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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室辅助系统专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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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心室辅助系统的全球专利申请，从申请趋势、重要专利申请人、专利法律状态、技术来源国 /地区、

目标市场国 /地区等方面进行综合专利分析，从专利层面获取判断该技术在当下的发展及迭代趋势，最后对中国

心室辅助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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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脏疾病的终末阶段，患者都会渐渐走向心力

衰竭，随着心脏疾病的发病率增高和低龄化，心衰正

在成为全球范围内重要的健康问题 [1-2]。近年来，心室

辅助系统已经逐渐成为心衰疾病在心脏移植之外的另

一种常见的治疗手段 [3]，就技术发展分类而言，心室辅

助系统可以分为植入式人工心脏或介入式人工心脏，

前者将血泵外置在心脏外，后者则将血泵直接设置在

患者心脏内。

对于年龄较大不适宜进行开胸植入手术的患者或

是处于急性心衰期的患者，传统的植入式人工心脏存

在植入手术损伤较大、恢复周期长、植入时间长等不

足之处。而介入式人工心脏利用铁芯、永磁体等电机

组件的材料工艺和结构设计优化带来的新型电机微型

化技术，在保留电机驱动性能下使电机尺寸不断缩小，

使其足以通过介入治疗的方式顺利输送至心脏结构合

适位置。因此，介入式人工心脏利用其体积微小的特

点带来的介入创伤小、植入时间短等优势可以极大弥

补植入式人工心脏的缺点。

针对心室辅助系统的主要技术原理，提取关键词

及分类号构建检索式在智慧芽全球专利检索数据库中

进行专利信息检索，共计获得 4955组国内外同族专利，

专利检索截止时间为 2022年 12月 31日。在完成上述

专利检索的基础上，针对结果选取主要有代表性的专

利指标进行统计分析，主要结果如下。

1 申请趋势

心室辅助系统领域的专利申请最早见于 1928年，

由德国申请人完成的关于体外血液循环装置的专利申

请，但在此后的 40多年中，该领域的整体专利申请数

量偏少，年均专利申请数量仅为个位数，技术发展相

对缓慢。进入 1970年后，专利年申请数量保持在 20

组以上并且稳步增加。从 1984年起，专利年申请数量

突破 50组，并且稳步增长到 2008年的 86组，在这期

间整体专利申请数量增长态势反映出该领域技术积累

工作不断得到增强。在 2009年专利申请数量首次突破

100组大关，此后十余年专利年申请量进入了爆发增长

期，陆续突破 200、300大关，近 3年的专利年申请量

更是维持在 330组以上，表明该领域的技术成熟度逐

渐提高，创新主体活跃度高并且对原创技术的重视程

度及保护意愿均十分强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全

球市场竞争日渐激烈。

2 重要专利申请人

由本领域主要专利申请人排名可知，专利申请量

排名靠前的申请人均为国外申请主体，其中 TC1 LLC、

HEARTWARE INC、ABIOMED INC的专利申请数量均

超过 100组，占据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地位。值得一

提的是，日本有多家公司在该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

位居世界前列，显示出日本是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技术

原创输出国。前 10位主要申请人中 HEARTWARE INC

已被美敦力收购，THORATEC CORPORATION已被雅

培收购，其相继推出的 HEARTWARE、HEARTMATE

系列产品已实现商业化，而 BIOMED公司的 IMPELLA

系列产品也在本领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专利申

请数量排名第一的 TC1 LLC是一家美国公司，尚未见

到报道有相关产品实现商业化，但其专利申请数量近

些年均保持在 10组以上，技术原创输出性较强，是值

得予以特别关注的一家公司。



5

总第 525期 2023年 3期 (中 ) 科 技 博 览

聚焦到中国的专利申请主体，国内仅有深圳核心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数量排名第 10位，专利同族

数量达到 38组，在一众国内申请主体中处于相对领先

的地位。此外，安徽通灵仿生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

学院阜外医院、苏州心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微

创心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航天泰心科技有限公司的

专利申请数量也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排名进入该技术

领域的前 25位。以上这些国内公司 /单位的整体专利

申请数量差距不大，彼此之间尚未形成不可逾越之鸿

沟，进一步反映出各申请主体在目前仍处于技术原始

积累的初创阶段，未在市场上确立明显竞争优势，在

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该领域将会出现群雄逐鹿

的激烈竞争场景。

3 专利法律状态

通过调查分析可知，心室辅助技术领域中有 2634

组失效专利，在整个专利存量中的比重达到 53.16%。

该数据反映出心室辅助技术已历经较长的发展历程，

相当一部分的专利因为过期而失效，领域内前期的技

术积淀比较深厚，有利于后来者利用前期的技术积累

进行学习改进。另外，在审中的专利数量占比较低，

也表明整个领域处于成长期，行业内的创新主体近几

年的创新活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新晋竞争者可以

充分利用行业内前期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专利技术，寻

找适合的方向重点进行技术研发突破，通过将相关方

面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为专利保护，努力在未来的市

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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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来源国 /地区

以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 20年为参考，结合近 20

年的主要技术输出趋势图可以发现，美国一直是心室

辅助系统最重要的技术来源国，并且其专利输出量仍

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其相关企业在行业内的竞争

优势已经相当明显。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地区能够在

技术输出方面跟上美国的步伐，但近 3年的专利申请

持续增长动力呈现出下滑的不利一面。其他比较重要

的技术来源国中，日本在近 20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专

利输出态势，发展相对平稳；澳大利亚则显示出在前

期布局专利较为活跃，但缺乏后期的专利持续输出动

力，呈现出技术衰退的趋势；反观中国，虽然在前期

起步较晚，但随着近些年的持续发展，技术投入及技

术输出进入快速增长期，在原创专利申请数量上已完

成对欧洲地区的反超，显示出心室辅助系统领域技术

国内创新主体的重视程度。

5 目标市场国 /地区

 结合以上所有专利的受理局统计结果可知，美国、

中国、日本、欧洲是心室辅助技术最为青睐的目标市

场国 /地区，这些国家 /地区的相关专利受理数量远大

于其它国家 /地区。特别地，美国、中国、日本三个国

家的专利申请数量占据了本领域专利申请总数的将近

七成，显示出创新主体在这些国家中的技术布局意愿

持续增强，一方面说明这些国家具有行业内创新主体

看好的市场前景，但另一方面对于新晋创新主体来说，

在这些国家进行相关产品研发需要突破的技术壁垒更

多，其面临的挑战也更大。

6 结语

由于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均寿命的延长，

该领域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是当下技术发展的热点，

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并投入相应的研发力量 [4-5]。综合以

上专利分析指标来看，目前心室辅助技术属于国家战

略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一方面，由于该技术的创新来

源主要在国外，国外竞争者在该领域中具有相当的技

术先发优势，因此，国内新兴主体需要在有效分析现

有技术发展前提下找准自身技术定位及突破口，争取

确立在性价比上的竞争优势，为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

寻求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对于新进入该技术领域的

后来竞争者而言，需要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找准在

行业供应链中的定位并选取适合的方向做出技术突破，

坚持以自主创新辅以国产替代进口，创造出令患者及

临床医生都满意的产品，践行以创新造福生命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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