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商报2020.3.17 3产经
编辑 常蕾 美编 张彬 责校 李爽 电话：64101880��kuaijiaogao@163.com

复星医药入局 药企竞速新冠疫苗研发
药企抢占疫苗研发赛道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越来越多

的药企加入新冠肺炎疫苗研发。3月15日复星

医药披露的公告内容显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与BioNTechSE已签署协议，复星医药获得

许可在中国独家开发、商业化针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的疫苗产品，该产品的研发基于

BioNTechSE的mRNA技术平台。据了解，为

了参与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复星医药拟斥

资1.35亿美元。

对于此次合作，双方有着明确的分工。复

星医药负责疫苗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

临床试验、上市申请、市场销售，并承担相应

的成本和费用。BioNTechSE将负责提供区

域内临床试验申请所需的技术材料和临床前

研究数据、配合区域内临床试验，并供应相关

临床试验及市场销售所需的产品。

复星医药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为应

对当前疫情，复星医药与BioNTechSE合作

以加快疫苗研发。“复星医药了解和熟悉中

国医药市场，拥有丰富的研发经验和广泛

的网络，BioNTechSE拥有全球领先的

mRNA技术平台，有效阻止新冠肺炎疫情

在全球的蔓延是复星医药与BioNTechSE

共同的目标。”

受此影响，复星医药（600196）3月16日大

幅高开逾7%。据了解，此次与复星医药产业

合作的BioNTechSE系美股上市企业，上市

时间至今未满半年，并且在2019年前三季度

也还尚未实现盈利。

受上述消息影响，复星医药3月16日高开

7.16%，随后呈现震荡走势，涨幅逐渐缩窄。在

当日A股三大股指集体走低的情形下，复星医

药最终逆市收涨3.3%。

疫情暴发以来，多家药企相继投入药品

及疫苗等研发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

已有超20家药企开展相关疫苗研发工作。

2月13日，步长制药发布公告称，公司旗

下孙公司与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签署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

共同合作研发新冠肺炎疫苗项目。来自中国

疫苗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包括智飞生物、华兰

生物、康泰生物、博雅生物以及康希诺等18家

单位正在开展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制工作。此

外，康众（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神州细胞

工程有限公司等医药企业也正在研发相关疫

苗产品。

多地出台扶持政策

近段时间，国家和各地均在疫苗研发上

给予了相关支持。此前，科技部生物中心副

主任孙燕荣表示，疫情发生以来，科技部会同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展改革委等12个部门和

单位成立科研攻关组，并且成立以钟南山院

士为组长，14位院士专家共同组成的科研专

家队伍，启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科技应

对三批共计16个应急攻关项目，攻关项目重

点围绕病毒溯源、疫苗研发等重点研究方向

部署。

同时，北京市海淀区推出支持企业稳定

发展的15条措施。其中，对研发出新冠肺炎快

速检测试剂、有效疫苗或特效治疗药物的企

业和个人分别给予最高300万元奖励。安徽省

则设立新冠肺炎防治技术产品创新及产业化

专项，对包括疫苗、治疗性药品及医疗器械等

获得相应注册或生产资质的项目，按研发投

入最高50%给予补助。

据了解，为尽早成功研发疫苗产品，已公

开的疫苗研制计划采用重组基因工程疫苗、

灭活疫苗以及核酸疫苗（mRNA疫苗、DNA疫

苗）等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推进的方式。目前，

部分项目已经进入动物试验，验证有效性、安

全性阶段。

国家卫健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郑忠伟表示，估计在今年4月，根据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部分疫苗有望能够进

入临床研究或者应急使用。

疫苗专家陶黎纳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十分必要。

“从全球态势来看，目前的情况不算乐观，而

疫苗具有预防作用。在保证疫苗成分绝对安

全的前提下，是否有效仍需要实践。”

