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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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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

—持续督导》《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上海赛伦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伦生物”、“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负责赛伦生物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2022 年度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对赛伦生物持续督导情况如下：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

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了持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

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

前，与上市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赛伦生物签订《持续

督导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3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

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2022 年度赛伦生物在持续督导期

间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需保荐机构

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4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

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自发

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

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

的督导措施等 

2022 年度赛伦生物及相关当事人

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需报告的

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 

5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

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

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

方式，了解赛伦生物经营情况，对

赛伦生物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

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赛

伦生物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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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各项承诺 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

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

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赛伦生物依照相关

规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有

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

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

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

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赛伦生物的内控制度

的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

查，赛伦生物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

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

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赛伦生物有效执行

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

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

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

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

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

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

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赛伦生物的信息披露

文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

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2 年度，赛伦生物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

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 

2022 年度，赛伦生物及其控股股东

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

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

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

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2 年度，赛伦生物不存在应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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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

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

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

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

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

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

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2 年度，赛伦生物未发生相关情

形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

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

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

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16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保荐

代表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 日内

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

疑；（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

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

金流存在重大异常；（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

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2 年度，赛伦生物不存在需要专

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公司在整个抗血清研发和生产流程的主要环节形成了毒素蛋白质组学研究、

抗原精制技术、免疫及单采浆技术、佐剂开发技术、高效病毒灭活技术、胃蛋白

酶消化工艺优化技术、现代柱层析纯化技术、抗毒素保护效价检测技术等核心专

有技术和专利技术，公司共有 12 项授权发明专利。上述核心技术的组合使用对

保障公司生产和持续研发均存在重要意义。 

如果发生核心技术严重泄密的情况，或者公司人员私自将涉及核心技术的有

关实验数据、生产指标复制并泄露给第三方潜在竞争对手，则可能产生因技术泄

密导致产品核心技术被竞争对手突破、国内独家产品或其他重要产品市场地位下

降而发生损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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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风险 

1、抗血清抗毒素产品安全性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抗蛇毒血清、马破伤风免疫球蛋白、抗狂犬病血清的生产均基

于经马体免疫产生的血浆，并在该等血浆基础上采用高效病毒灭活、胃蛋白酶消

化工艺条件优化、现代柱层析纯化等技术，通过系列生物反应最终完成产品生产。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自马匹采购开始即采取隔离筛查措施，并对原料血浆进

行了相关病原体的筛查并采取病毒灭活工艺等措施，但仍然存在因某些已知或者

未知人畜共患病原体未能及时彻底灭活，残留病原体未能及时检出，导致的产品

安全性风险。 

2、产品价格管制或者竞品竞争导致降价风险 

2015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家卫计委、人保部等多个部门发布《关于

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已取消绝大多数药

品的价格管制措施。 

未来，如果国家或地方有关部门出台针对本公司的抗蛇毒血清产品的限价政

策，导致该产品销售价格降低，或者因新参与者的竞品出现导致竞价性降价，公

司将因此面临业绩增长放缓或者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3、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公司的主要产品中抗蛇毒血清产品在国内尚无可竞争的同类或替代产品；马

破伤风免疫球蛋白面临来自同等治疗用途药品破伤风抗毒素、破伤风人免疫球蛋

白的竞争。 

2022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抗蛇毒血清和马破伤风免疫球蛋白

产品，未来如果公司抗蛇毒血清产品国内独家的地位被打破，或者马破伤风免疫

球蛋白面临的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将可能导致公司主要产品价格下降或市场占

有率降低，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4、生物免疫主体马匹供应风险 

公司抗蛇毒血清、马破伤风免疫球蛋白等主要产品的生产均基于经马体免疫

产生的血浆，符合生物免疫条件的适合马匹对保障公司正常生产和研发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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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2022 年，公司生产所需马匹主要采购自山丹县天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如

