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复第三轮问询

南新制药称新药研发投入将保持增长

本报记者 段芳媛

近日，南新制药回复了科创板上市申请的第三轮审核问询，主要涉及公司研发投入与创新研发、核心技术的创新性与先进性等相关问题。 南新制药表示，公司自2006年底成立以来，一直以新药研发作为研发工作的重心，未来新药研发投入将保持增长。

坚持创新药研发

回复函显示，2009年上半年南新制药从军科院毒物药物研究所以技术转让的方式获得帕拉米韦临床批件，并开始抗流感创新药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的研发。 此后十余年间，公司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新药产品的研发，先后实施了抗肿瘤创新药美他菲尼、糖尿病肾病创新药美氟尼酮、帕拉米韦儿童专用规格注射液、帕拉米韦吸入溶液、帕拉米韦干粉吸入剂、新一代抗流感创新药NX-2016等新药研发项目。

南新制药称，其为国内较早进行创新药研发的医药企业之一，一直坚持新药研发投入。 其中，创新药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于2013年获批上市。 此前公司为其临床研究及产业化研究花费大量资金。 2010年-2015年，南新制药研发投入累计为1.76亿元，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重为8.72%。 研发投入构成方面，2010年-2015年公司新药研发支出金额为1.09亿元，占公司同期研发投入的比为61.78%。 公司研发投入以新药研发为主。

2016年-2018年及2019年上半年，公司新药研发投入分别为1257.14万元、939.53万元、1729万元、965.68万元；新药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重分别为75.66%、42.57%、38.2%、32.05%。 报告期内，公司新药研发投入较少，占研发投入的比重有所下滑。

南新制药对此表示，新药研发投入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临床前研究所需投入较少，而临床研究花费相对较高。 公司主导产品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于2013年4月获批上市，其研发费用主要发生在报告期之前。 报告期内，仅美他非尼发生一期临床费用，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发生部分四期临床费用，其他新药研发均为临床前研究费用，因此报告期新药研发总投入较少，但新药投入金额总体呈增长趋势。

南新制药指出，目前仿制药相关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较为急迫，也是现阶段公司工作的重点。 公司2016年即着手开展一致性评价工作，随着后续研究的逐步开展，一致性评价研发投入加大，导致新药研发投入占研发总投入比重下降。 未来公司对新药研发投入将保持增长。

创新能力较强

在第三轮问询中，上交所要求南新制药对核心竞争力及科技创新水平等方面问题进行详细说明。

南新制药 表示，公 司多个 项目被授 予创新 重大专 项或科 技重大专 项。 其中 ，帕拉米 韦氯化钠 注射液 四期临 床试验 被科学技 术部授 予国家 重大创 新药科技 重大专 项。

回复函显示，南新制药有多个核心产品为国内首个。 其已上市产品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为国内首个静脉途径给药的抗流感创新药；在研产品帕拉米韦吸入溶液拟开发为全球首个抗流感雾化吸入溶液；在研产品NX-2016拟开发为国内首个内切酶抑制剂，该在研产品正在申请专利；在研产品美氟尼酮拟开发为全球首个糖尿病肾病创新药，该产品已获得两项专利实施许可。

另外，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为2006年最新一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出台以来，较早获得注册的1.1类新药。 招股书显示，国内市场仅南新制药一家企业拥有此药品，在2017年全国城市公立医院中帕拉米韦的市场占有率为100%。

截至问询回复签署日，公司拥有药物先导物的分子设计和发现技术、先导化合物优化技术（药物构效关系研究）、手性药物合成与质量控制技术、难溶性药物开发技术四大核心技术。 此外，公司拥有境内9项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国外注册专利及数十项非专利技术。

