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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 

意见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担任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公司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

构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

于同意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1319 号），公司获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4,87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 67.20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999,264,000.00 元，扣除发行

费用 69,521,099.68 元（不含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29,742,900.32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全部到位，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验资报告（XYZH/2020SHA10203）。 

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将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以

及募集资金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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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

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

期 

1 湖库富营养化监控预警建设项目 25,991.80 1,215.64 2022年 11月 

2 蓝藻处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9,024.90 3.45 2023年 11月 

3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10,000.00 - 

合计 45,016.70 11,219.09 - 

注 1：2021年 7月 1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综合考虑“湖库富营养化监控预警

建设项目”当前的实施进度等因素，决定将“湖库富营养化监控预警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时间延长至 2022年 11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7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

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 

注 2：2022 年 7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蓝藻处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长至 2023年 11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9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 

三、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的情况 

（一）湖库富营养化监控预警建设项目调整内部结构的情况 

1、调整湖库富营养化监控预警建设项目内部结构的原因 

我国湖泊富营养化治理经历了从单一的调查诊断、控源治污等向湖泊综合治

理和以湖泊生态安全和绿色流域建设为核心的流域综合治理转变，虽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但我国湖泊富营养化问题依然严峻，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污染物削减

能力不足等诸多困难和问题。在湖库富营养化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情况下，

第三方湖库富营养化的监测预警能够通过合理的布点、选择参数、运用多种检测

方式，迅速获得现场数据，为政府富营养化治理提供决策依据，支撑政府下一步

富营养化的治理行动。 

随着公司近年来对湖库富营养化的深入研究，结合富营养化内源治理的实践

经验，对湖库富营养化监控预警有了更全面、系统的理解，原有募投项目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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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编制于 2019 年，当时可研报告里的建设内容有部分已经不适合现有的行

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优化调整，提升改造成更能符合公司实际需求的内

容，从而推进募投项目进展，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因此拟进行内部结构调

整。 

调整后的募投项目仍需对富营养湖库开展水质监测，同时结合公司在湖库富

营养化治理过程中提出的“湖泊医院”的整湖治理理念，将原建设内容中的监测

预警船调整为可移动调查平台配套监测预警船，通过平台式的调查诊断，使整个

诊断装备在保留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增加模块化的功能，可以实现快速拆解、分

块转运。经调整，公司可以结合前期各湖库的水质监测数据，加强富营养化的成

因诊断以及治理方案成效的模拟、加强水体富营养化预测、底泥污染物释放、藻

类生长爆发以及湖库水生态等模型的构建，从而进一步提高湖库富营养化的预警

能力。针对以上情况相应调整投资项目中的设备投资额、系统及应用软件购置开

发费、其他费用等。 

因此经公司审慎研究后，决定在不改变募投项目总体方向、投资总额及实现

功能的前提下，对湖库富营养化监控预警建设项目内部结构进行调整，这将更好

地促进募投项目建设成果服务于公司整体业务发展规划。 

2、调整湖库富营养化监控预警建设项目的具体内容 

（1）投资项目及金额 

单位：万元 

序号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化金额 
投资项目 投资金额 投资项目 投资金额 

1 建筑工程 400.20 建筑工程 565.00 164.80 

2 设备投资 17,105.50 设备投资 12,255.00 -4,850.50 

3 
系统及应用软件购

置开发费 
1,995.00 

系统及应用软

件购置开发费 
6,080.00 4,085.00 

4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4,565.80 其他费用 5,201.80 636.00 

5 预备费 1,925.30 预备费 1,890.00 -35.30 

 项目总投资 25,991.80 项目总投资 25,991.80 0.00 

注 1：设备投资金额变化主要是将原有的 29 艘监测预警船优化调整为 8 套可移动调查平

台及 8 艘监测预警船来实现多个湖库水质监测任务，调整后的募投项目在保持原有功能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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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注 2：系统及应用软件购置开发费变化主要是在各湖库水质监测数据积累的基础上，为

