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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3 证券简称：海思科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90612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员

姓名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超

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宇初

千合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殷萌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叶烽、杨钟男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姚宏福

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沈一洲

等 13 位机构投资者。

时间 2019 年 06 月 12 日

地点 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王俊民先生

董事/研发副总裁：郑伟先生

营销中心总经理:侯希勇先生

董事会秘书：王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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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王俊民先生、董事郑伟先生、营销中心总经理侯希

勇先生以及董事会秘书王萌先生接待了上述机构投资者一行，就投

资者关心的有关创新药研发、公司营销模式调整等相关问题进行了

充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一、HSK-3486 马上要临门一脚，请公司介绍相关情况

就有效性来说，3486 快速起效，苏醒迅速，与丙泊酚相当。

药效来说，3486 药效为丙泊酚 5 倍，同时意味着病人的脂肪乳输

入量减少 5 倍，减少脂质摄入，对病人的代谢获益有很大帮助。另

外，除了脂肪乳的输入量减少，整体体液的输入量也会减少，节省

的 4/5的体液量临床上可以为医生腾出空间输入其他药物。

丙泊酚注入体内，顺着血管有灼烧痛，一些病人受不了。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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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发生率丙泊酚是 50%，而 3486 只有 5%，这是非常大的改善，也

得到了临床专家的认可。对呼吸抑制的改善也比较明显。

该品种目前在中国开发了 4 个适应症：1.胃肠镜检查的麻醉镇

静。2.麻醉诱导。3.麻醉维持。4.ICU 镇静。目前最快的是胃肠镜检

查，已经完成了临床 III 期，预计 2019年 6 月申报。希望能够进入

优先审评，借助优审通道最快可能 2019年年底获批，进度慢一点

的话预计 2020年上半年获批。

麻醉诱导已经开始 III 期临床，麻醉维持和 ICU 镇静目前是 I
期在研。预计这三个适应症都在 2020年年底完成。

二、创新药研发体系，这些年阶段进展以及未来几年的展望

公司有创新药开发委员会，评估项目是否适合开发，也会跟踪

前期立项、开发的项目。在人员配备方面，从合成、QA、QC、药

理、安评到临床注册以及开发都有相关的人员，加起来超过 150
人。公司自信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完整创新药研发团队的企业。

海思科创新药研发目标，到 2020年后逐步达到：

1、每年 1 个创新药上市；

2、每年 2-3个创新药 IND；
3、每年 2-3个外部合作项目有效落地；

海思科创新药聚焦领域：

1、麻醉镇痛、围手术期

2、肿瘤

3、呼吸领域（哮喘和 COPD）
4、糖尿病及并发症

5、炎症性疾病

三、丙泊酚与利多卡因联合使用减少注射痛会对 3486 形成竞

争吗

丙泊酚的注射痛很明显，顺着血管有灼烧痛，一些病人受不了。

尤其儿童对疼痛的耐受力很低，在欧美，针对儿童会有丙泊酚与利

多卡因联合使用减少注射痛。在实际用药过程中，包括国内很难推

广，两个药联合使用一是比较麻烦，临床上使用很少，不会构成竞

争，联合使用而疼痛也是下降 30%-50%，也不是完全消除，3486
将疼痛下降到 5%-7%，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四、在美国申报的适应症是否有调整

在美国申报的主要是麻醉诱导和 ICU 镇静两个适应症，7月底

会与 FDA 召开 pre-IND 会议，因为 3486 在中国和澳洲都开展了临

床 I 期、II 期、III 期试验，2020年即将在中国上市，积累了大量的

安全性数据，希望能够跳过 I 期、II 期直接在美国上临床 III 期。结

合美国申报推进情况，公司也会择机开拓欧洲、日本市场。

五、前不久公司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申报一致性评价，

公司在产品线的安排上是怎么考虑的

该品种很便宜，挣钱挣得很艰难，公司考虑是该品种能占领一

定的市场份额，与竞争对手形成一定的竞争。同时，该品种销量很

大，有可能进入全国集采，将来公司 HSK-3486 上市后，与公司该

领域的高端品种形成有利的补充，丰富公司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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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前期合作开发项目的进展，以及未来研发 BD 的规划

前期公司进行对外合作的药品开发是 MVX 系列化合物以及

MBN-101 两个项目都终止了。公司早期在国际化对外合作的考虑

方面较不成熟，在实践中面临着对外合作的较大风险。

未来在国际合作方面公司不会介入太早期的品种，要配合公司

产品线，慎重选择已进入 II 期 III 期临床的品种，宁肯多付出一些

成本，但风险相对较小。着重选择“改良创新”、“简单创新”的

品种。总结来说，在国际合作方面，公司在往自己熟悉的领域聚焦，

力争避免较大的投资风险。

我们现在的 BD 团队分为两个小组，一是周博士、叶博士领导

的团队针对相对成熟的品种引进（仿制药、临床 III 期以后的创新

药）；另一个是以倪博士领导的团队，针对相对早期的（临床 III
期以前的创新药）。目前，我们现在也已经有一系列项目在谈判中。

七、公司新药评价的能力如何，研发人员是否着重在内部培养

创新药系统开发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庞大的工程，很难有具有深

刻的洞察力及前瞻性、筛选，评价、临床等能力和环节都全面俱备

的专业人才。公司的考虑是在各个环节都培养到一些专业人才，形

成一个较为完善的功能齐全的创新药研发团队。创新药评价非常

难，不确定因素太多，且周期长，牵涉的流程也多。靠一个人做好

创新药全流程相当困难。公司目前在化学、评价、药代、毒性、工

艺优化等方面形成一个 20余人的创新药核心团队，组成创新药开

发的核心团队。海思科在创新药资源整合方面及系统性开发方面，

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特色的研发体系，目前看来是精干和高效的。

八、公司新药评价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做创新药研发为什么不

找强大的 CRO 公司呢，为什么要组建自己的研发团队呢？

CRO 公司的确可以解决一些医药公司在药品开发方面的共性

问题，但只有通用的服务他们可以做，很难针对每个客户进行高效

的个性化的服务，很难进行个性化的一对一的服务。

经过多年的总结磨合，海思科建立了适合自身的新药研发体

系，自己的研发体系结合 CRO 一起去做，不仅更高效，也会降低

很多风险。

九、随着 4+7实施，公司对仿制药成本的考虑是怎么样的

仿制药一旦进入拼制造成本时代，就表示其没有什么利润空间

了。对海思科而言，对于仿制药，没必要过分关注成本，更应从商

业角度去考虑产品价值的实现，拼制造成本一直不是海思科的强

项，尽量避免做这个事。海思科目前的原料药成本可控，也会力争

对现有的仿制药和未来上市的仿制药的原料药通过各种方式去控

制好成本。

十、公司今年预计的研发投入情况

2019年预计有 5个亿的研发投入。2019 年预计资本化比例会

下降到 50%以下。

2020年研发投入绝对值会继续增加，3486启动美国临床，有

可能 2020年一年就会花费 5000-6000万美元的临床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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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清 单

（如有）

无

日期 2019 年 06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