的新一轮波澜壮阔的医疗技术革命。巨大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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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景激发了世界各国对干细胞研究的支持，推动了干细胞技术的快速发展。近

年来，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已逐步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

生命科学与医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本文以干细胞技术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干细胞研究领域相关专利的分析，

揭示该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活动的特点，展现全球干细胞技术研发态势，以期为我国

在该领域的研发和产业化提供知识产权情报支撑。

　　１．数据来源与分析工具

数据来源于 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数据库及分析平台，检索式为：（ＡＬＬＤ＝（（＂

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ＯＲ＂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ＮＯＴ（＂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ｏｒ＂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ｏｒ＂ｃｅｌｌｏ＂ｏｒ

＂ｃｅｌｌａｒ＂ｏｒ＂ｃｅｌｌｐｈｏｎｅ＂））ＯＲＡＬＬＤ＝（（ＥＳＣｏｒＡＳＣｏｒｉＰＳｏｒＰＧＣｏｒＭＳＣｏｒＣＳＣｏｒ

ＬＳＣｏｒＴＳＣｏｒＡＤＳＣｏｒＨＳＣ）ｎｅａｒ（ｃｅｌｌｓＯＲｃｅｌｌ））ＯＲＡＬＬＤ＝（（＂ｔｏｔｉｐｏｔｅｎｔ＂ｏｒ＂

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ｏｒ＂ｍｕｌｔｉｐｏｔｅｎｔ＂ｏｒ＂ｕｎｉｐｏｔｅｎｔ＂ｏｒ＂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ｏｒ＂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ＮＯＴ＂

ｎｏｎ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ＡＤＪ（ｃｅｌｌｓＯＲｃｅｌｌ）））。检索日期为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时间跨度

为１９９９至２０１８年，总计得到１５２９５１件专利，３５２３５项ＤＷＰＩ同族专利。以该数据

集为研究对象，运用专利计量方法从申请年、国家、专利权人、技术趋势等方面进行

统计分析，有助于了解该领域整体发展态势。进而，截取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８年数据

（２４５３５项专利家族）制作专利地图，基于ＴＩ平台的聚类分析归纳技术主题及类别。

　　２．领域整体发展态势

　　２．１　全球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图８为全球干细胞技术专利申请数量趋势，可以看出，干细胞领域专利申请数

量总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并可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３年）是干

细胞领域专利的快速增长期，由１９９９年的２５８１件增加到２００３年的６４１４件，增长

速度较快；第二阶段（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０年）是干细胞领域专利的稳步发展期，这个阶

段专利年申请数量增长幅度平稳；第三阶段（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６年）的干细胞领域专利

处于平缓发展期，这个阶段专利申请数量连续增加，但是年申请数量有增有减，长

期处于９０００件上下震荡和徘徊。由于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８年申请的专利尚未完全公开，

所以数据比实际偏小，按照变化规律推测应该依然处于平缓发展期。

　　２．２　全球专利申请地域分布

对干细胞专利的受理国家／地区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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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干细胞研究专利申请趋势

技术和干细胞疗法潜在的市场区域布局。图９统计各个国家／地区受理的专利数

图９　国家／地区专利数量分布

量（包含申请和授权），颜色由深至浅显示不同国家的数量及位序。其中，美国第

一，数量为３３６１６件；中国第二，数量为１４６２７件，与位居第三的日本（１４１８２件）相

差不大；澳大利亚也超过了１万件，其余国家都在几千件的量级。美国（ＵＳ）、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欧专局（ＥＰ）、中国（ＣＮ）、日本（ＪＰ）等依然是重要市场，其

中１％的公司正在向四大市场（ＵＳ、ＥＰ、ＪＰ、ＣＮ）寻求保护，说明干细胞领域有着更

加稳健的投资和广阔的市场前景。５％的公司向ＵＳ、ＥＰ、ＪＰ、ＣＮ提交了干细胞领域

的专利申请，这种全球申请战略显示出该领域的市场增长潜力，这些国家和地区也

将形成较强的干细胞技术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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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技术类别及趋势

干细胞领域是典型的新兴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属于生物学、医学等交叉的领

域，其涉及的ＩＰＣ分类号分布不尽相同。对干细胞领域专利 ＩＰＣ分类号进行统计

分析，出现频次前１０的主要ＩＰＣ技术领域如图１０所示，其中“Ｃ１２Ｎ”、“Ａ６１Ｋ”两个

类别所占比重最高，超过专利总量的５０％，可见，“干细胞及其培养制备”、“基于干

细胞的医用配置品”等是当前干细胞领域的研究重点。

图１０　干细胞领域专利ＩＰＣ类别及数量分布

由ＴＩ平台统计基于本文数据集的干细胞领域关键技术类别年度专利数量及发

展趋势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专利所属ＩＰＣ技术类别数量年度变化趋势

可以看出，干细胞领域的重点关键技术分支是“ｃｅｌｌ”、“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ｄｉｓ

ｅａｓ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ｎｇ，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ｃｅｒ”，说明“细胞”、“癌症”、“药物”、“控制释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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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是干细胞领域专利解决的主要问题。图１１所示的１０项关键技术的发展路径

和趋势基本相似，１９９２至２００１年之间逐渐开始发展，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４年达到新的顶

峰，之后有所减缓，基本保持稳定。２０１７年最具技术多样性，技术占比超过６１％。

其中，“感染”、“癌症”等相关的干细胞技术在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３年发展较快，２０１７年专

利数量最多。

　　３．重要专利权人及其优势领域

全球干细胞领域相关专利申请数量较多的前１０位专利权人为：加利福尼亚大

学、京都大学、麻省总医院、斯坦福大学、ＡＮＴＨ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ＣＯＲＰ、麻省理工学院、

哈佛大学、再生元制药（ＲＥＧＥＮＥＲＯＮＰＨＡＲＭＡ）、ＡＧＥＮＣ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ＲＥＳ

（ＡＳＴＡＲ）、ＩＭＭＵＮＯＭＥＤＩＣＳＩｎｃ。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包括８所美国机构、１所新加

坡机构和１所日本机构，再次印证美国的干细胞技术研发走在世界前列。通过分

析申请机构在特定ＩＰＣ分类号中的专利布局可以看出该机构的技术侧重点，将其

与其他机构对比则可以评估机构在技术类别上的竞争力，统计 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各

