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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基于国际专利数据的真菌黑色素创新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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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背景】黑色素具有抗肿瘤、抗辐射等多种生物活性，在生产和生活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通过真菌生产是获取黑色素的一条重要途径，它与动植物相比具有更短的生产周期和更高的产量，并

且易于实现商业应用。【目的】揭示真菌黑色素的生产及应用发展情况和创新趋势，为致力于真菌黑

色素产业的科研人员和企业提供参考。【方法】基于 IncoPat 科技创新情报平台，通过对全球真菌黑色

素相关专利进行检索统计，从专利涉及的菌株、专利技术构成、申请人专利价值等多维度对真菌黑色

素相关专利进行深入分析。【结果】真菌黑色素在生产制备领域申请专利数量最多(50.56%)，作为化工

染料和化妆品原料应用的专利申请数量最少(13.48%)，涉及的真菌菌属主要有层孔菌属、短梗霉属、

木耳属、纤孔菌属、粒毛盘菌属、灵芝属和曲霉属。目前真菌黑色素专利技术申请的热点领域主要在

C12 (微生物发酵、培养基、突变或遗传工程)类和 A61 (医学)类，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C12 和 A61

将继续作为热点技术申请领域。中国申请的真菌黑色素专利数量最多，但拥有的高价值专利比例较低，

较国外仍具有一定差距。【结论】我国科研人员需要加强在医药和化工领域核心专利技术的创新应用

与海外布局，增强与企业的合作研发和技术转移，以抢占真菌黑色素在这些领域的应用市场，并推动

真菌黑色素相关专利向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国际专利，IncoPat，真菌，黑色素，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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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Melanin has many bi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anti-tumor and anti-radiation, 
which make it of great application potential in production and life. Fungi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melanin, 
and it has shorter production cycle and higher yield compared with animals and plants, which make it easy to 
achieve commercial application. [Objective] Th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trend of fungal 
melanin were reveal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searchers and enterprises that dedicated to fungal melanin 
industry. [Methods] Based on IncoP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form, we searched and 
counted the related patents of fungal melanin around the world, and made comprehend analyses of them from 
the aspects of involved strains, the composition of patent technology, and patent values of the applicant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for production and 
preparation was the largest in the field of fungal melanin (50.56%), while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as 
chemical dyes and cosmetics was smallest (13.48%). The main strains involved the following genus: Fomes, 
Aureobasidium, Auricularia, Inonotus, Lachnum, Ganoderma and Aspergillus. At present, the hot technical 
fields of patent applications of fungal melanin are mainly C12 (microbial fermentation; medium; mutations 
or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A61 (medicine), and we predict that both of them will continue to be hot fields of 
technical applications for quite a while to come; China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fungal melanin patents, but 
the percentage of high-value patents was relatively low, and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gap compared with foreign 
countries. [Conclusion] Chinese researchers need to enhance creative application and overseas layout of core 
patent technologies in medicine and chemical industry, strengthen cooperative research with enterprise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order to seize the application market of fungal melanin in these field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ungal melanin related patents related to a higher quality. 

Keywords: International patent, IncoPat, Fungi, Melanin, Development trend 

黑色素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一类色素，是

目前已知生物色素中含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一类色

素[1]。天然黑色素是由酚或吲哚类化合物氧化聚合

形成的非均质高分子量化合物[2]，主要包括 3 类：

(1) 真黑色素，一般不含硫元素，且颜色一般为深

黑；(2) 棕黑色素，含有硫元素，颜色一般较真黑色

素浅，偏向于棕黑色、黄棕色、棕色；(3) 异黑色素，

呈棕色、黑色或黄色，主要存在于植物体中[3-6]。已

有研究证实，黑色素具有良好抗菌[7]、抗辐射[8]、

抗肿瘤[9]等生物活性，而这些活性使黑色素在生产

和生活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和价值。 

真菌是获取黑色素的一条重要途径，由于真菌

可以迅速和大量地繁殖，它与植物和动物相比，具

有更短的生产周期和更高的产量，并且所生产的黑

色素性质更加均一，易于实现产业化[10-12]。 

专利文献是科学研究、技术发展和商业经济最

为重要的信息来源，据统计全球有超过 80%的技术

信息会在专利文献中展现，并且通常不会在其它地

方出现[13]。专利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技术、法律和

经济信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对专利信

息的有效利用不仅可以使科学研究人员和生产经

营者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发展趋势、市场机会和可能

的法律风险，而且还能为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

可靠的依据[14]。因此本文旨在通过专利分析，揭示

真菌黑色素领域当前的专利活动特点，为我国在该

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提供参考。 



1472 微生物学通报 Microbiol. China 

  

