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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生物行业周报（05.29-06.04）： 

电生理集采执行，关注国产厂商放量机会 

 投资要点： 

➢ 电生理集采开启供货，国产厂商进入放量周期。电生理联盟集采覆盖

全国27个省区市，在单件采购模式下，国产厂商中标情况良好。自2023年

4月起，福建、河南、贵州、广西、江西、湖南等省份陆续执行集采。我

国心律失常患者基数大而心脏电生理手术渗透率低。我国拥有庞大的心律

失常患者基数，≥35 岁居民的房颤患病率为0.7%且34%的患者为新发房

颤；我国电生理手术治疗的比例较低，仅为128.5台/百万人，而美国达到

1302.3台/百万人。电生理手术优势逐步得到验证，三维心脏电生理手术

将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国产厂商在三维电生理手术推广中保持良好增长态

势，有望乘集采之东风，进一步扩大终端使用量，提升市场份额。 

➢ 本周行情：本周（5月29日-6月2日）医药板块有所回调，在中信一级

行业中排名末游。医药生物板块下跌2.05%，跑输沪深300指数2.33 pct，

跑输创业板指数2.23pct，在30个中信一级行业中排名末游。本周中信医

药生物子板块除医疗服务外上涨外其余均下跌，其中跌幅最大的为化学制

剂和医药流通板块，分别下跌3.53%和2.51%，医疗服务板块略微上涨，涨

幅为0.60%。 

➢ 投资策略：1、我们维持看好今年消费医疗复苏机会，仍然可以从边

际变化角度去把握行情机会，疫后复苏和医药政策环境缓和，带来的经营

层面的实际改善。关注医疗服务终端需求，我们认为随着全国种植牙调价

完成，整体种植量有望迎来快速爆发。眼科需求较为刚性，全年有望维持

较高的景气度。建议关注眼科医疗服务相关标的爱尔眼科、华厦眼科，普

瑞眼科、朝聚眼科；口腔医疗服务相关标的通策医疗、瑞尔集团。2、电

生理集采开始执行，国产厂商进入放量周期，建议关注微电生理、惠泰医

疗。3、医疗设备受益于贴息贷款、国产替代，重点关注内窥镜，澳华内

镜、开立医疗和海泰新光。4、推荐血制品板块，院内需求恢复叠加二阳

催化静丙需求，采浆逐步恢复，板块估值处于历史中枢偏下。优先关注有

供给量的公司，新设采浆站进入到采浆周期的天坛生物和华兰生物，采浆

增速较快的博雅生物和派林生物。其他重点关注板块：（1）类消费品：

关注我武生物（脱敏治疗渗透率低，市场容量大）、长春高新（新患数据

有望快速提升，估值低）和片仔癀；（2）生命科学上游：关注东富龙；

（3）IVD：诊疗恢复良好，有望重回快速增长通道，关注性价比较高，

Q2增速提升催化回到合理估值的标的，关注新产业、亚辉龙和万孚生

物；（4）其他：关注东诚药业（核医学稀缺标的），山东药玻（药用玻

璃龙头）、正海生物（口腔耗材）。 

➢ 风险提示：研发不及预期风险、技术颠覆风险、政策风险、医疗事故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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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专题：电生理集采执行，关注国产厂商放量机会 

我们认为随着各地区陆续执行电生理集采，国产厂商有望扩大终端医院覆盖数量，

进一步推动电生理国产替代进程。 

电生理集采开启供货，国产厂商进入放量周期。2022年 10月，由福建省医保局

牵头的心脏介入电生理类医用耗材省际联盟集采覆盖全国 27 个省区市，共有 18 家

生产企业、2273家医疗机构参与，所涉及的医用耗材产品上年度采购总金额达 70亿

元，占全国市场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组套采购模式下，中标企业为占据市场份额较

大的外资企业雅培、美敦力及强生；在单件采购模式下，国产厂商中标情况良好，以

微电生理为例，在单件采购模式下 19 个产品。自 2023 年 4 月起，福建、河南、贵

州、广西、江西、湖南等省份陆续执行集采，国产电生理头部厂商有望扩大终端医院

覆盖数量，进一步推动电生理国产替代进程。 

我国心律失常患者基数大而心脏电生理手术渗透率低。我国拥有庞大的心律失

常患者基数，2012-2015年 CHS研究发现，中国≥35 岁居民的房颤患病率为 0.7%且

34%的患者为新发房颤。以房颤为例，2020 年我国房颤患者人数达到 1159.6 万人，

而相对应的房颤手术仅为 8.2 万台，渗透率较低。受限于疾病早筛尚未推广等原因，

我国电生理手术治疗的比例较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我国心脏电生理手术治疗量约为

128.5台/百万人，而美国达到 1302.3台/百万人。 

图表 1：2019 年中美心脏电生理手术量对比（台/百万人） 
 

图表 2：中国房颤患病人数（万人） 

 