自的重点技术布局类别及关键分支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专利技术类别比例分布

总体看，细胞类，药物、癌症、疾病，干细胞、嵌合抗原受体、培养、免疫治疗、再

生、分化和“ＣＲＩＳＰＲ、ＡＤＥＮＯ相关病毒”等类别专利数量最多，说明 ＴＯＰ１０专利权

人在这几种干细胞技术上竞争力较强。具体来看：

（１）“细胞类（Ｃ１２Ｎ）”领域：京都大学所拥有的专利数量在自身所拥有专利中

的占比最高，达到了４６％，其次是 ＡＮＴＨ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ＣＯＲＰ（３１％）、ＡＧＥＮＣＹＳＣＩ

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ＲＥＳ（３０％）、再生元制药公司（２８％）、哈佛大学（２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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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药物、癌症、疾病”（Ａ６１Ｋ）技术领域：ＩＭＭＵＮＯＭＥＤＩＣＳＩｎｃ的专利占比最

高，为３３％，其次是ＡＮＴＨ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ＣＯＲＰ（３１％）、麻省总医院（２３％）等机构；

（３）“ＣＲＩＳＰＲ、ＡＤＥＮＯ相关病毒”（Ｃ１２Ｎ００１５）技术领域：再生元制药公司的专

利占比最高，达到１４％，其次是京都大学（１３％）、哈佛大学（１０％）等；

（４）“干细胞、嵌合抗原受体、培养、免疫治疗、再生、分化”（Ｃ１２Ｎ０００５）技术领

域：京都大学专利占比最高，达到了３１％，其次是ＡＮＴＨ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ＣＯＲＰ（２７％）、

ＡＧＥＮＣ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ＲＥＳ（２５％）等；

特别地，ＩＭＭＵＮＯＭＥＤＩＣＳＩｎｃ机构在“抗体、蛋白质”（Ｃ０７Ｋ）领域的专利占

２９％，其中“嵌合抗原受体，分化群，治疗癌，抗体药，双歧杆菌，免疫球蛋白，Ｔ细

胞”（Ｃ０７Ｋ００１６）占２４％，这是该机构与其它机构所不同的地方；再生元制药公司在

干细胞专利方面属于“动物新品种、畜牧”类（Ａ０１Ｋ）领域的专利占２９％，其中“治

疗分子、免疫球蛋白重链、遗传修饰、啮齿动物、转基因”（Ａ０１Ｋ００６７）占２８％，说明

该公司针对干细胞的主要研究集中在这些方面。表３为各机构优势技术领域详细

信息。

表３　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专利技术类别分布明细

国家 机构名称 优势技术领域

美国

加利福尼亚

大学

其在干细胞专利方面，属于“细胞类”（Ｃ１２Ｎ）领域的专利占２３％，其
中“干细胞、嵌合抗原受体、培养、免疫治疗、再生、分化”（Ｃ１２Ｎ０００５）
占１１％，“ＣＲＩＳＰＲ、ＡＤＥＮＯ相关病毒”（Ｃ１２Ｎ００１５）占８％，“聚集的常
规间隔短片，ＣＲＩＳＰＲ，特异性氨基酸序列，多核苷酸编码，工程，溶酶
体，重组”（Ｃ１２Ｎ０００９）占２％。
属于“药物、癌症、疾病”（Ａ６１Ｋ）领域的专利占２３％，其中“嵌合抗原
受体、益生菌、羊水、细菌、乳酸杆菌”（Ａ６１Ｋ００３５）占６％，“肽，疾病，
癌症，药物”（Ａ６１Ｋ００３８）占５％，“重组 ＡＤＥＮＯ相关病毒、ＡＡＶ、血友
病、ＣＡＰＳＩＤ、ＲＮＡ”（Ａ６１Ｋ００４８）占３％。
属于“抗体、蛋白质”（Ｃ０７Ｋ）领域的专利占１１％，其中“嵌合抗原受
体，特异性氨基酸序列，肽，蛋白质，治疗癌症，工程化，结合域”

（Ｃ０７Ｋ００１４）占５％，“嵌合抗原受体，分化簇，治疗癌症，抗体药物，双
特异性，免疫球蛋白，Ｔ细胞”（Ｃ０７Ｋ００１６）占３％。

麻省总医院

其在干细胞专利方面，属于“药物、癌症、疾病”（Ａ６１Ｋ）领域的专利占
２３％，其中 “嵌合抗原受体、益生菌、羊水、细菌、乳酸杆菌”
（Ａ６１Ｋ００３５）占 ６％，“肽、疾病、癌症、药物”（Ａ６１Ｋ００３８）占 ５％，
“ＣＨＩ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治疗癌症、疫苗、分化群、登革热、免疫治疗、抗
体”（Ａ６１Ｋ００３９）占３％，“重组ＡＤＥＮＯ相关病毒、ＡＡＶ、血友病、ＣＡＰ
ＳＩＤ、ＲＮＡ”（Ａ６１Ｋ００４８）占３％。
属于“细胞类”（Ｃ１２Ｎ）领域的专利占２３％，其中“干细胞、嵌合抗原受
体、培养、免疫治疗、再生、分化”（Ｃ１２Ｎ０００５）占１４％，“ＣＲＩＳＰＲ、ＡＤＥ
ＮＯ相关病毒”（Ｃ１２Ｎ００１５）占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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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国家 机构名称 优势技术领域

美国

斯坦福大学

其在干细胞专利方面，属于“细胞类”（Ｃ１２Ｎ）领域的专利占２５％，其
中“干细胞、嵌合抗原受体、培养、免疫治疗、再生、分化”（Ｃ１２Ｎ０００５）
占１５％，“ＣＲＩＳＰＲ、ＡＤＥＮＯ相关病毒”（Ｃ１２Ｎ００１５）占８％。
属于“药物、癌症、疾病”（Ａ６１Ｋ）领域的专利占２１％，其中“嵌合抗原
受体、益生菌、羊水、细菌、乳酸杆菌”（Ａ６１Ｋ００３５）占６％，“肽，疾病，
癌症，药物”（Ａ６１Ｋ００３８）占５％，“ＣＨＩ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治疗癌症、疫
苗、分化群、登革热、免疫治疗、抗体”（Ａ６１Ｋ００３９）占３％。

