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悦康药业产品覆盖12个用药领域

本报记者 熊永红 傅苏颖

近日，证监会同意悦康药业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悦康药业是以高端化学药为主导的大型医药企业集团、以研发创新为驱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此次公司拟募资15.05亿元，用于研发中心建设及创新药研发项目、固体制剂和小容量水针制剂高端生产线建设项目、原料药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智能编码系统建设项目、营销中心建设项目、智能化工厂及绿色升级改造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竞争能力较强

悦康药业主营业务涵盖药品研发、制造、流通销售全产业链条，具备注射液、冻干粉针剂、片剂、胶囊剂等多种剂型以及部分原料药的生产能力，产品覆盖心脑血管、消化系统、抗感染、内分泌以及抗肿瘤等12个用药领域。

悦 康 药 业 定 位 于 高 端 化 学 药 的 研 发 与 生 产 ， 产 品 具 有 较 强 的 行 业 竞 争 能 力 。 公 司 市 场 地 位 突 出 ， 2009 年 -2019 年 连 续 11 年 入 选 工 信 部 医 药 工 业 百 强 ， 2013 年 -2019 年 连 续 7 年 入 选 工 信 部 中 国 医 药 研 发 产 品 线 最 佳 工 业 企 业 。 公 司 秉 承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的 理 念 ， 不 断 提 升 企 业 实 力 ， 通 过 优 化 生 产 技 术 、 生 产 工 艺 创

新 ， 持 续 提 升 药 品 制 剂 的 质 量 和 疗 效 水 平 ， 并 将 研 发 成 果 运 用 至 产 品 。 公 司 “奥 美 拉 唑 系 列 产 品 产 业 化 与 国 际 化 的 关 键 技 术 开 发 项 目 ” “化 学 药 物 晶 型 关 键 技 术 体 系 的 建 立 与 应 用 ” 获 得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进 步 二 等 奖 。

公司市场份额相对领先。 根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的数据统计，公司主要产品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二甲双胍制剂、注射用兰索拉唑、奥美拉唑口服制剂等2019年度均在相关市场排名前三。 公司在产的首仿产品心脑血管药物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系唯一获得国产化学药物批文的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2019年度在全国银杏叶提取物制剂市场销售额排名第一，二甲双胍制剂2019年度在全国销售额排名第二，奥美拉唑口

服制剂2019年度在全国市场销售额排名第三，注射用兰索拉唑2019年度销售额排名第三。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承担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等省部级项目 20项。 其中，公司承担的“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新适应症临床前研究 ” 等项目，先后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大新药创制” 科技重大专项，硫酸氢乌莫司他 I-II期临床研究纳入了北京市科委重大新药研发项目。 公司在心脑血管、生殖系统、糖尿病、消化系统、抗肿瘤等领域重点布局，形成了较

强的研发优势和丰富的技术储备。

拥有四大核心技术平台

报告期内（2017年-2019年及 2020年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8167.52万元、9810.13万元、1.26亿元和5379.26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02%、2.46%、2.94%和3.20%。

悦康药业表示，研发费用规模持续增加，在研项目不断推进，研发项目数量持续增长，委托开发费呈增长趋势。同时，物料消耗、能源费用亦持续增加；研发人员不断增加，职工薪酬有所增加。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公司形成了缓控释制剂技术平台、药物晶型研究技术平台、高端药用辅料研发技术平台以及心脑血管注射剂精细化制备技术平台4大核心技术平台。

围绕核心 技术，公 司累计 拥有专利 126项。 其中 ，发明专 利80项 ；在 研项目 39项 。 其中，化 药 1类新 药项目4项 ，中药 1类 新药项 目 2项， 2类 新药项目 3项。 化药 1类新药 枸橼酸 爱地那非 片（制剂 及其原 料药）正在 申报上 市，中药 1类新药 注射用羟 基红花 黄色素 A（制剂及 其原料药 ）正处于 临床试 验 III期阶段 ，化药 1类 新药硫 酸氢乌 莫司他胶 囊（制剂 及其原 料

药）处于 I期 临床研 究阶段 。

公司以高端品牌仿制药为基础，以创新药为重点，从研发组织构架、研发仪器设备、研发技术平台、研发管控体系、外部合作研发机制、技术人员培养与激励机制等多方面建立了完善的研发体系，形成了良好的技术创新机制，并配置国际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各专业领域的高技术人才。 同时，公司以悦康药业母公司的研发部门以及主要负责研发的子公司悦康科创为核心，以各生产子公司研发部门为补充，并协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

