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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巨子生物向香港联交所

提交上市申请，冲刺“胶原蛋白第

一股”。我国胶原蛋白赛道的资本

市场竞速从未停止，此前，广州创

尔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创尔生物”）、山西锦波生物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波

生物”）曾纷纷谋求上市。

根 据 Grand View Research 数

据，2019 年全球胶原蛋白市场规模

为 153.56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030

亿元），其中中国胶原蛋白市场规

模为 9.83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66

亿元），占全球市场的 6.4%；预计

2027 年全球胶原蛋白市场规模达

到 226.22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520

亿元），中国胶原蛋白市场规模将

达到 15.76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06

亿元）。

在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的胶原

蛋白赛道，除了巨子生物、创尔生

物等以“医用敷料”打开知名度的

企业，也不乏有华熙生物科技股份

有 限 公 司（688363.SH，以 下 简 称

“华熙生物”）等医美板块上市企业

入局。

就胶原蛋白产品的应用，《中

国经营报》记者采访到上海市皮肤

病医院医学美容科副主任医师石

钰，其表示，胶原蛋白除了应用于

皮肤科使用的面膜、凝胶、乳液等

医用敷料中，还可以用于私密修

复，此外可以应用到神经外科、眼

科等多个领域，应用非常广泛。

胶原蛋白或成医美赛道新风口

应用领域广泛

胶原蛋白可分为重组胶原蛋白

和动物源性胶原蛋白。

华熙生物方面向记者介绍，重

组胶原具有生物活性及生物相容性

更高、免疫原性更低、病原体隐患风

险更低、水溶性更佳、无细胞毒性、

可进一步加工优化以及更容易运输

和储存等多种优势，是一种相对更

安全、更适合美丽与健康产品的材

料，在专业皮肤护理（功能性护肤

品、医用敷料）、肌肤焕活（非手术类

轻医美）、生物医用材料（口腔科、普

外科、皮肤科、整形科、眼科等）等方

面具备广泛的应用场景。

石钰介绍，胶原蛋白是皮肤中

的正常成分，外源性添加的敷料中

存在的胶原蛋白可以有效促进伤口

愈合，同时还有一定保湿、减少创伤

后色素沉着的作用。

胶原蛋白医用敷料是受众较为

广泛的胶原蛋白产品之一。石钰表

示，目前医用敷料主要用于真皮层

缺损的创面修复，活性胶原可以促

进表皮细胞生长，大幅缩短伤口愈

合时间，有效修复真皮缺损创面，减

轻瘢痕和挛缩的产生。胶原贴敷料

主要用于皮肤过敏、激光、光子术后

创面修复以及注射等破皮项目辅助

治疗。

在医用敷料中，胶原蛋白有多

重作用：首先是保湿，修复皮肤表面

破损；其次是通过细胞外基质受体

分子与细胞间实现信号传递，参与

调控细胞的行为，进入皮肤，刺激细

胞分裂，促进组织的重建和修复；最

后是胶原可以通过酪氨酸残基竞争

与酪氨酸酶的活性中心结合，减少

多巴胺的生成，抑制黑色素的形成。

石钰介绍，医用敷料主要成分

有透明质酸钠与胶原蛋白，透明质

酸纳敷料侧重补水保湿，而胶原蛋

白在补水保湿基础上还具备改善肤

质、刺激组织再生、抗衰除皱等功

效，功效更多元、修复力更强。市场

上透明质酸钠敷料产品数量虽远多

于胶原蛋白敷料，但其管理类别仅

覆盖第一、二类，胶原蛋白敷料独享

三类稀缺批文。按照三类医疗器械

管理的敷料包括国内企业创尔生

物、浙江崇山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等

生产的“胶原贴敷料”。

石钰表示，医用皮肤修复敷料

集中度较高，目前敷料的研发制备

技术较为完善，产品成分差异不大，

部分国产企业胶原蛋白制作工艺在

世界排名较为靠前，在市场中也具

有一定的优势。医美科室的国产敷

料临床需求量很大，“随着产品的研

发、更新以及在医院推进的临床试

验，国货兴起指日可待。”