产品上市尚需时日

根据复星医药和BioNTechSE签署的协

议内容，复星医药将向BioNTechSE支付不超

过8500万美元的许可费，并在约定的销售提成

期间内，按该产品年度毛利的35%支付销售提

成。值得注意的是，截至双方协议披露日，此次

合作涉及的预防性疫苗产品在德国尚处于临床

前研究阶段，且尚未在区域内开展临床研究相

关工作。按预防性疫苗的常规临床试验及注册

流程，预计该产品短期内无法在中国市场上市。

资料显示，一支疫苗从研发到上市一般

需要5-20年。其中包括流感疫苗（14年）以及

天花疫苗（26年）等在内，大部分疫苗的研制

都超过了十年。由于此次疫情，各国均开放了

绿色通道，按照平时临床试验的申报流程，至

少需要一年，这一步的时间此次得到缩短。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此前表示，新冠肺

炎疫苗有望在18个月内准备就绪。

据陶黎纳介绍，疫苗动物试验后是临床试

验。一期临床试验主要看安全性，需要二三十

位受试者，观察一至两周的时间决定是否进行

二期试验。二期试验增加了对照试验，需要几

百位受试者。一般来说，受试者产生抗体至少

需要两周以上的时间。从接种程序来看，受试

者只打一针的可能性较小，接种两针还需要看

两针之间的间隔时间，间隔时间一般需要一个

月。在他看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推进新冠

肺炎疫苗的上市进程还可以再快一点。

天风证券认为，上市公司纷纷布局新冠

肺炎疫苗研发，但疫苗研发有其自身的客观

规律，从临床前到临床到最后审评上市仍需

要时间，其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但通过新冠肺

炎疫苗的投入，也有利于相关上市公司进一

步增强技术实力，加快新疫苗技术平台的搭

建，对公司长期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马换换

“黑体”测温 全程无接触

刚进前沿中心一楼大堂，北京商报记者

就听到了热情的问候：“您现在的体温是

36.2度，没有发热症状。”声音来自于声智科

技推出的测温机器人。在它的显示屏上有3

个区域：红外热成像、实时图像采集、全国疫

情数据。声智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常乐告诉记

者，该系统平均0.2秒就能完成一次测温。

旷视科技也发布了旷视明骥智能体温

比对筛查系统。旷视科技副总裁蒋燕介

绍，该系统应用了业内首款“AI+黑体”测

温系统，升级人脸额头检测模型，戴帽子、

口罩等高遮挡人脸额头检出率高达99.9%

。目前，该系统已经在北京市部分地铁站、

北医三院、海淀政务大厅、武汉方舱医院

落地使用。

测温正常之后，要进入楼宇还需出示出

入证。与传统纸质出入证不同，天云数据设

计的AI出入证可完全通过微信小程序填报、

更新信息，包括主动打卡、个人健康码、安全

指数等多项功能。天云数据的副总裁陈勇表

示，目前系统已经应用到十多家大型企业，

也预计在机场等地开始使用。疫情期间系统

是免费下载的，不过仍需与公司签协议，以

保证个人信息等数据安全。

疫情期间的乘梯安全也颇受关注。云迹

科技研发了无接触控制电梯小程序，利用物

联网技术，乘客可通过手机扫码预约电梯及

楼层。同时，声智科技也研发出智能语音电

梯解决方案，在电梯门前，乘梯人只需说：

“小易小易，上楼、下楼。”即可触发上下楼的

电梯按键。进入电梯后，乘客再次呼叫“小

易”，告之想去的楼层，这时相应楼层按键就

会被点亮，送该名乘客到达目的楼层。

常乐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声智科技的智

能语音乘梯方案支持多人呼叫的需求，已在

北京海淀医院上岗。该产品自2月下旬在海

淀医院安装试运行，截至3月2日，已完成

8000多次呼梯工作。

AI限流 保护楼宇

在人员相对密集的办公楼宇内，保证人

员密度和安全距离也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

重。前沿企业也对此亮出了自家的解决方案。

在办公区里，一家公司的门头上安装了

一个与众不同的摄像头。人加智能总裁李嘉

俊解释：“这是一台采集器，当室内人员集聚

超过预设的办公容积时，就会发出报警。”该

技术不仅适用于商务楼宇，还适用于商超卖

场、机场、旅游景区等人群密集的场所。

随着各企业陆续开复工，商务楼宇的员

工在中午就餐也成为了一个难题。前沿中心

利用机器人送餐服务将这个问题顺利解决。

只要进入云迹机器人小程序，在线选择午餐

后下单，8分钟左右，机器人“闰”就能带着热

腾腾的午餐上楼了。一旦到达指定位置，机

器人会主动呼叫客户出来取餐。同时，小程

序商场也能选购酒精、零食等56个品类的商

品，都可通过“闰”送货上门。

在前沿中心这座大厦的监控中心里，也

部署了“黑科技”。监控屏幕上正常地显示着

前沿中心内部道路，但每一辆驶过的车辆都

被打上了“标签”。车辆的品牌、颜色、属地等

相关数据信息都被深■科技的疫情防控系

统识别了出来。

深■科技将自主研发的嵌入式智能视

觉疫情防控系统应用到前沿中心内部道路，

通过智能视觉识别技术判断车牌属地。一旦

发现来自疫情重灾区的车辆，即可对监控人

员发出预警，预防疫情扩散。

地铁医院应用 黑科技落地

“上述技术都参加过中关村前沿科技创

新大赛的路演。”中关村高科技产业促进中

心的方瑢介绍，2016年以来，中关村管委会

围绕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材料、医疗健康

等领域面向全球挖掘和筛选前沿技术项目，

吸引和集聚掌握前沿技术的项目和团队。

方瑢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截至目前，通

过‘全球选拔+公开路演’，中关村管委会遴选

出134家中关村前沿技术企业入驻前沿中心，

这些企业都拥有全球领先前沿技术和高水平

人才队伍，其中，独角兽企业累计达到21家。”

