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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用药和检测需求双增

上市公司加码布局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在国家卫健委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卫健委新

闻发言人米锋表示，元旦以来，全国医疗机构发热门诊接诊量

呈波动下降趋势，当前的呼吸道疾病仍以流感为主，新冠病毒

感染处于较低水平，医疗服务总体平稳有序。中国证券报记者

获悉，近期流感用药和检测需求在持续增加，上市公司也在积

极布局和保证供应。

需求增加

天猫健康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来，淘宝天猫平台上“速福

达”的搜索用户数同比增长了50倍，而搜索“奥司他韦” 的用

户数也同比增长了8倍。 其中，奥司他韦儿童颗粒搜索用户数

同比增长16倍。

京东健康平台数据显示，1月1日-12日， 流感相关用药

整体销量比2023年11月、12月同期分别增长340%、13%；

与一周前相比，“玛巴洛沙韦片（商品名：速福达）” 相

关搜索量环比提升52%，“奥司他韦”环比提升20%。上

海、北京、江苏、浙江、广东速福达销量排名前五。

1药网提供的数据显示，2023年11月以来，1药网

旗下B2B医药平台感冒类、止咳化痰平喘类、解热镇痛

类药品的销售额持续走高。 从月环比看，对比2023年

10月，2023年11月抗感染类药品销售额增长63%，止

咳化痰平喘类药品增长38%， 解热、 镇痛类药品增长

23%，感冒类药品增长37%。 其中，流感抗病毒代表药物

奥司他韦的销售额大幅增长，2023年11月销售额比2023

年10月增幅接近5倍，日均销售额增幅达6倍。

从周环比看，2024年1月1日-7日对比2023年12月25

日-31日，感冒类药品销售额增幅达30%，解热、镇痛类药

品达27.6%，止咳化痰平喘类药品达34.8%，抗菌消炎类药

品达34%。

保障供应

日前，国家药监局网站显示，罗氏的抗流感药玛巴洛沙韦

干混悬剂获批上市，适用于儿童单纯性甲型和乙型流感患者，

包括既往健康的患者以及存在流感并发症高风险的患者。

国内多家上市公司在互动平台回应投资者关切。 嘉应制

药表示， 公司生产及销售的流感相关产品目前均处于满产满

销状态。

国内生产奥司他韦的企业包括东阳光药、博瑞医药。博瑞

医药称， 公司将充分利用原料药-制剂一体化优势， 紧抓生

产，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国内企业也在积极推进抗流感新药的研发。众生药业称，

公司用于治疗甲型流感的小分子创新药昂拉地韦 （商品名：

安睿威） 的新药上市申请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在审评审批进程中。

健康元称， 公司1类流感新药TG-1000已启动Ⅲ期临床

试验，因秋冬季为流感高发季节，目前入组进度已过半。 公司

将尽快推进临床试验及后续上市工作。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表示，

目前流感疫苗中包含了甲型H1N1亚型、甲型H3N2亚型和乙

型流感组分，建议高风险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针对流感疫苗的布局，多家公司近期也有回应。步长制药

表示，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天元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药品“流

感病毒裂解疫苗（御感宁）” 目前生产情况良好，依据市场需

求有计划地进行生产。

金迪克2023年12月19日晚间公告称， 截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共有8批次2023年-2024年流感季四价流感疫苗通过了

中检院批签发，可以上市销售。 公司正有序向市场销售发货。

在研方面，康华生物表示，公司目前有重组六价诺如病毒

疫苗、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四价鼻喷流感疫苗

等8个在研项目。 百克生物表示，鼻喷流感疫苗（液体剂型）

正处于Pre-NDA阶段。

多联检测试剂成热点

由于当前多病原体共同流行， 流感多联检测试剂使用率

在逐步提升，多家体外诊断上市公司纷纷布局。

科华生物称，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隆公司有生产和销售检

测甲流和乙流的甲型/乙型流感病毒RNA检测试剂盒 （荧光

PCR法）、检测肺炎支原体的肺炎支原体（MP）核酸检测试

剂盒（荧光PCR法）。

明德生物称，公司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甲型

流感病毒及乙型流感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于近

日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该产

品能够满足医疗机构急诊科、儿科、发热门诊、检验科等不同应

用场景下相关呼吸道感染辅助诊断的需求。

博晖创新表示， 公司流感病毒检测相关的产品包括甲型

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呼吸道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抗