存在研发资金不足等风险

在第三轮问询回复中，南新制药表示存在研发资金不足的风险。

南 新 制 药 称 ， 新 药 研 发 需 要 持 续 大 额 资 金 投 入 ， 尤 其 同 时 开 展 多 个 新 药 研 发 项 目 ， 使 得 公 司 的 资 金 压 力 较 大 。 报 告 期 内 ， 公 司 的 研 创 新 药 项 目 主 要 处 于 临 床 前 研 究 和 I 期 临 床 试 验 阶 段 ， 所 处 相 应 阶 段 需 投 入 研 发 资 金 的 比 重 较 小 。 随 着 药 品 研 发 项 目 数 量 的 增 加 以 及 项 目 研 发 阶 段 的 持 续 推 进 ， 所 需 研 发 投 入 资 金 将 进 一 步 增 长 。 如 在 研 项 目 集 中 进 入 周 期 长 、 费 用 高 的 临 床 研 究 阶 段 ， 公 司 若 无 法 及 时 安 排 相 应 研 发 资 金 ， 可 能 导 致 部 分 研 发 项 目 进 展 迟 缓 。

南新制药同时表示，在研药品取得监管机构的上市销售批准之前，公司必须在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中证明在特定适应症使用在研药品是安全及有效的，且有关生产设施、工艺、管理是充分的。 除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的数据外，新药上市申请须包括有关在研药品的成分、生产及控制的重要数据。 取得新药上市批准是一个耗时较长、成本高昂的过程。

南新制药为湖南第二家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得受理的企业、湖南国资企业科创板上市申请被受理的首单。 招股书显示，南新制药是一家以创新药研发为核心、以临床需求为导向，集药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创新型制药企业。 此次冲刺科创板，南新制药拟发行不超过3500万股，募集6.7亿元用于创新药研发项目、营销渠道网络升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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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产业价值链高端

