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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创新投入
发展动力持续激活

创新是智飞生物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动力。智飞生物始终秉持“自主研发为主，
合作研发为辅，投资孵化为补”的创新策
略，从资金投入、人才培育、技术攻坚三方
面提升创新力度，持续强化在生物医药领
域的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智飞生物研发投入稳步增
长，2022年研发投入11.13亿元，2023年
增至13.45亿元，2024年研发投入13.91
亿元，近五年累计研发投入突破51亿元。
持续的研发投入，不仅彰显了智飞生物对
创新的高度重视，更为其在生物制药领域
的技术突破和产品管线拓展提供了坚实保
障。

同时，智飞生物通过自主培养与重点
引进，打造了一支管理素质高、创新活力强
的专业科研人才队伍。截至2024年年末，
上市公司研发人员数量达1072人，参股公
司研发团队已超过2000人。2023年，公
司还成功获批设立市级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为高层次科研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奠定
了坚实基础，为企业技术创新与突破提供
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此外，为进一步夯实创新能力，聚焦
行业前沿技术，智飞生物在北京打造了创
新孵化中心，汇集清华、北大、中科院等全
国知名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顶尖技术人
才100余人，着力突破关键技术，开展原始
创新，专注攻克行业技术难题，为更多创新
产品的研发提供底层技术支撑。

加速成果转化
研发管线迈入收获期

以创新投入为基石，智飞生物坚定不
移地加大研发力度，推动多款高质量创新
产品加速孵化，顺利进入成果转化关键阶

段，充分彰显了其创新研发的硬核实力。
近期，智飞生物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研发进展捷报频传。其中，其自主研发的
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正式获批上市，标
志着其在病毒疫苗研发领域取得了重要成
果。该疫苗用于3岁及以上人群接种，为
预防流感提供了更多元的防控选择。

15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获得了Ⅲ期
临床试验总结报告，目前国内尚无同类产
品获批上市，该疫苗获批上市销售后将与
公司已上市的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和
现处于Ⅰ/Ⅱ期临床试验的26价肺炎球菌
结合疫苗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丰富公司
肺炎疫苗矩阵产品结构。

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
苗获得Ⅲ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报告显
示，该疫苗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及安全性，
全面达到临床试验预设目标。若该疫苗获
批上市销售，将与智飞生物已上市的A群
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盟纳克®）、
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盟威
克®）、A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盟纳康®）形成协同效应。

治疗用卡介苗进入Ⅲ期临床试验。
用于治疗膀胱原位癌以及预防处于Ta或
T1期的膀胱乳头状瘤经尿道切除术后的
复发。该产品的Ⅲ期临床试验采用多中
心、随机、盲法对照设计，以评价其用于预

防18周岁及以上人群非肌层浸润性膀胱
癌术后复发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年报显示，智飞生物自主研发项目已
达34项，其中19项处于临床试验及申请
注册阶段，多个项目完成临床试验，进入生
产注册环节。凭借持之以恒的创新投入与
高效的成果转化，智飞生物正逐步将研发
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力，通过多元化管线
构建长期增长动力，为未来发展持续筑基。

预防与治疗协同
业务版图不断拓展

智飞生物研发管线的丰收，源于其二

十余年的深度耕耘。在预防领域，智飞生

物已构建起完善的研产体系和先进的技术

平台，更形成了丰富且极具竞争力的产品

矩阵。目前已建立起北京、安徽、重庆三大

研产基地和一个创新孵化中心，构建起多

糖和多糖蛋白结合技术平台、基因重组技

术平台、人二倍体细胞株技术平台、

mRNA技术平台、新型佐剂技术平台等九

大技术研发平台，广泛覆盖多种疫苗开发

路径，形成了技术优势突出、临床优势明

显、梯队分布合理的八大产品矩阵，涵盖了

针对流脑、结核病、流感、肺炎等多种传染

病的产品，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健

康需求。

在巩固预防领域优势的同时，智飞生物
怀揣着“防未病治已病，守护人类健康”的使
命，以极具前瞻性的战略眼光，积极探索、稳
步推进，不断促进“预防与治疗”协同发展，持
续深挖新赛道的增长潜力，力求在生物医药
领域开辟更为广阔的天地。

今年3月，智飞生物公告采用现金增
资入股的方式，取得宸安生物51%的股
权，进一步深化拓展研发技术布局，使业务
从疫苗向代谢类疾病领域延伸，并以此为
基础进入治疗性生物制药领域。