对于未来胶原蛋白医用敷料市

场的发展，石钰表示，随着医美的普

及和火热，术后修复需求量越来越

大，未来将呈现以下几种趋势：第一，

皮肤医用修复敷料的透皮性、安全

性、稳定性方面的进一步提升；第二，

敷料将会形成更多类型的复合成分，

除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纳外，将添加

烟酰胺、神经酰胺等；而在产品矩阵

方面，将逐渐形成全身产品和系列产

品的复配，包括面膜、乳液、洁面、防

晒、洗发、身体用品等等，这也是相关

企业研发和突破的方向；第三，随着

门诊需求的不断增加，相关产品也会

逐渐为孕期人群、儿童、老人等特色

人群提供更多选择。

除了医用敷料外，胶原蛋白还可

以用于轻医美填充类项目。巨子生

物招股书显示，重组胶原蛋白作为一

种填充材料，能够提供更安全和更好

的肌肤焕活效果，因而具有巨大的市

场前景及较高的技术壁垒。

2021 年 6 月，锦波生物“重组Ⅲ
型人源化胶原蛋白冻干纤维”获得药

监局批准上市，根据锦波生物 2021

年年报，该产品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

个采用新型生物材料——重组人源

化胶原蛋白制备的医疗器械。药监

局官网显示，该产品用于面部真皮组

织填充以纠正额部动力性皱纹，属于

第三类医疗器械。相似产品还有长

春博泰医药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的医用胶原充填剂等。

此外，巨子生物招股书显示，重组

胶原蛋白还是用于牙科植入物等植入

型医疗器械的理想生物活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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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医美企业陆续上市

