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探达仁堂第六中药厂

发力智能化 老字号加码向新提质

本报记者 傅苏颖

近日，“了解我的上市公司———走进京津冀及新疆” 系列活动达仁

堂专场成功举办。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进中药现代化的领跑者之一达仁堂旗下

第六中药厂，一探公司现代化创新密码。

走进达仁堂第六中药厂正在建设的速效救心丸智能生产车间，映入眼帘

的便是生产驾驶舱。“驾驶舱是整个车间的中枢和大脑。未来投产后，工作人

员可以在驾驶舱里实时监测生产现场，包括投料、产量以及质量控制水平等，

并进行相应的操作。 ”达仁堂第六中药厂工作人员介绍，该生产车间投资超3

亿元，相比老车间，其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更高，未来将全流程实现自动化和

智能化生产。

产品结构丰富

达仁堂是一家拥有50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中药企业。 公司传承精

华，守正创新，融合中西医药先进技术理念，致力于研发更多具有临床价值的

药品及大健康产品。

“达仁堂是一家以中药工业为特色的全产业链集团，做强主业、提质增

效是回报股东的基石。 ”达仁堂总经理王磊介绍，公司将协同推进品牌聚焦

战略、科研引领战略、质量强企战略、健康中国战略和数字赋能战略，持续提

升盈利能力。

达仁堂拥有丰富的产品结构，包含599个药品批准文号，其中122个独家

品种，涵盖14大品类，为消费者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产品和服务。

以速效救心丸为例，王磊介绍，公司于2022年推出“中国心·健康行” 行

动，以速效救心丸、通脉养心丸、参附强心丸、舒脑欣滴丸“四心” 为切入点，

开展百城万家的公益性讲座活动，邀请心血管专家，在28个省（区、市）近

800家连锁店开展了8000余场健康养生讲座。

2024年以来，公司继续深化“中国心·健康行”活动。 通过中医药文化传

播以及健康活动，公司大力推进“三核九翼”战略。

中药材价格波动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中药材价格高位震荡，公司成

本端受到一定影响。 ” 达仁堂董事、副总经理周鸿表示，公司已将原料管理纳

入战略高度，成立了供应链委员会，持续重点跟踪和分析用量及价格较高的

TOP20药材品种价格走势。 公司与上游GAP药材种植基地加强合作，加大源

头采购力度，减少交易成本，同时强化储备应对市场波动。

在卓越制造、精益生产方面，周鸿称，公司优化生产布局，持续提高设备

综合效率，降低能源消耗；通过精益降本项目，在提高产品品质的同时控制成

本。

优化生产工艺

达仁堂从“创新”“绿色”“高质量”三个维度打造新质生产力。

周鸿表示，今年9月份，公司拳头产品速效救心丸入选天津市新质生产力

培育项目。 该项目规划未来三年投入4000余万元，由张伯礼院士牵头，公司

与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天津市胸科医院等承担单位共同推动，主要内容

包括：一是建立先进滴丸智能制造生产线，将成为天津市乃至全国的示范生

产线之一；二是全面优化速效救心丸生产工艺；三是对速效救心丸的疗效和

作用机制进行进一步研究；四是对速效救心丸的临床研究进一步深化。

作为达仁堂的独家产品，速效救心丸累计产销已经突破千亿粒，年销售

额突破20亿元，被称为“中国第一滴丸” 。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达仁堂第六中

药厂速效救心丸生产车间了解到，该生产车间主要涉及滴制、灌装等生产步

骤。“车间里的第五代滴丸机承载速效救心丸的滴制工序。 ” 工作人员介绍，

滴丸机由第六中药厂自主研制生产，目前正在研制第六代。

“未来，第六代滴丸机将在速效救心丸智能生产车间使用，相较第五代

滴丸机智能化程度更高，对产品质量的控制更加精确。 ” 上述工作人员称，智

能化车间将实现内包和外包的连续化生产，可以进一步减少人工和药品的接

触，更大程度保证药品质量。

周鸿表示，达仁堂坚持“以质强品，以品强企，以企强国” ，持续完善质量

控制体系，打造“集团—所属企业—车间班组” 的三级质量控制体系。 今年4

月份， 公司完成了黄连、 厚朴“三无一全” 基地认证；5月完成了川芎基地

GAP检查。 公司正争创第一家中药材符合GAP要求及全程质量可追溯的口

服中药制剂生产企业。

国际化提速

达仁堂涉足海外市场较早。 近期，达仁堂国际化布局接连实现新突破。

11月初，公司收到来自新加坡、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商标注

册许可。 取得境外商标注册许可，为公司海外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达仁堂以‘长城牌’ 商标行销全球。 目前，公司产品已销往全球20多个

