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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制药迎风口
本报记者 陈婷 曹学平

深圳报道

“目前，计算科学与人工

智能（CADD/AIDD）是公司

主营业务和研发的辅助工具，

直接贡献的销售额及利润较

小，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影

响有待观察和验证。”

日前，面对投资者的关注

以及公司股票出现较大幅度

波动，成都先导（688222.SH）

在披露公司AI制药项目相关

进展消息后，紧急发布上述风

险提示公告。

近段时间以来，现象级应

用ChatGPT引起广泛热议，也

带 火 了 AI（Artificial Intelli-

gence）概念题材。包括成都

先导在内，皓元医药（688131.

SH）、药石科技（300725.SZ）、

泓博医药（301230.SZ）等医药

上市公司先后披露布局AI制

药赛道相关情况，二级市场情

绪受到影响。

其中，成都先导股票交易

连 续 2 个 交 易 日 内（3 月 27

日、3 月 28 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 30%。根据

此前披露，成都先导称其与

腾讯合作的AI制药项目成果

已经发表，基于 AI 技术的分

子骨架跃迁系统已在公司多

个内外部药物研发项目上进

行应用。

公司与腾讯合作的 AI 制

药项目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合 作 是 否 涉 及 具 体 投 入 金

额 ？ 预 期 达 到 什 么 阶 段 目

标？对此，《中国经营报》记

者致函成都先导方面。相关

负责人表示，考虑到近期的

公司情况且已发布风险提示

公告，公司内部经过评估，认

为暂不适合接受相关话题的

采访对外发声。

3月28日晚间，成都先导发布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截至3月

28日，公司收盘价为24.02元/股，根

据中证指数发布的公司最新市盈率

为 151.84 倍，最新滚动市盈率为

218.14倍；公司所处的制药与生物

科技服务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

市盈率为29.1倍。公司市盈率显著

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

Wind 数据显示，自 3 月 22 日

以来，成都先导股价震荡上行。截

至 3 月 22 日 收 盘 ，公 司 股 价 以

20.02%的涨幅报 21.16 元/股；3 月

23 日，公司股价开盘出现上涨，截

至收盘报19.94元/股，跌幅5.77%；

截至 3 月 24 日收盘，报 17.49 元/

股，跌幅12.29%。

转折发生在3月27日，成都先

导股价再一次经历20%的涨停，截

至 收 盘 ，报 20.99 元/股 ，涨 幅

20.01%；3月28日，公司股价冲至近

一年来历史新高，为 25.14 元/股，

截至收盘，涨幅14.44%。

消息面上，3 月 22 日，成都先

导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与

Cambridge Molecular 在 DNA 编码

化合物库（以下简称“DEL”）和人

工智能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在公司 DEL 技术平台上，引入

为 DEL 高度优化的深度机器学习

系统——DeepDELve 2，持续提高

筛选效率，目前公司整个筛选流程

已高效缩短至3个月。

3月23日，成都先导同样在投资

者互动平台上进一步披露称，公司与

腾讯AI Lab的第一阶段合作案例成

果已发表于ACS Omega，双方共同

享有基于AI技术的分子骨架跃迁系

统。该算法有望加快药物研发领域

中的小分子设计环节，从而减少人

力以及时间成本。与此同时，相关

成果已在公司药物研发项目上应

用，在有些药化项目上看到AI分子

生成+SBDD（基于结构的药物设

计）可以明显缩短DMTA（药物设

计、制造、测试、分析）循环周期。

“公司一直以来都对AI在药物

研发领域的进展保持高度关注并不

