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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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必平”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保荐机构，负责安必平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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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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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与安必平签订

《保荐协议》，该协议明确了

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

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

所备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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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方式，了解安必平的业务

发展情况，对安必平开展持

续督导工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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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半年度安必平在持续

督导期间未发生按有关规定

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的

违法违规情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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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半年度安必平在持续

督导期间未发生重大违法违

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序

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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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

各项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

导安必平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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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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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督促安必平依照相

关规定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

制度，并严格执行，督导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

守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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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对安必平的内控制

度的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

行了核查，安必平的内控制

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

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

的规范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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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督促安必平严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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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对安必平的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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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半年度，安必平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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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半年度安必平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序

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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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半年度，安必平不存

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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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保荐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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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半年度，安必平未发

生前述情况 

15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自知道或

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

场检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涉嫌资金占用；

（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四）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

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五）资金往来或者

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六）本所或者保荐人认为

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3 年半年度，安必平不存

在前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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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产品单一、市场竞争激烈的风险 

公司现阶段核心产品为 LBP 系列产品及 PCR 系列产品。在 LBP 产品线，

“安必平”、“达诚”和“复安”三个品牌产品主要用于宫颈癌筛查；在 PCR 产

品线，目前公司仅有 HPV 荧光 18 型和 HPV 分型 28 型两种产品，品种较为单

一，且产品上市时间相对较早。上述两大产品线产品作为宫颈癌筛查和诊断的应

用产品，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50%以上，是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LBP 和 PCR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较高的情形仍将在短期内持续。 



另外，随着行业发展的逐渐成熟及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市场潜在的进入者

将增多，加之现有竞争对手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的不断提高，公司面临的市场竞

争程度不断提升，新的技术路线不断涌现。如未来 LBP 和 PCR 产品出现市场竞

争加剧、技术被迭代或淘汰、下游需求下降等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将会对公司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产品价格下降风险 

随着宫颈癌筛查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两癌”筛查政策的逐步实施，公司宫颈

癌系列产品将面临价格下降的风险。LBP试剂和PCR试剂的价格也均有所下降，

但下降幅度较小，未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国内体外诊断企业的快速发展使企业产品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行业内产品

价格下降成为目前体外诊断行业的普遍趋势。公司结合目前市场情况，拟在技术

储备、产品布局、质量控制、品牌推广、销售与服务网络等方面继续保持和提升，

以应对未来将面临的产品价格下行风险。 

（三）销售渠道风险 

公司采取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经

销商数量可能持续增加，虽然公司在日常经营中对经销商的能力和资质进行严格

审核，且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经销商拓展及管理经验，与主要经

销商亦建立了稳定的业务关系，但由于无法对经销商的实际运营进行直接控制，

存在因经销商销售或售后服务不当产生品牌声誉风险，致使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或主要经销商在未来经销活动中与公司的发展战略相违背，使双方不能保

持稳定和持续的合作，从而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四）新产品研发和注册风险 

体外诊断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技术更新迭代较快，能否不断研发出满

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是公司能否在行业竞争中持续保持领先并不断扩大优势的

关键因素。申请注册的体外诊断产品需经国家有关机构检测、临床试验（或临床

评价）、质量管理体系考核和注册审批，周期较长。若公司不能准确把握行业发

展方向、不能及时进行产品更新换代，或者新产品不能及时申请并通过注册，可



能造成公司研发的新产品不能及时投放市场，将会影响公司前期研发投入的回收

和未来收益的实现。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3 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3 年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3 年 1-6 月 上年同期数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210,953,929.96 242,525,206.00 -1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104,658.50 35,205,636.06 -4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64,636.59 31,705,039.55 -55.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448,615.64 11,935,274.07 -187.54 

主要会计数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

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41,515,685.66 1,228,605,285.24 1.05 

总资产 1,362,753,521.20 1,392,783,829.88 -2.16 

2023 年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1-

6 月 
上年同期

数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3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38 -5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5 0.34 -5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 2.90 -1.4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4 2.61 -1.4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5.64 12.90 2.74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分别同比下降 48.57%、55.95%，主要是原因是：一、2023 年上半年

业绩复苏较为缓慢；二、薪酬调整及人员增加，导致工资费用增加。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187.54%，主要原因是：预付的

材料款、合作开发费增加，薪酬调整及人员增加导致工资费用增加的影响；。 

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50.00%，主要因公司净利润下降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与行业其他竞争对手相比，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肿瘤筛查：提供宫颈癌筛查智能化整体解决方案 

