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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募集

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募集说明书中

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对本公司发行证券申请予以注册，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对该

证券的投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

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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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募集说明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

义。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3 年 8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方案内容进

行了修订。本次发行尚需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

的决定。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范围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券交易所规定的

合格投资者，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法人、自

然人或其他机构投资者等。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二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

行对象；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所有发行对象均以人民币现金的方式并以相同

的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最终发行对象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通过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并经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

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国家法律、法规对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有新的规定，公司将按新的规定进行调整。 

三、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本次发行价

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八十（定价基准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

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

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将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通过北京证券交易所

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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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竞价结果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但不低于前述发行

底价。 

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3,080.00 万元，拟投入

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本次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实施主体 

药物研发项目 16,674.87 8,652.80 发行人 

其中：NL003III 期 12,312.53 4,290.46   发行人 

      NL005II 期临床补充

研究 
1,362.34   1,362.34  发行人 

      其他研发项目 3,000.00  3,000.00  发行人 

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 21,086.47 10,427.20 诺思兰德生物制药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 3,000.00 发行人 

偿还银行贷款 1,000.00 1,000.00 发行人 

总计 41,761.34 23,080.00  

注 1：药物研发项目中 NL003 项目在前次公开发行时已募集 7,021.00 万元；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发布

《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决定暂停 NL002 项目的开发，将 NL002 项目前

次公开募集资金中的 1,001.07 万元变更为 NL003 项目募集资金。 

注 2：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在前次公开发行时已募集 8,044.76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建设内容为 1#质检

楼（不含装修）、3#仓库（不含装修）、4#自研药车间（仅建设原液车间）及其附属工程。 

如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

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

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方式解决。 

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

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五、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

定，且不超过 30,000,000 股（含本数），若按照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数测算，占比 11.59%，最终发行数量未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00%，在前述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发行经过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通

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

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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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批复文件的要求予以调

整的，则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届时将相应调整。若公司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或因其他原

因导致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及本次发行价格发生调整的，则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及发行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

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七、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 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

次发行对象所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

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限售期结束后的股份转让将按届

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发行对象所认购股票的限售期及限售期届满

后转让股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八、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

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本人所持公司股票

限售事宜自愿、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一）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2023 年 9 月 27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目前持有的公司股票（因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解限售条件无法达成导致的公司回购注销除外），并于本次股票发行上市前向

北京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股票限售。承诺期内如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

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产生的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 

（二）本人承诺不因其职务变更而免除上述承诺的履行义务。如本人在任

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本人仍

继续遵守前述承诺。 

（三）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

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人因未履行

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如本人未将前述违规减



 

1-1-6 

持公司股份所得收益上交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

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本人将自愿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并依据监管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及金额赔偿因未履行赔偿而给公司或投

资者带来的损失。 

（四）若本次股票发行未能取得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则本承诺函自动失效。”  

十、董事会特别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募集说明书“第五节 关于本次发行

对公司影响”之“七、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有关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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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一、一般名词释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

司、诺思兰德 
指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募集说明书 指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说明书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指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行为 

前次公开发行 指 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 

诺思兰德生物制药 指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系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曾用名：北京诺思兰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医药科技） 

汇恩兰德 指 北京汇恩兰德制药有限公司，系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欧康维视 指 欧康维视生物（1477.HK）以及控制的企业 

人福医药 指 

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本文中指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

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武汉光谷人福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人

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许松山、许日山，两人系兄弟关系、一致行动人 

国家药监局 指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股东大会 指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交所 指 北京证券交易所 

报告期 指 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1-6月 

报告期各期末 指 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2月31日、2023年6月30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章程》 指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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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名词释义 

临床研究/临床试

验 
指 

指任何在人体（病人或健康志愿者）进行药物的系统性研究，

以证实或揭示试验药物的作用、不良反应及/或试验药物的吸

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目的是确定试验药物的疗效与安全

性 

CRO 指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的缩写，即医药行业合同研究

组织，为医药研发提供合同外包服务，外包服务内容主要包

括临床试验方案和病例报告表的设计和咨询，临床试验监查

工作，数据管理，统计分析等药品研发相关的专业外包服务 

GMP 指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的缩写，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NL002 指 注射用重组人改构白介素-11 

NL003 指 重组人肝细胞生长因子裸质粒注射液 

NL005 指 
注射用重组人胸腺素 β4，适应症为急性心肌梗死所致缺血再

灌注损伤 

NL005-1 指 
重组人胸腺 β4滴眼液，适应症为干眼症，为 NL005 的新适应

症开发项目 

NL005-2 指 
注射用重组人胸腺 β4，适应症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为

NL005 的新适应症开发项目 

NL201 指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a 

CGT 指 细胞和基因治疗 

CMO 指 

Contract Manufacture Organization 的缩写，即全球生物制药合

同生产，以合同定制形式为制药企业提供中间体、原料药、

制剂的生产以及包装等服务  

CDMO 指 

Contrac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的缩写，

即合同定制研发及生产组织，主要指药品生产或研发企业接

受医药企业的委托，提供化学或生物合成的药品工艺开发、

中间体制造、原料药研发和生产等服务 

NDA 指 New Drug Application，新药上市申请 

MAH 指 
Marketing Authorization Holder 的缩写，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 

外周动脉疾病

/PAD 
指 

Peripheral artery diseas，PAD 是因肢体动脉狭窄或闭塞而引起

的外周血管常见的、严重威胁健康的一类疾病，主要包括动

脉硬化性闭塞症（简称ASO）和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简称TAO） 

等由各种原因导致的下肢动脉狭窄或闭塞、血流灌注不足，

从而导致下肢间歇性跛行、疼痛、溃疡或坏疽等缺血表现的

一类疾病 

严重下肢缺血性疾

病/CLI 
指 

Critical limb ischemia，CLI 是外周动脉疾病终末期的严重表

现，可引起显著的死亡率升高、肢体丧失、疼痛以及生存质

量的降低 

肝细胞生长因子

/HGF 
指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是一种具有多生物学功能的蛋白类

生长因子，具有促血管生成、促肝再生、抗肝纤维化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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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功能 

急性心肌梗死/AMI 指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是在冠状动脉病变的基础上，发

生冠状动脉血供急剧减少或中断，使相应的心肌严重而持久

地急性缺血所致的部分心肌急性坏死。临床表现为胸痛，急

性循环功能障碍，反映心肌急性缺血、损伤和坏死一系列特

征性心电图演变以及血清心肌酶和心肌结构蛋白的变化 

心肌梗死所致缺血

再灌注损伤/MIRI 
指 

Myocardi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心肌梗死患者接受再灌

注治疗能有效减少心肌梗死面积，但恢复血流供应后还会因

氧化过激、钙离子超载、炎症反应等原因导致心肌细胞的二

次损伤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

治疗/PCI 
指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是指经心导管技术疏通狭

窄甚至闭塞的冠状动脉管腔，从而改善心肌的血流灌注的治

疗方法 

STEMI 指 

ST 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是指 ST 段抬高型

心肌梗死，具有典型的缺血性胸痛，持续超过 20 分钟，血清

心肌坏死标记物浓度升高并有动态演变，心电图具有典型的

ST 段抬高的一类急性心肌梗死 

创新药 指 含有新的结构、具有明确药理作用且具有临床价值的药品 

生物药 指 

也被称为生物制品（biologics），是指应用普通的或以基因工

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发酵工程等生物技术获得的微

生物、细胞及各种动物和人源组织和液体等生物材料制备的

用于人类疾病预防、治疗和诊断的药品 

药品注册批件 指 
国家药监局批准某药品生产企业生产某品种药物而颁发的法

定文件 

注：本募集说明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均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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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中文名称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eijing Northland Biotech Co.,Ltd. 

成立日期 
2004 年 6 月 3 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2008 年 6 月 16 日（股份有限公司设立） 

股本总额 258,767,903 元 

法定代表人 许松山 

股票简称和代码 诺思兰德；430047 

股票上市地 北京证券交易所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开拓路 5 号 A406 室 

联系电话 010-82890893 

传真号码 010-82890892 

网址 www.northland-bio.com 

电子信箱 gaojie@northland-bio.com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投资及资

产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销售生物制品；技

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委托生产药品、食品；零售

药品；批发药品；销售食品。（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2023 年 7 月，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完毕，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增加 104.97 万元 

二、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股本结构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为 257,718,203 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1,162,413 27.61 

其中：境内自然人持股 71,162,413 27.6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86,555,790 72.39 

其中：国有法人 170,200 0.07 

http://www.northland-b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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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771,857 7.67 

境内自然人 149,268,847 57.92 

境外自然人 63,955 0.02 

基金、理财产品 17,280,931 6.71 

三、股份总数 257,718,203 100.00 

注：有限售条件股份包括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的 60.20 万股限制性股票。 

（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股） 

限售股份数

量（股） 

1 许松山 境内自然人 14.19 36,566,730 27,442,548 

2 许日山 境内自然人 11.38 29,325,957 21,994,468 

3 聂李亚 境内自然人 6.86 17,675,951 13,261,964 

4 许成日 境内自然人 6.03 15,532,008 - 

5 李相哲 境内自然人 4.02 10,360,066 - 

6 马素永 境内自然人 3.64 9,373,650 7,030,238 

7 
武汉启迪东湖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1 5,700,000 -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积极成长一年定期开

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

品 
1.79 4,607,371 - 

9 沈超英 境内自然人 1.43 3,688,888 - 

10 
北京爱科时代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0 3,610,000 - 

合计 52.94 136,440,621 69,729,218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持有股权及控

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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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许松山、许

日山；许松山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持有公司 36,566,73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14.13%；许日山为公司董事，持有公司 29,325,95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11.33%；许松山和许日山为兄弟关系并于 2020 年 3 月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为一致行动人，两者共持有公司 65,892,68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5.46%，

为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三、产品或服务的主要内容、主要业务模式 

（一）公司产品或服务的主要内容 

发行人为创新型生物制药企业，主要产品为生物工程新药（基因治疗药物、

重组蛋白质类药物）和眼科药物，并依托自身技术平台提供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

生物工程新药为发行人重点开发的产品，但因其开发周期长、投入大，发行人同

步开发了滴眼液化学仿制药。该类药物资金投入小、周期短、资金回笼快，可为

生物工程新药的开发和公司持续运营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发行人充分利用现有

滴眼液生产技术和产能优势提供 CMO/CDMO 服务，以增加造血功能、缓解资金

压力。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正在研发 11 个生物工程新药对应 13 个适

应症，其中基因治疗药物 5 个、重组蛋白质类药物 6 个；2 项 III 期临床研究、1

项 II 期临床研究、其余多个创新项目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发行人在研产品功

能覆盖下肢缺血性疾病、急性心肌梗死所致缺血再灌注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肿瘤化疗导致的血小板减少症、2 型糖尿病、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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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友病、干眼症等多个治疗领域。发行人研发梯度合理，具有较高的成熟度；其

中多个药品在心血管疾病等治疗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眼科药物方面，发行人现阶段主要研发和生产抗菌、抗过敏、干眼症和抗青

光眼等适应症的滴眼液仿制药。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已通过 3 条眼

用制剂生产线 GMP 认证/检查，拥有 7 个眼科药物产品注册批件，盐酸奥洛他定

滴眼液中选国家第四批集采，玻璃酸钠滴眼液、酒石酸溴莫尼定滴眼液、盐酸莫

西沙星滴眼液等产品销售及 CMO/CDMO 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同时，公司紧随市

场需求，不断丰富和完善滴眼液仿制药产品线，拓宽产品应用领域，多个品种处

于注册评审、研发阶段。 

1、生物工程新药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生物工程新药产品处于研发阶段，其管线整体进

展情况如下： 

类

型 
在研产品 

注册

分类 
适应症 

临床

前 
I 期 II 期 III 期 

基

因

治

疗 

重组人肝细胞生长因

子裸质粒注射液

（NL003） 

1 类 

下肢

缺血

性疾

病 

缺血性溃疡         

静息痛         

间歇性跛行         

注射用重组人甲状旁

腺激素裸质粒（Y001） 
1 类 

绝经后妇女骨质疏

松症 

        

注射用重组人胰高血

糖素样肽-1 裸质粒

（Y002） 

1 类 2 型糖尿病 
        

重组发热伴血小板减

少综合征布尼亚病毒

DNA 疫苗注射液

（Y005） 

1 类 
预防发热伴血小板

减少综合征（SFTS） 
    

重组 PD-L1 抑制剂活

菌胶囊（NL006） 
1 类 结直肠癌     

重

组

蛋

白 

注射用重组人胸腺素

β4（NL005） 
1 类 

急性心肌梗死所致

缺血再灌注损伤 
        

重组人胸腺素 β4滴眼

液（NL005-1） 
干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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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在研产品 

注册

分类 
适应症 

临床

前 
I 期 II 期 III 期 

注射用重组人胸腺素

β4（NL005-2）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 

        

注射用重组人改构白 

介素-11（NL002） 
2 类 

肿瘤化疗导致的血

小板减少症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

子 VIII（NL202） 
3 类 

血友病 A 患者出血

的控制和预防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

子 VIIa（NL201） 
3 类 

血友病患者的出血

发作及预防 
        

注 1：NL003 适应症“间歇性跛行”可申请直接开展 II/III 期临床试验或待“缺血性溃疡”“静息痛”任一适应症通过新

药上市审批后，申请直接开展扩大适应症研究。 

公司已建立丰富研发管线，并在积极举措重点保障临床研究项目进度的同时，

持续完善技术平台与在研项目开发方案，不断提升研发管线成熟度。因此，基于

重点项目优先投入的原则，并结合试验难度及现阶段资金状况综合考虑后，公司

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发布《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募

投项目变更及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决定暂停 NL002 项目的

开发。经调整后，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临床阶段产品、本次募集资金

重点推进的临床前在研产品概况、研发进展、开发计划、产品优势/成果等情况

具体如下： 

（1）临床阶段产品 

1）重组人肝细胞生长因子裸质粒注射液 

药品名称 重组人肝细胞生长因子裸质粒注射液 

项目代号 NL003 

注册分类 治疗用生物制品 1 类 

剂型 注射液 

药物规格 2mg/1mL/瓶 

知识产权 
一类通过质粒载体介导的基因治疗重组载体（ZL201810371281.X）；

人肝细胞生长因子突变体及其应用（ZL201910010091.X） 

适应症 
严重下肢缺血性疾病（CLI），包括缺血性溃疡和静息痛，可进一步

开发间歇性跛行的下肢缺血性疾病适应症 

政府支持 
十一五、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G20 后备企业培育

项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重大高精尖成果产业化项目 

研发进展 
2008 年：I 期临床批文；2011 年：II 期临床批文；2017 年：III 期临

床批文，现正在开展 III 期临床试验，处于受试者入组阶段 

开发计划 计划 2023 年完成缺血性溃疡、静息痛两个适应症项目的全部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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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组，2024 年递交 NDA 

作用机理 

通过在缺血部位的局部肌肉注射 NL003，质粒转染横纹肌细胞并持

续表达和分泌具有促进血管生长作用的肝细胞生长因子 HGF 蛋白，

促进新生血管再生，在缺血部位形成侧支循环，建立“分子搭桥”

机制，增加缺血部位的血流供应，以达到治疗缺血性疾病的目的 

产品优势/成果 

a）从结构方面看，本品含有内含子序列，在高表达量的同时可表达

两个异构体，具有协同效应，产生更高的生物学活性；b）从安全性

方面看，本品采用局部肌肉注射，由于 HGF 蛋白的半衰期较短，因

此本品为局部表达，只能在给药部位表达 HGF，不影响其他组织细

胞，安全性高，并且临床前药代动力学试验和毒理学试验，I 期和

II 期临床试验研究证明了本品的安全性；c）从有效性方面看，II 期

临床试验中，通过 CLI 的疼痛完全消失率以及溃疡完全愈合率两项

有效性指标来看，治愈率较好；d）从项目成熟度方面看，本项目已

经建立 500L 生产规模工艺及完善的质量标准；且已进入 III 期临床

试验研究，成熟度好；e）与传统手术治疗比较，本品治疗方式简便，

病人依从性高 

2）注射用重组人胸腺素 β4 

药品名称 注射用重组人胸腺素 β4 

项目代号 NL005 

注册分类 治疗用生物制品 1 类 

剂型 冻干粉针 

药物规格 0.1mg/支 

知识产权 

授权专利：携带人胸腺素 β4基因的重组质粒（ZL200510105792.X），

胸腺素 β4衍生物及其应用（ZL200510103293.7），胸腺素 β4衍生

物及其应用（ZL200680025339.0），胸腺素 β4衍生物及其应用（韩

国）（KR10-0984635），胸腺素 β4衍生物及其应用（美国）（US7816321 

B2），胸腺素 β4衍生物及其应用（欧洲）（EP1908779），胸腺素

β4衍生物及其应用（日本）（JP5180074） 

适应症 急性心肌梗死所致缺血再灌注损伤（MIRI） 

政府支持 
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G20

工程创新研究项目、首都市民健康项目 

研发进展 

2015 年：I、II 期临床批文；2019 年：完成 I 期临床研究；2022 年

1 月，完成临床 IIa 期试验，现正在开展 IIb 期临床试验，本次 IIb

期临床试验处于统计分析及总结阶段 

开发计划 

计划根据 IIb 期初步统计分析及总结，从机理研究、定量药理学研

究、药效研究等方面，动物实验与补充临床试验的形式，进一步开

展探索 

作用机理 

NL005 采用静脉注射方式给药，重组人胸腺素 β4可通过血液循环

到达心脏的再灌注损伤部位，通过调控炎症、阻止心肌细胞凋亡、

缺血部位新生血管及组织修复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产品优势/成果 
a）本项目已进入 IIb 期临床研究阶段，较系统地完成了药学、药代

动物试验等临床前研究，并已完成人体 I 期、IIa 期临床试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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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前研究结果表明，NL005 对 MIRI 动物模型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且治疗效果优于对照药，并且临床使用剂量较低；I 期、IIa 期临床

试验结果表明，NL005 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且观察到初步

疗效；c）项目已建立稳定的中试制备工艺和完善的质量标准，具备

产业化的能力。目前批次生产规模为：发酵规模达到 100L，纯化每

批次处理 2.5kg 菌体，纯化收率＞1mg/g 湿菌体，收获＞2.5g 目的

蛋白，理论可制备成品约 25,000 支 

（2）本次募集资金重点推进的临床前在研产品 

公司始终将生物工程新药（基因治疗药物、重组蛋白质类药物）研发作为重

点发展方向，依托现有技术平台，围绕已有项目开展新适应症开发，并进行新的

药物筛查验证试验探索。基于此，公司以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为出发点，在考虑

项目成熟度的前提下，将注射用重组人胸腺素 β4的新适应症开发项目（NL005-1、

NL005-2）、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a 项目（NL201）作为本次募集资金重点

推进的临床前在研产品，上述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NL005-1、NL005-2 是公司基于 NL005 项目的生物学活性开展的新适应症开

发项目。胸腺素 β4 是人体内天然存在的一种小肽类物质，近年来为药物研究的

热点，已有研究证明胸腺素 β4 在促进创伤和角膜损愈合、心肌修复、促进组织

再生血管生成、促心外膜祖细胞分化、促进细胞迁移、抗细胞凋亡、调控炎症等

方面起到重要作用。NL005-1 的适应症为干眼症，已有研究表明胸腺素 β4 可用

于干眼症、神经营养性角膜炎等眼科疾病的治疗，公司 NL005-1 项目已完成处

方筛选并确定制剂处方，正在开展制剂工艺研究。NL005-2 适应症为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ARDS），鉴于 ARDS 发病机理的复杂性，采取多靶点治疗的综合措

