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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Table_Summary] ⚫ 多款“猫三联”产品通过农村农业部应急评价 

据农业农村部公告，2023 年 8 月到 2024 年 1 月有四批共 7 款“猫

三联”疫苗产品通过农业农村部应急评价，有望打破长期以来硕腾在

国内市场形成的垄断局面，国产疫苗本土分离的毒株与国内疫病更匹

配，针对性更强，此外，国内厂商在价格和渠道等方面具备优势，猫

三联疫苗国产替代空间广阔，宠物板块或将成为动保公司第二增长曲

线。 

⚫ 国内首款猫三联疫苗上市，市场格局有望重塑 

2024 年 1 月 8 日，瑞普生物召开我国首款国产猫三联疫苗“瑞喵舒”

上市发布会，并于 1 月 18 日首家获得农业农村部批准文号正式上

市，打响猫三联疫苗国产替代的第一枪。公司提前制定营销策略，推

出共创基金等创新激励政策锁定优质经销商，通过瑞派宠物医院、中

瑞供应链等渠道短期内迅速提高铺货率。  

⚫ “瑞喵舒”毒株匹配度高，保护效果及安全性优势显著 

“瑞喵舒”选用 2010S 国内新流行毒株，更适合我国本土宠物猫，

毒株匹配程度相比进口疫苗具有明显优势。此外，“瑞喵舒”抗原含

量可达其他疫苗的 10 倍以上，产生抗体高，持续时间长，采用四重

纯化工艺，杂蛋白去除率达到 99%以上，在全国 300 多家城市 10000

多只宠物猫开展临床试验，未发生一例过敏等副反应。 

⚫ 市场测算 

根据我们测算，预计 2026E 国内宠物猫数量将达到 1.02 亿只，按渗

透率 20%，出厂价 35 元/只计算，国内猫三联疫苗市场规模达到 7.11

亿元。未来随着宠物猫数量持续增加，猫三联市场有望进一步提高。 

⚫ 风险提示 

国内宠物市场开拓不达预期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政策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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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宠物市场稳中有增 

1.1 养宠需求不断增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不断得

到改善，饲养宠物成为家庭必不可少的消遣方式，宠物数量的日益增多，刺激了宠

物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从饲养类型来看，我国宠物饲养仍以犬猫为主。2017-2022

年，我国宠物犬猫数量由 8,746 万只上涨至 11,655 万只，复合年增长率可达 5.9%。

2023 年宠物犬数量为 5,175 万只，较 2022 年增长 1.1%，宠物猫数量为 6,980 万

只，较 2022 年增长 6.8%。 

据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2023 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为 2,793

亿元，同比 2022 年增长 3.2%，增长幅度放缓。其中，犬消费市场规模较 2022 年

微增 0.9%，猫消费市场规模较 2022 年增长 6%，宠物猫数量呈逐年上涨趋势。据

宠物行业白皮书预测，2026 年我国城镇宠物犬消费市场规模 1,766 亿元，宠物猫消

费市场规模 1,847 亿元，2024-2026 年 CAGR 达到 5.6%。 

 

图表 1 2022 年我国城镇养宠结构（%） 图表 2 2017-2023 我国宠物犬猫数量（万只） 

  

资料来源：2022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华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3 2020-2026E 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亿元） 图表 4 猫犬数量变化趋势（单位：万只） 

  

资料来源：2023-2024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23-2024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华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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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宠物医疗市场持续扩容 

伴随着宠物经济的崛起，经过 30 年的发展我国宠物健康行业经历了萌芽期、孕

育期、发展期等多个阶段，现已步入发展的快车道，随着资本的争相入局，市场供给

侧产品及服务能力将不断提升。 

近几年，农业农村部相继出台各类政策，鼓励宠物医疗用药研发创新，同时为了

解决当前宠物临床用药短缺问题，制定《人用化学药品转宠物用药注册资料要求》，

解决宠物健康医疗市场中供给端药品短缺问题。 

图表 5 我国宠物健康医疗行业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京东健康，华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6 2020-2022 年我国重要宠物健康医疗政策 

发布时间 政策 相关内容 

2020 年 9 月 
《人用化学药品转宠物用化学

药品注册资料要求》 

为解决当前兽医临床上宠物用药短缺问题，推动宠物用化

学药品的研发和上市，在保证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前

提下，借鉴相关评审评价办法，制定人用化学药品转宠物

用药注册资料要求。 

2020 年 9 月 
《废止的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

增加治疗用途注册资料要求》 

加快推进宠物兽药注册工作，进一步合理利用现有药用资

源，促进技术创新，更好满足预防、治疗动物疾病需求。 

2022 年 10 月 《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 

加强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督和管理，对其市场经营活动以及

动物诊疗行为、设备、人员、场所等各方面进行规范，保

障公共卫生安全。 

1980-1999

•1992年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成立，标志着宠物行业形成；

•1985年，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开设第一个小动物门诊部。

2000-2013

•《动物防疫法》、《执业兽医管理办法》、《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等实施，带动行业走向规范化发展；