院所，以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等临床研究机构，发挥产学研合作优势，形成了独特的创新体系和平台。

公司重视研发人员的培养。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研发人员344名，占员工总数的12.27%；核心技术人员5名。

毛利率逐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7.00亿元、39.83亿元、42.88亿元和 16.82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2亿元、2.61亿元、2.69亿元和 1.21亿元。

悦康药业表示，2017年-2019年，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心脑血管类药品销售规模增长较大，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2020年1-6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患者门诊量和住院量下降，公司抗感染药物和消化系统类药物销量有所减少。

悦康药业主营业务突出。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25.33亿元、39亿元、41.56亿元及16.21亿元，分别占营业收入93.80%、97.94%、96.93%以及96.40%。

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仿制药产品。 报告期内，仿制药收入金额（包括代理的仿制药产品）分别为24.13亿元、37.25亿元、39.42亿元和14.86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95.29%、95.50%、94.85%和91.68%。 2020年1-6月，公司原料药收入增长，仿制药收入占比有所下降。

报 告 期 内 ， 公 司 销 售 毛 利 分 别 为 11 . 62 亿 元 、 23 . 97 亿 元 、 26 . 12 亿 元 和 10 . 6 亿 元 ， 销 售 毛 利 率 分 别 为 43 . 03 % 、 60 . 19 % 、 60 . 92 % 和 63 . 06 % 。 2018 年 收 入 及 毛 利 率 增 幅 较 大 。 公 司 表 示 ， 随 着“两 票 制 ” 的 实 施 ， 公 司 销 售 由 推 广 经 销 商 模 式 逐 步 转 为 配 送 经 销 商 模 式 ， 产 品 销 售 价 格 提 升 ， 销 售 毛 利 率 相 应

上 升 ； 同 时 ， 公 司 主 要 产 品 银 杏 叶 提 取 物 注 射 液 销 售 规 模 增 长 较 快 ， 由 3800 余 万 支 增 长 至 5800 余 万 支 。 2020 年 1-6 月 综 合 毛 利 率 有 所 提 升 ， 主 要 因 银 杏 叶 提 取 物 注 射 液 放 开 了 基 层 医 院 使 用 ， 并 且 增 加 了 医 保 报 销 的 适 应 症 ， 银 杏 叶 提 取 物 注 射 液 的 收 入 占 比 有 所 增 加 ， 其 毛 利 率 水 平 较 高 从 而 拉 动 了 整 体 毛 利 率

的 提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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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微至

打造智能物流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刘杨

中科微至科创板上市申请日前获得受理。 公司

主要从事智能物流分拣系统的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

以及销售服务， 是国内智能物流分拣系统领域内领

先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中科微至本次拟募集资金总额为13.39亿元，将

投入智能装备制造中心项目、 南陵制造基地数字化

车间建设项目等。公司表示，将持续发挥自身技术优

势，不断推动技术创新，面向快递、物流、仓储、电商、

机场等应用领域提供智能物流解决方案。

知名投资机构青睐

中科微至成立于2020年3月， 公司从中科院微

电子研究所孵化而来，主要产品包括交叉分拣系统、

大件分拣系统等。

据介绍，中科微至为快递、物流、仓储、电商、机

场等行业提供综合智能物流解决方案，客户已覆盖

中通、顺丰、百世、申通、韵达、中国邮政、苏宁、德

邦、唯品会等国内主要快递、物流及电商企业公司，

累计交付300套智能物流分拣系统。 同时，产品出

口至泰国、印尼、菲律宾、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和

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中科微至背后有中科创星、深创

投、松禾资本等知名机构，可谓星光熠熠。

根据招股书，中科微至是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重

视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在图像处理、 人工智

能、机器人技术、智能制造等领域聚集了一批高素质

研发人员。 截至2020年9月末， 公司拥有研发人员

182人， 占员工人数27.33%；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

日，公司拥有发明专利13项、实用新型专利20项和

软件著作权23项。

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投入， 在智能分拣领域

掌握了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拥有系统方案设计、核

心部件、核心器件的研发优势。 通过不断研发创新，

公司积累了大量技术成果。 公司及子公司已获得的

33项专利授权，另有数十项专利及软件著作权正在

申请中。

2017年至2019年及2020年前三季度，公司研发

费用分别为843.52万元、2071.02万元、7841.72万

元、6115.27万元， 分别占营收的5.53%、6.38% 、

10.45%、10.14%。

应收账款规模较大

报告期内， 中科微至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53

亿元、3.25亿元、7.51亿元、6.03亿元； 归母净利润

分别为 2634.81万元、4289.14万元、1.34亿元、

7743.75万元。

随着收入规模持续增长， 中科微至的应收账款

规模相应增加。 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和

2020年9月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1.28亿

元、1.22亿元、3.12亿元和2.02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83.97%、37.54%、41.54%和33.48%。其中，