断进行探索和研究，未来会持续加大

在该领域的尝试。”成都先导表示。

消息传导至二级市场，成都先

导股价节节攀升。公司随后就上述

披露内容进行补充和风险提示，指出

公司自2012年成立起，计算科学团

队一直都在参与研发工作。目前，计

算科学与人工智能是公司主营业务

和研发的辅助工具，直接贡献的销售

额及利润较小，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发

展影响有待观察和验证。

成都先导表示，“公司认为整

个AI药物研发领域未来将保持长

期向上发展趋势，但其发展速度、

阶段性效果等需要冷静分析、避免

短期盲目过热，公司应本着实事求

是的态度，专注业务本身，真正提

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截至 3 月

29 日，公司股价报收 22.02 元/股，

跌幅8.33%。

事实上，随着近期AI制药类话

题引发关注和热议，多家陆续披露在

该赛道上布局情况的医药上市公司

沾上“AI概念”，其股价亦水涨船高。

3月28日，皓元医药在投资者

互动平台表示，目前公司已与一些

AI公司形成战略合作，通过 AI 模

式助力新药研发突破技术壁垒，推

进人工智能在药物研发阶段的应

用落地。3 月 27 日，药石科技表

示，在 AI 药物发现平台建设过程

中，技术团队开发了多个结构优

化、成药性筛选优化模型以应用在

新颖分子砌块的设计中。泓博医

药表示，公司早在2019年就设立了

计算机及人工智能辅助的药物设

计技术平台，利用开源代码建立了

自己的AI模型。

其中，截至 3 月 27 日，药石科

技报收 82.65 元/股，涨幅 12.13%；

泓博医药盘中股价达 74.4 元/股，

创 其 上 市 以 来 最 高 ，最 后 报 收

71.24元/股，涨幅10.33%。

公司股价上涨的同时，来自股

东的减持举动值得玩味。3 月 23

日，成都先导发布股东减持公告，

共计8名股东拟合计减持占公司总

股本不超过18.95%的股权。3月29

日，公司股东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5%以上）减持达到1%。

概念股涨停

全国中成药集采来袭
本报记者 晏国文 曹学平 北京报道

3 月 27 日，全国中成药联合采

购办公室发布《全国中成药采购联

盟集中采购文件（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时间已于

3月30日截止。

据《征求意见稿》，此次全国中

成药集中采购共涉及 16 类中成药

（16个采购组），由于有的中成药有

胶囊、滴丸、颗粒、片剂、软胶囊、注

射液等剂型，因此本次集采共有42

种中成药，包括复方斑蝥、复方血栓

通、冠心宁、华蟾素、接骨七厘、乐

脉、脉管复康等。

就执行时间等问题，3月28日，

《中国经营报》记者咨询全国中成药

联合采购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全

国中成药集采具体执行时间需要等

通知，未来将在官网及时公布。由

于已经召开过企业沟通会，因此文

件公开征求意见时间较短。

据国家医保局披露，2018年以

来，国家医保局共组织开展 8 批次

国家药品集采，共纳入333种药品，

平均降幅超50%。而从湖北、广东、

北京、山东此前组织的地区中成药

集采来看，平均降幅分别为 42%、

56%、23%、44%，整体相对化学药集

采降价更加温和。

西南证券医药首席分析师杜向

阳认为，中成药集采规则相对友好，

降幅温和。中成药集采不同于仿制

药集采，从规则上看，全国的仿制药

集采中选规则为最低价中标，中成药

的集采价格降幅不是唯一打分依

据。从平均降幅来看，中成药的降幅

普遍低于仿制药的降幅，并且独家的

中成药降幅相对更低。从品种上看，

中成药有独家品种及国家中药保护

品种等竞争壁垒，难以进行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竞争格局保障独家品种长

期竞争。此外，部分消费属性的中成

药品种主要销售渠道在院外市场。

近期，上市公司陆续发布

2022年年报，从部分已披露的中

成药上市公司年报和相关公告中

可以看出此前中成药集采带来的

影响和各公司的应对方法。

此次采购品种清单中第2名

的是复方血栓通，包括滴丸、胶

囊、颗粒、片剂、软胶囊 5 种剂

型。据介绍，众生药业（002317.