国家和地区，2023年海外市场营业收入突破4000万元。 ”王磊介绍。

王磊进一步称，2022年8月， 公司成立津药达仁堂集团新加坡发展有限

公司和津药达仁堂集团香港发展有限公司，并于今年制定了《达仁堂海外拓

展规划》。 海外业务发展以“保存量、扩增量” 为原则，采用“经销与直营并

行”策略，在深度巩固现有经销渠道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医疗与零售渠道，拓

宽市场覆盖面。

王磊表示，今年公司海外业务的重点工作包括四个方面：海外子公司设

置与产品注册先行；推进速效救心丸与清宫寿桃丸拳头产品引领发展，持续

扩充产品矩阵；投入数字化建设，赋能终端连锁；加强中医学术推广，提升达

仁堂中成药在全球市场的地位，并持续探索产品创新应用与发展路径。

“公司将以属地化思维深耕海外经营，加强渠道与品牌建设。 按照规划，

65个中成药品种将在新加坡先行注册，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陆续取得注

册证。 对于其他海外市场的品种筛选，将以在新加坡选定的65个品种为依据

进行调整。 ”王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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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行业上行周期扬帆破浪

中船防务推进绿色智慧转型

●本报记者 王婧涵

当前，全球造船市场进入上升周期，造船需求旺

盛。 专家预测，未来5年全球船舶市场年均需求将达

到约1亿载重吨。

订单火爆推动造船企业业绩增长。 2024年前三

季度，中船防务实现营业收入126.87亿元，同比增长

29.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7亿元，

同比增长673.83%。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末，中船防

务各厂区、各条生产线任务饱满，交船计划最远已排

至2029年6月。

聚焦生产能力建设

2024年以来，造船市场强势复苏，新船订单量

显著增长。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4年1-9月，我国造

船完工量3634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8.2%；新接订单

量8711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9%；截至9月底，手持

订单量193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4.3%。 1-9月，我

国造船三大指标以载重吨计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55.1%、74.7%和61.4%。

