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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73                                   证券简称：兴齐眼药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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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人员姓名 

安信证券：马帅、冯俊曦；富国基金：曾新杰、毕天宇、王超；博时基

金：柴文超；长江养老：戴颖；易方达基金：杨桢霄；华安基金：于嘉

轩、刘潇；工银瑞信：李乾宁；嘉实基金：程佳；大成基金：杨挺；广

发基金：周飞；长城基金：龙宇飞；中银证券：李明蔚；中信资管：彭

康；浦银安盛基金：徐博；华泰保兴基金：张蔚洁；信达澳亚基金：李

东升；安信基金：陈少波；东吴基金：毛可君；长盛基金：程文文；天

治基金：王娟；泰达宏利基金：张帅；睿扬投资：王世超；融通基金：

余思慧；华富基金：廖庆阳；和谐汇一：陈凯、施跃、陈倩慧；杭银理

财：王哲；东方红：江琦；东方基金：蔡尚军；悦诚资本：栗智博；孚

悦中诚：许司正；榕树投资：许群英。 

时间 2022年 09月 05日 15:30-16:30（北京时间）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总经理                                   高  峨女士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张少尧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                                 杨  强先生 

董事、财务总监                                 程亚男女士 



2 

 

交流内容及具体

问答记录 

公司联合安信证券于 2022年 9月 5日召开了兴齐眼药中报及近期经

营情况电话交流会，公司管理层就 2022年上半年度生产经营管理情况及

投资者关注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一、2022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概述 

公司总经理高峨女士对公司 2022 年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作出简要

介绍。 

2022 年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均实现稳步增长，实现营

业收入 600,572,520.28 元，同比增长 29.89%。其中医药制造实现营业

收入 372,455,648.21 元，医疗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219,022,765.33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632,929.82 元，同比增长 5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 128,820,598.9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6.9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34,532,268.56 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69.09%。整体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22 年上半年研发投入为 82,100,999.25

元，同比增长 67.07%，占营业收入的 13.67%。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

公司共拥有眼科药物批准文号 52 个，其中 31个产品被列入医保目录，6

个产品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同时，公司积极分红回馈股东，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88,094,68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元（含

税），现金分红合计约 4,404.73万元，该利润分配预案尚需经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坚持专业化发展道路；依托现有技术优势、产品优势、渠道

优势以及品牌优势，扩充产能及产品线；加快新产品研发进度，全面提

升公司研发水平；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保障公司

稳健经营，促进公司业绩稳步、可持续增长。 

 

二、投资者问题回复 

Q1：低浓度阿托品医疗机构制剂目前政策监管要求如何？公司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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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制剂销售如何做出调整？ 

答：公司于 2022 年 7月 22 日起，暂停了互联网处方低浓度硫酸阿

托品滴眼液，目前患者如有需要可至兴齐眼科医院线下实体医院进行处

方。国家对于医疗机构制剂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兴齐眼科医院的低浓

度硫酸阿托品滴眼液的研发全过程是严格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新

药审评审批的要求进行的，并已经过充分的非临床、临床试验研究。此

外，兴齐眼科医院的阿托品滴眼液严格按照国家 GMP 标准进行生产，进

一步保障了药品质量。目前公司子公司兴齐眼科医院在正常运营，经检

查诊断符合处方条件的患者可以线下处方阿托品滴眼液。 

Q2：0.01%阿托品（1 年期）的临床数据大概什么时候公布？该项目

是否能用于申报上市？ 

答：目前公司在研的 2.4类低浓度硫酸阿托品滴眼液仍处于 III期

临床试验阶段。从流程上看，后续临床试验项目需在揭盲并完成临床试

验总结报告后进行项目的申报。公司将按照相关披露规则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请您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 

Q3：0.01%阿托品（2 年期）目前临床进展如何？上市后如何申请数

据监测期？ 

答：目前 2年期的临床试验已经完成试验招募，处于随访阶段，相

关 III 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中。 

根据《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暂行）》（征求意见稿）的规

定，对儿童专用药自该适应症首次在中国获批之日起给予 6年的数据保

护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中提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以外的其他人不得对未披露试验数据和其