 

 

数据来源：微电生理招股说明书、弗若斯特沙利文《中国心脏电生理器械

市场研究报告》，华福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微电生理招股说明书、弗若斯特沙利文《中国心脏电生理器械

市场研究报告》，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 3：中国室上速患病人数（万人） 
 

图表 4：中国快速性心律失常患者电生理手术量（万台） 

 

 

 

数据来源：微电生理招股说明书、弗若斯特沙利文《中国心脏电生理器械

市场研究报告》、华福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微电生理招股说明书、弗若斯特沙利文《中国心脏电生理器械

市场研究报告》、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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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生理手术优势逐步得到验证，三维心脏电生理手术将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对于

阵发性、持续性房颤，导管消融手术的治疗成功率约较药物治疗有明显的较高的治疗

成功率；对于室上速，多项专家共识推荐电生理手术为一线治疗手段。随着电生理手

术术式的逐步成熟，三维标测系统的出现使得患者能够得到更加精准的手术治疗，三

维电生理手术量从 2015年的 7.1 万例增长至 2020年的 16.4 万例，二维电生理手术

量整体趋势下滑，未来三维心脏电生理手术将成为重要发展方向，有望带动电生理手

术渗透率提升。 

图表 5：二维心脏电生理手术与三维心脏电生理手术的对比 

项目 二维心脏电生理手术 三维心脏电生理手术 

简介 
在 X 射线影像指引下，通过电极导管与心内膜的逐点

标测进行，对简单的室上速消融便捷有效 

通过电/磁原理进行导航，可应用于更复杂的快速性心律失常的消融，

整体更直观清晰 

标测耗时 逐点标测的标测密度低，标测耗时长 标测密度高，速度快，通过单次心搏便可完成较大面积的标测 

定位精准度 
胸透影像无法显示大部分心脏结构，缺乏三维空间分

辨率，导管定位困难 
可对心脏解剖结构进行三维重建，对导管进行精确定位 

图形可视化 
仅通过 X线指导的二维视图不能准确确定心脏三维解

剖结构且心电信息与解剖结构分离 

能够同时显示双体位投照图像，能重建心脏三维解剖结构并与心电信

息融合、标记重要解剖部位、实时定位及显示导管、标记消融靶点 

手术安全性 成像依赖 X 射线透视，辐射对患者和医生都有所伤害 
成像不依赖 X 射线透视，对人体无害或损害较小，能够提升手术安全

性 

手术有效性 

对较为简单的室上速消融治疗效果较好，但针对复杂

病例（如复杂性室上速、房速、房扑、房颤、室性心

动过速和室性早搏）的成功率较低 

能够有效提高复杂病例（如复杂性室上速、房速、房扑、房颤、室性

心动过速和室性早搏）的成功率 

实时监测 
仅能在使用 X 射线的情况下，才能实时监测导管在心

脏内的形状和位置 
可实时监测导管在心脏内的形状和位置 

回溯功能 
缺乏标测、消融点相关信息的记录、分析、回放能

力，不利于医生分析、跟踪心动过速及追踪消融效果 

可跟踪、记录并显示消融点信息，辅助电生理医师跟踪手术进程，分

析并调整消融策略 

示意图 

 
 

 

数据来源：微电生理招股说明书，华福证券研究所 

国产厂商市场份额低，发展三维电生理有望逐步扩大市场份额。外资厂商在电生

理手术方面具有先发优势，以 2020 年 30 亿市场规模来看，强生、雅培及美敦力三

家占据 85%以上市场份额，国产厂商占比较低。从国内三维电生理手术开展情况看，

微电生理 2019-2021 年分别开展 5353、6806、10236 台；惠泰医疗 2021-2022 年

分别开展 600+、3000+台，国产厂商在三维电生理手术推广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有望乘集采之东风，进一步扩大终端使用量，提升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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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2020年中国心脏电生理器械市场竞争格局 
 

