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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干细胞（Stem Cells）是当今世界科学研究的热门领域。本文对 Derwent Innovation Index（DII）专利数据库收录的 1975-2013

年世界范围内申请的干细胞技术专利进行了数据计量分析，给出了干细胞专利的年度分布、地区分布、研发重点分布、机构分布

等，揭示了已展现出明显优势的干细胞技术的创新现状和发展趋势，所得到的结果可为这种新技术的研发决策提供支持与依据。

研究发现，干细胞技术近年来发展迅速，美国和中国对干细胞领域研究资助力度持续加大，美国和日本在干细胞研究领域占据主

导地位，目前正处新一轮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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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Trends of Stem Cell Technology Innovation Based
on Patent Analysis*

Stem Cells is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area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paper metrologically analyzes the data of the

Stem cell technology patents(1975-2013)collected worldwide by the Derwent Innovation Index database, and investigates the variation of

the annual patent amount in the period, the patent amount of each major country, the key techniques of the patents, and the patent amount

of each major enterprise, and finally, elaborates the innovation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Stem Cells technology, the

performance superiority of which is obviously emerging.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can provide the support and basis for decision on the

new technology research. After analysis, the author finds out that Stem Cell Technology develops swiftly in recent years, US and China
had invested a large amount of money on stem cells, US and Japan played a dominant role on stem cells, and enters a new stage of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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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干细胞（Stem Cells）是一类具有自我更新和分化潜能的细

胞，可以作为肿瘤、移植和心血管疾病及其他人类疾病资源的

研究或治疗，干细胞在生命科学、新药试验和疾病研究这三大

领域中具有的巨大研究和应用价值，现已广泛应用于医药再生

细胞替代治疗和药物筛选等研究领域[1]，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干细胞技术是当今生命科学最受关注的技术领域之一。早

在 20世纪 60年代，科学家们就开始对干细胞进行研究。1981

年，英国科学家 Evans和 Kaufman及美国科学家 Martin等人

就培养出鼠胚胎干细胞株；1998年，美国科学家 Thomson培养

出世界上第一个人类胚胎干细胞株；随着世界上各国对干细胞

的重视，投入加大，之后干细胞研究又多次入选 Science杂志，

体现了干细胞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前沿性。2006年，日本京

都大学山中伸弥教授 Yamanaka Shinya 实验室小组首次向小

鼠皮肤成纤维细胞中稳定转染了 4种基因，使其成功重编程产

生了类似胚胎干细胞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PS细胞）[2]，并在世

界著名学术杂志《Cell》上首次报道，这些细胞和人胚胎干细胞

有着相似的全能性。2007年，Yamanaka Shinya实验室[3]与美国

威斯康星大学的 Thomson 实验室[4]同时报导了人体细胞成功

重编程的 iPS细胞，从而为干细胞的研究与应用开辟了一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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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领域。201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

首次成功地将人体干细胞转化成了功能性的肺细胞和呼吸道

细胞，大大的推动了再生医学的发展。干细胞技术的应用，无论

在药物研发[5]、疾病治疗和再生医学等领域[6]的潜力而得到国际

高度重视，掀起了干细胞研究新的热潮。

中国对干细胞技术领域的研究非常重视，《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明确提出，"基于干细

胞的人体组织工程技术 "将成为未来 15年中国前沿技术的重

点研究领域[7]，包括干细胞临床基础研究，植物细胞全能性与器

官发生等方面的研究，尤其在伦理学方面中国对干细胞技术的

研究有很好的支持度[8,9]，中国目前在干细胞的基础性研究、移

植和脐带血临床应用方面，处于世界上的相对领先地位，并发

挥着重要作用[10-13]。目前，正在广泛开展试验性干细胞治疗疾病

的有脊损伤、脑卒中、大脑损伤和大脑性麻痹等[14-17]，使得干细

胞研究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最为接近的研究领域和产业发展

领域[18]，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当今世界干细胞研究热点领域和未

来的发展方向，本文基于专利分析方法研究了全球干细胞技术

的创新发展趋势，专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目前研究的重点领

域、技术的发展状况及未来趋势[19]，以期为相关干细胞研究开

发决策提供支持和依据。

1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以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出版的 Der-

went Innovation Index（DII）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利用主题词检

索的方法，检索并下载了 1975-2013年期间世界 34个国家、地

区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干细胞技术专利，共计 11,801件。检

索策略如下所示：

TS：Ts= ("stem cell" or "stem cells" or "reprogramming so-

matic cell" or "reprogramming somatic cells" or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or "pluripotent stem" or "totipotent cell" or