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期末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96.98%、90.56%、99.06%和95.31%。

报告期内， 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当

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00.00%、100.00%、

94.27%和86.40%。 其中，来自中通的销售收入占当

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00.00%、98.18%、

73.97%和54.94%。 公司表示，未来如果主要客户降

低对公司产品的采购，出现货款回收逾期、销售毛利

率降低等问题， 或公司产品无法持续满足客户的业

务发展需求，将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公司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方面可能存在

风险。公司表示，主要产品智能物流分拣系统是一种

集光、机、电、信息技术为一体的现代化装备，技术外

延广泛，涵盖人工智能、图像识别、微电子、光学、计

算机、机器人等领域，技术集成能力要求高，客户对

智能物流分拣系统的定制化需求不断提高。因此，智

能物流分拣系统的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开发对公司的

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公司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

不能持续满足客户需求， 公司的市场竞争地位以及

未来的经营业绩将受到不利影响。

市场空间广阔

政策支持和推动智能物流装备行业发展。 近年

来，《“十三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

文件的发布，为智能物流装备制造业健康、有序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业内人士透露，智能物流装备的应用领域广泛，

在物流产业的工厂端、流通端、消费者端均有较多应

用场景。

在工厂端， 智能装备可应用于各智能制造环节

之间的连接及厂内物流；在流通端，可应用于快递物

流、电子商务、服装、医药、烟草、零售等环节；在消费

者端，可应用于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货到人问题。

近年来，成本上升推动物流产业、工业制造业逐

渐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升级，下游行业的全面发展

和大规模转型升级需求为智能物流装备行业提供了

广阔的发展空间。

公司本次拟募集资金总额为13.39亿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投入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中心项目、 南陵

制造基地数字化车间建设项目、 智能装备与人工智

能研发中心项目、 市场销售及产品服务基地建设项

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公司表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是对现有业务的提升和拓展，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

提高技术研发实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公司称，将持续发挥自身技术优势，不断推动技

术创新，建设一整套以自动化、智能化分拣技术为基

础的核心部件、高端装备及综合集成技术平台，面向

快递、物流、仓储、电商、机场等应用领域提供全面的

智能物流解决方案。在国内市场，公司将加大运营网

络建设力度， 设立区域分支机构， 提高运维服务质

量；在国际市场，将持续推进国际化战略，继续加强

东南亚、俄罗斯、中东、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渠

道建设力度，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致力于成为世界领

先的智能物流装备、智能制造企业。

海天瑞声聚焦训练数据集领域

□本报记者 董添

海天瑞声科创板首发上市申请获上交所

审议通过。公司本次拟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后约76593.88万元，将按轻重缓急顺序投入自

主研发数据产品扩建项目、一体化数据处理技

术支撑平台升级项目、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及补充流动资金。

以训练数据集为核心

海天瑞声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通过设计数据集结构、组织数据采集、对取得

的原料数据进行加工及质检， 形成训练数据

集，主要产品、服务均以训练数据集为核心。

成品训练数据集主要由数据文档、说明文档、

技术文档三部分构成， 并以软件形式向客户

交付。

招股说明书显示， 截至2020年9月30日，

公司资产总额为45072.14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11.42%；负债总额为4298.13万元，较上年末

减少11.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40774.01万元，较上年末增长14.55%。2020年

1-9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277.35万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5.1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5181.89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23.06%；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53.56万元， 较去年同期

增长15.35%。

经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20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22070万元至26710万元， 变动幅度

为-7.1%至12.44%；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7250万元至8780万元，变动幅

度为-11.14%至7.62%； 预计实现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00万元至7750万元，变动幅度为-16.06%