原联合检测试剂盒（免疫荧光法），目前已注册上市。

聚光科技表示， 公司子公司聚致生物研发的核酸质谱分

析系统可用于呼吸道多重感染病原体的检测， 但目前正在申

请医疗器械注册证中，对公司业务影响很小。

九安医疗日前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显示， 公司甲

流、 乙流和新冠三合一产品已经开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FDA）认证相关流程，公司会按照要求做好准备工作，提

交相关资料，争取尽早满足FDA要求，通过认证。 目前还没有

确定三合一抗原产品的价格和产能， 但预计零售定价会比新

冠单检高一些。

华鑫证券认为，流感、支原体肺炎、RSV病毒等呼吸道传

染病为常发的疾病，具有延续性，先诊断后治疗的趋势正在形

成，检测市场有望持续扩大。

上市公司回应

旅游板块持续火热，投资者互动平台

上相关话题热度也随之上升。不少上市公

司就投资者关切问题展开回应。

在热度较高的冰雪旅游方面，西藏旅

游1月15日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景区暂

未开展冰雪运动相关旅游项目。但在公司

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巴松措景区、冈仁

波齐景区，分布有南迦巴瓦、冈仁波齐等

极具代表性的雪山旅游资源，公司开设有

观山营地、轻奢徒步、转山等旅游项目。

王府井表示， 近期哈尔滨地区旅游

火爆，对哈尔滨王府井店内餐饮、夜经济

酒吧、夜店等业态有所拉动，规模销售较

同期有较好提升。 目前，门店正在筹划打

造群力商圈冰雪冰灯景观， 同时争取亚

冬会周边纪念品的销售渠道及展览，创

新经营方式， 力求借助此次哈尔滨冬季

旅游热度， 进一步提升门店旅游客流和

销售额。

中青旅也表示，公司旅行社板块精心

设计雪国星球、冰雪荣耀、走进长白、玩转

东北等多个哈尔滨旅游产品，满足消费者

不同旅游需求。

同时，也应看到旅游板块可能存在的

市场过热风险。此前，长白山、大连圣亚相

继发布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长白山公告称， 自2024年1月2日至

2024年1月10日，公司股票已连续7个交

易日涨停，累计涨幅达94.79%，短期涨幅

较大。 公司静态市盈率和市净率指标显

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存在市场情绪

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 目前公司的冰雪

项目收入在公司整体收入中占比较小，

公司主营业务仍是旅游客运业务和酒店

业务。

大连圣亚公告称， 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4年1月3日至2024年1月9日已连续5

