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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梳理全球硒医药技术专利的发展态势，为中国硒医药技术研发创新、市场开拓、专利申请与保护提供参考。

方法  以全球硒医药技术专利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调研法、专利分析法、文本挖掘法对专利进展进行归纳与分析。结

果与结论  硒医药技术专利整体呈现增长态势，涉及代谢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抗肿瘤等。抗肿瘤药物是当前研究热

点，国外机构已重点布局，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生化、生理、临床及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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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b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selenium medicine technology paten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ese selenium medicin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on, market development, patent 
application and protection. METHODS  The paper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progress of patents by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pa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text mining method. RESULTS & CONCLUSION  Selenium medicine technology patents 
show an overall growth trend, involving metabolic diseases, nervous system diseases, anti-tumor and so on. Anti-tumor drugs are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 have been focusing on the layout. China needs to further promote 
biochemical, physiological, clinical and mechanism research. 
KEYWORDS: selenium; selenoprotein; medicine; patent analysis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青年人才项目(Y9KZ301002)；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一三五择优项目(Y8KZ391006) 

作者简介：周洪，男，硕士，副研究员    Tel: (027)87199180    E-mail: zhouh@mail.whlib.ac.cn    *通信作者：魏凤，女，博士，研究员    
Tel: (027)87199180    E-mail: weif@mail.whlib.ac.cn 

硒是人体所必需的重要微量营养元素，在人

体组织内主要以硒和蛋白质结合的复合物形式存

在[1-2]。硒能够替换半胱氨酸中的硫原子形成硒代

半胱氨酸(selenocysteine，SeCys)，直接合成蛋白

质[3]，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甲状腺素脱碘酶、

硒蛋白 K、硒蛋白 W 等多达 25 种硒蛋白的重要

组分[4-6]。 
硒蛋白广泛参与细胞生理过程，与抗氧化、

激素调节、矿质元素代谢等功能密切相关[7]。这

些生理过程涉及碳水化合物代谢[8]、氧化还原稳

态[9-10]、心血管[11]、甲状腺激素调节[12]、免疫反

应[13-14]、脑功能维持[15-17]、生殖健康[18-19]等。硒

的缺乏与多种人类疾病有关[20-21]，例如克山病和

大骨节病常发生在硒缺乏地区的人群中[22-24]。过

量的硒可能导致健康风险[25]。目前，中国修订标

准《WS/T 578.3-2017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

入量 第 3 部分：微量元素》规定成人建议硒膳食

摄入量 60 μg·d−1，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欧盟、

英国、澳大利亚纷纷制定硒摄入量推荐标准[26-29]。 
目前，硒化合物新药研发越来越受到关注，

涉及心血管疾病、抗肿瘤、免疫调节、神经保护

等领域，依布硒、乙烷硒啉、福沙坦是目前进行

临床研究、具有应用前景的硒类候选药物[30-32]。

其中，抗肿瘤药是目前硒化合物研发的热点。尽

管一些临床试验表明硒在预防肿瘤方面无显著益

处[33-34]，但大量证据表明，硒化合物作为抗癌剂

具有巨大潜力，无机形式硒和有机形式硒都表明

硒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35-37]，例如硒代甲基半

胱氨酸微克级浓度就能有效抑制结肠癌及乳腺癌

细胞的生长。除肿瘤治疗外，硒化合物已被证明



 

·378·       Chin J Mod Appl Pharm, 2021 February, Vol.38 No.3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21 年 2 月第 38 卷第 3 期 

