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药生产上游主要包括细

胞培养基、质粒、牛血清和生物

反应器等，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

品生产不可或缺的原料，对生物

药临床前开发及商业化生产具

有重要作用。作为生物制药最

重要的上游耗材之一，培养基在

2020 年生物制药耗材市场占比

达到35%。

奥浦迈招股书显示，尤其是在

无血清培养基配方和工艺技术领

域，国内细胞培养基长期依赖进

口，赛默飞、丹纳赫、默克三大进口

厂家占据着国内培养基市场的大

部分份额。随着国产的培养基公

司逐渐崛起，更多国内企业在疫苗

生产市场和抗体药物生产市场中

崭露头角，成为国内培养基市场的

重要参与者。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研究，中

国培养基市场中，国产培养基的市

场份额从 2016 年的 18.6%增长至

2020年的22.8%。

东吴证券研报显示，培养基

的壁垒包括配方与配方持续开

发能力，规模化制造及放大工艺

和品牌与客户黏性等因素。由

于培养基直接关乎药品生产效率

及质量，客户会进行严格筛选，采

购时倾向于品牌认可度高、市场

口碑好的产品，对供应商认证周

期长。

奥浦迈培养基相关产品主要

包括CHO培养基、293培养基、培

养基配方等，2021 年占培养基业

务 收 入 比 例 分 别 为 63.88% 、

20.39%、7.62%。奥浦迈招股书介

绍，由于越来越多的与重组蛋白相

关的生物医药企业开始选择国产

培养基进行医药研发及生产，以及

新冠疫情暴发后部分下游客户积

极采购 293 培养基用于生产新冠

病毒检测试剂盒中所需的蛋白

酶，2019-2021 年 293 培养基收入

增加。

奥浦迈方面介绍，293系列无

血清培养基主要用于 293 细胞为

宿主细胞的生物制品的研发和生

产。293 细胞的细胞特性是比较

容易转染，可以用于细胞瞬时转

染方面的工作，进而快速得到不

同类型的蛋白产物，用于生物制

品的前期研发；同时，293 细胞由

于转染效率高，便于研究基因功

能，也可用于基因治疗及细胞治

疗相关产品的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在销量增加的

同时，2021年奥浦迈293培养基销

售平均单价下降18.33%。奥浦迈

表示，293 产品的单价 2021 年比

2020 年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公

司培养基二厂于当年落成投产，产

能得到快速扩张，公司考虑到进一

步扩大在该领域的市场份额而主

动进行销售策略调整，降低部分

销售单价以提升市占率。未来随

着该产品终端应用场景的持续扩

张，公司凭借良好的产品性能、充

足的产能以及品牌效应将有机会

进一步提升销售量和市占率。同

时公司也会密切关注市场动向，

有机调整销售策略以赢得最好的

市场机遇。

293 培养基同样是澳斯康的

重要产品。招股书显示，澳斯康培

养基产品主要包括 293 培养基、

BHK 培 养 基 、CHO 培 养 基 及

MDCK培养基等，293培养基的收

入比例由 2019 年的 1.44%提升至

2021 年的 63.87%，成为占比最高

的产品。

澳斯康通过为康希诺（688185.