•瑞派、宠爱国际等头部连锁机构在此期间成立，集中化程度提升；

•养宠意识转变，宠物主消费意识提升。

2014-2020

•消费升级与“萌宠经济”环境下，以高瓴为代表的资本进入市场，加速宠物医疗机构连锁化发展；

•宠物医疗机构数量增长4.8倍，兽医数量增长3.6倍；

•宠物垂直电商开始受关注。

2021-至今
•推动行业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为行业注入新的增长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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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2022—2025 年全国官方兽

医培训计划》 

加强“十四五”时期官方兽医队伍建设，强化官方兽医培

训，提升官方兽医队伍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到 2025

年，国家、省、市、县四级官方兽医培训体系进一步健全

完善。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华安证券研究所 

 

从消费结构看，2023 年食品市场仍是主要消费市场，市场份额达到 52.3%，其

中，主粮和零食份额相对稳定，营养品小幅上升。其次是医疗市场，市场份额为 28.5%，

其中，药品、体检小幅上升，诊疗、疫苗有所下降。宠物用品和宠物服务市场份额较

低，分别是 12.5%、6.8%，具有较高上升空间。 

图表 7 2022-2023 我国宠物（犬猫）消费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2023-2024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华安证券研究所 

 

宠物医疗作为仅次于主粮的第二大细分市场，主要由宠物药和宠物医院组

成。 宠物药又可以分为疫苗、皮肤药、呼吸药、驱虫药、清洁药、关节药、保健药

七大类。我国宠物用药品行业起步较晚，大部分企业规模较小，目前我国大型动保

企业仍然以经济动物用药为主，宠物医药产值在整个兽药产值中的比例不足 20%，

宠物药市场布局相较于成熟市场仍然比较空白。 

随着宠物行业的不断发展，“健康养宠、科学养宠”理念深入人心，需求的持续

增长，2022 年，宠物药品渗透率达到 90.4%，在宠物消费中位列第二，宠物主在宠

物医院药品消费占比达到 73.1%，促使越来越多的动保公司着眼于宠物药市场，推

动行业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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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中国宠物细分品类消费渗透率情况（%） 图表 9 宠物主在宠物医院的消费类型 

  

资料来源：2022 年宠物行业白皮书，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22 年宠物行业白皮书，华安证券研究所 

 

我国宠物免疫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据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2022 年我国宠物（犬

猫）免疫率为 45.2%，较 2021 年下降 0.7pct，其中，宠物犬免疫率 46.7%，宠物猫

免疫率 44.2%。分不同年龄段来看，幼猫免疫率较高，2022 年我国幼猫免疫率达到

56.8%，较 2021 年提升 1pct，成年猫免疫率 39.1%，中老年猫免疫率 22.7%。 

图表 10 我国宠物免疫率（%） 图表 11 不同年龄段猫的免疫率（%） 

  

资料来源：2022 年宠物行业白皮书，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22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华安证券研究所 

93.2%

81.8%

61.8%

75.2%

83.5%

75.8%

54.0%

3.9%

15.6%

14.4%

2.4%

5.7%

0.1%

0.5%

5.9%

95.7%

84.7%

66.1%

80.4%

90.4%

74.9%

54.1%

5.0%

15.7%

17.5%

2.3%

4.4%

0.1%

0.3%

4.7%

14.2%

4.9%

主粮

零食

营养品

用品

药品

诊疗

洗澡美容

训练

寄养

保险

殡葬

摄影

克隆

保姆

乐园

出行

托运

0% 20% 40% 60% 80% 100% 120%

2022 2021

73.1%

37.5%

35.4%

30.4%

26.5%

15.5%

15.4%

0.1%

7.0%

0% 20% 40% 60% 80%

药品

零食

营养品

处方粮

用品

其他主粮

玩具

其他主粮

以上都没有

宠物医院消费类型占比

47.2%
45.1% 45.9%46.7%

44.2% 45.2%

0%

10%

20%

30%

40%

50%

60%

犬 猫 宠物（犬猫）

2021 2022

55.8%

40.5%

21.3%

56.8%

39.1%

22.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幼年猫 成年猫 中老年猫

2021 2022



[Table_CompanyRptType] 

 

行业研究 

 

 
 

敬请参阅末页重要声明及评级说明                   8 / 14                                         证券研究报告 

预防式需求上升，宠物到院免疫占比上升。与 2022 年相比，宠主到院免疫占比

有所上升。其中，宠物犬免疫占比为 33.3%，上升2.8个百分点。宠物猫占比为 39.8%，

上升 4.4 个百分点，位居宠物猫就诊类型第一位。 

图表 12 宠物犬就诊类型 图表 13 宠物猫就诊类型 

  