SZ）是复方血栓通系列制剂的产

品原创者、标准制定者、行业引领

者和市场主导者。

3 月 28 日，众生药业在投资

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复方血栓

通系列产品进入本轮国家中成药

集中带量采购药品清单。公司持

续评估中成药带量采购政策影

响，积极参与集采工作。

在 3 月 24 日披露的再融资

募集说明书中，众生药业表示

也 专 门 提 到 了 复 方 血 栓 通 系

列 产 品 进 入 中 成 药 集 采 带 来

的影响。

众生药业表示，2022年4月，

广东省中成药集采中，发行人主

要产品复方血栓通胶囊、复方血

栓通软胶囊、脑栓通胶囊等中

选。上述产品占发行人 2021 年

营业收入的比例为54.29%，上述

产品在该次集中带量采购中的中

选价格较2021年度6省联盟的挂

网均价有一定幅度下降，降价幅

度区间为 17.23%～25.49%，可能

带动发行人相关产品毛利率的下

降，从而对发行人业绩造成不利

影响。

在2022年年报中，昆药集团

（600422.SH）表示，集采和医保谈

判常态化，引导行业在重塑市场

格局、压缩利润空间的同时，进一

步推动国产药品转向以品质、价

格和临床效果为导向，促使企业

在研发、品种、产能、供应链上合

理规划、模式优化、迭代创新，实

现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同时，推动

企业实现创新升级。

昆药集团表示，从湖北19省

联盟、广东 6 省联盟、北京市和

山东省中成药集中带量谈判采

购拟中选/备选结果来看，中药

集采平均降幅温和，独家品种及

市场竞争不足的非独家品种受

益明显。

3月27日，桂林三金（002275.

SZ）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

“中成药集中采购既是挑战也是

机遇，对于我们来说预计机遇大

于挑战。公司主要品种皆为独

家特色，比如三金片，是我们的

独家品种、基药目录品种，并且

还是低价药物目录、民族药目录

品种，如进入集采预计降价空间

有限，而相对销量会得到较大幅

度的提升。”

健民集团（600976.SH）2022

年年报指出，公司主要品种小金

胶囊中选湖北 19 省等区域性集

采，由于各省执行有先后，小金胶

囊销量在集采已执行的省份有较

快增长。集采后小金胶囊价格下

降，同时销售及流通费用也相应

减少，目前对利润的影响不大。

中成药集采有利于提高药品可及

性，保障患者用药需求；有利于优

势品种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扩

大医院市场份额，树立良好的品

牌形象。

3 月 24 日，康恩贝（600572.