中华医学会妇幼保健分会 2018 年编写发表的《子宫颈癌综合防控指南》指

出，细胞学检查和 HPV 检查是宫颈癌筛查的主要方式，建议筛查 HPV 阳性时首

选细胞学检查进一步分流，细胞学异常（不典型增生）时首选 HPV 检查进行分

流，因此细胞学检查和 HPV 检查均为不可或缺的宫颈癌筛查方法。 

公司已完整覆盖细胞学检查和 HPV 检查两大宫颈癌筛查方法，是国内少数

具有联检解决方案的公司，在病理科市场实践中受到临床医生推荐。在细胞病理

层面，公司的液基细胞学产品采用液基薄层细胞检测系统检测宫颈细胞并进行细

胞学诊断，与传统的宫颈刮片、巴氏涂片检查相比明显提高了标本的满意度及宫

颈异常细胞检出率。在分子病理层面，公司的 HPV 荧光 18 型可以一管扩增《人

乳头瘤病毒（HPV）核酸检测及基因分型试剂技术审查指导原则》规定的 HPV 型

别，自动化程度和敏感性显著提高，而 HPV 分型 28 型产品可以实现 28 种型别

分型检测，即在一次检测中，除判断是否感染 HPV 病毒外，还可直接得出所感

染的 HPV 病毒亚型，对于临床诊断和治疗具有积极意义。基于上述细胞学诊断

和分子诊断产品，公司较为完整地覆盖了主流的宫颈癌筛查技术，拥有宫颈癌筛

查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 

为了积极响应国家消除宫颈癌的战略目标，公司利用多年的技术积累，结合

在自动化、数字化方面的创新产品，于 2022 年开拓非临床的宫颈癌筛查市场中，

针对基层妇幼保健医院在落实国家宫颈癌筛查政策实际行动中遇到的困难，本着



更高效、实惠、可及的原则，公司开发出涵盖“细胞学试剂+制片设备+扫描仪+AI

判读”的宫颈癌筛查智能化整体解决方案，获得了基层医院的认可，并形成了以

整体解决方案为主、单项产品和服务灵活组合的销售方式，有望以点带面，推动

公司宫颈癌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扩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通过“细胞学试剂+制

片设备+扫描仪+AI 判读”的宫颈癌筛查智能化整体解决方案，突破了部分大三

甲医院市场，验证了公司市场策略的有效性，并在使用过程中获得了大三甲医院

的认可。 

（二）肿瘤诊断：提供细胞、分子、蛋白等多技术平台产品 

病理诊断作为肿瘤诊断的“金标准”，需要从形态、免疫、分子等多个层面

来对肿瘤的良恶性、亚型鉴别、靶向药物、预后判断等作出精准评估，方能对肿

瘤进行精准治疗。公司同时拥有细胞学诊断、免疫诊断和分子诊断等技术平台，

掌握液基细胞学（LBP）、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荧光原位杂交（FISH）和免

疫组织化学（IHC）等核心技术，在诊断技术的多样性和全面性方面，与同行业

其他企业相比均具有明显优势。依托于核心技术平台，公司已形成了覆盖宫颈癌、

乳腺癌、肺癌、淋巴瘤、白血病、软组织肿瘤等数十个癌种的 720 多种产品。 

随着对肿瘤发病机理的不断深入研究，肿瘤诊断和治疗相关的靶点不断出现

和更迭，公司可以快速根据新靶点、新需求进行产品开发，及时响应市场需求。

如在荧光原位杂交（FISH）产品领域，目前公司可以针对新的分子靶标设计和快

速合成相关荧光原位杂交（FISH）探针，实现个性化定制，及时满足客户需求。

客户使用公司 FISH 探针发表的文献累计 90 多篇，其中报告期内发表 20 多篇。

文章发表于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包括美国外科病理学杂志、中华病理学杂志等

专业病理学期刊。 

综上，基于公司围绕病理诊断领域的多技术平台，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可以满

足病理诊断的全方位市场需求，并快速延展自身产品线。 

（三）持续夯实研发实力，掌握核心技术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坚守研发创新的理念，高度重视研发能力，报告期内，

公司成立了蛋白技术研究院，建立了蛋白瞬转表达平台，将实现所有公司自主知



识产权蛋白原料的自产化，大大降低成本与供货周期；同时公司自研的高通量全

自动免疫组化染色机完成注册并已经上市销售，进一步丰富了产品线。公司与多

家药企形成伴随诊断合作关系，部分项目已完成注册检，准备进入临床阶段。  

公司已形成有效的技术创新机制，包括研发项目管理系统、研发人员绩效考

核体系、研发人员奖励惩罚制度等，使公司的研发工作严谨高效，保证公司技术

工艺水平不断地及时更新。 

公司先后参与国家科技部“863”计划项目 2 项、国家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

基金项目 1 项、省市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并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与此同

时，作为广东省病理诊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公司目前与国内数位病

理行业专家权威签订了特聘专家聘用协议书，设立工程技术委员会，并通过工程

中心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技术交流合作，提高承接国家及省市重大科技项目的

能力和公司科技创新能力。 

（四） 深耕病理科室 18 年，产品及服务得到广泛认可 

病理诊断需由具备资质和丰富经验的病理医师通过肉眼观察以及对组织形

态的判断而得出诊断结果，因此医院在选择产品时对其质量、服务等因素尤为关

注。公司通过直销和经销两种模式共同发展，建立了覆盖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的营销网络，为全国 2,200 余家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其中三级以上医院