宸安生物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依托
于重组蛋白技术平台、以自主研发为驱动
力的创新生物制药企业，聚焦糖尿病、肥胖
等代谢类疾病领域，围绕GLP-1类似药
物、胰岛素类似物等领域进行在研管线布
局。目前，宸安生物已布局十余个在研项
目，其中，利拉鲁肽注射液已处于申报上市
阶段；两款候选药物司美格鲁肽注射液（降
糖）、德谷胰岛素注射液已完成临床Ⅲ期试
验；两款候选药物司美格鲁肽注射液（减
重）、德谷门冬双胰岛素注射液正处于临床
Ⅲ期阶段；另有GLP-1/GIP双靶点受体
激动剂、口服司美格鲁肽片等近10款处于
临床前研究阶段的在研管线，上述产品将
成为智飞生物自主研发管线的有益补充。

此外，智飞生物通过智睿投资平台以
股权投资的模式，积极布局大健康领域，致

力于前沿生物医药、先进生物技术的研发
和产业化，在重庆巴南区打造了智睿生物
医药产业园。产业园净用地1100亩，累计
投融资超120亿元，主要瞄准肿瘤、自身免
疫性疾病、代谢类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
心血管类疾病等方向，将为重庆建设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生物医药创新高地持续注入
强劲动能。

深化全球化战略
海外市场加速布局

智飞生物在研发创新领域的突出表
现，不仅提升了其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更
成为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强大底气。当
前，全球生物医药行业已迈入高速发展时
期，智飞生物以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核心产
品走向国际市场，不断扩大中国生物创新
药的国际影响力。

智飞生物自主研发的福氏宋内氏痢
疾双价结合疫苗是国际上第一个研发的可
同时预防福氏和宋内氏志贺菌感染的疫
苗，其国内Ⅲ期临床试验已于2021年12
月开展，目前已经完成Ⅲ期临床试验的准
备工作，即将启动受试者入组。截至目前，
全球暂无同类疫苗获批上市。若该项目进
展顺利，将为全球痢疾防控事业贡献中国
智慧。

2024年，智飞生物自主研发产品宜
卡®在印尼获批上市，在中国澳门获批使
用，并亮相世界肺病大会。此外，宜卡®还
将在印尼、泰国等国家开展相关临床研
究。目前，该产品正在巴基斯坦、菲律宾等
结核高负担国家开展注册工作，争取早日
在当地获批上市，助力全球结核病防控。

同时，智飞生物还在积极拓展其他产
品的海外市场布局。其自研的26价肺炎
球菌结合疫苗正在积极推进国际合作；23
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已完成菲律宾药监局
的现场审计，获得GMP证书，并同步在多
个国家进行上市注册；四价流脑多糖疫苗
已持续稳定供应印尼使用多年。

从国内市场的深耕到国际市场的开
拓，智飞生物始终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坚
持突破技术壁垒，为人类健康事业添砖加
瓦。未来，智飞生物将继续加强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积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助推重庆经济蓬勃发展，在逐梦“成为世界
一流生物制药企业”的征程上稳步前行。

徐文艺 图片由智飞生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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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础研发到产业化 智飞生物全链条创新生态强势推进

智飞生物

宸安生物产业化基地

智能煎配中心4.0
重构中药煎煮新范式

在上药慧远庆龙的“智慧共享中药
房系统智能工厂”（中药饮片代煎代配
中心），智能化的生产场景令人印象深
刻。这个占地2500平方米的现代化中
心，代表着国内中药代煎服务的最高水
平之一。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我们已升级完成4.0版本智能代煎
系统，单班调剂设计产能达4000方，煎
煮设计产能3000方，能够满足全市医
疗机构的代煎需求。”

通过智能AI数据分析系统，还能
实现对不同处方药材的浸泡、煎煮时间
和温度、加水量等的精确控制。全自动
化的生产减少了流程，节省了人力，原
来需要80多人，到现在只需要16个人。

与传统代煎服务相比，该中心实现
了多项突破性创新。从处方接收、智能
调剂到煎煮包装，全部由MES系统自
动控制，确保药材配比的精准度和煎煮
工艺的标准化。患者可通过手机App
实时查询煎药进度和药品溯源信息，每
一剂中药的煎煮参数均严格遵循《中国
药典》标准。智能化不仅是效率的提
升，更是对中药质量的严格把控。“让患
者喝到的每一碗药都安全、有效。”是上
药慧远庆龙一以贯之的质量铁律。

除此以外，该中心还创新性地采用
了余热回收、蒸汽冷凝水循环利用等绿
色技术，能耗降低30%，成为重庆市首

批获得“绿色工厂”认证的中药企业。目
前，该中心已服务西南医院、北碚中医院
等40余家医疗机构，年处理处方超百万
张，患者满意度保持在98%以上。

全链智造
数字技术重塑中药生产

在上药慧远庆龙的信息中心，巨大
的电子显示屏实时展示着生产全流程
的运行数据。这里的企业资源计划系
统（ERP）犹如工厂的“数字中枢”，串联

起从药材种植到成品配送的全产业
链。公司副总经理李培海详细介绍了
数字化转型的成果：“我们的信息化建
设不是简单的设备升级，而是整个生产
体系的再造。”