中船防务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024年第三季

度末，公司各厂区、各条生产线任务饱满，交船计划

最远已排至2029年6月。

中船防务表示， 公司紧抓新承接首制产品生产

技术准备工作，聚焦生产能力建设，进一步推动公司

高质量发展。截至三季度末，公司各项经济指标达到

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在生产效率提升方面，中船防务围绕“一体

化”“精益化”“工艺化” 持续发力，推行先进生

产管理模式， 持续强化价值创造。 为实现降本增

效，中船防务以系统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为

原则，采用“点、线、面” 结合的方式推进精益生

产。通过开展三期改善周训练营，公司对加工线及

生产车间进行优化布局、改善流程，以减少物料的

浪费。

同时，中船防务优化了大宗物资供应流程，与主

要钢企、关键设备供应商开展战略采购合作，增强信

息协同，缩短供应周期，提升钢材等大宗物资供应效

率； 实施集中采购和框架协议采购， 确保供应链稳

定，有效降低了采购成本。

开发氨燃料及甲醇燃料船舶

当前，全球船舶工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

转型，已成为行业共识。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截至2024年三季度

末，中船防务累计承接新能源船舶订单5型20艘，占

在手订单的37%， 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中船防务表

示，未来将聚焦开拓小型多用途气体运输船市场，并

加快开发氨燃料及甲醇燃料船舶。

大型LNG运输船建造技术高、难度大，与豪华

邮轮、航空母舰并称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

作为大型LNG运输船必要的延伸和补充，运输量小

于5万方的小型多用途气体运输船主要用于中短程

航线，涉及大型LNG运输船的卸货转运、区域性贸

易运输等场景，市场前景广阔。

中船防务看好甲醇燃料及氨燃料的应用前景。

中船防务认为，2030年之后， 以燃油作为主燃料的

船舶会逐渐退出营运市场；2050年后， 以天然气作

为主燃料的船舶会逐渐退出营运市场。

甲醇燃料和氨燃料顺应低碳环保趋势， 应用

前景可期。中船防务表示，未来公司将坚定不移地

开发甲醇、氨燃料船舶，持续推向市场，抢占市场

先机。

同时， 中船防务将加大智能船舶的开发力

度，以集装箱船和挖泥船为载体船型，依托智能

实验室，开展系统智能化研究，推动智能船舶加

快发展。

加快数智化转型

近年来，中船防务大力推进数智化转型，强化信

息技术应用创新与企业管理变革双轮驱动， 加强信

息技术与资源配置、生产作业流程优化、柔性化生产

等措施的渗透融合， 推动生产资源重新配置与产能

协同利用。

中船防务表示， 要以绿色化和数智化作为主

线，通过嵌入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实现船舶工

业全面提质升级与优化组合。 公司将有效整合创新

资源，锻长板、补短板、强弱项，形成从研发设计、中

试验证到国产化的全链条科技支持模式；前瞻布局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加快新技术应用，带

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双

向赋能。

中船防务以融合协同、数据驱动为主线，建设数

字化设计、制造、管理一体化信息平台，打通设计与

下游各业务系统、车间产线、设备之间的数据通道，

实现了从设计数据到物资、 生产等全业务流程的集

成应用。

从生产方面看，公司建设船体智能焊接生产线，

实现了从钢板切割、拼板到零部件装焊、机器人自动

焊的流水线作业模式，提高了工作效率。

同时， 中船防务积极开展传统装备数字化升

级及可视化管理改造。通过板材切割集控系统，实

现多型号切割设备联网排产、高效调度，减轻了排

产人员工作量，提升了切割作业效率，降低了生产

成本。

在手订单处于较高水平

英杰电气：拓展海外市场打造业绩新增长极

● 本报记者 康曦

英杰电气深耕工业电源领域 ， 截至

2024年9月30日，公司在手订单量达到30亿

元，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英杰电气董秘刘世

伟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伴随光伏行业的快速发展， 公司营收

规模从2020年上市当年的4.21亿元增长到

2023年的17.70亿元。 在光伏行业进入调整

期的情况下， 我们布局半导体和充电桩等

市场。 其中，半导体设备业务、海外电源业

务及充电桩业务都具备冲击10亿元甚至更

高营收的潜力。 ”

射频电源市场空间大

近期，英杰电气备受机构关注，机构重点

关注公司的半导体射频电源业务。 公司射频

电源技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产品已成功应

用于国产半导体刻蚀设备以及PECVD薄膜

沉积设备。

今年3月，中微公司入股英杰电气负责射

频电源业务的子公司成都英杰晨晖科技有限

公司，持股16%。刘世伟告诉记者：“半导体龙

头中微公司入股， 是对公司射频电源技术的

充分认可。我们与中微公司合作已超过10年，

最初为中微公司研发MOCVD设备电源。 该

产品已成功研发，并实现了量产。 后来，中微

公司又委托我们研发射频电源， 我们于2022

年12月底成功实现了技术突破。目前，公司正

在加紧对半导体制程环节所需射频电源的更

多型号进行覆盖。 ”

“去年， 公司射频电源订单量达到1亿

元，今年和明年有望达到更大体量。 ”刘世伟

说，“当前， 国内可以量产射频电源的企业为

数不多。 该产品毛利率高，市场空间大。 ”

英杰电气建有两个射频电源生产车间，并

为扩产预留了土地。“成都英杰晨晖科技有限

公司引入中微公司， 双方可以进一步加强合

作。”刘世伟告诉记者，“中微公司的设备覆盖

集成电路、MEMS、LED等领域， 我们可以配

套相应的电源。 随着中微公司做大做强，我们

可以争取获得更多订单。 与行业龙头合作，有

利于我们拓展半导体领域的其他客户。 ”

瞄准充电桩业务

充电桩和储能同样是英杰电气的重点发

力领域。 基于自身工业电源技术的平台优势，

公司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电源模块和

充电桩/站研发及制造业务，并自主设计开发

了一系列满足不同功率要求的电动汽车充电

设备，为客户提供系列解决方案。

“充电桩市场相关产品毛利率不高，但可

以助力公司做大营收规模。 ” 刘世伟告诉记

者，“我们在技术方面已经取得突破， 下一步

将大力拓展客户。 ”