1,100 余家、三甲医院 760 余家。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得到终端客户包括多家

国内权威医院广泛的认可。 

公司通过“爱病理”病理医生社区 APP 与“实视”实时镜下视野共享系统联

合使用，实现远程诊断和质控教学，不断完善病例讨论、线上咨询、远程读片等

功能，打造病理医生社区。借助“线上+线下”的推广模式，通过组织专家带头研

发病理诊断前沿技术，策划大量的学术活动、专家带教课程，帮助医生熟悉掌握

诊断技能的同时，不断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凭借较长的经营记录、良好的市

场口碑以及具有长时间优良临床应用效果的产品，公司获得了医院等客户的信任，

与其构建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一旦医院在接受并使用公司品牌产品后，其使

用忠诚度较高，客户粘度较强，将对其他竞争品牌形成一定的壁垒。经过多年的

发展，公司在行业内已建立起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口碑，具备较强的行业地位。 



（五）病理服务业务路径逐渐清晰 

公司利用自身强大的病理科行业资源及产品整体解决方案，开展面向各层级

医院、药企等客户的病理服务业务，打造产品加服务的双轮驱动盈利模式。公司

将病理科共建、病理能力提升服务作为核心业务之一，自 2020 年开始拓展该业

务，经过前期的探索，病理科建设的服务链条已基本打通，包括物资标准采购流

程、驻点技术人员培训与考核体系、项目开展、系统安装调试、远程诊断与质控

等。可以为基层医院、大医院提供包括医院病理科共建、区域病理中心共建、宫

颈癌筛查中心共建、病理科全科数字化共建等服务，已设立广州、湖南、重庆、

陕西共 4 家控股病理中心，报告期内，累计与全国 17 家基层病理科开展共建业

务。 

广州安必平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拥有 6 大核心病理检测平台，包括术中

冰冻检测、常规组织病理、细胞病理、免疫组化及特殊染色、远程会诊、分子病

理等，可为医疗机构提供近 600 项病理检测服务，同时配备了设备耗材供应支持、

日常操作培训、科室运营管理、客服支持等服务，可为重点临床专科发展提供支

持，协助各级医院提升临床诊疗水平。 

（六）病理+人工智能先发优势 

目前，我国病理诊断行业短板明显、空间广阔。与国外发达国家发展成熟的

病理诊断行业相比，国内病理诊断行业存在病理医师、技术人员稀缺，难以满足

临床需求，病理资源分布严重不均、影响分级诊疗改革进程，病理医师培养周期

漫长、人才流失严重等现象。为适应行业发展趋势，在国家大力支持科技产业发

展的背景下，公司正加紧技术创新步伐，致力于打造病理科的自动化、标准化、

数字化及智能化业务。以“四化”优势为着力点，研发“爱病理”病理医生社区

APP、“实视”实时镜下视野共享系统、病理科报告系统和数字切片管理系统以及

宫颈细胞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产品等，不断提高病理科诊断水平，巩固公司行业

地位，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公司积极布局研究新技术、新产品，储备公司发展新动能，持续投入较多研

发费用。2023 年上半年度，公司研发投入合计 3,299.98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为 15.64%，较上年同期增长 2.74%。其中费用化研发投入 2,793.63 万元，资本化

研发投入 506.35 万元，研发投入资本化比重为 15.34%。 

（二）研发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新获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备案证共 23 项。截止报告期末，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拥有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12 项，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8 项，一

类医疗器械备案证 707 项；累计获得过发明专利 18 项，实用新型专利 62 项，外

观设计专利 28 项，软件著作权 55 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47,903.57 万元，其

中 2023 年 1-6 月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3,857.87 万元。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8,326.99 万元，其

中募集资金账户结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余额为

284.99 万元，购买定期存款产品及理财产品余额 18, 042.00 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安必平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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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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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储存和专项

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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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不存在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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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6 月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股

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职务 

直接持股数

量（股） 

直接持

股比例

（%） 

间接持股

数量

（股） 

间接持

股比例

（%） 

合计持股

数量

（股） 

合计持

股占比

（%） 

2023 年

度 1-6
月的质

押、冻

结及减

持情况 

蔡向挺 
董事长、总

经理、核心

技术人员 
19,817,000 21.18 9,019,355 9.64 28,836,355 30.82 无 

陈吾科 
董事、核心

技术人员 
83,520 0.09 - - 83,520 0.09 无 

王海蛟 董事 70,000 0.07 9,225 0.01 79,225 0.08 无 

梁宗胜 董事 12,272 0.01 - - 12,272 0.01 无 

邓喆锋 董事 9,825 0.01 - - 9,825 0.01 无 

陈绍宇 
董事、核心

技术人员 
8,298 0.01 - - 8,298 0.01 无 

注：尾差是由于相关数据四舍五入造成的。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的情况，亦不存在诉讼纠

纷等其他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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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