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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观点：八部门联合发布医用同位素中长期发展规划，核医学有望加速

发展。6 月 24 日，国家原子能机构联合科技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

交通运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

8 部门正式发布《医用同位素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 年)》，这是我

国首个针对核技术在医疗卫生应用领域发布的纲领性文件。 

此次《规划》提出 2025 及 2035 年的目标。2025 年要启动实施 1-2 座医

用同位素生产反应堆建设，逐步恢复钼-99、碘-125、碘-131、镥-177、

锶-89、磷-32 等医用同位素生产，建立锗-68／镓-68 发生器等医用同位素

生产能力。2035 年要主要衡量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充分保障人

民健康需求的基础上，在全球医用同位素供应体系中占有一定份额。这意

味着核素原料依赖进口的局面将得到改善，核素药物的生产将会有更好的

保障。《规划》同时提出，将加强放射性新药的研发，加大高端诊疗设备

的自主研发力度。该举措将推动高端设备的国产化，加速放射性药物和设

备的国产替代。 

此次《规划》的出台，是扩大核医学普及性、产业链自主可控、加快创新

核药及设备研发的重要信号，有望根本性改变监管部门对核医学细分领域

重视不足的问题，过去影响行业发展速度和制约创新的因素有望得到解

决，政策春风推动下，核医学行业将迎来更快速的发展。 

 投资策略：2018-2021 年以来，行业政策方向已经明晰，我们预计未来相

当一段时间仍处于行业政策密集推广的阶段，建议回避受政策压制领域，

坚守政策免疫且符合行业发展趋势的高景气细分龙头。主线一：由创新驱

动的临床需求。随着技术实力的提升以及审批环境的改善，中国无论从药

品还是器械行业，均迎来自主创新的收获期，同时激活了 CRO、CMO等

相关外包产业链，重点推荐：恒瑞医药、凯莱英、药石科技、东诚药业、

智飞生物、康宁杰瑞、九典制药、心脉医疗；主线二：迭代升级的美好生

活需求。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稳定增长，我国居民对医疗卫生领域的需

求逐步提升，消费型医疗在我国的需求不断提升。同时，消费型医疗均为

自费产品，有自主定价权，免疫控费政策。重点推荐：通策医疗、爱尔眼

科、锦欣生殖。 

 行业要闻荟萃：1）五批国采结果公布，价格降幅符合预期；2）科伦药业

碘帕醇注射液获批上市；3）华东医药奥美拉唑碳酸氢钠胶囊获批上市；4）

复兴凯特的中国首款 CAR-T细胞治疗产品正式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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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情回顾：上周 A股医药板块上涨 3.19%，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69%，医药行业在 28 个行业

中排名第 9 位。上周 H 股医药板块上涨 4.98%，同期恒生综指上涨 1.85%，医药行业在 11 个行业

中排名第 2 位。 

 风险提示：1）政策风险：医保控费、药品降价等政策对行业负面影响较大；2）研发风险：医药研

发投入大、难度高，存在研发失败或进度慢的可能；3）公司风险：公司经营情况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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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业观点与投资策略 

行业观点：八部门联合发布医用同位素中长期发展规划，核医学有望加速发展。6月 24日，国家原

子能机构联合科技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疗保障局、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 8 部门正式发布《医用同位素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 年)》，这是我国首

个针对核技术在医疗卫生应用领域发布的纲领性文件。 

此次《规划》提出 2025及 2035年的目标。2025年要启动实施 1-2座医用同位素生产反应堆建设，

逐步恢复钼-99、碘-125、碘-131、镥-177、锶-89、磷-32 等医用同位素生产，建立锗-68／镓-68

发生器等医用同位素生产能力。2035年要主要衡量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充分保障人民健康

需求的基础上，在全球医用同位素供应体系中占有一定份额。这意味着核素原料依赖进口的局面将

得到改善，核素药物的生产将会有更好的保障。《规划》同时提出，将加强放射性新药的研发，加大

高端诊疗设备的自主研发力度。该举措将推动高端设备的国产化，加速放射性药物和设备的国产替

代。 

此次《规划》的出台，是扩大核医学普及性、产业链自主可控、加快创新核药及设备研发的重要信

号，有望根本性改变监管部门对核医学细分领域重视不足的问题，过去影响行业发展速度和制约创

新的因素有望得到解决，政策春风推动下，核医学行业将迎来更快速的发展。 

投资策略：2018-2021 年以来，行业政策方向已经明晰，我们预计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仍处于行业政

