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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

系活动类

别 

 

□ 特定对象调研 

□ 媒体采访 

□ 新闻发布会 

□ 现场参观 

□ 其他  

☑  分析师会议 

□ 业绩说明会 

□ 路演活动 

□ 一对一沟通 

 

参与单位

名称 

深圳沃伯格投资 国泰君安咨询 深圳盛世蓝海投资 

北京润达盛投资 思昊资本 西南证券 

广州金控资产 匀丰资产 深圳蛋黄投资 

国信证券 佳诺得投资 深圳前海厚生资产 

明达资产 金元证券 深圳信德盈资产 

惠通基金 深圳华夏融亿 深圳前海万方投资 

五矿国际信托   
 

时间 2019 年 10 月 24 日 

地点 深圳福田马可孛罗酒店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董事会秘书李浩、证券事务代表吴坚志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互动提问： 

问：公司目前的运营情况？今年的整体情况及明年展望？ 

答：从前面上半年的数据来看，行业整体偏淡，政府招标项目

减少，民营医疗机构采购下降，再加上公司年初的总后处罚事件，

整体影响收入端；利润端方面，因新产品前期推广支出较大，销售

人员工资支出、市场推广费用等各方面，导致净利润下滑幅度较大。

从公司角度看，2019 年处于新产品推广提前投入、尚未产生收益的

错峰年份，费用的大幅增长代表公司看好新产品的未来潜力，看好

的理由来自于临床试用过程中行业专家、主任对新产品的良好评



价，短期的业绩波动并不影响公司对未来的乐观预期。 

目前来看，2019 年公司的目标是保持收入水平的持平或略有增

长，2020 年公司新产品有望开始放量，核心任务将会有两个，一个

是增收，提高高端产品的销量和收入占比；另一个是控费，加大对

各项费用的管控力度，使费用率有所降低。 

 

问：公司的内窥镜软镜产品主要销售在哪些机构？ 

答：从去年全年的数据看，公司软镜主要销售在二级医院，购

买公司软镜的三级医院只有三十几家。目前国内三级医院主要使用

日系厂家的内镜，公司前期的推广策略是以三级医院为窗口示范

点，辐射二级及以下医院。 

 

问：超声行业是否存在周期性？ 

答：从过去几年的数据来看，全球超声行业一直保持 5%左右

的增长速度、国内超声行业保持 8-10%的增长速度，未显示出明显

的周期性。今年国内超声行业整体偏淡，可能跟宏观经济形势下行、

财政支出收紧有关，但从长远角度看，国内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将延

续，医疗需求是在不断增加的。 

 

问：公司如何突破日系厂家的壁垒，自主研发出高清内镜？内镜主

要的运用领域？ 

答：软镜市场被日本企业长期垄断，主要原因包括三个方面的

核心技术壁垒：一是光学处理技术;二是光学成像的技术；三是镜体

制造工艺。这些都是有较高门槛的,再加上软镜产品性能稳定，多年

来更新换代的速度慢，客观上造成了日本厂家的长期垄断。公司在

开展内镜业务之前，对软镜的知识产权进行了仔细分析，要绕开日

系厂家的知识产权限制，公司前期做了很多调研，包括技术调研、

市场调研，还有公司自身的技术专长分析，也经过了长达七年的技

术磨合与转变，从初级的标清开始试水，再到高清级别，是逐步努



力实现的。 

内镜最重要的应用领域在于消化道早癌的筛查，根据美国癌症

协会的统计显示，消化道黏膜瘤变的早期检测和诊断是降低消化道

癌变死亡率（尤其是肠癌）的关键因素：如果肠癌病人在瘤变的早

期阶段得以发现并采取治疗措施，五年存活率通常可以超过 90%；

如果未能在早期发现而是任其发展到中晚期，病人的五年存活率仅

有不足 10%。据统计，由于日本地区对内镜的检查较为普及，日本

消化道癌症的发病率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因此，内窥镜的研发对实

现疾病的大规模早期筛查，从而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具有重要意

义。国内五大高发癌症中有三种是消化道癌，为胃癌、食道癌、肠

癌，三者相加的数量是大幅超过第一大癌症肺癌的，一般建议 40

岁以上人员每 3-5 年做一次胃肠镜检查，50 岁以上的每年一次，可

有效降低消化道癌变死亡率。 

 

问：血管内超声的市场规模？ 

答:从前几年国外报告的数据来看，血管内超声的全球市场规模

大概在 7 亿美元左右，近几年应当有所增长，目前全球能提供血管

内超声产品的厂家极少，主要集中在波士顿科学、火山等厂家，血

管内超声主要运用在心血管支架放置前检查、放置过程监控、放置

后查看效果及复查等方面。目前国内临床应用比例明显偏低，随着

国内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将来有望扩大应用比例。 

血管内超声是作为公司的中长期产品线，在国内公司是第一家

推出血管内超声产品的公司，目前公司的血管内超声诊断系统、血

管内超声诊断导管已分别进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创新医疗器

械特别审查程序。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19.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