在其他医药领域非常有效[38-40]。 
本文以全球硒医药技术专利为研究对象，分

析硒医药主要领域的关键技术发展趋势和技术领

域分布，研究当前硒医药技术成熟度、关键技术

新动向，研判国内外主要机构的专利布局和竞争

优势。希望通过专利分析，为中国硒医药技术研发

创新、市场开拓、专利申请与保护提供参考借鉴。 
1  专利申请趋势和技术领域分布 

全球硒医药领域专利(基于优先权专利)1990

年开始快速发展，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专利发展

可以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1970—1995 年)是起

步萌芽期，专利申请较少；第二阶段(1996—2009
年)是高速增长期，全球相关专利增长迅速，从年

均 150 件增长到年均 800 件以上的水平；第三阶段

(2010 年至今)是平缓发展期，专利申请数量有增有

降，每年申请数量在 800 件左右波动。见图 1。 
硒医药技术专利涉及的主要领域见图 2。从各

领域专利总数量来看，代谢性疾病的药物专利数
 

 
图 1   硒医药技术专利发展趋势 
检索时间为 1970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6 月 30 日，由于从专利申请到公开存在约 18 个月的滞后，2018 年和 2019 年的数据仅作参考。 
Fig. 1  Development trend of selenium medicine technology patents 
The patent dataset time is from January 1, 1970 to June 30, 2019. Due to the 18-month lag between patent application and publication, the data of 2018 
and 2019 is just for reference. 

 

 
图 2  专利涉及的主要医药领域 

Fig. 2  Main medical fields covered by the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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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多，达到 1 747 件；神经系统药物、抗肿瘤药

物的专利数量>1 000 件，分别为 1 229 件和 1 161
件。本文围绕代谢性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

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抗感染、免疫性疾

病开展具体分析。 
根据国际上公认的学科、技术与专利分类方

法(IPC 分类法)，对专利技术涉及领域、申请数量、

热点开展分析，见表 1。由于存在具体专利对应多

个技术领域的情况，各技术领域专利数量的相加

不等于相对应的药物专利数量。 

代谢性疾病的药物专利集中在治疗代谢疾病

的营养物，治疗代谢疾病的药物，治疗高血糖症

的药物，抗高血脂药，减食欲剂、抗肥胖剂等领

域。近年来，用于电解质体内平衡的药物、减食

欲剂、抗肥胖剂、治疗高血糖症的药物是热点技

术领域。 
神经系统疾病的药物专利集中在治疗神经系

统疾病的药物、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变性疾病

的药物(精神功能改善剂、早老性痴呆)、抗帕金森

病的药物、抗抑郁药、治疗异常运动的药物。近 
 
表 1  主要医药领域的 IPC 分类小组前 5 个专利技术领域及其申请情况 
Tab. 1  Top 5 patent technical fields and their application status of the IPC classification group in the main medical fields 

药物 序号 主要专利技术领域 专利总数量 近 3 年申请量占比(热点)/% 

代谢性疾病的药物 

1 治疗代谢疾病的营养物，例如维生素、矿物质 974  6 

2 治疗代谢疾病的药物 872  3 

3 治疗高血糖症的药物 517 14 

4 抗高血脂药 334 13 

5 减食欲剂、抗肥胖剂 159 16 

神经系统疾病的药物 

1 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药物 903 8 

2 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变性疾病的药物 366 17 

3 抗帕金森病的药物 139 12 

4 抗抑郁药  87 18 

5 治疗异常运动的药物  83 23 

抗肿瘤的药物 

1 抗肿瘤药 1 149 18 

2 治疗白血病的抗肿瘤药  97 11 

3 治疗转移瘤的抗肿瘤药  63 27 

消化系统疾病的药物 

1 治疗肝脏或胆囊疾病的药物 290 21 

2 治疗消化道或消化系统疾病的药物 250 15 

3 助消化药 215 22 

4 治疗溃疡、胃炎或回流性食管炎的药物 170 17 

5 口腔用制剂 79 22 

心血管疾病的药物 

1 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药物 383 14 

2 治疗局部缺血或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药物 316 13 

3 抗高血压药 177 15 

4 影响肌收缩的药剂、治疗心力衰竭的药物 51  8 

5 抗心率失常药 39  5 

抗感染的药物 

1 抗细菌药 227 21 

2 抗感染药 201 14 

3 抗病毒剂 151 14 

4 抗真菌剂 87 28 

5 用于 HIV 的抗病毒剂 87 18 

免疫性疾病的药物 

1 免疫兴奋剂 311 26 

2 免疫调节剂 157 15 

3 治疗免疫或过敏性疾病的药物 138 10 

4 抗过敏剂 104 17 

5 免疫抑制剂 8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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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安眠药、镇静药、抗精神病药、用于治疗狂