施可能是降低 ARDS 高死亡率的主要途径，胸腺素 β4具有的多种生物学活性与

ARDS 的机理吻合度较高，理论上可从多个途径和环节对 ARDS 发挥调整和治

疗作用。公司 NL005-2 项目已完成一个肺损伤动物模型的药效学评价试验，表

明本品对该模型的肺损伤具有改善作用，目前正在启动第二个动物模型的药效学

研究。 

NL201 是依托公司现有哺乳动物细胞表达平台研发的项目，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a（FVIIa）的适应症为罕见病，主要用于血友病患者的出血发作及预防，FVIIa

是外源性凝血途径的重要分子，通过与组织因子结合，触发凝血酶原向凝血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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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凝血酶将纤维蛋白原转化为纤维蛋白，形成不溶性凝块，从而发挥止血的

作用。目前，除诺和诺德研发的 FVIIa（商品名为诺其）产品外，国内尚无其他

同类产品获批上市，且由于该药物制备工艺难度较大，目前已申报临床数量很少。

NL201 项目已完成工程菌的构建、筛选，并建立了规范的种子库，通过小试研究，

解决了生产工艺的关键技术和参数，尤其是解决了 FVIIa 制品重组表达量低和氧

化产物高的难题，已初步建立了 30L 生产工艺，正在进行质量研究，若本产品

研发成功，可为患者提供价格可以接受的高效血凝产品。 

2、眼科药物产品（化学仿制药）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已通过 3 条眼用制剂生产线 GMP 认证/

检查；已上市销售的眼科药物产品有“酒石酸溴莫尼定滴眼液”“玻璃酸钠滴眼

液（国药准字H20193204，该药品注册证于 2022年 7月完成向欧康维视的转让）” 

“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盐酸莫西沙星滴眼液”；已取得药品注册证可上市销

售的药品有“平衡盐溶液（供灌注用）”“玻璃酸钠滴眼液（0.1%，多剂量）”

“玻璃酸钠滴眼液（0.1%，单剂量）”“地夸磷索钠滴眼液（3%）”；待批的

药品有“酒石酸溴莫尼定滴眼液（化学药品 4 类）”。已上市销售的眼科药物产

品具体情况如下： 

1）酒石酸溴莫尼定滴眼液 

药品名称 酒石酸溴莫尼定滴眼液 

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20163241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剂型 眼用制剂 

药物规格 5ml:10mg 

适应症 用于降低开角型青光眼及高眼压症患者的眼压 

产品获批时间 2016 年 7 月 

作用机制 

酒石酸溴莫尼定是一种选择性的肾上腺素能 α2受体激动剂。本品具

有双重作用机制，既能通过抑制局部去甲肾上腺素释放、减少房水

生成同时又能促进房水经巩膜色素层吸收而实现降低眼内压的效

果。同时，本品还具有独特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保护作用 

产品特点 

本品防腐剂含量较低，长期使用更安全；“吹灌封”三合一全自动

无菌生产线生产，最大程度保证产品质量；独特的双重瓶盖开启系

统，用药剂量精确；本品属国家医保目录（2019 版）乙类品种 

2）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 

药品名称 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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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20203419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4 类 

剂型 眼用制剂 

药物规格 0.1%（5ml：5mg，以 C21H23NO3计） 

适应症 用于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体征和症状 

产品获批时间 2020 年 8 月 

作用机制 

奥洛他定是新型的组胺 H1 受体选择性拮抗剂，具有稳定肥大细胞、

抑制组胺释放的作用，属于双效抗过敏药物，能抑制 I 型速发型过

敏反应。奥洛他定抑制肥大细胞炎症介质的释放，并减少花生四烯

酸的释放，干扰磷脂酶 A2 活性，能抑制人体结膜上皮细胞分泌的

促炎因子活性，以减轻变态反应引起的血管通透性增加、炎性渗出

和水肿，缓解炎症反应。另外，奥洛他定对 α-肾上腺素能受体，多

巴胺受体，毒蕈碱 I 型和 II 型受体及 5-羟色胺受体亲和力较低，对

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无明显的不良反应 

产品特点 
本品疗效可靠、使用安全，临床上已经成为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首

选药物；本品属国家医保目录（2019 版）乙类品种 

3）盐酸莫西沙星滴眼液 

药品名称 盐酸莫西沙星滴眼液 

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20223332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4 类 

剂型 眼用制剂 

药物规格 5ml:25mg（0.5%，w/v）（按 C21H24FN3O4 计） 

适应症 用于治疗由敏感微生物引起的细菌性结膜炎 

产品获批时间 2022 年 5 月 25 日 

作用机制 

莫西沙星能够抑制拓扑异构酶 II（DNA 促旋酶）和 IV。拓扑异构

酶是控制 DNA 拓扑和在 DNA 复制、修复和转录中关键的酶；莫西

沙星是具有广谱活性和杀菌作用的 8-甲氧基氟喹诺酮类抗菌药。莫

西沙星在体外显示出对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厌氧菌、抗酸菌

和非典型微生物如支原体、衣原体和军团菌具有广谱抗菌活性。 

产品特点 

包括莫西沙星在内的喹诺酮类药物的作用机制不同于大环内酯类、

氨基糖苷类和四环素类抗菌素。莫西沙星和这些抗菌药间无交叉耐

药性。在全身应用的莫西沙星和一些其他喹诺酮类药物之间可以观

察到交叉耐药性。 

4）玻璃酸钠滴眼液（该药品注册证于 2022 年 7 月完成向欧康维视的转让） 

药品名称 玻璃酸钠滴眼液1
 

                         
1
2019 年 12 月 3 日，汇恩兰德与欧康维视签订《产品转让合作协议》，将玻璃酸钠滴眼液

的药品注册证、技术资料转让给欧康维视，转让费用为 2,500.00 万元。在药品注册证书完成

转让前，仍由汇恩兰德享有作为本产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享有和承担的法律法规规定的

权利和义务；过渡期内，欧康维视作为本品在全国范围内的独家总代理商，全权负责本产品

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市场推广和准入等工作。2022 年 7 月，汇恩兰德收到国家药品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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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20193204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剂型 眼用制剂 

药物规格 0.3%（0.8ml:2.4mg） 

适应症 用于干燥综合征、干眼综合征等内隐性疾病患者治疗 

产品获批时间 2019 年 7 月 

作用机制 

玻璃酸钠可与纤维连接蛋白结合，通过该作用促进上皮细胞的连接

和伸展。此外，由于其分子内可保有众多的水分子，因而具有保水

性 

产品特点 

本品不含防腐剂，使用安全；无菌制剂，采用“吹灌封”一体化无菌

自动生产线生产，最大程度保证产品质量，保证产品的无菌性；临

床上使用的大部分产品浓度为 0.1%，而本品玻璃酸钠含量为 0.3%，

经临床长期疗效观察，临床专家认为，高浓度的玻璃酸钠滴眼剂疗

效更佳；本品采用日抛型包装，使用和携带方便；本品属国家医保

目录（2019 版）乙类品种 

（二）公司主要业务模式 

1、研发模式 

（1）研发策略 

发行人根据医药产业国际发展趋势，把握国内疾病防治形势，以满足临床需

求为导向，以创新科技为支撑，对行业热点领域产品进行创新性研究开发。发行

人按照“生产一批、研发一批、构思一批”的研发思路，依托已建立并持续优化

和提升的六大核心技术平台和技术，以基因治疗药物和重组蛋白质类药物、眼科

用药为研发重点，以药品疗效为根本，采取多个项目并进的策略，深耕心血管疾

病、代谢性疾病、罕见病和眼科疾病等领域，旨在为疾病治疗提供安全、有效、

质量可控的临床可及药物。 

发行人在坚持自主研发的同时，通过共同研发、技术转让、股权投资、委托

试验等多种方式，与国内外一流药物研发机构、高等院校和医疗机构建立了长期

稳定的技术合作关系，通过积极整合内外部研发资源，完成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成

果的转化，达到开发成本、效率的优化。同时，发行人加强项目专利申报工作，

尽早形成全面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 

                                                                       

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完成药品注册证的转让；转让完成后，汇恩

兰德以 CMO 的方式，按照与欧康维视签订的协议规范生产和提供玻璃酸钠滴眼液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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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发机构 

发行人重视研发和创新，构建了完整的药物研发体系、专业的研发技术团队，

专门设立了研发中心对药物技术、质量、成药性、安全性、临床前与临床以及产

业化等进行开发研究。 

（3）研发流程 

生物工程新药研发流程如图所示： 

 

眼科药物产品（化学药）研发流程如图所示： 

 

2、采购模式 

为保障公司所需物资的正常供应，规范采购流程，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

效率，发行人制定了《采购管理制度》《招标管理制度》《供应商管理制度》《合

同管理制度》等，由运营管理部和药品事业部负责采购执行。采购部门严格按照

公司制度要求，依据各项试验研究计划、眼科药物产品销售计划和委托订单，结

合生产计划、实际库存情况等作出采购原材料品种、规格、数量等安排。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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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择供应商开始严把质量关，由采购部门、生产部门、质量部门、研发部门等

协商筛选供应商，对供应商进行综合考察后，选择实力雄厚、资质较好的生产企

业作为公司的长期供应商。公司采购的原材料，须经质量部门检测通过后方可入

库。 

 

3、生产模式 

发行人生物工程新药目前处于药物研发阶段，尚未开展商业化、规模化的生

产业务，临床试验所用的样品采取委托方式生产。发行人综合考虑受托生产方资

质、GMP认证、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生产环境、产品质量等因素确认受托生

产方，并委派专人参与和指导生产制备过程，确保产品品质；待发行人生物工程

新药产业化基地建成后，公司将逐步实现自产自销。 

眼科药物及受托加工产品由汇恩兰德生产部门根据销售计划、CMO/CDMO

订单，并综合安全库存制订生产计划、组织生产。目前汇恩兰德已建成“吹灌封”

全自动无菌滴眼剂生产车间，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GMP认证/检查；公司按照

现行GMP要求，在原材料处理、药品生产到产品包装的整个产品制造周期中严

格控制风险；在生产过程中遵循具体的操作规程、检验标准、过程控制以及相关

管理要求，对每批次原料、产品进行严格的质量检验，在确保质量检验合格、生

产过程合规，并完成所有记录和报告的审核批准后才能入库和对外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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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销售模式 

发行人自主研发的生物工程新药目前处于药物研发阶段，报告期未开展销售

业务。针对即将商业化的生物工程新药，发行人拟设立生物药物销售部门提前开

展商业化准备，积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和市场调研工作，制定有效的药品营销

策略和措施，适时组建专业化营销团队，开展市场准入、市场教育与学术推广活

动，形成药品销售、配送、学术推广、信息反馈的“四位一体”的销售模式，以

药品疗效为根本，积极开拓目标市场，最大限度地缩短药品商业化销售前的时间，

尽早实现药品销售快速扩大市场占有率。同时，发行人将根据我国生物医药市场

的特点、原研药物/同类药物及竞争对手的价格，综合考虑各品种的差异化竞争

优势、患者可及性、支付手段、医保合作以及药物经济学原则等多重因素，制定

具有竞争力的价格策略，在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的同时，实现最优的投资回报和

最大的社会效益，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打造有竞争力及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品牌。 

发行人滴眼液产品为处方药，属于必须凭执业医师的处方才可调配、购买和

使用的药品，公司通过参加全国各省市药品招标采购活动、学术推广活动等进行

推广，并通过具备资质的药品流通商将产品销售至医院、药店等终端，从而最终

销售给患者。鉴于公司现阶段可上市销售品种少、公司营销队伍尚未健全、对于

市场的掌控能力相对薄弱等情况，公司授予欧康维视境内独家总代理权，负责玻

璃酸钠滴眼液、酒石酸溴莫尼定滴眼液的市场推广工作2，公司授予青松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内独家总代理权，负责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盐酸莫西沙星滴

眼液的市场推广工作；同时，公司积极组建销售管理团队，学习和研究先进的营

销模式和成功经验，制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销售策略和实施方案，逐步建立有

效的药品销售体系，提高眼科用药品的销售业绩。 

                         
2
2019 年 12 月 3 日，汇恩兰德与欧康维视签订《产品转让合作协议》，将 0.3%单剂量玻璃

酸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193204）的药品注册证、技术资料转让给欧康维视。在药品注册

证书完成转让前，仍由汇恩兰德享有作为本产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享有和承担的法律法

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过渡期内，欧康维视作为本品在全国范围内的独家总代理商，全权负

责本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市场推广和准入等工作；2022 年 7 月，汇恩兰德收到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完成药品注册证的转让；转让完成

后，汇恩兰德以 CMO 的方式，按照与欧康维视签订的协议规范生产和提供玻璃酸钠滴眼液

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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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采用目前经营模式的原因、影响经营模式的关键因素及未来变化趋势 

公司目前采用的经营模式是公司在结合所处医药制造行业特点、自身以生物

工程新药（基因治疗药物、重组蛋白质类药物）研发作为重点发展方向的业务布

局、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综合考量后确定的，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管理

经验及科学的管理方式，形成了现有的采购、生产、销售及研发模式，符合自身

发展需要及行业特点。 

国家药品生产监管体制、医药流通管理体制、新药研发管理体制、药品招投

标采购管理制度、医药行业市场状况等是影响公司经营模式的关键因素。截至本

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已形成了独立、规范的符合生物医药产业特征的研发、

采购、生产体系，并将建立健全符合医药行业特征的销售体系；未来也将随着相

关制度、体制的变化而随之变化，确保公司经营模式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四、所处行业的主要特点及行业竞争情况 

发行人是一家创新型生物制药企业，专业从事基因治疗药物、重组蛋白质类

药物和眼科用药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公司属于医药制造业（C27）生物药品制品制造（C276）

之生物药品制造（C2761）。 

（一）发行人所处行业的主要特点 

1、行业市场情况 

医疗保健作为人类的基本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特征。随着全球经济发展、

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们的保健意识逐渐提升，医疗保健需求持续增长，从

而引领全球医药市场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2020 年

全球医药市场规模已达 1.30 万亿美元，在老龄化、社会医疗卫生支出和研发投

入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全球医药市场规模预计于 2025 年增长至 1.71 万亿美元，

于 2030 年进一步攀升至 2.11 万亿美元。 

全球医药市场由化学药和生物药两大板块组成，其中，生物药具有远高于化

学药市场的增速水平。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受生物药疗效增强、生物技术发展、



 

1-1-25 

研发投入以及生物药批准不断增加等因素驱动，预计全球生物药市场规模将由

2020年的 0.29万亿美元增长至 2025年的 0.53万亿美元，并于 2030 年增长至 0.80

万亿美元，生物药领域是全球医药市场的强劲增长动能。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居民收入长足稳定的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药品消费市场。在过去几年，中国医药市场保持着超过全球医

药市场的增速。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受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和预期寿命的提

高双重因素影响，我国老龄化速度远高于全球水平，2017-2021 年，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我国 65 岁以上人口从 1.6 亿人增长到 2.0 亿人，老龄人口占比从 11.4%

扩大至 14.2%。此外，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统计，2017-2021

年，中国的医疗卫生总支出从 5.3 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7.9 万亿元人民币；医药

研发投入也从 143 亿美元快速增长至 290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19.4%；2022

年中国药品市场总体规模达到 1.85 万亿元，预计总体保持增长趋势，2023 年进

一步增至 1.97 万亿元。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三胎政策”开放等问题促进

人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我国医药研发投入不断增加，医疗行业有望继

续保持稳定发展。 

中国生物药市场正迎来黄金发展阶段。2022 年 5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将生物医药产业位列四大重点发展领

域之首。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统计，中国生物药市场规模 2021 年已达 0.46 万亿元

人民币，预计到 2030 年将增长为 1.32 万亿元人民币，2022-2030 年（估计）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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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年增长率为 11.6%。政策的引领伴随着我国生物医药技术的不断发展、患者可

支付能力的提高、患者群体的增长以及医保覆盖范围的扩大，中国生物药市场发

展前景可观。  

2、发行人所处细分领域概览 

（1）基因治疗药物 

基因治疗（Gene therapy）是指将外源（正常或野生型）基因导入靶细胞，

以纠正或补充因基因缺陷和异常所引起的疾病，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目的的技术方

法。基因治疗的概念存在狭义和广义，狭义上来说，是指采用具有正常功能的基

因置换或增补患者体内具有缺陷的基因，从而实现疾病治疗的目的；广义上来说，

是指将某些遗传物质转移至患者体内，使其在体内表达，从而达到疾病治疗的目

的的新技术方法；此外，基因治疗还包括从 DNA 水平采取的治疗某些疾病的措

施和新技术。 

 

基因治疗发展历程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基因疗法已开始改善癌症和各种遗传性疾病患者的生活。

2012 年，欧洲首个载体类基因治疗药物 Glybera 获得批准，成为基因治疗领域的

里程碑。受益于 CGT 新药的持续上市与不断增加的治疗需求，全球 CGT 市场规

模具有良好发展前景。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截至 2021 年 6 月欧美已批准

14 个基因治疗药物，在 2021 年之后，全球 CGT 市场规模仍保持快速增长趋势，

预计 2025 年全球整体市场规模为 305.4 亿美元，2020-2025 年（估计）全球 CGT

市场复合年增长率为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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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CGT 行业经过前期的持续探索，已有新药陆续获批上市，截至 2022

年 6 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已批准的在售 CGT 药物有 4 个，其中

2 个为基因治疗药物。此外，根据 ASGCT 数据及华安证券研究所报告，截至 2022

年 7 月，美国和中国分别拥有 1201 个和 699 个 CGT 临床试验项目，远超其他国

家，我国的 CGT 新药研发进展在全球位于前列。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未来中

国 CGT 市场规模仍将保持快速增长趋势，预测于 2025 年整体市场规模达到 25.9

亿美元，2020-2025 年（估计）中国 CGT 市场复合年增长率为 276%。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2）重组蛋白质类药物细分领域概览 

重组蛋白质类药物指应用基因重组技术，获得连接有可以翻译成目的蛋白的

基因片段的重组载体，之后将其转入可以表达目的蛋白的宿主，从而表达特定的

重组蛋白分子，用于弥补机体由于先天基因缺陷或后天疾病等造成的体内相应功

能蛋白的缺失。常用的表达体系包括大肠杆菌表达体系、酵母表达体系、哺乳动

物细胞表达体系等。重组蛋白药物主要有多肽类激素、细胞因子、血浆蛋白因子、

重组酶及融合蛋白等类别。 

20 世纪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开启了重组蛋白药物光辉璀璨的发展历史，重

组蛋白类药物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造“工程菌”或“工程细胞”，使其批

量表达出人体功能蛋白或其突变体，用于弥补机体由于先天基因缺陷或后天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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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造成的体内相应功能蛋白的缺失。20 世纪 90 年代是重组蛋白类药物的黄金年