Tel: 010-64807511; E-mail: tongbao@im.ac.cn;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1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 IncoPat 专利检索系统。该系统数据

包含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和欧洲等 112 个

国家组织或地区的专利，其专利总量已超过 1.24 亿

件，涵盖了申请国家、申请人、专利号、专利类别、

专利状态和诉讼状态等数据。IncoPat 系统全球专利

信息每周更新 4 次，并基于大数据对专利进行了深

度整合。这些专利数据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相关技术

市场分布，掌握行业竞争态势，指导技术研发创新，

制定自身经营策略和规避专利侵权风险。IncoPat

独创的合享价值度是专利价值评判的综合指标，主

要通过技术稳定性、技术先进性和保护范围三大指

标综合计算得出，衡量的具体指标涵盖了专利法律

状态、诉讼行为、质押行为、复审请求、无效请求、

同组专利数、被引证数、许可转让行为、研发人数、

权利要求数、专利有效期和专利年龄等，能够较为

全面地对专利质量进行评价。因此，IncoPat 系统在

专利统计领域得到了广泛使用[14-16]。 

专利检索中常采用《国际专利分类表》(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IPC，http://www.sipo.gov.cn/ 

wxfw/zlwxxxggfw/zsyd/bzyfl/gjzlfl/201608/t2016083

1_1289458.html)分类号对专利进行检索，但由于真

菌在《国际专利分类表》的分类中不构成单独分类，

因此本文采用检索式检索。在 IncoPat 高级检索栏

下的指令检索中，构建检索式并不断修正，将检索

结果依次添加入库，比较检索结果是否有增加，以

最大限度提高黑色素相关专利的查全率，最后确定

采用以下 2 个检索式(检索日期截止到 2018 年 3 月

30 日)： 

(1) TIAB=(真菌 OR fungi OR fungus OR 蘑菇 

OR mushroom OR 霉菌 OR mould OR mold OR 酵

母 OR yeast OR 菌丝 OR hypha* OR mycelium) 

AND TIAB=(黑色素 OR *melanin)； 

(2) TIAB=(*耳 OR *芝 OR *霉 OR *蘑 OR *

菇 OR *菌 NOT 细菌) AND TIAB=(黑色素 OR 

*melanin)。 

合并检索结果，去除重复专利，共检索到专利

1 909 件。经人工反复阅读检验筛选，排除无关结

果后，得到真菌黑色素相关专利共 154 件，合并同

族后共 89 件。 

2  结果与讨论 

2.1  统计归类 

对筛选后得到的专利文献进行人工标引，按照

应用前景划分，可将真菌黑色素专利文献主要划分

为生产制备、化工原料和食品医药这 3 个方面。其

中，在黑色素生产制备领域申请的专利数量最多，

达到 45 件，主要涉及提取工艺方法、培养基配方

的设计、高产菌株培育、黑色素改性等方面；将

其应用于食品医药领域研究的专利数量次之，有

32 件，主要涉及食品添加剂、着色剂等方面，在生

物活性上具有增加免疫力、降血脂、抗肾衰、抗肿

瘤、促进愈合、杀菌抗病毒等作用；将黑色素作为

化工原料应用的专利数量较少，共 12 件，主要涉

及染色剂和化妆品。研究应用的真菌菌属主要有层

孔菌属、短梗霉属、木耳属、纤孔菌属、粒毛盘菌

属、灵芝属和曲霉属(表 1)。 

在黑色素生产制备领域申请的专利数量所占

比例最大，而其中出芽短梗霉在这方面的相关专利

数量和类型最多，最具代表性，为了更好地了解真

菌黑色素相关专利的技术内涵，本文以出芽短梗霉

的黑色素生产制备相关专利为例，具体分析了这些

专利的技术特点(表 2)。从表 2 中可以得知，出芽短

梗霉在黑色素生产制备领域相关的专利可以细分

为发酵培养基优化、高产菌株培育、黑色素体外生

物合成、黑色素提取、与其他活性物质联产和黑色

素改性等方面。其中值得关注的是：(1) 在发酵培

养基优化方面，主要是通过优化发酵培养基的组分，

以提高菌株黑色素发酵产量，较为特殊的是在专利

CN102517336A 中添加了适量非营养物质 H2O2，菌

株为避免受到氧化应激伤害，会通过合成大量黑色

素来保护自身，这为胁迫诱导其它菌株增产黑色素

提供了一个新思路；(2) 在高产菌株培育方面， 









1476 微生物学通报 Microbiol. China 

  

