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关于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

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008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中信建投证券”）作为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智航”）的保荐机

构，会同上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所提及的事项进行了逐项落实，现

将问询函所涉及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六、年报披露，自 2020 年起，公司探索了与医疗机构共建骨科手术机

器人微创手术中心的业务模式。即公司向医疗机构提供开展骨科机器人手术所

需的骨科手术机器人及相关配套设备并提供技术支持，医疗机构按照开展骨科

机器人手术数量向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请公司说明：（1）截至目前，在该业

务模式下，合作医疗机构数量、医疗机构属性、协议签订情况，以及截至 2021

年末和一季度末已开展的骨科机器人手术数量；（2）该业务模式下，公司投放

的骨科手术机器人数量，是否存在管理风险，以及具体的应对措施。 

【回复】 

一、截至目前，在该业务模式下，合作医疗机构数量、医疗机构属性、协

议签订情况，以及截至 2021 年末和一季度末已开展的骨科机器人手术数量； 

截至 2022 年一季度末，采用与医疗机构共建骨科手术机器人微创手术中心

的业务模式合作的医疗机构数量共计 4 家并已全部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其中公立

医院 1 家，非公立医院 3 家。 

在该合作模式下，截至 2021 年末和 2022 年一季度末已累计开展骨科机器人

辅助手术数量为 468 例和 549 例。 

二、该业务模式下，公司投放的骨科手术机器人数量，是否存在管理风险，



 

 

以及具体的应对措施。 

采用与医疗机构共建骨科手术机器人微创手术中心的业务模式合作，截至

2022 年一季度末，公司已经投放的骨科手术机器人共计 4 台。 

微创手术中心的具体合作模式为公司在全国范围内选取具有优势临床经验

的医疗机构作为合作伙伴，由公司为终端医疗机构提供建设骨科机器人微创手术

中心的相关设备，并完成必须的技术培训，由医疗机构提供微创手术中心场所。

这一模式使公司的收入结构从原来依靠单一的一次性设备销售收入转化为持续

性的技术服务和配套手术工具销售，实现了收入来源的多元化，有利于公司形成

稳定营业收入来源。 

在合作协议中公司的主要权利和义务为：负责提供骨科手术机器人微创手术

中心的相关设备并提供技术培训、拥有所提供设备的所有权。 

合作协议中医疗机构的主要权利和义务为：双方共同建设骨科机器人微创手

术中心，为项目建设提供必要支持；医疗机构以购买技术服务的形式获得骨科手

术机器人临床技术使用权并以此开展临床应用、学术活动、对外宣传等活动。 

在该业务模式下，存在可能出现因管理不善而造成公司财产损失的风险，对

于可能出现的管理风险公司制定了应对措施：公司在合作过程中拥有设备的所有

权，在与医疗机构签署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医疗机构有义务按照自有设备的

管理方式妥善管理双方合作设备，因保管不善导致的损失由医疗机构承担。同时，

公司借助“云管端”技术实现手术数据的采集、汇总、处理、分析，能够及时发

现设备异常情况，对投放的设备进行远程管理。 

 

三、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天智航在与医疗机构共建骨科手术机器人微创手术中

心的业务模式下，通过签订合同的形式明确了双方合作过程中手术机器人的管理

方式与管理职责，对于可能出现的管理风险制定了应对措施，不存在重大管理风

险。 

 

 

问题七、2022 年一季度报告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15.45 万元, 同比

下降 23.84%;净利润-2,876.80 万元，同比下降 17.60%。请公司进一步说明：（1）



 

 

业绩持续下降的原因，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2）结合国家医保局、卫健委

2022 年 3 月 30 日正式发布的《关于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人工关节）集中带

量采购和使用配套措施的意见》，说明行业政策变化对公司骨科手术机器人销售，

以及与医疗机构共建骨科手术机器人微创手术中心业务模式推广的影响；（3）

进一步说明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公司相关产品或服务的收费限制，对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的潜在不利影响，并在年度报告中补充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一、业绩持续下降的原因，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2022 年一季度公司业绩同比下降主要原因系 2022 年一季度国内疫情形势依

然不容乐观，防控措施进一步压实，公司的市场推广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公司主

要产品骨科手术机器人的采购招标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同时，由于国内部分地区

疫情反复，造成了公司骨科手术机器人装机验收工作的延迟，公司未能按计划在

报告期内确认收入。 

在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三、其他提醒事项”之“需提醒投资者关注

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补充披露内容： 

“6、公司未来一定期间内无法盈利或业绩进一步下滑的风险提示：公司主

营产品骨科手术机器人销售推广受到市场认知程度、产品价格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而销量较小，公司存在短期内无法盈利的风险。从市场认知程度来看，相对于传

统骨科手术，骨科机器人辅助手术能够辅助医生更精准、更小创伤、更快速的完

成手术，减少术中 X 光辐射，压缩术后恢复时间，但骨科手术机器人进入临床

手术尚处于起步期，增进医院、医生、患者对骨科手术机器人辅助手术的认知程

度尚需一定时间；从产品销售价格和使用价格来看，公司骨科手术机器人作为大

型医疗设备，医院购置费用相对较高，医院购置骨科手术机器人涉及的环节较多、

流程相对复杂，导致销售周期长，进而增加了骨科手术机器人销售的不确定性；

同时，对于患者来说，使用骨科手术机器人辅助的骨科手术收费一般要高于传统

手术模式，而且除北京地区外，目前使用骨科手术机器人的费用多数尚未纳入医

保报销范围，该部分费用需要完全由患者自行承担，从而增加了公司产品临床应

用的推广难度；从终端客户来看，公司的核心产品虽然在骨科手术的部分重点医

院（尤其三甲医院）实现销售，但是相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医疗机构，特别是广大

基层医疗机构来讲，支付能力与骨科手术机器人价格相比仍有很大不足。此外，



 