ＡＮＴＨＲＯ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ＣＯＲＰ

其在干细胞专利方面，属于“药物、癌症、疾病”（Ａ６１Ｋ）领域的专利占
３１％，其中 “嵌合抗原受体、益生菌、羊水、细菌、乳酸杆菌”
（Ａ６１Ｋ００３５）占 ２０％，“重组 ＡＤＥＮＯ相关病毒、ＡＡＶ、血友病、ＣＡＰ
ＳＩＤ、ＲＮＡ”（Ａ６１Ｋ００４８）占３％，“肽，疾病，癌症，药物”（Ａ６１Ｋ００３８）占
３％。该公司的干细胞专利集中于癌症治疗的“嵌合抗原受体、益生
菌、羊水、细菌、乳酸杆菌”方向。

属于“细胞类”（Ｃ１２Ｎ）领域的专利占３１％，其中“干细胞、嵌合抗原受
体、培养、免疫治疗、再生、分化”（Ｃ１２Ｎ０００５）占２７％，“ＣＲＩＳＰＲ、ＡＤＥ
ＮＯ相关病毒”（Ｃ１２Ｎ００１５）占３％。“干细胞、嵌合抗原受体、培养、免
疫治疗、再生、分化”是其干细胞研究的主要方向。

麻 省 理 工

学院

其在干细胞专利方面，属于“细胞类”（Ｃ１２Ｎ）领域的专利占２２％，其
中“干细胞、嵌合抗原受体、培养、免疫治疗、再生、分化”（Ｃ１２Ｎ０００５）
占１３％，“ＣＲＩＳＰＲ、ＡＤＥＮＯ相关病毒”（Ｃ１２Ｎ００１５）占６％。
属于“药物、癌症、疾病”（Ａ６１Ｋ）领域的专利占１８％，其中“嵌合抗原
受体、益生菌、羊水、细菌、乳酸杆菌”（Ａ６１Ｋ００３５）占４％，“肽，疾病，
癌症，药物”（Ａ６１Ｋ００３８）占 ３％，“治疗癌症，抑制剂，紊乱”
（Ａ６１Ｋ００３１）占２％，“重组ＡＤＥＮＯ相关病毒、ＡＡＶ、血友病、ＣＡＰＳＩＤ、
ＲＮＡ”（Ａ６１Ｋ００４８）占２％，“配方、药物、口服”（Ａ６１Ｋ０００９）占２％。

哈佛大学

其在干细胞专利方面，属于“细胞类”（Ｃ１２Ｎ）领域的专利占２７％，其
中“干细胞、嵌合抗原受体、培养、免疫治疗、再生、分化”（Ｃ１２Ｎ０００５）
占１３％，“ＣＲＩＳＰＲ、ＡＤＥＮＯ相关病毒”（Ｃ１２Ｎ００１５）占１０％，“聚集的
常规间隔短片，ＣＲＩＳＰＲ，特异性氨基酸序列，多核苷酸编码，工程，溶
酶体，重组”（Ｃ１２Ｎ０００９）占２％，“微藻，微生物，菌株，海藻，乳杆菌，
细菌，培养”（Ｃ１２Ｎ０００１）占１％。
属于“药物、癌症、疾病”（Ａ６１Ｋ）领域的专利占１８％，其中“嵌合抗原
受体、益生菌、羊水、细菌、乳酸杆菌”（Ａ６１Ｋ００３５）占４％，“肽，疾病，
癌症，药物”（Ａ６１Ｋ００３８）占３％，“重组 ＡＤＥＮＯ相关病毒、ＡＡＶ、血友
病、ＣＡＰＳＩＤ、ＲＮＡ”（Ａ６１Ｋ００４８）占 ３％，“治疗癌症，抑制剂，紊乱”
（Ａ６１Ｋ００３１）占２％，“ＣＨＩ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治疗癌症、疫苗、分化群、
登革热、免疫治疗、抗体”（Ａ６１Ｋ００３９）占２％。

再生元制药

公司

其在干细胞专利方面，属于“动物新品种、畜牧”类（Ａ０１Ｋ）领域的专
利占２９％，其中“治疗分子、免疫球蛋白重链、遗传修饰、啮齿动物、转
基因”（Ａ０１Ｋ００６７）占２８％，该公司干细胞的主要研究集中在这些方
面。该ＩＰＣ分类领域分布与其他 ＴＯＰ专利权人不同，该公司的重点
专利在于“治疗分子、免疫球蛋白重链、遗传修饰、啮齿动物、转基因”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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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国家 机构名称 优势技术领域

美国

再生元制药

公司

属于“细胞类”（Ｃ１２Ｎ）领域的专利占２８％，其中 “ＣＲＩＳＰＲ、ＡＤＥＮＯ相
关病毒”（Ｃ１２Ｎ００１５）占１４％，“干细胞、嵌合抗原受体、培养、免疫治
疗、再生、分化”（Ｃ１２Ｎ０００５）占８％，“聚集的常规间隔短片，ＣＲＩＳＰＲ，
特异性氨基酸序列，多核苷酸编码，工程，溶酶体，重组”（Ｃ１２Ｎ０００９）
占３％。

ＩＭＭＵＮＯ
ＭＥＤＩＣＳ
Ｉｎｃ

其在干细胞专利方面，属于“药物、癌症、疾病”（Ａ６１Ｋ）领域的专利占
３３％，其中“ＣＨＩ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治疗癌症、疫苗、分化群、登革热、免
疫治疗、抗体”（Ａ６１Ｋ００３９）占１０％，“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抗体药
物，成像剂，癌症，ＰＳＭＡ，共轭物，放射性核素”（Ａ６１Ｋ００５１）占 ８％，
“抗体药，制剂，共轭，ＶＡＳＯＰＲＥＳＳＩＮ，药物治疗”（Ａ６１Ｋ００４７）占４％，
“治疗管理、癌症，抑制剂，激酶抑制剂”（Ａ６１Ｋ００４５）占３％，“对比剂”
（Ａ６１Ｋ００４９）占３％。
属于“抗体、蛋白质”（Ｃ０７Ｋ）领域的专利占２９％，其中“嵌合抗原受
体，分化群，治疗癌，抗体药，双歧杆菌，免疫球蛋白，Ｔ细胞”
（Ｃ０７Ｋ００１６）占２４％，“白蛋白融合，共轭，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球蛋
白，肽，治疗，ＣＨＩＭＥＲＩＣ”（Ｃ０７Ｋ００１９）占２％，“嵌合抗原受体，特异性
氨基酸序列，肽，蛋白质，治疗癌症，结合域”（Ｃ０７Ｋ００１４）占 ２％，
“ＣＡＲＦＩＬＺＯＭＩＢ，ＴＵＢＵＬＹＳＩＮ，芳香阳离子，肽，抗体药，大环，二肽”
（Ｃ０７Ｋ０００５）占１％。