策密集推广的阶段，建议回避受政策压制领域，坚守政策免疫且符合行业发展趋势的高景气细分龙

头。主线一：由创新驱动的临床需求。随着技术实力的提升以及审批环境的改善，中国无论从药品

还是器械行业，均迎来自主创新的收获期，同时激活了 CRO、CMO等相关外包产业链，重点推荐：

恒瑞医药、凯莱英、药石科技、东诚药业、智飞生物、康宁杰瑞、九典制药、心脉医疗；主线二：

迭代升级的美好生活需求。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稳定增长，我国居民对医疗卫生领域的需求逐步

提升，消费型医疗在我国的需求不断提升。同时，消费型医疗均为自费产品，有自主定价权，免疫

控费政策。重点推荐：通策医疗、爱尔眼科、锦欣生殖。 

 

二、 行业要闻荟萃 

2.1 五批国采结果公布，价格降幅符合预期 

6月 23日，第五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正式开标，本次集采共有 62种药品， 201家企业参与，拟成

功采购品种 61个。药品平均降幅56%，符合预期。 

点评：目前药品带量采购政策常态化，市场对于集采预期较为充分，我们认为第五批集采难以在行

业层面造成明显负面影响，应更多关注相关企业。投资建议方面主要有两条逻辑，一是受益于集采

的光脚企业或具有定价权的特色原料药龙头，建议关注司太立、健康元、健友股份、华海药业、九

典制药等；二是寻找不受集采负面政策影响的高景气领域，如创新药产业链，建议关注凯莱英、药

石科技、东诚药业、微芯生物等，或口腔、眼科、医美、辅助生殖等医疗消费升级赛道，建议关注

爱尔眼科、通策医疗、正海生物、锦欣生殖等。。 

 

2.2 科伦药业碘帕醇注射液获批上市 

科伦药业子公司山东科伦药业有限公司的化学药品“碘帕醇注射液”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的药品注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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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碘帕醇为意大利 Bracco公司开发的非离子型单体造影剂，1981年在意大利首获批，后相继

在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获批上市，2002 年国内批准进口，用于神经放射学相关造影、血管造影、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尿路造影、CT检查中增强扫描等。碘帕醇为 X射线非离子型碘造影剂，与其他

离子型碘造影剂相比，具有显影质量更高、血管及神经毒性更小、耐受性更好等优势，已被《碘对

比剂使用指南第二版（2013）》、《脑血管造影术操作规范中国专家共识（2018）》、《美国 ACR／NKF：

静脉注射碘造影剂在肾病患者中的应用共识（2020）》等国内外权威指南或专家共识推荐用于肿瘤、

心脑血管等多种疾病的诊断。碘帕醇注射液为 2020年国家医保甲类品种，2020年中国销售 9.0亿

元。 

 

2.3 华东医药奥美拉唑碳酸氢钠胶囊获批上市 

华东医药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的奥美拉唑碳酸氢钠胶囊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 

点评：美拉唑碳酸氢钠胶囊剂是首个获批上市的非肠溶质子泵抑制剂，起效更快，作用更持久，其

中的碳酸氢钠不但可以保护奥美拉唑不受胃酸破坏，还可快速中和胃酸，激活质子泵通道而无需食

物刺激，患者可以按需服用，临床用药顺应性好。奥美拉唑碳酸氢钠胶囊原研厂家为美国 SANTARUS 

INC公司（2014年 1月被 Salix Pharmaceuticals Ltd收购），于 2006年 2月在美国首次获批，商

品名为 Zegerid，尚未进口国内。经查询，截止目前，国内共有 3家企业（含中美华东）取得了奥美

拉唑碳酸氢钠胶囊的药品注册证书。经 IQVIA数据库查询，该产品 2020年全球销售额为 1.07亿美

元。 

 