"totipotent cells" or "pluripotent cell" or "pluripotent cells" or

"multipotent cell" or "multipotent cells" or "progenitor cell" or
"progenitor cells" or "precursor cell" or "precursor cells" or "em-

bryonic germ cell" or "embryonic germ cells" or "Primordial germ
cell" or "Primordial germ cells" or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

plant")。
1.2 研究方法

对检索结果的标题、摘要、申请人、申请日、以及专利分类

号等必要的字段进行了保存和数据加工。利用 Thomson Data
Analyzer分析软件对其进行数据清洗整理、数据挖掘和可视化

分析。数据下载截止日期是 2013年 6月 30日。由于专利从申

请到公开一般需要十几个月的时间，因此 2012-1013年的数据

仅供参考。

2 结果与讨论

下面分别对 1975-2013年世界干细胞技术专利的年度分

布、地区分布、研发重点分布、企业分布等情况进行分析。

2.1 专利的年度分布

截止至 2013年 6月，共检索得到 11,801件干细胞技术专

利。如图 1所示，从 1975年开始，出现了全球第一件干细胞相

关的专利申请，直至 1992年专利数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这是

干细胞领域研究的萌芽阶段；1993-2000年，全世界的干细胞专

利数量有了较快速稳定增长；2001-2006年出现了一个增长平
台期，但其每年专利申请数量维持在 900件左右的较高水平。

因此，从 1993年到 2006年全世界干细胞技术专利处在稳定增

长阶段；随后，从 2007年开始，专利申请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并于 2010年达到峰值 2,174件，这充分表明了干细胞技术具

有的巨大科学价值和商业价值，得到世界各国的政府、研究机

构和企业等认可和关注。

2.2 专利的地区分布

图 2中可看到：发达国家引领世界干细胞技术领域的研究

进展，尤其美国的专利数量远远超越其他国家，占到世界总量

的 43.6%，排名第一位。虽然美国联邦政府对干细胞研究投入

有所限制，但是有当地政府和私人资金的大力支持，及美国联

邦资助的干细胞研究的限制不严格，所以美国这方面的研究依

然是领导者。日本、中国、韩国和加拿大排在前二至五位，日本

在干细胞技术研究投入较大，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韩国这个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投入大量的科研经费，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中国由于政府对干细胞研究的一贯积极支持态度，其专利数量

处于世界前列。

图 2干细胞技术专利优先权国家排名情况

Fig.2 Stem cell technology patent priority national ranking

图 1干细胞技术领域相关专利的逐年申请情况

Fig.1 Stem cell technology related patents of yearly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4554· ·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www.shengwuyixue.com Progress in Modern Biomedicine Vol.14 NO.23 AGU.2014

2.3专利的研发重点分布

专利分类反映了专利申请的内容特征。通过对干细胞技术

专利数据的国际专利分类(IPC)分类号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帮助

识别世界干细胞技术的研发重点。由于一件专利可归属于不同

IPC类别，因此根据 IPC分类号统计的专利总量会超过实际专

利总量。表 1显示了干细胞技术领域排名前 10位的技术类别
(IPC小类)。从全球来看，干细胞技术研发主要集中在动物细胞

或组织的未分化细胞（C12N-005/06）、人类的细胞或组织的未

分化细胞（C12N-005/08）、未分化的人类、动物或植物细胞

（C12N-005/00）、含有来源于哺乳动物或鸟类的材料

（A61K-035/12）等方向。其中动物细胞或组织的未分化细胞

（C12N-005/06）、 人 类 的 细 胞 或 组 织 的 未 分 化 细 胞

（C12N-005/08）、 未 分 化 的 人 类 、 动 物 或 植 物 细 胞

（C12N-005/00）的专利申请量明显高于其它类别，是干细胞技

术最为重要的研发方向。

主要的专利技术集中在美、日、加、中、韩和澳大利亚等国。

美国在干细胞技术的各个领域都处在绝对优势的地位；日本在

肿瘤学和细胞生物学领域比较领先；加拿大申请的干细胞技术

专利则主要集中在肿瘤学和移植学领域；中国和韩国比较相

似，更加关注肿瘤学、细胞生物学及移植学等领域的干细胞技

术开发；欧洲国家在干细胞技术创新方面的整体研发实力落后

于北美、亚洲和澳洲地区，从图 3可以看出，肿瘤学和移植学是

其干细胞技术的主要攻克领域。

序号

NO

IPC小组

IPC Team

专利数量（件）

Patent Quantity

中文注释

Chinese Notes

1 C12N-005/06 2391

动物细胞或组织的未分化细胞，如细胞系；组织；它们的培养或维持；其培养基

Undifferentiated cells or tissues of an animal cell, such as cell lines; tissue; or maintain their culture; its

medium

2 C12N-005/08 2104

人类的细胞或组织的未分化细胞，如细胞系；组织；它们的培养或维持；其培养基

Undifferentiated cells or tissues of human cells, such as cell lines; tissue; or maintain their culture; its