新加坡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
＆ＲＥＳ

其在干细胞专利方面，属于“细胞类”（Ｃ１２Ｎ）领域的专利占３０％，其
中“干细胞、嵌合抗原受体、培养、免疫治疗、再生、分化”（Ｃ１２Ｎ０００５）
占２５％，“ＣＲＩＳＰＲ、ＡＤＥＮＯ相关病毒”（Ｃ１２Ｎ００１５）占 ３％，“固定化
酶、生物催化剂、微生物、细胞、生物分子、蛋白质”（Ｃ１２Ｎ００１１）占
１％。“干细胞、嵌合抗原受体、培养、免疫治疗、再生、分化”是主要专
利领域。

属于“药物、癌症、疾病”（Ａ６１Ｋ）领域的专利占１９％，其中“嵌合抗原
受体、益生菌、羊水、细菌、乳酸杆菌”（Ａ６１Ｋ００３５）占９％，“治疗癌症，
抑制剂，紊乱”（Ａ６１Ｋ００３１）占 ４％，“肽，疾 病，癌 症，药 物”
（Ａ６１Ｋ００３８）占２％。

日本 京都大学

其在干细胞专利方面，属于“细胞类”（Ｃ１２Ｎ）领域的专利占４６％，其
中“干细胞、嵌合抗原受体、培养、免疫治疗、再生、分化”（Ｃ１２Ｎ０００５）
占３１％，“ＣＲＩＳＰＲ、ＡＤＥＮＯ相关病毒”（Ｃ１２Ｎ００１５）占１３％。京都大
学的干细胞专利主要集中于嵌合抗原受体的培养和免疫治疗、再生分

化方向。

属于“药物、癌症、疾病”（Ａ６１Ｋ）领域的专利占１３％，其中“嵌合抗原
受体、益生菌、羊水、细菌、乳酸杆菌”（Ａ６１Ｋ００３５）占８％，“肽，疾病，
癌症，药物”（Ａ６１Ｋ００３８）占１％。

　　４．专利技术主题景观

利用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数据分析平台，对干细胞技术领域近十年的２４５３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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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制作专利地图，并进行人工再聚类，结果如图１３所示。

图１３　近十年干细胞领域专利地图

根据相关专利文献蕴含的技术主题，目前干细胞研发大致包含以下几类技术

主题：

　　（１）干细胞培养

干细胞培养条件是干细胞技术的基础，但干细胞对养分的有效性、ＰＨ值、温

度、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含量都很敏感，且易于分化，因此培养难度较大。故研究者

从培养方法、培养装置等方面不断优化和完善培养条件使得干细胞传统培养方法

得以改进。在培养方法方面，成体干细胞在特异性组织中普遍存在，如研究表明神

经组织仍含有神经干细胞。对于细胞治疗应用需求而言，如何分离和扩增培养各

种组织特异性干细胞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分离神经干细胞所需的胎儿脑组织

较难取材，而且神经干细胞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药物检测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

前景，故近年来研究者主要关注神经干细胞等成体干细胞的研究，具体包括不同类

型干细胞分离培养步骤。在培养装置方面，研究者开发了针对不同类型干细胞，分

析探索和研发功能不同、方法手段各异的干细胞培养装置。同时，由于当前干细胞

诱导、培养及筛选过程均只能依靠人工操作完成，因此如何实现干细胞自动化、规

模化的均质培养与扩增是干细胞技术走向实际应用亟需突破的瓶颈。值得指出的

是中科院广州生物院负责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全自动干细胞诱导

培养设备研制”，以创新技术为核心，利用院内国际领先的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干

细胞诱导分化技术等研究成果，结合自动化技术成功研制国际首台全自动干细胞

诱导培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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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干细胞治疗

干细胞治疗是通过干细胞移植来替代、修复患者缺失或损坏的细胞，恢复细胞

组织功能，从而治疗疾病。干细胞治疗分为干细胞移植、干细胞再生和自体干细胞

免疫疗法。干细胞疗法为那些没有治疗方案可选的患者提供了新选择，在血液相

关疾病治疗方面，造血干细胞可分化成各种类型的血细胞，促使血液再生，用于治

疗各种类型的血液肿瘤，包括白血病、恶性淋巴瘤、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多发性骨

髓瘤等；遗传性的血液病、免疫系统疾病，如严重的地中海贫血、严重的联合免疫缺

陷病、严重的结缔组织病；造血功能衰竭性质的疾病，如再生障碍性贫血、阵发性睡

眠性的血红蛋白尿；实体瘤、下肢缺血性也可通过干细胞来进行治疗。干细胞可用

于结构性组织再生修复，通过形成干细胞复合支架材料、间充质干细胞移植、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注射及植入等在骨、软骨、脊髓损伤、肌腱韧带损伤、椎间盘退行性疾

病的治疗上表现出相当的优势。

　　（３）干细胞材料和装置

与干细胞技术相关的材料和装置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用途可以分为冷冻、存

储、提取、分离、融合等装置。在干细胞材料方面，由于干细胞技术主要应用于再生

医学领域，大多数是用于生产各种生物材料以满足人类在医学上的使用需求。最

有代表性的是干细胞３Ｄ打印技术，该技术使用能够降解的生物材料进行“支架”搭

建，这样通过干细胞分化出来的细胞能够依靠支架帮助组织或器官恢复成最初的

状态。干细胞技术和３Ｄ打印技术在未来可以在骨组织修复与再生方面实现临床

应用。随着干细胞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细胞和组织能够通过改造来替换已经损伤

或者死亡的细胞和组织；得益于干细胞技术的发展和干细胞材料的产生，成体干细

胞能够替换掉那些受伤病变的细胞，未来人体器官的体外再生和移植将会有更广

阔的应用前景。

　　（４）心脏治疗

心脏和大脑必须每分每秒连续工作，一旦受损基本很难修复。在传统医学中

还没有任何逆转变性坏死心肌的治疗方法，而利用干细胞治疗可修复心脏组织和

治疗心肌梗死等疾病，在恢复心脏结构功能上取得较好的效果。这也是人类第一

次开发出根本性治疗心脏病的医疗技术，是目前治疗心脏病的最高水平。因心脏

是人体最为重要的器官之一，所以与之相关的一切药物、疗法都需要经过更多的试

验才能进行推广应用，目前针对这方面的专利也较多，从受试者、剂量、给药等多个

方面进行创新，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专利。值得指出的是，干细胞治疗心脏疾病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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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可能有多种，需要更为严谨的相关研究，深入阐明其具体作用机制。

