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熙生物 科技带来美丽与健康

本报记者 丁坚铭 张朝晖 潘宇静

普通人体内大约含有15克的透明质酸。 这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礼物，有助于人类保持年轻与健康。 随着岁月的流逝、时光更迭，透明质酸在体内会逐渐流失。 而科技的力量提供了解决之道。 作为全球最大的透明质酸生产商，科创板公司华熙生物围绕核心技术不断拓宽赛道。 “我们可以制造出世界顶级产品，敢于参与竞争。 这源于技术自信。 ”华熙生物董事长赵燕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说。

打造核心技术

2019年对于华熙生物而言是收获的一年。 11月6日，华熙生物成功登陆科创板，公司旨在以生物科技造福人类健康。

华熙生物以透明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为核心，拥有微生物发酵法生产透明质酸的核心知识产权，透明质酸产业规模位居国际前列，是国内最早实现微生物发酵法生产透明质酸的企业之一。 依托微生物发酵和交联两大技术平台，公司建立了从原料到医疗终端产品、再到功能性护肤品及保健食品的全产业链业务体系。

“一个透明质酸分子能锁住一千个水分子。 它是人体细胞代谢过程中的介质，并让锁住的水去参与人体生命活动过程。 ”赵燕说，透明质酸具有良好的保水性、润滑性、黏弹性、生物降解性及生物相容性等，在医疗、化妆品及功能性食品领域应用广泛。

华熙生物的核心研发团队也是最初的发明人。 20年来，研发团队坚持技术革新和升级，且规模不断扩大。 正是这些人的坚持，才使得华熙生物的科技水平始终保持领先。 如今，华熙生物逐渐形成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微生物发酵技术平台，开发了透明质酸产品、γ-氨基丁酸、聚谷氨酸、依克多因、小核菌胶、纳豆提取液、糙米发酵滤液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

赵燕介绍，依克多因作为一种重要的渗透压补偿溶质，普遍存在于嗜盐菌中，帮助细胞、蛋白质和核酸抵抗冷冻、高温、高盐、高压、干旱和辐射等各种逆境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海外研究者已将其广泛地应用于消化道疾病、干眼综合征、鼻炎、过敏性鼻炎、器官移植与脏器保存、皮肤创伤与保健美容等生物医学领域，开发的产品诸如消化道药物、滴眼液、鼻喷剂、呼吸道渗透剂、器官保存液、皮肤创伤药、新型生物化妆品等，成为生物制剂研发领域的热点。 赵燕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现在有十多种物质从发酵平台而来。 公司积极与国内外科研院校开展合作，成立研发中心。 ”

2019年前三季度，华熙生物营业收入为12.88亿元，同比增长48.97%；归母净利润为4.16亿元，同比增长30.57%。 “我做的企业主要涉及两大产业，文化体育和医疗健康。 归纳起来就是：做‘快乐、美丽、健康’的事。 ”赵燕说。

赋予文化内涵

“故宫口红”这一爆款产品让公司收获到了文化自信。 2018年12月份，华熙生物推出“故宫口红”，外观设计灵感源于后妃服饰与绣品，并引入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3D打印黑科技。

小小的口红蕴藏着巨大的市场。 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报告，2018年全球唇部彩妆品类市场规模为167亿美元，同比增长6.9%。 其中，中国唇部彩妆品类市场规模超过141亿元，预计未来两年仍将保持快速增长，预测2019年我国口红市场规模近200亿元，预测2022年我国口红市场规模将超过300亿元。

赵燕说：“口红市场95%的份额目前被海外大品牌覆盖，这种窘境需要被打破。 别看口红体积不大，但技术要求很高。 ”

为打破海外同行的垄断地位，华熙生物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区别于传统海外大牌的口红理念，使用生物理论、科学技术为基础做支撑。 华熙在口红中加入了拥有专利的Hyacolor（注：注册商标符号）油分散透明质酸钠，并提取植物可可脂代替原来制作口红膏体的化学蜜蜡。 ”

据介绍，Hyacolor油分散透明质酸钠是华熙生物专为彩妆产品设计的一款透明质酸原料，由小分子玻尿酸和植物性油脂经特殊工艺制成。 小分子玻尿酸以微球形式均匀分散在油脂中，从而使水溶性玻尿酸成功应用到纯油相配方的产品中。 小分子玻尿酸可快速透皮吸收，深层呵护唇部肌肤。 赵燕说，故宫口红销售数据出来以后，华熙生物研发的Hyacolor油分散透明质酸钠销量大增。

