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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据统计，在令人闻之色变的结核病、艾滋病和疟疾等传染性疾病死亡人数均

下降的同时，而病毒性肝炎的死亡人数逆势而升。从 2000 年到 2015 年十五

年间，全球范围内死于病毒性肝炎的人数增长 22%，达到 134 人/万人，超过因

艾滋病死亡的人数。 

 

 丙肝是慢性病，危害大，但是很多患者没有及时发现。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2015 年全球共有 7100 万慢性丙肝患者，中国丙肝患者人数接近 1000 万。根据

卫计委疾控局的传染病疫情数据，从 2007 年到 2017年的 10年间中国丙肝患者

发病人数增加至 2.3倍。对此虽然中国约有 1000万丙肝患者，但实际上临床上

并没有见到这么多病人。这是因为大部分患者并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患病。肝病在

临床上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慢性丙肝在早期无任何临床表现，这导致患者发现晚、

就医晚，约 80%的感染者直至发展为肝硬化失代偿期、肝癌才被发现。 

 

 在我国，肝癌主要由乙肝和丙肝引发的。乙肝引发的肝癌占 10%，而丙肝导致

的肝癌则高达 80%。但非常遗憾的是，很多丙肝患者在发现时已经发展成肝硬化

或肝癌，治疗成本大大增加，尤其是失代偿肝硬化患者，若不及时进行治疗，五

年仅有 25%存活率。 

 

 随着小分子直接抗病毒药物的出现，近年丙肝治愈率达到 90%以上。患者的

基因型需要通过基因检测来确定，不同基因型的治疗方式不同，感染途径也不一

样。在我国，基因 1b型可能是输血等血源因素导致感染，基因 3型大部分是吸

毒人群，还有很多感染者是混合型，意味着多次被感染。目前我国最主要基因型

是基因 1b型，占 56.8%。 

 

 根据目前国家医保政策的导向，明确有效的药物应该被纳入基药目录和医保

目录中。而治愈率接近 100%的丙肝抗病毒药物尤其如此。目前的小分子抗病毒

药物价格普遍较高，很多病人负担不起，这就急需国家层面给予支持。 

 风险提示：医药行业出现政策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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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情回顾 

1.1 各细分行业板块涨跌幅统计及涨跌幅前五 

表 1：化学制药板块 

周涨跌（%） -1.49%   

成交量（万手） 3609 换手率（%） 7.87%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周涨幅（%）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周跌幅（%） 

002437.SZ 誉衡药业 18.53 002099.SZ 海翔药业 -4.45 

603079.SH 圣达生物 15.38 002020.SZ 京新药业 -5.20 

300363.SZ 博腾股份 14.13 600267.SH 海正药业 -5.23 

002102.SZ ST 冠福 13.27 603538.SH 美诺华 -9.49 

002332.SZ 仙琚制药 8.98 002370.SZ 亚太药业 -9.63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表 2：中药板块 

表 2 中药板块 周涨跌（%） -0.29%   

成交量（万手） 2987 换手率（%） 6.52% 

300181.SZ 佐力药业 12.45 002424.SZ 贵州百灵 -4.86 

300108.SZ 吉药控股 12.45 000919.SZ 金陵药业 -5.50 

600538.SH 国发股份 10.32 300147.SZ 香雪制药 -6.60 

600566.SH 济川药业 4.51 600572.SH 康恩贝 -6.99 

600129.SH 太极集团 4.18 600518.SH ST 康美 -22.55 

300181.SZ 佐力药业 12.45 002424.SZ 贵州百灵 -4.86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表 3：生物制品板块 

表 3 生物制品板块 周涨跌（%） 1.82%   

成交量（万手） 1392 换手率（%） 7.04%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周涨幅（%）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周跌幅（%） 

300653.SZ 正海生物 18.09 300239.SZ 东宝生物 -2.61 

600867.SH 通化东宝 10.27 300294.SZ 博雅生物 -3.22 

603590.SH 康辰药业 8.31 000813.SZ 德展健康 -4.40 

600530.SH 交大昂立 8.08 300255.SZ 常山药业 -6.48 

300239.SZ 东宝生物 5.83 000004.SZ 国农科技 -11.28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表 4：医药商业板块 

表 4 医药商业板块 周涨跌（%） 0.6%   

成交量（万手） 643 换手率（%） 5.48%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周涨幅（%）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周跌幅（%） 

603233.SH 大参林 7.81 000078.SZ 海王生物 -3.02 

603368.SH 柳药股份 4.60 002788.SZ 鹭燕医药 -3.29 

603716.SH 塞力斯 4.15 000028.SZ 国药一致 -3.58 

002872.SZ *ST 天圣 4.01 603883.SH 老百姓 -6.00 

000705.SZ 浙江震元 3.70 000963.SZ 华东医药 -11.4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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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医疗器械板块 

表 5 医疗器械板块 周涨跌（%） 2.12%   

成交量（万手） 864 换手率（%） 9.23%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周涨幅（%）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周跌幅（%） 