晶科电子致力“LED+” 领域

□本报记者 刘杨

广东晶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晶科电子” )申请在科

创板上市日前被受理。 晶科电子成立于2006年，注册资本约为

4.11亿元，曾于2016年在新三板挂牌。 公司主营业务为LED封

装器件及其应用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公司本次拟募资

2.39亿元，用于“通用与专业照明及新型显示器件项目” 、“专

业照明及新型显示模组项目” 、“先进光电器件及模组技术研

发中心项目” 。

公司表示， 未来将围绕LED器件和模组技术、“LED+” 技

术，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推动产品成本持续降低，产品性能不

断提升，支撑公司可持续发展。

面向高端市场

晶科电子的主要产品包括LED照明器件和模组、LED背光

源器件和模组等。

根据招股书， 公司依托倒装LED技术、 白光封装光转换技

术、 新型背光显示器件及模组技术等核心技术， 获得国际知名

LED照明公司、 国内外一线电视机客户和智能车灯应用企业的

认可。目前公司已进入飞利浦照明、三星电子、丰田合成、松下照

明、欧司朗、创维电子、TCL、海信、长虹等企业的供应商体系。

2016年4月， 晶科电子在新三板挂牌，2019年2月从新三板

摘牌。公司最近一次外部融资于2017年7月完成。此次发行价格

为2.7元/股，对应的投后估值约为11.11亿元。 公司最近一次股

权转让于2019年6月完成，转让价格为3.00元/股，对应的估值约

为12.34亿元。

据介绍，公司自成立初期，主营业务为大功率倒装LED芯片

研发、 生产与销售。 2009年起， 公司开始布局LED封装领域。

2011年至今， 公司一直专注于LED封装及应用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

通过自主研发和持续创新， 晶科电子独立开发了倒装LED

技术、先进白光封装光转换技术、先进集成封装技术、高端LED

器件封装技术、新型背光显示器件及模组技术、专业照明器件及

智能照明模组技术、车规级光电器件及智能车灯模组技术。利用

上述核心技术，公司开发了面向高端电视机、智能照明、智能汽

车照明等新兴市场的高端LED器件和模组产品， 实现了批量化

生产和销售。

财报显示，2016年-2018年及2019年上半年， 晶科电子营

业收入分别为6.04亿元、9.03亿元、9.23亿元和4.2亿元， 对应的

归母净利润为分别1340.40万元、5070.33万元、6727.45万元和

1690.26万元。 截至2019年上半年，晶科电子约四成收入来源于

境外。 其中，亚洲、欧洲的业务收入分别占总营收比例的12.75%

和14.49%。

整合业务推进协同

报告期内，晶元光电为公司重要供应商，公司亦为晶元光电

重要客户。据了解，晶元光电及其子公司持有晶科电子股份比例

为12.18%，主要通过微晶光电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不过，微晶光

电股权较为分散，晶元光电通过微晶光电对公司的影响较弱。

报告期内， 公司采购晶元光电LED芯片金额占营业成本

比例分别为50.47%、42.37%、36.52%、36.01%， 呈逐年下降

态势。 同时，公司逐步增加对其他LED芯片供应商的采购，如

华灿光电。 报告期内，公司采购华灿光电LED芯片的金额占

营业成本比例分别为2.84%、7.62%、14.73%、12.74%， 呈逐

年上升态势。

公司表示，未来若不能及时调整自身的供应商结构、丰富原

材料采购渠道，相关供应商一旦不能及时足量供货，将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与晶元光电、晶元宝晨等关联方存在关联交

易，关联交易的形式主要为采购原材料。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

方采购原材料金额占营业成本比例分别为50.47%、42.37%、

36.52%、36.01%，呈逐年下降趋势。

根据招股书，受下游市场集中度较高的影响，报告期内公

司对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2.77%、81.71%、87.49%和78.04%。如果主要客户采购计划或

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将引起公司收入和利润的

波动。

据介绍，本次募投项目是在晶科电子现有主营业务的基础

上，以现有技术为依托实施的投资计划，对公司现有通用照明、

专业照明、新型显示器件和模组产品等进行产能扩充。同时，新

增先进光电器件及模组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公司表示，本次项

目投产后，将扩大公司整体规模，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公司技术、

产品、客户和管理资源优势，实现业务整合及协同效应，增强公

司抵抗市场波动风险的能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

专注“LED+” 技术

近年来，国内LED上游产能过剩、中下游竞争激烈。

晶科电子早在几年就开始布局、研发“LED+” 系列技术和

产品，走向产业价值链高端，主要应用于智能车灯、智能照明、新

型显示、人脸识别、植物照明等领域，旨在保持竞争优势。

随着LED产业的快速发展，LED技术正在与IT技术、物联

网技术、人工智能、机器视觉、生命科学技术、传感器技术等

相结合，形成“LED+” 技术，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LED+” 技术创新能力提升，LED行

业下游需求将持续增长，具有高附加值的LED照明、车用LED、

小间距LED显示屏等新兴市场将给LED下游应用乃至整个LED

行业带来较大的增量空间。

根据CSA� Research报告，2018年国内LED行业总产值将

达到7374亿元。 其中，上游外延芯片规模约240亿元，中游封装

规模1054亿元，下游应用规模6080亿元。

晶科电子董事长肖国伟日前表示， 对于公司所在的通用

和专业照明、新型显示等LED市场而言，随着“LED+” 技术、

倒装LED技术、Mini/Micro� LED等技术发展， 相关市场未来

仍然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公司避开了目前存在一定产能过剩

的通用照明市场，更多注重‘LED+’ 技术所应用的新兴市场，

包括智能照明、汽车照明、植物照明以及红外LED、新型显示

等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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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芳媛

瞄准电力、能源、金融等领域

云涌科技拓展工业互联网业务

□本报记者 董添

云涌科技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近日被受理。 公司拟公开发行

1500万股，募集金额约3.19亿元，用于国产

自主可控平台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营销中心和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及补充

