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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1 年 9 月 9 日出具的《关于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

〔2021〕566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会同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亚虹医药”、或“发行人”），按照贵所的要求对《落实函》中提出的问

题进行了逐项落实、核查，现回复如下（简称“本回复报告”），请予审核。 

本回复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招股说明书（上会稿）中的相同。 

本回复报告的字体： 

黑体： 落实函所列问题 

宋体： 对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 对招股说明书的引用 

楷体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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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请发行人结合联合用药可能达到的产品渗透率、是否能纳入医保

及用药指南、发行人的销售团队建设等因素，进一步对 APL-1202 和 APL-1702

产品获批上市后的销售收入进行弹性测算，说明公司产品的市场前景情况，是

否满足相关上市条件。 

回复： 

一、APL-1202 

（一）预计获批上市时间 

根据 APL-1202 的临床试验进度，预计 APL-1202 联合表柔比星治疗化疗灌

注复发的中、高危 NMIBC（二线治疗）与 APL-1202 单药治疗未经治疗的中危

NMIBC（一线治疗）上市时间分别为 2023 年和 2027 年，上市市场均在中国。 

（二）对 APL-1202 获批上市后销售收入的弹性测算 

1、对 APL-1202 能否纳入医保目录的考虑 

现行的国家医保政策对于创新药，尤其是抗肿瘤创新药的支持力度较大， 

APL-1202 获批上市后，通过谈判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可能性较大。根据国家医

保局 2020 年 9 月施行的《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医保目录已建立了

动态调整机制，原则上每年调整一次。根据近两年（2020 年、2021 年）医保目

录调整政策，国家医保局明确在当年医保目录调整政策发布前获批的创新药均可

申请参加当年的医保谈判，从目标适应症和已有临床数据来看，APL-1202 符合

临床急需、安全有效的基本条件，获批上市后即可申请通过医保谈判纳入医保目

录。 

价格方面，APL-1202 获批上市后将采用创新药的定价方式，综合参考

NMIBC 领域卡介苗（BCG）灌注治疗的定价水平，以及可比小分子抗肿瘤创新

药的医保谈判价格水平，出于谨慎性考虑，保守假设 APL-1202 二线治疗上市后

医保可支付价格对应的年治疗费用为 7 万元。该预测与同类小分子抗肿瘤产品的

医保支付水平具有可比性，因此与医保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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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APL-1202 上市后未能在首个医保目录调整期进入医保目录，发行人将充