躁或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治疗周围神经病的药物

是热点技术领域。 
抗肿瘤的药物专利集中在抗肿瘤药、治疗白

血病的抗肿瘤药、治疗转移瘤的抗肿瘤药。近年

来，治疗转移瘤的抗肿瘤药是研究热点。 
消化系统疾病的药物专利集中在治疗肝脏或

胆囊疾病的药物，治疗消化道或消化系统疾病的

药物，助消化药，治疗溃疡、胃炎或回流性食管

炎的药物，口腔用制剂，止泻药，治疗恶心、晕

动病或者眩晕的药物等领域。近年来，助消化药、

口腔用制剂、治疗肝脏或胆囊疾病的药物是热点

技术领域。 
心血管疾病的药物专利集中在治疗心血管系

统疾病的药物，治疗局部缺血或动脉粥样硬化疾

病的药物，抗高血压药，影响肌收缩的药剂、治

疗心力衰竭的药物，抗心率失常药，血管保护药，

治疗痔疮药，治疗曲张的药物，毛细血管稳定剂

等领域。近年来，血管保护药、治疗痔疮药、治

疗曲张的药物、毛细血管稳定剂发展较快。 
抗感染的药物专利集中在抗细菌药、抗感染

药、抗病毒剂、抗真菌剂、用于 HIV 的抗病毒剂、

用于流行性感冒或鼻病毒的抗病毒剂、用于 RNA
病毒的抗病毒剂、用于 DNA 病毒的抗病毒剂、用

于疱疹病毒的抗病毒剂、局部抗菌剂、用于结核

病的抗细菌药等领域。近年来，局部抗菌剂、用

于 RNA 病毒的抗病毒剂、抗真菌剂是热点技术。 
免疫性疾病的药物专利集中在免疫兴奋剂、免

疫调节剂、治疗免疫或过敏性疾病的药物、抗过敏

剂、免疫抑制剂(如用于移植排斥的药物)等领域。

近年来，免疫兴奋剂、免疫抑制剂是热点技术。 
2  技术最新动向 

2017 年以来，硒医药技术得到一定发展，本文

基于 2017—2019 年硒医药技术专利的 IPC 分类小

组，通过 t 分布随机邻域嵌入(t-SNE)降维算法[41-42]

和 DBSCAN 聚类算法[43]，构建可视化图谱，见

图 3。可视化图谱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专利技

术结构和研究热点，其中每个点代表 1 件专利，

点的类型代表所属的技术领域。其中，抗肿瘤的

药物专利数量 多，达到 210 件，是 2017—2019
年硒医药技术的研究应用热点；治疗高血糖症的

药物、抗高血脂药达到 115 件；非中枢性止痛剂、

退热药达到 88 件；免疫兴奋剂达到 79 件。 

 
图 3  2017 年—2019 年硒医药技术专利的可视化图谱 
1–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性腺疾病的药物；2–抗肿瘤的药物；3–免

疫兴奋剂、自由基清除剂或抗氧化剂；4–非中枢性止痛剂、退热药；

5–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药物、用于特殊目的的药物；6–治疗代谢疾病

的营养物；7–治疗高血糖症的药物、抗高血脂药；8–治疗消化系统疾

病的药物；0–其他药物。 
Fig. 3  Visual map of selenium medicine technology patents 
from 2017 to 2019 
1–drugs for the treat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gonadal diseases; 
2–anti-tumor drugs; 3–immune stimulants, free radical scavengers or 
antioxidants; 4–non-central analgesics, antipyretics; 5–drugs for the 
treatment of neurological diseases , drugs for special purposes; 
6–nutrients for the treatment of metabolic diseases; 7–drugs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glycemia and anti-hyperlipidemia; 8–drugs for the 
treatment of digestive diseases; 0–other drugs. 