山丹县天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供应的马匹大批量存在检疫不合格问题，或者因

其他突发因素导致其突然终止与公司合作，公司可能面临短时间内无法找到大量

可替代马源，从而导致马匹供应短缺的风险。 

5、公司产品结构相对单一的风险 

公司目前主要收入和利润来源于抗蛇毒血清系列产品及马破伤风免疫球蛋

白的生产和销售，公司产品结构相对单一。公司现有产品品类相对较少，未来如

果抗蛇毒血清产品、马破伤风免疫球蛋白的销售规模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市场价

格下降，且公司新产品无法顺利推出，则将对公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6、市场推广进度低于预期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抗蛇毒血清、马破伤风免疫球蛋白产品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

市场份额，但相较潜在的市场空间而言仍存在增长可能性，未来仍有赖于公司加

大推广力度，增强推广效果。但如果公司在开展市场推广的活动过程中，出现不

利的外部环境因素或者推广力度不足，则将导致市场反馈不及预期，公司的产品

销量无法增长甚至下降，进而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7、产品被调出药品目录的风险 

公司的产品抗蛇毒血清、抗狂犬病血清已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抗蛇

毒血清、马破伤风免疫球蛋白、抗狂犬病血清产品已全部纳入了国家人社部颁发

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抗蛇毒血清和马破伤

风免疫球蛋白产品已纳入国家卫计委《急（抢）救药品直接挂网采购示范药品目

录》。 

目前公司产品满足上述药品目录的遴选原则，但如未来药品目录调整，公司

产品被调出相应药品目录，则将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8、马匹免疫失败的风险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料是马血浆，马匹需要经过复杂的长周期免疫过程以获得

合格的马血浆。但免疫过程受马体个体化差异、反应条件差异、免疫佐剂、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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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马匹饲养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马匹能否达到采浆条件及采浆后的血浆的

合格率存在波动，因此存在超免疫周期结束后效价无法达到进一步生产要求、免

疫失败的风险。若出现大规模马匹免疫失败的情形，可能造成一段时间内无法形

成免疫或采集合格血浆，将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财务风险 

1、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对公司未来业绩影响的风险 

公司存货的主要构成是自制半成品即马血浆，为保持合格血浆的正常供给，

满足生产运营保障需求，公司在 2022 年内对马血浆的储备量较大。针对不同自

制半成品的特征，公司制定了合理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 

公司在未来期间仍将继续执行 2022 年内的会计政策，如果公司存货余额持

续增长，尤其是自制半成品若由于公司使用效率下降等原因导致库龄延长，可能

出现存货积压、毁损、减值增加等情况，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2、长期股权投资减值风险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有赛远生物 22%股权，长期股权投资账面

价值为 1,734.82 万元。 

赛远生物主要业务为肿瘤免疫领域的生物药开发，主要产品尚处于临床试验

阶段，尚未开展商业化生产、销售业务，处于持续亏损状态。2022 年，公司根

据权益法核算对赛远生物的投资收益为-246.47 万元，对公司利润影响较大，若

赛远生物持续进行研发投入未能实现在研产品商业化，公司利润将持续受到不利

影响。 

赛远生物在研药物未来能否研发成功并获准上市具有不确定性，在研产品的

商业化前景存在不确定性，若赛远生物未来经营状况急剧恶化或在研药物研发进

展不达预期，公司对赛远生物的长期股权投资将面临减值风险，从而直接减少公

司的当期利润，对公司的资产情况和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3、税收优惠政策变化风险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2022 年度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 15%所得税的优惠

税率。若无法持续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复审，或现有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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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发生调整，公司不能持续享受减免及优惠税率政策，公司的经营业绩会受到不

利影响。 

4、募投项目实施研发支出大幅增加风险 

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金 2 亿元投入“特效新药及创新技术研发项目”，该项

目涉及多个在研新产品、现有产品技术升级以及工艺技术平台的研发投入，计划

实施周期较长。因公司研发费用资本化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后，如在满足开发阶段研发费用资本化条件前的研发费用大幅增加，将

可能在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5、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首发上市，公司的净资产随着募集资金到位而大幅

增加，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从开始实施至完成并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但固