他数据进行不正当的商业利用。自获得药品注册证书之日起 6年内，其

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不能使用相关数据申请药品上

市许可。 

除了数据保护期外，该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还提出了独占期的概念，

对首个批准上市的儿童专用新品种、剂型和规格，以及增加儿童适应症



4 

 

或者用法用量的，给予最长不超过 12个月的市场独占期，期间内不再批

准相同品种上市。 

Q4：公司开展了多个浓度的低浓度阿托品的临床试验，主要是出于

什么考虑？ 

答：公司开展多浓度的临床试验是为了更好地覆盖不同年龄段、不

同度数的青少年患者。 

Q5：低浓度阿托品正式获批后，对医疗机构制剂的影响如何？ 

答：根据国家药监局相关规定，医疗机构制剂是指医疗机构根据本

单位临床需要经批准而配制、自用的固定处方制剂。医疗机构配制的制

剂，应当是市场上没有供应的品种。同时，市场上已有供应的品种不得

作为医疗机构制剂申报。 

Q6：能否对比一下其他阿托品竞品的临床进展（目前恒瑞、日本参

天、兆科、欧康维视等项目均进入 III 期临床）？ 

答：从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登记平台查询的数据显示，恒瑞和日本参

天处于 III期临床招募阶段，兆科完成了招募，欧康维视国内尚未招募。 

Q7：阿托品和 OK镜这两个产品能否对比一下？ 

答：基于对文献的研究及眼科专家共识，现有近视防控方法不能逆

转近视，但可以有效控制近视加深程度。目前最有效的三种近视防控方

法是户外光照、OK镜和阿托品滴眼液。 

OK 镜（即角膜塑形镜），是一种特殊设计的透气性隐形眼镜，具有

一定的硬度，通过佩戴时产生的外力，使角膜暂时性变平，改变角膜曲

率从而达到矫正视力的目的。人眼的角膜本身具有记忆性，通过佩戴 OK

镜可以矫正角膜表面形态，其优点是可以在夜晚佩戴入睡，第二天可以

恢复正常视力，其缺点是角膜的形状并不能长时间保持矫正后状态，随

着时间推移会复原，每一年或一年半需要重新验配。 

低浓度硫酸阿托品滴眼液有明确的控制近视进展的效果，且副作用

小、安全性高。2017年，在国际权威的《WSPOS近视共识声明》中，众

多国外专家也表明了低浓度阿托品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方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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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效性；近期，国内 86位眼科领域专家共同发布的《低浓度阿托品

滴眼液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中的应用专家共识（2022）》明确指出低

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仍是唯一经循证医学验证能有效延缓近视进展的药

物。但目前国内没有经审批正式上市的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个别对阿

托品过敏的患者或者青光眼及青光眼倾向的青少年不能使用。 

之前有专家认为两者联用的近视防控效果会更好，目前我们暂未有

权威的直接比较数据。 

Q8：环孢素滴眼液（II）目前进院进展如何？今年上半年销售情况

如何？能否展望一下全年的进院目标以及明年的销售目标？ 

答：环孢素滴眼液（II）的市场覆盖从北、上、广、江浙等重点市

场着手。一方面，公司将侧重重点地区和客户的开发，与专家充分交流，

用专家来影响专家。在原有全产品销售团队的基础上，公司还设立了专

线学术团队，专注深入开发干眼市场。另一方面，公司产品在进入国家

医保目录后，实现了更广的覆盖范围，公司传统的全产品销售团队也将

进一步发挥渠道优势，实现产品快速准入、高覆盖的目标。从上半年销

售情况看，全国核心医院、区域核心医院实现了大部分覆盖，例如广东

中山眼科医院、上海五官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爱尔眼科、厦门眼

科中心等均实现了覆盖。 

环孢素滴眼液（II）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后，上半年实现了快速放量

增长，该品种已成为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10%以上的产品。 

未来，公司将继续以核心区域为重点，覆盖全国更多的医疗机构和

终端客户。我们也将逐步提升品牌认可度，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力

争将公司的环孢素滴眼液(II)打造成中国干眼治疗领域的第一产品。 

Q9：环孢素滴眼液（II）目前医院的接受度如何？  

答：从上半年销售情况来看，环孢素滴眼液（II）实现了全国核心

医院、区域核心医院的大部分覆盖。 

上市之后，环孢素滴眼液（II）的疗效、安全性、耐受性获得了国

内专家的一致认可，国内 8篇最新共识一致推荐环孢素用于治疗干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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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共识主要覆盖了白内障、角膜屈光等手术相关的领域，也包括了免疫