 

2017—2019 年，各技术领域都出现了新技术，

本文基于 IPC 分类号的演化路径分析，发现出现了

睡莲科、真菌、软体动物等成分来源，麦角硒因的

分离、硒蛋白提取等制作方法，有机硒营养片、糖

果等产品形式，二氢杨梅素硒化合物、苯并呋喃类

衍生物、苯并咔唑类化合物等产品应用，见表 2。

具体来看，代谢性疾病方面，成分来源包括真菌、

软体动物、睡莲科，制作方法出现了麦角硒因的分

离，产品形式出现了有机硒营养片。神经系统疾病

方面，成分来源包括块茎或类似淀粉的根茎作物、

蛛形纲、木兰纲、矿泉水、睡莲科等，产品形式出

现了含植物或其部分的糖果等。抗肿瘤方面，在抗

致肿瘤基因的转移产物、空心合金纳米材料上得到

新应用，产品形式出现了加调味配料制备酒、以成

分为特征的糖果等，成分来源涉及睡莲科、原料回

收或精制香精油，并出现了二氢杨梅素硒化合物

等。消化系统疾病方面，成分来源包括大戟科、柑

橘属，并出现了硒在胰岛素-转铁蛋白-亚硒酸钠混

合补充液、天然有机微量元素浓缩液、苯并咔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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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专利新技术分析 
Tab. 2  Analysis of new patent technologies 

药物 时间/年 涉及的技术和机构 
代谢性

疾病的

药物 

2018 健脾养胃、促进儿童智力发育及身体成长的面条及其制备方法，含麦芽硒(中景盛国际中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分离麦角硒因(elenoneine)方法，可加入用于 2 型糖尿病和抗衰老等药剂中(日本 FISHERIES 研究所)； 

含青钱柳的降血糖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具有降血糖作用的食品及其制备方法，添加富硒玉米粉(青岛青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治疗痛风的中药组合物，乌鸡含有硒等微量元素(威海昊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神经系

统疾病

的药物 

2018 预防或改善老年痴呆症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含有硒(横琴恩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含有酵母硒的牡蛎肽虫草素制品(徐州八百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细胞营养液的制备及使用方法，结合小分子水细胞液促进细胞对硒元素的吸收，有效治疗风湿性关节疾病(刘威)； 
保健液在制备防治阿尔茨海默病药物中的应用，保健液是经脱盐处理后的海洋深层水(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7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锗功能口服液及其制备方法，含有天然锗矿泉水、硒酵母等(杜志政、张伟) 

抗肿瘤

的药物 
2019 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可用于治疗肿瘤疾病，包含抗体或保留靶标结合特性的抗体片段或衍生物(NBE therapeutics 公司)
2018 光响应量子点药物递送系统(QD-DDS)，包含水溶性量子点纳米颗粒，在量子点吸收波长下可从 QD-DDS 释放的药物分

子(Nanoco 技术公司)； 
具有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合金空心纳米材料的制备方法，能够直接装载药物分子、具有近红外二区吸收峰、且无生物毒性，

能够用于生物医学应用(华中科技大学)； 
用于治疗、预防和/或修复癌症的复方小球藻组合物，含富硒灰树花真菌多糖提取物等(武春风)； 
通城虎挥发油在制备防治癌症和/抑菌产品中的应用(山东大学) 

2017 包含抗体的新型可激活抗体，可用于治疗治膀胱癌、脑癌、乳腺癌、宫颈癌和结直肠癌(Scalmibio 公司)； 
治疗肝癌及相关肝脏疾病的二氢杨梅素硒化合物(上海爱启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增长蛹虫草压片糖果，含富硒黄精、富硒菊花、富硒葛根等成分(河南科腾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消化系

统疾病

的药物 

2018 治疗短肠综合征或分泌性腹泻，包含来自巴豆的原花色素聚合组合物(Napo 医药公司)； 
调理婴幼儿腹泻的组合物，含硒(天津晶然科技有限公司) 

2017 一类苯并咔唑类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制备中氧化剂含有二氧化硒(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温州医科大学)；
个性化肝细胞的培养和扩增方法及其应用，涉及胰岛素-转铁蛋白-亚硒酸钠混合补充液(上海赛立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药青皮饮片，浸泡溶液中含有亚硒酸钠(安徽鹤芝泰药业有限公司) 

心血管

疾病的

药物 

2018 用于心脏病患者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其中复合矿物质含亚硒酸钠(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从富硒谷物与富硒野油菜中提取的硒蛋白，使各种含硒代蛋氨酸与硒代半胱氨酸的硒蛋白质生物效应相互配合(天津礼人

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2017 5[2 羟基 3(异丙胺基)丙氧基]苯并呋喃类衍生物，用于制备治疗血管平滑肌痉挛性疾病药物，含有硒酸盐(沈阳药科大学)；