图表 7：2020年三维电生理手术量（台） 

 

 

 

数据来源：微电生理招股说明书、弗若斯特沙利文《中国心脏电生理器械

市场研究报告》、华福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微电生理招股说明书、弗若斯特沙利文《中国心脏电生理器械

市场研究报告》、华福证券研究所 

建议关注：微电生理、惠泰医疗。 

2 本周医药行情回顾 

2.1 行情回顾：本周医药板块有所回调，所有板块中排名末游 

行情回顾：本周医药板块有所回调，在所有板块中排名末游。本周（5月 29日

-6月 2日）医药板块有所回调，在中信一级行业中排名末游。医药生物板块下跌 2.05%，

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33 pct，跑输创业板指数 2.23pct，在 30 个中信一级行业中排

名末游。本周中信医药生物子板块除医疗服务外上涨外其余均下跌，其中跌幅最大的

为化学制剂和医药流通板块，分别下跌 3.53%和 2.51%，医疗服务板块略微上涨，涨

幅为 0.60%。 

个股涨跌幅方面，上涨子板块中：医疗服务涨幅较大的个股为创新医药（+ 

52.79 %）、三博脑科（+ 38.07%）和成都先导（+9.32%），跌幅较大的个股为美迪

西（- 29.72%）、和元生物（- 24.09 %）和首药控股（- 8.88%）。 

跌幅较大的子板块中：化学制剂跌幅较大的个股为贝达药业（- 32.36%）、卫信

康（-7.70 %）和海辰药业（- 7.21%），涨幅较大的个股为悦康药业（+ 5.28%）、

九典制药（+ 4.59%）和华特达因（+ 4.04%）。 

医药流通跌幅较大的个股为国药一致（-28.40 %）、华东医药（-7.93 %）和益

丰药房（- 5.78%），涨幅较大的个股为重药控股（+8.14%）、第一医药（+ 4.54%）

和九州通（+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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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本周中信各大子板块涨跌幅 

 

数据来源：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2.2 医药板块整体估值回落，溢价率下降 

医药板块整体估值回落，溢价率下降。截止 2023 年 6 月 2 日，医药板块整体估

值（历史 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28.15，比上周下降了 0.59。医药行业相对沪

深 300 的估值溢价率为 152.65%，环比下降了 7.30 个百分点。医药相对沪深 300 的

估值溢价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本周医药子板块中除医疗服务板块外普跌。子行业市盈率方面，中药饮片、医疗

服务和中成药板块居于前三位。本周医药子板块估值除医疗服务板块外普跌。化学制

剂、医药流通和中成药跌幅较大，分布为-3.36%、-2.73%和-2.61%，医疗服务估值

上涨+0.75%。 

 

图表 8：本周中信医药指数走势  图表 9：本周生物医药子板块涨跌幅 

 

 

 

数据来源：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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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2010年至今医药板块整体估值溢价率 

 

数据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 12：2010年至今医药各子行业估值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2.3 陆港通资金持仓变化：医药北向资金有所回落 

北上资金：A股医药股整体，截至 2023年 6月 2日，陆港通医药行业投资 1967.20

亿元，相对 2023/5/26 环比减少了 50.97亿元；医药持股占陆港通总资金的 10.35 %，

占比环比下降了 0.30pct。子板块方面，本周医疗服务（18.73%）、医疗商业（7.86%）

和中药（12.27%）占比上升，医疗器械（34.91%）、生物制品（7.56%）和化学制药

（18.68%）占比下降。 

个股方面，A 股医药股持股市值前五为迈瑞医疗、恒瑞医药、药明康德、爱尔眼

科和泰格医药。净增持金额前三为万泰生物、药明康德和凯莱英；净减持金额前三为

迈瑞医疗、恒瑞医药和益丰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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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资金：H 股医药股持股市值前五为药明生物、信达生物、海吉亚医疗、金斯

瑞生物科技和康方生物-B。净增持金额前三为药明生物、平安好医生和阿里健康；净

减持金额前三为信达生物、荣昌生物、和先声药业。 

 

  

图表 13：北上资金陆港通持股市值情况（亿元）  图表 14：北上资金陆港通本周持股市值变化（亿元） 

 

 

 

数据来源：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 15：南下资金港股通持股市值情况（亿港币）  图表 16：南下资金港股通本周持股市值变化（亿港币） 

 

 

 

数据来源：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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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重点事件 