Tel: 010-64807511; E-mail: tongbao@im.ac.cn;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可以通过特殊环境来诱导和筛选产活性黑色素的

菌株，并通过对目标菌株生物学特性的全面了解，

达到对该菌株的专利保护。在专利 CN105154341A

中，研究人员通过在辐射污染环境地表土壤中分

离、筛选、选育、驯化得到一株可以耐辐射的出芽

短梗霉，并发现该菌株所产黑色素可有效提高其它

菌株在紫外照射下的存活率；(3) 在黑色素体外生

物合成方面，可以通过寻找与黑色素合成有关的酶

和基因，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实现在体外快速大量

生产黑色素的目标。在专利 CN106701800A 中，研

究人员构建了包含出芽短梗霉聚酮合成酶基因的

重组菌，利用重组菌生产聚酮合成酶，然后用于体

外合成黑色素，该研究结果为大量、快速、稳定地

获取黑色素提供了一条新途径；(4) 在与其他活性

物质联产方面，可以通过调节发酵过程条件来实现黑

色素与其他活性物质的联产。在专利 CN102492752A

中，研究人员通过阶段调温的方法实现了黑色素与

普鲁兰多糖的高效联产；(5) 在黑色素的改性和提

取方面，可以在充分了解目标菌株黑色素理化性质

的基础上，对目标菌株黑色素进行有效的改性和提

取。在专利 CN107280995A 中，研究人员发现菌株

产生的黑色素不溶于水，为了更好地实现其生产应

用，研究人员利用赖氨酸对黑色素进行修饰，实现

了黑色素的水溶性，并采用水溶性黑色素成功制备

了生物染发剂。 

通过比较发酵培养基优化、高产菌株培育和黑

色素体外生物合成这 3 个方面的出芽短梗霉黑色素

相关专利，发现通过利用基因工程进行体外生物合

成方面的技术可以较好地实现快速、大量生产黑色

素的目标。在专利 CN106701800A 中就采用了该技

术，利用体外生物合成技术后黑色素产量可高达

35.6 g/L。此外，研究者们可以进一步通过黑色素与

其它工业产品联产，或对黑色素进行修饰来提高真

菌黑色素的应用和经济价值。 

2.2  专利受理国家分布情况 

专利受理国可以体现各国专利权人倾向于向

哪些国家或组织保护该发明，也反映了该发明未来

可能实施的国家或地区。真菌黑色素领域专利受理

国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中国、俄罗斯、德国、日

本 4 国为真菌黑色素领域专利重点布局国家，4 个

国家的专利数量占到了全球专利总量的 81%，其中

中国的专利数量最多，占比达到 41%。 

2.3  各国申请人专利布局 

在专利申请过程中，通常申请者在本国申请专

利比向国外申请专利更容易获批，因而仅凭单一专

利数量难以准确判断不同国家的真实技术实力[14]。

因此，本文进一步对申请人国别和专利申请地区及

组织进行分析。从图 2 可知，日本、美国、白俄

罗斯和印度在其他国家和组织公开的专利数量较

多，表明这些国家的申请者更倾向于在海外布局

专利，特别是向发达国家或专利组织申请专利，以

获得更大的市场和利润。中国和德国的专利受理数

量和本国申请者申请数量大致相同，表明这两个国

家的申请者在本国专利布局较多，海外专利布局意

识较弱。总体来说，我国申请人数量最多，专利资

源丰富，但在海外布局强度较低，这提示我们应加

强海外专利布局，强化专利保护意识，注重开拓海

外市场。 

 

 
 

图 1  专利受理国家或组织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patent accepting countries or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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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专利公开数量排名前 8 位国家的申请人专利布局 
Figure 2  Patent layout of applicants in top 8 countries in 
respect of patent opened number 