消除 98%糖化反应链发生源的源头型抗糖化配方，自由基清除剂制作中加入微量元素硒(上海新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供心脑血管病患者食用的含短肽食品，含富硒酵母(西安美格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具有降血功效的压珍珠李果醋、果酒的加工，采用菌种混合发酵，提高发酵液中硒的含量(广西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抗感染

的药物 
2018 通城虎挥发油在制备抑菌产品中的应用(山东大学)； 

妇科凝胶剂及其制备方法(湖南金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营养肠道菌群预防和/或治疗过敏性疾病的矿物类中药和无机盐复合制剂，涉及氧化硒(东南大学) 

2017 针对男性抗菌、消炎、延时的药物组合物(天马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然植物纳米银系蛇胆祛痘霜，含富硒灵芝纳米粉(南通蛇类治疗研究所)； 
用于放射室的消毒剂及其制备方法，原料含富硒茶叶(杨润)； 
微生态妇科洗液及其制备方法，含硒酸钠(毕节市七星关区八寨镇卫生院) 

免疫性

疾病的

药物 

2018 营养肠道菌群预防和/或治疗过敏性疾病的矿物类中药和无机盐复合制剂(东南大学)； 
含亚硒酸钠的特殊医学用途全营养配方，可应用于增强免疫力的食品(哈尔滨拜仑斯特临床营养有限公司) 

2017 针对免疫调控能力相关基因个体化配方食品及其制备方法，硒选用硒化卡拉胶(上海中优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含高纯度鼠李糖脂的基础水剂及其应用，其中饮用级别矿泉水含硒(西安瑞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具有修复受损皮脂膜、舒缓皮肤过敏的绿豆发酵液及其制备方法(重庆雅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含硒的延缓衰老的营养组合物及应用(大连金斧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化合物中的应用。心血管疾病方面，制作方法出现

了植物乳杆菌混合发酵，并出现了硒在含茶提取物

的β-葡聚糖胶体、苯并呋喃类衍生物、源头型抗糖

化配方中的应用。抗感染方面，成分来源涉及原料

回收或精制香精油、蛇、多足类，并出现了硒在阴

道疾病、放射室消毒剂上的应用。免疫性疾病方面，

出现了硒蛋白的提取和制备方法。 

3  国内外机构专利技术布局和特点 
近年来，国内外机构积极申请硒医药相关专

利，进行技术布局。国外机构早在二十世纪八九

十年代开始相关专利申请，已覆盖主要疾病领域。

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时间较晚，整体上与国外主要

机构还存在较大差距，在抗感染、免疫性疾病、

心血管疾病的硒医药产品上布局较少。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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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内外主要机构的技术特点分析 
Tab. 3  Analysis of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jor domestic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 

机构名称 专利数量/件 时间跨度/年 技术特点 

雀巢公司 
(瑞士) 73 1995—2019 

①主要布局代谢性疾病硒治疗(26 件)、消化系统疾病硒治疗(21 件)，将硒作为矿物质添加到营养成分中

②在代谢性疾病方面，关注治疗代谢疾病的营养物、治疗代谢疾病的药物、减食欲剂、抗肥胖剂等；

核心技术涉及老年患者的营养成分、减轻婴儿腹泻的肠内配方核糖核苷酸、含蛋白质源的营养补充

剂、降低婴儿肥胖风险的营养组合物，这些成分中添加了硒； 
③在消化系统疾方面，关注治疗消化道或消化系统疾病的药物、治疗溃疡、胃炎或回流性食管炎的药

物、助消化药。核心技术涉及肠内配方核糖核苷酸、包含乳铁蛋白和益生菌的营养组合物、长期管

饲营养的营养组合物、提高食物团块聚结性的营养物、治疗剖宫产婴幼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组合

物等，这些营养物中添加了硒； 
④此外，雀巢公司在免疫性疾病、抗感染也有一些专利布局，涉及免疫系统的肠内配方核糖核苷酸、

预防机会性感染的组合物、预防/减少食物过敏的低聚糖混合物等 

纽迪希亚公司 
(荷兰) 68 1998—2018 

①主要布局神经系统硒治疗(35 件)、代谢性疾病硒治疗(15 件)，将硒添加到营养组合物中； 
②在神经系统疾病方面，关注用于治疗神经变性疾病的药物、抗帕金森病的药物。核心技术包括含