SH）提供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所需

的293细胞培养基以及新冠疫苗原

液委托生产服务实现业绩迅速增

长。今年1月13日，因疫苗生产监

管政策调整，康希诺终止了向澳斯

康的腺病毒新冠疫苗原液委托生

产合同，这也被市场认为是或将影

响澳斯康业绩的重要因素。

澳斯康在招股书中表示，已及

时调整排产情况，将原用于康希诺

新冠疫苗原液委托生产的产能切

换至其他客户项目，但切换过程需

进行产线清洗、设备调试等工作，

且新项目投产需遵循逐步提高运

转负荷的产能爬坡过程，上述原因

会导致期间内发行人生产线产能

利用率的下降，从而对业绩情况造

成一定负面影响。

培养基双雄抢滩资本市场

本报记者 张悦 曹学平 北京报道

近日，上海奥浦迈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688293.SH，

以下简称“奥浦迈”）登陆科创

板，弗若斯特沙利文研究显

示，2020 年国内培养基市场

中，奥浦迈在国产厂商中的市

场占有率位列第二。截至9月

8 日收盘，奥浦迈总市值已超

过100亿元。

细胞培养基市场发展颇受

关注的同时，国内多家企业相

继谋求资本市场上市。

今年 6 月底，澳斯康生物

（南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澳斯康”）的科创板上市申

请被上交所受理，7 月，项目

审核状态变更为已问询。根

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统计，澳斯

康是 2021 年国内细胞培养基

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的国产品

牌，在所有品牌中排名第三。

随着生物医药行业的快速

发展，培养基的市场空间受到

更多关注，市场竞争也日趋激

烈，就未来如何提升市场竞争

力等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

分别致函致电澳斯康与奥浦

迈，截至发稿时，澳斯康尚未回

复。奥浦迈方面向记者表示，

随着公司研发团队的不断建设

加强，公司将有能力进一步提

升商业化培养基的品质，也更

有能力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服

务，公司基于对细胞培养领域

的经验和理解，将有效帮助客

户管线向后期推动。一般来

说，随着管线研发时间轴的不

断推进，其药物生产量也稳步

提升，将加大对细胞培养基的

采购。

国产厂家市场份额扩大

细胞培养基产品和 CDMO

服务均伴随着生物制药开发的

全过程，除培养基销售业务外，

澳斯康与奥浦迈纷纷拓展 CD-

MO 业务。

澳斯康招股书显示，公司目

前 已 发 展 成 为 生 物 制 药/品 规

模化合规生产整体解决方案提

供 商 。 澳 斯 康 生 物 制 药/品

CDMO 业务涵盖临床前研究阶

段、临床研究阶段、商业化生产

阶 段 的 工 艺 开 发 和 生 产 服 务 ，

是 国 内 少 数 具 备 生 物 制 药/品

商业化大规模生产能力的 CD-

MO 企业之一。招股书显示，澳

斯康拟将投入 14.5 亿元的募集

资金用于上海澳斯康生物制药

CDMO 平台项目。

2019-2021年，澳斯康培养基

业务收入分别为 5916.21 万元、

9980.75 万元和 3.21 亿元；CDMO

业务收入分别为 2783.60 万元、

1.09亿元和1.26亿元。2021年，澳

斯康培养基业务和CDMO业务比

重分别为71.80%、28.20%。

2019-2021年，奥浦迈培养基

业务收入分别为 2602.06 万元、

5336.99 万元和 1.28 亿元；CDMO

业务收入分别为 3250.05 万元、

7160.06 万 元 和 8488.47 万 元 。

2021 年 ，奥 浦 迈 培 养 基 业 务 和

CDMO 业务比重分别为 60.09%、

39.91%。

对于企业而言，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之下将以何种模式实现两

类业务的协同作用？对此，奥浦

迈表示，公司把细胞培养基产品

与生物药委托开发服务有机整

合，二者相辅相成。细胞培养基

贯穿于生物药从研发到商业化生

产的全周期，而且随着药物进入

到商业化生产阶段，细胞培养基

使用量快速增长。以蛋白/抗体

药开发为例，基于对培养基配方

的深刻理解和优化的平台工艺，

公司可以针对不同的细胞株进行

工艺开发，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

药物开发流程，显著提高开发的

效率和结果（更高的表达量和更

快的速度），同时自主培养基生产

降低了委托开发服务的成本，保

证培养基的供货，提升委托开发

服务的竞争优势。

此外奥浦迈表示，公司成熟

的生物药委托开发生产平台提供

更多把自主开发的培养基应用到

药物开发流程中的机会。CDMO

平台上游细胞培养工艺开发需要

进行培养基筛选和培养工艺优

化，可帮助公司在药物早期开发

中发现客户，并在筛选结果优异

的前提下把公司培养基设计到项

目里，推广公司培养基产品。公

司可以持续为客户提供培养基产

品和技术支持，促进客户项目推

进临床和上市进程，进而提升了

与客户的黏性，增强合作的深度

和广度。

奥浦迈招股书显示，公司能

够提供临床前至临床早期阶段

（临床 I 期和临床 II 期）的中试生

产服务，尚未布局临床 III 期及商

业化项目。对于尚未覆盖临床III

期与商业化生产的 CDMO 业务，

奥浦迈表示，本次募投项目中的

奥浦迈 CDMO 生物药商业化生

产平台项目是以公司现有核心的

CDMO 业务为基础，进一步延伸

服务深度和广度，提升 CDMO 生

物药产业化服务水平，借助公司

现有业务和技术的实践经验，进

行规模化生产。随着募投项目的

完成投入，公司将有能力为客户

提供临床Ⅲ期样品和商业化生产

服务。

加码CDMO平台建设

本报记者 陈婷 曹学平 深圳报道

作为新一代防控近视“神

器”，“离焦镜”等产品正在市场

走俏。

日前，何氏眼科（301103.SZ）

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宣布引进

“思问”离焦定制框架眼镜，表示

将为广大近视的儿童青少年提

供更具个性化的近视防控解决

方案。

无独有偶，爱尔眼科（300015.