性疾病、MDG睑板腺功能障碍、药物相关的不同程度类型的干眼研究，

其中五个共识为 2021年专家做出的共识。所以能看到我们的产品进入医

保之后，随着使用医院的和人群的扩大、临床证据的增加，市场对产品

的接受度产生了大幅的增长。 

Q10：关于环孢素滴眼液（II），患者的使用周期如何？ 

答：产品的使用周期是产品本身的特性决定的。环孢素滴眼液(II)

目前标准的疗程为 3-6个月。 

Q11：恒瑞 0.1%环孢菌素 A制剂目前正在推进 III 期临床，能否和

公司环孢素滴眼液（II）做个比对？ 

答：二者剂型有差别，公司产品是采用常规药用辅料结合特殊工艺

制备而成的乳剂。经了解，恒瑞产品从国外引进，属于溶液型滴眼液。

两种产品使用不同的溶剂进行制备。 

另外从临床角度对比，因为国内尚未有产品上市，暂无相关临床对

比数据。 

Q12：未来研发费用投入情况如何？研发主要投向哪些方向或者项

目？ 

答：公司自创立以来，始终重视新产品的研发，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新产品开发作为公司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公司近年来持续加大研发

投入，2018-2021年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分别为 40,967,958.07 元、

55,207,154.37 元、83,557,928.48 元、117,856,709.61元，研发投入

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9.50%、10.18%、12.13%、11.47%。 

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投入的方向是：眼表疾病

和眼底疾病新产品的开发，包括近视、老花、干眼、青光眼、湿性年龄

相关性黄斑变性（AMD）和糖尿病性黄斑水肿（DME）等。 

Q13、2022Q2 公司整体净利率较 Q1出现一定程度下降，主要原因是

什么？ 

答：2022年 Q2环比 Q1净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为环孢素滴眼液（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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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医保后为实现市场全覆盖，公司加大了学术推广力度，扩大了销售

团队，员工薪酬相应增加；为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公司二季度对外捐

赠金额较一季度有所增加；研发费用投入增加；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减

少。受上述因素综合影响，2022 年 Q2环比 Q1净利率有所下降。 

Q14：环孢素滴眼液（II）、低浓度硫酸阿托品滴眼液、其他产品

目前净利率大致是什么水平？ 

答：公司未按照单品统计净利率情况，根据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凝胶剂/眼膏剂毛利率为 86.22%，滴眼剂毛利率为 76.85%，医疗服

务毛利率为 81.27%。 

Q15：其它传统产品目前销售增长情况如何？ 

答：2022年上半年，公司传统产品整体保持持续增长，受疫情影响，

公司部分传统产品增速未达预期。但传统产品中的眼科手术灌注液世可、

眼表用药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滴眼液速高捷等均实现了持续增长。  

Q16：未来有哪些传统产品能进入基药目录进一步放量？ 

答：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遴选主要由国家卫健委负责，未来公司哪

些产品能够进入基药目录尚不确定。 

Q17：针对不同的产品，目前销售团队是怎么设置，销售团队如何

进行考核？ 

答：公司销售团队 2022年上半年进行了人员扩编，销售团队大部分

人员负责全产品销售，部分核心市场针对环孢素产品设置了专线队伍。

考核方面，目前公司主要应用 SEP 系统进行考核，旨在管理营销团队实

现精准，高频，高质量的产品关键信息传递，更好的为医疗卫生专业人

士和相关患者提供疾病解决方案。 

 

总经理总结： 

感谢各位投资者参与公司电话交流会。希望各位投资者通过本次交

流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新产品研发、销售、未来发展及布局有更

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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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齐眼药将继续秉承“经营健康、缔造光明”的企业使命，通过卓

越绩效的管理模式，为公众提供更好的产品及服务。作为民族制药企业，

我们也将向世界上更先进的企业学习。 

未来我们会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定位新产品，整合资源，为患者提

供更优质的产品及服务，为实现“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眼科药物研究和

制造企业”的企业愿景努力奋斗。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2年 09月 0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