至1.64%。

上交所要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用通

俗、可理解的语言说明其产品服务内容、作业

模式和业务实质。 同时，要求公司结合核心技

术的研发过程、应用场景、业务模式和国内外

竞争对手的情况，说明其技术的先进性。 并进

一步说明向境外提供声音、文本、图形图像、

视频、 肖像等数据信息是否受到相关法规的

规范和约束； 向境外销售提供训练数据产品

或训练数据定制服务， 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

息保护等合规性方面采取的措施；2017年

-2019年度对训练数据定制服务采用完工百

分比法确认收入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募资巩固主业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070万股，不低于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约76593.88万元，将

按轻重缓急投入自主研发数据产品扩建项目、

一体化数据处理技术支撑平台升级项目、研发

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指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围绕公司

主营业务进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具体看，

自主研发数据产品扩建项目将完善公司训练

数据产品体系，拓展公司训练数据产品覆盖场

景和领域，加快对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一体

化数据处理技术支撑平台升级项目将进一步

升级与丰富公司提供训练数据定制服务及生

产训练数据产品的数据处理技术和工具，提升

公司的训练数据开发服务效率，增强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将增加公司

的前瞻性技术储备，通过技术手段的运用提升

产品服务质量。

公司表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

会和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

产生同业竞争， 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

利影响。

收入依赖老客户

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收入主要来自老客

户。 2017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1-3月

（报告期）， 发行人来自老客户的收入占比分

别达到83.68%、88.58%、89.09%及100.00%。

发行人正致力于维护老客户、拓展新客户。 若

老客户降低对公司产品、服务的采购量或公司

未能维持与老客户的合作关系，则公司的经营

情况将受到不利影响。

公司在市场竞争加剧、 核心技术快速迭代

等方面存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享受了增值税

即征即退、 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规划布局内的

重点软件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 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等一系列税收优惠， 报告期各期税收优惠

影响金额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8.27%、

28.84%、22.96%和26.55%。

报告期内，公司采购原料数据采集、标注所

支付的数据服务费占采购总额的比重较高，分

别达到80.14%、81.22%、79.84%和79.30%。随着

城乡生活成本的持续提升， 前述采购价格存在

持续上升的趋势。 若发行人的技术发展带来的

效率提升无法抵消前述采购成本上升的影响，

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营业收入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亿元）

销售费用占

营业收入比例

研发费用占

营业收入比例

2017

年

27.00 1.62 24.16% 3.02%

2018

年

39.83 2.68 43.18% 2.46%

2019

年

42.88 2.85 43.88% 2.94%

2020

年上半年

16.82 1.32 44.11% 3.20%

悦康药业产品覆盖12个用药领域

□本报记者 熊永红 傅苏颖

近日，证监会同意悦康药业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 悦康药业是以高端化学药为主导的大型医药企

业集团、以研发创新为驱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此次公司拟募资15.05亿元，用于研发中心建设及

创新药研发项目、固体制剂和小容量水针制剂高端生产

线建设项目、原料药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智能编码系统

建设项目、营销中心建设项目、智能化工厂及绿色升级

改造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悦康药业主要财务指标

竞争能力较强

悦康药业主营业务涵盖药品研发、 制造、流

通销售全产业链条，具备注射液、冻干粉针剂、片

剂、胶囊剂等多种剂型以及部分原料药的生产能

力，产品覆盖心脑血管、消化系统、抗感染、内分

泌以及抗肿瘤等12个用药领域。

悦康药业定位于高端化学药的研发与生

产，产品具有较强的行业竞争能力。 公司市场

地位突出，2009年-2019年连续11年入选工信

部医药工业百强，2013年-2019年连续7年入

选工信部中国医药研发产品线最佳工业企业。

公司秉承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不断提升企业

实力，通过优化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创新，持续

提升药品制剂的质量和疗效水平，并将研发成

果运用至产品。 公司“奥美拉唑系列产品产业

化与国际化的关键技术开发项目”“化学药物

晶型关键技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获得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公司市场份额相对领先。根据南方医药经济