SZ）2022年半年报显示，上半年，

公司全面引进“思问”离焦定制

框架眼镜，为近视儿童青少年打

造一道“个人专属”的近视防控

“闸门”。

受到如此青睐的“思问”离焦

定制框架眼镜，究竟从何而来？

近日，深圳盛达同泽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同泽”）方

面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思

问”离焦定制框架眼镜由其自主

研发、生产和经营，公司是与何氏

眼科、爱尔眼科合作的交易主

体 。 另 一 方 面 ，昊 海 生 科

（688366.SH）旗下深圳市新产业

眼科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产业眼科”）是其“思问”离焦

框架眼镜产品在部分区域的代理

商，但公司与昊海生科没有业务

往来。

对此，昊海生科方面向记者

透露，公司持股 60%的新产业眼

科所代理产品的收入归属于其本

身，而其所得营业收入总额将全

部并入母公司，利润则根据持股

比例再进行分配。对于盛达同

泽，目前昊海生科未对其进行股

权投资。

不过，盛达同泽、昊海生科、新

产业眼科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目前，盛达同泽的实际控制人张劲

松同样为新产业眼科的法定代表

人，并对后者持股19.2%。此外，记

者注意到，昊海生科股东楼国梁

（持股4.05%）同样持有盛达同泽约

4.5%股权。

谁的“思问”？

“量眼定制”，“继角膜塑形

镜、功能性框架眼镜、离焦软镜、

近视控制药物之后，又一项近视

防控黑科技落户何氏眼科。”近

日，对于“思问”离焦定制框架眼

镜的引进，何氏眼科以上述口吻

如此介绍。

何氏眼科表示，该款产品依托

创新的多光谱屈光地形图（MRT）

技术，针对周边离焦进行专项检测，

为每个孩子描绘出专属的视网膜地

形图，不仅能够提前预测近视的发

生发展，还可以根据个体离焦数据

定制眼镜。

在爱尔眼科的披露中，“思问”

离焦定制框架眼镜是离焦框架眼镜

的“升级版”，公司同时引进了MRT

仪器。

“该仪器只需2.5秒就能完成孩

子全眼屈光度检测，并将全眼屈光

值绘制成环形、区块、立体等多种图

形，以不同颜色标识，直观展示其近

视状态和发展趋势。之后，专业医

生根据每个孩子的个体离焦状态，

‘量眼’定制离焦框架眼镜，使孩子

在提高配戴舒适度的同时真正做到

一人一‘视界’，以此对全眼各区域

形成稳定的理想离焦，避免近视过

矫欠矫，从而有效延缓近视的发

展。”爱尔眼科称。

盛达同泽官网显示，“思问”离

焦定制框架眼镜由其研发，采用 I.

O.R.C专利技术进行精准的个体化

周边离焦定制，从而实现针对差异

化离焦需求进行专属定制。

记者注意到，除了将何氏眼科、

爱尔眼科收入囊中，盛达同泽在其

官网发起招商称，“思问离焦定制眼

镜上市以来，因其技术优势，已经迅

速被业内众多专家应用到临床，并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其优秀的商

业模式，在包括山东、河南、云南、东

北三省的十余个省已经进行推广与

销售，目前设备已经进院入 300 多

个城市，市场反馈良好。”

而昊海生科旗下的新产业眼

科，正是盛达同泽的代理商之一。

新产业眼科成立于2006年，产

研基地位于珠海市高新区，拥有美

国人工晶状体品牌 Lenstec 中国地

区长期独家经销权。2016年，加入

昊海生科，成为昊海眼科集团的一

员；2021 年，吸收合并珠海艾格视

光科技有限公司，对其控股100%。

昊海生科相关介绍称，新产业

眼科主营业务包括白内障产品线、

视光产品线。其中，视光产品线包

括 MRT 仪器、“思问”离焦框架眼

镜。而这两款产品正是来自盛达

同泽。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昊海生科

入主新产业眼科之前，张劲松曾是

新产业眼科持股 80%的大股东。

2015年，其进行相关股权转让。截

至目前，其仍是新产业眼科的第二

大股东，仅次于昊海生科旗下全资

子公司。另外，昊海生科的股东之

一也在盛达同泽持股。

不过，在昊海生科及盛达同泽

看来，双方关系单纯。盛达同泽方

面对记者表示，“公司与昊海生科之

间没有关联关系。”昊海生科方面对

记者表示，“目前，公司未对盛达同

泽进行股权投资。”