medium

3 C12N-005/00 1857

未分化的人类、动物或植物细胞，如细胞系；组织；它们的培养或维持；其培养基

Undifferentiated human, animal or plant cells, such as cell lines; tissue; or maintain their culture; its

medium

4 A61K-035/12 1604

含有来源于哺乳动物或鸟类的材料或其与不明结构之反应产物的医用配制品

Containing material derived from the reaction product of a mammal or bird, or a structure with medical

preparations unknown

5 C12N-005/10 1551

经引入外来遗传材料而修饰的未分化的人类、动物或植物细胞，如病毒转化的细胞；它们的培养

或维持；其培养基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genetic material modified undifferentiated human, animal or plant cells,

such as virus-transformed cells; or maintain their culture; its medium

6 C12N-005/02 1378

未分化的人类、动物或植物单细胞或悬浮细胞的增殖；它的维持；其培养基

Suspension of single cells or proliferation of human undifferentiated cells, animals or plants; maintain

it; the medium

7 C12N-015/09 1367
突变或遗传工程；遗传工程涉及的 DNA重组技术

Mutation or genetic engineering; genetic engineering involving recombinant DNA technology

8 A61P-035/00 1304
抗肿瘤药物

Antineoplastic

9 C12N-005/071 1218
脊柱动物细胞或组织

Animal cells or tissues of the spine

10 A61K-048/00 1190

含有插入到活体细胞中的遗传物质以治疗遗传病的医药配制品；基因治疗

Into living cells containing genetic material to treat genetic diseases of the pharmaceutical formulation;

gene therapy

表 1干细胞技术专利前 10位 IPC小类专利数量及分类注释

Table 1 Stem cell technology patents before 10 patent number and classification of IPC Class Notes

2.4 专利的主要申请机构

表 2是全球干细胞技术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20位的申请机
构，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申请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美国加州

大学（California University），其专利申请量达到 141件；其次为

日本京都大学，其专利申请量也达到 98件；排名第三位的是美

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20所居世

界前列的研究机构中，有 12家机构属于大学或科研院所，前 5

个主要机构有 4家非企业，研究表明干细胞技术仍处于实验室
为基础的研究。前 20名的机构在美国共有 14个机构，并在美

国 5所高等机构拥有所有 3个机构。有 3个机构在日本，英国，

韩国和中国已经进入前 20名的机构。显示，美国是处在干细胞

研究的世界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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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通过对 1975-2013 年世界干细胞技术专利的分析发现，
2001年干细胞相关专利数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申请数量出

现了井喷式的增长，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 2010年达到高峰。

可见世界各国积极投身干细胞技术的研发热潮中来，其中美国

尤为突出。

美国政府及企业在干细胞技术领域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投

入，使得美国在干细胞技术领域拥有统治地位，研发实力最强，

专利申请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在美国，众多研发机构和公

司依托自身的市场大力发展干细胞产业，技术研发与公司业务

紧密相连。

日本在肿瘤学和细胞生物学领域比较领先；加拿大申请的

干细胞技术专利则主要集中在肿瘤学和移植学领域；中国和韩

国比较相似，更加关注肿瘤学、细胞生物学及移植学等领域的

干细胞技术开发；欧洲国家在干细胞技术创新方面的整体研发

实力落后于北美、亚洲和澳洲地区。

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与国外企业存在明显的差距。企

业是最接近市场的创新主体，中国企业专利数量很少，布局不

充分，很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干细胞发展落后于美国、日本、韩国

以及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应该采取措

施积极扶持行业龙头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加紧进行专利布局，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力争在全球干细胞技

术市场占居一席之地。

图 3干细胞技术领域的主要国家分布

Fig.3 Stem cell technology major distribution areas

排名

Ranking

机构名称

Organization Name

专利数量（件）

Patent Quantity

1 美国加州大学（California University） 141

2 日本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 98

3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97

4 美国麻省总医院（General Hospital Corp） 94

5 日本电学工业公司（OLYMPUS OPTICA CO LTD） 85

6 英国国史克必成公司（葛兰素史克）（Smithkline Beecham） 70

7 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 67

8 美国马萨诸塞州技术研究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64

9 美国 Osiris治疗公司（Osiris Therapeutics, Inc.） 60

10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Hopkins Johns University) 56

11 美国德州大学系统（University of Texas System） 54

12 中国浙江大学（Zhejiang University） 54

13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53

14 韩国汉城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50

15 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49

16 美国人类基因组科学有限公司（Human Genome Sciences Limited） 49

17 美国杰龙公司（Geron Corporation） 47

18 美国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会（Wisconsin Alumni Research Foundation） 47

19 美国密歇根大学（Michigan University） 42

20 美国先进细胞技术公司（Advanced Cell Technology, Inc.） 40

表 2全球干细胞技术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20位的机构

Table 2 Top 20 institutions of worldwide stem cell technical patent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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