分利用产品的优势及患者援助项目（PAP）、商业保险项目等来弥补未进入医保

的不利影响，从而提高患者的可及性和市场渗透率，提升产品销售收入。同时，

发行人将持续关注医保相关动态并积极推动相关工作，做好在新一轮医保目录调

整窗口进行申请的准备，力争尽早进入医保目录。 

2、对 APL-1202 能否纳入用药指南的考虑 

目前，NMIBC 的标准治疗手段是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TURBT），术后

辅助以膀胱灌注药物治疗。一线灌注治疗失败后，国内尚没有二线治疗药物获批

上市。根据国家卫健委《膀胱癌诊疗规范（2018 年版）》（以下简称“指南”），

对于灌注化疗后出现复发的患者，指南建议再次 TURBT 治疗，术后可更换膀胱

灌注化疗药物进行重新膀胱灌注治疗，也可选择 BCG 灌注。然而由于 BCG 副

作用较大、未进入医保等原因，国内临床实践中 BCG 使用比例较低，患者仍然

主要使用灌注化疗药物进行治疗。由于复发患者再次进行化疗灌注疗效不佳，因

此，临床上对于具有显著疗效优势的治疗方案存在迫切需求。 

待 APL-1202 获批上市后，发行人将结合产品的循证医学证据，推动

APL-1202 纳入用药指南，为产品在临床的广泛应用提供条件。APL-1202 在 II

期临床中已经初步表现出显著的疗效优势，根据二线治疗的注册临床方案设计，

APL-1202 与表柔比星联合用药相比单药化疗灌注预期将带来疗效的显著提升，

且安全性良好，有望在国内成为化疗灌注复发的NMIBC患者的第一个治疗方案，

因此，预期 APL-1202 不存在纳入用药指南的实质性障碍。 

3、对发行人销售团队建设情况的考虑 

针对 APL-1202 等泌尿系统在研产品，发行人将根据产品研发和注册上市进

程，逐步组建和完善泌尿外科专业化自营团队。营销团队拟下设销售部、市场部、

销售培训部、销售效能部和市场准入部，其中销售部负责制定和实施详细的销售

计划；市场部负责制定全国市场策略及关键项目设计及策划、市场分析和市场策

略的落地执行；销售培训部负责销售人员的疾病知识、产品关键信息、销售技能、

辅导技能及领导力的培训及考核；销售效能部负责销售团队的绩效分析、评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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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激励计划；市场准入部主要负责院内和院外渠道策略、重点目标医院的列名、

定价策略、产品的医保目录列名及创新支付手段探索等。 

目前发行人主管销售及市场的负责人已到岗，其拥有多年的知名跨国药企工

作经历及丰富的业务管理和团队管理经验。待 APL-1202 正式商业化销售后，发

行人将发挥产品临床组合优势，采取合理的价格策略，制定专业化和差异化的学

术推广及产品营销策略，持续完善自营团队和销售渠道建设，并大力推动

APL-1202 尽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让更多患者尽早受益，并迅速提高产品的销

售收入和市场渗透率。 

4、对 APL-1202 市场渗透率的预测 

（1）APL-1202 在中性情形下的预计峰值市场渗透率 

根据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在研药物的竞争情况，APL-1202 有望

成为化疗灌注复发 NMIBC（二线治疗）第一个（First-in-Class）获批的治疗药物。

根据中国药促会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和麦肯锡发布的相关报告中的

统计数据，First-in-Class 药物平均可以达到约 40~45%的峰值市场渗透率。 

同时，以市场份额最高的化疗灌注药物目前达到的市场渗透率数据作为参照。

表柔比星代表了在 NMIBC 治疗领域，在多个疗效和安全性相似的产品同时竞争

的条件下，主要产品所达到的市场渗透率。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统计，表柔比

星是目前国内 NMIBC 化疗灌注市场份额最高的药物，其治疗渗透率约为 40%。

APL-1202 与表柔比星联合用药相比单药化疗灌注将带来显著的疗效提升，该方

案将可能成为化疗灌注复发 NMIBC（二线治疗）的第一个标准治疗方案，理论

上可替代现有二线治疗中的所有单药化疗灌注治疗方案。因此，在中性情形下，

发行人预计 APL-1202 与表柔比星联用可达到 40%的峰值渗透率。 

（2）APL-1202 峰值市场渗透率的弹性预测区间 

结合 APL-1202 能否纳入医保目录及用药指南、发行人销售团队建设等因素，

在乐观、中性、谨慎、悲观这四种情形下对 APL-1202 的渗透率进行弹性预测。 

如前所述，假设 APL-1202 能够顺利纳入医保目录，且发行人商业化进展符

合预期，预计 APL-1202 的峰值渗透率可达到 40%，此情形作为中性假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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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APL-1202 有望成为化疗灌注复发 NMIBC（二线治疗）第一个获批的治疗

药物，具备疗效和安全性优势，且考虑到目前国内市场中尚没有其它针对化疗灌

注复发 NMIBC 的临床阶段在研产品，APL-1202 上市后将面临较为宽松的市场

竞争环境。因此，假设 APL-1202 能够顺利纳入医保目录，若发行人商业化进展

非常顺利，APL-1202 的峰值渗透率有望达到较高水平，在此乐观情形下，预测

峰值渗透率可达到 50%。同时，若发行人商业化进展不如预期顺利，在此谨慎情

形下，预测峰值渗透率为 30%。 

此外，在发生概率很小的悲观情况下，若 APL-1202 最终未被纳入医保目录，

预计 APL-1202 的峰值渗透率为 10%。 

（三）弹性分析测算结果 

根据上述对 APL-1202 能否纳入医保目录及用药指南、发行人销售团队建设、

预计市场渗透率等因素的分析，假设 APL-1202 能够顺利纳入医保目录，在上述

30%~50%峰值市场渗透率区间内进行弹性测算，APL-1202 到 2030 年在国内市

场二线和一线治疗的合计市场空间可达 28.38~46.85 亿元。若 APL-1202 最终未

被纳入医保目录，预计 APL-1202 的峰值渗透率为 10%。在此发生概率很小的悲

观情形下，APL-1202 的市场空间也可达到 16.39 亿元。综上所述，APL-1202 的

市场空间较为广阔。 

APL-1202 市场空间的具体弹性分析测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年度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 2030 年 

