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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21                                   证券简称：前沿生物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2 

投资者关

系活动类

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

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

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富国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信基

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中信建投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汐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德邻众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华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 2021年 4月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谢东（董事长、首席科学家）、王昌进（董事、总经理） 

邵奇（高级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高千雅（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以及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主要内容 

 

Q1、2021 年一季度的市场推广情况如何，艾可宁进入医保后是否有助于销售放

量？是否能实现全年业绩目标？ 

答： 一季度受春节假期等因素影响为传统淡季。3月 1日国家医保目录开始正

式执行，公司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开展多维度的学术推广活动，医保报销大幅减轻

患者经济压力，提升了药品的可负担性和可及性，可覆盖更广泛的患者群体，同时

艾可宁的性价比凸显，能有效的提高患者平均用药时长，产品销售已开始呈现出较

快的增长趋势，3月份单月产品销量创历史新高。 

由于全国各地医保报销落地时间不同，一季度仅少数城市及地区开始执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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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产品销售放量将在下半年。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艾可宁的市场准入等工作，全面

加速市场开发和渗透，公司有信心实现全年业绩目标。 

 

Q2、请问公司今年会在市场推广、提高渗透率上做怎样的工作？ 

答：公司制定了专业化、有针对性、多维度的学术推广策略，包括开展全国性

学术研讨会、省级区域专家圆桌会、医院间病例交流会等活动，以进一步提升艾可

宁的产品知名度及认可度。 

2021年 3 月，“抗艾新征程，我们在行动”全国艾滋病治疗学术交流会召开，

汇集全国顶尖行业专家及临床医生，逾 2000 多名传染病领域医疗人员参与，通过

主题分享以及典型病例讨论充分体现了艾可宁疗效卓越、安全性高、药物相互作用

小、在复杂合并症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优势。 

2021年 4 月，与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合作，启动“艾滋病医疗骨干巡讲和

患者教育推广项目”， 项目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围绕艾滋病合并症、新治疗方

法和手术治疗等主题开展 12 场系列巡讲会，以提高基层医务人员艾滋病综合诊疗

能力；二是围绕患者教育开发百部短视频，着重解决患者治疗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和认知误区，并在患者教育互联网平台投入使用；三是依托 30 家医院开展 200场

患者教育活动。 

 

Q3、艾可宁的国际化策略是怎么样的？在国际注册认证方面进展如何？ 

答：艾可宁目前定位中国及发展中国家市场；艾可宁的升级产品 FB1002 定位

全球市场，公司未来将实现两款抗 HIV 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布局。 

2021 年 3 月，公司收到厄瓜多尔卫生部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艾可宁

获批在厄瓜多尔上市销售，公司及当地合作伙伴正在积极准备产品上市的推广和销

售工作。厄瓜多尔是艾可宁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首个海外国家，对艾可宁的海

外市场拓展具有重要意义，公司计划将艾可宁销往亚洲、非洲、欧洲及南美洲的逾

60 个国家，可覆盖目标患者人群约 130 万人。公司已经与海外经销商在 25 个国家

（包括南非、泰国等重点国家）开始了艾可宁的药品注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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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公司营销团队及营销网络建设的具体情况？ 

答：截至 2020年底，公司已覆盖全国 26个省、80多个地市和重点县的 120余

家 HIV 定点治疗医院，及 60 多个 DTP 药房，已建成国内同领域中覆盖医疗机构最

广、最深入的营销体系。 

 

Q5、公司在 HIV 领域是否有其他方面的布局？ 

答：2021 年 4 月 8 日，公司与 Vela 诊断、医诺云检签署三方战略合作协议，

将在 HIV耐药和病载检测领域发挥公司市场推广团队在传染病医院的广泛覆盖以及

学术推广优势，共同为 HIV 抗病毒精准治疗提供系统的科学依据和方法。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9 年艾滋病毒耐药性报告》（HIV Drug Resistance 

Report 2019）中指出，HIV耐药性已经成为值得全球警示的问题。调查显示，在 12

个非洲、亚洲及美洲国家中，超过 10%的成年患者都表现出对药物的耐药性，这意

味着在这些地区，患者使用已耐药的处方将不再有显著疗效。WHO 建议治疗前进行

耐药检测作为一线用药指导。美国和欧盟推荐 ART之前进行耐药检测，换药前必须

进行耐药检测，国际上初治或者换药患者开展耐药检测已成为临床应用趋势。近年

来，中国耐药率呈上升趋势，掌握患者耐药状况在艾滋病预防与治疗中具有重要作

用，在抗病毒治疗前进行耐药检测，可有效指导临床医生制定抗病毒治疗方案，保

证抗病毒治疗效果。 

 