此次疫情中，中关村前沿技术企业也纷

纷推出了快速测温预警、疫区车牌识别预

警、手机或语音控制电梯、人员聚集预警、无

接触送餐及消毒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并

在该中心示范应用。据不完全统计，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共有200多家企业直接

参与了此次疫情抗击与防控工作，不少前沿

技术也已落地。

如旷视的“人体识别（灵探）+人像识别

（洞鉴）+红外/可见光双传感”方案，已在北

京市海淀政务大厅和部分地铁站试点应用；

云知声的智能语音电子病例系统已经在厦

门、广西、北京等地的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

院线上使用；众清科技的动态负离子智慧健

康建筑系统技术已经在中山大学附属医院

实施应用；遨博智能研发的远程检测病原微

生物机器人，可以通过远程遥控操作检测实

验室内的病毒，目前已在同仁堂使用；驭势

科技、灵动科技等企业针对疫情也研发了封

闭场所的无人配送车和无人配送机器人等。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晨婷

中关村200余企业参与科技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外对口罩

的需求日益增加，包括格力、小米、海尔等在

内的家电企业也纷纷投入生产口罩的阵营

中。3月16日，格力电器宣布增加每日口罩投

放量，尽快提升产能至100万只/天。家电企业

释放产能做口罩，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身员

工使用以及驰援抗疫一线，另一方面则是弥

补因家电产品销量不济造成的营收缺口。但

在业内人士看来，做口罩并不是长久之计，家

电企业应从中看到健康、医疗类产品的盈利

新思路。

格力电器发布关于增加“董明珠的店”口

罩投放量的公告，宣布自3月9日起，格力电器

“董明珠的店”正式开放预约购买，日需求量

超2000万只，但由于目前产能有限，无法满足

每一位消费者需求，导致部分用户投诉预约

购买难。鉴于以上情况，为尽可能满足广大格

力用户的需求，格力电器经研究决定：即日

起，“董明珠的店”将每日预约投放口罩数量

由2万只增加至10万只。

今年2月，海尔COSMOPlat与山西省侯

马市政府、侯马经济开发区及生产企业对接，

紧急启动医用口罩防护用品生产线项目。海

尔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海尔马上

还会在河北建一个口罩基地。

家电企业转战口罩市场，与目前的家电

销售情况有一定关系。产经观察家丁少将表

示，由于疫情期间家电需求下滑，导致家电企

业有更多“赋闲”的能力转产口罩等防疫物

资，但如果不是疫情暴发，也很难想象家电企

业会主动向口罩的方向发展。

2019年，家电市场已经历一轮小幅下滑，

而进入2020年遭遇的疫情，又为本就不太景

气的家电市场蒙上了一层阴影。

奥维云网发布的2020年2月家电销售数

据显示，受疫情影响，冰箱、洗衣机、冰柜、干

衣机、空调等大家电，线下销售下滑40%-60%，

线上的冰箱、洗衣机同比下滑11%和7%，只

有干衣机增长12.5%。

近日，除中国外的多个国家已经成为疫

情严重地区，作为我国制造业的主力之一，家

电企业都配备有成套的生产线，随着市场需

求越来越大，家电企业还会承担口罩输出的

一个国际责任。

家电分析师梁振鹏认为，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至少在2020年内，新冠肺炎疫情都是一

个避免不了的话题，所以至少在一年内，口罩

这种防护用品的利润还是比较可观的，也是

不用愁销路的。丁少将则指出，从盈利角度