代，1982 年第一个重组蛋白类药物——重组人胰岛素上市，随后又有重组人生

长激素以及各种重组人细胞因子类等重要药物相继上市，这些重组蛋白药物的研

发上市推动了生物药高速发展。 

随着国内生物制药行业的蓬勃发展，重组蛋白市场发展势头良好。根据弗若

斯特沙利文报告，2015-2020 年全球重组蛋白市场年复合增长率为 9%，而中国

重组蛋白市场年复合增长率为 23.3%，增速远超同期全球市场。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3）眼科药物行业概览 

中国眼科药物市场正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市场空间广阔。据弗若斯特沙利文

统计，2016-2020 年，中国眼科药物的市场规模由 151 亿人民币增长至 188 亿人

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 5.7%。在电子产品的广泛应用、生活方式转变以及人口

老龄化等因素的叠加下，我国眼科疾病的治疗需求日趋旺盛，用药市场不断扩大。

同时，在眼科医疗行业相关利好政策、资本持续助力、创新技术开发等引领下，

弗若斯特沙利文预计，中国眼科药物市场规模将于 2025 年达到 440 亿人民币，

于 2030 年攀升至 1,084 亿人民币，预计未来中国眼科药物市场规模增速将超过

同期全球眼科药物市场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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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3、行业发展趋势 

（1）行业监管体制趋于严格 

随着我国药品监管部门成为 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正式成员

以及一系列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修订实施，药品行业呈现出越来越严格的监管

要求，对于药品生产企业在药品研发、药品生产及质量管控等方面的标准进一步

提高，这将有利于提高药品质量安全水平，促进行业有序竞争和优胜劣汰，提高

行业门槛。 

（2）“原料药、制剂”一体化 

原料药是用于生产各类制剂的原料药物，是制剂中的有效成分。原料药的生

产除需要具备生产许可外，也需要具备产品批准文号。因此，制剂制造企业需要

向具备对应原料药生产批文的企业进行原料药采购，一旦原料药供应商停止向其

提供产品，将会对制剂制造企业的产品生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尤其对于独家许

可生产的原料药品种，制剂制造企业只能够放弃该产品的生产。鉴于上述原因，

以及随着医药行业竞争的逐步深化，各企业逐步开始积极部署“原料药、制剂”

一体化生产，既保证了原料的稳定供应，也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成熟的一体

化经营模式，可以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回报。 

（3）医药产品研发创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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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产品研发投入较大、研发周期较长，因此多数企业选择生产仿制药，以

快速实现经济效益，目前仿制药占我国药品生产的比重在 95%以上。与仿制药相

对应的是具有专利保护的创新性新药（即原研药）。随着国内部分企业资金实力

的不断提升及研发创新能力的持续增强，其通过自主开发或与外部专业机构合作

开发的方式，积极对创新性新药进行研究开发，部分产品通过临床试验得到广泛

验证，产品上市后得到市场广泛认可。同时，根据《中国医疗保险》新闻发布会

内容，集采“以量换价”效果明显，其中“中选仿制药”价格下降最为显著。未

来，仿制药盈利空间的压缩将迫使更多医药生产企业进行新药的研发，随着国内

医药制造企业技术能力的持续提高，我国创新性新药的数量和种类将会进一步增

加，行业将呈现产品研发创新化趋势。 

（4）技术不断提升，生产工艺向集成化、简单化、自动化方向发展 

生物药行业核心技术的发展趋势是将现代生物学技术，包括基因工程、发酵

工程、细胞工程和蛋白质工程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医药行业，构建高效表达基因工

程菌/工程细胞株，实现基因工程菌/工程细胞株的高密度、高表达、高活性发酵

培养工艺，简化生产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升级，提高技术标准。生产工艺向集成

化、简单化、自动化方向发展，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治疗效果向靶向、

长效方向发展，逐步降低药物的副作用，提高疗效，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5）药品市场推广规范化 

药店和医院是医药产品销售的终端，一定程度能够影响购买者的消费选择。

因此，部分医药制造企业为扩大自有产品销量，抢占市场份额，往往通过销售提

成的方式，提升药店及医院药房推广本企业产品的意愿，从而影响行业的正当竞

争。随着国内部分企业新药研发水平的提升，消费者对医药产品知识的不断丰富，

以及我国医疗保险覆盖药品及人群的逐步扩大，消费者能够一定程度根据自身症

状对药品做出选择，减少药店及医院药房以销售提成为目的的产品销售。“两票

制”的实施、药品带量采购以及 DRGs（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逐步在国内的推

广，将共同促进药品市场推广规范化。 

4、行业主要特点 

（1）行业的技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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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研发上市需要经过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新药审批、试生产、大规模

生产等环节，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由于事关人民生命安全，医药产品的

生产需要符合严格的技术标准，对生产设备、工艺流程的要求都较高，任何一环

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项目。因此，医药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

人才密集型行业。生物药从研发到成果转化有着很多环节，特别是基因治疗、重

组蛋白质类治疗产品每个环节都有繁琐的审批程序，加上产品培养与市场开发难

度较大，因此相对传统药物，其开发周期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产品从研究阶段

到投向市场期间面临着成本高、周期长、失败率大等诸多风险，这也导致其市场

价格相对传统药物较高，对患者依从度造成较大影响。但伴随着我国医疗体系健

全，基因治疗产品可以尽早的进入医保报销范围，这将保证更多的患者得到基因

治疗产品针对性的治愈。 

（2）行业的周期性、区域性和季节性特点 

与整体医药行业相同，作为需求刚性特征最为明显的行业之一，基因治疗产

品、重组蛋白质类治疗药物和眼科药物市场基本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

区域性方面，基因治疗产品、重组蛋白质类治疗药物使用患者在中国并没有明显

的区域性分布特点，但对于价格较高的生物药来说，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健康意

识更强、收入水平更高、对药品的需求更大、医保可负担范围更广，因此一般更

集中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由于数码产品长时间的使用会对眼部健康造成影响，

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数码产品覆盖率更高，因此眼科用药的销售更集中于

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3）行业特有的经营模式 

1）严格的生产和经营模式 

由于药品涉及到公众的生命安全，其生产受到药品管理部门的严格监管。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企业须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

发给《药品生产许可证》。在企业进行药品生产前，需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进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完成后提交药品注册申请并经审批通过发给药品注册批

件；符合国家新药证书核发许可条件的药品，发给《新药证书》。同时，药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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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必须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组织实施生产。药品的流通与

销售也受到严格的监管，需严格按照《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组织实施。 

2）MAH 模式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制度是国际较为通行的药品上市、审批制度，

是一项与世界接轨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捆绑”管理模式下出现的问

题，从源头上抑制药企低水平重复建设，提高新药研发的积极性，促进委托生产

的发展，推进我国医药产业快速发展。MAH 制度的核心是将药品上市许可与药

品生产许可分离，让医药市场各要素灵活流动，对医药研发外包的影响尤为显著。 

3）研发外包模式 

随着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医药企业的研发活动正在从研发全球化

阶段向研发外包转变，医药外包组织已经贯穿到药品生命周期的全流程。根据前

瞻产业研究院报告，制药研发外包可分为两类：合同研究服务(CRO)、合同生产

服务/合同开发生产服务（CMO/CDMO），CMO/CDMO 行业主要提供产品生产

时所需要的工艺开发、配方开发、临床用药、化学或生物合成的原料药生产、中

间体制造制剂生产及包装等，服务于下游制药公司。CRO 的工作可以覆盖新药

研发及试验的各个环节，按照覆盖的药物研发环节的不同，CRO 又可以分为临

床前 CRO 和临床 CRO。CRO 和 CMO 相对于企业内部完成研发生产等环节来说，

其主要的优势在于可以节省研发成本，缩短研发周期，并充分利用资源，从而提

高研发效率。 

4）“两票制”下流通模式 

我国“两票制”制度下，形成了药品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

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的药品流通模式。该种模式能有效减少药品流通环节，

提高流通效率，降低药品虚高价格；加强药品监管，实现质量、价格可追溯；减

少药品流通环节，净化流通环境，打击非法挂靠、商业贿赂、偷逃税款等行为；

并且促使相关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提高行业集中度，促进产业发展。 

5）“带量采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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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采购药品时，通常采用集中采购的方式，近几年更是采用了“带量采购”

的采购模式。带量采购的核心是以量换价。在试点地区公立医疗机构报送的采购

量基础上，按照试点地区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年度药品总用量的 60%-70%估算采

购总量，进行带量采购，量价挂钩、以量换价，形成药品集中采购价格，试点城

市公立医疗机构或其代表根据上述采购价格与生产企业签订带量购销合同。剩余

用量，各公立医疗机构仍可采购省级药品集中采购的其他价格适宜的挂网品种。

从宏观来说，一致性评价叠加带量采购政策，整个医药行业高定价、高毛利、高

费用、高回扣，大量代表密集覆盖的推广模式即将终结。 

（二）发行人主要竞争优势 

1、深耕行业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药物研发经验并掌握了多项核心技术 

发行人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基因治疗药物、重组蛋白质类药物和眼科用

药的开拓，积累了丰富的药物研发经验，自主建立了六大核心技术平台，掌握了

基因载体构建、工程菌构建、微生物表达、哺乳动物细胞表达、生物制剂生产工

艺及其规模化生产技术以及眼科药物开发的核心技术。 

（1）发行人构建的 PCK 基因载体属于非病毒性载体，可在真核细胞内有效

表达目的基因，且在大肠杆菌中易于大量复制，具有表达率高、表达时间较长、

制备容易、无过敏源等优点，免疫原性和毒性低、安全性高。（2）发行人裸质

粒基因治疗药物制备培养规模达 500L，达到了规模化生产要求。（3）发行人利

用重组融合蛋白技术，成功表达和纯化了不同类型的融合蛋白，最终获得目的蛋

白，解决了目的蛋白低的生产技术难点。（4）发行人“高密度发酵-超滤-层析”

的生物大分子生产技术，具有工艺简单、产率高、成本低、兼容性大等优点，已

成功应用于公司开发的新药项目。（5）发行人通过对天然结构的胸腺素 β4进行

改构，创造性地发明了具有更高生物活性和使用价值的天然 β4 突变体，实验表

明其心梗的使用剂量降低，可明显提高临床使用的方便性，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6）发行人通过对工艺的提升和优化，建立了高效的发酵、纯化、

制剂工艺，具有易控制、产量高、流程简单的特点；通过规模工艺放大，可实现

产业化生产。（7）发行人掌握了“吹灌封”一体化无菌自动化生产工艺，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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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生产单剂量、多剂量滴眼液生产线，现已通过 GMP 认证/检查。此外，发行人

建立了严格的制备规程和质量标准，生产质量可靠而稳定。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已取得 29 项授权专利，其中境内授权发

明专利 17 项、外观设计 1 项、实用新型 6 项，境外授权专利 5 项；发行人先后

承担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课题 8 项、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课题 1

项以及多项省级和区级课题；“获得高效重组蛋白衍生物的方法和生产工艺”荣

获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全国商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重组人胸腺素β

4 衍生物及其应用”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发行人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曾荣获

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具备科技创新能力和坚实的科研基础，被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为“北京市科技研发机构”“北京市裸质粒工程技术

中心”和“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2、在研管线丰富，实现多个疾病治疗领域的突破 

发行人充分发挥在基因载体构建、工程菌构建、微生物表达、生物纯化等方

面的技术优势以及“吹灌封”全自动无菌滴眼液生产线的技术和产能优势，在基

因治疗药物、重组蛋白质类药物和眼科用药领域，形成了合理的产品结构和产品

链。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在研 11个生物工程新药对应 13个适应症，

其中基因治疗药物 5 个、重组蛋白质类药物 6 个。公司核心药物已进入商业化前

期，计划 2025 年后陆续推进新药的上市销售；公司多个药品在心血管疾病等领

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差异化的产品管线拥有独特的竞争力。 

3、优秀的研发及管理团队，具有持续研究和创新的能力 

发行人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注重多学科专业人员协同进行技术探索

与创新，通过自主培养和引进人才，不断提升团队的竞争力和经营能力。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发行人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研发及管理团队，涵盖研发、临床、注

册、生产、质量管理、知识产权、资本运营、企业管理等方面，具有坚实的专业

知识和多样化的专业技能。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共有研发人员 53 人，

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32.12%，公司共有博士 5 人，硕士 24 人，公司的研发技术团

队结构合理，分工明确，是奠定公司技术实力的基石。公司管理团队具有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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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科研、生产管理和资本运作经验，且忠诚度较高，为公司经营决策的及时性

及有效性及稳定运营提供了重要保障。 

4、集聚广泛的合作资源，为研发项目提供技术保障 

发行人聚焦于生物工程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建立了完善的技术合作机制和

临床研发网络，与国内外一流药物研发机构、高等院校和医疗机构建立了长期稳

定的技术合作关系，能及时跟踪生物技术的国际发展方向和动态，积极引进先进

技术和标准，保证公司药物研发的技术水平并符合药物研发国际规范。 

通过 NL003、NL005 等临床阶段研发项目，公司目前已与 40 余家医疗机构

建立了合作关系，借助合作机构较强的研究项目管理能力、先进的临床前试验基

础设施以及临床试验的技术和经验等，为公司在研产品的高质量运行和技术成果

的转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合作机构也可为公司后续新药研发提供药品基础

性、应用性研究，可持续为公司提供资源平台支持。发行人有效地整合了内外部

资源，降低了研发前期大量的固定投入，同时确保了研发项目的顺利开展和产业

化，实现了新产品开发成本和开发效率的平衡，为公司持续创新提供技术支持。 

（三）发行人主要产品市场竞争情况 

1、重组人肝细胞生长因子裸质粒注射液（NL003） 

（1）主要产品简介 

NL003 是公司研发的处于临床 III 期研究阶段的裸质粒基因治疗产品，主要

开发适应症为严重下肢缺血性疾病（Critical limb ischemia，CLI），包括静息痛

和溃疡，也可进一步开发间歇性跛行的下肢缺血性疾病适应症。通过在缺血部位

的局部肌肉注射本品，质粒转染横纹肌细胞并持续表达和分泌具有血管生长作用

的肝细胞生长因子 HGF 蛋白3，促进新生血管再生，在缺血部位形成侧支循环，

建立“分子搭桥”机制，增加缺血部位的血流供应，以达到治疗缺血性疾病的目

的。 

                         
3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是一种具有多生物学功能的蛋白类生长因

子，具有促血管生成、促肝再生、抗肝纤维化等多种生物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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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003 治疗 CLI 作用机理 

（2）市场需求 

在外周动脉疾病（Peripheral artery diseas，PAD）中，下肢缺血性疾病在临

床上最为常见，是由各种原因导致的下肢动脉狭窄或闭塞、血流灌注不足，从而

导致下肢间歇性跛行、疼痛、溃疡或坏疽等缺血表现的一类疾病。 

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2021 年中国 PAD 患者已达 5,187.20 万人，随着年

龄增长，发生外周动脉疾病的风险在逐渐增加，在中国老龄化进程等因素影响下，

未来外周动脉疾病的患病人数仍将持续增加，预计 2025 年患病人数增长至

5,656.26 万人，2030 年进一步增长至 6,230.44 万人。 

 
数据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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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是下肢 PAD 进展至最为严重的缺血阶段，在临床症状上主要以腿部和

脚部静息痛、溃疡及坏疽为主，随疾病的进展，感染、溃疡和坏疽逐渐恶化，严

重者需要进行截肢，给患者和社会造成极大的负担。《Stem Cells International》

文献表明，在 PAD 患者中，10%-20%的患者可发展为 CLI
4，我国 CLI 患病率尚

无公开数据报道。据 Sage Group 分析，2017 年我国 4,200-6,000 万 PAD 患者中，

560-630 万人患有 CLI
5，以此折算 PAD 患者中 CLI 患病率约为 9.33%-15%。结

合《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2022 年 8 月第 29 卷）文献总结，约 10%的

PAD 患者甚至进一步发展为 CLI，临床表现为静息痛、溃疡或者坏疽。因此，

采取 PAD 患者中 10%发展为 CLI 的合理患病率推测，2025 年我国 CLI 患者人数

可达 566 万人。 

（3）竞争情况 

目前，国内尚无针对 CLI 药物治疗市场相关数据，且我国尚无 CLI 的有效

治愈药物，临床应用药物主要为控制疾病危险因素和疾病症状的药物，如抗血小

板和抗凝药物、降压药、降糖药等，其临床应用药物中，针对 CLI 治疗的药物

市场难以统计。 

全球范围内，仅有一款同类型产品获批用于 CLI 的溃疡治疗，即为 AnGes

研发的 Beperminogeneperplasmid（商品名 Collategene®）。该药物是 AnGes 研

发生产的全球第一个用于 CLI 治疗的基因治疗产品，于 2019 年 3 月获得日本医

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PMDA）有条件批准上市，根据 Anges 公告，

Collategene®正式上市批准前仅用于“在标准药物治疗不足且难以进行血运重

建的慢性动脉闭塞患者的溃疡治疗”。按照所附条件规定，Collategene®附条

件批准上市后到获得正式上市批准期间仅可在日本符合具体条件的少数医院使

用，且所有用药患者均需纳入正式批准的再评价范围，即在附条件限期内，

Collategene®的使用范围及受试者要求较严格，并且该期限内产品投放市场主

                         
4
 Baocheng X , Houlong L , Yusheng Z , et al. Autologous Stem Cell Therapy in Criti-cal Limb 

Ischemia: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 Stem Cells In-terna-tional, 2018, 

2018:1-12. 