 

2.4  真菌黑色素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采用气泡图来分析专利公开数量全球排名前

10 位国家及组织真菌黑色素专利的申请趋势，气泡

大小代表申请专利数量的多少。在图 3 中，从专利

申请的国家及组织来看，可以看出真菌黑色素专利

在全球的布局情况，从各国专利申请的时间和数量

上来看，可估计各国真菌黑色素产业的发展水平。

日本最早于 1977 年申请了真菌黑色素的相关专利，

但长时间来看，只进行了小规模的真菌黑色素相关

专利的申请；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俄罗斯学者对真

菌黑色素进行了较为密集的研究，公开了 15 件专利；

2006 年，德国对真菌黑色素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

公开了 15 件真菌黑色素相关专利；2010 年开始，

中国掀起了真菌黑色素的研究热潮，其真菌黑色素

相关专利年申请数量在 2017 年达到峰值，说明中

国正在逐渐成为真菌黑色素研究的主力。从全球来

看，真菌黑色素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但专利数量并

不多。随着近些年对真菌黑色素研究的投入，其诸

多的应用潜力将被逐渐发掘。 

2.5  专利 IPC 分析 

2.5.1  专利技术构成 

对全球真菌黑色素专利 IPC 构成进行分析，前

10 位的分布情况见表 3。从表 3 中可以看出，A61

类和 C12 类专利数量最多，是真菌黑色素专利申请

的主要技术领域(一个专利可能有多个分类)。 

2.5.2  专利技术申请趋势 

为了了解真菌黑色素专利技术申请趋势，进一步

分析各 IPC 小类的专利在各年份的申请数量。从图

4 可以看出，C12N、C12P 和 C12R 小类在 1996 年

前属于主要专利技术申请领域，但专利申请数量不

多，说明此时真菌黑色素的研究尚处于萌芽状态。

1996 年后，C12 类和 A61 类的研究逐渐兴起，成为

两大热点技术申请领域。在 2014 年，A61K 小类方

面的专利年申请数量达到最多，成为最热门技术申

请领域，说明真菌黑色素在该领域得到了深入的发

展。在 2015−2016 年，B01D 领域也涌现出相当数

量的专利申请，说明近年来黑色素的分离制备技术 

 

 
 

图 3  专利公开数量排名前 10 位国家及组织的真菌黑色素专利申请趋势 
Figure 3  Patent application trend in top 10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s in respect of opened patent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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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真菌黑色素专利 IPC 分布情况 
Table 3  IPC distribution of patents related to fungal melanin 

IPC 小类 

IPC small class 

含义 

Meaning 

专利族数量 

Number of patented 
families/pieces 

占比 

Proportion (%)

A61K 医用、牙科用的配制品 

Medical and dental products 

43 48.31 

C12P 发酵或酶法合成目标化合物 

Fermentation or use of enzymes to synthesize target compounds 

40 44.94 

C12R 与涉及微生物之 C12C 至 C12Q 小类相关的引得表 

Indexing scheme associated with subclasses C12C–C12Q, relating to 
microorganisms 

22 24.72 

C12N 微生物或酶；其组合物；繁殖、保存微生物；变异或遗传工程；培养基

Microorganisms or enzymes; compositions thereof; reproduction, preserved 
microorganism; mutation or genetic engineering; culture medium 

21 23.60 

A61P 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 

Specific therapeutic activity of chemical compound or medicinal preparations

19 21.35 

A61Q 化妆品或类似梳妆用配制品的特定用途 

Specific uses of cosmetics or similar toiletries 

12 13.48 

C09B 有机染料或用于制造染料的有关化合物；媒染剂 

Organic dyes or related compounds us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dyes; 
mordant 

9 10.11 

A23L 食品、食品或非酒精饮料；它们的制备或加工；添加剂 

Food, food or non-alcoholic beverages; preparation or process; additives 

6 6.74 

B01D 分离 

Separate 

5 5.62 

A01N 杀生剂；害虫驱避剂或引诱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Biocides; insect repellents or attractants;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5 5.62 

 

 
 

图 4  真菌黑色素专利技术申请趋势 
Figure 4  Technology trend of patent application related to fungal melanin 