“费心做这件事情，就是想让消费者拿到产品后，觉得中国企业做出来的东西能让他们骄傲和自豪。 我们想要做C端产品，与世界上最好的产品竞争。 除了本身的硬实力外，还需要文化底蕴加持。 故宫文化内涵深厚，与故宫合作让我们的产品充满文化内涵。 口红中添加了很多小分子透明质酸，能够充分滋润唇部。 自信的产品来自于文化自信，也来自于技术自信。 ”赵燕表示。

开拓全球视野

华熙生物放眼海外，不断开拓全球市场。 除参与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药典修订外，积极注册全球相关资质，医药级玻璃酸钠产品取得了欧盟、美国等地注册资质21项，医疗终端产品在国际上取得药械类认证11项，打破国际药品、医疗器械技术和法规高壁垒，进入国际市场。

“华熙生物的技术、成本控制在世界范围都是领先的。 通过不断的研发投入，华熙生物的透明质酸发酵产率可达10-13g/L。 而目前文献报道的行业最优发酵产率为6-7g/L左右。 我刚进入这个行业时，该数据是3g/L。 透明质酸产量则从2000年的0.8吨增长到2018年的近180吨。 公司的产能不断扩大。 ”赵燕表示。

同时，华熙生物积极拓展全球渠道。 截至目前，华熙生物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医药、化妆品、保健食品的经销渠道，全球客户超过1000多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与经销商合作超过15年，客户粘性高。 在维持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华熙生物积极开拓更大市场。

赵燕称：“透明质酸的发展与其运用领域不断扩大有关系。 透明质酸横跨的赛道越来越广，不限于医疗级的眼科和骨科。 从2006年开始兴起的医美用途的注射剂，到2010年化妆品中的添加剂，我们正在积极布局其他领域，最终通过终端产品带领这个市场。 ”

华熙生物通过并购高附加值品牌、与全球顶尖厂商合作等途径，整合吸收全球新技术、新产品，拓宽终端产品线。 2015年7月，华熙生物与韩国Medytox成立合资公司，从事Medytox旗下第三代肉毒素产品Neuronox的注册、销售；2017年收购法国Revitacare实验室，获得旗下产品的亚太分销权，丰富了在皮肤管理领域的产品线。

“目标是不断拓宽赛道，引领行业发展。 目前正在做的项目在是口腔、食品添加和保健品领域。 ”赵燕表示，“公司自成立以来，就面向全球市场提供原材料，主动跟踪全球技术及产品前沿，借助本土化研发力量，在透明质酸原料领域建立了绝对的竞争优势。 ”

打造核心技术

2019年对于华熙生物而言是收获的一

年。 11月6日，华熙生物成功登陆科创板，公

司旨在以生物科技造福人类健康。

华熙生物以透明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

为核心，拥有微生物发酵法生产透明质酸的

核心知识产权，透明质酸产业规模位居国际

前列，是国内最早实现微生物发酵法生产透

明质酸的企业之一。依托微生物发酵和交联

两大技术平台，公司建立了从原料到医疗终

端产品、再到功能性护肤品及保健食品的全

产业链业务体系。

“一个透明质酸分子能锁住一千个水分

子。 它是人体细胞代谢过程中的介质，并让

锁住的水去参与人体生命活动过程。 ” 赵燕

说，透明质酸具有良好的保水性、润滑性、黏

弹性、生物降解性及生物相容性等，在医疗、

化妆品及功能性食品领域应用广泛。

华熙生物的核心研发团队也是最初的

发明人。 20年来，研发团队坚持技术革新和

升级，且规模不断扩大。正是这些人的坚持，

才使得华熙生物的科技水平始终保持领先。

如今，华熙生物逐渐形成了具有国际领先水

平的微生物发酵技术平台，开发了透明质酸

产品、γ-氨基丁酸、聚谷氨酸、依克多因、小

核菌胶、纳豆提取液、糙米发酵滤液等多种

生物活性物质。

赵燕介绍，依克多因作为一种重要的渗

透压补偿溶质，普遍存在于嗜盐菌中，帮助

细胞、蛋白质和核酸抵抗冷冻、高温、高盐、

高压、 干旱和辐射等各种逆境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海外研究者已将其广泛地应用于消