 2023 年 5 月 26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决定联合发布《关于开展

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2023-2025 年）的通知》，为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进一

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提升医疗质量安全水平，建设中国特色优质高效的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在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全面提升医疗质量

行动。 

行动范围覆盖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从基础质量安全管理、关键环节和行为管

理、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等维度提出了 28 项具体措施和 5 个专项行动。主要内容

包括 3 大方面：一是加强基础质量安全管理，夯实结构质量。二是强化关键环节和行

为管理，提高过程质量。三是织密质量管理网络，完善工作机制。 

图表 17：《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2023-2025年）》工作内容 

序号 具体举措 内容 

1 

健全医疗质

量管理组织

体系 

医疗机构进一步健全院、科两级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按要求成立由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担任主任的医疗质量管

理委员会，指定或者成立专门部门具体负责医疗质量安全日常管理工作。各业务科室成立由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

医疗质量管理工作小组，指定专人负责日常具体工作。 

2 
完善质量安

全管理制度 

医疗机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本机构各项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强化重点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日常管理，

结合本机构实际，细化完善并严格落实 18 项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 

3 
优化质量安

全工作机制 

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每月召开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医疗质量安全工作。建立院周会反馈质量安

全工作机制，创办质量安全月刊，督促指导各部门、各科室精准开展医疗质量安全改进工作。各部门、各临床科室

及医技科室主要负责人每月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本部门、本科室医疗质量安全工作。 

4 
加强医务人

员管理 

医疗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强化医师、护士及医技人员准入和执业管理，规范医师多点执业和定期考核，以临床诊

疗指南、技术规范、操作规程等为重点，对全体医务人员加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培训及考核,不断提升

医务人员业务能力。 

5 
强化药品器

械管理 

医疗机构依法依规确定本机构药品器械供应目录，加强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抗微生物药物、抗肿瘤药物以及放

射影像设备、植入类器械等常用设备器械的管理，做好药品器械不良反应的监测报告，对不良反应多且安全隐患突

出的药品器械要及时依法依规清退出供应目录。 

6 
规范医疗技

术管理 

医疗机构全面梳理本机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情况，以限制类技术、内镜和介入技术等为重点加强质量安全管理，强

化新技术、新项目机构内准入管理，完善技术授权和动态管理等相应的管理制度及工作流程，在保障医疗质量安全

的基础上，加强新技术临床应用和适宜技术推广。中医医疗技术操作要严格按照《中医医疗技术相关性感染预防与

控制指南（试行）》要求，严格落实感控管理各项要求。 

7 
提升急诊质

量 

医疗机构强化院前医疗急救与院内急诊的无缝衔接机制，畅通院前医疗急救与院内急诊信息，强化预检分诊，优化

急诊就诊和绿色通道流程，完善急危重症患者，特别是心血管疾病、多发性创伤、心脏骤停等急危重症患者的多学

科协作救治机制，提升患者救治效果。 

8 
改善门诊医

疗质量 

医疗机构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加强门急诊专业人员和技术力量配备，优化门急诊诊疗工作流程，优化门诊疑难病

例会诊和多学科门诊诊疗服务，加强门诊手术、门诊化疗、门诊输液等门诊服务的质量安全管理，并把门急诊工作

质量作为考核科室和医务人员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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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高日间医

疗质量 

医疗机构进一步完善日间医疗质量管理组织体系，加强日间医疗病种和技术管理，强化日间医疗科室和医师审核授

权管理，不断扩充日间医疗服务范围，提升日间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加强日间医疗患者评估和随访，及时发现患者

病情变化并予以干预，保障日间医疗患者安全。 

10 
保障手术质

量安全 

医疗机构严格落实手术分级管理制度，强化手术分级和医生授权动态管理，确保三、四级手术逐项授予和动态调

整。全面加强手术患者术前评估、麻醉评估，落实术前讨论制度，准确把握手术适应证和禁忌证，科学制订手术方

案。严格落实手术安全核查制度，强化围手术期管理。 

11 
提高患者随

访质量 

医疗机构根据不同疾病特点及诊疗规律，明确随访时间、频次、形式和内容等，安排专门人员进行随访并准确记

录，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出院后连续、安全的延伸性医疗服务。重点加强四级手术、恶性肿瘤患者的随访管理，重

