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PET全球技术创
新的价值与资本布局 

前言 

今年7月，西门子医疗和东软医疗先后发布了其最新的PET/CT产品。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CFDA）已经为GPS（GE、Philips及Siemens的简称）、东软、联影、佳能等十余家

医疗发放了PET/CT产品在中国上市的“牌照”，各巨头与中国新生力量共同竞争中国高端影像

6000-8000亿人民币（2020年中国市场的预计数据）巨大的市场蛋糕。 

虽然，部分中国的医疗影像企业拿到了与GPS同赛道竞争的“入场券”，从市场份额角度分析，头部

企业仍然是GPS，中国的一些医疗影像企业与GPS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中国的医疗影像企

业在夯实基础成像技术的同时，也在开拓自己的创新路径，差异化的技术路径和产品布局，吸引着资

本在细分赛道中的投入，并以此为切入口进入高端影像的新赛道。 

为此，本文以专利情报信息为切入点，以全球的视角浅谈PET技术创新态势，为企业、资本方提供新

的视角去寻找新的机遇。 

精选文章
2020.04 

精选文章

近十年，PET在全球技术创新的专利布局逐年呈
稳步递增趋势，最近几年保持年600+技术创新点
的产出，其中美国是在该领域技术创新和商业目
标市场最为重要的国家。 

一、全球PET领域技术情报分析的
数据基础 
本文对PET或PET关联技术领域的专利情报分析，
进而反映该领域的技术发展态势。为此，通过专
利情报检索，该技术领域全球共有6810项技术创
新，涉及的专利数量为30778件，分别布设在美
国、中国、日本、德国等20多个国家及EU和PCT
专利组织。 

为避免重复统计，真实反映技术创新的内容，以
下分析是基于6810项的技术创新进行分析。 

二、全球PET领域的技术发展概况 

 

 

 

 

 

 

 

 

 

 

 

 

 

  

 

 

PAGE 1 OF 5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其它

韩国

PCT

德国

欧洲

日本

中国

美国



中国从2010年开始，加大研发的投入，技术创
新的成果快速增长。同时，中国的高端影像医疗
设备（PET是其中一种）拥有数千亿的商业市场，
是各跨国企业争夺的重要市场。专利先行，在商
业市场构建防火墙。 

另外，日本一直保持一定数量的创新技术产出，
其中东芝、日立、佳能在PET领域有一定的积累。
在欧洲的技术创新领域，德国作为PET领域的创
新代表，其核心的技术产出直接申请EP专利保
护，以获得更大的法律和商业市场的保护范围。 

三、近十年中美两国PET领域技术
持有者比较分析

如上图所示，近十年在美国持有PET领域的专利
技术持有量排名的企业有西门子、GE、飞利浦等。
中国的联影在专利的持有数量接近飞利浦，与日
本东芝相当。其中，联影在最近5年的技术储备
和技术创新，产出一批专利布局美国市场，服务
为未来的商业目标。另外，超过一半的创新专利
以少数专利数量零散布设在众多企业和科研院
校中，例如日本的企业佳能、日立等，美国的斯
坦福大学高校等。 

为此，美国在PET技术领域的技术创新来源多样
化，产业实现来自少数几个头部企业，形成
“GPS超、少强、众融入”的态势。 

如上图所示，近十年在中国持有PET领域的专利
技术持有量排名的企业有联影、西门子、飞利浦、
东软和通用等。在中国市场，除了传统的GPS头
部企业，联影和东软也加入了该领域商业市场的
竞争。但是，中国在PET领域的专利拥有数量较
之美国明显较少，中国PET技术储备的纵向深度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沉淀。 

四、近五年中美两国PET领域主要
创新点比较分析
中美两国作为重要的商业应用市场，布设了大量
跨国巨头的专利，例如GPS的专利，这不仅仅反
映的是技术优势，更是对商业市场构建符合巨头
商业利益的防火墙，分析彼此之间的防火墙（技
术门槛）设置，做到知己解彼。 

对专利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反映该专利技术创新
点的类别，横坐标表示在该分类领域所拥有的专
利数量（下同）。 

如上图可知，最近5年美国重点改进的技术内容，
具体表现在PET/CT，PCT/MR两类技术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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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两者都有相关的商用产品，从市场占有率分
析，PET/CT的商用数量较高，也从专利技术创
新的数量和趋势可以判断。 

另外，美国在PET的技术领域，其对心血管成像
具有优势，并配合了新的成像序列/算法，图像
后处理技术。同时，借助PET技术对病灶实现精
准治疗。 

如上图可知，最近5年中国重点改进的技术内容，
主流的技术方向与美国的技术方向一致，但是中
国PET的技术沉淀的专利数量较少。另外，中国
企业抓住市场需求端的诉求，从较为容易实现的
软件领域入手，切入高端影像赛道。例如在成像
领域中，快速定位能够缩短成像时间，提高成像
效率等，以解决中国大量的医院及患者成像的诉
求。 

中美两国最近5年技术发展的聚焦相同的都是在
PET/CT的结合，但是中国在PET/CT的研究投入
更为突出，而美国在PET/MR也是重点研究和布
局的方向之一。另外，美国在PET/CT和PET/MR
两个领域的研究，从专利的绝对数量比较分析，
美国超过中国数百件，从侧面反映美国在该领域
的领先。 