SH）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

司天保宁银杏叶片和银杏叶胶囊

参与2021年12月湖北等19省联

盟集采和 2022 年 10 月北京中成

药集采并中标，降价均在 30%以

内，价格降幅有限且能借助集采

打开院内市场。2022 年公司天

保宁银杏叶制剂实现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超10%。本次全国中成药

集采拟采购品种，公司没有产销

品种列入，预计不会对公司带来

影响。

重塑市场格局

成都先导、药石科技等突然有

了“AI概念”，有业内人士认为与近

期 ChatGPT、文心一言等话题有

关。随着话题热度走高，业界对AI

制药产生了更多遐想。

2月14日，百度宣布完成对国

内 医 疗 信 息 化 数 据 提 供 商 GBI

Health 的并购，期望结合文心一

言，利用AI技术为医疗垂直行业助

力，以实现“AI+医疗大数据智能化

全链条洞察。”3月21日晚间，全球

知名芯片公司 NVIDIA（英伟达）

CEO黄仁勋在今年春季GTC大会

上做了“切勿错过 AI 的决定性时

刻”演讲，其重点提到AI在生物医

药领域的应用。

根据头豹研究院报告，AI制药是

指将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及大数

据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制药领域

各环节，以提高、优化新药研发的效

率及质量，降低临床失败概率及研发

成本。其中，药物研发及用药安全是

AI技术在制药环节的主要内容。

全球AI药物研发领域的领先

玩家在美国。2020 年 2 月和 7 月，

美国两家AI制药相关公司Schro-

dinger和Relay Therapeutics先后在

纳斯达克上市。

药企布局AI制药之所以备受

关注，在于这一技术的应用与创新

药研发的痛点相挂钩。

业内对于创新药从研发到上

市的历程有着“双十定律”的观点，

即一款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平均

成本超过10亿美元，研发周期大于

10 年。效率和成本是摆在创新药

研发面前的两道坎。

光大证券发布的研报显示，与

传统药物研发模式相比，AI药物研

发具有缩短研发周期、节约资金成

本、提高成功率、充分利用现有医

疗资源等优势。据统计，传统模式

下，药物研发在临床前阶段需花费

4 年～5 年，而基于 AI 和生物计算

的新药研发管线，只需平均1年～2

年即可完成临床前药物研发；AI可

将新药研发的成功率从 10%提高

到14%，有望为生物制药行业节省

数十亿美元。

尽管想象空间很大，但在全球

范围内，AI制药仍处于较早期的阶

段，距离技术成熟、走向市场尚有

很远一段距离。目前行业内尚未

有一款主要通过AI技术研发的药

物实现上市。

据量子位智库预测，鉴于目前

绝大多数临床阶段管线处于临床

一期，2023年～2024年将出现跨越

“死亡之谷”的临床管线。2026年，

预估将会出现首个上市的AI驱动

药物，同时现有的管线及后续发展

较快的管线将大批进入临床。

业绩快报显示，成都先导2022

年扣非净利润同比下降43.14%，主

要原因是其研发投入大幅增加；三

季报显示，截至2022年9月30日，

药石科技研发费用约1.21亿元，占

营收比例约 10%；财报显示，截至

2022年三季度末，泓博医药研发费

用占营收比重为6.76%。

道阻且长

对比化学药、高值耗材集采而

言，中成药集采开展较晚。不过，

虽然中成药有特殊性，但集采势在

必行。

3 月 1 日，国家医保局发布的

《关于做好 2023 年医药集中采购

和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就提到，

重点指导湖北牵头扩大中成药省

际联盟采购品种和区域范围。到

2023 年底，每个省份的国家和省

级集采药品数累计达到 450 种，

其 中 省 级 集 采 药 品 应 达 到 130

种，化学药、中成药、生物药均应

有所覆盖。

据全国中成药联合采购办公

室3月20日发布的《关于召开中成

药联盟采购企业沟通会的通知》，

于3月23日召开企业沟通会，征求

相关企业关于中成药联盟采购规

则的意见和建议。相关企业名单

中共有110家中成药企业。

根据拟中选企业确定准则，同

采购组内，分为 A、B 两个竞争单

元，分别竞争。同竞争单元内，按

照符合“申报资格”的实际申报企

业的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确定

入围企业。同竞争单元内，最多入

围企业数根据符合“申报资格”的

实际申报企业数确定。

A竞争单元入围企业报价代表

品申报价计算的日均费用不超过

同采购组日均费用均值的 1.8 倍，

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获得直接

拟中选资格：将本次 16 个采购组

所有 A 竞争单元入围企业报价降

幅从高到低排序，降幅排名前 70%

的入围企业，若末尾降幅相同的

入围企业，则一并获得；报价代表

品报价降幅大于40%。

值得关注的是，《征求意见稿》

在入围企业确定准则中引入了技

术评价指标。在整体打分上，价格

竞争占六成权重，技术评价得分占

四成。

技术评价指标包括：医疗机构

认可度（60分）、药品企业综合排名

（20 分）、药品企业创新力（20 分）、

药材品质（加分）、供应保障（倒扣

分）、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倒

扣分）、产品质量安全（倒扣分）。

如药品企业创新力指标，以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医药统计

年报（2020）（综合册）》中“全部工

业企业法人单位按研究开发费用

排序”为依据，排名第 1~15 名的为

20 分，排名第 16~30 名的为 16 分，

其他依次递减。如医药价格和招

采信用评价指标，申报企业被全

国任一省份评定为“特别严重”失

信等级的，倒扣分 100 分，其他依

次为倒扣分 60 分、倒扣分 30 分、

倒扣分10分。

2021 年以来，湖北、广东已经

组织进行了多省联盟中成药集采，

另外北京、山东也开展了中成药集

采。据官方披露的数据，湖北中成

药联盟集采中选价格平均降幅为

42.27%；广东中成药集采拟中标品

种对比最高申报价格整体平均降

幅为 56%。对比化学药、高值耗材

集采降价幅度，业界普遍认为中成

药集采降价相对温和。

据西南证券研报统计，前 7 次

全国药品集采平均降幅分别为

52%、53%、53%、52%、56%、48%、

48%，最高降幅分别为 96%、93%、

95%、96%、99%、74%、98%。

3 月 29 日，第 8 批国家组织药

品集中采购在海南省陵水县产生

拟中选结果。据国家医保局披露，

此次集采有 39 种药品采购成功，

拟中选药品平均降价 56%。按约

定采购量测算，预计每年可节省

167 亿元。2018 年以来，国家医保

局组织开展 8 批国家组织药品集

采，共纳入 333 种药品，平均降幅

超50%。

集采规则发布

多家陆续披露在该赛道上布局情况的医药上市公司沾上“AI概念”，其股价亦水涨船高。

药企布局AI制药之所以备受关注，在于这一技术的应用与创新药研发的痛点相挂钩。

未来我们吃的药可能会是“AI造”。 视觉中国/图

据《征求意见稿》，此次全国中成药集中采购共涉及16类中成药。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