看，由于整体规模还不够大，且持续性存在不

确定性，目前还很难指望对家电企业形成多

大的支撑，更多还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说到家电企业是否会将生产口罩作为长

期业务，以上业内人士都表达了否定的看法。

梁振鹏提醒到，从未来长远布局来说的

话，家电企业要量力而为，不要盲目扩充产能，

避免在疫情消失之后造成积压。丁少将建议，

企业要有在产能集中释放后，市场价格出现较

大波动的全面考虑，确保稳健生产、稳健经营。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口罩未必会成为家

电企业的固定业务，但这次疫情所催生的“健

康经济”已经给它们提了个醒。数据显示，3月

1日-15日，苏宁健康家电全渠道销量环比增

长218%，其中，中高端健康家电增长110%；

消毒柜、挂烫机分别增长172%和98%；相较

于销量提升162%的空调，具有自清洁功能的

中央空调环比增长206%，在南京、杭州、宁

波、苏州、上海等地销量较高。

产业观察家洪仕斌表示，家电企业可以加

大健康类产品的投入，随着人们逐步提高对健

康、养生的认识，健康类家电还会迎来爆发。

另外，个别在疫情期间取得了医疗器械

生产制造流通资质的企业，有可能将这块业

务持续发展下去，成为其多元化发展战略的

一部分。据了解，很多家电企业此前已经布局

了一部分医疗健康领域，比如监测仪器、体温

仪、保健仪。

“家电企业布局医疗健康产业，对抵御经

营风险、开辟一定利润空间是有好处的。”梁

振鹏说。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做口罩补营收缺口
家电企业的“谋利”新思路

随着复星医药入局，截至3月16日，国内已有复星医药、步长制药以及智飞生物等超

20家药企开展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工作。疫情发生以来，在国家不断发文鼓励疫苗研发、提

供政策支持背景下，药企纷纷投身研究工作，新冠肺炎疫苗赛道渐而拥挤。

机器人自动测量体温、送餐、消毒，用手机或者语音就能操控电梯，当人员

过度聚集时就会自动预警……疫情期间， 人工智能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抗疫之

中。据不完全统计，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共有200多家企业直接参与了

此次疫情抗击与防控工作。3月16日，北京商报记者来到中关村前沿技术创新

中心，实地探访“黑科技”是如何科学战“疫”的。

部分国内药企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布局一览（截至3月16日21：00）

智飞生物
公布疫苗产品目前处于临床前
研究阶段。

2月3日

2月9日

康泰生物
签署协议，公布致力于研发

新冠病毒（2019-nCoV）DNA疫苗。

冠昊生物
公布拟与美国的参股公司开展
疫苗（Z-VacciRNA）研究工作。

2月11日

成大生物
签署开发新型冠状病毒
多肽疫苗项目合同。

2月13日

步长制药
公布将研发

新冠肺炎疫苗。

3月4日

康希诺生物
市场部人士表示，目前疫苗

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3月15日

3月16日

华兰生物
微信公众号披露，目前
公司在流感疫苗生产
平台和Vero细胞大规
模培养平台的基础上，
研制“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苗”。

复星医药
公布疫苗产品在德国

尚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