英杰电气全资子公司英杰新能源负责充

电桩和储能业务。 英杰新能源已获得充电桩

相关授权专利超过50件。

11月19日， 英杰电气与专业投资机构宁

波盈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有

限合伙人德阳投控兴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华体照明签署了《珠海德盈嘉华启辰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拟共同

出资设立德盈启辰， 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

额为2亿元。 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

有资金出资6000万元， 占认缴出资总额的

29.98%。 德盈启辰将专项投资启源芯动力。

启源芯动力是重卡充换电品牌，已建设

布局充换电站近600座，为用户提供车储共

用电池系统、 分布式能源智慧管控系统等

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 终端市场占有率超

过60%，已初步形成全国性的商用车充换电

网络。

对于参与投资启源芯动力的原因， 刘世

伟说， 寻求与启源芯动力进一步开展业务合

作，争取在充电桩领域获取更大体量的订单。

同时，公司积极对接国内储能行业客户，并取

得显著的阶段性进展。

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在国内市场越来越“卷” 的情况下，出

海成为众多制造业企业的选择。 近年来，英

杰电气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取得了亮眼的订

单成绩。

“拓展海外市场，销售渠道是关键。 公司

通过外贸类子公司，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包括

光伏设备电源出口等， 同时会考虑寻找合适

的海外公司， 通过合资入股的形式加强双方

合作。 ”刘世伟说。

受国内光伏行业出现结构性供需失衡等

因素影响， 公司在光伏领域的订单量大幅下

降。 在此背景下，拓展海外市场可以弥补部分

订单缺口。 刘世伟称，光伏行业的营收占公司

总营收比例较高，近几年都超过50%。 公司上

市以来营收规模快速扩大， 与光伏行业近年

来的高速发展密不可分。 前些年，光伏行业快

速发展，公司订单量大幅提升，打下了较好的

基础，2024年甚至2025年这些订单会继续确

认为销售收入。 当前， 国内光伏市场较为低

迷，但海外市场有一定机会，公司正在争取更

多海外订单。 同时，公司积极开拓半导体、充

电桩等业务， 也可以对来自光伏行业的订单

不足进行弥补。

英杰电气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康曦 摄

达仁堂智能滴丸生产车间 公司供图

�产品结构丰富

达仁堂是一家拥有500多年历史的中华

老字号中药企业。公司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融合中西医药先进技术理念，致力于研发更