资料来源：2023-2024 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23-2024 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华安证券研究所 

 

2 首款国产猫三联疫苗上市 

2.1 多款猫三联疫苗通过应急评价 

猫三联疫苗是一种传染性疫苗，用于预防猫细小病毒（FPV）、猫杯状病毒（FCV）、

猫疱疹病毒（FHV-1）三种猫常见传染性病毒引起的猫泛白细胞减少症（猫瘟）、猫

传染性鼻结膜炎、猫传染性鼻气管炎。 

图表 14 三种常见猫传染病症状及特点 

名称 常见症状 特点 

猫泛白细胞减少症 

由猫细小病毒（FPV）引起，急性

高度胃肠道疾病，精神不振，厌

食，发烧，顽固性呕吐，呕吐物呈

黄绿色，口腔及眼，鼻有粘性分泌

物，粪便粘稠样等。 

3-5 个月幼猫最常见，死亡率最高。

1 岁以下的猫易感，感染率可达

70%，死亡率为 50%~60%，5 月龄

以下的幼猫死亡率最高可达

80%~90%。 

猫传染性鼻结膜炎 

由猫杯状病毒（FCV）引起，常见

的呼吸系统疾病，精神沉郁，发

烧，浆液性和粘液性鼻漏，结膜

炎，口腔炎，气管炎，支气管炎。 

猫杯状病毒病感染率较高，治愈后

猫咪长期带毒，可以传染给其他健

康猫咪。 

47.7%

30.5%

12.1%

8.1%

1.6%

47.6%

33.3%

7.9%
9.7%

1.5%

0%

10%

20%

30%

40%

50%

60%

诊疗 免疫 驱虫 体检 绝育

2022 2023

35.4%
37.4%

11.1%

8.2% 7.8%

39.8%

34.7%

9.9%

7.2%
8.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免疫 诊疗 体检 驱虫 绝育

2022 2023



[Table_CompanyRptType] 

 

行业研究 

 

 
 

敬请参阅末页重要声明及评级说明                   9 / 14                                         证券研究报告 

猫传染性鼻气管炎 

由猫疱疹病毒（FHV-1）引起，急

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精神沉郁、

厌食、体温升高、咳嗽、打喷嚏、

流泪，眼睛和鼻部有分泌物。 

幼猫发病症状严重，感染后治疗不

及时死亡率高达 50%，即使及时治

疗也很难彻底治愈。 

 

资料来源：瑞普生物“瑞喵舒”发布会，瑞鹏宠物医院，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硕腾公司旗下的“妙三多”自 2011 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一直是国内唯一获批

的猫三联产品，长期以来在国内市场形成垄断局面。猫三联疫苗需 2~8 度的冷链运

输，海关以及运输问题导致国内市场时常出现断货，猫三联疫苗的国产替代刻不容

缓。随着国内宠物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宠物新药注册审批相关政策的逐步放开，

国内动保企业经过多年研发布局，相关国产猫三联产品上市在即。目前，国外疫苗

毒株和国内现流行毒株相似性不到 60%，而国产疫苗本土分离的毒株与国内疫病更

加匹配，针对性更强，叠加国内厂商的价格和渠道等多重优势，猫三联疫苗国产替

代空间广阔，宠物板块或将成为动保公司第二增长曲线。 

多款“猫三联”产品通过农村农业部应急评价。农业农村部资料显示，2023 年

8 月、10 月、12 月以及 2024 年 1 月有四批共 7 款“猫三联”疫苗产品通过农业农

村部应急评价，涉及上市公司瑞普生物、科前生物、普莱柯和中牧股份。2023 年我

国宠物猫数量 6,980 万只，猫三联疫苗市场份额可达到 27 亿元，未来随着宠物猫数

量的不断增加，“猫三联”产品增长潜力巨大。 

图表 15 我国猫三联疫苗通过应急评价情况 

兽药名称 研制单位 通过应急评价时间 

猫鼻气管炎、杯状病毒病、泛白

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苗

(RPVF0304 株+RPVF0207 株

+RPVF0110 株)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瑞普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空港经济区分公司、瑞普(保

定)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22 日 

猫鼻气管炎、猫杯状病毒病、猫

泛白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苗

(WX 株+SH14 株+0918 株)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唐山怡安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哈药集团生物疫苗有限公司 

猫泛白细胞减少症、鼻气管炎、

杯状病毒病三联灭活疫苗(HBX05

株+BJS01 株+BJH13 株) 

泰州博莱得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博莱得利

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中瑞动检(北京)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猫鼻气管炎、杯状病毒病、泛白

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苗(WH - 

2017 株+LZ- 2016 株+CS - 2016

株) 

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云

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华派生物技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7 日 