研究所的数据统计，公司主要产品银杏叶提取物

注射液、二甲双胍制剂、注射用兰索拉唑、奥美拉

唑口服制剂等2019年度均在相关市场排名前

三。 公司在产的首仿产品心

脑血管药物银杏叶提取物注射

液，系唯一获得国产化学药物批

文的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2019

年度在全国银杏叶提取物制剂市

场销售额排名第一， 二甲双胍制剂

2019年度在全国销售额排名第二，奥

美拉唑口服制剂2019年度在全国市场

销售额排名第三， 注射用兰索拉唑

2019年度销售额排名第三。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累计承担国家

重大新药创制、 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专

项等省部级项目20项。 其中，公司承担的

“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新适应症临床前研

究” 等项目，先后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重大新药创制” 科技重大专项，硫酸氢

乌莫司他I-II期临床研究纳入了北京市科

委重大新药研发项目。 公司在心脑血管、生

殖系统、糖尿病、消化系统、抗肿瘤等领域

重点布局， 形成了较强的研发优势和丰富

的技术储备。

拥有四大核心技术平台

报告期内（2017年-2019年及2020年上半

年），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8167.52万元、9810.13

万元、1.26亿元和5379.26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3.02%、2.46%、2.94%和3.20%。

悦康药业表示，研发费用规模持续增加，在

研项目不断推进，研发项目数量持续增长，委托

开发费呈增长趋势。 同时，物料消耗、能源费用

亦持续增加；研发人员不断增加，职工薪酬有所

增加。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 公司形成了缓控释

制剂技术平台、药物晶型研究技术平台、高端药

用辅料研发技术平台以及心脑血管注射剂精细

化制备技术平台4大核心技术平台。

围绕核心技术，公司累计拥有专利126项。

其中，发明专利80项；在研项目39项。 其中，化

药1类新药项目4项，中药1类新药项目2项，2类

新药项目3项。 化药1类新药枸橼酸爱地那非片

（制剂及其原料药）正在申报上市，中药1类新

药注射用羟基红花黄色素A （制剂及其原料

药）正处于临床试验III期阶段，化药1类新药硫

酸氢乌莫司他胶囊（制剂及其原料药）处于I期

临床研究阶段。

公司以高端品牌仿制药为基础，以创新药为

重点，从研发组织构架、研发仪器设备、研发技术

平台、研发管控体系、外部合

作研发机制、技术人员培养与

激励机制等多方面建立了完

善的研发体系，形成了良好的

技术创新机制，并配置国际先

进的仪器设备和各专业领域

的高技术人才。 同时，公司以

悦康药业母公司的研发部门

以及主要负责研发的子公司

悦康科创为核心，以各生产子

公司研发部门为补充，并协同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首都

医科大学、 中山大学等科研院

所， 以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

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等临床研究机构， 发挥产学

研合作优势，形成了独特的

创新体系和平台。

公司重视研发人员

的培养。 截至报告期

末，公司拥有研发人

员344名，占员工总

数的 12.27% ； 核

心技术人员5名。

毛利率逐步提升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

为27.00亿元、39.83亿元、42.88亿元

和16.82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2亿

元、2.61亿元、2.69亿元和1.21亿元。

悦康药业表示，2017年-2019年，公司

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心脑血管类药品

销售规模增长较大， 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保

持较快增长。 2020年1-6月营业收入较上年

同期有所下降，主要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患

者门诊量和住院量下降， 公司抗感染药物和

消化系统类药物销量有所减少。

悦康药业主营业务突出。报告期内，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25.33亿元、39亿元、

41.56亿元及16.21亿元， 分别占营业收入

93.80%、97.94%、96.93%以及96.40%。

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仿制药产品。

报告期内，仿制药收入金额（包括代理的仿

制药产品） 分别为24.13亿元、37.25亿元、

39.42亿元和14.86亿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例 分 别 为 95.29% 、95.50% 、94.85% 和

91.68%。 2020年1-6月，公司原料药收入增

长，仿制药收入占比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销

售毛利分别为11.62亿

元 、23.97 亿 元 、26.12

亿元和10.6亿元，销售

毛 利 率 分 别 为

43.03% 、60.19% 、

60.92% 和 63.06% 。

2018年收入及毛利率

增幅较大。 公司表示，

随着 “两票制” 的实

施，公司销售由推广经

销商模式逐步转为配送经销商模式，

产品销售价格提升，销售毛利率相应

上升；同时，公司主要产品银杏叶提

取物注射液销售规模增长较快，由

3800余万支增长至5800余万支。

2020年1-6月综合毛利率有所提

升， 主要因银杏叶提取物注射

液放开了基层医院使用，并且

增加了医保报销的适应症，

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的收

入占比有所增加，其毛利

率水平较高从而拉动了

整体毛利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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