化道疾病、干眼综合征、鼻炎、过敏性鼻炎、

器官移植与脏器保存、皮肤创伤与保健美容

等生物医学领域，开发的产品诸如消化道药

物、滴眼液、鼻喷剂、呼吸道渗透剂、器官保

存液、皮肤创伤药、新型生物化妆品等，成为

生物制剂研发领域的热点。 赵燕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我们现在有十多种物质从发酵

平台而来。公司积极与国内外科研院校开展

合作，成立研发中心。 ”

2019年前三季度，华熙生物营业收入为

12.88亿元，同比增长48.97%；归母净利润为

4.16亿元，同比增长30.57%。 “我做的企业

主要涉及两大产业， 文化体育和医疗健康。

归纳起来就是：做‘快乐、美丽、健康’ 的

事。 ” 赵燕说。

赋予文化内涵

“故宫口红” 这一爆款产品让公司收获

到了文化自信。 2018年12月份，华熙生物推

出“故宫口红” ，外观设计灵感源于后妃服

饰与绣品，并引入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3D打

印黑科技。

小小的口红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根据中

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报告，2018年全球唇部

彩妆品类市场规模为167亿美元， 同比增长

6.9%。 其中，中国唇部彩妆品类市场规模超

过141亿元， 预计未来两年仍将保持快速增

长，预测2019年我国口红市场规模近200亿

元， 预测2022年我国口红市场规模将超过

300亿元。

赵燕说：“口红市场95%的份额目前被

海外大品牌覆盖，这种窘境需要被打破。 别

看口红体积不大，但技术要求很高。 ”

为打破海外同行的垄断地位，华熙生物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区别于传统海外大牌的

口红理念，使用生物理论、科学技术为基础做

支撑。 华熙在口红中加入了拥有专利的

Hyacolor�

R

�油分散透明质酸钠，并提取植物

可可脂代替原来制作口红膏体的化学蜜蜡。

据介绍，Hyacolor�

R

� � 油分散透明质酸

钠是华熙生物专为彩妆产品设计的一款透明

质酸原料， 由小分子玻尿酸和植物性油脂经

特殊工艺制成。 小分子玻尿酸以微球形式均

匀分散在油脂中， 从而使水溶性玻尿酸成功

应用到纯油相配方的产品中。 小分子玻尿酸

可快速透皮吸收， 深层呵护唇部肌肤。 赵燕

说，“故宫口红” 销售数据出来以后，华熙生

物研发的Hyacolor�

R

�油分散透明质酸钠销

量大增。

“费心做这件事情，就是想让消费者拿

到产品后，觉得中国企业做出来的东西能让

他们骄傲和自豪。我们想要做C端产品，与世

界上最好的产品竞争。 除了本身的硬实力

外，还需要文化底蕴加持。 故宫文化内涵深

厚， 与故宫合作让我们的产品充满文化内

涵。 口红中添加了很多小分子透明质酸，能

够充分滋润唇部。自信的产品来自于文化自

信，也来自于技术自信。 ” 赵燕表示。

开拓全球视野

华熙生物放眼海外， 不断开拓全球市

场。 除参与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药典

修订外，积极注册全球相关资质，医药级玻

璃酸钠产品取得了欧盟、美国等地注册资质

21项，医疗终端产品在国际上取得药械类认

证11项，打破国际药品、医疗器械技术和法

规高壁垒，进入国际市场。

“华熙生物的技术、成本控制在世界范

围都是领先的。 通过不断的研发投入，华熙

生物的透明质酸发酵产率可达10-13g/L。

而目前文献报道的行业最优发酵产率为

6-7g/L左右。 我刚进入这个行业时，该数据

是3g/L。 透明质酸产量则从2000年的0.8吨

增长到2018年的近180吨。 公司的产能不断

扩大。 ” 赵燕表示。

同时，华熙生物积极拓展全球渠道。 截

至目前，华熙生物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

区拥有医药、化妆品、保健食品的经销渠道，

全球客户超过1000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与

经销商合作超过15年，客户黏性高。 在维持

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华熙生物积极开拓更大

市场。

赵燕称：“透明质酸的发展与其运用领域

不断扩大有关系。透明质酸横跨的赛道越来越

广，不限于医疗级的眼科和骨科。 从2006年开

始兴起的医美用途的注射剂， 到2010年化妆

品中的添加剂， 我们正在积极布局其他领域，

最终通过终端产品带领这个市场。 ”