德国血管学协会. 周围动脉疾病诊断和治疗指南. 2011. 
5

https://vascularnews.com/new-analysis-suggests-peripheral-artery-disease-affects-42-60-million-

chinese-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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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完成补充试验进行上市条件评价（上市条件评价目标例数：本品组 120 例、

对照组 80 例）为目的，尚未实现大范围的商业化销售。AnGes 已按上市批准条

件评价的目标病例数完成补充研究，并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提交了面向条件解

除的批准申请，前尚未获得批准。Anges 已将该产品在日本的独家销售权授予

田边三菱制药株式会社，双方未就具体转让金额及利益分配方式进行公布，暂

无法获知该药品的终端销售规模。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Collategene®产品

尚未在中国进行注册申报。人福医药正在研发的重组质粒-肝细胞生长因子注射

液为 NL003 的主要竞品，目前与 NL003 同处于 III 期临床研究阶段。 

（4）上市计划 

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注册核查工作程序（试行）》等规定，临

床试验结束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后，需经

形式审查、材料补正（或有）、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审评（药品注册核查、药品注

册检验可同步开展并在审评时限届满四十日前完成）、相关行政许可证件颁发等

步骤。根据米内网药品评审数据库、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披露信息，

2022 年获批上市销售的 1 类生物创新药审批周期为 9-19 个月。虽然生物创新药

产业化项目尚未建设完成，但公司已经委托江苏耀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苏耀海”）作为 NL003 的受托生产厂商，江苏耀海现持有药品生产许可

证，如公司 NL003 项目在 2023-2024 年完成病例入组并提交 NDA，有望 2025

年取得药品注册批件。根据现行规定，在进行药品注册核查时可同步开展 GMP

检查，减少了上市批准后再进行 GMP 检查的环节，药品取得注册批件后即可组

织委托生产并上市销售。 

2、注射用重组人胸腺素 β4（NL005） 

（1）产品简介 

NL005 是发行人处于临床 II 期研究阶段的重组蛋白药物，主要用于治疗急

性心肌梗死缺血再灌注损伤（MIRI）。NL005 采用静脉注射方式给药，重组人

胸腺素 β4 可通过血液循环到达心脏的再灌注损伤部位，通过调控炎症、阻止心

肌细胞凋亡、缺血部位新生血管及组织修复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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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005 药物作用机理 

（2）市场需求 

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是在冠状动脉病变的基

础上，发生冠状动脉血供急剧减少或中断，使相应的心肌严重而持久地急性缺血

所致的部分心肌急性坏死。临床表现为胸痛，急性循环功能障碍，反映心肌急性

缺血、损伤和坏死的一系列特征性心电图演变以及血清心肌酶和心肌结构蛋白的

变化6。 

国内心肌梗死的主要措施有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静脉溶栓治疗、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CABG）等再灌注疗法。当 AMI 的心肌组织再次得到

血液灌注后其结构和功能能够得到恢复，患者的病情可以得到缓解，但在临床中

发现很多患者在恢复血液灌注后，其器官和组织的功能不但没有得到恢复，反而

引起更加严重的损伤，包括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原有的梗死面积扩大、心室功

能低下加重等表现。这种在缺血基础上恢复血液灌注后组织损伤反而加重，甚至

发生不可逆性损伤的现象称为急性心肌梗死缺血再灌注损伤（Myocardi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MIRI）。 

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统计，2016-2020 年中国 PCI 手术量由 666.5 千台上

升至 1,058.7 千台，复合年增长率为 12.26%。在人均寿命延长、居民医疗卫生支

出增长、医疗技术日渐提升等驱动因素作用下，PCI 手术量将保持增长态势。沙

                         
6陈灏珠.实用内科学，第 12 版[M].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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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文分析，至 2025 年中国 PCI 手术量预计上升至 2,069.0 千台，2020-2025 年（估

计）复合年增长率为 14.34%。此外，相较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洲

等地区），中国每百万人的 PCI 手术数量仍存在较大差距，未来随 PCI 在我国

的应用渗透提升，MIRI 治疗具有较大的市场增长潜力。 

 
数据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2022 年 7 月 2 日，在第二十五届全国介入心脏病学论坛（CCIF 2022）上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霍勇教授发布了 2021 年中国大陆冠心病介入治疗数据。数据显

示，2021 年我国接受 PCI 手术的冠心病患者中 AMI 患者占比超过 35%，而上述

AMI 患者中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占 60%以上。根据可统计网报数据，

2009-2021 年我国 STEMI 患者直接 PCI 的比例增幅超过 100%，尤其近五年上升

趋势显著，说明 PCI 手术在 AMI 患者，尤其是 STEMI 患者治疗中的地位已愈加

重要。 

（3）竞争情况 

MIRI 目前无有效治疗药物获批上市，临床上 MIRI 的评估与治疗是近年来

的研究热点之一，如何充分和有效地利用已知的 MIRI 机制来预防或治疗缺血性

心脑疾病，是国内亟待解决的临床问题。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尚无急性心肌梗死所致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有效治疗

药物上市。国内处于临床阶段的项目仅有 1 个，如下表所示： 

药物名称 研发厂家 临床阶段 适应症 试验登记号 

磷脂化重组人铜锌超

氧化物歧化酶 

北京泰德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临床 IIa 期 

减少心肌再灌

注损伤 
CTR20160764 

数据来源：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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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眼科药物产品 

眼科用药主要包括抗感染、抗炎抗过敏、白内障、青光眼、视疲劳干眼症和

眼底病变（视网膜、眼底血管、视神经纤维等病变）六大用药。其中，玻璃酸钠

滴眼液、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为公司收入占比较高的主要眼科药物产品；地夸磷

索钠滴眼液为公司待获批的重要新品类。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可查询信息、公司眼科药物产品情况整理 

由于不同眼科适应症治疗药物的细分市场及竞争情况存在差异性，因此，从

干眼症药物、眼科抗过敏药物角度，分别统计公司主要眼科药物产品对应的市场

及竞争情况如下： 

（1）干眼症治疗药物 

1）产品简介 

目前国内的干眼症治疗药物以人工泪液为主流，人工泪液类产品作为能够补

充泪液中水液成分的药物，具有起效快、能够瞬间提高舒适度的优点。在此基础

之上，除补充水液，还以促进自身泪液分泌、促进和修复自身细胞分泌泪液为治

疗手段，且具备一定抗炎以及角膜上皮修复作用的粘液素分泌促进剂类产品是干

眼症治疗药物的新一代延伸。目前，公司针对干眼症治疗药物已有人工泪液产品

玻璃酸钠滴眼液实现上市销售，且有归属于粘液素分泌促进剂产品的地夸磷索钠

滴眼液已取得药品注册证书，上述产品概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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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酸钠滴眼液是一种人工泪液，主要成分为玻璃酸钠。基于玻璃酸钠与纤

维连接蛋白结合的作用机制，可促进上皮细胞的连接和伸展，同时由于其分子内

可保有众多的水分子因而具有保水性，玻璃酸钠滴眼液在眼科方面被用于干眼症，

缓解干眼症状。根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 年）》，干眼症的治疗目标是

缓解症状，保护视功能，尽可能去除病因，根据干眼的类型和程度进行长期和个

体化治疗，对于轻度干眼，可按需使用人工泪液，局部使用促进泪液分泌剂，必

要时进行眼睑物理治疗。根据药融云统计，玻璃酸钠滴眼液目前在我国干眼症用

药中占比已超过 80%，是治疗干眼症的主要药物。 

地夸磷索钠滴眼液不同于传统人工泪液，可促进水液及黏蛋白的分泌，同时

改善泪膜各层成分，全面提高泪膜稳定性，且具有修复角膜上皮的作用可治疗干

眼症引起的眼表损伤，此外，针对参与干眼发病机制中的炎症环节，地夸磷索钠

滴眼液可抑制炎症通路和炎性因子的表达。文献研究表明，地夸磷索钠滴眼液是

目前中国唯一具有促进黏蛋白分泌作用的局部促泌药物，《2020 年亚洲干眼协

会干眼共识》亦将其作为目前水液缺乏型干眼的一线治疗药物，以及治疗黏蛋白

缺乏型干眼的首选之一。 

2）市场需求 

引起干眼症的病因较复杂，包括但不限于生活习惯、年龄相关的内分泌因素、

精神心理因素、环境污染、全身性疾病、眼局部病变、使用药物的影响。《中国

干眼专家共识（2020 年）》中指出我国的发病率已经达到 21%-30%，有着庞大

的患者群体，干眼症已成为现代社会常见眼病。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中国干眼药市场近年来增长迅速，从 2016 年的

19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30 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11.3%，预计 2025 年和 2030

年干眼药市场规模将分步达到 69 亿元和 180 亿元，2020-2025 年以及 2025-2030

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将分别达到 18.2%和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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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3）竞争情况  

国内玻璃酸钠滴眼液市场仍然以国外企业为主，大部分市场份额由德国悟兹

法姆药业和参天制药占据，但随玻璃酸钠滴眼液纳入第四批集采品种、国内药企

仿制药的陆续申报上市，进口厂家市场份额已出现下滑。根据米内网数据，德国

悟兹法姆药业市场份额已从 2018 年的 42.25%下滑至 2022 年上半年的 23.66%。

截至 2023 年 5 月，汇恩兰德申报的新 4 类玻璃酸钠滴眼液（0.1%，单剂量）、

玻璃酸钠滴眼液（0.1%，多剂量）上市申请均已获批准，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是拥有该产品批文的 10 家国产企业之一，未来将继续凭借优质低价的优势参与

玻璃酸钠滴眼液市场竞争。 

地夸磷索钠滴眼液原研为参天制药，因专利在 2022 年 9 月前仍处于保护期

内，地夸磷索钠滴眼液前期市场主要由参天制药独占。但随其专利到期，仿制药

品种逐步获批上市，国产厂商有望实现逐步替代。根据药融云数据库统计，地夸

磷索钠滴眼液目前仅 6 家国内企业通过一致性评价，中国药品审评统计中，除两

家企业外多数提交药品上市申请的时间晚于 2022 年，诺思兰德地夸磷索钠滴眼

液已取得药品注册证书、通过一致性评价，有望取得先发优势参与地夸磷索钠滴

眼液市场竞争。 

（2）眼科抗过敏药物 

1）产品简介 



 

1-1-44 

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是目前临床上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首选基础药物，具有

稳定肥大细胞胞膜、拮抗组胺的双效作用机制。奥洛他定滴眼液的主要成分是盐

酸奥洛他定，该药物属于组胺 H1 受体拮抗剂中的一类型，可以抑制肥大细胞释

放组胺，同时能够拮抗组胺 H1 受体的高选择性，除此之外，奥洛他定滴眼液能

够有效抑制化学介质的释放7，大大减轻炎症反应发生。根据《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2 年）》，本产品属于减充血药及抗过

敏药乙类品种。 

2）市场需求 

过敏性结膜炎(allergic conjunctivitis，AC)是结膜对外界变应原产生超敏反应

的一种炎症性疾病，是临床上常见的过敏性疾病之一。据流行病学资料统计，过

敏性结膜炎的全球发病率 为 30%~40%
8。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显示，2020 年，

我国过敏性结膜炎患者人数约为 2.6 亿，患病群体庞大。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统计预测，中国眼科抗过敏药物市场具备较强增长潜力，

市场规模预计 2025 年和 2030 年分步达到 22 亿元和 54 亿元，2020-2025 年以及

2025-2030 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将分别达到 13.9%和 20.0%。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3）竞争情况 

                         
7
 钟佐淮.奥洛他定联合普拉洛芬治疗过敏性结膜炎[J].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

志,2020,7(12):152+154.DOI:10.16281/j.cnki.jocml.2020.12.089. 
8 蔡乐琪,李晔,柯婉仪等.过敏性结膜炎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J].眼科学报,2022,37(04):34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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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原为诺华（Novartis）开发的第四代隆诺酮类药物，诺

华占有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市场的主要份额，但随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纳入第四

批国家集采品种，根据米内网数据，诺华市场份额已自 2014 年的 95.70%下降至

2022 年上半年的 50.23%。根据药融云数据库统计，目前盐酸奥洛他滴眼液通过

一致性评价的企业仅 6 家，汇恩兰德作为通过一致性评价且中选第四批集采的生

产企业之一，具备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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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证券发行概要 

一、本次发行的目的 

（一）加快新药研发进度，增加项目研发管线 

公司自设立以来，持续进行生物创新药产品的研发，开发了丰富且具有行业

特色的基因治疗和重组蛋白质类药物的产品管线。发行人正在研发11个生物工程

新药对应13个适应症，其中正在开展2项III期临床研究、1项II期临床研究，其余

多个创新项目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部分用于研发投入，将加

快公司以NL003、NL005项目为主的创新药的研发进程，同时筛查和验证候选药

物，以拓展公司在研药的临床试验广度和深度，为公司实现更多可产业化的产品

奠定基础。 

（二）加快新药产业化落地，实现收入规模增长 

为保证长远发展，公司自成立以来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开展多项生物工程新

药品种的研发。其中，NL003 项目目前处于临床 III 期研究阶段，若公司 NL003

项目在 2024 年提交 NDA，则有望 2025 年取得药品注册批件。目前，NL003 产

品临床 III 期样品生产通过 CMO 的方式外协完成，质量可靠的商业化产品是创

新药物完成产业化的关键步骤，是创新药物能够在市场上持续推广应用的物质基

础。本项目建设将大幅提升公司生物工程药物的生产能力，保障公司实现创新药

物 NL003 的产业化落地，将公司的创新优势充分转化为产品优势，提升药品生

产环节的核心竞争力，拓展收入来源，实现收入规模增长。 

（三）满足公司营运资金需求，改善资本结构，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 

随着未来公司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金需求不断上升，因此需要

有充足的流动资金来支持公司日常经营与研发投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部分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公司股本规模、总资产、净资产、每股净

资产等财务指标的提升改善，进一步提升资本实力；同时降低资产负债率，改善

资本结构，财务风险下降；同时利用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扩大业务规

模，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推动公司持续稳定、健康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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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对象及公司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一）发行对象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本次发行尚未确定具体发行对象，因而无法确定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系。具体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将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公

告的发行情况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1、发行对象的范围 

本次发行对象的范围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北京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合格投资

者，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

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机构投资者等。其中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二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本次发行的所有发行对象均以同一价格、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的股票。 

2、发行对象的确定方法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公司通过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批复后，遵照中国证监会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由公司董事会或董事

会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根据本次发行申购报价情况，以竞价方式

遵照价格优先等原则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国家法律、法规对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发行对象有新的规定，公司将按新的规定进行调整。 

（二）公司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发行新股票时，公司现有股

东不享有发行股票的优先认购权。”因此，本次发行无优先认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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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价格或定价方式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方式，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做出同意注册决定

的有效期内择机实施。 

（三）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若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N，每股派息/现金分红

为D，调整后发行底价为P1，则： 

（1）派发现金股利：P1=P0-D 

（2）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3）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最终发行价格在取得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注册后，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由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根据本次发行申购报

价情况，以竞价方式遵照价格优先等原则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但不低于前述发

行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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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将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且

不超过 30,000,000 股（含本数），若按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股本总数

258,767,903 股测算，占比 11.59%，未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在上述范

围内，最终发行数量在本次发行申请通过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后，由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以竞价方式

遵照价格优先等原则根据实际认购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 

在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送红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股票回购注销等事项引起公司股份变动的，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的上限将进行相应调整。 

若国家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股票数量

有最新的规定或监管意见，公司将按最新规定或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五、发行对象关于持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及自愿锁

定的承诺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

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

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限售期届满后发行

对象减持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按中国证监会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 

若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发行对象所认购股票的限售期及限售期届

满后转让股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六、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尚未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因而无法确

定发行对象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具体将在发行结束后公告的发行情况报告

书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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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发行是否将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许松山、许

日山；许松山持有公司 36,566,73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13%；许日山持

有公司 29,325,95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3%；许松山和许日山为兄弟关

系，并于 2020 年 3 月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两者共持有公

司 65,892,68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5.46%，为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 

根据发行方案中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上限 30,000,000 股（含本数）测算，本

次发行完成后许松山、许日山合计控制本公司 22.82%的股份，且公司股权结构

比较分散，二人合计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足以对发行人股东大会决

议产生重大影响，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八、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前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73号）核准。

首次发行采用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开通新三板精选层交易权

限的合格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该次发

行初始发行募集资金与超额配售部分募集资金分别于2020年11月13日和2020年

12月23日到位，出资情况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

具了中审亚太验字（2020）010098F号《验资报告》和中审亚太验字（2020）010098G

号验资报告。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1,126,749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02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24,758.3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1,857.54万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22,900.76万元。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储存管理。该次发行未募

足，实际募集资金到账及项目资金分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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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拟募集资金

金额 

实际募集资金到账金

额 
资金缺口 

生物工程创新药研发项目 15,526.00 11,856.00 3,670.00 

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 12,506.39 8,044.76 4,461.63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 3,000.00 0.00 

总计 31,032.39 22,900.76 8,131.63 

（二）前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直接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 20,604.49 万元（含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 1,211.79 万元），支付发行费用 1,857.54 万元（含公司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72.17 万元），银行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

净额 852.62 万元。2023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3,148.89 万元。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明细 金额 

2020 年 12 月 23 日募集资金初始净额 22,900.76 

减：募集资金项目投入 20,604.49 

其中：生物工程创新药研发项目 11,766.92 

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 5,799.24 

补充流动资金 3,038.33 

减：变更用途  

加：银行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 852.62 

2023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148.89 

注：2020 年 12 月 23 日募集资金初始净额为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1,857.54 万元后的金额。 

（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公司 2020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

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2020 年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的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1,283.96万元，其中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合计人民币 1,211.79万元，

置换实际已支付的各项发行费用 72.17 万元。保荐机构中泰证券发表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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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发行费用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中审亚太审字（2020）010787 号《北

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公司对于前次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情况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规投资者公开发行并

在精选层挂牌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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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规的要求。 

（四）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2022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了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资金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公司在保

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资金需求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拟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包括但不限于

向金融机构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等。现金管理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如单笔产品的存续期超过董事会决议有效期，则决议的有效期自

动顺延至该笔交易终止之日止。在前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中，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情形。 

九、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3,080.00万元（含），将投资于以下

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本次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实施主体 

药物研发项目 16,674.87 8,652.80 发行人 

其中：NL003III 期 12,312.53 4,290.46   发行人 

      NL005II 期临床补充

研究 
1,362.34   1,362.34  

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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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研发项目 3,000.00  3,000.00  发行人 

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 21,086.47 10,427.20 诺思兰德生物制药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 3,000.00 发行人 

偿还银行贷款 1,000.00 1,000.00 发行人 

总计 41,761.34 23,080.00  

注 1：药物研发项目中 NL003 项目在前次公开发行时已募集 7,021.00 万元；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发布

《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决定暂停 NL002 项目的开发，将 NL002 项目前

次公开募集资金中的 1,001.07 万元变更为 NL003 项目募集资金。 

注 2：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在前次公开发行时已募集 8,044.76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建设内容为 1#质检

楼（不含装修）、3#仓库（不含装修）、4#自研药车间（仅建设原液车间）及其附属工程。 

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实施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为诺思兰德生物制药所

有，因此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子公司诺思兰德生物制药。 

“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建设地点为北京市通州区，项目实施用地已取

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2出）第00013号），同时，该项目已完成项

目信息备案（京通经信局备【2020】045号），并取得了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局

出具的关于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京环审【2021】115号）。其他项

目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及建设，不涉及用地情况，不属于《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

备案管理条例》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规定应履行项目备案及环评的范围，

无需履行有关项目备案及环评程序。 

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

情况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

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

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银行借款等其他方式解决。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

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2023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3年6月20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8月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公司股票相关事项，本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不

包含董事会前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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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分析 

1、药物研发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创新药研发周期较长，根据对公司截至 2024 年末药物研发项目资金需求的

测算，本次发行药物研发项目拟投入 8,652.80 万元，即本次募集资金投向药物研

发项目的实施期为 1.5 至 2 年，实施主体为诺思兰德。实施内容主要为 NL003

项目 III 期临床试验、NL005 项目 II 期临床补充研究以及其他研发项目的开发。

本项目旨在提升公司生物工程新药的研发能力，加快研发项目的进展，产出研发

成果。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加快新药研发进度，增加项目研发管线 

相较于非专利药品，虽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在专利保护期内受到相

应的保护，在药品招投标以及终端选用药等药品销售环节中拥有一定的优势，但

创新药也具有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长周期的特征，因此研发创新药对企业

研发和资金实力都有着更高的要求，一定程度提高了准入门槛。 

公司自设立以来，持续进行生物创新药产品的研发，开发了丰富且具有行业

特色的基因治疗和重组蛋白质类药物的产品管线。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发

行人正在研发 11 个生物工程新药对应 13 个适应症，其中基因治疗药物 5 个、重

组蛋白质类药物 6 个；2 项 III 期临床研究、1 项 II 期临床研究、其余多个创新

项目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发行人研发梯度合理，具有较高的成熟度；其中多个

药品在心血管疾病、罕见病治疗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本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到研发项目当中，将加快公司创新药的研发进程，拓展公司在研药的临床试验

广度和深度，为公司实现更多可产业化的产品奠定基础。 

2）加强生物工程药研发能力，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全球医药市场主要由化学药和生物药两大板块组成。化学药针对即时性病情