定资产将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竣工投产而增加，由此产生的折旧将直接减少公司

的利润，导致公司将面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公司及子公司存在的其他违规事项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2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及数据如下：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 2021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174,221,005.91 208,693,627.46 -1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135,803.84 76,482,795.73 -1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693,930.62 69,513,945.85 -35.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913,773.25 92,288,488.20 -26.41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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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1,290,451.58 369,629,071.96 203.36 

总资产 1,163,066,774.97 402,891,055.95 188.68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2021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3 0.94 -32.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3 0.94 -32.9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44 0.86 -48.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7 23.08 减少16.21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4.79 20.98 减少16.19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8.87 12.34 减少3.47个百分点 

2022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的原因如下： 

1、营业收入较上年下降 16.52%，系因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在户外和野外作

业或活动中受伤的患者人群，2022 年度受外部环境影响，社会经济活动减少、

建设建筑工程停滞、居民外出活动减少等，直接影响了产品市场。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 16.14%，主要系营业收入

减少，以及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增加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 35.71%，主要系 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减少及非经常性损益（理财产品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26.41%，主要系营业收入

减少所致。 

4、2022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总资产较上年末分别增长

203.36%、188.68%，主要系当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和当年度

净利润所致。 

5、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32.98%、48.84%，系当年度净利润下降和发行股票股本增加以及理财产品收益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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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核心竞争力分析 

1、产品优势 

公司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在抗血清抗毒素相关急救药品的研发上积累了较

强的领先优势。 

公司生产的抗蝮蛇毒血清、抗五步蛇毒血清、抗银环蛇毒血清、抗眼镜蛇毒

血清产品为国内独家生产的特效抢救制品。马破伤风免疫球蛋白是破伤风抗毒素

（TAT）的升级产品，主要活性成份 F(ab')2 的含量更高，其副反应显著低于 TAT

产品。 

目前国内市场上的抗血清抗毒素产品，其制造方法及生产工艺经过了几代技

术的改进和更新，质量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公司致力于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改

进原生产工艺，成功开发了新一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毒素产品如马破伤风免

疫球蛋白和工艺升级后获得了国家药品补充申请注册批件的抗蝮蛇毒血清，生产

工艺技术升级，大幅度地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2、技术先创性优势 

公司是国内抗蛇毒血清和马破伤风免疫球蛋白的独家生产机构，并参与《中

国药典》中抗蛇毒血清以及马破伤风免疫球蛋白标准的制定，在抗血清抗毒素产

品研发、生产领域形成显著的技术先创性优势。 

公司所依托的核心技术经过多年规模化生产应用，在持续研发、生产过程中

不断优化和再创新。在抗血清研发和生产流程主要环节形成了毒素蛋白质组学研

究、抗原精制技术、免疫及单采浆技术、佐剂开发技术、高效病毒灭活技术、胃

蛋白酶消化工艺优化技术、现代柱层析纯化技术、抗毒素保护效价检测技术等核

心专有技术和专利技术，具备成功制备安全、有效、稳定的抗血清应急治疗药物

的能力。 

公司在抗血清抗毒素应急药物开发领域具备国内领先的研发生产能力，在获

得生物毒素致病原后，公司能够依托自身研发技术实力率先开展抗血清抗毒素产

品的研制和研制成功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大规模生产，以应对突发性的生物毒

素引起的公共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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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发优势 

为延伸和拓展企业核心能力，公司在原有抗血清抗毒素专业特长的基础上，

不断深化专业领域，经过不断投入和持续努力，多项研发项目正在积极开展中。

为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公司高度重视企业科技创新力的提升，持续科研投入，为

提升科技竞争优势奠定了基础，加强了技术储备，满足了企业发展的需要。 

除自主研发外，公司推进产学研合作。公司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

院等机构的合作研发，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提高竞争力、共同发展为目标，

与科研院所、高校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在合作研发、技术创新、企业创新人

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公司获批设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通过引进院士专家的研究成果和院士专家