 

公司所从事的高端医疗设备领域，存在前期研发投入高、获批上市销售流程时间

长等特点，结合公司拟实施和正在实施的募投项目情况，公司需要持续进行研发

投入。2019 年至 2021 年，公司研发费用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3.55%、

54.53%和 70.37%，若公司将自有资金和外部融资持续用于骨科手术机器人相关

项目研发，可能导致公司亏损进一步加剧。” 

 

二、结合国家医保局、卫健委 2022 年 3 月 30 日正式发布的《关于国家组

织高值医用耗材（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配套措施的意见》，说明行业

政策变化对公司骨科手术机器人销售，以及与医疗机构共建骨科手术机器人微

创手术中心业务模式推广的影响； 

国家医保局、卫健委于 2022 年 3 月底正式发布的《关于国家组织高值医用

耗材（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配套措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

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的收费原则作出规定，要求不单独设立收费项目，以传

统手术价格为基础按比例加收。此外，《意见》还强调要“落实结余留用政策并

统筹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人工关节置换手术项目价格明显低于全国中位价格和

周边省份的地区，可专项调整相关项目价格。 

《意见》主要聚焦在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和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的收费方面，

而公司目前已上市产品主要为创伤、脊柱手术机器人，因此对公司产品销售不存

在直接的重大影响。同时，公司正在根据骨科集采的政策进行动态调整，进行价

格配套的微调，保护之前的用户，同时丰富价格配置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与医疗机构共建骨科手术机器人微创手术中心业务的盈利模式为医疗机构

使用骨科手术机器人为患者提供医疗技术服务，双方依据合同约定按照手术量进

行结算。目前公司主要产品不涉及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因此《意见》的发布对

公司微创手术中心业务模式的推广短期内不存在重大影响。 

考虑到公司 TKA（全膝关节置换机器人，TiRobot Recon）产品临床入组即

临床试验手术已全部完成，预计 2023 年上市。公司全膝关节置换机器人上市后，

将受到《意见》的直接影响。但由于《意见》对于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的收

费只是原则性规定为“以传统手术价格为基础按比例加收”，具体比例多少并未

明确，这有待进一步的法规、规定或医疗实践去明确，因此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

《意见》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若进一步的法规、规定或医疗实践明确关节置换



 

 

机器人手术费价格大幅下降，如若关节置换机器人定价较高则销售数量必将受到

严重制约，要保持较高的销量则必须降低关节置换机器人的销售定价。但同时，

关节置换机器人手术费价格大幅下降，则有利于手术量提升，将有利于公司共建

骨科手术机器人微创手术中心业务的推广。 

综上所述，《意见》对公司产品销售、与医疗机构共建骨科手术机器人微创

手术中心业务模式推广目前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但公司关节置换机器人上市后，

若进一步的法规、规定或医疗实践明确关节置换机器人手术费价格大幅下降，则

会对公司关节置换机器人的销售产生不利影响，但有利于与医疗机构共建骨科手

术机器人微创手术中心业务模式推广。 

三、进一步说明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公司相关产品或服务的收费限制，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潜在不利影响，并在年度报告中补充提示相关风险。 

在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

之“（六）行业风险”部分补充披露风险提示内容： 

“国家医保局、卫健委于 2022 年 3 月底正式发布的《关于国家组织高值医

用耗材（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配套措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对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的收费原则作出规定，要求不单独设立收费项目，以

传统手术价格为基础按比例加收。此外，《意见》还强调要“落实结余留用政策

并统筹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人工关节置换手术项目价格明显低于全国中位价格

和周边省份的地区，可专项调整相关项目价格。 

《意见》主要聚焦在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和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的收费方面，

而公司目前已上市产品主要为创伤、脊柱手术机器人，因此对公司目前产品的销

售不存在直接的重大影响。 

考虑到公司 TKA（全膝关节置换机器人，TiRobot Recon）产品临床入组即

临床试验手术已全部完成，预计 2023 年上市。公司全膝关节置换机器人上市后，

将受到《意见》的直接影响。但由于《意见》对于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的收

费只是原则性规定为“以传统手术价格为基础按比例加收”，具体比例多少并未

明确，这有待进一步的法规、规定或医疗实践去明确，因此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

《意见》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 

如果未来国家相关部门出台新的政策，将创伤、脊柱手术机器人同关节置换

机器人一样纳入政策适用范围，并将骨科手术机器人手术费价格大幅降低，则公



 

 

司很难在维持骨科手术机器人现有毛利率水平的基础上实现理想水平的销量。” 

四、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业绩下降主要系疫情原因，且公司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提示。 

2、《关于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配套措施

的意见》预期对公司销售及共建微创骨科手术中心业务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公

司已经在积极研究和调整经营策略已适应新政策带来的市场变化，且补充了风险

提示。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孙  栋                 陆丹君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