流动资金。 公司专注于工业互联网领域，在

行业政策持续推动下有望实现快速发展。

扩大业务规模

云涌科技致力于工业信息安全及工业

物联网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应用

于电力、能源、金融和铁路等领域。 公司盈

利主要来自于工业信息安全产品及工业物

联网产品的销售和相关服务。 工业信息安

全产品主要包括工业安全通信网关设备、

工业安全态势感知设备、 信息安全加密类

产品等。公司通过招投标、商务谈判等方式

获取订单，面向电力、能源、金融和铁路等

行业提供软硬件一体产品。

招股说明书显示， 此次公司拟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1500万股普通股（不含采用

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募集金

额合计约3.19亿元。 其中，国产自主可控平

台建设项目拟使用约1.5亿元，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拟使用约9715.55万元，营销中心和

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拟使用约2152.38万元，

补充流动资金约5000万元。

国产自主可控平台建设项目的实施将

增加公司产品生产线， 提高公司国产化产

品生产自动化水平及生产效率， 有助于提

升公司生产能力及客户订单快速响应与交

付能力。 营销中心和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的

实施，将有助于完善公司的品牌运营体系，

建立立体和全面的营销体系， 大幅度提升

公司的整体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 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建成有助于提升软硬件核心技

术，保持竞争优势。

公司指出，2016年至2018年及2019年

上半年，公司收入规模持续增长，营业收入

分别为1.31亿元、1.38亿元、1.62亿元和

7793.82万元。 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使得公

司对日常运营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 公司

需补充一定规模的流动资金以保障正常经

营和业务发展规划的顺利实施。

公司表示， 本次拟投资的项目均围绕

公司主营业务开展， 体现了公司经营战略

的发展方向， 是对公司现有业务的拓展与

延伸， 是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目标的重要组

成部分。 本次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巩固和

扩大公司主营业务的市场份额， 提升公司

综合竞争优势，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以

及经营业绩的提升。

季节性波动

公司表示， 存在技术迭代、 原材料采

购、客户集中、经营业绩季节性波动、市场

竞争等方面的风险。

招股说明书显示， 由于公司的客户主

要集中在电力行业， 电力行业客户的采购

计划执行需经过立项批复、方案审查、合同

签订等环节的严格程序，设备采购、安装与

系统调试等工作主要集中在下半年。 受此

影响， 公司产品营业收入主要发生在下半

年，季节性较为明显。公司经营业绩存在一

定的季节性波动风险。

具体来看，2016年至2018年， 公司第

一季度营业收入占全年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5.71%、11.82%和4.89%；第二季度分别为

20.62%、25.57%和15.43%； 第三季度分别

为15.27%、22.99%和31.02%； 第四季度分

别为48.41%、39.62%和48.66%。

原材料采购方面，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

材料为芯片、存储器、控制系统配件、结构

件、其他元器件、电源、PCB板卡，主要原材

料占总采购额比重超过70%。 原材料的供

应和价格波动将直接影响公司的生产成本

和盈利水平。

客户集中度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

大客户收入占同期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81.26%、74.89%、81.92%和73.8%。其中，公

司对第一大客户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收入占比分别为39.47%、44.14%、61.1%

和34.16%，客户集中度较高。

2016年至2018年及2019年前6个月，

公司总资产周转率分别为0.92、0.81、0.74

及0.32，呈现小幅下降的态势。 应收账款周

转率分别为2.68、2.18、2.03及0.93。 应收账

款周转率整体呈现小幅下降的态势， 主要

原因是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增长。

报告期内， 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3.69、2.8、1.83及0.9，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以及总资产周转率高