目前，新产业眼科为盛达同

泽的代理商。基于目前的股权

关系，昊海生科后续是否将直接

吸收盛达同泽？暂不得而知。

不过，昊海生科对眼科赛道的关

注有目共睹。

今年上半年，昊海生科的眼

科产品收入3.56亿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基本持平。其中，近视防

控与屈光矫正产品线收入1.77亿

元，同比增长 73.19%；视光终端

产品收入9948.04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约7934.8万元。

不过，新产业眼科在上半年

收入8161.15万元，亏损956.38万

元。公司对此解释称，其代理的

Lenstec 人工晶状体产品受到深

港两地疫情影响导致海关延迟

放行产品入境，从而导致市场供

货下降。同时，该产品线根据带

量采购中标结果适当调整了产

品销售价格，两方面原因导致新

产业眼科收入较同期下降较多。

昊海生科方面对记者表示，

眼科产品线是公司长期看好的

赛道，也是公司一直重点发展的

业务板块，“目前已针对儿童、青

少年及成年人的近视防控与屈

光矫正问题，以及老年白内障治

疗推出精准对策，构建起从眼表

到眼底的大眼科产品线规划，主

要在售或者代理品种包括人工

晶状体、OK镜、周边离焦框架眼

镜、屈光晶体等。除上述产品

外，针对屈光不正的解决方案，

公司也不断开发相关产品线，为

不同需求的人群提供更精准的

产品选择，在研产品包括周边离

焦软性角膜接触镜、高透氧巩膜

镜等。”

而其目前布局的“思问”离

焦 框 架 眼 镜 属 于 近 视 防 控 眼

镜。东吴证券研报指出，消费

升级逻辑下，近视防控眼镜或

主要替代传统框架眼镜，市场

空间广阔。

上述研报指出，我国青少年

近视率维持在高位，人群稳定在

1 亿人左右，近视防控需求庞

大。根据国家卫健委的全国近

视专项调查，2020年我国青少年

总体近视率为 52.7%，同比增加

2.5个百分点，其中初中生、高中

生近视率分别达 71.1%、80.5%。

当前市场上主流的近视防

控 类 产 品 主 要 有 角 膜 塑 形 镜

（OK镜）、近视防控眼镜（主要运

用“近视性离焦”设计）、低浓度

阿托品。

根据研报，目前近视防控眼

镜 的 终 端 零 售 价 在 1500 元 ～

4000元不等，且实际到手价约在

1500元～3000元的区间，对于普

通消费者而言，更多是“消费升

级”的逻辑。目前 OK 镜售价约

为1万元/副，相较于OK镜，近视

防控眼镜 1500 元～3000 元的到

手价，消费者接受度更高，父母

比较容易接受“给孩子配一副更

好的眼镜”的逻辑，是对传统框

架眼镜市场的替代。

东吴证券估计，2021 年，近

视防控眼镜的年销售量约为500

万副，对应的镜片厂商出厂规模

约为35亿元，终端零售市场规模

约为1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近视防控眼

镜不属于医疗器械的范畴，目前

进行销售暂不需要临床数据，主

要通过眼镜零售点渠道销售。

“目前各大厂商为了加深产

品效果和品牌宣传，都主动做了

临床测试，且临床数据显示有效

率较高。近视防控眼镜客单价

较高，眼镜零售渠道推广动力更

强。对于零售渠道而言，卖一副

近视防控眼镜的绝对利润额高

于一副普通的框架眼镜，渠道商

也有较强的动力向客户推荐，从

而拉动近视防控眼镜渗透率的

提升。”东吴证券指出。

记者注意到，盛达同泽在其

官网也挂出“思问”离焦定制框

架眼镜的相关临床数据，其称，

“根据 MRT 检测结果定制的思

问离焦定制眼镜临床效果观察

结果表明，思问眼镜对比单光框

架 眼 镜 的 近 视 延 缓 效 果 达 到

68%，对比同类研究对照组荟萃

数据的近视延缓效果在 67%～

79%，对比其他非定制镜片，思问

离焦定制眼镜的近视延缓效果

也提升超过16%，充分证明MRT

周边离焦的检测功能对于基于

离焦原理产品的指导意义。”

终端市场约百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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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估计，2021年，近视防控眼镜的年销售量约为500万副，对应的镜片厂商出厂规模约为
35亿元，终端零售市场规模约为100亿元。

昊海生科旗下的新产业眼科，正是盛达同泽的代理商之一。

离焦镜渐火 眼科两巨头看好“定制”

中国培养基市场中，国产培养基的市场份额从2016年的18.6%增长至2020年的22.8%。

细胞培养基贯穿于生物药从研发到商业化生产的全周期，而且随着药物进入到商业化生产阶段，细胞培养基使用量快速增长。

我国青少年近视率维持在高位，人群稳定在1亿人左右，近视防控需求庞大。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