对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战略指导，双方合作将学术成果进行转化，进一步优化了

公司的研发体系。 

4、市场先发优势 

公司通过多年深耕抗血清抗毒素产品领域，逐步建立了专业学术推广及市场

服务团队，通过学术推广和服务不断提升公司及公司独有产品的市场影响力，通

过与经销商、推广服务商等渠道合作伙伴一起对终端用户进行学术推广和售后服

务，形成了覆盖全国主要区域的营销网络，在抗蛇毒血清及马破伤风免疫球蛋白

市场具备市场推广的先发优势。 

（二）核心技术变化情况 

公司基于现有工艺不断进行自主创新研发，并经过长时间的规模化生产应

用，是在持续研发、生产过程中的不断优化和再创新。在抗血清抗毒素研发和生

产流程的主要环节，公司已具备成功制备安全、有效、稳定的应急治疗药物的核

心专有技术，包括： 

1、毒素蛋白质组学研究 

蛇毒是自然界成分最复杂、最浓缩的天然高效价毒素之一。毒液多为淡黄色

或乳白色半透明黏稠状液体，成分达 100 多种。每种蛇毒含有多种不同的毒性成

分，各种毒性成分在不同蛇毒中含量有较大差异，同种毒蛇的毒性组分可因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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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季节性、蛇龄等不同而异。蛇毒组分由酶、多肽、糖蛋白和金属离子等组

成，其中毒性蛋白质达数十种。 

公司通过毒素蛋白质组学研究平台，对毒素致病机理和有效抗原的解析，毒

性成分的定量定性分析，并建立模型协助开发有效的抗毒素药物。公司从事毒素

蛋白质组学研究采集我国的主要蛇种类的蛇毒以及胡蜂毒液等生物毒素，采取

2D 电泳结合质谱分析毒素抗原，有针对性的纯化方法获得高纯度毒素抗原。同

时，公司利用色谱技术，系统化地研究纯化的介质、缓冲液等参数，精细化分离

和制备这些混合物毒素物种中的毒素成分，确定主要毒素的有效抗原。 

2、抗原精制技术 

用于免疫的抗原的纯度、抗原活性等对成功制备高效价抗血清产品至关重

要。抗原制备过程中对毒素的灭活等处理一般会导致抗原活性降低。公司的抗原

精制技术能够保证抗原灭活去除其毒性又使其保持有较高的抗原性。对于混合物

抗原，其中有效成分含量较低，公司通过抗原精制技术进一步去除杂质，得到高

纯度的高活性的抗原。公司的抗原精制技术提高了免疫方案的高效性。 

3、佐剂开发技术 

除了高质量的抗原外，佐剂能够非特异性地改变或增强机体对抗原的特异性

免疫应答，能够诱发机体产生长期、高效的特异性免疫反应，同时又能减少免疫

物质的用量。佐剂一般分为免疫调节类和免疫递呈类，前者主要包括细菌蛋白和

细胞因子类，后者包括脂质体和油乳佐剂等。免疫佐剂的使用对最终效价高、治

疗效果好、副反应少的抗血清的制备非常重要。根据不同佐剂的特性，公司针对

性地开发不同增强免疫应答佐剂，从而产生高效价的抗体。 

4、免疫及单采浆技术 

通过多年研究生产经验，公司积累大量的研究和生产数据，进而为公司持续

的免疫方案改进提供支撑。公司的免疫技术根据公司建立的免疫技术数据库按照

不同参数设计最适合的免疫方案，优化免疫方法，根据不同抗原特性和佐剂组合，

在基础免疫和超免疫基础上，获得高滴度的抗体原料血浆，同时减少了原料血浆

批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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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采用单采浆血球回输技术保证了马匹的健康，同时提高了采浆量，血浆