点关注患者出院后发生并发症、非预期再入院治疗和不良转归等情况。 

12 

优化要素配

置和运行机

制 

医疗机构进一步强化“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为链条”的理念，打破传统学科划分和专业设置壁垒，以多学科协作

（MDT）为基础，探索专病中心建设，为患者提供重大疾病诊疗一站式服务。 

13 
严格规范日

常诊疗行为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严格遵循临床诊疗指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行业标准和临床路径等有关要求开展诊疗工作，

严格遵守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掌握各类检查、治疗的适应证，做到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 

14 
全面加强患

者评估 

医疗机构在住院当日、围手术（治疗）期、出院前等关键时间节点强化患者评估，规范评估流程、掌握评估策略、

使用评估工具，提高评估的科学性、准确性；密切监测患者病情变化及心理状态，并及时进行再评估，根据评估情

况科学调整诊疗方案，保障诊疗措施的及时性、规范性。 

15 
提升三级查

房质量 

严格落实三级查房制度，保障临床科室对患者的查房频次、形式和内容符合规定；倡导医疗、护理、药事联合查

房，倡导中西医联合查房，及时掌握患者病情变化，针对性调整诊疗方案。对四级手术患者和疑难危重患者要进行

重点查房，推行多学科联合查房 

16 
提升合理用

药水平 

规范医师处方行为，按照安全、有效、经济、适宜的合理用药原则开具处方。推行临床药师制，发挥药师在处方审

核、处方点评、药学监护等合理用药管理方面的作用。强化合理用药教育与培训，对不合理用药行为及时采取干预

措施。在儿科等重点科室配备驻科药师，参与药物治疗管理。 

17 
提高检查检

验质量 

建立健全覆盖检查、检验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加强室内质量控制，重点关注即时检验（POCT）质量管理，配合

做好室间质量评价工作，充分发挥质量管理对于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优化危急值项

目管理目录和识别机制，强化危急值报告的及时性、准确性。 

18 
加强病历质

量管理 

以提升病历内涵质量和完整性、及时性为核心任务，加强编码管理和病历质量培训，规范病历书写。以首次病程、

上级医师查房、手术记录、阶段小结、出院小结等反映诊疗计划和关键过程的病历内容为重点强化管理，提升医疗

质量安全意识和水平。推行门（急）诊结构化病历，提高门（急）诊病历记录规范性和完整性，提高门（急）诊电

子病历使用比例。 

19 
加强会诊管

理 

进一步完善会诊制度，明确各类会诊的具体流程，加强会诊人员资质管理，统一会诊单格式及填写规范，规范会诊

行为，追踪会诊意见执行情况和执行效果。同时，加强中医、营养、康复、精神、检验、病理、影像、药学等科室

的多学科会诊参与度，充分发挥营养和康复治疗对提升治疗效果的积极作用。 

20 
提高急难危

重救治效果 

医疗机构进一步优化绿色通道管理，做好急难危重患者分类，完善抢救资源配置与紧急调配机制，保障各单元抢救

设备和药品可用，确保急危重患者优先救治，加强危急值处置管理，提高危急值处置的及时性、规范性。进一步落

实急危重患者抢救制度和疑难病例讨论制度，提高重症患者救治技术能力。 

21 
强化患者安

全管理 

医疗机构进一步提升医务人员患者安全意识和对医疗质量（安全）不良事件的识别能力，强化医疗质量（安全）不

良事件的主动报告，定期对患者医疗质量（安全）不良事件发生情况进行分析，查找存在的共性问题和薄弱环节，

开展系统性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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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供优质护

理 

医疗机构持续扩大优质护理服务覆盖面，落实护理核心制度，做实责任制整体护理，夯实基础护理质量，实现优质

护理服务扩面提质。完善护理质量监测与反馈，基于循证基础和临床需求开展持续改进工作，提高护理同质化水

平。 

23 

健全质控体

系和工作机

制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规范本级质控中心的建设和管理，中医药主管部门要加强中医质控中心建设和设置，强化对质控

中心指导考核，进一步扩大质控工作覆盖范围，提高质控中心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专业化水平，将部分重点专

业质控组织延伸至县区。地（市）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含中医药主管部门，下同）每季度召开至少 1 次专题

会议，研究质控体系建设运行、推进质量安全提升行动计划等相关工作。 

24 
加强质量安

全信息公开 

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建立辖区内医疗机构质量安全排名、通报和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工作机制，充分调动行