2.4 复兴凯特的中国首款 CAR-T 细胞治疗产品正式获批 

6 月 22 日，国家药监局（NMPA）官网公示显示，复星凯特 CAR-T 细胞治疗产品阿基伦赛注射液

（axicabtagene ciloleucel）已正式获批。 

点评：阿基仑赛注射液是复星凯特于 2017年初从吉利德子公司 Kite Pharma引进的靶向 CD19自

体 CAR-T细胞治疗产品 Yescarta。同一年时间，Yescarta率先获得 FDA批准上市，成为首款针对

特定非霍奇金淋巴瘤的 CAR-T细胞药物，并相继在欧洲、加拿大等地获批上市。阿基仑赛注射液被

开发用于治疗两线或以上系统性治疗后复发或难治性大 B细胞淋巴瘤，包括弥漫性大 B细胞淋巴瘤

（DLBCL）非特指型、原发性纵隔 B细胞淋巴瘤（PMBCL）、高级别 B细胞淋巴瘤和滤泡淋巴瘤转

化的 DLBCL，复星凯特拥有其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的商业化权利，并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

进行本地化生产。 

 

三、 A 股医药板块行情回顾 

上周医药板块上涨 3.19%，同期沪深 300指数上涨 2.69%；申万一级行业中 23个板块上涨，5个板

块下跌，医药行业在 28个行业中排名第 9位；医药子行业全部上涨。其中涨幅最大的是医疗服务，

涨幅 7.59%，涨幅最小的是化学制剂，涨幅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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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医药行业 2020年初至今市场表现 
 
图表2 全市场各行业上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截止 2021年 6月 25日，医药板块估值为 41.36倍（TTM，整体法剔除负值），对于全部 A股（剔

除金融）的估值溢价率为 63.49%，高于历史均值57.40%。 

图表3 医药板块各子行业 2020年初至今市场表现 
 图表4 医药板块各行业上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5 上周医药行业涨跌幅靠前个股 

表现最好的 15支股票 表现最差的 15支股票 

序号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序号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1 300158.SZ 振东制药 45.66  1 603168.SH 莎普爱思 -11.72  

2 688298.SH 东方生物 28.23  2 688266.SH 泽璟制药 -10.93  

3 600976.SH 健民集团 20.71  3 603520.SH 司太立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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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00642.SZ 透景生命 17.82  4 000004.SZ 国农科技 -8.44  

5 688016.SH 心脉医疗 16.82  5 002118.SZ 紫鑫药业 -8.42  

6 600771.SH 广誉远 16.17  6 002411.SZ 延安必康 -7.51  

7 300233.SZ 金城医药 15.91  7 300016.SZ 北陆药业 -7.04  

8 600767.SH ST运盛 15.63  8 300482.SZ 万孚生物 -7.01  

9 688068.SH 热景生物 14.42  9 600812.SH 华北制药 -6.58  

10 688029.SH 南微医学 13.07  10 000403.SZ 双林生物 -6.28  

11 600993.SH 马应龙 12.86  11 300357.SZ 我武生物 -5.45  

12 300404.SZ 博济医药 12.35  12 002550.SZ 千红制药 -4.90  

13 600587.SH 新华医疗 12.34  13 002173.SZ 创新医疗 -4.86  

14 300705.SZ 九典制药 12.31  14 002898.SZ 赛隆药业 -4.81  

15 603259.SH 药明康德 11.86  15 600276.SH 恒瑞医药 -4.73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四、 港股医药板块行情回顾 

上周医药板块上涨 4.98%，同期恒生综指上涨 1.85%；WIND一级行业中 10个板块上涨，1个板块

下跌，医药行业在 11个行业中排名第 2位；医药子行业全部上涨。其中涨幅最大的是香港生物科技，

涨幅 7.08%，涨幅最小的是医疗保健设备与用品，涨幅 2.84%。截止 2021年 6月 25日，医药板块

估值为 39.39倍（TTM，整体法剔除负值），对于全部 H股的估值溢价率为 227.45%，高于历史均

值 160.43%。 

 

五、 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医保控费、药品降价等政策对行业负面影响较大； 

2）研发风险：医药研发投入大、难度高，存在研发失败或进度慢的可能； 

3）公司风险：公司经营情况不达预期。 



 

 

平安证券研究所投资评级： 

股票投资评级: 

强烈推荐 （预计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 300指数 20%以上） 

推    荐 （预计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 300指数 10%至 20%之间） 

中    性 （预计 6个月内，股价表现相对沪深 300指数在±10%之间） 

回    避 （预计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沪深 300指数 10%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 （预计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沪深 300指数 5%以上） 

中    性 （预计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相对沪深 300指数在±5%之间） 

弱于大市 （预计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沪深 300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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