　　（５）提取物和衍生物

干细胞技术涉及很多相关的提取物和衍生物，这些物质有些是某些干细胞技

术的产物，有些是干细胞疗法所需的材料或者培养添加物，有些是能够杀死某些特

定类型肿瘤的干细胞。例如中药及其提取物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成骨细胞分

化、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提取物对 Ａ５４９的作用、龟板提取物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等。不同的提取物和衍生物拥有不同的作用，应用于不同的场景。

　　（６）基因序列及表达

干细胞技术和基因序列的表达是密不可分的。胚胎干细胞能够分化成为机体

内任何类型的细胞，既是研究人体早期发育的理想工具，也是细胞治疗的宝贵资

源。胚胎干细胞很适合临床使用，但利用传统方法获得这些细胞会破坏胚胎，造成

很大的伦理争议，２００６年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提出的 ｉＰＳＣ技术解决了这一问题。

他用逆转录病毒将四个转录因子（ＯＳＫＭ）引入特化的成体细胞，再将其重编程为诱

导多能干细胞，这些细胞在实验室中表现出与胚胎干细胞相当的能力，又避开了胚

胎干细胞的伦理问题，在疾病模拟、药物筛选和细胞治疗中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

被人们视为细胞疗法的新希望。ＣＲＩＳＰＲ是指规律成簇的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细

菌通过ＣＲＩＳＰＲ与内切酶Ｃａｓ组成的防御系统对抗外来侵略者。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能根

据导向ＲＮＡ的指引切割入侵者的遗传物质。研究者们利用这一特点，将 ＣＲＩＳＰＲ

系统发展成了强大的基因组编辑工具。该系统简便易操作且能精确地编辑基因

组，实践证明新手可在一周内学会用 ＣＲＩＳＰＲ编辑传统的永生细胞系（比如 ＨｅＬａ

或ＨＥＫ２９３）。此外，研究者们还在 ＣＲＩＳＰＲ的基础上开发了调控基因表达的新工

具。ｉＰＳＣ和ＣＲＩＳＰＲ这两种热门技术的结合已经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ＣＲＩＳＰＲ用于人类ｉＰＳＣ可以揭示基因在特定疾病中起到的作用，甚至可以校正患

者细胞的基因缺陷。

　　５．小结

（１）从专利数量上看，干细胞研究经历了成长期的规模式增长后，近几年的发

展速度相对较为平缓，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向更纵深化发展，针对具体问题攻坚克难

取得了很多具有临床应用价值的成果。

（２）美国是干细胞最重要的专利布局地，中国和日本紧随其后，欧洲、澳大利

亚、韩国、加拿大也是重要的专利布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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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拥有专利数量前１０位的专利权人中，美国占８席，日本占１席，新加坡占１

席。１０家机构包括５所大学、１家医院、４家企业，各机构技术类别侧重各有不同，

有的关注诸如干细胞培养、分化等基础性研究，有的关注疾病治疗的应用性研究。

（４）根据相关专利文献蕴含的技术主题，目前干细胞专利研发主题大致包含以

下几个主题：干细胞培养、干细胞治疗、心脏疾病、干细胞材料和装置、提取物衍生

物、基因序列及表达。

齐　燕，刘　强，韩　晔，段力萌，曹玲静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ＳＴＳ项目“心血管病高危人群精准运动干预云技术体系
及应用示范”成果荣获２０１８年度发明创业成果奖一等奖

４月１７日，由“心血管病高危人群精准运动干预云技术体系及应用示范”ＳＴＳ

项目团队与解放军３０１医院等联合研发的发明成果“个性化非药物体重管理关键

技术及应用”，在第十三届中国发明家论坛暨发明创业奖颁奖典礼上被授予２０１８

年度发明创业成果奖一等奖。

该奖主要奖励项目团队围绕构建科学有效的个性化非药物体重管理技术体系

过程中在肥胖易感基因、医学营养、运动干预、效果测评方面取得的系列关键技术

创新与突破，相关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项目成果累计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４０项，登记软著４１项，发表论文９２篇，其中ＳＣＩ／ＥＩ收录４０篇，百篇中华医学优秀

论文２篇，制定行业标准２项。

ＳＴＳ项目团队在心血管功能快速测评、运动干预智能辅助决策及运动处方结构

化表达与执行技术的研制及标准化体重管理技术体系与服务规范的设计等方面作

出重大贡献。近年来，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科院ＳＴＳ项目等多个重大项目持续

支持下，围绕心血管疾病防控与康复，聚焦肥胖、高血压、不良生活方式等风险因素

评估与干预，组织医、工、体、卫多学科交叉融合团队，开展关键技术研究和自主测

评装备与智能服务系统研发，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基于运动促进健康的主动健康干

预技术与服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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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在北京协和医院、上海长海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４００余家医疗

机构应用，先后对１０万例肥胖患者进行了个性化非药物体重管理，效果显著：３个

月减重达标率８０％（国际同类水平６８％），一年内反弹率低于２０％，依从性７８％。

相关数据纳入国家人口与健康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为我国慢病防控事业做出

重要贡献。

许海云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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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猕猴桃产业技术工程实验室召开

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９日，中国科学院猕猴桃产业技术工程实验室（以下简称“工程实

验室”）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张全发主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钱韦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王

火焰研究员、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游艾青副院长、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果茶办鲍江峰主

任、湖北省农科院农产品加工与核农技术研究所王少华所长、武汉市农科院李国权

书记和武汉中科佳弥科技有限公司王义涵总经理等理事会成员与理事单位代表参

加会议。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严庆局长和孙命副局长出席会议，中科院科发局

综合处、农业科技办公室、贵州六盘水、浙江泰顺县、赤壁神山兴农科技有限公司等

单位的相关领导与代表列席会议。

在第一阶段会议上，王青锋副主任代表武汉植物园做了欢迎致辞，回顾了工程

实验室的成立背景、意义和筹建过程。严庆局长宣读了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关

于工程实验室第一届理事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并为理事会成员颁发聘书。

张全发理事长主持第二阶段的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工程实

验室章程、技术委员会名单以及工程实验室主任拟任人选、工程实验室总体规划和

２０１９年工作计划。

各理事会单位、参会的政府及企业代表对工程实验室的成立、发展目标和技术

转化等事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孙命副局长肯定了猕猴桃工程实验室成立的初

衷，期望工程实验室做好科技引领，完善创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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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庆局长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工程实验室是一个开放和合作的平台，理事会会