猫泛白细胞减少症、杯状病毒

病、鼻气管炎三联灭活疫苗(708

株+60 株+64 株)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惠中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洛阳惠中动物保健有限公司、河南

新正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普莱柯(南京)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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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鼻气管炎、杯状病毒病、泛白

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苗(HBJ06

株+CHZ05 株+PSY01 株)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猫鼻气管炎、嵌杯病毒病、泛白

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苗(CP2 株

+CC3 株+VP2 蛋白) 

长春西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爱宠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吉林正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3 日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华安证券研究所 

 

2.2 国内首款猫三联疫苗“瑞喵舒”上市 

2013 年，瑞普生物立项开展猫三联疫苗的研发，2023 年 8 月首批通过农业农

村部应急评价。2024 年 1 月 8 日，瑞普生物召开我国首款国产猫三联疫苗“瑞喵

舒”上市发布会，并于 1 月 18 日首家获得农业农村部批准文号正式上市，推出共创

共赢项目等创新激励政策提前锁定优质经销商，通过瑞派宠物医院、中瑞供应链等

渠道短期内迅速提高铺货率，2024 年有望为公司贡献超 6000 万元营业收入。 

图表 16 “瑞喵舒”研发历程 

 

资料来源：瑞普生物“瑞喵舒”发布会，华安证券研究所 

 

“瑞喵舒”在毒株匹配程度、抗原含量、疫苗纯度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研究

表明，当前猫三联疫苗对 FCV 和 FHV-1 保护效果不理想，尽管疫苗已经在幼猫中

普遍使用，仍然不能防止 FCV 和 FHV-1 感染或带毒传播，这两种病毒持续在猫群

中广泛流行。 

FCV 是单股 RNA 病毒，缺乏具有修正错误的聚合酶，最早于 1957 年分离得

到，经典型 FCV 一般引起猫的口腔和呼吸道感染，致死率一般低于 30%。高致病型

FCV 于 1998 年首次分离，会引起猫水肿和特征性外出血等，导致猫的全身感染，

致死率高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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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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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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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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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 猫杯状病毒经典型和高致病型毒株实验发病模型比较（单位：只数） 

 

资料来源：瑞普生物“瑞喵舒”发布会，华安证券研究所 

 

“瑞喵舒”选用本世纪国内新流行毒株。2013-2018 年，瑞普生物从全国 23 各

省市共 1,000 多家宠物医院和猫舍采集 6,125 份病料，从 236 株流行毒株中筛选确

定疫苗株，更适合现阶段我国本土宠物猫。公司实验数据表明，“瑞喵舒”所选用的

FCV-RPVF0207 株对 FCV 经典型毒株和高致病型毒株保护率分别达到 100%、90%

以上。 

 

图表 18 “瑞喵舒”与进口疫苗毒株对比 

 

资料来源：瑞普生物“瑞喵舒”发布会，华安证券研究所 

 

“瑞喵舒”抗原含量可达其他疫苗的 10 倍以上，产生抗体高，持续时间更长，

远高于行业标准。瑞普采用四重纯化工艺，杂蛋白去除率达到 99%以上，内毒素含

量低，同时选用优质水性佐剂提升免疫效果，在全国 1000 多家宠物医院对 10000

多只猫进行临床试验，未发生一例过敏等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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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 “瑞喵舒”与其他疫苗抗原含量对比（单位：10XTCID50/ml） 

病毒种类 瑞喵舒 其他疫苗 A 其他疫苗 B 

FPV 6.5 4.0 5.0 

FCV 9.5 8.0 8.0 

FHV-1 8.0 7.0 7.0 

 

资料来源：瑞普生物“瑞喵舒”发布会，华安证券研究所 

 

3 市场测算 

根据我们测算，预计 2026E 国内宠物猫数量将达到 1.02 亿只，按渗透率 20%，

出厂价 35 元/只计算，国内猫三联疫苗市场规模达到 7.11 亿元。未来随着宠物猫数

量不断增加，猫三联市场有望持续扩容。 

 

图表 20 猫三联疫苗市场空间测算（单位：亿元） 

年份 
宠物猫数量

（万只） 
渗透率 

单价（元） 

20 25 30 35 40 

2024 
7,678  

 

10% 1.54  1.92  2.30  2.69  3.07  

15% 2.30  2.88  3.46  4.03  4.61  

20% 3.07  3.84  4.61  5.37  6.14  

2025 
8,830  

 

10% 1.77  2.21  2.65  3.09  3.53  

15% 2.65  3.31  3.97  4.64  5.30  

20% 3.53  4.41  5.30  6.18  7.06  

2026 10,154  

10% 2.03  2.54  3.05  3.55  4.06  

15% 3.05  3.81  4.57  5.33  6.09  

20% 4.06  5.08  6.09  7.11  8.12  

 

资料来源：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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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国内宠物市场开拓不达预期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政策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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