业重视程度和工作积极性。各级质控中心围绕本专业年度质量安全情况进行监测、分析和反馈，为此项工作提供技

术支撑。 

25 

完善“以质

为先”的绩

效管理机制 

医疗机构将医疗质量管理情况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探索建立以医疗质量安全为导向的绩效分配机制。将科室

医疗质量管理情况作为科室负责人综合目标考核以及聘任、晋升、评先评优的重要指标；将科室和医务人员医疗质

量管理情况作为医师定期考核、晋升的重要依据。 

26 
强化目标导

向 

优化改进工作机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导质控组织和医疗机构聚焦年度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各专业质控

工作改进目标和患者安全目标，合理细化本地区、本机构改进目标并确定目标改进幅度，把推动目标实现作为年度

质量安全管理工作重点，创新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以点带面提升质量安全水平。 

27 

充分发挥考

核评估指挥

棒作用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充分发挥医院评审、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评价、医联体绩效考核、临床专科

评估、单病种质量评估等工作的指挥棒作用，将医疗质量管理情况作为考核工作的重要内容，督促指导医疗机构落

实相关政策要求。 

28 
加强中医药

质控 

医疗机构应将中医医疗技术应用、中药合理使用等，纳入医疗质量管理。各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加强中医药质控机

构设置和建设，加大中医诊疗技术规范的修订和完善。 

序号 专项行动 内容 

1 
手术质量安

全提升行动 

通过专项行动，降低手术并发症、麻醉并发症、围手术期死亡等负性事件发生率，及时发现和消除手术质量安全隐

患。到 2025年末，日间手术占择期手术的比例进一步提升，全国三级医院手术患者住院死亡率明显下降、非计划重

返手术室再手术率不高于 1.8%,住院患者手术后获得性指标发生率不高于 7.5‰,全面落实四级手术术前多学科讨论

制度。 

2 
“破壁”行

动 

聚焦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发病率高、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重大疾病，结合本地居民疾病谱和异地就医

流向情况，在保障医疗安全的基础上优化要素配置和运行机制。到 2025 年末，在冠心病、脑卒中、乳腺痛、肺痛、

结直肠痛等专病的诊疗模式和组织形式有创新性突破。全国急性 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再灌注治疗率提升至 80%;全国

急性脑梗死再灌注治疗率提升至 45%。 

3 
病历内涵质

量提升行动 

以教育培训、质控抽查、优秀病案评比和宣传交流为主要方式，引导医疗机构落实国家病历书写、管理和应用的相

关规定，强化病历内涵意识，提升病历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水平，更好体现临床诊疗思维和过

程。到 2025年末，病案首页主要诊断编码正确率不低于 90%，病历记录完整性和及时性进一步提高，评选全国百佳

病案并开展巡讲。 

4 
患者安全专

项行动 

医疗机构开展全员参与覆盖诊疗服务、基础设施、应急处置全过程的安全隐患排查行动，优化应急预案并加强演

练。强化非惩罚性报告机制，提高识别能力，优化报告途径，鼓励医务人员报告不良事件，塑造良好的质量安全氛

围。到 2025年末，每百出院人次主动报告不良事件年均大于 25 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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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织网”行

动 

到 2025 年末，设置完成不少于 60个专业的国家级质控中心，不少于 10 个中医专业国家级质控中心;不少于 1800 个

省级质控中心，不少于 300 个省级中医质控中心;不少于 1.8 万个地市级质控中心(组织)，不少于 1800 个地市级中

医质控中心。质控工作逐步覆盖住院、日间、门(急)诊等全诊疗人群。其中，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肿瘤、

麻醉、重症、药事、院感、护理等专业质控中心(组织)实现地市级全覆盖，并延伸至 50%以上县域。全国纳入单病种

管理的病种(技术)数量不少于 100个，发布年度省级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的省份不少于 20个，各专业国家级质

控中心按年度发布本专业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 

 

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华福证券研究所 

4 重点公司动态更新 

4.1 本周重要公司公告 

图表 18：本周重要公司公告 

证券代

码 
公司名称 公告日期 公告类型 公告内容 

300015 爱尔眼科 
2023.05.

29 
股份回购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

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3.00 亿元且不超过 5.00 亿元（均

含本数）。 

603392 万泰生物 
2023.05.

29 
权益分派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906,070,70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729,970 股后的 905,340,73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 元（含

税）、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转增 4 股。 

600161 天坛生物 
2023.05.