议要定期召开、形成广泛合作交流机制，各理事会成员单位要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对工程实验室的战略发展方向提出指导性意见。严庆局长特别指出，工程实验室

的技术成果要积极向市场转化，体现出应有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猕猴桃产业技术工

程实验室应为中国猕猴桃产业发展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支撑我国猕猴桃产业高

质高效发展，为国家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支撑。

许海云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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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５日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成为全国首家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

管理规范》认证的科研机构

近日，大连化学物理研究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顺利通过了中规（北京）认证有限

公司的现场审核，并于５月１５日获得体系认证证书，成为我国第一家通过科研组

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的科研机构。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

科学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共同起草，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正式颁布实施。贯彻、实

施《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对于科研组织建立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充

分发挥知识产权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的创新

活力、增强科研组织的创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２０１８年开始，中科院正式启动《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这

是中科院落实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和《中国科学院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

动》，整体提升全院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我所作为第一批贯

标单位，所领导高度重视，相继成立贯标领导小组、协调小组以及工作小组积极推

进贯标工作，职能部门和研究室（部）密切协作充分参与，把标准要求与研究所发展

战略紧密结合，制定了知识产权方针和目标，梳理了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编制了知

识产权管理手册和体系文件。２０１８年９月我所召开贯标工作启动会，２０１９年１月

１日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正式运行。

通过贯彻《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运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我所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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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管理和运营工作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为科研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也为后续院内其他单位开展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杜　伟　供稿

中国科大５项成果在第４７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获奖

４月１０日至１５日，第４７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在瑞士日内瓦落幕，中国科大组

织５项成果参展，共获得特别嘉许金奖１项、金奖１项、银奖１项和铜奖２项。

傅尧教授团队的“呋喃基生物新材料及其关键中间体”项目获特别嘉许金奖。

该项目同时解决了呋喃基新材料量产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及其关键中间体 ＨＭＦ

及ＦＤＣＡ高纯度产业化的关键技术开发，从而为呋喃基新材料未来可能的规模化

应用奠定了重要基础。和传统石化工艺相比较，本项目采用可再生资源代替不可

再生的石油，显著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且终端产品可自然降解，具有显著的环

保优势。

俞书宏教授团队的“快速清理水上高粘度浮油的新型海绵吸附剂”项目获金

奖。该项目首次将自加热技术引入常规多孔吸附材料，这种新型油类吸附材料对

高粘度油的吸附时间缩短至普通吸附材料的５．４％；同时能更快地释放吸附的原

油，节约８１．８％的回收时间。外加一个泵吸力，利用该技术可以实现原位不限容量

清理（包括吸附和回收）高粘度油，与常规技术相比清理速率提高了２８倍。该技术

可用于海上原油泄漏的紧急清理，通过快速吸附和回收原油减少原油污染时间，降

低事故对环境和经济造成的损失。

许海云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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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５日

新疆理化所一成果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专利金奖

第４７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０日～１４日在瑞士日内瓦Ｐａｌｅｘｐｏ

展览馆举办。在本届发明展上，中科院新疆理化所张亚刚研究员团队专利成果“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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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剂八［β（３，５二叔丁基４羟基苯基）丙酸］三季戊四醇酯的合成方法”获第４７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专利金奖。

张亚刚研究员此次获奖的专利成果涉及一种受阻酚类抗氧化剂的设计与合

成，发明创造性的将多个抗氧化基团嵌入一个骨架中，极大提高了抗氧化能力。由

于其高效抗氧化性和低着色、低毒性等优点，主要用于润滑油、塑料、橡胶、纤维、化

妆品等领域，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瑞士联邦政府等共同举办，创办于

１９７３年，是世界上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发明博览会之一，尤其侧

重于发明成果的成熟度和完整性，也是高新技术“产学研”转化的重要国际化平台。

本次日内瓦发明展共有来自美国、德国、法国、中国等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

企业、科研机构的１０００多项成果发明参展，涉及领域包括生物医药、新材料、能源

环保、计算机科学、通用工程等领域。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设置包括评审团特别嘉许

金奖、金奖、银奖、铜奖四种奖项。

许海云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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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中心“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运营”

高级研修班举办

４月２４日，中国科学院人才交流中心“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运营”高级研

修班在东楼一层会议室举办，来自研究所和院内外企业的４０余名科技管理人员参

加了本次培训。上午，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王老师简要介绍了我国科

技创新发展的政策背景和最新动态，为大家呈现了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国

有资产管理体制、院地合作机制。王老师以标杆性研究所、院办企业为实例，分析

了典型的成果产业化发展思路和模式。从资本运营的视角，描述了科技产业化平

台的建设过程和市场价值的体现。下午，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宋老

师从国家知识产权发展纲要入手，引出了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的概念和内涵，阐述

了立项分析与预警、申请与结题验收、维持管理等操作方法；讲授了知识产权价值

评估的指标和多项评估方法；解析了制约知识产权运营的问题、风险及其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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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并运用相关法规和诸多知名企业的正反实例，向大家阐述了反侵权的方式和有

效的知识产权运营模式，以提升科研成果对产业发展的贡献率。两位老师精彩的

讲解引发了学员们热烈的讨论。学员们纷纷表示学到了很多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

知识，希望有机会能够再次获得相关知识升级版的培训。

许海云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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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推出专利分析新平台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推出新的知识产权数据平台，官方网站宣称该平台使研

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能够在强大的云分析环境中查询数据，以制定决策并形成有

关知识产权、贸易和创新的经济和政策见解。该 ＩＰ数据平台目前包含所有澳大利

亚知识产权数据，研究人员可以比较这些数据并添加自己的数据以展开分析，以此

提高数据驱动的决策能力。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６日发布的 ＴＭＬｉｎｋ数据集是该平台的