情形 1：APL-1202 被纳入医保，市场渗透率乐观 

化疗灌注复发的中、高危

NMIBC（二线治疗）渗透率 
7% 16% 25% 33% „„ 50% 

未经治疗的中危 NMIBC（一

线治疗）渗透率 
- - - - „„ 50% 

治疗费用（万元/月） 1.17 1.17 1.17 1.17 „„ 0.66 

二线治疗销售规模（亿元） 2.44 7.44 13.80 20.79 „„ 22.18 

一线治疗销售规模（亿元） - - - - „„ 24.67 

销售规模总计（亿元） 2.44 7.44 13.80 20.79 „„ 4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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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 2030 年 

情形 2：APL-1202 被纳入医保，市场渗透率中性 

化疗灌注复发的中、高危

NMIBC（二线治疗）渗透率 
5% 12% 20% 28% „„ 40% 

未经治疗的中危 NMIBC（一

线治疗）渗透率 
- - - - „„ 40% 

治疗费用（万元/月） 1.17 1.17 1.17 1.17 „„ 0.66 

二线治疗销售规模（亿元） 1.75 5.53 10.88 17.37 „„ 17.74 

一线治疗销售规模（亿元） - - - - „„ 19.20 

销售规模总计（亿元） 1.75 5.53 10.88 17.37 „„ 36.94 

情形 3：APL-1202 被纳入医保，市场渗透率谨慎 

化疗灌注复发的中、高危

NMIBC（二线治疗）渗透率 
3% 8% 15% 20% „„ 30% 

未经治疗的中危 NMIBC（一

线治疗）渗透率 
- - - - „„ 30% 

治疗费用（万元/月） 1.17 1.17 1.17 1.17 „„ 0.66 

二线治疗销售规模（亿元） 1.05 3.63 7.95 12.57 „„ 13.31 

一线治疗销售规模（亿元） - - - - „„ 15.07 

销售规模总计（亿元） 1.05 3.63 7.95 12.57 „„ 28.38 

情形 4：APL-1202 未被纳入医保 

化疗灌注复发的中、高危

NMIBC（二线治疗）渗透率 
3% 5% 7% 8.5% „„ 10% 

未经治疗的中危 NMIBC（一

线治疗）渗透率 
- - - - „„ 10% 

治疗费用（万元/月） 1.17 1.17 1.17 1.17 „„ 1.17 

二线治疗销售规模（亿元） 1.05 2.47 3.97 5.48 „„ 7.62 

一线治疗销售规模（亿元） - - - - „„ 8.77 

销售规模总计（亿元） 1.05 2.47 3.97 5.48 „„ 16.39 

二、APL-1702 

（一）预计获批上市时间 

根据 APL-1702 的临床试验进度，预计 APL-1702 于 2024 年在国内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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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 APL-1702 获批上市后销售收入的弹性测算 