个交易日涨停，短期涨幅过大，滚动市盈

率和市净率指标均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

水平。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为极地海洋馆

景区经营、 景区场馆内商业运营及动物

经营，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未发生重

大变化。

祥源文旅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

司在全国多地布局优质旅游资产，目前旅

游资产已覆盖“大湘西” 区域（张家界、

凤凰古城、黄龙洞）、“大黄山” 区域（齐

云山、黄山）、“成渝” 片区（四川雅安碧

峰峡）。 公司股价受到经济形势、行业趋

势、股指波动以及投资者心理预期等诸多

因素影响，请理性看待市场波动并注意投

资风险。

旅游经济热度持续 各地文旅发力宣传

多地出台可再生能源制氢中长期规划

●本报记者 刘杨

受益于多地出台可再生能源制氢中长

期规划，1月15日氢能概念股表现活跃。 截

至收盘，华电重工、镇洋发展、赫美集团涨

停，昇辉科技、华光环能等跟涨。

业内人士表示，自《氢能产业发展中长

期规划（2021-2035年）》（简称《规划》）

印发以来， 我国多个省市相继出台本地区

的氢能发展规划， 积极响应并支持氢能产

业发展，氢能行业成本不断下降，建议重点

关注制氢电解槽板块等的投资机会。

可再生能源制氢成规划重点

近日，海南省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

发的 《海南省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3-2035年）》提出，海南将分阶段

围绕氢能产业进行培育推广， 重点在船

舶、汽车、航天、化工等领域进行氢能源

产业推广。

具体来看，到2025年，海南氢能产量将

超过20万吨/年，其中可再生能源制氢量达

到10万吨/年；到2030年，海南氢能产量约

为50万吨/年，可再生能源制氢量达到40万

吨/年。

根据《规划》，到2025年，我国可再

生能源制氢量将达到10万吨/年至20万

吨/年。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可

再生能源制氢的总产能已达114万吨。

为实现氢能在工业、交通、储能等多领

域的多元应用发展，1月3日，《甘肃省氢能

产业指导意见》发布。 其中提出，到2025年

建成可再生能源制氢能力达到20万吨/年

左右的制氢、储氢基地。

内蒙古近日明确提出，到2025年，该区

的可再生能源制氢量将达到约50万吨/年。

为实现这一目标， 自治区正积极与相关企

业和科研机构展开合作， 加速推进绿氢产

业的健康发展，并不断完善其产业链条。

新疆提出，到2025年，推动建立集绿氢

制、储、运、加、用为一体的供应链和产业体

系。建设一批氢能产业示范区，可再生能源

制氢量达到10万吨/年。

制氢电解槽需求料增加

得益于风光资源禀赋和政策大力支

持， 目前内蒙古已成为可再生能源制氢项

目的发展重地。

根据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统

计，2023年内蒙古新增可再生能源制氢项

目达39个，新增项目规划投资2538.5亿元，

占全国新增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规划总投

资的一半左右， 投资规模和项目数量均领

跑全国。

根据河北省发改委官网，近日，张家口

市康保-曹妃甸氢气长输管道项目备案获

河北省发改委批复。 该项目投资总额为

61.0723亿元，预计于2024年6月开始建设，

建设周期为三年。

截至目前， 我国已有大量的可再生能

源制氢项目落地。 我国首个万吨级可再生

能源制氢项目———三峡集团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准格尔旗纳日松光伏制氢产业示范项

目、 我国规模最大的光伏发电直接制绿氢

项目———中国石化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

均已相继投产。

国联证券表示，地方性氢能规划、区域

性行业补贴政策陆续发布， 预计2024年电

解槽环节将步入高需求阶段。

据国信证券统计， 自2023年以来，我

国共有29个电解槽项目招标， 招标规模累

计超过2220.5兆瓦； 共计有19个电解槽项

目完成中标，中标规模达898兆瓦，其中派

瑞氢能、隆基氢能、阳光电源的中标量分别

为256.5兆瓦、202兆瓦和152兆瓦。

视觉中国图片

1月15日， 旅游板块再

掀涨停潮，截至收盘，长白

山、大连圣亚、九华旅游等

多股涨停。 2023年旅游业

复苏态势喜人，2024年开

年旅游经济更是一派火

热，多地旅游纷纷“出圈”