具有良好的效果，但需要肝肾代谢，长期以往对肝肾的损害极强，毒副作用较高；

同时，患者服用次数较多后易产生耐药性，存在药性失效的可能。而生物药是源

于人体内的活性物质，无需通过肝肾代谢，毒副作用小，进入人体内能迅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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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反应，具有更强的疗效。生物药的研发与大规模制备远比化学药复杂，研发

成本和售价较高，因此早年的药物市场是以化学药为主导。近年来，随着居民健

康意识的提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生物药市场规模逐渐发展

壮大。 

公司是专业从事基因治疗药物、重组蛋白质类药物和眼科用药的研发、生产

及销售的创新型生物制药企业。目前，公司生物药仍处于药品研发阶段，公司主

要竞争力也来源于在研产品管线。随着生物药市场的竞争日渐激烈，公司需要不

断投入研发费用，增加公司在生物工程药方面的研发能力。本项目的实施可确保

处于临床阶段研发项目的稳步推进，同时推动公司主要临床前研究项目尽快达到

临床试验条件，进一步丰富公司研发管线，从而提高公司竞争力，确保公司在未

来的市场具有竞争优势。 

3）研发产品将为患者带来更佳的治疗方案 

我国疾病谱由急性传染病转变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病），心脑血管疾

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成为主要死因。NL003 项目主要用于治疗严

重下肢缺血性疾病（CLI），对于 CLI 患者目前主要治疗方法还是通过手术或器

械的方式进行，但由于尚无其他有效治疗手段，保守治疗、无法进行手术治疗或

手术失败患者直接面临截肢风险。据文献统计，CLI 患者的截肢率为 10%-40%，

截肢后的患者 5 年死亡率仍高达 70%，给国家、社会及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NL003 项目对比传统的治疗方式，是在基因治疗新思路下针对下肢缺血性疾病的

无创治疗手段，项目的进行能填补国内在该类疾病基因治疗的空白，改善 CLI

患者截肢率、病死率高的临床问题。NL005 项目主要用于治疗心肌梗死所致缺血

再灌注损伤，研究表明再灌注治疗常诱发 MIRI，扩大心肌梗死面积，甚至导致

STEMI 患者死亡。根据文献分析，引起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机制复杂，损伤形成

过程涉及多种因素，目前唯一的治疗方法是外科手术。NL005 采用静脉注射方式

给药，重组人胸腺素 β4 可通过血液循环到达心脏的再灌注损伤部位，通过调控

炎症、阻止心肌细胞凋亡、缺血部位新生血管及组织修复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

病的目的，在 MIRI 治疗需求不断提升而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尚无有效治疗的上市

药物或方法的背景下，项目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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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行业相关鼓励发展政策为项目实施提供指引 

公司所处的生物药市场增长迅速。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全球生物药市

场预计将由 2021 年的 0.34 万亿美元增至 2030 年的 0.80 万亿美元，复合年增长

率接近 10.17%。中国生物药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但具有强劲的增长潜力，增

速领先于医药市场的整体情况。2021 年，中国生物药市场规模达 0.46 万亿元人

民币。随着我国政策引领、生物医药技术的不断发展、患者可支付能力的提高、

患者群体的增长以及医保覆盖范围的扩大，预计至 2030 年中国生物药市场规模

将进一步扩大至 1.32 万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达 11.60%。 

同时，随着药品审评审批速度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层面对专利

补偿制度的探索、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的出台、医保目录的动态

调整及国家层面的创新药医保谈判等政策的出台，创新药从研发、生产到最终上

市销售均享有全方位的政策红利，创新药的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基于

此，本项目的实施拥有良好的市场环境与政策环境，具备可行性。 

2）公司丰富的研发经验为项目实施提供有力支持 

作为专注于生物工程药物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深耕生物医药行业近二

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工程新药研发经验，拥有一支药物研发全产业链高素质

研发及管理团队，开发了丰富并且具有特色的基因治疗药物产品管线，具有多个

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工程新药，具备独立承担药物筛选、药学研究、临床研究与

生产工艺放大等药物研发和产业化的技术体系及能力。 

3）公司研发技术平台为项目实施提供技术保障 

公司拥有裸质粒基因治疗药物的研发平台、目的基因筛选及工程菌构建的研

发平台、微生物表达重组蛋白质药物研发平台、生物技术药物工艺放大和规模化

生产的研发平台等技术平台。公司产品研发以满足公司业务发展为目的，结合公

司掌握的六大核心技术平台开展研发活动，在生物工程新药研发方面输出研发成

果。 

4）本次及与前次公开发行募投研发项目的差异、关联度及其可行性 

NL003 为发行人核心研发项目，主要开发适应症为严重下肢缺血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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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limbischemia，CLI），包括静息痛和溃疡患者，也可进一步开发间歇性

跛行的下肢缺血性疾病适应症。NL003 项目属于前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项目

之一，前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际到账分配资金 7,021.00 万元。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发布《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决定暂

停开发 NL002 项目，将 NL002 项目前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的 1,001.07 万元变

更为 NL003 项目募集资金。截至 2023 年 6 月末，NL003 已投入资金 7,898.61 万

元。目前，NL003 的 III 期试验正在有序推进，因试验的目标适应症属于慢性进

展性疾病，前期国内多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严峻复杂形势对患者招募产生较大

影响，且为了保证临床试验的质量坚持入组标准不放松等多种因素影响下，III

期临床试验出现了较预期延迟的情况。公司计划 2023 年完成 NL003 两个适应症

的临床试验的入组工作。本次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4,290.46 万元用于临床 III 期

因进度延迟导致前期人员费用等增加产生的新增资金需求，主要用于临床入组、

CRO、SMO 及招聘费用、人员薪酬等费用。 

NL005 项目为发行人前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之一，前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

际到账分配资金 1,835.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已全部使用完毕。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发布《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决

定暂停开发 NL002 项目，将 NL002 项目前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的 879.00 万元

变更为 NL005IIb 期临床试验项目募集资金。目前，该项目正处于 IIb 期临床试

验的统计分析及总结阶段，根据初步数据统计分析，主要评价指标（首次用药第

5 天（D5）和第 90 天（D90）的心肌梗死面积百分比差值）上，两个给药组与

安慰剂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IIb 期临床试验结果未达到本次试

验方案设定的预期，目前尚不具备直接进入 III 期试验的条件。公司将充分分析

总结已完成的 I 期、IIa/b 期试验结果，并进一步优化人群范围、用药方式、评价

指标等，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后续研究方案，客观验证该药物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该项目计划 2023 年完成 IIb 期临床试验并开展 II 期临床补充研究。本次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1,362.34 万元以满足 II 期临床补充研究部分资金需要。 

截至 2023年6月末，其他研发项目前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无法满足未来1-2年其他研发管线的资金需求。公司作为专业从事基因治疗药物、

重组蛋白质类药物和眼科用药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创新型生物制药企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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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来源于在研产品管线，公司需要不断投入研发，在保障临床阶段研发项目

有序推进的同时，亦需推动主要临床前研究项目尽快达到临床试验条件，进一步

丰富公司研发管线。公司本次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3,000.00 万元用于注射用重组

人胸腺素 β4的新适应症开发项目（NL005-1、NL005-2）、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

子 VIIa 项目（NL201）等重点临床前研发项目及药物筛选、药品基础性、应用

性研究等日常研发活动，主要包括研究人员费用、研发材料费用及第三方委托服

务费等。 

（4）项目投资测算 

根据各项目研发进度的不同，本次募集资金安排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研发项目 研发阶段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NL003 临床 III 期 4,290.46   

2 NL005 临床 II 期补充研究 1,362.34  

3 其他研发项目 —— 3,000.00  

合计 8,652.80   

1）NL003 资金需求的测算依据及合理性 

NL003 项目属于前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项目之一，前次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拟投资金额为 7,021.00 万元。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该项目研发进度有

所延迟导致产生资金需求增多，其资金需求主要用于临床入组、临床委托研究、

临床辅助服务费用及招募费用、人员薪酬等费用。NL003 资金需求的测算依据及

合理性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金需求 主要服务内容 测算依据 

临床试验委托

服务费 
3,821.23 

临床入组费用、临床

委托研究机构及临床

辅助服务机构服务

费、招募费用等 

临床入组、临床委托研究机构、临床辅助

服务机构费用根据尚需支付的合同金额

3,059.61 万元及预计新增合同金额 553.46

万元确认资金需求；招募费用根据尚需支

付的合同金额 208.16 万元确认资金需求 

项目人员薪酬

及日常支出 
1,133.76 

项目研发人员的薪

酬；办公物资、基础

研究、工艺优化、冷

项目人员薪酬根据前期的项目人员的薪

酬按 5%增长率并考虑新增 4 名项目人员

的基础上测算资金需求；办公物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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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资金需求 主要服务内容 测算依据 

链运输、医学事务服

务费等日常支出 

研究、工艺优化、冷链运输、医学事务服

务费等日常支出按人工薪酬的增长率测

算资金需求 

临床样品及基

础用药 
434.27 临床样品、基础用药 

临床样品、基础用药根据尚需支付的合同

金额及预计新增合同金额测算资金需求 

差旅及随访费

用 
92.87 差旅费、随访费用 

差旅费根据前期差旅费用按 10%增长率

测算资金需求；随访费用根据预估合同金

额测算资金需求 

检测化验服务

费 
143.47 

中心实验室检测、数

据管理与统计等 
根据尚需支付合同金额确认资金需求 

合计 5,625.60 

截至 2023 年 4

月末前次募集

资金剩余金额 

334.07 

置换 NL002 项

目金额 
1,001.07 

本次募集资金

金额 
4,290.46 

注 1：NL003 项目在前次公开发行时已募集 7,021.00 万元；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发布《部

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决定暂停 NL002 项目的开发，将 NL002

项目前次公开募集资金中的 1,001.07 万元变更为 NL003 项目募集资金。 

NL003 项目临床 III 期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根据已签署的合同、前期项目人员

薪酬及日常支出按照一定增长率合理估算资金需求。本次资金需求主要为临床试

验委托服务费、项目人员薪酬及日常支出。本次资金需求较多主要原因如下：①

发行人在前次公开发行时预计 NL003 项目 2022 年递交 NDA，受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影响，临床试验进度不及预期，现预计 2024 年递交 NDA，研发进度较前

次公开发行延后两年时间，临床试验委托服务期亦相应延长，同时为缓解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导致招募困难问题，增加了试验中心数量，从而导致临床试验委托服

务费大幅增加；②由于临床进度延后两年之久，项目人员薪酬以及日常开支大幅

增加，临床试验进度延后，公司亦加大内部项目人员数量及时间投入，导致人员

薪酬及日常相关支出进一步增加。综上，NL003 资金需求的测算具有合理性。 

2）NL005II期临床补充研究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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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NL005II 期临床补充研究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测算依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类别 资金需求 主要服务内容 测算依据 

1 

动物试验委

托服务费

（CRO 服务

费） 

680.50 

动物试验给药方式的

研究、动物试验作用机

理的研究、动物试验生

殖毒性试验。 

在向 CRO 公司初步询价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测算 

2 

项目人员薪

酬、差旅及日

常支出 

521.84 

项目人员薪酬；差旅

费；会议费、医学事务

服务费等项目日常支

出。 

（1）项目人员薪酬主要依据参与试验的人数、参与的时

间及其工资、社保、公积金进行测算；（2）差旅费根据

出差的频次及预估单次出差费用进行测算；（3）日常支

出：会议费根据预估的开会次数与单场会议费用进行测

算；医学事务服务费根据工作量与单价进行测算 

3 药品制备 160.00 药品制备 药品制备根据预估所需药品的数量与采购单价进行测算 

合计 1,362.34   

NL005II 期临床补充研究项目资金需求为 1,362.34 万元，拟全部使用募集资

金，试验内容主要包括动物试验委托服务费、项目人员薪酬、差旅费及日常支出、

药品制备及补充临床研究方案设计及筹备等。该项目资金需求的测算系公司在与

试验相关合作方初步询价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项目特点、试验设计方案、研发人

员数量等因素进行合理估算，具有合理性。 

3）其他研发项目的资金需求的合理性、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测算依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测算依据 资金需求 

2023 年 6-12

月拟使用金

额 

2024 年拟使

用金额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

子 VIIa 项目（NL201) 

根据研发人员人数及

人均薪酬测算人员费

用；根据所需的研发材

料数量及询价结果测

算材料费用；根据初步

询价预计委托服务费 

1,500.00 57.10 1,442.90 

注射用重组人胸腺素

β4的新适应症开发项

目（NL005-1、

NL005-2） 

400.00 250.00 150.00 

其他临床前研发项目

日常研发活动 

研发人员薪酬根据基

期薪酬按 5%的增长率

测算；材料费、注册等

其他日常研发活动按

基期金额测算 

1,100.00 400.00 700.00 

合计  3,000.00 707.10  2,2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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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其他研发项目中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a 项目（NL201）、注射用

重组人胸腺素 β4的新适应症开发项目（NL005-1、NL005-2）、其他临床前研发

项目日常研发活动为预计 2023 年 6-12 月、2024 年拟投入的金额。公司本次拟投

入募集资金金额 3,000.00 万元用于上述重点临床前研发项目及药物筛选、药品基

础性、应用性研究等日常研发活动，主要包括研究人员费用、研发材料费用及第

三方委托服务费等。其他研发项目的测算系公司综合考虑项目特点、预计需要的

研发人员的数量及与临床前试验相关合作方及研发材料初步询价的基础上合理

估算，具有合理性。 

（5）项目实施计划 

1）重组人肝细胞生长因子裸质粒注射液（NL003） 

NL003 是公司研发的处于临床 III 期研究阶段的裸质粒基因治疗产品，主要

开发适应症为严重下肢缺血性疾病（Critical limb ischemia，CLI），包括静息痛

和溃疡，也可进一步开发间歇性跛行的下肢缺血性疾病适应症，属于基因治疗药

物。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在中国老龄化进程等因素影响下，预计 2025 年

PAD 患病人数将持续增长至 5,656.26 万人，结合文献分析数据推测，2025 年我

国 CLI 患者可达 566 万人。 

我国现阶段尚无 CLI 的有效治愈药物，临床应用药物主要为控制疾病危险

因素和疾病症状的药物。全球范围内，仅有 Collategene®一款同类型产品获批用

于 CLI 的溃疡治疗，该产品尚未在中国进行注册申报。此外，截至本募集说明

书签署日，国内仅有人福医药正在研发的重组质粒-肝细胞生长因子注射液为

NL003 的主要竞品，目前与 NL003 同处于 III 期临床研究阶段。 

目前，公司 NL003 项目正在开展 III 期临床试验，处于受试者入组阶段。截

至 2023 年 3 月末，静息痛适应症项目已完成受试者入组比例超 60%，缺血性溃

疡适应症项目已完成受试者入组比例超 70%；截至 2023 年 6 月 7 日，缺血性溃

疡适应症项目已完成 240 例受试者入组工作，达成预设目标。该项目计划于 2023

年完成缺血性溃疡、静息痛两个适应症项目的全部受试者入组，2024 年递交 NDA，

预计实施进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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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能够满足 NL003 项目 III期临床完成并递交新药申请的全部资

金需求，目前溃疡适应症试验进度快于静息痛适应症，公司可根据两个适应症的

后续进展情况分别开展新药申请与审批工作。 

2）注射用重组人胸腺素 β4（NL005） 

NL005 是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缺血再灌注损伤（MIRI）治疗用生物制品 1 类

新药，属于重组蛋白质类药物。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预测，在人均寿命延长、

居民医疗卫生支出增长、医疗技术日渐提升等驱动因素作用下，中国 PCI 手术量

将于 2025 年达到 206.9 万台，于 2030 年进一步攀升至 320.6 万台，MIRI 治疗具

有较大的市场空间。 

目前国内尚无急性心肌梗死所致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有效治疗药物上市。根据

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国内处于临床阶段的项目仅有 1 个，如下表

所示： 

药物名称 研发厂家 临床阶段 适应症 试验登记号 

PC-SOD（磷脂化重组

人铜锌超氧化物歧化

酶） 

北京泰德 

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临床 IIa期进

行中 

减少心肌再灌

注损伤 
CTR20160764 

数据来源：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 

NL005 项目 I 期、IIa 期临床试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根据心肌缺血时间设

置的亚组分析中，通过 CMR（心脏磁共振检查）观察的心肌梗死面积变化数据

上，中剂量组显著优于安慰剂组。安全性方面，各剂量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无统

计学差异，未观察到严重不良反应，安全性良好。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NL005 的 IIb 期临床试验已完成数据揭盲，正在

进行统计分析及总结，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主要评价指标未达到本次试验方案设

NL003项目实施进度表

项目实施阶段
Q2 Q3 Q4 Q1 Q2 Q3 Q4

2023 2024年 年

CLI-

Ⅲ
(300 )

Ⅲ /

/

CLI-

Ⅲ

(240 )

Ⅲ /

/

静息痛

期静息痛试验完成全部受试者
入组及访视 例

期静息痛试验数据清理 数据

库锁定统计分析 总结

新药申请与审批

溃疡

期溃疡试验完成全部受试者入

组及访视 例

期溃疡试验数据清理 数据库
锁定统计分析 总结

新药申请与审批

注：Q1、Q2、Q3、Q4分别表示项目建设的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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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预期，目前尚不具备直接进入 III 期试验的条件。公司将充分分析总结已完

成的 I 期、IIa/b 期试验结果，并进一步优化人群范围、用药方式、评价指标等，

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后续研究方案，客观验证该药物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该项目计划于 2023 年完成 IIb 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并启动 II 期临床补充研

究，预计实施进度如下： 

 

2、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为诺思兰德生物制药（曾用名“医药科

技”），本项目已经北京市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京通经信局备【2020】045

号”备案，且已取得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京环审【2021】115 号），该项目将在公司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经济开发

区东区靓丽五街 3 号的自有土地实施。 

根据业务规划及资金安排等，公司采取“整体设计和分项建设”的方案，计

划第一期建设优先满足重组人肝细胞生长因子裸质粒注射液（NL003）产品的生

产需求。本次募投项目总投资规模为21,086.47万元（包括前次公开发行时本项目

已募集资金8,044.76万元），本次拟募集资金10,427.20万元，存在资金缺口2,614.51

万元。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和轻重缓急的原则，建设1#质检楼（不含装修）、3#

仓库（不含装修）、4#自研药车间（含装修）及其附属工程，并购置安装其原液

车间的设备、QC实验仪器、公用动力设备，以达到原液车间生产条件，尽早开

展NL003产品上市前生产工艺放大与验证工作，加快实现NL003产品自产。 

NL005项目实施进度表

项目实施阶段
Q2 Q3 Q4 Q1 Q2 Q3 Q4

2023年 2024年

Ⅱb期完成全部受试者入组及访视

Ⅱb期数据清理/数据库锁定/统计分析/
总结报告

动物试验供应商选定

动物试验给药方式的研究

动物试验作用机理的研究

动物生殖毒性试验

启动II期补充临床试验

注：Q1、Q2、Q3、Q4分别表示项目建设的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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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建设的具体分期规划如下表所示： 