进一步，在成像以及图像后处理，尤其是针对肿
瘤、心血管等成像是核心，同时也在算法层面有
更多的优化，结合放射等方式的对病灶精准治疗
等，美国具有优势。中国除了在PET/CT投入较
多，在图像后处理、成像目标定位，以及结合放
疗的精准治疗有一定的研究积累。 

五、近五年GPS及联影在PET领域
的主要创新点比较分析 
 

如上图可知，最近5年全球PET领域最活跃的企
业，若仅从专利数量分析，西门子、联影、飞利
浦及GE排名分列1至4。选取一些关键技术领域，
分析各公司的共性的地方，以及各自的技术特点
和优势，具体为： 

a.GPS及联影重点关注的产品方向，即PET/CT，
为各方的共性。

b.西门子在PET/MR的研究布局最为突出，尤其
在特定的组织/器官或病灶采用不同的序列成
像，具有专属性。其它三个公司虽然有一些研究，
但明显弱于西门子。

c.GPS在图像增强或修正，即图像的后处理算法
具有明显优势，联影在该方向的研究产出薄弱。 

d.联影在图像分析，尤其是在图像分割后对图像
进行智能化分析，联影较之GPS具有一定的优
势，西门子在该领域紧随其后，飞利浦和GE较
弱。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GPS研究的技术重点几乎相
同，但是程度各有不同。另外，西门子的优势明
显，飞利浦和GE较弱。联影虽然在较多的技术
方向落后于GPS，但是也有自己的特点，即在图
像分割领域，对图像分析进而实现图像精准识
别，提高病灶的识别率，提升医疗设备在智能化
的优势。

六、中国资本市场对高端医疗影
像领域的资本吸引力 
最近三年，中国医疗企业在影像领域高速成长，
目前轮次为A轮到Pre-IPO的医疗设备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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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六千余家，涉及影像领域的企业有千余家，涉
及融资的资本约800亿人民币。其中有14家企业
融资金额超过15亿人民币，如华大智造、微医集
团、联影医疗、依图医疗等。 

其中，联影医疗在高端影像的细分赛道领域，其
所在的PET/CT产品，还有PET/MR或MR等不同
分赛道的高端成像领域的产品都具有较高的竞
争力，专利技术情报也反映出其自主创新的优势
和特点，同时也得到资本市场的肯定和资本的追
逐。 

高端医疗影像企业的赛道，资本对新兴的创新企
业比较青睐，尤其在软件方面有优势，在硬件方
面有积累的企业，但是对于传统的中国医疗器械
企业较为保守。 

七、资本布局与专利布局的价值
矩阵 

安全/稳定 治疗（精准） 快速 成本 

技术-PET 

技术-CT 

技术-MR 

成像-图分割 

成像-AI 

成像-大数据 

器官-心脏 

器官-血管 

器官-肺部 

器官-脑部 

上述表格中，横纵坐标交叉节点将会落入专利数
据、资本数据、政策数据等，通过相关的加权分
析计算所构建的模型，并以不同的颜色反映不同
的商业诉求，为企业技术发展和资本方的投资方
向提供量化数据。 

具体，结合上述表格（仅为参考示例）及专利情
报分析，资本在面对新的细分赛道，将会如何布
局？企业在面对技术开发，如何构建技术防火
墙，获得市场占有率，拉升估值？ 

该表仅仅从某一细微的角度展示新的细分赛道。
例如：成像交叉技术的融合所形成的优势，例如
PET/CT，PET/MR，甚至有PET/超声等。成像
与介入设备技术的融合所形成的优势，例如
PET+放疗，PET+介入手术，PET+病灶定位等。
成像识别提高医生的读片准确率和效率，例如图
像后处理+AI的智能识别，图像后处理+大数据
分析的病灶预测，图像后处理+数据比对自适应
判断等。成像识别专门针对主要器官的成像，例
如心脏、血管等，设计专门的成像序列，成像算
法等。 

企业将会从中选择最佳的细分赛道，资本方把资
源精准投入到相应的赛道，为社会、参与各方带
来价值。 

八、综述 
专利情报数据可服务企业的技术创新，开拓新的 

专利情报数据可服务企业的技术创新，开拓新的
创新赛道；还可以为企业构筑市场防火墙，维护
商业市场的价值；同时还可以为企业吸引资本，
拉升估值提供抓手。同时，综合专利情报数据的
资本情报分析，可以为资本方找到最佳的投资赛
道和投资对象，让资本获得最佳的回报。 

为实现上述价值，其底层的高质量的专利布局、
专利情报的分析与运用、专利舆情与价值的运营
等，都是为企业和资方带来新增价值的重要内容
和手段。打通专利垂直领域的价值链条，横向为
企业、资本方的价值实现提供支持，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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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虹女士，从事知识产权领域工作11年有余，深圳市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
入库专家。作为多家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以经济为导向的为企业提
供专利检索分析、专利情报运用、专利技术布局等专利工具，提升企
业在商业竞争中的优势。作为专利无效或诉讼代理人，处理数十件专
利的无效/答辩案件、知识产权诉讼案件，具有极高的胜诉率。作为
专利代理人，擅长计算机、通讯、软件、机械、光电领域案件的代理，
代理专利案件700件以上、审核案件500件以上，具有丰富的专利申
请文件撰写与答复审查意见经验，涉及的企业有：腾讯、中集、中科
院、美的、海能达、金蝶软件、欧菲光等。 

 
叶虹 

合伙人、专利商业
战略部经理，高级
专利代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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