成为网络热议话题。 各地

文旅部门、 景点更是相继

开展营销宣传、 推出优惠

活动备战春节旅游季。 在

此背景下， 多家上市公司

回应市场关切， 引导投资

者理性投资。

●本报记者 段芳媛

见习记者 杨梓岩

旅游板块表现强势

1月15日， 景点旅游板块持续表现

强势。 主打东北旅游的长白山连续13个

交易日上涨。 截至收盘，景点旅游板块

涨4.38%，长白山、大连圣亚、九华旅游

等涨停。 2024年以来的10个交易日，长

白山涨停8次，涨超130%；大连圣亚涨

超50%。

2023年旅游市场火热复苏， 拉动市

场预期。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23

年，全国国内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将达到

54.07亿次和5.2万亿元，分别恢复至2019

年的90%和91%。 受此影响，复星旅游文

化、黄山旅游、三特索道、宋城演艺等多家

文旅上市公司业绩创出新高，2023年前

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均实现

大幅增长。

与此同时，2024年开年旅游市场一

片火热，进一步带动市场预期提高。 1月

15日，携程发布的报告显示，即将到来的

春节8天假期， 将是2024甲辰龙年首个

出游高峰。截至1月13日，春节假期（2月

10日至17日）国内游、出境游、入境游订

单均大幅增长。 其中，北方冰雪游、南方

温泉避寒游“南北互换” 是国内游热门，

春节期间旅游订单同比增长超7倍。中国

旅游研究院表示，预计2024年国内旅游

出游人数、 国内旅游收入将分别超过60

亿人次和6万亿元， 出入境旅游将超过

2.64亿人次， 国际旅游收入将超过1070

亿美元。

申万宏源分析认为， 春节前旅游消

费热度持续， 建议重点关注偏刚需消费

的旅游餐饮及宴会餐饮订单增长。 冰雪

旅游背后反映了旅游需求更加追求新体

验和务实消费， 建议关注名山大川类旅

游景区。

各地文旅“花式” 宣传

继元旦哈尔滨旅游爆火、“尔滨” 等

一度成为网络热词之后，各地文旅部门开

启“花式”宣传，并相继推出景区免门票、

优惠大礼包等措施吸引旅游客源，助力各

地旅游业快速“出圈” 。

一方面，网络营销、短视频传播成为

不少地区宣传推介文旅资源的重要手段。

“小砂糖橘”“小烤鸭” 等带有地域特色

的昵称火爆网络，成为各地宣传本地文旅

项目的流量密码。同时，河南省文旅厅、山

西省文旅厅官方视频账号一度单日发布

超30条短视频，内容涵盖景点介绍、美食

推荐、地域文化等。

另一方面，多地召开文旅工作会议，

布局旅游业发展。 近日，黑龙江省召开加

快推进全省边境旅游高质量发展会议，

提出通过开发边境文旅资源、 深化边境

文旅交流合作、 发展边境文旅产业等方

面措施，助力黑龙江省兴边富民、稳边固

边和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 更好服务国

家战略。

浙江省文旅厅、经济和信息化厅日前

联合发文公布 “2023年浙江省工业旅游

示范基地名单” ， 探索工业旅游发展道

路，采取了一系列盘活工业资源、创新发

展旅游的措施，以浙江省工业旅游示范基

地为抓手，重点培育丰富多元的工业旅游

业态， 提升工业旅游服务设施与服务品

质，打造主客共享的工业旅游基地。

除此之外， 各地景区也纷纷推出免

票、折扣等优惠政策，“真金白银” 吸引客

源。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西藏布达

拉宫景区、安徽黄山风景区、陕西华山景

区、 福建武夷山主景区等十余个国有4A

级（含）以上售票旅游景区都宣布推出免

票或半价政策。

对于行业普遍预测的将延续至春节

的旅游热，多地景点也提前释放春节优惠

信息。 春节假期期间，江西赣州瑞金市共

和国摇篮旅游区、 安远三百山景区等4A

级及以上景区将免大门票；甘肃敦煌发布

冬春旅游优惠政策，春节、元宵节假期，鸣

沙山月牙泉、玉门关遗址、敦煌雅丹世界

地质公园对所有游客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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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热度持续 各地文旅发力宣传

本报记者 段芳媛 见习记者 杨梓岩

1月15日，旅游板块再掀涨停潮，截至收盘，长白山、大连圣亚、九华旅游等多股涨停。 2023年旅游业复苏态势喜人，2024年开年旅游经济更是一派火热，多地旅游纷纷“出圈”成为网络热议话题。 各地文旅部门、景点更是相继开展营销宣传、推出优惠活动备战春节旅游季。 在此背景下，多家上市公司回应市场关切，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

旅游板块表现强势

1 月 15 日 ， 景 点 旅 游 板 块 持 续 表 现 强 势 。 主 打 东 北 旅 游 的 长 白 山 连 续 13 个 交 易 日 上 涨 。 截 至 收 盘 ， 景 点 旅 游 板 块 涨 4 . 38 % ， 长 白 山 、 大 连 圣 亚 、 九 华 旅 游 等 涨 停 。 2024 年 以 来 的 10 个 交 易 日 ， 长 白 山 涨 停 8 次 ， 涨 超 130 % ； 大 连 圣 亚 涨 超 50 % 。

2023年旅游市场火热复苏，拉动市场预期。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23年，全国国内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将达到54.07亿次和5.2万亿元，分别恢复至2019年的90%和91%。 受此影响，复星旅游文化、黄山旅游、三特索道、宋城演艺等多家文旅上市公司业绩创出新高，2023年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

与此同时 ， 2024年开年 旅游市 场一片火 热，进一 步带动 市场预 期提高。 1月 15日，携程 发布的 报告显示 ，即将到 来的春 节8天假 期，将是 2024甲 辰龙年 首个出 游高峰 。 截至 1月 13日 ，春节假 期（2月 10日 至 17日）国内 游、出境 游、入境 游订单 均大幅增 长。 其中 ，北方冰 雪游、南 方温泉避 寒游“南 北互换 ” 是国内游 热门，春 节期间 旅游订 单同比增 长超 7倍 。 中国旅 游研究 院表示，预 计 2024年国 内旅游 出游人数 、国内旅 游收入 将分别 超过60亿人 次和6万 亿元，出 入境旅 游将超过 2 . 64亿人次 ，国际旅 游收入将 超过 1070亿 美元。