项目分期 建设内容 本次募集资金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一期 

1#质检楼、3#仓库、4#

自研药车间及其附属工

程等、NL003 项目生产线 

1#质检楼（不含装修）、3#仓库（不含装修）、

4#自研药车间（含装修）及其附属工程、

NL003 项目生产线（仅建设原液车间） 

项目建设二期 
2#CMO 车间及其他生产

线 
__ 

本次募集资金建设内容完成后，只能满足NL003产品上市前生产工艺放大与

验证工作，尚需完成制剂车间工艺设备的购置与安装、质检楼与仓库的装修工程

后才可达到NL003自主生产条件。 

本期建设内容均为满足 NL003 上市前生产工艺放大与验证的必备设施，其

具体用途如下所示： 

 
注：黄色区域为本次募投项目建设内容 

（2）新药产业化项目自启动以来规划设计及变更、投资情况 

2019 年 12 月，子公司诺思兰德生物制药委托韩国（株）绿十字 EM 公司为

公司新药产业化项目制作项目总体规划设计方案，建设内容包括：联合生产厂房

（自研药车间、CMO 车间、中转库）、中试车间、研发中心、办公楼等。2020

年 5 月，诺思兰德生物制药按照该规划设计方案向北京市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提交了生物药物产业化项目立项及申请文件并进行了备案。公司前次公开发行募

投项目“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为上述备案项目的一部分，拟建设内容包括

自研药车间、中转库、办公楼及其他附属工程，暂未安排 CMO 车间、中试车间、

研发中心等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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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体规划设计方案的基础上，公司委托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开

展项目详细规划和施工图设计。由于生产车间和中转库的建筑防火等级不同，而

原规划设计对联合生产厂房建筑防火等级未做区分，导致原规划自研药车间、

CMO 车间、中转库组成联合生产厂房的布局不符合国内建筑消防规定。此外，

联合体建筑面积较大，按原募投计划先建设自研药车间、中转库，后期再建设

CMO 车间（非募投项目），分期施工难度较大，因此公司对规划布局进行了优

化调整。 

调整前后的规划布局及“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建设内容变化如下图所

示：  

调整前后规划布局及募投项目建设内容变化对比图 

 
注：1#质检楼计划用于质检、研发及综合办公；2#CMO 车间计划未来用于对外提供生产、

研发服务；3#仓库计划用于存货存储；4#自研药生产车间计划用于公司自研药的生产 

上图中红色边框内的部分为产业化项目整体规划的内容，调整前后黄色区域

分别为前次公开发行及本次募投项目“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拟建设的内容，

非黄色区域不是募投项目拟建设内容。前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拟建设内容（如左

图所示）包括自研药车间、中转库、办公楼，本次募投项目拟建设内容（如右图

所示）包括 1#质检楼、3#仓库、4#自研药车间以及附属工程，其中 1#质检楼、

3#仓库仅建设主体工程，4#自研药车间在完成主体工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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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置安装其原液车间的设备、QC 实验仪器、公用动力设备，以达到原液车间

能够开展 NL003 上市前生产工艺放大与验证的条件。 

调整前（如左图所示）的自研药车间、中转库、CMO 车间组成联合生产厂

房。调整后（如右图所示），将中转库从联合厂房中独立出来作为 3#仓库单独

建设，将自研药车间与中试车间合并为 4#自研药车间进行建设，将办公楼、R&D

与餐厅合并为 1#质检楼进行建设，同时增加了地下停车场，提高了土地资源利

用效率。 

2021 年 8 月，公司将已完成的规划方案提交专家评审会，并按照专家评审

会意见对规划方案进行调整和完善。2021 年 9 月，诺思兰德生物制药向北京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通州分局申请生物药物产业化项目纳入“多归合一”协同

平台办理综合会商意见事项。2021 年 11 月，该项目取得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局

出具的关于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京环审【2021】115 号）。2022

年 1 月，该项目取得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根据取得的规划许可，批准后的设计方案建设内容及拟投资情况与原设计方案对

比如下： 

工程名称 

调整前方案 

工程名称 

调整后设计方案 
变动情况 

规划建设内容 前募拟建设内容 规划建设内容 本次募投拟建设内容 

建筑面积

（m2） 

建筑

层数 

建筑面积

（m2） 

投资金额

（万元） 

建筑面积

（m2） 

建筑

层数 

建筑面积

（m2） 

投资金额

（万元） 

变动面积

（m
2
） 

变动投资金

额（万元） 

自研药车间 10,742.00 2 10,742.00 3,222.60 
自研药车间 13,281.00 2 13,281.00 7,186.87 2,539.00 3,964.27 

中试车间 4,896.00 2 —— —— 

CMO 车间 10,742.00 2 —— —— CMO 车间 10,410.00 2 —— —— —— —— 

中转库 4,000.00 2 2,000.00 572.00 仓库 3,941.00 2 3,941.00 2,531.96  1,941.00  1,959.96  

办公楼 4,350.00 4 4,350.00 1,200.60 

质检楼 16,909.00 4 16,909.00 8,210.95  12,559.00 7,010.35 R&D 中心 4,350.00 4 —— —— 

餐厅 1,120.00 2 —— —— 

附属工程 —— —— —— 1,029.00  附属工程 —— —— —— 1,073.70  —— 44.70 

合计 40,200.00  17,092.00 6,024.20  44,541.00  34,131.00 19,003.48  17,039.00  12,979.28  

注：除附属设施外，上表中的“——”不是募投项目拟建设内容。 

如上表所示，为满足NL003项目产业化实施，调整后拟建设内容包括质检楼、

仓库、自研药车间及附属工程，较前次公开发行投资总额增加14,467.27万元，主

要为建筑工程费增加12,979.28万元所致。投资总额增加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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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建设成本上涨：公司原设计方案中，建筑物拟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但依据 2020 年 8 月北京市住建委印发的《北京市发展装配式建筑 2020 年工作要

点》，新建工业项目装配式建筑的装配率需达到 50%。为达到上述要求，公司将

项目的建筑结构形式变更为钢结构。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相比，钢结构的造价较高，

使公司募投项目土建工程单位建设成本增加。与此同时，为了规避钢材价格上涨

的风险，2021 年，公司与施工单位参照当时钢材市场价格估算施工成本并签署

了施工合同。根据查阅兰格钢铁网站钢材价格信息，2021 年末综合钢材价格指

数较 2019 年末上涨幅度为 31.71%，2021 年钢材价格相对较高，使单位建设成本

进一步增加。此外，单位人工费用的上涨也进一步拉高了土建工程单位建设成本。 

2）建筑面积增加：①自研药车间：本次拟建设的自研药车间建筑面积为

13,281 m
2，较前募拟建设自研药车间增加 2,539 m

2；②本次拟建设的质检楼建筑

面积为 16,909m
2，较前募拟建设的办公楼增加 12,559 m

2；上述两项合计增加建

设面积 15,098 m
2。 

3）独立仓库的建设：仓库由原来一层的中转库调整为独立的高架立体库，

货位较原设计增加 60%，同时建筑面积较中转库增加 1,941.00 m
2，优化后的仓

库能较好地满足后期扩产和 CMO 服务的各种物料存放，独立仓库的建设使公司

土建工程建设成本增加。 

公司新药产业化项目自启动以来规划设计及变更均已履行了相应的报批报

备手续。该项目于 2020 年 5 月取得了备案文件，于 2021 年 11 月取得了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京环审【2021】115 号），于 2022 年 1 月取得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于 2022 年 4 月与总承包商签署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已取

得施工许可证。 

（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满足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的需要 

为保证长远发展的需要，公司自成立以来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开展多项生物

工程新药品种的研发。其中，NL003 项目目前处于临床 III 期研究阶段，公司计

划 2024 年递交 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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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NL003 产品临床 III 期样品生产通过 CMO 的方式外协完成；其生产

（发酵）规模为 500L。本项目建设中，NL003 产品的设计生产（发酵）规模为

2000L。鉴于生物工程新药生产工艺的特性，需要对其进行产品质量的药学可比

性研究以及 GMP 检查，该药学可比性研究以及 GMP 检查需要 6-8 个月的时间。

优先建设原液车间有利于顺利实现工艺放大并提前完成产品质量药学可比性研

究以及GMP检查，缩短项目整体生产转移的时间，加快NL003产品产业化进程。 

能够实现大批量稳定供应、质量可靠的商业化产品是创新药物完成产业化的

关键步骤，是创新药物能够在市场上持续推广应用的物质基础。本项目建设规划

产能 120 万支，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公司生物工程药物的生产能力，保障公司实现

创新药物 NL003 的产业化落地，将公司的创新优势充分转化为产品优势。 

2）满足战略发展的需要 

公司定位为一家专注于基因治疗药物、重组蛋白质类药物和眼科用药物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制定了适合自身发展的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战

略，从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技术及具体成果产业化等方面展开部

署。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的建设是公司开展持续经营的需要，同时也是公司

实现国内业务战略布局的重要载体。本项目实施将加大公司生物工程新药生产配

置的投入，升级公司现有布局，提升药品生产环节的核心竞争力，满足公司战略

发展的需要。 

3）拓展收入来源、增加收入规模的需要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来源主要为技术转让及滴眼液产品的生产销售。由于产

品尚在研发阶段，公司产品销售收入来源相对狭窄，对其他业务收入依赖性较大，

NL003 上市销售将有效改变公司收入结构，打造自身的核心产品竞争力。 

本项目的实施旨在实现 NL003 的产业化，衔接 NL003 完成研发和新药上市

的产业化进程，进而迅速拓展收入来源，实现收入规模的增长。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政策可行性 

近年来，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扶持和鼓励医药行业开展创

新药品的研发和产业化。经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关于药品注册审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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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若干政策的公告》《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方案》《“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关于深化审评审批

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关于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实行优先

审评审批的意见》等政策中，都对具有明显临床价值、技术水平和国际接轨的创

新药物的产业化提出了鼓励和扶持。 

生物医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的特点，

对于提升我国产业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本项目为生物

工程药产业化项目，完全符合国家促进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的鼓励政策。 

2）技术可行性 

公司专注于基因治疗药物、重新蛋白质类药物和眼科用药物的研发，依托六

大研发平台和众多经验丰富的高层次研发人员，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取得了较

多的技术成果。NL003 是公司自主研发的治疗用生物制品 1 类药品、基因治疗药

物，NL003 项目获得了国家“十一五”“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的

专项荣誉。生物药物的工艺研究通常要经过小试、中试、再到商业化生产规模放

大的过程。NL003 项目目前处于临床 III 期，通过对产品的技术积累及开展中试

生产，公司已经建立完善的 NL003 生产工艺流程及 16 项产品质量标准。该项目

产品已经过不同规模的工艺放大研究，目前 500L 发酵规模的生产工艺已经确定

并经过多批次的生产，以及系统的工艺验证，现工艺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本项目为常规的大肠杆菌制备工艺，主要采用关键工艺参数不变、线性放大的原

则，工艺放大难度较小；公司的技术积累为本项目的实施奠定扎实的技术基础。 

3）市场可行性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 PAD 患病人群数据、文献分析数据测算，2025 年我国

CLI 患者人数可达 566 万人。对于 CLI 患者目前主要治疗方法还是通过手术或器

械的方式进行，国内由于尚无其他有效治疗手段，保守治疗、无法进行手术治疗

或手术失败患者直接面临截肢风险。NL003 项目对比传统的治疗方式，是在基因

治疗新思路下针对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无创治疗手段，项目的进行能填补国内在该

类疾病基因治疗的空白，改善 CLI 患者截肢率、病死率高的临床问题。目前我

国尚无 CLI 的有效治愈药物，NL003 现已进入 III 期临床试验，成熟度好，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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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内首个可治愈 CLI 的药物，为 CLI 患者提供全新的安全有效的用药选择。

因此，基于良好的市场空间及竞争环境，产业化项目实施具备市场可行性。 

（5）项目投资测算 

本项目总投资规模为21,086.47万元，主要包括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建

筑工程费及其他费用。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和轻重缓急的原则，在建设1#质检楼、

3#仓库、4#自研药车间及其附属工程的基础上，对4#自研药车间进行装修，并购

置和安装其原液车间中的工艺设备、QC实验仪器、公用动力设备，以达到原液

车间生产的条件。根据北京安诚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投资估算书，本

项目投资估算如下： 

序号 项目 
估算金额

（万元） 
占比 备注 

1 

建筑及装修工程 19,003.48 ——  

减：1#质检楼装修费 3,719.95  
本次募投项目不包括质检

楼装修工程 

    3#仓库装修费 657.78  
本次募投项目不包括仓库

装修工程 

建筑及装修工程（本次投资） 14,625.75 69.36%  

2 设备购置及安装 4,940.09 23.43%  

3 其他费用 1,520.63 7.21%  

建设项目总投资 21,086.47  100.00%  

本项目各项支出的必要性及所需资金的测算依据具体如下： 

1）建筑及装修工程 

本项目建筑及装修工程费用为14,625.75万元，建设内容包括自研药车间、质

检楼（不含装修）、仓库（不含装修）及其他附属工程等。由于公司尚未有生物

工程药生产销售，首次建设涉及较多基础设施导致建筑及装修支出较大但具有必

要性。建筑及装修工程部分的投资金额编制依据包括：①国家、行业和地方政府

的有关规定；②工程勘察与设计文件，图示计量或有关专业提供的主要工程量和

主要设备清单；③行业部门、项目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机构或行业协会等编制的

投资估算指标、概算指标（定额）、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定额（规定）、综合单价、

价格指数和有关造价文件等；④类似工程的各种技术经济指标和参数；⑤工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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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的同期的工、料、机市场价格，建筑、工艺及附属设备的市场价格和有关费

用等；⑥北京造价信息和材料市场价等。 

具体投资明细、测算依据及与前次公开发行建设内容的差异如下： 

单位：万元、万元/㎡、万元/项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明细 单位 工程量 单价 本次估算金额 
本次与前次公开发行建设内

容的差异 

1 质检楼 
土建工程 ㎡ 

16,908.88 
0.2656 4,491.00  将办公楼、R&D 与餐厅合并

为质检楼进行建设，但不包括

装修；预算增加 3,290.40 万元 装修工程 ㎡ —— —— 

2 仓库 
土建工程 ㎡ 

3,941.13 
0.4755 1,874.19  将联合厂房中的中转库作为

独立仓库进行建设，但不包括

装修；预算增加 1,302.19 万元 装修工程 ㎡ —— —— 

3 
自研药品

生产车间 

土建工程 ㎡ 
13,281.35 

0.3482 4,624.90  将自研药车间与中试车间合

并为自研药车间进行建设，预

算增加 3,964.27 万元 装修工程 ㎡ 0.1929 2,561.96  

4 
污水处理

站 
—— 项 1 330.00  330.00  

附属工程规划建设未进行调

整，预算增加 44.70 万元 

 

5 消防水池 —— 项 11 43.70  43.70  

6 
其他配套

工程 

厂区电力

工程 
项 1 220.00  220.00  

厂区道路 项 1 200.00  200.00  

厂区景观

绿化 
项 1 100.00  100.00  

其他  —— —— 180.00  

合计      14,625.75   

注：本次与前次公开发行建设内容具体差异详见本募集说明书之“九、（二）、2、（2）新

药产业化项目自启动以来规划设计及变更、投资情况”。 

公司本次拟投入的建筑工程包括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的主体建筑工程

及与之配套的附属工程，是整个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后续建设的基础。针对

主体建筑及附属工程，公司已于2022年4月与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以总包的形式交由其进行施工建设。目前，主体建筑及附属

工程均已实际开展施工建设，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支付合同正常履行所需价款，保

障产业化项目主体建筑及附属工程的顺利完成，尽早开展后续建设及安装，具有

必要性。 

公司本次拟投入的装修工程仅针对自研药车间，根据业务规划及资金安排，

本次建设优先满足NL003产品的生产需求，自研药车间作为药品生产场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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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研药车间装修是达到NL003产品生产的必要条件，基于此，本次募集资金优先

满足NL003达到生产所必需的装修工程亦具有必要性。 

2）设备购置及安装 

本项目的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用为4,940.09万元，主要用于购买原液车间工艺

设备、QC实验仪器以及公用动力设备等，均为满足NL003产品上市前工业放大

与工艺验证的必备设备，综合考虑NL003产品研发进度、上市时间及资金状况，

现阶段暂不购置制剂车间工艺设备。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用主要依据相关厂商提供

的报价资料，部分设备结合市场行情价格综合测算，具体投资明细、测算依据及

与前次公开发行建设内容的差异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设备名称 

本次估

算金额 
本次估算依据 

本次与前次公开发

行建设内容的差异 

1 
原液车间工艺

设备 
2,568.69  

原液车间工艺设备包括发酵系统 1 套 600.00 万元、前

处理及配液系统 1套 600.00万元、层析系统 3套 180.00

万元、超滤系统 2 套 140.00 万元、离心机 1 台 300.00

万元以及其他配套设备 748.69 万元，根据预估的所需

设备的数量与单价（厂商报价或市场行情）进行测算 

（1）本次设备的自

动化程度提高，市场

价格上涨；（2）公

司拟增加超滤系统

一套。原液车间工艺

设 备 增 加 预 算

1,000.00 万元 

2 QC 实验仪器 1,146.40  

QC 实验仪器包括稳定性试验箱、恒温恒湿培养箱、

HPLC（万向罩）、GC（万向罩）、湿热灭菌柜、电

脑、冰柜、TOC 仪、电子天平、电泳仪、凝胶成像仪、

通风橱、PCR 仪、VHP 传递窗、集菌仪、液氮罐、马

弗炉、转膜仪、自动容器具清洗机、红外检测仪、紫

外分光光度计、渗透压检测仪、荧光酶标仪、通风橱、

自动洗板机、荧光定量 PCR 仪、卡尔费休水分滴定仪、

立式压力蒸汽灭菌锅、照度试验箱等，根据预估的所

需设备的数量与单价（厂商报价或市场行情）进行测

算 

无变化 

3 公用动力设备 1,225.00  

公用动力设备包括锅炉及辅助系统、电梯、变配电系

统、工艺管道系统、压缩空气制备、纯化水机组、注

射水机组、水冷螺杆机、纯蒸汽机组、冷冻水、冷却

水循环系统等，根据预估的所需设备的数量与单价（厂

商报价或市场行情）进行测算 

无变化 

4 
制剂车间工艺

设备 
—— —— 

本次募投项目暂不

建设制剂车间，本次

发行较前次公开发

行减少预算 1,22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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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4,940.09    

公司本次拟购置安装的设备包括原液车间工艺设备、QC实验仪器及公用动

力设备，上述设备均为原液车间达到生产条件的必需设备，而原液车间达到生产

条件则是进行NL003产品上市前工艺放大与验证工作的基础。工艺放大与验证工

作是该条生产线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前提并且需要一定的试运行周期。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拟优先购置上述设备，保障原液车间达到生产条件，早日完成NL003产品

自主产业化的工艺放大与验证工作，加快自主产业化进程，具有必要性。 

3）其他费用 

本项目的其他费用为1,520.63万元，主要包括项目设计费、建设单位管理费、

工程造价咨询费、工程监理费、其他政府规费及其他等，具体投资明细及测算依

据如下： 

序号 费用类别 估算金额（万元） 备注 

1 项目设计费 280.00 签约合同价 

2 建设单位管理费 225.35 

依据《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

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16]504 号文八折

测算 

3 工程造价咨询费 160.91 

施工期全过程造价咨询费用，依据《北京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参考费用》京价协

(2015)011 号文八折测算 

4 工程监理费 120.00 依据甲方市场询价 

5 
其他政府规费（市政配

套费） 
650.00 住建类收费标准 

6 其他 84.37  

合计 1,520.63  

其他费用为支持工程建设顺利完成而发生的费用，其支出具有必要性。 

本次募投项目总投资规模为21,086.47万元，公司本项目本次募集资金与前次

公开发行时已募集资金共计18,471.96万元，资金缺口2,614.51万元，公司拟采用

长期借款、再融资及自有资金等方式补充该募投项目所需要的资金。 

综上所述，本项目各项支出具有必要性，投资金额测算具有合理性。 

（6）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规划建设期 30 个月，公司将在建设期内完成 1#质检楼、3#仓库、4#自