29 
浆站获批 

公司所属国药集团上海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凤庆上生单采血浆站、宁洱上生单采血浆站于

近日收到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签发的《单采血浆许可证》。 

688238 和元生物 
2023.05.

30 
权益分派 

本次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93,189,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股转增 0.3 股，共计转增 147,956,7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641,145,700

股。 

300653 正海生物 
2023.05.

30 
产品受理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医疗器械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产品名

称：光固化复合树脂临床，用途：用于前后牙窝洞的充填和牙体缺损的修复，桩核成

形，贴面修复，夹板固定等。 

688029 南微医学 
2023.05.

31 
权益分派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87,847,422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3,316,082.10元。 

603939 益丰药房 
2023.05.

31 
权益分派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21,704,93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0股，共计派发现金

红利 288,681,972.00 元，转增 288,681,972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1,010,386,902

股。 

301080 百普赛斯 
2023.05.

31 
权益分派 

以公司 2022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8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 15.00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120,000,000 元。以 2022年 12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80,0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共

计 40,000,000 股，转增后股本增至 120,000,000股。 

002007 华兰生物 
2023.05.

31 
浆站获批 

公司下属的华兰生物伊川单采血浆站、华兰生物潢川单采血浆站、华兰生物商水单采血

浆站取得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的《单采血浆许可证》。 

300122 智飞生物 
2023.05.

31 
专利获批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于近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一种联合疫苗及其制备方法（一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r-

gE 融合蛋白、重组水痘-带状疱疹疫苗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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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760 迈瑞生物 
2023.05.

31 
投资相关 

公司拟与晨壹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含其全资子公司）共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其中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 12亿元。 

688105 诺唯赞 
2023.06.

01 
权益分派 

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00,01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25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00,012,500 元(含税)。 

300015 爱尔眼科 
2023.06.

01 
权益分派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175,454,3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0149 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000447 股。 

300832 新产业 
2023.06.

01 
权益分派 

以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的总股本为基数，按

每股分配现金红利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7 元（含税），不

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300633 开立医疗 
2023.06.

01 
权益分派 

以 2022 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427,861,745 股，加上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拟归属的 2,791,040股限制性股票，以总计 430,652,785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8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77,517,501.30 元。 

603883 老百姓 
2023.06.

02 
股份质押 

公司控股股东老百姓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52,741,67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26.11%；本次股份质押后，医药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 90,358,000 股，

占其持股数量的 59.16%，占公司总股本数量的 15.45%。 

603233 大参林 
2023.06.

02 
权益分派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949,085,065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6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2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

利 569,451,039元，转增 189,817,013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1,138,902,078股。 

688389 
普门科

技 

2023.06.

02 
权益分派 

公司 2022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37元（含税） 

603233 大参林 
2023.06.

02 
其他事项 

公司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大参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前转股价格：57.13 元/股；调整

后转股价格：47.11 元/股。 

002007 华兰生物 
2023.06.

03 
其他事项 

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变更的《药

品生产许可证》，本次变更在原许可证的基础上增加了吸附破伤风疫苗生产的相关内

容。本次《药品生产许可证》相关内容的变更，标志着疫苗公司吸附破伤风疫苗已具备

投产条件， 

600161 天坛生物 
2023.06.

03 
投资相关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光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签署《合

作协议》，约定中国生物与光明国资局设立合资公司，中国生物持有合资公司 51%股权，

光明国资局持有合资公司 49%股权；合资公司设立后，中国生物向合资公司无偿划转天

坛生物 98,263,078股股份，占天坛生物总股本的 5.96%。 

605266 健之佳 
2023.06.

03 
利润分配 

以 2022 年股份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136,865,496.39 元为基数，提取 10%的法定公积金

13,686,549.64 元。2022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 563,223,512.82元。拟以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99,162,533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增 3 股，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4.60 元（含税），拟派

发现金红利 144,777,298.18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688389 普门科技 
2023.06.