DHA 的营养药物、使用核糖和叶酸盐的营养组合物、治疗抑郁症的营养组合物； 
③在代谢性疾病方面，关注治疗代谢疾病的营养物、治疗代谢疾病的药物、减食欲剂、抗肥胖剂等。

核心技术包括含脂质部分的营养药物、使用核糖和叶酸盐的组合的营养物、制备刺激肠屏障完整性

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南通蛇类治疗 
研究所(中国) 

66 2014—2018 

①较多消化系统疾病硒治疗(13 件)、皮肤疾病硒治疗(11 件)； 
②在消化系统方面，关注助消化药。核心技术包括富硒纳米阴离子天然植物唇膏、富硒锗强体益寿颗粒；

③在皮肤疾病方面，关注护肤裂冻膏、纳米银系蛇胆霜等； 
④此外，南通蛇类治疗研究所还将硒应用于局部抗菌剂、抗细菌药中 

雅培制药公司 
(美国) 

55 1986—2018 

①关注代谢性疾病硒治疗(15 件)、抗肿瘤硒治疗(9 件)，将硒作为营养素添加到产品中； 
②在代谢性疾病方面，关注治疗代谢疾病的营养物、减食欲剂。核心技术涉及糖尿病患者的营养棒、

厌食症的脂肪酸混合物、减轻腹泻的肠内配方核糖核苷酸、减少糖尿病患者的餐后血糖反应的双组

分碳水化合物混合物，这些产品中添加硒等矿物质和维生素； 
③在抗肿瘤方面，核心技术包括Β-羟基-Β-甲基丁酸盐在调节 1-型和 2-型细胞因子生成失衡中的应用、

改善妇女的乳房健康和治疗纤维囊性乳腺疾病、治疗以细胞凋亡功能障碍和抗凋亡 Bcl-2 蛋白过量

表达为特征的疾病的组合物，添加 N-乙酰硒代半胱氨酸、硒酸钠等； 
④此外，雅培制药公司还关注抗感染药 

加利福尼亚大

学(美国) 
44 1972—2019 

①关注抗肿瘤硒治疗(8 件)，并布局神经系统硒治疗(5 件)； 
②在硒治疗方面，核心技术涉及原纤维聚集体的构象表位的新组合物，硒是组成组合物的载体的多种

材料中的一种。除了药物外，加利福尼亚大学还开发了检测癌细胞及其药物的探针，纳米颗粒中含

有硒的化合物； 
③涉及包含原纤维聚集体的构象表位的新组合物、减轻玻璃疣或玻璃疣样沉积物。加利福尼亚大学还

开发出可用于产生神经胶质细胞的新分化细胞群，细胞在含有甲状腺激素和硒的培养基中培养 

暨南大学 
(中国) 

34 2005—2018 

①主要布局抗肿瘤硒治疗(20 件)、代谢性疾病硒治疗(7 件)； 
②在抗肿瘤方面，核心技术包括纳米硒在抗肿瘤药物载体中的应用、硒化琼枝麒麟菜多糖的制备、液

相氨基酸偶合的纳米单质硒的制备、活性蛋白复合型纳米硒的制备等、纳米硒-金属有机骨架化合

物负载 siRNA。此外，还研究了二-邻菲罗啉-1,10-菲罗啉硒二唑合钌配合物，可以作为识别肿瘤细

胞的荧光探针； 
③在代谢性疾病方面，关注治疗高血糖症的药物。核心技术涉及吡嗪类衍生物，涉及活性二氧化硒将

吡嗪的起始化合物氧化为醛 

Immunomedics 
公司(美国) 28 1999—2019 

①主要布局抗肿瘤硒治疗(14 件)、免疫性疾病硒治疗(9 件)； 
②在抗肿瘤方面，布局抗肿瘤药，特别关注治疗白血病的抗肿瘤药。核心技术包括可用于六价 DNL

复合物的融合蛋白、用于靶向癌症治疗的 合至抗体的高效 2-吡咯啉多柔比星的前药形式、递送核

酸酶诊断剂或治疗剂、新型人源化抗人白细胞抗原-DR 抗体、含抗 Trop-2 抗体或其抗原结合片段的

抗体-药物偶联物等； 
③在免疫性疾病方面，关注免疫调节剂和免疫抑制剂。核心技术包括 P2PDOX-肽或 ADC 合物用于

治疗多种疾病，可用于自身免疫疾病 

德克萨斯大学 
(美国) 