华熙生物通过并购高附加值品牌、与全

球顶尖厂商合作等途径，整合吸收全球新技

术、新产品，拓宽终端产品线。2015年7月，华

熙生物与韩国Medytox成立合资公司，从事

Medytox旗下第三代肉毒素产品Neu-

ronox的注册、销售；2017年收购法国Revi-

tacare实验室， 获得旗下产品的亚太分销

权，丰富了在皮肤管理领域的产品线。

“目标是不断拓宽赛道， 引领行业发

展。 目前正在做的项目是口腔、食品添加和

保健品领域。 ” 赵燕表示，“公司自成立以

来，就面向全球市场提供原材料，主动跟踪

全球技术及产品前沿， 借助本土化研发力

量，在透明质酸原料领域建立了绝对的竞争

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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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科创板

中科星图对标谷歌地球

□

本报记者 杨洁

上交所网站显示， 中科星图和京源环

保两家公司的科创板上市申请将于12月27

日审议。 中科星图目前经历了六轮问询及

回复。

中科星图成立于2006年， 由中国科学院

电子学研究所实际控制， 主营业务是面向国

防、政府、企业、大众等用户提供数字地球产品

和技术开发服务。 公司此次在科创板上市拟

募集7亿元资金。

专注数字地球

招股书介绍， 中科星图是国内从事数字

地球产品研发与产业化的企业， 形成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地球相关产品和核心技

术，覆盖空天大数据获取、处理、承载、可视化

和应用等产业链环节，主要面向政府、企业以

及特种领域用户提供软件销售与数据服务、

技术开发与服务、 一体机产品销售以及系统

集成。

专注数字地球基础软件平台是公司核心

软件产品。 公司以遥感测绘数据为基础框架

数据，基于统一的时空基准重建三维虚拟地球

框架模型，为行业应用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和共

性服务支撑；同时，根据行业需求，承载融合行

业空间信息，扩展行业应用，打造行业专属的

应用软件平台。

公司的主打产品为GEOVIS数字地球系

列产品。 该产品的开发与服务占公司主营业

务收入超过50%。

招股书披露， 国际数字地球行业领导者

为美国谷歌公司，谷歌地球（GoogleEarth）

是发展早且已成熟的数字地球产品， 也是国

际数字地球技术的领头羊。同时，美国数字地

球公司（DigitalGlobe）、美国环境系统研究

所 公 司 （ESRI）、 法 国 信 息 地 球 公 司

（INFOTERRA） 等均为数字地球行业领先

的巨头企业。

中科星图对标谷歌地球，推出了GEOVIS�

1—GEOVIS� 4四代数字地球，主要是为特种

领域客户定制开发的数字地球产品。 2017年9

月，公司发布了第五代数字地球产品“GEO-

VIS� 5数字地球” ，并开始示范应用于政府、企

业等重大客户。

在上述产品的研发过程中，中科星图综合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高性能计算、

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形成了完整覆盖

空天大数据的获取、处理、承载、可视化等数字

地球主要技术领域共49项自主核心技术、156

项发明专利。 其中，45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以

及444项软件著作权。 2016年-2018年及2019

年1-6月，中科星图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16.44%、9.86%、11.99%和21.50%，

处于较高水平。

中科星图此次拟募集7亿元资金，主要用

于GEOVIS� 6数字地球项目、 空天遥感数据

AI实时处理与分析系统项目等。

积极开拓市场

中科星图指出，随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及

相关产业的发展，位置服务与遥感、地理信息

技术将加快融合，并应用于交通运输、国土资

源、防灾减灾、农林水利、测绘勘探、应急救援

等行业，并加快推进数字地球产业发展。 但公

司的GEOVIS� 5数字地球在兼容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方面目前比较薄弱。

正在研制的GEOVIS� 6数字地球将承担

兼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重任。 招股书介绍，

GEOVIS� 6目标实现“高分+北斗” 融合，并

积极布局商业航天领域，构建自主的天基和空

基平台的数据采集手段，可以增加数据获取来

源、提升数据质量、扩大数据规模；同时，除了

面向政府、企业以及特种领域，还将进入大众

应用市场。

2017年、2018年由于市场拓展得力，公司

在交通、气海等领域进展顺利。 中科星图主营

业务GEOVIS技术开发与服务业务收入同比

分别增长120.62%和43.22%，增幅较大。 主营

业务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毛利率及净利率处

于较高水平。 2016年-2018年及2019年1-6

月， 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50.27%、47.02%、

55.39%和51.16%。 公司具有较强的产品竞争

力及较好的盈利能力。

招股书披露，2016年-2018年及2019年

1-6月， 中科星图营业收入分别为6716.49万

元、2.37亿元、3.64亿元、1.31亿元， 归母净利

润分别为566.04万元、4638.47万元、8904.85

万元、-565.36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分别为-1098.75万元、555.66万元、