加强富营养化的成因诊断以及治理方案成效的模拟，购买水体富营养化预测数字模型、底泥

污染物释放模型、藻类生长爆发模型、湖库水生态模型及后续开发费用等，可进一步提高湖

库富营养化的监测预警能力。上述各类模型的具体功能如下： 

a．水体富营养化预测数字模型：通过水体中营养盐和能量的流动等参数的研究及积累，

掌握水体内部物理、化学及生物过程，阐明水体富营养化的机理，用于评估人为措施的实施

对水体富营养状态的改变及相应水质改善的有效程度，便于水体水质变化趋势的预测； 

ｂ．底泥污染物释放模型：底泥不仅是河流营养循环的中心环节，也是营养物质的主要

聚集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上覆水中释放各类污染物，是影响水体的重要内源污染源，通

过底泥污染释放模型的研究，可以分析底泥污染物释放对水体水质的影响机理及对水体富营

养化的贡献，为水体富营养化治理，尤其是底泥污染治理提供借鉴及支撑； 

ｃ．藻类生长爆发模型：在水华产生机理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藻类生长爆发模型来研究

藻类水华从产生到爆发过程的变化规律，为水华的预警及治理技术的优化提供参考依据，同

时可以用于评估水华治理的工程措施对水华防控的贡献； 

ｄ．湖库水生态模型：通过水生态模型的构建，来揭示湖库生态系统的动力学变化，研

究水生态系统中各种物理、化学变量（如水质、水动力、外来工业废水排放）的动力学及时

空变化以及物种组成和物种性质的时空变化，通过对上述因素研究物理迁移扩散、生化反应

以及源汇等作用对湖库生态的影响，揭示湖库生态机理和生态过程，为调整湖库水生态环境

以及制定相应治理及管理策略提供依据。 

（2）项目建设进度表 

阶段/时间(月) 
T+24 

1~3 4~6 7~9 10~12 13~15 16~18 19~21 22~24 

初步设计                 

建筑工程                 

设备购置及安装                 

人员招聘及培训                 

模型购置及开发                 

（二）蓝藻处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调整内部结构的情况 

1、调整蓝藻处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内部结构的原因 

近年来，各地政府对水污染防治问题高度重视，投入大量资金对蓝藻水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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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治理，由于对蓝藻水华发生机理认识不深，造成发展新技术知识供给不足，太

湖、巢湖、滇池等重点湖泊的蓝藻水华虽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但并未达到预期

目标，有的甚至有加重趋势。因此，加强湖库富营养化及藻类水华爆发机理研究

以发展新技术势在必行。 

公司原有的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于 2019 年初，是结合当时公司对蓝

藻治理的认识和相关治理经验编制的。随着近年来公司对蓝藻治理、富营养化湖

泊形成机理的进一步认识，以及在治理实践中的经验积累，原有的可研报告中的

一部分内容已经不能够满足公司对蓝藻治理及富营养化湖泊研究的实际情况，所

以在募投项目投资进度上一直较为缓慢，为更加贴近公司实际研究方向，提升募

投项目对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支撑，推进募投项目进度，需要对募投项目内部结构

进行优化调整。 

公司之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对募投项目“蓝藻处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所

述的研究方向主要为蓝藻原位治理整装成套技术装备、高效藻水分离及藻泥资源

化利用、富营养化水体治理技术及装备研发三个方向。随着公司对富营养化水体

蓝藻爆发治理技术的持续性研究，发现不同的湖库及不同富营养化因子的水体中

爆发的水华种类不一致（如太湖以微囊藻水华为主、异龙湖以拟柱胞藻水华为主、

甚至部分中营养湖泊也发生不同程度的硅藻、甲藻等其他门类藻华），因此公司计

划开展湖库富营养化及藻类水华爆发机理研究，同时通过对富营养化湖库内源治

理整装成套技术及装备研发、富营养化湖库综合治理解决方案能力构建，实现从

原有的分散且单一的技术攻关向多维度、系统化的技术优化整合的转变。故公司

拟进行内部结构调整，调整后的“蓝藻处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将在实现原有功

能和目的的基础上，根据已有蓝藻水华爆发湖库治理的现状及实际经验，进一步

细化、优化，为蓝藻水华爆发及富营养化湖库治理提供科学支撑，形成可推广复

制的治理模式，同时打通蓝藻治理、资源化利用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实现产业升

级。 

因此经公司审慎研究后，决定在不改变募投项目总体方向、投资总额、实现

功能的前提下，结合市场变化、募投项目实施规划，拟对“蓝藻处置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进行内部结构调整，整体提升研发投入力度，推动募投项目进展。 