于行业平均值； 存货周转率较同行业平均

水平相对较低。

行业前景广阔

云涌科技定位为电力领域工业信息安

全核心设备供应商， 主要产品包括工业安

全通信网关设备、工业安全态势感知设备、

信息安全加密类产品等工业信息安全产品

及工业物联网产品。

招股说明书显示，根据赛迪顾问数据，

2018年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市场规模达到

495亿元 ， 较 2017年的 410亿元上涨

20.73%，高于全球增长率8.5%。 在政策的

持续推动下， 国内网络信息安全市场前景

可观。 据赛迪顾问预估，2019年至2021年

国内网络信息安全市场将保持20%以上速

度增长。

工信部2019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工业

互联网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显示，对互联

网+先进制造中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政府监管责任，围绕设备、

控制、网络、平台、数据安全，以健全制度机

制、建设技术手段、促进产业发展、强化人

才培育为基本内容，构建责任清晰、制度健

全、技术先进的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

覆盖工业互联网规划、建设、运行等全生命

周期，形成事前防范、事中监测、事后应急

能力， 全面提升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安全

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公司基于对行业前景的信心， 业务规

模、员工人数、产品的研发投入持续增加。

2016年至2018年及2019年上半年，公司研

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6%、

6.99%、7.7%和7.67%，比例持续增长。 公司

注重技术创新和科研投入。截至2019年6月

30日，公司拥有研发人员49人，占员工总人

数比例达36.03%。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

日，公司拥有已授权的发明专利6项，已授

权的实用新型专利26项，软件著作权92项，

正在申请中的发明专利15项。

公司表示， 从设立开始即致力于研究

基于RISC架构计算机和Linux裁剪操作系

统的嵌入式技术， 是国内较早将嵌入式技

术应用于工业互联网信息安全领域的公司

之一。 公司的核心技术主要应用于工业信

息安全、工业物联网领域。 结合工业行业用

户的特点， 公司在技术路线选择方面采用

“硬件定制+软件定制” 的双轮驱动模式；

产品策略方面，根据行业特定需求采用“定

制化+产业化” 推动公司长远发展。

坚持创新药研发

回复函显示，2009年上半年南新制药

从军科院毒物药物研究所以技术转让的方

式获得帕拉米韦临床批件， 并开始抗流感

创新药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的研发。 此

后十余年间， 公司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新

药产品的研发， 先后实施了抗肿瘤创新药

美他菲尼、糖尿病肾病创新药美氟尼酮、帕

拉米韦儿童专用规格注射液、 帕拉米韦吸

入溶液、帕拉米韦干粉吸入剂、新一代抗流

感创新药NX-2016等新药研发项目。

南新制药称， 其为国内较早进行创新

药研发的医药企业之一， 一直坚持新药研

发投入。其中，创新药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

液于2013年获批上市。 此前公司为其临床

研究及产业化研究花费大量资金。 2010年

-2015年，南新制药研发投入累计为1.76亿

元，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重为8.72%。 研发

投入构成方面，2010年-2015年公司新药

研发支出金额为1.09亿元， 占公司同期研

发投入的比为61.78%。 公司研发投入以新

药研发为主。

2016年-2018年及2019年上半年，公

司新药研发投入分别为 1257.14万元、

939.53万元、1729万元、965.68万元； 新药

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重分别为

75.66%、42.57%、38.2%、32.05%。 报告期

内，公司新药研发投入较少，占研发投入的

比重有所下滑。

南新制药对此表示， 新药研发投入具

有一定的周期性， 临床前研究所需投入较

少，而临床研究花费相对较高。公司主导产

品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于2013年4月获

批上市， 其研发费用主要发生在报告期之

前。报告期内，仅美他非尼发生一期临床费

用， 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发生部分四期

临床费用， 其他新药研发均为临床前研究

费用，因此报告期新药研发总投入较少，但