多具有临床价值的药品及大健康产品。

“达仁堂是一家以中药工业为特色的全

产业链集团，做强主业、提质增效是回报股

东的基石。” 达仁堂总经理王磊介绍，公司将

协同推进品牌聚焦战略、 科研引领战略、质

量强企战略、 健康中国战略和数字赋能战

略，持续提升盈利能力。

达仁堂拥有丰富的产品结构， 包含599

个药品批准文号，其中122个独家品种，涵盖

14大品类，为消费者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

管理产品和服务。

以速效救心丸为例，王磊介绍，公司于

2022年推出“中国心·健康行” 行动，以速效

救心丸、通脉养心丸、参附强心丸、舒脑欣滴

丸“四心” 为切入点，开展百城万家的公益

性讲座活动， 邀请心血管专家， 在28个省

（区、市）近800家连锁店开展了8000余场

健康养生讲座。

2024年以来，公司继续深化“中国心·

健康行”活动。 通过中医药文化传播以及健

康活动，公司大力推进“三核九翼” 战略。

中药材价格波动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中药材价格高位震荡， 公司成本端受到一

定影响。 ” 达仁堂董事、副总经理周鸿表示，

公司已将原料管理纳入战略高度，成立了供

应链委员会，持续重点跟踪和分析用量及价

格较高的TOP20药材品种价格走势。公司与

上游GAP药材种植基地加强合作，加大源头

采购力度，减少交易成本，同时强化储备应

对市场波动。

在卓越制造、精益生产方面，周鸿称，公

司优化生产布局， 持续提高设备综合效率，

降低能源消耗；通过精益降本项目，在提高

产品品质的同时控制成本。

�优化生产工艺

达仁堂从“创新”“绿色”“高质量” 三

个维度打造新质生产力。

周鸿表示，今年9月份，公司拳头产品速

效救心丸入选天津市新质生产力培育项目。

该项目规划未来三年投入4000余万元，由张

伯礼院士牵头，公司与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

室、 天津市胸科医院等承担单位共同推动，

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建立先进滴丸智能制造

生产线，将成为天津市乃至全国的示范生产

线之一； 二是全面优化速效救心丸生产工

艺；三是对速效救心丸的疗效和作用机制进

行进一步研究；四是对速效救心丸的临床研

究进一步深化。

作为达仁堂的独家产品，速效救心丸累

计产销已经突破千亿粒，年销售额突破20亿

元，被称为“中国第一滴丸” 。 中国证券报记

者在达仁堂第六中药厂速效救心丸生产车

间了解到，该生产车间主要涉及滴制、灌装

等生产步骤。“车间里的第五代滴丸机承载

速效救心丸的滴制工序。” 工作人员介绍，滴

丸机由第六中药厂自主研制生产，目前正在

研制第六代。

“未来， 第六代滴丸机将在速效救心丸

智能生产车间使用，相较第五代滴丸机智能

化程度更高，对产品质量的控制更加精确。”

上述工作人员称，智能化车间将实现内包和

外包的连续化生产，可以进一步减少人工和

药品的接触，更大程度保证药品质量。

周鸿表示，达仁堂坚持“以质强品，以品

强企，以企强国” ，持续完善质量控制体系，

打造“集团—所属企业—车间班组” 的三级

质量控制体系。 今年4月份， 公司完成了黄

连、厚朴“三无一全” 基地认证；5月完成了

川芎基地GAP检查。公司正争创第一家中药

材符合GAP要求及全程质量可追溯的口服

中药制剂生产企业。

�国际化提速

达仁堂涉足海外市场较早。 近期，达仁

堂国际化布局接连实现新突破。

11月初，公司收到来自新加坡、捷克、斯

洛文尼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商标注册许可。取

得境外商标注册许可，为公司海外业务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达仁堂以‘长城牌’ 商标行销全球。目

前， 公司产品已销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

区，2023年海外市场营业收入突破4000万

元。 ” 王磊介绍。

王磊进一步称，2022年8月，公司成立津

药达仁堂集团新加坡发展有限公司和津药

达仁堂集团香港发展有限公司，并于今年制

定了《达仁堂海外拓展规划》。 海外业务发

展以“保存量、扩增量” 为原则，采用“经销

与直营并行” 策略，在深度巩固现有经销渠

道的基础上， 积极拓展医疗与零售渠道，拓

宽市场覆盖面。

王磊表示，今年公司海外业务的重点工

作包括四个方面：海外子公司设置与产品注

册先行；推进速效救心丸与清宫寿桃丸拳头

产品引领发展，持续扩充产品矩阵；投入数

字化建设，赋能终端连锁；加强中医学术推

广， 提升达仁堂中成药在全球市场的地位，

并持续探索产品创新应用与发展路径。

“公司将以属地化思维深耕海外经营，

加强渠道与品牌建设。 按照规划，65个中成

药品种将在新加坡先行注册，预计于今年第

四季度开始陆续取得注册证。对于其他海外

市场的品种筛选，将以在新加坡选定的65个

品种为依据进行调整。 ” 王磊表示。

近日，“了解我的上市公

司———走进京津冀及新疆” 系列

活动达仁堂专场成功举办。 中国

证券报记者走进中药现代化的领

跑者之一达仁堂旗下第六中药

厂，一探公司现代化创新密码。

走进达仁堂第六中药厂正在

建设的速效救心丸智能生产车

间，映入眼帘的便是生产驾驶舱。

“驾驶舱是整个车间的中枢和大

脑。未来投产后，工作人员可以在

驾驶舱里实时监测生产现场，包

括投料、 产量以及质量控制水平

等，并进行相应的操作。 ” 达仁堂

第六中药厂工作人员介绍， 该生

产车间投资超3亿元， 相比老车

间，其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更高，

未来将全流程实现自动化和智能

化生产。

实探达仁堂第六中药厂

发力智能化 老字号加码向新提质

● 本报记者 傅苏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