研药车间的建筑及 4#自研药车间装修工程、硬件设备的购置及安装、GMP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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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人员招聘及培训和试运行等。本项目旨在实现公司生物工程新药的产业化，

使公司收入结构得到有效改善，进而提升公司营业收入水平。 

本项目拟建设内容如下：1#质检楼、3#仓库、4#自研药车间及其附属工程的

土建工程、4#自研药车间的装修工程及 4#自研药车间中原液车间工艺设备的购

置及安装。 

本项目预计建设进度安排如下： 

 

注 1：Q1、Q2、Q3、Q4 分别表示项目建设的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 

注 2：建筑及装修工程中不含 1#质检楼、3#仓库的装修工程。 

3、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除用于上述“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药物研发项目”外，

公司综合考虑了行业发展趋势、自身经营特点、财务状况以及未来规划等经营情

况，拟使用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

降低财务风险，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1）公司经营规模扩大，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日益增加 

报告期内及期后，公司持续加大研发的投资以及人员的规模不断增长使公司

对日常运营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公司需要补充一定规模的流动资金以保障

公司的正常运营和业务发展规划的顺利实施。 

2）满足公司发展战略，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的需要 

充足的营运资金是公司业务发展的基础，是抵御市场竞争风险、应对市场变

化、实现公司战略的需要。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充足的资金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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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资金到位后，公司的资金实力得到增强，可以保证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提

升公司的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3）补充流动资金规模合理性 

公司拟使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金额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如下： 

1）基本假设 

公司处于产品研发阶段，公司主要产品尚未实现销售收入，考虑到药物研发

周期长以及药品研发成功后市场推广，公司目前及未来 2-3 年主要支出为研发费

用、管理费用以及销售费用，据此预测未来流动资金需求。 

2）测算步骤与计算公式 

A.确定未来两年的管理费用支出和销售费用支出 

管理费用付现支出预测增长率：扣除公司折旧或摊销等非付现费用后，公司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2023 年 1-6 月付现管理费用分别为 854.18 万元、948.72

万元、1,083.69 万元、668.26 万元，预计 2023 年管理费用合计付现支出 1,220.78 

万元。管理费用付现支出 2021 年较 2020 年增长 11.07%，2022 年较 2021 年增长

14.23%，两年平均增长率为 12.65%。 

结合公司目前的管理费用实际支出及增长情况、未来的发展规划、人员规模

的增长及人工等成本增加等因素，假设 2023-2024 年管理费用付现支出增长率均

为 12.65%。 

销售费用付现支出预计：根据公司目前新药研发进度以及公司未来市场开拓

资金需求等，预计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12 月的销售费用付现支出合计为 320.00

万元，为销售人员的职工薪酬等。 

B.确定需要的流动资金总量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前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3000 万元已

使用完毕，本次流动资金缺口=需补充的流动资金总量=预测期流动资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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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体测算过程 

根据管理费用的增长情况，对未来两年的流动资金需求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实际发生 预算发生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6

月 

2023 年 6-12

月 
2024 年 

管理费用 856.23 959.36 1,114.28 681.00  729.96  1,405.80  

其中：累计折旧和

摊销 
2.05 10.63 30.58 12.74  17.84  30.58  

管理费用支出 854.18 948.72 1,083.69 668.26  712.12  1,375.21  

销售费用支出     112.00 208.00 

合计 854.18 948.72 1,083.69 668.26  824.12  1,583.21  

流动资金缺口=需补充的流动资金总量=预测期流动资金需要 2,407.33 万元。 

注：上表中的管理费用不含股份支付金额，2022 年管理费用中不含已支付保荐费用 

经测算，公司 2023 年 6-12 月及 2024 年度所需流动资金缺口为 2,407.33 万

元。诺思兰德为研发主体，无稳定收入来源，考虑本次募集资金需预留资金用于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因此公司拟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在综合考虑流动资金需求缺口、市场融资

环境及未来战略规划等因素来确定本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规模，整

体规模适当。 

4、偿还银行贷款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 1,00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

行贷款。 

单位：万元 

借款行 
借款 

主体 

当前余额

（本金） 

拟用募集

资金偿还

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使用 

情况 

综合财务

费用率 

中信 

银行 

诺思 

兰德 
1,000.00 1,000.00 

2023-4-2

7 

2024-3-

7 

全部用于

研发、人

员工资、

日常经营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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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2）偿还银行贷款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1）优化资本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 

根据 iFinD 的资讯数据统计，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

流动比率平均值为 4.18 倍，速动比率平均值为 3.38 倍。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公

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则分别为 1.73 倍和 1.34 倍，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与同

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目前的资本结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长远不利于公司

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通过本次发行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公司稳健经营，改善

公司资本结构，风险抵御能力将得到提高。 

2）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改善盈利水平 

近年来，公司业务持续发展带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公司利用债权

融资和股权融资相结合的方式筹集资金，但由此产生的财务费用也相应降低了公

司的盈利水平。 

通过本次发行募集部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可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为

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有利于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从而进一

步增强公司持续回报股东的能力，符合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3）偿还计划 

公司计划根据募集资金到位具体时间及相关费用的结算周期，综合考虑融资

成本后，本着节约财务费用的原则，最终确定具体偿还时间。 

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以及保证募集资金合理使

用的措施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6月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

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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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证募集资金合理使用的措施 

发行人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北交所的相关规定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建立了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募集资金使

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该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作为认购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并在认购

结束后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由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公司共同监管募集资金按照承诺用途和

金额使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保障募集资金用于承诺的募集资金投向，并定期对募集资金进行内部检查、配合

保荐机构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切

实履行相关决策监督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

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十二、本次发行需要履行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

备案等程序的情况 

公司不属于国有投资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本次发行公司无需履行国资、外

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本次发行尚未确定具体发行对象，如果最终确定

的发行对象涉及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公司将

要求投资者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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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一、公司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万元） 33,753.14  34,523.13 35,059.95 

其中：应收账款（万元） 114.78 103.00 1,243.32 

预付账款（万元） 1,674.90  1,140.55 791.78 

存货（万元） 1,438.33 1,438.29 860.16 

总负债（万元） 11,575.08  10,616.94 7,077.23 

其中：应付账款（万元） 4,968.04  4,266.78 1,631.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万元） 
17,963.34 19,844.07 24,230.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0.69 0.77 0.94 

资产负债率（%） 34.29  30.75 20.1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2.43  11.23 9.35 

流动比率（倍） 1.73  2.63 5.69 

速动比率（倍） 1.34  2.26 5.21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2,882.64 6,465.46 5,685.59 

研发费用（万元） 2,986.97 5,640.48 4,319.93 

销售费用（万元） 558.30 2,471.91 2,485.16 

管理费用（万元） 1,440.51 3,075.09 3,258.8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3,475.83 -6,761.68 -5,156.67 

毛利率（%） 50.35 64.95 73.33 

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6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依据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计算） 

-19.04 -32.07 -2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依据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9.31 -33.53 -22.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3,112.56 -2,423.85 -2,691.8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股） 
-0.12 -0.09 -0.1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4.84 9.35 6.02 

存货周转率（次） 0.99 1.96 2.51 

注：2021 年、2022 年的财务报表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

审计意见；2023 年 1-6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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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变动分析说明 

（一）主要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1、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每股净资产 

公司 2022 年末资产总额较 2021 年末减少 536.82 万元，降幅 1.53%，主要由

以下因素综合影响所致：（1）随着公司研发项目 NL003 和 NL005 的持续推进

及研究中心数量增加，公司 2022 年研发投入较大，导致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

资产较 2021 年末减少 3,669.42 万元；（2）2022 年 7 月玻璃酸钠滴眼液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由汇恩兰德变更为欧康维视后，对其销售模式发生变更，由原根据

客户签收全额确认收入和应收账款调整为先取得部分预付款后再生产和提供药

品，销售模式的变更导致公司应收账款较 2021 年末减少 1,140.32 万元；（3）子

公司诺思兰德生物制药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建设开展，建筑安装费等大幅增

长导致在建工程较 2021 年末增加 4,584.34 万元。公司 2023 年 6 月末资产总额较

2022 年末减少 769.99 万元，降幅 2.23%，主要系日常折旧摊销导致资产减少。 

公司 2022 年末总负债较 2021 年末增加 3,539.71 万元，增幅 50.02%，主要

由以下因素综合影响所致：（1）子公司诺思兰德生物制药公司根据监理单位出

具的施工进度确认在建工程的同时，确认应付给总包单位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款项导致应付账款增加 2,583.41 万元；（2）公司子公司汇恩兰德公司自 2022

年 7 月开始，玻璃酸钠滴眼液销售模式变更，取得预收委托生产玻璃酸钠滴眼液

款项增加，导致公司 2022 年末合同负债较 2021 年末增加 978.52 万元。公司 2023

年 6 月末总负债较 2022 年末增加 958.14 万元，增幅 9.02%，主要由以下因素综

合影响所致：（1）应付账款较 2022 年末增加 701.26 万元，主要原因系子公司

诺思兰德生物制药公司根据施工进度计提应付工程款导致期末应付中建安装集

团有限公司款项增加 1,442.73 万元；（2）2023 年 6 月末，公司增加银行借款 595.98

万元。 

公司 2022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较 2021年末减少 4,386.55万元，

降幅 18.1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较 2021 年末减少 0.17 元，主要

原因系公司 2022 年亏损较大。公司 2023 年 6 月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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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022 年末减少 1,880.73 万元，降幅 9.4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较 2022 年末减少 0.08 元，主要原因系公司主要研发项目处于研发阶段，持续

研发投入导致亏损增加所致。 

2、应收账款 

公司 2022 年末应收账款较 2021 年末减少 1,140.32 万元，降幅 91.72%，主

要原因系 2022 年 7 月子公司汇恩兰德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

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玻璃酸钠滴眼液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由汇恩兰德变更

为欧康维视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汇恩兰德改变玻璃酸钠滴眼液销售模式，

由原根据客户签收全额确认收入和应收账款调整为收取预付款后以CMO方式生

产和提供产品，导致公司应收账款较 2021 年末减少。公司 2023 年 6 月末应收账

款较 2022 年末增加 11.78 万元，增幅 11.44%，变动较小。 

3、预付款项 

公司 2022 年末预付款项较 2021 年末增加 348.78 万元，增幅 44.05%，主要

原因系随着公司研发项目进展，预付给医院及委托研发机构款项增多，其中因在

研项目 NL003 开展试验，预付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启动资

金 305.66 万元；公司 2023 年 6 月末预付账款较 2022 年末增加 534.35 万元，增

幅 46.85%，原因系以下因素综合影响：（1）2023 年 1-6 月预付 NL003、NL005

的临床试验费金额较大；（2）子公司汇恩兰德为扩大滴眼液产品产能预付设备

款 318.00 万元。 

4、存货 

公司 2022 年末存货较 2021 年末增加 578.13 万元，增幅 67.21%，主要原因

系随着公司药品销售收入增长及销售订单的增加，公司生产用原材料、在产品和

产成品等增加所致；公司 2023 年 6 月末存货较 2022 年末增加 0.04 万元，变动

较小。 

5、在建工程 

公司 2022 年末在建工程较 2021 年末增加 4,584.34 万元，增幅 1138.91%，

公司 2023 年 6 月末在建工程较 2022 年末增加 3,899.14 万元，增幅 78.19%，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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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系子公司诺思兰德生物制药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建设开展，发生的建筑安

装费等计入在建工程的费用增加所致。 

6、应付账款 

2022 年末应付账款较 2021 年末增加 2,634.86 万元，增幅 161.46%，主要原

因系子公司生物制药公司根据监理单位出具的施工进度确认在建工程的同时，确

认应付给总包单位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款项导致应付账款增加。公司

2023 年 6 月末应付账款较 2022 年末增加 701.26 万元，增幅 16.44%，原因系子

公司生物制药公司根据施工进度确认应付工程款导致期末应付中建安装集团有

限公司款项增加，公司研发项目进展导致期末应付临床试验费增加所致。 

（二）主要利润表项目分析 

1、营业收入 

公司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 1-6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5,685.59 万元、6,465.46

万元、2,882.64 万元，其中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较 2021 年增加 779.87 万元，增

幅 13.72%，主要原因系：一方面随着子公司汇恩兰德滴眼液产品的不断市场推

广，公司滴眼液产品销量增长，导致药品销售收入增加；另一方面汇恩兰德提供

的受托研发生产服务增加，导致 CMO/CDMO 项目收入增加。2023 年 1-6 月营

业收入较 2022 年同期减少 745.67 万元，同比下降 20.55%，主要原因系：2022

年 7 月子公司汇恩兰德玻璃酸钠滴眼液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由汇恩兰德变更为

欧康维视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汇恩兰德自 2022 年 7 月开始玻璃酸钠滴

眼液销售模式发生变更，由药品销售变更为 CMO 业务，结算价格降低，销售收

入减少。 

2、研发费用 

公司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 1-6 月研发费用分别为 4,319.93 万元、5,640.48

万元、2,986.97万元，2022年研发费用较2021年增加1,320.55万元，增幅30.57%，

主要原因系公司研发项目 NL003 和 NL005 持续推进，其中，主要在研项目

NL005Ⅱb 期在 2022 年 6 月份启动；为加快 NL003 项目入组进度，增加了临床

试验中心，因而公司研发投入随之增长。此外，2022 年 NL003 新增临床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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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临床领用进度逐步摊销亦导致研发费用增加。2023 年 1-6 月研发费用较 2022

年同期增加 449.39 万元，同比上升 17.71%，主要系随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

及公司采取多种措施使主要研发项目临床试验入组进度明显提升，临床试验委托

服务费增加。 

3、销售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市场推广费 467.29 83.70% 2,355.93 95.31% 2,360.50 94.98% 

工资薪金 65.99 11.82% 97.62 3.95% 100.46 4.04% 

其他 25.02 4.48% 18.36 0.74% 24.20 0.98% 

合计 558.30 100.00% 2,471.91 100.00% 2,485.16 100.00%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主要为滴眼液产品市场推广费以及销售人员工资薪金，

其他主要为宣传费、招待费、折旧费，金额较小。 

报告期各期销售费用分别为 2，485.16 万元、2,471.91 万元、558.30 万元，

其中 2022 年度公司销售费用较 2021 年度变化较小。2023 年 1-6 月销售费用较

上年同期减少 935.37万元，同比下降 62.62%。主要原因如下： 

2022 年 7月，子公司汇恩兰德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

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并完成药品注册证向欧康维视的转让，转让完成后，

上市许可持有人由汇恩兰德变更为欧康维视，汇恩兰德以 CMO（受托生产）的方

式，按照与欧康维视签订的协议规范生产和提供玻璃酸钠滴眼液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变更之前，欧康维视作为玻璃酸钠滴眼液产品的总代理商，负责玻璃

酸钠滴眼液药品销售推广；汇恩兰德将玻璃酸钠滴眼液产品销售给医药商业公

司后，向欧康维视支付市场推广费。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之后，汇恩兰德以 CMO

方式直接向欧康维视销售，无需再向其支付市场推广费。因此，2022 年 8 月起

玻璃酸钠滴眼液产品的市场推广费逐渐减少，但同时 2022 年公司各产品整体销

量持续增长使当年市场推广费与 2021 年基本持平。由于 2023 年 1-6 月该产品

不再发生市场推广费，导致 2023 年 1-6 月销售费用同比下降。 

4、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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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费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工资薪金 812.07 56.37% 1,457.54  47.40% 1,427.92  43.82% 

股权激励 172.07 11.95% 614.93  20.00% 776.71  23.83% 

折旧摊销 139.56 9.69% 340.96  11.08% 379.44  11.64% 

中介费用 39.68 2.75% 205.08  6.67% 48.32  1.48% 

办公及差旅

费用 
66.7 4.63% 90.04  2.93% 129.12  3.96% 

租赁费 23.17 1.61% 79.53  2.59% 97.31  2.99% 

招待费用 42.93 2.98% 67.26  2.19% 76.42  2.35% 

物料消耗 17.76 1.23% 58.67  1.91% 119.27  3.66% 

服务费 58.82 4.08% 57.06  1.86% 94.10  2.89% 

水电气 3.03 0.21% 20.68  0.67% 46.10  1.41% 

其他 64.71 4.49% 83.33 2.71% 64.14 1.97% 

合计 1,440.51 100.00% 3,075.09  100.00% 3,258.86  100.00%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主要为管理人员薪酬、股权激励、折旧摊销、中介费

用等项目。 

报告期各期，公司管理费用分别为 3,258.86 万元、3,075.09 万元、1,440.51

万元，其中：1）2022 年工资薪金 1,457.54 万元较 2021 年略有增加，主要为

2022 年公司管理人员薪酬整体上调，但计入管理费用人员数量有所减少，综合

导致 2022 年计入管理费用工资薪金略有增加。公司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变动分析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 2021年 2022 年度较上年变动 

董监高 340.64 730.63 566.60 164.03 28.95% 

其中：扣除新增高管的影响 278.69 563.11 474.39 88.72 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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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 2021年 2022 年度较上年变动 

实际控制人（许松山、许日

山） 
54.68 105.71 85.91 19.80  23.05% 

注 1：薪酬包括支付给个人薪酬以及发行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费用； 

注 2：实际控制人之一许日山为公司董事报告期只领取董事津贴 5万元。 

公司 2021 年 4 月新增 2 名高级管理人员，上表中 2021 年的董监高薪酬未

包括新增高级管理人员 1-4月的薪酬，导致 2022 年董监高薪酬较 2021 年增幅

较大。不考虑上述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2022 年董监高薪酬较 2021 年增加

88.72 万元，增幅 18.70%，2022 年实际控制人许松山、许日山薪酬较 2021 年增

加 19.80 万元，增幅 23.05%，主要原因为 2022 年 4 月，公司设立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进行了规范。同时结合公司经

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照同行业薪酬水平,公司制定了 2022 年度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整体调整了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公司董监高薪酬

有所增加。通过 Choice 查询科创板上市的生物医药公司 2022 年董事长平均薪

酬为 207.21 万元，亏损生物医药公司董事长平均薪酬为 168.64 万元，结合自

身经营规模并参照同行业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平均薪酬，报告期内公司董事长、

实际控制人许松山薪酬具有合理性。 

2）2022 年股权激励较 2021 年减少 161.78 万元，2023 年股权激励较 2022

年同期减少 185.92 万元，主要原因：①2022 年公司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费用

均分三期（2021 年 4月-2022 年 4 月、2022 年 5月-2023 年 4 月、2023 年 5月

-2024 年 4月）行权/解限，随着各期股权激励的行权/解限，分摊基数逐期减小，

股权激励费用减少；②公司部分激励人员未行权，股权激励费用减少。 

3）2022 年折旧摊销、物料消耗、水电气等费用减少，主要系子公司汇恩兰

德前期多剂量眼科药生产线产能利用率较低，停工期间的支出计入管理费用，

随着业绩持续增长，产能利用率大幅提高，分摊至生产成本的固定资产折旧费

用、物料消耗、水电气增加，从而使管理费用减少。 

4）2022 年中介服务费用较 2021 年增加 156.76 万元，2023 年 1-6月中介

费用较 2022 年同期减少 62.24 万元，主要系 2022 年上半年公司支付前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中介费用所致，2021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无此项支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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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公司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5,156.67 万元、-6,761.68 万元、-3,475.83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亏损，主