的无菌性也得到充分的保证。 

5、高效病毒灭活技术 

为保障患者用药安全，进一步降低病源性病毒对公司产品的污染，公司提高

标准，研发了高效病毒灭活技术。应用高效病毒灭活技术，从血浆源头到生产各

工序进行了病毒灭活有效性的工艺验证，并通过有资质的专业从事病毒去除、灭

活工艺验证的第三方公司采用国际认定的标准进行病毒验证，从而确保了产品的

安全性。 

6、胃蛋白酶消化工艺优化 

胃蛋白酶消化反应步骤是抗血清生产的关键步骤之一，因抗血清/免疫球蛋

白的生产过程特点是反应条件比较苛刻，反应底物、酶、温度、酸碱度、反应时

间等稍许变化就可能影响最终产品的质量，因此传统生产工艺受到瓶颈限制。公

司对胃蛋白酶消化工艺进行持续优化和技术提升，通过对于消化过程中各种参数

变化的正交实验，获得用于抗血清/免疫球蛋白生产的优化条件，建立了数据模

型。公司通过工艺优化提高了每批质量，同时在每步骤生产环节进一步进行预试

验，以稳定批次间质量差异。 

7、现代柱层析纯化技术 

公司进一步提高工艺技术，通过对各步骤形成的在产品的成分分析结合现代

柱层析纯化研究，开发了基于现代柱层析的高水平纯化技术。公司通过将现代柱

层析纯化技术应用于抗血清抗毒素生产，使由异源蛋白引起的不良反应和血清病

的发生率大幅度下降。 

8、抗毒素保护效价检测技术 

在抗血清的生产过程中，每次免疫过程后均需要检测免疫结果。公司结合抗

毒素保护效价血清学检测技术和出凝血影响相关作用的药效学理论，建立了以抗

毒素保护效价动物检测为基础的抗毒素保护效价检测技术。公司以 WHO 推荐的

方法为基础，建立各类动物检测血清效价的平台。为了弥补动物检测方法所需要

时间长且花费较高的缺点，公司研发了适用的标准化酶联免疫法，通过体外效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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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部分代替体内效价检测法，及时、有效地监控抗毒素生产的各个阶段，

增强药品的可控性，提高血浆的利用率。基于蛇毒素中毒的出凝血影响相关作用

药效学考察，公司建立了对蛇毒的出凝血影响进行中和作用的药效学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2022 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情况 

2022 年度，公司研发投入 1,545.71 万元，较 2021 年度研发投入减少 40.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8.87%，与 2021 年度相比减少 3.47 个百分点。主

要系随着各研发项目的推进，开展的研究工作有所变化。抗蝰蛇毒血清、ATS-2、

ATS-8 等三个项目 2021 年开展临床 I 期及相关研究工作较多、2022 年尚未进入

临床 II 期；马破伤风免疫球蛋白新工艺、抗胡蜂毒血清等研发项目 2021 年研发

试制、临床前研究的研发投入较大，2022 年进入试制品稳定性研究阶段、各项

相关费用降低。 

（二）研发进展 

2022 年度，公司新申请 6 项发明专利。 

公司抗蝰蛇毒血清研发项目临床Ⅰ期试验报告于 2022 年上半年通过验收。

因该产品受试患者及临床研究开展的特殊性，加上外部环境因素，2022 年未进

入Ⅱ期临床研究。公司与临床研究中心开展了关于有效性的动物实验研究，为临

床Ⅱ期实验方案提供数据支持，同时提前开展了标准品、参考品、包材等有关试

验研究，为产品生产上市提前做好部分准备；撰写完成研发期间安全性更新报告

并提交。 

眼镜蛇毒快速诊断试剂研发项目已完成注册检验，启动了临床试验准备工

作。蝮蛇毒、五步蛇毒快速诊断试剂项目的实验室研制、抗狂犬病血清工艺改进

和抗胡蜂毒血清的临床前研究工作有序推进。 

军特药方面，ATS-2 和 ATS-8 项目临床 I 期主体研究已经完成，待合作方后

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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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新增业务进展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合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4 号）的批准，公司获准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706 万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33.03

元，公司收到募集资金总额为 89,379.18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0,886.82 万元，募

集资金净额为 78,492.36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3 月 4 日全部到位，并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3 月 4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2]9819 号）。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512.67 万元，募集资金