1759.95万元及-2360.37万元。 中科星图表

示，公司业务目前处于高速成长期，采购支出

规模略快于回款进度。 随着公司业务的持续

扩张， 预计公司经营相关成本费用支出仍会

上涨。

中科星图预计，2019年全年营业收入约

为4.74亿元-5.10亿元， 同比增长30.02%

-40.04%；预计全年归母净利润约为1.00亿

元-1.05亿元，同比增长约13.26%-17.94%。

股权结构方面，中科院电子所通过中科九

度和一致行动人星图群英可实际拥有公司表

决权的股份达68.71%，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A

股公司中科曙光是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在公司

发行前持有23.39%股份。 公司总经理邵宗有

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2001年-2016年在中

科曙光工作。 同时，中科星图与中科曙光及其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中科院电子所等关联

公司存在较多关联交易。

历经六轮问询

目前，中科星图已历经6轮问询，主要涉

及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金额较大、应收账款余

额较多等问题。

中科星图表示，2016年度-2018年度及

2019年1-6月，公司关联方销售收入金额分别

为940.21万元、6721.25万元、9887.68万元及

3326.32万元， 占当期公司营业收入比例分别

为14.00%、28.32%、27.13%及25.37%。2017年

以来，公司关联销售占比呈下降趋势。 公司已

建立较完善的治理体系，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公司有能力独立拓展第三方业务。

对于报告期内逾期应收账款占比较高，账

龄6个月以内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低于同

行业可比公司等问题， 中科星图表示，2016年

末-2018年末及2019年6月末， 公司应收账款

金额占当期末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19.81%、

52.23%、58.95%及52.51%，占比较高；按照合

同约定付款日且不叠加任何信用期方式计算

的逾期应收账款比例分别为98.42%、63.53%、

48.84%及43.18%，逐年降低，但逾期应收账款

比例仍然较高。主要由于公司客户中包括较多

特种领域、科研院所、大型企业等方面的客户，

这些客户普遍背景良好，信誉度较高。 但受客

户单位付款审批流程、国家经费拨付流程等因

素的影响，公司存在实际回款周期超过合同约

定回款期的情况， 降低了公司应收账款周转

率，加大了公司的信用管理风险。

对于按照1%的比例对账龄6个月以内应

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低于同行业5%的计提

比例的问题，公司表示，如按同行业较高水平

5%的计提比例模拟计算，则对公司2016年度

-2018年度及2019年1-6月的净利润的影响

金额分别为-63.69万元、-207.18万元、-365.

25万元及350.19万元。

德林海预计

全年营收净利双增长

□

本报记者 董添

12月24日晚，德林海披露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注册稿，开启注册流程。

公告显示， 公司预计2019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71

亿元至2.95亿元，同比增长30.55%至42.11%。 德林

海的科创板上市申请此前已获通过。

经营情况良好

招股说明书显示，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上限为

1487万股，且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25%。 发行后

总股本不超过5947万股。 公司拟募集资金4.5亿元。

其中，2.6亿元用于湖库富营养化监控预警建设项

目，蓝藻处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为9024.9万元，并补

充流动资金1亿元。

上市标准选择方面，2018年度公司经审计的营

业收入为2.08亿元，高于1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853.31万元。公

司本次发行上市申请适用 《科创板上市规则》第

2.1.2条第（一）项的规定，预计市值不低于10亿元，

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1亿元。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中披露了2019年全

年业绩预告。 公司表示，经营情况良好，继续保持稳

步、健康发展的态势，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有望继续实

现较大幅度增长， 预计2019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71亿元至2.95亿元，同比增长30.55%至42.11%；蓝