之后，胶原蛋白市场逐渐成为

医美的火热赛道。一方面，产

品不断更新迭代，另一方面，

医药企业纷纷瞄准胶原蛋白

这一蓝海市场。

创尔生物2021年年报显

示，作为我国胶原贴敷料产品

的开创者，公司拥有全国首款

无菌Ⅲ类胶原贴敷料。创尔

生物产品涵盖医用胶原领域

及生物护肤领域，其中医疗器

械产品2021年的营业收入占

比 7 成以上，同时，创尔生物

研发投入持续增长，2021年研

发费用同比增长约20.88%。

根据巨子生物招股书，按

零售额计，2019年起巨子生物

连续三年一直是中国最大的

胶原蛋白专业皮肤护理产品

公司，巨子生物在胶原蛋白医

用敷料市场排名第一，2021年

的零售额为人民币23亿元。

今年3月，四环医药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00460.HK）公

告宣布，本集团旗下 颜空间

生物科技（吉林）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的重组Ⅲ型胶原蛋白

凝胶敷料、皮肤修复敷料及医

用皮肤修复敷贴三款产品获

得国家药监局批准。本次获

批的三款皮肤修复类产品均

为含Ⅲ型胶原蛋白成分的Ⅱ
类医疗器械。

今年4月，华熙生物以人

民币 2.33 亿元收购北京益而

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益而康”）51%的股权，进

军胶原蛋白产业。

国家药监局官网显示，益

而康的两款产品胶原蛋白海

绵和人工骨，均为Ⅲ类医疗器

械。华熙生物方面向记者表

示，益而康在动物源胶原蛋白

提取纯化、产品成型制备等方

面的技术和工艺均十分成熟，

但在产品研发及应用方面还

有待进一步开拓。胶原蛋白

是一种适用范围广泛的生物

材料，除了骨科之外，未来双

方也将在其他领域开发动物

源胶原蛋白品类产品。

在重组人源胶原蛋白方

面，目前华熙生物通过合成生

物，已经取得重组人源胶原蛋

白的突破，并进入中试阶段。

华熙生物表示，未来根据研发

及中试的进展，将结合自身在

核心技术、产业链、业务布局

等方面的优势和特点，适时布

局重组人源胶原蛋白的医药、

消费终端等产品。

华熙生物表示，其作为全

产业链平台型公司，具有扎实

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功底。公司将从组建高质量

研发团队、建立胶原蛋白技术

体系、多赛道布局新产品研

发、构建专利护城河、参与国

家与行业标准化工作等五个

维度，全方位赋能益而康的技

术与产品研发。

在华熙生物发力重组人

源胶原蛋白研发的同时，益

而康已掌握动物源胶原蛋白

技术及终端市场。华熙生物

表示，公司可综合利用重组

胶原蛋白和动物源胶原蛋白

的技术优势，有望占领胶原

蛋白行业的技术制高点，释

放更大协同效应。在原料方

面，华熙生物拥有多种生物材

料，便于进行胶原蛋白及其他

生物材料的组合，实现产品创

新和 1+1>2 的效果。而在产

业链方面，华熙生物可利用自

身现有的原料、技术、产品创

新体系、市场渠道、终端产品、

品牌效应、合作伙伴等资源优

势，快速占领胶原蛋白市场，

实现全产业链的覆盖及行业

的赋能。

竞逐百亿市场

今年4月，华熙生物以人民币2.33亿元收购北京益而康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51%的股权，进军胶原蛋白产业。国