002950.SZ 奥美医疗 18.76 300003.SZ 乐普医疗 -3.12 

002932.SZ 明德生物 13.79 603987.SH 康德莱 -3.22 

300595.SZ 欧普康视 12.43 600055.SH 万东医疗 -3.33 

300753.SZ 爱朋医疗 11.29 300244.SZ 迪安诊断 -9.40 

300171.SZ 东富龙 10.24 300238.SZ 冠昊生物 -13.16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表 6：医疗服务板块 

表 6 医疗服务板块 周涨跌（%） 1.50%   

成交量（万手） 575 换手率（%） 4.97%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周涨幅（%）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周跌幅（%） 

600767.SH ST 运盛 15.26 300404.SZ 博济医药 -2.48 

300015.SZ 爱尔眼科 8.16 000503.SZ 国新健康 -2.67 

600763.SH 通策医疗 6.26 002219.SZ 恒康医疗 -2.67 

300759.SZ 康龙化成 5.66 002044.SZ 美年健康 -3.61 

603108.SH 润达医疗 5.43 300347.SZ 泰格医药 -4.20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2. 行业资讯 

2.1 化学制药 

2.1.1 石药集团第一季度业绩，8 大创新药收入近 30 亿元 

 

日前，石药集团公布 2019 年第一季度业绩，公司实现收入总额 54.93 亿元，同比

增长 25.6%；净利润 9.52 亿元，同比增长 28.83%。报告期内，创新药收入 29.54 亿元，

占公司营收 53.8%；恩必普增长 32.1%，抗肿瘤药组合增长 208%；研发投入大幅增加

至 4.6 亿元，同比增长 77%。目前公司在 5 大新药研究领域拥有约 300 个在研品种，

创新药 CD20 单抗、PI3K 抑制剂有望于 2020-2021 年获批上市。成药业务包含创新药

和普药两大板块，在核心产品驱动下，创新药业务收入大幅增长 54.4%；普药业务增长

2.4%。原料药业务主要分为抗生素、维生素 C 和咖啡因三大类，业绩整体放缓。一季

度石药集团创新药收入 29.54 亿元，占公司营收 53.8%，据石药集团 2018 年年报，公

司营收 210.29 亿港元，创新药营收 103.44 亿港元，创新药收入占公司营收的 49.19%。

随着创新药业务占比突破 50%，石药集团在创新领域的步伐越来越扎实。 

 

2.2 中药 

2.2.1 中药配方颗粒渐成主流，中国中药超 70 亿称霸 

 
目前我国市场上，中药饮片或中药配方颗粒销售规模较大的上市药企分别有康美药业、中国

中药、红日药业、香雪制药、太龙药业。康美药业是中药饮片的龙头，最近因“财务造假”问题备

受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市场对该企业中药饮片业务的质疑；中国中药则是中药配方颗粒市场的主

导企业，2018 年年报数据显示，该业务板块的营收有了大幅提高，超过了 70 亿元。一直以来，

作为我国中药配方颗粒的领军企业，中国中药每年都能交出不俗的成绩单。2017 年公司总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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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8 亿元，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营收达 58.99 亿元；2018 年公司总营收突破百亿，较去年增

长 35.0%，主要得益于中药配方颗粒业务持续快速发展，以及饮片业务迅速拓展。其中，中药配

方颗粒业务贡献营业额约 71.51 亿元，占总营业额的 63.5%，中药饮片业务营业额约 12.75 亿元，

占总营业额的 11.3%。中药配方颗粒的成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中药饮片。近年来，在国家层面

的推动下，中药配方颗粒具有传统中药饮片所享有的可报销、不计入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取消医

院加成、不纳入集中采购等所有政策红利，如宁夏、福建、浙江、北京、广东等地都将配方颗粒

纳入了地方医保目录中，天津和山东也按照饮片规格进行医保报销。 

 

2.3 生物制品 

—— 

2.4 医药商业 

—— 

2.5 医疗器械 

—— 

2.6 医疗服务 

2.6.1 两年公立医院减少 676 家，民营医院增加 2218 家 

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2018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18 年公

立医院数量为 12032 个，对比《2017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公立医院 12297 个数

据看，公立医院数量减少 265 家，如果对比 2016 年，两年中 676 家公立医院消失。数据显示，每

年都有公立医院减少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国企办的医院加快了改制，另一方面则是

被兼并或者改成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民营医院数量突飞猛进，由 2017 年的 18759 个增加到了

20977 个，增加 2218 家。《公报》显示，2018 年末，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60738 个，

比上年增加 6495 个。其中：中医类医院 4939 个，中医类门诊部、诊所 55757 个，中医类研究机

构 42 个。与上年比较，中医类医院增加 373 个，中医类门诊部及诊所增加 6125 个。在此前的全

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总理这种强调了下一步要发挥好中医药防病治病独特优势。可见，

中医药的增长，或许还会持续。 

 

 

3. 公司公告 

3.1 化学制药 

【恒瑞医药】获得新药证书和药品注册批件 

【新天药业】取得商标注册证书 

3.2 中药 

【太极集团】控股子公司获得药品 GMP 证书 

3.3 生物制品 

—— 

3.4 医药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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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 医疗器械 

【凯利泰】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3.6 医疗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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