 
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总体来说，真菌黑色素专

利技术发展呈现多样化，其中 C12 类和 A61 类是目

前真菌黑色素专利技术申请的热点领域，并且在未

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作为热点技术申请领域。 

2.5.3  全球真菌黑色素专利竞争态势 

通过比较各国在不同 IPC 分类号下的专利数

量，可以了解不同国家在真菌黑色素技术领域的发

展态势。从图 5 中可知，中国、俄罗斯和德国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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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全球专利竞争态势 
Figure 5  Global application situation of fungal melanin 
patents 

 

前真菌黑色素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

这 3 个国家在 A61K 和 A61P 技术领域申请的专利

数量相当，表明在该领域技术实力相当。值得注意

的是，这三国在 A61K 和 A61P 技术方面申请的专

利总量占全球在该领域专利数量的一半以上，说明

在该研究方向上这三国是主力研发国家。在 C12P

和 C12N 技术领域，中国和俄罗斯专利申请量较多，

是该研究领域的主力国家。在 C12R 和 C09B 技术

领域，仅中国有较丰富的专利成果，而其他国家在

该技术领域申请的专利数量极少。总体来说，C12P

和 C12R 是中国研究者最为热衷的专利技术申请领

域，并与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拉开了差距，而这两个

技术领域申请的黑色素专利主要是关于黑色素生

产制备方面的技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 A61K

和 A61Q 专利技术申请领域与其他国家相比只具有

微弱的优势，中国的研究者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这

两个专利技术领域的研究，拉开与其他国家在该技

术领域的差距，以抢占真菌黑色素在医药和化妆品

领域的应用市场，获取更大利润。 

2.6  真菌黑色素专利申请人分析 

2.6.1  申请人全球排名及申请趋势 

如图 6 所示，从申请专利数量上来看，Ruehle 

Wilfried 和合肥工业大学申请的真菌黑色素相关专

利数量最多。从申请时间来看(图 7)，Ruehle Wilfried

属于爆发式研究，成果申请时间集中于 2006−2007 年。

合肥工业大学属于持续型研究，在 2009−2017 年有

较为稳定的专利申请量。1996 年，俄罗斯的 Ljakh 

Svetlana Pavlovna、Isaev Aleksej Grigorʼ Evich 和

bulgak Maksim Lʼ Vovich 三位申请者对真菌黑色素

进行了短期集中的研究，在 2005 年后才逐步有其

他国家的专利申请者跟进。2014 年，福建农林大学

研究人员也开始参与该方面研究，并申请了相关专

利。总体来说，国外申请人普遍起步较早，但研究不

持续，我国对真菌黑色素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经过多

单位多年的研究，申请专利总量已达到全球最高。     

 

 
 

图 6  真菌黑色素专利数量排名前 10 位申请人及其专利数量 
Figure 6  The ranking of the top 10 applicants for fungal melanin and their number of patents 



1480 微生物学通报 Microbiol. China 

  

Tel: 010-64807511; E-mail: tongbao@im.ac.cn;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图 7  真菌黑色素专利数量排名前 10 位申请人的申请趋势 
Figure 7  Application trend of applicants with top 10 total filings of fungal melanin patents 

 
2.6.2  申请人专利价值 

IncoPat 独创的合享价值度是专利价值评判的

综合指标，主要通过技术稳定性、技术先进性和保

护范围三大指标综合计算得出，衡量的具体指标涵

盖了专利法律状态、诉讼行为、质押行为、复审请

求、无效请求、同组专利数、被引证数、许可转让

行为、研发人数、权利要求数、专利有效期和专利

年龄等，能够较为全面地对专利质量进行评价。分

析结果如表 4 所示，三位俄罗斯研究者合作开发的

真菌黑色素专利价值度较高，其次是我国天津北洋

百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所申请的专利，其评分大于

9 分的专利有 2 件。合肥工业大学评分大于 9 分的

专利有 3 件，但总体加权平均分较低，表明高价值

专利占总量较少。将各申请人按加权平均分排序

后，可见 Bulgak Maksim Lʼ Vovich、Isaev Aleksej 

Grigorʼ Evich、Ljakh Svetlana Pavlovna、天津北洋 
 

表 4  全球前 10 申请人真菌黑色素相关专利价值评分统计 
Table 4  Statistics of global patent value scores of top 10 applicants 