新药投入金额总体呈增长趋势。

南新制药指出， 目前仿制药相关品种

通过“一致性评价” 较为急迫，也是现阶段

公司工作的重点。 公司2016年即着手开展

一致性评价工作， 随着后续研究的逐步开

展，一致性评价研发投入加大，导致新药研

发投入占研发总投入比重下降。 未来公司

对新药研发投入将保持增长。

创新能力较强

在第三轮问询中， 上交所要求南新制

药对核心竞争力及科技创新水平等方面问

题进行详细说明。

南新制药表示，公司多个项目被授予

创新重大专项或科技重大专项。 其中，帕

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四期临床试验被科

学技术部授予国家重大创新药科技重大

专项。

回复函显示， 南新制药有多个核心产

品为国内首个。 其已上市产品帕拉米韦氯

化钠注射液， 为国内首个静脉途径给药的

抗流感创新药； 在研产品帕拉米韦吸入溶

液拟开发为全球首个抗流感雾化吸入溶

液；在研产品NX-2016拟开发为国内首个

内切酶抑制剂，该在研产品正在申请专利；

在研产品美氟尼酮拟开发为全球首个糖尿

病肾病创新药， 该产品已获得两项专利实

施许可。

另外， 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为2006

年最新一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出台以

来，较早获得注册的1.1类新药。 招股书显

示， 国内市场仅南新制药一家企业拥有此

药品， 在2017年全国城市公立医院中帕拉

米韦的市场占有率为100%。

截至问询回复签署日， 公司拥有药物

先导物的分子设计和发现技术、 先导化合

物优化技术（药物构效关系研究）、手性药

物合成与质量控制技术、 难溶性药物开发

技术四大核心技术。 此外，公司拥有境内9

项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国外注

册专利及数十项非专利技术。

存在研发资金不足等风险

在第三轮问询回复中， 南新制药表示

存在研发资金不足的风险。

南新制药称，新药研发需要持续大额

资金投入，尤其同时开展多个新药研发项

目， 使得公司的资金压力较大。 报告期

内，公司的研创新药项目主要处于临床前

研究和I期临床试验阶段， 所处相应阶段

需投入研发资金的比重较小。随着药品研

发项目数量的增加以及项目研发阶段的

持续推进，所需研发投入资金将进一步增

长。 如在研项目集中进入周期长、费用高

的临床研究阶段，公司若无法及时安排相

应研发资金，可能导致部分研发项目进展

迟缓。

南新制药同时表示， 在研药品取得监

管机构的上市销售批准之前， 公司必须在

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中证明在特定适应

症使用在研药品是安全及有效的， 且有关

生产设施、工艺、管理是充分的。 除临床前

研究、临床试验的数据外，新药上市申请须

包括有关在研药品的成分、 生产及控制的

重要数据。 取得新药上市批准是一个耗时

较长、成本高昂的过程。

南新制药为湖南第二家科创板上市申

请获得受理的企业、 湖南国资企业科创板

上市申请被受理的首单。 招股书显示，南新

制药是一家以创新药研发为核心、 以临床

需求为导向，集药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

体的创新型制药企业。 此次冲刺科创板，南

新制药拟发行不超过3500万股，募集6.7亿

元用于创新药研发项目、 营销渠道网络升

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 近日，南新制药回复了科创板

上市申请的第三轮审核问询，主要

涉及公司研发投入与创新研发、核

心技术的创新性与先进性等相关

问题。南新制药表示，公司自2006

年底成立以来，一直以新药研发作

为研发工作的重心，未来新药研发

投入将保持增长。

‘

’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及问询函回复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45434.84 70045.29 34750.26 27801.94

净利润（万元） 3545.39 6243.64 3717.75 2123.88

核心技术产品收入（万元） 34483.52 49886.97 24012.91 17139.24

核心技术产品收入占比（%） 75.9 71 .22 69 .1 61 .65

研发投入（万元） 3012.9 4525.77 2206.79 1648.36

新药研发投入（万元） 965.68 1729 939.53 1247.14

新药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比重（%） 32.05 38 .2 42 .57 75 .66

剔除一次性评价投入后的研发投入（万元） 1644.51 2622.62 1466.73 1648.36

新药研发投入占剔除一次性评价后

研发投入比重（%）

58.72 65 .93 64 .06 75 .66

▲

南新制药研发

人员在工作

由南新制药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