26 1998—2019 
①主要布局抗肿瘤硒治疗(11 件)； 
②在抗肿瘤方面，核心技术包括治疗剂分配到局部区域，可用于肿瘤的基因治疗，涉及硒酵母；治疗

癌症的化合物、双重显像和放射化疗的 合物 
希望医药公司 

(美国) 
19 2009—2019 

①核心技术为含有碳酸钠或抗结块剂的亚硝酸钠，以及新型药物级五水硫代硫酸钠，可用于处理心血

管疾病、氰化物中毒等 

Sirtris 制药公司 
(美国) 

13 2005—2015 

①在抗肿瘤方面，特别关注治疗转移瘤的抗肿瘤药。核心技术包括稠合杂环衍生物、sirtuin 活化化合

物、咪唑(2,1-b)噻唑衍生物、N-苯基苯甲酰胺衍生物、苯并咪唑衍生物、喹啉衍生物、恶唑并吡啶

衍生物、苯并噻唑和噻唑并吡啶衍生物的组合物等多种物质。这些药物除了可用于治疗癌症，还可

用于胰岛素抵抗、代谢综合征、心血管疾病、关节炎、高血压和失血性休克等多种疾病。其中，硒

作为多种营养物质中的一种，参与疾病的治疗 
深圳福山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11 2012—2017 
①主要布局抗肿瘤硒治疗(10 件)，开发多种治疗肿瘤的含硒化合物； 
②核心技术包括磷酸硒盐复合物、含硒化合物的胆碱盐、Ar1-A-C(M)-Se-Ar2 含硒有机化合物、含硒

化合物的虫草素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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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主要机构有雀巢公司、纽迪希亚公司、

雅培制药公司、加利福尼亚大学、Immunomedics
公司、德克萨斯大学、希望医药公司、Sirtris 制药

公司等。雀巢公司布局代谢性疾病、消化系统疾

病，纽迪希亚公司布局神经系统疾病、代谢性疾

病，雅培制药公司布局代谢性疾病、抗肿瘤，这些

公司将硒添加到营养组合物中。加利福尼亚大学、

Immunomedics 公司、德克萨斯大学等美国机构重

视抗肿瘤领域，重点研发硒化合物抗肿瘤物质。 
国内主要机构有南通蛇类治疗研究所、暨南

大学、深圳福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北京冠五

洲生物科学研究院、苏州知微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利千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机构在 2008
年前后申请了较多专利，但基本都为无效专利。

暨南大学、深圳福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布局

抗肿瘤硒治疗，在抗肿瘤硒化合物、纳米硒的制

备和应用上积极布局。 
4  小结与展望 

近年来，硒医药的研发越来越受到关注，专

利数量总体上呈现增长态势，涉及代谢性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抗肿瘤、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

疾病、抗感染、免疫性疾病等。国外主要机构的

技术布局各有侧重，例如雅培制药公司、加利福

尼亚大学、西门子公司、Immunomedics 公司等国

外主要机构关注抗肿瘤的药物，雀巢公司关注代

谢性疾病的药物、消化系统疾病的药物，纽迪希

亚公司关注神经系统的药物、代谢性疾病的药物。

国内主要机构是近年来推动专利增长的重要力

量，较多关注抗肿瘤硒治疗、代谢性疾病硒治疗，

但专利布局较窄、保护力度较弱。 
硒化合物作为抗癌剂具有巨大潜力，是当前

的研发热点，国外主要机构已重点布局，中国相

关机构应积极开发新的靶向肿瘤的硒化合物，进

一步推进生化、生理、临床及机理研究；硒在心

血管疾病方面具有一定的应用潜力，国内外机构

已开展较多学术研究，但相关专利布局还较少，

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应用研究；中国无效专利比

例较高，硒添加到食品中发挥医药作用的专利较

多，硒医药技术专利的质量亟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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