最新成员，包含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的商标数据。ＴＭ

Ｌｉｎｋ首次提供了在单个应用程序级别链接数据的服务，并且可以与外部数据集（如

工业和贸易数据）进行比较。未来，该数据分析平台将扩展更多数据并生成新的报

告，突出洞见力并提高数据的可访问性。

许海云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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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５日

巴西工业产权局发布首版工业品外观设计手册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７日，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ＩＮＰＩ）发布了第一版工业品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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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该手册整合了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指南和审查程序，可为审查员和律师以及

工业品外观设计系统的用户提供重要指导。在巴西，注册工业外观设计可以保护

“物体的装饰性可塑性形状或装饰性线条和颜色组合；作为工业制造的模型在其外

部特征中提供新的和原始的视觉效果”。巴西工业外观设计保护期为１０年，每项

可申请延长３次，每次为期５年。此外，适用的法律规定工业品外观设计必须涉及

单个物体，但允许多种变化，只要它们用于相同目的并包含相同的特征，每个请求

限制为２０种变体。

许海云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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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分析东盟国家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２日，日本专利局于发布了《知识产权协定分析调查报告》，分析

了东盟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尤其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ＴＲＩＰＳ，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ｏｎ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相关问题。报告指出，

东盟各国在知识产权方面主要有以下问题：（１）仿制品和盗版等违法商品的制造和

流通等侵害知识产权的事件频发，同时，未能完全确保专利人为防止知识产权侵害

所行使的权利。（２）虽然东盟各国正在积极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令以履行贸

易知识产权协定（ＴＲＩＰＳ），但是专利申请数不断增加，导致审查时间延迟的问题突

出。（３）由于审查人员水平差异，审查质量方面也存在问题。部分东盟国家尚欠缺

知识产权信息检索服务，如未公布知识产权申诉信息，缺乏英文检索功能，调查结

果缺乏可信度等。（４）在跨国研究开发方面，东盟国家不愿承担国外申请许可的保

密审查责任。

王雯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ｐｏ．ｇｏ．ｊ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ｔａｋｏｋｕ／ｔｒｉｐｓ＿ｃｈｏｕｓａ＿ｈｏｕｋｏｋｕ．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ＴＲＩＰＳ协定整合性分析调
"

报告书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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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ＣＲＤＳ分析日本科技创新政策动向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４日，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Ｊａｐ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ｇｅｎ

ｃｙ，ＪＳＴ）下属研究开发战略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ＲＤＳ）发布《日本科技创新政策变迁报告》。报告汇总了１９９５至２０１８年日本科技

创新政策每年的重要动态，聚焦最新动向并归纳出以下发展趋势：（１）日本于２０１８

年７月设立了“综合创新战略推进委员会”，由 ＩＴ部、知识产权部、健康和医疗部、

航天部和海洋部共同推进综合创新战略，同时包含综合科学技术创新委员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ＳＴＩ）相关内容。从会议体制和内

容来看，日本科技创新战略范围正在扩大，除科学技术振兴以外，还包括创新强国

战略。此外，除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贡献外，ＣＳＴＩ也将承担起社会和产业发展的责

任。（２）为强化应用研究，推动经济发展，ＣＳＴＩ下设项目正逐步表现出研究投资规

模化和研究主题集中化。（３）２０１６年以来，为制定合理且公开透明的科技创新政

策，日本非常重视循证决策（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ＥＢＰＭ）的科技创新政策

制定，并将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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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４日

密歇根州立大学启动学生风险投资基金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７日，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创业金融中心

（ＣＶＣＰＥＥＦ）与 ＲｅｄＣｅｄａｒ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ＭＳＵ基金会的全资风险投资子公司）展开合

作，启动学生风险投资基金。参加创业金融计划的学生对校园内新兴的初创企业

进行评估和尽职调查，将在课堂上学到的原则付诸实践，并执行高达５００００美元的

投资。学生投资资金来自ＲｅｄＣｅｄａｒＶｅｎｔｕｒｅｓ，该公司将在投资组合中采纳学生投

资建议。学生基金还将评估学校创业孵化器 ＭＳＵＨａｔｃｈ的投资机会。Ｈａｔｃｈ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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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碑式的三阶段计划为数百名学生提供服务，仅“启动”阶段就有超过６０家初创公

司，学生风险投资基金将拥有越来越多的可投资对象。

许海云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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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初创公司开发商业化量子计算平台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４日，哈佛大学的分拆公司Ｚａｐａｔａ获得了２１００万美元的Ａ轮融

资，用于下一代量子计算平台开发和商业化。Ｚａｐａｔａ致力于开发功能强大的软件

平台和量子算法，可以应用于包括化学、制药、物流、金融和材料的多个行业。Ｃｏｍ

ｃａｓ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ｓ和ＰｒｅｌｕｄｅＶｅｎｔｕｒｅｓ主导了Ｚａｐａｔａ的２１００万美元融资。Ｚａｐａｔａ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ａｖｏｉｅ指出Ｚａｐａｔａ的Ａ轮融资对象是为在企业软件

和应用程序开发中带来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投资者。Ｚａｐａｔａ的量子软件平台在为

应用程序提供计算能力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步，特别是在化学、机器学习及优化方

面取得了成功，引发了全球企业的巨大需求。本轮融资将推动Ｚａｐａｔａ的扩张战略，

加速产品开发，促进新市场和地区的业务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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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大学总结商业化最佳实践

美国密歇根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学和联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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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是美国创新的关键驱动因素，二者通过开发新产品以解决关键社会问题并促

进经济增长。在美国商务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ＮＩＳＴ）的支持下，密歇根大学

研究了由公共和土地赠款大学协会（ＡＰＬＵ）指定的５９所创新与经济繁荣（ＩＥＰ）大

学，以确定从实验室创新到市场的最佳实践方式。该研究旨在为大学提供有关如

何有效地将大学研究成果商业化的实用路线图，最终确定了商业化最佳表现的四

个关键要素：（１）强调创新的文化氛围，包括内部对大学及其教师的指导以及外部

社区的推动；（２）通过专家指导和协助给予成熟技术强大的支持；（３）职业激

励———激励和奖励新想法，并结合资源为其持续增长提供必要的环境；（４）跨组织

协作，以培养创意和改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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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诺伊大学与迪尔菲尔德合作加速药物开发

总部位于纽约的医疗保健投资公司迪尔菲尔德管理公司（Ｄｅｅｒｆｉｅｌｄ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已与美国十几所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合作建立了药物开发公司，最近与伊利诺