申万宏源分析认为，春节前旅游消费热度持续，建议重点关注偏刚需消费的旅游餐饮及宴会餐饮订单增长。 冰雪旅游背后反映了旅游需求更加追求新体验和务实消费 ，建议关注名山大川类旅游景区 。

各地文旅“花式”宣传

继元旦哈尔滨旅游爆火、“尔滨”等一度成为网络热词之后，各地文旅部门开启“花式”宣传，并相继推出景区免门票、优惠大礼包等措施吸引旅游客源，助力各地旅游业快速“出圈” 。

一方面，网络营销、短视频传播成为不少地区宣传推介文旅资源的重要手段。 “小砂糖橘”“小烤鸭”等带有地域特色的昵称火爆网络，成为各地宣传本地文旅项目的流量密码。 同时，河南省文旅厅、山西省文旅厅官方视频账号一度单日发布超30条短视频，内容涵盖景点介绍、美食推荐、地域文化等。

另一方面，多地召开文旅工作会议，布局旅游业发展。 近日，黑龙江省召开加快推进全省边境旅游高质量发展会议，提出通过开发边境文旅资源、深化边境文旅交流合作、发展边境文旅产业等方面措施，助力黑龙江省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和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浙江省文旅厅、经济和信息化厅日前联合发文公布“2023年浙江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名单” ，探索工业旅游发展道路，采取了一系列盘活工业资源、创新发展旅游的措施，以浙江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为抓手，重点培育丰富多元的工业旅游业态，提升工业旅游服务设施与服务品质，打造主客共享的工业旅游基地。

除此之外，各地景区也纷纷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真金白银”吸引客源。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西藏布达拉宫景区、安徽黄山风景区、陕西华山景区、福建武夷山主景区等十余个国有4A级（含）以上售票旅游景区都宣布推出免票或半价政策。

对于行业普遍预测的将延续至春节的旅游热，多地景点也提前释放春节优惠信息。 春节假期期间，江西赣州瑞金市共和国摇篮旅游区、安远三百山景区等4A级及以上景区将免大门票；甘肃敦煌发布冬春旅游优惠政策，春节、元宵节假期，鸣沙山月牙泉、玉门关遗址、敦煌雅丹世界地质公园对所有游客免费开放。

上市公司回应

旅游板块持续火热，投资者互动平台上相关话题热度也随之上升。 不少上市公司就投资者关切问题展开回应。

在热度较高的冰雪旅游方面，西藏旅游1月15日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景区暂未开展冰雪运动相关旅游项目。 但在公司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巴松措景区、冈仁波齐景区，分布有南迦巴瓦、冈仁波齐等极具代表性的雪山旅游资源，公司开设有观山营地、轻奢徒步、转山等旅游项目。

王府井表示，近期哈尔滨地区旅游火爆，对哈尔滨王府井店内餐饮 、夜经济酒吧、夜店等业态有所拉动，规模销售较同期有较好提升 。 目前，门店正在筹划打造群力商圈冰雪冰灯景观 ，同时争取亚冬会周边纪念品的销售渠道及展览，创新经营方式 ，力求借助此次哈尔滨冬季旅游热度，进一步提升门店旅游客流和销售额。

中青旅也表示，公司旅行社板块精心设计雪国星球、冰雪荣耀、走进长白、玩转东北等多个哈尔滨旅游产品，满足消费者不同旅游需求。

同时，也应看到旅游板块可能存在的市场过热风险。 此前，长白山、大连圣亚相继发布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长白山公告称，自 2024年1月2日至2024年1月10日，公司股票已连续7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达94.79%，短期涨幅较大。 公司静态市盈率和市净率指标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 目前公司的冰雪项目收入在公司整体收入中占比较小，公司主营业务仍是旅游客运业务和酒店业务。

大连圣亚公告称 ，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4年1月3日至2024年1月9日已连续5个交易日涨停，短期涨幅过大，滚动市盈率和市净率指标均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为极地海洋馆景区经营、景区场馆内商业运营及动物经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未发生重大变化。

祥源文旅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在全国多地布局优质旅游资产，目前旅游资产已覆盖“大湘西”区域（张家界、凤凰古城、黄龙洞）、“大黄山”区域（齐云山、黄山）、“成渝”片区（四川雅安碧峰峡）。 公司股价受到经济形势、行业趋势、股指波动以及投资者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影响，请理性看待市场波动并注意投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