申请人 Applicant 
评分 Score 加权平均分 

Weighted mean 1 2 3 4 5 6 7 8 9 10 

Bulgak Maksim Lʼ Vovich − − − − − − − 3 3 − 8.50 

Isaev Aleksej Grigorʼ Evich − − − − − − − 3 3 − 8.50 

Ljakh Svetlana Pavlovna − − − − − − − 3 3 − 8.50 

天津北洋百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Tianjin Peiyang Biotrans Biotech Co. Ltd. 
− − − − − 2 1 − 2 − 7.40 

Ruehle Wilfried − − − − 2 5 − 3 − − 6.40 

合肥工业大学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 − 4 1 − 1 1 3 − 6.30 

Ruehle Oliver − − − − 1 2 − 1 − − 6.25 

福建农林大学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 − − 2 − − 1 − − − 5.00 

Saratovskij Gosudarstvennyi Agrarnyj Universitet − − 3 − − − 1 − − − 4.00 

Forschungsinstitut Biopol E.V. − − − 2 − − − − − − 3.00 

注：−：无数据. 
Note: −: No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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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肥工业大学、Ruehle 

Wilfried 和 Ruehle Oliver 在真菌黑色素研发领域具

有较强技术实力。整体来看，中国申请人拥有的高

价值专利占专利总申请量比例较低，较国外仍具有

一定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应用价值高的专利常发

生转让或诉讼，从而具有较高价值度评分，因此中

国研究者应加强在实际应用领域的技术研发，积极

与企业开展合作，创造更多高价值专利。 

2.7  中国真菌黑色素相关专利分析 

2.7.1  中国真菌黑色素相关专利状态及申请人类型 

截至 2018 年 3 月 30 日，中国申请的真菌黑色

素相关专利处于实质审查状态的占总量的 24%，授

权专利占 36%，失效专利(包括撤回、权利终止、驳

回)共 40%，其中驳回专利仅占 2% (图 8)。从专利申

请人类型来看(图 9)，大专院校申请的真菌黑色素

专利数量最多，占总量的 53%；企业申请次之，

占 26%；科研单位申请量占 19%；个人申请最少，

只占 2%。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是基础研发的重要

机构，加之其对专利的保护意识也较强，因此专利

申请数量较多。然而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超过了科

研单位，表明市场对真菌黑色素的前景还是非常期

待的，其中涉及到的企业有安徽金安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天津北洋百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哈尔滨

墨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山东福瑞达医药集团 

 

 
 

图 8  中国真菌黑色素相关专利状态 
Figure 8  Chinese patent conditions related to fungal 
melanin 

 
 

图 9  中国真菌黑色素相关专利申请人类型 
Figure 9  Types of fungal melanin patent applicants in 
China 
 
公司、马鞍山市安康菌业有限公司和南京普瑞彩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个人申请较少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真菌黑色素的具体研发多依托具有高新技术和设

备的企业、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进行，而个人缺少

这些条件。 

2.7.2  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真菌黑色素相关专利

申请量分布 

从图 10 可以看出，安徽省是真菌黑色素专利

申请量最多的省份，申请了 12 件专利；江苏省、

天津市、浙江省、福建省紧随其后，可见真菌黑色

素相关专利申请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

海省(市)，推测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区处于温带或亚

热带季风气候区，适合大部分真菌生长，使其拥有

丰富的资源来促进真菌黑色素的研究。在我国西部

地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

也有部分真菌黑色素专利的申请，但申请专利的总

量较少。 

2.7.3  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真菌黑色素相关专利

价值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真菌黑

色素的技术研发实力，采用合享价值度对各省(市/

自治区)申请的专利价值高低进行评价。分析结果如

表 5 所示，单篇评分达到 9 分的专利涉及的省(市/自

治区)主要有北京市、天津市、安徽省和江苏省，以

上这些专利的申请单位分别是技术实力较强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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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真菌黑色素相关专利数量分布 
Figure 10  Patent number distribution in Chinese province (city/autonomous region) 

 
表 5  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真菌黑色素相关专利价值评分统计 
Table 5  Statistics of patent value scores of applicants in Chinese province/ctiy/autonomous region 

省(市/自治区) 