Q6、艾可宁与口服抗 HIV 药物相比，优势体现在哪里？ 

答：目前国内上市的抗 HIV 药物以口服药为主，包括国家免费药物+医保及自

费药物。国家免费药包括齐多夫定、拉米夫定、替诺福韦、依非韦伦等 9种，主要

为上市已久的传统口服药；此外，近几年新上市的复合制剂捷夫康、绥美凯等也为

口服药物。艾可宁是对现有口服药的补充及提升，针对不同人群差异化的用药需求，

可与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搭配使用，提供新的、多样化的抗病毒治疗方案。 

1、用药依从性 

患者每日、口服 3种或以上的抗 HIV 药物，且用药时间不同、用药要求不同，

容易出现依从性差的问题。艾可宁为长效作用机制且起效快，通过静脉注射方式，

每周给药一次，在患者体内立即起效。艾可宁在人体内具有 11 至 12天的长半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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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长于一般多肽药物 2-3 小时的体内半衰期。 

2、用药副作用 

由于患者需要终生、长期服药，口服药需要经过人体肝脏代谢，导致部分患者

出现肝肾功能损伤的情况。艾可宁是一个多肽药物，在体内经水解变成氨基酸和水，

不经过肝脏代谢，患者的肝肾代谢负担得以减轻。例如，对于肝功能异常的患者，

非核苷类药物不适用，艾可宁可联合 2 个核苷类药物进行抗病毒治疗；对于出现肾

功能异常的患者，核苷类药物不适用，艾可宁可联合整合酶抑制剂进行抗病毒治疗。

对于肝肾功能异常患者，患者每年可使用艾可宁 3-6个月替代部分口服药，缓解肝

肾代谢负担，恢复肝肾功能。 

3、住院、手术、重症、合并治疗的药物相互作用 

对于住院及重症患者，艾可宁具有一定临床不可替代性。如手术或住院治疗期

间无法口服药物、无法通过肠胃吸收药物、对口服药不耐受、以及需要同时治疗多

种并发症（包括细菌感染、真菌感染、肿瘤等）时各种药物相互作用的禁忌等，艾

可宁的注射给药方式解决了患者的上述治疗难题。此外，住院及重症患者本身需要

在医院内住院接受治疗，艾可宁每周一次注射给药的方式，提升了用药依从性及便

利性，更易被医患所接受。 

HIV 常合并乙肝、肺结核、肿瘤等疾病，患者在接受治疗时，需要考虑药物相

互作用的问题。艾可宁代谢路径独特，通过蛋白水解酶代谢，减少与其他同时使用、

治疗重症（细菌感染、真菌感染、肿瘤等）的各种药物的相互作用。根据利物浦药

物相互作用团队研究，艾可宁与现有全球已上市的所有抗艾药物无显著的药物相互

作用，与艾滋病患者使用的抗肺结核，抗癌及其它治疗药物也无任何药物相互作用。 

4、耐药问题 

对于需要换药的患者，不同情况，换药方案不同，效果不同，需要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艾可宁是长效融合抑制剂，作用于 HIV病毒感染的第一环节，能有效阻断

病毒进入人体免疫细胞。艾可宁与靶点 HIV 膜蛋白 GP41 结合，抑制病毒膜与人体

CD4+T 细胞膜融合，从而阻止 HIV-1 病毒进入细胞。艾可宁对主要流行 HIV 病毒包

括耐药病毒均有效。 

2019 年 7 月，上海公共卫生中心发布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换药策略专家共

识》，推荐的 12 个换药方案中 7个方案推荐使用艾可宁。例如，对蛋白酶抑制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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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耐药的患者，在联合用药方案中推荐更换为艾可宁等。 

上述目标推广人群，对于传统的鸡尾酒口服疗法，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不适用，

例如出现耐药、合并症治疗中与其他疾病治疗药物的相互作用、严重的用药副作用

等问题，从而影响了抗 HIV治疗效果，或可能影响治疗和预防 HIV感染的效果。因

此，对抗 HIV 新型药物稳定、持续的用药需求日益凸显，激发了抗 HIV 医保+自费

增量药物市场的发展。 

 

Q7、公司研发管线的扩充方向和方式有哪些？ 

答：公司将通过自主研发为主、授权引进、合作开发的方式合理扩充产品管线。

围绕 HIV 患者全生命周期，在与 HIV 治疗相关的新型药物、HIV 病毒检测等方面进

行布局，提升患者抗病毒治疗的整体治疗效果及治疗后健康水平。同时，依托核心

技术人员深厚的技术积累，加速其他抗病毒领域市场的开拓。运用长效多肽技术平

台，延长药物作用时长、减少患者给药频次，解决诸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为患者

带来的长效、优效的抗病毒药物。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1年 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