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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报告。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骨科手术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创新医疗器械企业，存在前期

研发投入高、获批上市销售流程时间长等特点。公司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

审核规则》第二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上市标准上市 ，上市时未盈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15,618.84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11,058.35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亏损 13,345.41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尚未实现盈利。 

目前，骨科手术机器人进入临床手术尚处于起步期，虽然医院、医生、患者对骨科手术机器

人手术的认知程度近年在快速提升，但总体认知程度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尚需一定时间。未来，

公司将持续努力拓展市场份额、加速应用场景落地、聚焦技术创新发展、持续构建以骨科手术机

器人平台为核心的生态体系，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7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及板块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天智航 688277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军辉 孙晓燕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永泰庄北路1号中关村东

升国际科学园7号楼二层 

北京市海淀区永泰庄北路1

号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园7

号楼二层 

电话 010-82156660-8009 010-82156660-8009 

电子信箱 tinavi@tinavi.com tinavi@tinav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公司是中国骨科手术机器人行业的领军企业，是中国机器人 TOP10 成员企业、医疗机器人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依托单位。2020 年 7 月 7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成为我

国首家上市的医疗机器人企业。 

 

公司基于对骨科临床需求的深刻理解和挖掘，致力于用智能化的方法去重塑骨科手术流程，整合

上下游一切相关的技术要素，研发以骨科手术机器人系统为核心的相关技术和产品，打造骨科手

术智能骨科平台并推动骨科手术智能平台成为骨科行业的基础设施，帮助医生精准、安全、高效

开展手术，改善患者生活质量，造福患者，引领骨科手术进入机器人智能手术时代。 

 

公司产品和服务的目标客户为医疗机构。公司面向医疗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主要涵盖骨科手术

机器人、配套设备与耗材、技术服务等方面，其中骨科手术机器人是公司核心产品，是公司的主

要收入来源。公司研发的“天玑 1.0”骨科手术机器人于 2016 年 11 月获得 CFDA 核发的第三类医

疗器械注册许可证，各项性能指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取得了良好的临床应用效果。公司研发的“天

玑 2.0”骨科手术机器人于 2021 年 2 月获得 NMPA 核发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截至本报告披露

日，公司骨科手术机器人产品已在国内约 170 家医疗机构进行了常规临床应用，累计完成超过 4

万例手术，取得了良好的临床应用效果。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和生产模式 

 

公司的采购需求源自产品生产和研发，公司制定了完善的采购管理制度和流程。 

 

公司核心产品骨科手术机器人采用“自主设计-全球采购-部件加工-软件嵌入” 的生产模式。

即公司研发设计产品构型、制定产品标准、应用规范并通过申请软件著作权、专利等方式进行保

护。所需原材料在全球范围内遴选优秀供应商提供，核心精密部件由公司或优选供应商定制加工，



最后公司负责完成产品的软件嵌入、总装调试后交付客户。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天智航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建立起骨科手术机器人末端手术工具和一

次性手术工具包的生产制造能力，能满足骨科手术机器人生产需要和医疗机构开展骨科机器人手

术所需的一次性手术工具包的需求。 

 

2、销售模式 

 

公司实行以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销售模式。经销模式下，公司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由经

销商将产品销售到医疗机构，公司负责提供产品应用培训和临床技术支持。直销模式下，公司通

过临床交流、学术推广等活动向医疗机构推介产品，实现骨科手术机器人的销售。目前，公司已

经基本建立起覆盖全国的营销管理队伍、渠道分销体系和临床支撑体系。 

 

同时，公司正在探索与医疗机构联合建设骨科手术机器人微创手术中心的业务模式（即购买

技术服务模式）。公司负责搭建骨科智能场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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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通过购买服务方式获得骨科手术机器人

临床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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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包含一次性

设备销售收入、配套手术工具包销售收入及获取持续医疗技术服务收入在内的多种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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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研发模式 

 

公司坚持自主研发，已经建立涵盖前沿技术研究、先进产品预研、产品化开发三个不同层级

的研发体系。同时，公司与高校、科研机构、医院建立“产、学、研、医”的研发体系，共同承

担了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合作各方签署了相关协议，对职责、权利义务和知识产权归

属进行约定，其中，高校与研究机构专注于基础共性技术研究，为产品开发提供支撑；医院负责

提出临床需求，进行临床应用验证；公司负责突破产品研究的关键技术，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公司所处行业基本特点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C358 医疗仪器设备

及器械制造”之“C3581 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2012 修订），公司所属行业可归类为“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

（2018）》，公司所属行业为“4.2 生物医学工程产业” 之“4.2.1 先进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  

 

公司专注于骨科手术机器人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从更具体的领域而言，公司属于医

疗器械行业下的医疗机器人行业中的手术机器人子行业。手术机器人行业与医疗器械行业整体发

展密切相关，行业发展受经济周期影响相对较小。 

 

（2）手术机器人行业发展情况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资料，全球手术机器人市场规模由 2015 年的 30 亿美元增长至 2020 年