2、调整蓝藻处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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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项目及金额 

单位：万元 

序号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化金额 
投资项目 投资金额 投资项目 投资金额 

1 建筑工程 1,044.00 建筑工程 178.60 -865.40 

2 设备投资 6,753.60 设备投资 3,370.00 -3,383.60 

3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558.80 诊治模型构建费用 4,961.44 4,402.64 

4 预备费 668.50 预备费 514.86 -153.64 

 项目总投资 9,024.90 项目总投资 9,024.90 0.00 

注 1：设备投资金额变化主要是在不影响公司研发中心分析及实验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加

大与科研院校合作开展委托研究、联合攻关等方式，部分替代之前的单一对外采购（核减了

多离子束显微镜及透射电子显微镜监测仪器的采购），从而进一步优化设备采购，加大了研

究内容的深度及攻关力度，从而导致项目设备投资金额减少，其他费用增加。 

注 2：诊治模型构建费用主要包括水上诊断平台研制、大通量推流控藻技术及装备研制、

加压控藻技术及装备优化、陷阱式污染底泥清除技术及装备研制、低碳型藻（污）泥脱水干

化与资源化利用技术及装备研制等项目的材料费、分析及实验药剂费、试制费、对外合作费、

文献资料费、专利费、专家合作费等，通过一系列系统化的技术研发后优化耦合提高富营养

化湖库综合治理解决能力。上述各研制项目主要开展的工作如下： 

a．水上诊断平台研制：主要是研制可以在水面上开展快速取样，精准分析，便捷实验及

会议调度等功能的水上平台； 

b．大通量推流控藻技术及装备研制：主要工作是研究水动力与藻类生长的关系，探明不

同水体不同藻种生长水动力临界值，并研制出可以大通量、低能耗推流的控藻装备； 

c．加压控藻技术及装备优化：主要工作是对现有加压控藻技术及装备进行优化，进一步

提升装备的单位能耗处理量以及装备的集成化、模块化； 

d．陷阱式污染底泥清除技术及装备研制：研究污染底泥低扰动清除技术及相关原理并研

制整装成套的陷阱式污染底泥清除装备； 

e．低碳型藻污泥脱水干化与资源化利用技术及装备研制：主要工作为研制低能耗藻污泥

脱水干化技术，并对干化后的藻泥开展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同时针对上述两项技术开展成

套技术装备研制。 

（2）项目建设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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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时间(月) 
T+18 

1~2 3~5 6~9 10~12 13~14 15~16 17~18 

初步设计               

建筑工程               

设备购置及安装               

人员招聘及培训               

项目开发及试运

行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情况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2022 年上半年由于疫情反复，项目人员在不同湖库间的往返受到一定的影响，

导致“湖库富营养化监控预警建设项目”实施进度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湖库富

营养化监控预警建设项目”实施过程较为复杂，不同的富营养化湖库水质污染情况

不同，监测的水质指标、呈现的效果等都有所不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用公

司研发的监测预警船，在不同湖情状况下，反复对水体进行收集、处理，对水质

监测数据进行比对、分析，也需要针对监测预警船上的主要设备、系统、软件等

进行不断测试、调整、改进、优化，最终成熟定型，才能批量进行生产，整个过

程是一个逐步推进，逐渐学习的过程，因此比项目原计划时间要漫长、复杂。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经过谨慎研究，决定将“湖库富营养化监控预警建设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长，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变更后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1 
湖库富营养化监控预警建

设项目 
2022 年 11 月 2024 年 11 月 

五、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

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项目调整内部结构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未改变募投项目的

投资总额、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本次

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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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发展规划。 

六、履行的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近期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及部分募投项目延

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该事项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并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调整项目内部结构及部分

项目的延期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规模、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对募投

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本次调整项目内部结构及部分项目延期的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

内部结构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

结构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该事项

符合《上市公司监督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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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事项无异议，公司应将上述议案报请股东大会批准，在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并进

行信息披露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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