要原因：（1）报告期内，公司处于药物研发阶段，公司主要产品尚未实现销售

收入，现阶段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子公司销售滴眼液产品、CMO/CDMO 项目收

入及技术转让收入。2022 年，子公司滴眼液产品收入及 CMO/CDMO 项目收入

较 2021 年虽然增长，但营业收入仍未能覆盖成本费用，同时随着滴眼液产品销

售收入的增加，公司产生的市场推广费仍较高，销售费用维持在较高水平；（2）

公司作为新药研发企业，随着公司在研项目临床试验进程持续推进，公司不断加

大研发投入，2022 年研发用材料投入、委托服务费及临床试验费等相关费用较

2021 年上升，公司研发费用金额较大；（3）子公司土地及厂房等长期资产折旧

摊销金额较大，导致公司固定成本费用金额较大。公司 2023 年 1-6 月报告期内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75.83 万元，主要因公司目前仍处于研发阶段，

随着研发项目推进，研发投入增加导致亏损增加。 

6、每股收益 

公司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 1-6 月每股收益分别为-0.20 元、-0.26 元、

-0.13 元。2022 年较 2021 年亏损有所上升，主要系 2022 年公司研发投入增加导

致研发费用增加，营业亏损所致。 

（三）公司结构性存款明细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与北京银行、杭州银行、中信银行签订结构性存款协议

购买了结构性存款产品。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产品余

额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年化收益率 起止期限 
期

限 

金额（万

元） 

共赢智信利率挂钩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36304期（C23T70111） 
2.65% 2023.06.12-2023.07.14 

32

天 
900.00 

（四）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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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1 年、2022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691.80 万元、

-2,423.85 万元，均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出，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处于药物

研发阶段，公司主要产品生物工程新药尚未实现销售收入，现阶段的营业收入主

要来源子公司销售滴眼液产品、CMO/CDMO 项目收入及技术转让收入。公司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远低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给职工的工资、

支付研发费用等现金支出。 

2022 年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流出较 2021 年减少 267.95 万元，主要由以

下因素综合影响所致：（1）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增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增加 3,580.58 万元；相应地，公司购买的原材料增加等导致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2,065.44 万元；（2）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及往来款等导

致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1,590.59 万元；（3）随着公司研发

项目的推进、研究中心数量增加公司研发投入随之增长导致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增加 2,252.56 万元；（4）随着公司员工待遇的提高，公司支付给职

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736.89 万元。 

公司 2023 年 1-6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112.56 万元，上年同

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27.98 万元，差异原因主要：（1）公司上年同

期收到政府补助 1,137.00 万元导致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大，而

2023 年 1-6 月无此项现金流入；（2）公司上年同期收到增值税费返还 580.79 万

元，而 2023 年 1-6 月无此项现金流入；（3）2023 年 1-6 月，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871.23万元，主要因随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

公司主要研发项目持续推进，支付临床试验服务费。 

（五）主要财务指标对比分析 

1、盈利能力分析 

公司2021年、2022年、2023年1-6月毛利率分别为73.33%、64.95%、50.35%，

呈逐期下降趋势。2022 年毛利率较 2021 年下降 8.38 个百分点，2023 年 1-6 月毛

利率较 2022 年下降 14.60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系 2022 年 7 月子公司汇恩兰德玻

璃酸钠滴眼液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由汇恩兰德变更为欧康维视生物医药（上海）

有限公司，汇恩兰德自 2022 年 7 月开始玻璃酸钠滴眼液销售模式发生变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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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销售变更为 CMO 业务，结算价格降低，由此导致玻璃酸钠滴眼液毛利率降

低，从而拉低营业收入综合毛利率。 

公司2021年、2022年、2023年1-6月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20.45%、

-32.07%、-19.04%。其中，2022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 2021 年变化较大，

主要系：一方面公司 2021 年亏损较 2022 年少，另一方面，2020 年 11 月、12

月收到首发募集资金导致 2021 年期初净资产较高，从而导致 2021 年加权平均净

资产较高。以上因素导致两年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变化较大。 

2、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 2021 年末、2022 年末、2023 年 6 月末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20.19%、

30.75%、34.29%，流动比率分别为 5.69 倍、2.63 倍、1.73 倍，速动比率分别为

5.21 倍、2.26 倍、1.34 倍，2022 年末、2023 年 6 月末的资产负债率上升，流动

比率、速动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系：（1）公司 2022 年、2023 年 1-6 月持续亏损；

（2）子公司生物制药公司根据监理单位出具的施工进度确认在建工程的同时，

确认应付给总包单位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款项导致应付账款大幅增加。 

3、营运能力分析 

公司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 1-6 月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6.02 次、9.35

次、24.84 次，其中 2022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较 2021 年有所上升，主要原因系：

一方面，2022 年公司营业收入增加；另一方面，2022 年 7 月子公司汇恩兰德收

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玻璃酸钠滴眼

液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由汇恩兰德变更为欧康维视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汇恩兰德自 2022 年 7 月开始玻璃酸钠滴眼液销售模式发生变更，由原根据客户

签收全额确认收入和应收账款调整为先取得部分预付款后再受托生产药品，销售

模式的变更导致公司应收账款较 2021 年末减少。 

公司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 1-6 月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2.51 次、1.96 次、

0.99 次，2022 年存货周转率较 2021 年有所下降，主要由以下因素综合影响：子

公司汇恩兰德销售订单以及 CMO 项目订单增加，日常需储备的原辅料及库存商

品均会增加，其次由于进口原料到货周期长、年底原材料和物料等需要提前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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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均导致期末生产用原材料、药品在产品和产成品等增加，从而拉低了

2022 年的存货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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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 

一、本次发行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上市公司的业务及

资产的变动或整合计划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计划用于药物研发项目、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补

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将有助于公司推进新产品研发进度，保障公司创新

药研发资金需求。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货币资金、股本规模、总资产、净资

产、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因

此，本次发行将完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抗风

险能力。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及现金流量

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的资本结构得到优化，现金流更加充裕，运营资金压

力有所缓解。公司股本规模、总资产、净资产、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均有一定

程度的提高，资产负债率下降，资金实力进一步提升，财务风险下降，持续经营

能力、偿债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发行对象的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存在同业竞争、潜在同业竞争以及可能存在关联交易等变

化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由于本次发行的对象尚未确定，因而无法确定公

司与发行对象及发行对象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从事的业务是否存在同业竞

争、潜在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发行对象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从事的业务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潜在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将在发行结束后公

告的发行情况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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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过本次发行引入资产的，是否导致增加本公司的债务或者或有

负债 

公司本次发行不存在引入新资产的安排，不会增加公司的债务或者或有负债。 

五、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许松山、许日

山；许松山持有公司 36,566,73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19%；许日山持有

公司 29,325,95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8%；两者共持有公司 65,892,68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5.57%，许松山和许日山为兄弟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2023 年 7 月，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部分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完毕，实际行权数量 104.97 万份，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增

加 104.97 万元，受此影响，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许松山、许日山两者共

持有公司 65,892,68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下降至 25.46%，但仍为公司

共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无法达成行权、解

除限售条件，同时公司不存在其他股权激励计划，不会对本次发行产生影响，根

据发行方案中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上限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许松山、许日山

合计控制本公司 22.82%的股份，因公司股权结构比较分散，二人合计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足以对发行人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仍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公司整体财

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财务实力增强，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

有积极的影响。 



 

1-1-92 

七、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一）产业化项目投资风险 

1、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实施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的产业化项目为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生物工程新药产业

化项目能否顺利完成竣工验收，设备安装、调试能否按预计时间完成以及药品商

业化生产前能否符合GMP标准将对公司产业化进度产生直接影响。若项目建设

进度不及预期或未能按计划取得相关药品生产许可，可能导致本次募投项目实施

进度不及预期。尽管发行人在制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时基于当时的国家政策、经

济形势、市场环境、建设成本进行了详细的可行性分析和论证，但是相关项目在

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因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相关产品市场需求、产品价

格变动、项目管理不善、项目实施进度、项目投资成本与预期存在差异的可能性，

因此，发行人产业化项目存在项目实施进度不及预期、实施方案或资金用途发生

变更、项目实施失败等风险。 

2、产业化盈利不及预期拖累业绩的风险 

发行人生物工程新药产业化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是基于当前生物工

程新药产业化需要、产业政策、技术背景、市场环境及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等因素，

预期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将新增固定资产折

旧及摊销，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达到预期收益水平前，项目的新增折旧

及摊销将会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公司未来产业化盈利情况取决于公司

药品研发进度、药品上市获批情况、产业化实施进度、药品生产、市场推广及销

售、市场空间、竞争对手及竞品等多方面因素。此外，随着新药研发进度的推进，

后续研发、临床、注册等活动的展开，研发费用将随之增加，对公司经营业绩也

会在一定期间内产生不利影响。若上市后收入无法按计划增长可能导致公司较长

时间难以实现盈利，进而可能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产品管线研发及商业化相关风险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在研生物药均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或临床前研

究阶段，现有产品管线中产品的开发成功及其他候选新药的研究均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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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司无法成功完成现有产品管线的临床开发、符合严格监管标准的药品生产、

取得监管批准在研药物商业化或开发其他新候选药物或上述事项受到重大推迟，

公司产品管线的研发业务与新药产业化实施均将受到较大影响。且生物创新药研

发难度高、研发周期长，期间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研发及市场均存在固有的不

确定性，亦可能会导致项目研发完成或正式投产后出现失去技术先进性、市场竞

争力的风险。 

1、与 NL003 有关的风险  

公司正在开发的注射用重组人肝细胞生长因子裸质粒（NL003）目前处于缺

血性溃疡、静息痛的III期临床试验阶段，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因素影响项目研

发进度不及预期。虽然公司已制定较为可行的措施，但临床试验本身存在的难度

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均可能对公司如期完成计划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NL003作

为1类生物创新药且为基因治疗药物，相关监管严格且可借鉴的成熟经验较少，

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尚需进一步验证，仍存在临床试验效果不及预期、患者缺

乏耐受性或者出现不良反应、临床方案调整或变更等固有的药品研发风险。 

此外，临床试验的实施还受到与临床试验机构等第三方的合作、试验所需资

金筹集、主管部门审批及与监管机构沟通等诸多因素影响。如因公司的临床进度、

产品疗效、试验实施不及预期无法如期获准上市，可能存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实现

产业化的风险。 

由于目前国内基因治疗药物研发管线整体处于前期阶段，商业化程度不高，

在NL003尚无同类产品上市的情况下，首批上市产品可能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市

场教育过程，上市初期的销售收入可能增长缓慢。同时，已有其他公司类似竞争

药物正在同步开展临床试验，竞争对手可能先于公司向市场推出同类产品，也可

能损害或延迟公司产品成功商业化的进度。另外，依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预计

2025年PAD患者人数并结合PAD患者中10%发展为CLI的合理患病率推测，2025年

国内CLI患者人数可达566万人，按NL003建设规划每年生产可满足10万人次需求，

NL003销售具有良好的市场空间保障。但实际患病人数及增长率、患者就诊意愿

及确诊率、医生及患者接受度、药品可及性以及其他CLI治疗方案的发展均可能

影响NL003的实际市场需求，未来若上述因素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则可能导致公司

NL003产品无法实现预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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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NL003项目存在研发进度滞后、研发失败及产业化不及预期等风

险。 

2、与 NL005 有关的风险  

本次发行部分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NL005项目II期临床补充研究，公司正在

开发的NL005是重组蛋白质药物，用于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缺血再灌注损伤适应症，

目前NL005项目IIb期临床试验已完成数据揭盲，根据初步统计，Ilb期临床试验

的主要疗效指标评价结果未达到本次试验方案设定的预期，但在其它的能够反应

有效性的指标中(如心肌梗死面积百分比、微循环阻塞面积、左心室舒张末期容

积等)，仍观察到了高剂量组优于安慰剂组的结果，公司将根据统计分析结果优

化试验方案，进一步推进II期临床研究。作为国内外尚无同类产品获批准上市的

生物创新药，可借鉴的学术和临床成果甚少，具有较高的科研难度，因此NL005

存在后续临床试验进展及效果不及预期等固有的研发风险。 

此外，NL005的III期临床试验的顺利开展取决于II期临床补充研究能否取得

良好结果以及主管部门的审评审批，同时临床试验的实施还受与临床试验机构等

第三方的合作、临床试验中心的启动、试验所需资金筹集等诸多影响，上述因素

均可能导致NL005后续临床试验及上市无法如期顺利完成。 

尽管注射用重组人胸腺素β4目前国内外尚无已上市同类产品，但目前已有其

它公司类似竞争药物正在同步开展临床试验，若竞争对手先于公司向市场推出同

类产品，将损害或延迟公司产品成功商业化的进度。 

综上所述，NL005项目存在后续临床试验进度滞后、研发失败及产业化不及

预期等风险。  

3、与临床前阶段在研药物有关的风险 

公司尚有注射用重组人胸腺素 β4 的新适应症开发项目（如：NL005-1、

NL005-2）、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a 项目（NL201）等多项创新生物药处于

临床前研究阶段。公司制定了较高的临床前研发目标，并通过在人员、费用、时

间方面进行较多的投入，但这些具备较强创新性的研发项目研发结果不确定性仍

然较大，公司若不能前瞻性地根据临床用药需求确定研发方向、组织各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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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通力协作以提高研发效率、获得持续的资金支持，均会导致因临床前研究结

果不足以支持进行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或相关申请未能获得监管机构审批通过，从

而无法获得临床试验批件，无法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并最终上市的风险。若出现上

述情况，发行人可能无法收回临床前研发成本，可能对发行人的经营情况和财务

状况产生较大不利影响。因此，临床前阶段在研药物研发进度及结果均存在不及

预期的风险。 

（三）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及持续亏损的风险 

创新药研发资金投入大、周期长。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6 月，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5,156.67 万元、-6,761.68 万元和

-3,475.83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5,790.44 万元、-7,070.38 万元和-3,525.96 万元，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32,332.98 万元。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尚未盈利且

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主要原因是公司仍处于产品研发阶段、研发支出较大。公

司预计最早于 2026 年可实现当年盈亏平衡，但由于药品研发、上市审批及未来

市场变化等因素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若 NL003 研发、上市审批以及上市后销售

情况不及预期，公司实际实现盈利的时间可能会延后，甚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仍

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及持续亏损。 

（四）公司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营运资金 

在研药品产生销售收入之前，公司需要完成临床开发、监管审批、市场推广

等经营活动。自成立以来，公司的业务运营已耗费大量资金。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6 月，公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691.80 万

元、-2,423.85 万元和-3,112.56 万元。公司将在在研药物发现、推动在研药物的

临床前研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等诸多方面继续投入大量资金，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仍无法满足 NL003 项目新药上市前的资金需求。根据公司经营发展计划，

NL003 产品实现收入前(即 2025 年)日常经营、研发及营销投入尚存在资金缺口

10,694.52 万元;若公司采取代理销售模式，不考虑营销投入，尚存在资金缺口

6,493.32 万元。新药成功上市前的营运资金主要依赖于外部融资，如经营发展

所需开支超过可获得的外部融资，将可能对公司的资金状况造成压力。如公司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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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取得盈利或筹措到足够资金维持公司正常经营，公司将被迫

推迟、削减研发项目或未来的在研药品商业化进度，将可能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五）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风险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松山、许日山通过直接方式合

计控制公司 25.46%的股份。根据本次发行方案中发行股票的数量上限测算，本

次发行完成后，许松山、许日山持股比例将进一步降低至 22.82%。实际控制人

持股比例较低可能导致公司未来股权结构发生变化以及实际控制人调整，进而可

能影响公司研发项目进度、后续生产以及经营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六）募集资金不能按照计划投入募投项目的风险 

发行人虽然已对本次募集资金制订了切实可行资金使用计划，但募投项目实

施过程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如临床试验的完成进度取决于主管部门审批、与第

三方的合作、研究过程中方案执行、药物供应、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以及过程中

与监管机构沟通等各个环节进度；临床前研究属于早期研究阶段，研究不确定性

相对较高；产业化实施过程中也会存在因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相关产品

市场需求、人工及物料价格变动、项目管理不善、项目实施进度、项目投资成本

与预期存在差异的可能性。同时，公司募投项目实施已受到国内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影响，外部环境变动及临床试验本身存在的难度等亦可能对公司募投项目资

金需求及使用安排带来不确定性。 

综合上述因素，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进度与计划可能存在偏差、资金需求亦可

能发生变化，相应导致项目实际投入与预期安排存在差异。因此，本次募集资金

存在不能按照计划投入募投项目的风险。 

（七）审批风险 

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北京证券交易所审

核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决定后方可实施，前述审批事项的结果、时

间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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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发行风险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将受到证券市场整体情况、公司股

票价格走势、投资者对本次发行方案的认可程度等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存在发行募集资金不足甚至发行失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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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 

名称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洪 

保荐代表人 丁邵楠、王作维 

项目协办人 崔振国 

项目组成员（经办人） 朱锋、王相伟、范丛杉、吴章勇、张梦圆、耿轶寒 

联系电话 0531-81911938 

传真 0531-68889222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甲 14 号广播大厦 9 层、10 层、13 层、

17 层 

单位负责人 颜克兵 

经办律师 陈烁、王新宇 

联系电话 010-52088985 

传真 010-52088985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7 号天行健商务大厦 20 层 2206 

执行合伙人 王增明 

经办注册会计师 王锋革、常晓韦、冯建江、黄琼 

联系电话 010-62166525 

传真 010-62166525 

四、股票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6 号金阳大厦五层 

法定代表人 周宁 

经办人员姓名 - 

联系电话 010-58598980 

传真 010-58598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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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声明 

一、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募集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许松山  许日山  聂李亚 

     

陈垒  高洁  韩成权 

     

王英典  徐辉  任自力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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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募集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全体监事签名： 

 

 

 

    

马素永  李丽华  高钟镐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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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募集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许松山  聂李亚  韩成权 

     

高洁  马杉姗  李艳伟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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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全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募集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控股股东签名： 

 

 

 

  

许松山  许日山 

 

 

实际控制人签名： 

 

 

 

  

许松山  许日山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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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人及其保荐代表人声明 

本公司已对募集说明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签名： 

 

 

崔振国 

 

保荐代表人签名： 

 

 

  

丁邵楠  王作维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王洪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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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荐机构负责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募集说明书的全部内容，确认募集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募集说明书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签名： 

 

 

 

冯艺东 

 

保荐机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签名： 

 

 

 

王洪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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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募集说明书，确认募集说明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经办律师对上市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引用的专业报告的内

容无异议，确认募集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签名： 

 

 

 

  

陈烁  王新宇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 

 

 

 

颜克兵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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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募集说明书，确认募集说明书与本所出具的审

计报告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引用的专

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募集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签名： 

 

 

 

    

 

  

王锋革  常晓韦  冯建江  黄琼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 

 

 

 

王增明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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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三、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四、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五、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六、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