的 83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22.57%；预期全球手术机器人市场将继续快速增长，并可能于 2026

年达到 336 亿美元，自 2020 年起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26.2%。 

 

（3）主要技术门槛 

 

手术机器人属于高端医疗器械，核心技术研发、获取难度大，研发周期长，对设备的性能、

技术参数、安全性要求高。手术机器人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机器人技术、计算机网络控制

技术、数字图像处理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医用外科技术的结合对于手术机器人产业十分重要，

同时要注重与人机工程学、机械设计、软件控制、动力学等多学科技术交叉，所以行业的核心技

术需要“产、学、研、医”的深度结合，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持续投入，初创科技公司

的技术追赶难度很大。同时，行业内的企业通过申请发明专利的方式保护自身的技术，对其他企

业进入本行业形成了技术壁垒。 

 

新技术从研究开发，到首次商业化应用和生产，是一个不确定性极高的系统过程。检验科技

创新成功与否，最终标准是市场化程度和是否具有商业价值。手术机器人行业需要长期的技术积

累和研发支撑，才能完成科学成果向技术应用的转化，最终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全球骨科手术机器人研发与产业化进程发源于上世纪 90 年代，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目前实现

产业化的骨科手术机器人公司集中在美国、以色列、法国和中国。 国外布局骨科手术机器人的公

司主要有强生(Johnson & Johnson)、史赛克(Stryker Corporation）、捷迈邦美（Zimmer Biomet）、美

敦力（Medtronic） 、施乐辉（Smith & Nephew）等。公司是国内骨科手术机器人的领军企业，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核心产品天玑骨科手术机器人已经进入约 170 家临床机构，完成超过 4

万例骨科机器人手术，占据了国内主要市场份额。其余市场主要被史赛克、美敦力等国际厂商产

品占据。近年来，国内涌现出多家骨科手术机器人研发公司，主要产品主要涉及脊柱外科、关节

外科领域。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从手术机器人产品发展趋势来看，5G 通讯、3D 打印、智能材料、医疗大数据、人工智能、

虚拟/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将不断整合进手术机器人的技术体系中。手术机器人将越来越智能化，与

医生、患者的交互水平越来越高。 

 

从手术机器人应用趋势来看，手术机器人能够胜任的适用证范围越来越广，并将全面融入医

疗业务全部场景。智能化、个性化、远程化的手术方式将伴随着手术机器人产品的不断迭代进步

而成为越来越主流的方式。手术流程也将逐步围绕手术机器人重塑，手术机器人将逐步成为手术

全流程的核心要素。 

 

从行业参与者来看，将会有大量新公司加入到手术机器人行业，创新型公司会不断涌现，手

术机器人行业将逐步形成有诸多产品线的行业巨头和专注于某个专用型手术机器人产品的细分领

域龙头并存。 

 

从市场发展趋势来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医生、患者认知并最终认可手术机器人手术，行业



整体市场空间快速扩大，客户群体也将由一、二线城市优势医院向区域医疗中心下沉。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1,406,958,245.52 1,279,050,151.42 10.00 1,119,280,16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043,692,867.62 1,006,947,231.67 3.65 996,031,484.25 

营业收入 156,188,437.41 156,021,920.91 0.11 135,909,532.98 

扣除与主营业务

无关的业务收入

和不具备商业实

质的收入后的营

业收入 

127,481,301.55 143,383,657.32 -11.09 126,877,62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0,583,469.27 -79,933,159.39 不适用 -54,470,87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33,454,105.70 -103,219,039.37 不适用 -77,272,632.6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7,506,239.40 -77,755,219.56 不适用 -57,578,159.3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77 -7.99 减少2.78个百分

点 

-7.3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6 -0.19 不适用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6 -0.19 不适用 -0.14 

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 

78.52 70.37 增加8.15个百分

点 

54.5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7,154,459.17 43,790,926.15 23,319,659.79 71,923,39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28,768,004.29 -15,410,502.25 -38,163,337.19 -28,241,625.54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3,142,880.40 -25,389,349.42 -39,859,628.66 -35,062,247.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0,080,568.65 -33,054,996.24 -46,836,769.39 42,466,094.8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8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户) 

17,74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张送根 0 75,664,000 18.02 75,664,000 75,664,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北京智汇合创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33,045,560 7.87 33,045,560 33,045,56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先进制造产业

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0 25,523,412 6.08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京津冀产业协

同发展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0 25,523,412 6.08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汪丽慧 12,358,400 12,358,400 2.94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智汇德创（天

津）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 

0 9,200,000 2.19 9,200,000 9,200,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李巧玲 -421,200 8,800,000 2.1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蒋文军 -3,797,780 7,500,000 1.7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王飞 0 6,965,200 1.6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萍乡市玖兆月

辰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4,662,379 5,374,834 1.28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送根与北京智汇合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不存在优先股股东的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具体详见“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所述内容。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