藻治理技术装备集成业务与运行维护业务规模较去

年同期均有所增长，净利润相应有所增长。

德林海成立于2009年12月。公司成立以来，深度

参与“三大湖” 、洱海等湖库蓝藻的治理。太湖水域方

面，主要实施了11座藻水分离站、多套车载式藻水分

离装置、多套水动力控藻器、多艘加压控藻船、建成1

座深井控藻平台，有效处置蓝藻水华灾害；巢湖水域

方面，主要实施了4座藻水分离站、多套车载式藻水

分离装置、多套水动力控藻器、建成1座深井控藻平

台，有效解决巢湖近岸蓝藻聚集和发臭；滇池水域方

面，2座藻水分离站、多套车载式藻水分离装置、多套

水动力控藻器，有效预防滇池水质恶化，控制蓝藻暴

发风险。

公司表示， 未来将继续推进科技强企战略，全

方位推进藻水生态、控藻技术装备、监测预警以及

资源化利用研究，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试验、

试制能力，搭建领先的研发平台，加强与重点科研

院所优势学科合作，加快突破潜水打捞、藻泥资源

化利用技术瓶颈，打通监控预警、蓝藻治理、资源化

利用的产业链。

应收账款比例高

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主要存在技术升级迭代、

应收账款回收、客户集中度较高、业绩季节性波动、

毛利率可能下降、 单个湖泊蓝藻治理业务收入波动

等方面的风险。

2016年底-2018年底以及2019年6月底，公司应

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4806.37万元、1.14亿元、1.29

亿元和1.91亿元， 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9.94%、95.95%、62.24%和177.48%； 应收账款周转

率分别为0.95、1.52、1.77、0.7，应收账款周转率较低。

公司表示，主要客户是承担太湖、巢湖、滇池、

洱海等重要湖库蓝藻治理重任的政府部门或国有

企事业单位。 主要客户通常在上半年制定采购蓝藻

治理技术装备集成项目计划，下半年根据装备集成

交付过程验收、结算部分款项，导致下半年收入确

认较为集中。 根据合同约定，客户于专项决算审计

后对合同尾款进行结算。 因主要客户为政府相关部

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需历经严格的验收、专项决

算审计及资金审批流程，待相应专项资金到位后才

能支付款项，导致公司跨年的应收账款较多。 公司

设立至今，未产生任何大额坏账损失，形成呆坏账

的风险极小。

报告期内， 公司来源于前五大客户的营业收入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6.29%、92.35%、

89.76%和86.22%。公司蓝藻治理业务主要集中于蓝

藻水华灾情较为严重、治理任务较为迫切的湖库，如

“老三湖” 、洱海等。 公司已在国内蓝藻灾情较为严

重的大型湖库搭建起蓝藻治理平台， 对单个客户并

不构成依赖关系。

公司所处蓝藻治理行业存在典型的季节性特

征。 2016年-2018年，公司下半年的营业收入占全年

比例分别达到88.34%、83.73%及83.47%。 公司表示，

营业收入主要集中于下半年，而费用在各季度内较为

均衡，使得公司一季度、半年度可能出现季节性亏损

或盈利较低的情形，经营业绩季节性波动较为明显。

重视技术研发

公司所处的蓝藻治理行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

行业，技术创新是驱动行业发展的核心因素之一。随

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 对蓝藻治理的要求

不断提高，客户对蓝藻治理技术装备的性能、应用领

域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促使蓝藻治理企业不

断技术创新，推动新技术研发和装备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秉承“问题导向+技术驱动” 理

念，自主研发并掌握了原创性专有、专利技术，基于

自主、 原创的核心技术开发的各类技术装备具有技

术先进性，技术附加值高。公司实质上形成集技术研

发、解决方案、系统设计、整装成套、运行维护、监测

预警于一体的运行模式，针对不同湖泊藻情、治理目

标，提出解决方案，开发新技术，进行系统设计、技术

装备集成，以及投入运行后的技术支持。公司毛利率

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2016年-2018年， 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分别为7.12%、5.28%、5.26%， 投入金额与相关

领域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比较处于较高水平。 公司表

示，自设立以来一直重视技术创新，始终保持较高的

研发投入，并在一体化二级强化气浮、高效可调式涡

井取藻、蓝藻囊团破壁、加压控藻等多项关键技术上

取得重大突破，逐步开发出多适应性、多样化先进环

保技术装备。同时，公司坚持同步推行技术创新和专

利保护，有效实现了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构筑起包

括核心技术专利、 关键技术专利以及防御专利在内

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华熙生物 科技带来美丽与健康

□

本报记者 丁坚铭 张朝晖 潘宇静

� 普通人体内大约含有15克的透明

质酸。 这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礼物，有

助于人类保持年轻与健康。随着岁月的

流逝、时光更迭，透明质酸在体内会逐

渐流失。 而科技的力量提供了解决之

道。 作为全球最大的透明质酸生产商，

科创板公司华熙生物围绕核心技术不

断拓宽赛道。“我们可以制造出世界顶

级产品，敢于参与竞争。 这源于技术自

信。 ” 华熙生物董事长赵燕近日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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