余额为 79,187.67 万元（包括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得的收益、利息收

入并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明细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9,379.18 

减：发行相关费用 10,265.68注 

减：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包括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1,512.67 

其中：特效新药及创新技术研发项目 569.08 

急（抢）救药物急救网络服务项目 943.59 

加：累计收回理财产品、定期存款及结构性存款收益、利息收入扣除手

续费净额 
1,586.84 

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79,187.67 

注：发行费用总额 10,886.82 万元，其中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先期支付金额 601.51 万元，

自有资金支付的印花税 19.63 万元，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支付的金额为 10,265.68 万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型 余额（万元） 备注 

交通银行上海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分行 

310069231013005408731 募集资金专户 16,954.90 活期 

310069231013005447257 募集资金专户 21,764.73 活期 

上海农商银行闸北支行 
50131000893250697 募集资金专户 135.63 活期 

50131000894150329 募集资金专户 137.37 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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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型 余额（万元） 备注 

上海银行浦东分行 
03004884808 募集资金专户 79.20 活期 

03004888161 募集资金专户 4.29 活期 

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大道支行 121908077810118 募集资金专户 3,025.69 活期 

平安银行上海南京西路支行 15836993566635 募集资金专户 85.88 活期 

合计 42,187.67 - 

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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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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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同时保荐

机构提醒公司按计划推进募投项目，对于募投项目最新进展及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时间、可能达不到预期收益的风险等事项及时充分提示。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

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起始 
日期 

任职终止 
日期 

直接持股数

量（万股） 
间接持股数

量（万股） 
合计持股数

量（万股） 
2022年末

持股占比 

1 赵爱仙 

实际控制人

之一、范志和

之妻、范铁炯

之母 

- - 3,684.80 - 3,684.80 34.05% 

2 范志和 
实际控制人

之一、董事长 
2021年 8月 2024年 8月 - 1,523.29 1,523.29 14.08% 

3 范铁炯 
实际控制人

之一、董事、

总经理 
2021年 8月 2024年 8月 - 1,016.01 1,016.01 9.39% 

4 何毅明 
董事、副总经

理、核心技术

人员 
2021年 8月 2024年 8月 14.00 5.00 19.00 0.18% 



16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起始 
日期 

任职终止 
日期 

直接持股数

量（万股） 
间接持股数

量（万股） 
合计持股数

量（万股） 
2022年末

持股占比 
5 许华胜 董事 2021年 8月 2024年 8月 - - - - 

6 石铁流 董事 2021年 8月 2024年 8月 - - - - 

7 周洁 董事 2021年 8月 2024年 8月 - - - - 

8 庄建伟 独立董事 2021年 8月 2024年 8月 - - - - 

9 章建康 独立董事 2021年 8月 2024年 8月 - - - - 

10 刘军岭 独立董事 2021年 8月 2024年 8月 - - - - 

11 邵良 监事会主席 2021年 8月 2024年 8月 - - - - 

12 金燕萍 监事 2021年 8月 2024年 8月 7.00 4.00 11.00 0.10% 

13 朱连忠 
职工代表监

事 
2021年 8月 2024年 8月 5.00 7.50 12.50 0.12% 

14 成琼 
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2021年 9月 2024年 8月 7.00 8.00 15.00 0.14% 

15 李绍阳 财务总监 
2022 年 12

月 
2024年 8月 - - - - 

16 张浩 总经理助理 2021年 9月 2024年 8月 7.00 7.50 14.50 0.13% 

17 张志平 
总经理助

理、核心技

术人员 
2021年 9月 2024年 8月 6.00 7.50 13.50 0.12% 

18 JIN XIA 

副总经理、首

席科学家、核

心技术人员

（离任） 

2021 年 11
月 

2022年 4月 - - - - 

19 史小月 
副总经理（离

任） 
2021年 9月 2022年 9月 - 8.00 8.00 0.07%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赛伦生物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均不存在减持股份的情形，上述人员持有赛伦生物

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及冻结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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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赛伦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代礼正                           毛秋亮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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