伊大学芝加哥分校（ＵＩＣ）建立合作。ＵＩＣ正在筹集高达６５００万美元用于加速药物

开发并成立相关初创公司ＷｅｓｔＬｏｏｐ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新公司旨在帮助ＵＩＣ研究人员开

发新疗法并将其发现商业化。迪尔菲尔德模式对大学极具吸引力，部分原因在于

迪尔菲尔德允许大学继续开发早期治疗方法以降低候选药物的风险，在药物跨越

重要里程碑后带来更大的回报。ＵＩＣ研究人员从今年秋季开始向 ＷｅｓｔＬｏｏｐ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ｓ提交项目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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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塔基州为初创企业提供优惠法律服务

联邦商业化中心（Ｃ３）是一个支持肯塔基州立大学及其学院开展技术转移的组

织，该组织正在启动一项为该州的初创企业提供可负担的法律服务计划，称为 Ｃ３

法律计划。Ｃ３法律计划是肯塔基大学、路易斯维尔大学和初创孵化器 ＫＹ创新

（Ｋ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的产品，将汇集肯塔基州的法学院、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企业家

和行业协会，共同给予初创企业法律方面的支持和培训，帮助解决所面临的法律挑

战。Ｃ３法律计划将从肯塔基州众多的公立大学和社区学院网络中调动合适的资

源，在整个州内联系并组织创业人员和法律人士，为初创企业提供高质量、价格合

理的法律服务，同时也为律师提供职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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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大学新项目推进创新技术市场化

匹兹堡大学将通过一个新项目帮助残疾人辅助技术研发领域的教职员工加速

创新市场化。该项目启动了辅助技术成功转让的合作关系倡议（ＩＭＰＡＣＴ），包括确

定辅助技术商业化的障碍并寻求解决途径，以及为那些希望加速辅助技术（如轮椅

或假肢）的人员提供在线资源和现场研讨会。美国国家残疾人康复研究所将在未

来五年内提供 ＩＭＰＡＣＴ４００多万美元资金支持。匹兹堡大学康复科学与技术部

（ＲＳＴ）主席ＪｏｎＰｅａｒｌｍａｎ认为这笔资金将有助于新材料的研发，有助于开发人员继

续开展创新的后续步骤，最终将其技术应用到有需要的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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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脑癌检测技术商业化

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的一家初创公司投入了１２０万英镑用于脑癌检测新

方法的商业化。该方法名为ＣｌｉｎＳｐｅｃ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简称ＣｌｉｎＳｐｅｃ），涉及红外线和机

器学习技术，可在１０分钟内提供测试结果。ＣｌｉｎＳｐｅｃ检测技术可通过早期检测潜

在风险提高脑癌患者的存活率。１２０万英镑的资金来自多家投资者，包括风险投资

基金ＭｅｒｃｉａＦｕ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ｒｓ、苏格兰投资银行的联合投资基金和 ＥＯ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此外，ＣｌｉｎＳｐｅｃ还获得了英国创新奖和苏格兰ＥｄｇｅＨｉｇｇｓ奖的奖金，其筹

集的资金总额超过１６０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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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泉港实验室授权育种公司 Ｉｎａｒｉ新技术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４日，冷泉港实验室（ＣＳＨＬ）向植物育种公司Ｉｎａｒｉ授权一项可以

改变作物性状的技术，旨在在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下提高作物生产率和生长质量。

该技术名为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ＦｉｎｅＴｕｎｉｎｇ，由ＣＳＨＬ教授ＺａｃｈａｒｙＬｉｐｐｍａｎ开发，主要通过两

个基因控制番茄植物花茎枝条的分枝，通过微调提高大豆、玉米、小麦和番茄等主

要作物的商业化生产。目前的生产方法依赖于少数标准种子品种，农民的选择有

限。Ｉｎａｒｉ的目标是将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ＦｉｎｅＴｕｎｉｎｇ应用于自己的产品开发过程，该过程旨

在提高植物产量以及水和氮的使用效率。ＣＳＨ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布鲁斯斯蒂尔

曼指出，给予Ｉｎａｒｉ独家授权，主要考虑Ｉｎａｒｉ具备可能颠覆现有市场的能力。同时，

Ｌｉｐｐｍａｎ博士的团队已经展示了提高作物产量基础研究方面的实力，与 Ｉｎａｒｉ的合

作可将其研究用于帮助农民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水资源短缺和耕地的威胁

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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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与高通达成专利诉讼大和解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６日，高通公司与苹果公司宣布双方同意放弃庞大的专利许可诉

讼，这一天被认为是圣地亚哥芯片制造商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根据这一声

明，两家公司已达成为期六年的全球专利许可协议，该协议自今年４月１日起生

效，包括两年的延期选择。该交易还涉及Ａｐｐｌｅ向Ｑｕａｌｃｏｍｍ支付的款项以及长期

芯片集的供应协议。市场对这一消息做出了快速反应，据ＣＮＢＣ报道，高通公司市

值上涨了２０％，但苹果公司没有变化。这笔交易意味着苹果公司现在可能将高通

５Ｇ芯片组纳入其手机中。在该和解消息公布后几个小时，苹果的主要调制解调器

芯片供应商英特尔决定退出５Ｇ手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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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ＴＯ负责人谈利用数据“金矿”提高许可实施

技术转移中心网站（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认为研究机构收集的大规模数据对

多数项目实施许可起到了关键作用。迈阿密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主任ＢｉｎＹａｎ认

为一些ＴＴＯ领导人尚未意识到这些数据的价值，ＢｉｎＹａｎ在最近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举行的ＡＵＴＭ２０１９年会议中指出，迈阿密大学医院和两家专科医院收集的数据可

能成为“皇冠上的宝石”。ＢｉｎＹａｎ指出，大学医院一直在寻找市场化的方法，但将

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作为数据的做法需要仔细考虑，当前已有机构创建了相关的

数据仓储，汇总／综合多种不同来源的数据，并创建了前端搜索工具。Ｃａｓ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大学首席创新官ＪｏｓｅｐｈＪａｎｋｏｗｓｋｉ表示，大学和医院存在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机遇

和挑战。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有着对许可数据的强大需求，因此，许可数据可以实

现与许可发明申请相同的积极成果。但 ＪｏｓｅｐｈＪａｎｋｏｗｓｋｉ同时也认为数据／信息的

商业化带来了一系列独特的实际操作和道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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