家药监局官网显示，益而康的两款产品胶原蛋白海绵和

人工骨，均为Ⅲ类医疗器械。

潜在市场需求近700亿元

资本竞速康复医疗器械

本报记者张悦曹学平北京报道

作为康复赛道的细分领域，

康复医疗器械有着巨大的发展前

景。根据 Frost&Sullivan 预计，我

国康复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将以

19.1% 的 复 合 年 增 长 率 增 长 至

2023年的670亿元。在巨大的市

场需求之下，康复医疗器械行业

的发展机遇远大于挑战。

在康复医疗器械领域，有包

括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688626.SH，以下简称“翔宇医

疗”）、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688580.SH，以下简称“伟思

医疗”）在内的多家上市公司入局。

翔宇医疗2021年实现营收5.2

亿元、同比增长5.65%，净利润2亿

元、同比增长2.87%；伟思医疗2021

年营收4.3亿元、同比增长13.66%，

净利润1.8亿元、同比增长23.77%。

未来两家公司将在康复医疗

器械领域中进行怎样的布局？

伟思医疗方面告诉《中国经

营报》记者，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

展，公司持续投入电生理、电刺

激、磁刺激、射频、激光、康复机器

人等方向的先进技术研发，并完

善产品布局，将持续对标全球标

杆的技术发展方向，不断实现技

术突破，打造全面而领先的产品

布局。

翔宇医疗方面则对记者表

示，2022年，公司以临床康复整体

解决方案为抓手，多专科康复市

场齐头并进。将持续利用丰富的

产品品类优势，打造大品牌战略，

进一步扩充精英营销队伍，建立

以特色化产品线群营销团队，持

续加强品牌宣传力度和产品推广

力度，聚焦重点领域差异化市场

需求，提升品牌影响力。

扩充产品线

根据《柳叶刀》研究统计，2019

年我国具有康复需求的总人数已达

4.6亿人，潜在康复需求巨大。

但我国康复医疗体系建设仍处

于早期发展阶段。浙商证券研报显

示，在国家康复政策持续推动、企业

跑马圈地的大背景下，产品的广度

（体现在产品的种类、数量以及所覆

盖的康复细分领域的程度、所获医

疗注册证的数量、是否纳入治疗规

范或临床指南、终端客户的覆盖程

度等）在前期开拓空白市场中的重

要意义尤为凸显。

翔宇医疗年报显示，公司目前

已成为国内康复医疗器械行业中，

少数能够提供康复医疗器械产品、

一体化临床康复解决方案及专业技

术支持服务的综合型企业，能够为

客户提供全领域的康复医疗器械产

品。翔宇医疗表示，近两年来，越来

越多的医院不再满足于单一康复学

科的建设，更加重视整个医院康复

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二、三级医

院所需要的康复产品，翔宇医疗基

本能够涵盖。

翔宇医疗传统代理以区域代理

为主，目前在现有区域代理基础上，

针对产品销售领域比较广、临床需

求量大的产品，精选出了十余款重

磅产品，设立产品线总经理，完成重

磅产品对康复科、骨科等不同康复

领域的单独招商，细分市场领域，赋

能重磅产品。

伟思医疗则发力磁刺激技术，

应用于盆底及产后康复、神经康复、

精神康复等领域。伟思医疗年报显

示，公司持续投入在磁刺激、康复机

器人、射频、激光以及电刺激、电生

理等方向的先进技术研发，并完善

产品布局。

2021年，伟思医疗营销体系新

增运动康复和医美两个事业部，瞄

准新增市场。伟思医疗表示，公司

的运动康复条线从 2021 年开始启

动正式上市，目前已经形成了覆盖

下肢、上肢的全周期康复训练和评

估的运动康复系列机器人产品，其

中X-walk系列已在多家医院完成

装机。

在政策方面，近年来相关部门

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推动康复医疗

行业发展。在行业政策的加持下，

生产企业受益良多。

如相关政策中将“部分中医服

务等列入通用型医疗服务目录清

单”对翔宇医疗存在一定的利好。

翔宇医疗表示，红外光灸疗机、熏蒸

治疗机、温热电针综合治疗仪、深层

肌肉刺激仪、中频治疗仪等中医康

复设备系列在临床每个科室进行规

模化应用，中医康复设备的市场空

间将会在综合医院、中医院、专科医

院的各临床科室进一步扩大开放。

“能够帮助康复科提高坪效，

提高产能，实现标准化、可评估的

康复诊疗方案、器械，是医保支付

改革所鼓励和支持的方向。”伟思

医疗方面回应称，2021年下半年以

来，公司感受到各地收费标准改善

带来的采购放量等积极信号，例如

广东、新疆、浙江等新增了经颅磁

的医保专用收费条目，当地的经颅

磁采购明显放量；北京将下肢步行

康复机器人纳入医保全额报销，单

次超过200元。

与市场需求迅速增长同步

的是，当前康复医疗器械行业

也面临低值器械主导、高值器

械创新不足的问题。光大证券

研报显示，我国康复医疗器械

目前以仿制为主，大部分康复

医疗器械单价不高，2020 年，我

国康复医院万元以上设备总数

达 4.9 万台，50 万元以下的设备

占比高达 95%，测算入院设备

单价平均在 15万/台左右，低值

器械占据康复医疗行业的绝对

地位。

在康复医疗器械市场发展

的早期，同质化低端产品的竞

争难以避免，随着相关政策出

台，生产企业也面临着转型升

级，逐渐推动高值康复器械的

产品替代和技术革新。

伟 思 医 疗 招 股 书 显 示 ，

2017～2019 年公司研发费用占

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03%、8.92%和8.59%；同期翔宇

医疗则是6.02% 、8.03% 、9.71%，

均不足10%。2019年，同行业的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8389.SH） 研 发 支 出 为

7792.17 万元，从研发投入的重

视程度来看，研发支出占当年

营业收入的18.44%。

2021 年，上述两家公司在

研发投入方面均有不同比例的

增长。

翔宇医疗 2021 年研发费用

为 6860.58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13% ，研 发 费 用 同 比 增 长

33.08%。在研发人才方面，2021

年翔宇医疗研发人员总数占员

工总数的 24.6%，研发费用中职

工薪酬为 4174.03 万元，平均薪

酬为 10.87 万元。翔宇医疗表

示，公司始终注重研发的体系化

建设，公司将在总部、郑州、天

津、南京研发中心规模继续扩大

的基础上，筹备成都、深圳等研

发中心的建设，引进各地高端康

复技术人才，保持公司在康复行

业中处于技术领先地位。

伟思医疗 2021 年研发费用

为 6351.95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85.26% ，其 中 职 工 薪 酬 为

3709.30万元；期末研发人员161

人，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

数28%，平均薪酬24.19万元。

翔宇医疗方面回应，公司

拥有健全的产、学、研一体化技

术研发平台和行业领先的自主

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积累，形

成了覆盖多种临床需求的康

复医疗技术平台。未来公司

将在研发、销售、售后等多方

面发力。在研发方面，将基于

临床和客户需求开展产品研

发，使产品与需求得到深度的

融合。公司将通过技术创新，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

突破高端康复器械研发的技术

壁垒，实现高端康复器械的国

产替代。

伟思医疗表示，加快公司

先进技术的成果转化速度，通

过产品性能、成本、渠道推广、

学术和服务等综合优势，全面

布局康复和医美双赛道，推动

国产替代进口。

研发补短板

医用皮肤修复敷料集中度较高，

部分国产企业胶原蛋白制作工

艺在世界排名较为靠前，在市场

中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多家医美企业陆续上市之后，胶原蛋白市场逐渐成为医美的火热赛道。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