Province/City/Autonomous region 

评分 Score 加权平均分 

Weighted mean 1 2 3 4 5 6 7 8 9 10 

北京市 Beijing city − − − − − − − − 1 − 9.00 

天津市 Tianjin city − − 1 − 2 − − 1 1 − 6.00 

山东省 Shandong province − − − − 1 − 1 − - − 6.00 

江苏省 Jiangsu province − − − 2 2 − 1 − 1 − 5.67 

福建省 Fujian province − − − 2 − − − 1 − − 5.33 

安徽省 Anhui province − 1 − 5 1 1 3 − 1 − 5.25 

浙江省 Zhejiang province − − − 4 − 1 − − − − 4.4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 − − 2 − − − − − − 4.00 

重庆市 Chongqing city − − − 1 − − − − − − 4.00 

湖北省 Hubei province − − − 1 − − − − − − 4.00 

上海市 Shanghai city − − 1 − − − − − − − 3.00 

黑龙江省 Heilongjiang province − 2 1 − − − − − − − 2.33 

注：−：无数据. 
Note: −: No data. 
 
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天津北洋百川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合肥工业大学和江苏大学。将各专利申请省

(市/自治区)按加权平均分排序后，可以发现，总体

上主要还是沿海省(市/自治区)在真菌黑色素研发领

域具有较强技术实力，这与研究热点地区分布一致。 

3  结论 

本文基于 IncoPat 专利检索系统，结合多种专

利指标对真菌黑色素的应用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分

析。从筛选得到的专利总数上来看，目前全球关于

真菌黑色素的专利申请数量较少，对真菌黑色素领

域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开发。 

(1) 对筛选得到的专利进一步归类，发现这些

目前申请的专利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黑色素生产制

备方面，涉及到黑色素提取工艺方法、培养基配方

的设计、高产菌株培育、黑色素改性等多个领域，

但关于将黑色素应用于医药、化妆品和化工染料方

面的专利相对较少，而在该领域的应用和人们的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因此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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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有必要加强真菌黑色素在该领域的技术

应用开发，以更好地造福人们的生活。 

(2) 基于专利受理国分布、申请人专利布局和

专利申请趋势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中国、俄罗斯、

德国、日本 4 国为真菌黑色素领域专利重点布局国

家。然而从申请人布局来看，日本和美国这些国家

的申请者更倾向于在海外布局专利，特别是向发达

国家或专利组织申请专利。中国的专利受理数量和

本国申请者申请数量大致相同，表明中国海外专利

布局意识较弱，这提示我们应加强海外专利布局，

强化专利保护意识，注重开拓海外市场。 

(3) 从专利技术构成、技术申请趋势和专利竞

争态势的维度来看，C12 (微生物发酵；培养基；突

变或遗传工程)类和 A61 (医学)类是目前真菌黑色

素专利技术申请的热点领域，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

内将继续作为热点研究领域。总体来说，真菌黑色

素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扩大，专利申请技术领域也呈

现多样化。在专利竞争态势方面，中国、俄罗斯和

德国在 A61K 和 A61P 技术领域实力相当。我国应

加强在这两个专利技术领域的研究，以抢占真菌

黑色素在医药和化妆品领域的应用市场，获取更大

利润。 

(4) 通过对全球真菌黑色素相关专利申请人及

申请人专利价值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虽然申请

专利总量已达到全球最高，但拥有的高价值专利占

专利总申请量的比例较低，较国外仍有一定差距。

从申请主要机构来看，企业在专利申请数量上超过

了科研单位，表明市场对真菌黑色素的应用前景充

满期待，因此我国研究人员应加强在实际应用领域

的技术研发，积极与企业开展合作，以创造更多的

高价值专利。 

(5) 从各省(市/自治区)专利申请排名来看，我

国真菌黑色素研究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

沿海省(市)，并且依托适宜的自然环境、优越的经

济条件和较强的技术实力，高价值专利也常分布在

该区域，而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申请的数量非常

少，呈现地域发展不均衡的态势，建议国家相关部

门出台相关政策，以促进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关资源

的开发利用和产业的平衡发展。 

从真菌黑色素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研发

单位在加强自主研发实力的同时，还需要加强核心

专利技术的创新应用与海外布局，并做好黑色素相

关专利的预警工作，防范专利侵权纠纷。同时，还

要促进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合作研发和技术转让，实

现专利的市场应用，并推动真菌黑色素相关专利向

高质量发展，实现我国真菌黑色素产业由大到强的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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