03 
股份减持 

厦门瀚钰、厦门乔成、厦门乔荣以及厦门乔川、厦门普荣于 2022年 12月 5 日至 2023

年 6 月 2日合计减持 25,279,000 股，占总股本的 5.987%，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 16,83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87%；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

司股份 8,444,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本次减持

后，厦门瀚钰、厦门乔川、厦门普荣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39,908,081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比例为 9.45% 

数据来源：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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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拟上市公司动态 

图表 19：拟上市公司动态 

时间 公司 状态 简介 

2023-06-01 
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于科创板状态变更为已问询 

公司致力于研发和生产用于药物分析检测和分离纯化的液相色谱材

料，是集研发、生产与全球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核心

产品为应用于生物大分子药物及小分子化学药物分析检测和分离纯

化的色谱柱和色谱填料，贯穿药物开发生产的全过程。 

2023-06-01 
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报送证监会 

公司主营业务是创新药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是小分子

双靶点抑制剂，自主研发能力覆盖创新药物的靶点研究与机理验

证、化合物分子设计与优化、临床前评价、转化科学研究、化学、

生产和控制（CMC）、临床方案设计与执行、新药注册等各个环节。 

2023-06-01 
北京天助畅运医疗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将于 2023年 6 月 8日上会 

公司主要从事以疝修补产品为代表的普通外科医疗器械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疝修补片和修补固定器等。 

2023-05-24 
哈尔滨思哲睿智能医

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已审核通过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手术机器人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包括腔镜手术机器人、经尿道柔性手术机器人、经口腔手

术机器人、人工耳蜗手术机器人、脊柱内镜手术机器人。公司核心

产品康多机器人是行业内首个在泌尿外科领域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

械特别审批程序（绿色通道）的腔镜手术机器人，已于 2022年 6 月

获得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数据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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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业观点和投资建议 

近期观点： 

1、我们维持看好今年消费医疗复苏机会，仍然可以从边际变化角度去把握行情

机会，疫后复苏和医药政策环境缓和，带来的经营层面的实际改善。关注医疗服务终

端需求，我们认为随着全国种植牙调价完成，整体种植量有望迎来快速爆发。眼科需

求较为刚性，全年有望维持较高的景气度。建议关注眼科医疗服务相关标的爱尔眼科、

华厦眼科，普瑞眼科、朝聚眼科；口腔医疗服务相关标的通策医疗、瑞尔集团。 

2、电生理集采开始执行，国产厂商进入放量周期，建议关注微电生理、惠泰医

疗。 

3、医疗设备受益于贴息贷款、国产替代，重点关注内窥镜，澳华内镜、开立医

疗和海泰新光。 

4、推荐血制品板块：院内需求恢复叠加二阳催化静丙需求，采浆逐步恢复，板

块估值处于历史中枢偏下。优先关注有供给量的公司，新设采浆站进入到采浆周期的

天坛生物和华兰生物，采浆增速较快的博雅生物和派林生物。 

其他重点关注板块： 

（1）类消费品：关注我武生物（脱敏治疗渗透率低，市场容量大）、长春高新（新

患数据有望快速提升，估值低）和片仔癀； 

（2）生命科学上游：关注东富龙； 

（3）IVD：诊疗恢复良好，有望重回快速增长通道，关注性价比较高，Q2 增速

提升催化回到合理估值的标的，关注新产业、亚辉龙和万孚生物； 

（4）其他：关注东诚药业（核医学稀缺标的），山东药玻（药用玻璃龙头）、正

海生物（口腔耗材）。 

6 风险提示 

技术迭代风险、研发风险，业绩风险、竞争加剧超预期风险、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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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定期研究丨医药生物 

分析师声明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

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

形式的补偿。 

 

一般声明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

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

责任。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本公司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该等公开资料的准确性及完整性由其发布者负责，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对该等

信息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及预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之后可能会随情况的变化而调整。在不

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对本

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所载的信息或所做出的任何建议、意见及推测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也不构成对所述金融产

品、产品发行或管理人作出任何形式的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仅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以供投资

者参考，但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承诺或担保。投资者应自行决策，自担投资风险。 

本报告版权归“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的版权

均属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再次分

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未经授权的转载，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转载责任。 

 

特别声明 

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

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投资者请勿将本报告视为投资或其他决定的

唯一参考依据。 

 

投资评级声明 

类别 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在 20%以上  

持有 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 10%与 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10%与 10%之间 

回避 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20%与-10%之间 

卖出 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在-20%以下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市场基准指数 5%以上 

跟随大市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市场基准指数-5%与 5%之间 

弱于大市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市场基准指数-5%以下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中，A 股市场以沪

深 300 指数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联系方式 

华福证券研究所  上海 

公司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 1436 号陆家嘴滨江中心 MT 座 20 层 

邮编：200120 

邮箱：hfyjs@hfzq.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