通过ERP系统的统筹协调，生产
执行系统（MES）精准调度车间作业，
实现生产指令电子化下达与全流程记
录；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严格
管理检测流程，确保符合国家药典标
准；智能仓储系统（WMS）驱动AGV
机器人实现自动分拣与扫码出入库，形
成了覆盖全链条的智能制造生态。值
得一提的是，公司自主研发的离散组合
型EBR系统（中药饮片智能生产管理
系统），成为国家级中药饮片电子批记
录试点项目，实现了生产指令无纸化下
达、工艺参数数字化管控和全程质量可
追溯。

“这套系统让中药生产有了‘科
技标准’。”李培海说道。在仓储管理
环节，智能系统替代传统人工操作
后，仓储作业人力投入大幅减少，效
率显著提升。而在生产端，EBR系统
通过与ERP、LIMS等系统无缝对接，
确保从药材投料到成品出库的全流
程质量可控性。

守正创新
为道地药材刻上“数字基因”

在上药慧远庆龙的中药材标本展
示区，来自重庆各地的道地药材标本整
齐陈列。随手拿起一包黄连饮片，通过
手机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这味药材的
完整“履历”立即呈现——这是产自石
柱县的黄连，种植过程全程可追溯，包
括种植地的环境数据、田间管理、采收
时间等信息。

上药慧远庆龙构建的全程溯源系
统覆盖70多个常用中药材品种，通过
区块链技术确保数据真实可靠。相关
负责人介绍：“公司分别在南川、城口、
石柱建立了3个标准化种植基地，严格
按照GAP标准进行管理。从种植到加
工，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控制。”这
些基地与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深度
合作，依托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持，确保
药材的基源纯正和种植规范。

在传承古法炮制工艺的同时，上药
慧远庆龙还进行了多项技术创新。通
过与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的合作，公
司在“林麝天麻”“石柱黄连”等特色品
种的研发上取得突破，获得2项国家发
明专利。传统炮制工艺的精髓与现代

科技手段相结合，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标
准化。以公司独创的离散组合型EBR
系统为例，该系统将传统炮制中的炒、
炙、煅等工艺参数数字化，既完整保留
了药材的天然药性，又确保了批量化生
产的高度一致性。

“做药就是做良心，我们的使命就
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汪正龙的这
句话，道出了上药慧远庆龙的企业初
心。目前，公司已与西南医院、新桥医
院等知名医疗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在中药饮片供应、智慧药房服务等领域
开展全方位合作，其“西洋参粉”“熊胆
粉”等直服饮片单品销售额突破亿元，
成为市场信赖的明星产品。在快速发
展的同时，上药慧远庆龙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在石柱、南川、城口等地建立中
药材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
富。2024年5月，该公司荣获国家中药
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颁发的

“中药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示范单位”称
号。

展望未来，上药慧远庆龙制定了明
确的发展规划：2025年前完成二期项目
建设，实现年产值10亿元；到2027年，
产值达到15亿元；2030年实现产值20
亿元，打造上药集团西南地区中药现代
化智能制造中心。“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
瑰宝，我们要通过科技创新，让古老的中
医药焕发新的生机。”重庆上药慧远药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明朗表示，“在数字重
庆建设的浪潮中，我们将继续深化数字
化转型，为重庆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中医药产业高地贡献力量。”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单一生
产到全产业链布局，重庆上药慧远庆龙
走出了一条中医药现代化的创新之
路。在数字技术与传统工艺的融合中，
在科技创新与质量坚守的平衡中，这家
企业正朝着“百年药企”的目标稳步迈
进，为中医药的传承发展贡献着“重庆
智慧”。

傅星辰 图片由重庆上药慧远庆龙
药业有限公司提供

走进位于南川中医药

产业园的重庆上药慧远庆龙

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药慧远庆龙”），一幅“科技解

码本草”的工业图景展现在

眼前：智能机械臂正精准抓

取药材，全自动煎药设备蒸

腾着中草药香，一串串数据

在电子屏上跳跃流转——这

座现代化中药工厂，正用科

技为千年中医药文化注入新

的生命力。

“我们要让每一片药都

带着‘数字基因’。”公司总经

理汪正龙站在智能化生产线

旁，手指轻触电子屏，药材从

种植到成品的全流程数据清

晰可见。

作为上海医药集团布

局西南的核心企业，同时也

是重庆上药慧远药业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上药慧远

庆龙近年来积极拥抱数字重

庆建设，在重庆“33618”现

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推动

下，已悄然完成从传统药企

到数字化企业的蜕变。

重庆上药慧远庆龙药业有限公司 数字赋能中药智造 创新引领行业发展

全自动生产车间

重庆上药慧远药业有限公司办公楼

全自动煎药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