1、对 APL-1702 能否纳入医保目录的考虑 

从目标适应症和已有临床数据来看，APL-1702 符合临床急需、安全有效的

基本条件，因此与 APL-1202 类似，预计 APL-1702 获批上市后即可在较短时间

内申请通过医保谈判纳入医保目录。 

若 APL-1702 上市后未能在首个医保目录调整期进入医保目录，发行人将充

分利用产品的优势加大销售力度、并通过商业保险项目等来弥补未进入医保的不

利影响，从而提升患者的可及性和市场渗透率，提升产品销售收入。同时，发行

人将持续关注医保相关动态并积极推动相关工作，做好在新一轮医保目录调整窗

口进行申请的准备，力争尽早进入医保目录。 

2、对 APL-1702 能否纳入用药指南的考虑 

《中国子宫颈癌筛查及异常管理相关问题专家共识（二）》指出，非妊娠期

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患者优先选择宫颈切除手术治疗，最常见

的治疗方式包括宫颈环形电切术（LEEP）和冷刀锥形切除术（CKC）。然而，这

些手术治疗方法的不良反应包括出血、感染、宫颈器质性损伤等，宫颈器质性损

伤可能引起早产、流产等生育功能方面的后遗症，因此患有宫颈癌前病变的妇女，

尤其是育龄妇女对能够保留宫颈功能的非手术疗法有较强的治疗需求。 

待 APL-1702 获批上市后，发行人将结合产品的循证医学证据，有针对性的

开展临床医生学术推广活动，以加深临床医生对产品的认知，推动 APL-1702 纳

入用药指南，为产品在临床的广泛应用提供条件。APL-1702 有望在国内成为

HSIL 患者的第一个治疗方案，初步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其疗效和安全性良好，因

此，预期 APL-1702 不存在纳入用药指南的实质性障碍。 

3、对发行人销售团队建设情况的考虑 

发行人在 APL-1702 产品上市后将积极开展市场推广活动，提升患者及医生

对于 HSIL 进行非手术治疗的知晓度及认可度，参与全国或区域层面的宫颈癌筛

查及随访项目，促进医生学术交流平台及医患沟通平台搭建等，以不断增加医生

和患者对 APL-1702 临床价值的认可。发行人将实施积极有效的市场准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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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程度地提高患者的可及性及支付能力。在自营销售覆盖核心市场的基础上，

发行人将通过与国内独立第三方分销商合作销售的方式，推动 APL-1702 的业务

下沉至更广阔的区域，以惠及更多的 HSIL 患者。 

4、对 APL-1702 市场渗透率的预测 

（1）APL-1702 在中性情形下的峰值市场渗透率 

目前国内尚无针对 HSIL 的非手术治疗产品获批上市，APL-1702 在研发进

度上处于领先地位，有望给患者提供一个全新的非手术治疗选择。APL-1702 与

传统手术治疗相比具有明显的安全性优势，仅产生一些自限性的局部不良反应，

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让患者尤其是育龄女性避免手术治疗及相应的风险。考虑患者

群体较多、分布较分散等因素，在中性情形下，预计 APL-1702 的峰值市场渗透

率可达到 20%。 

（2）APL-1702 峰值市场渗透率的弹性预测区间 

结合 APL-1702 能否纳入医保目录及用药指南、发行人的销售团队建设等因

素，在乐观、中性、谨慎、悲观这四种情形下对 APL-1702 的渗透率进行弹性预

测。 

假设 APL-1702 能够顺利纳入医保目录，若发行人商业化进展非常顺利，

APL-1702 的峰值渗透率有望达到较高水平，在此乐观情形下，预计 APL-1702

的峰值渗透率可达到 25%；若发行人商业化进展符合预期，在此中性情形下，预

计 APL-1702 的峰值渗透率可达到 20%，；若发行人商业化进展不如预期顺利，

在此谨慎情形下，预计 APL-1702 的峰值渗透率为 15%。 

此外，在发生概率很小的悲观情况下，若 APL-1702 最终未被纳入医保目录，

预计 APL-1702 的峰值渗透率为 10%。 

（三）弹性分析测算结果 

根据上述对 APL-1702 能否纳入医保目录及用药指南、发行人销售团队建设、

预计市场渗透率等因素的分析，假设 APL-1702 能够顺利纳入医保目录，在上述

15%~25%峰值市场渗透率区间内进行弹性测算，APL-1702 到 2030 年的国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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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空间可达 29.38~48.97 亿元。若 APL-1702 最终未被纳入医保目录，预计

APL-1202 的峰值渗透率为 10%。在此发生概率很小的悲观情形下，APL-1702

的市场空间也可达到 19.59 亿元。因此，APL-1702 市场空间较为广阔。 

具体弹性分析测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年度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 2030 年 

情形 1：APL-1702 被纳入医保，市场渗透率乐观 

市场渗透率 - 0.63% 6.25% 11.25% „„ 25.00% 

治疗费用（万元

/次） 
- 0.75 0.75 0.75 „„ 0.75 

市场销售规模

（亿元） 
- 1.24 12.35 22.20 „„ 48.97 

情形 2：APL-1702 被纳入医保，市场渗透率中性 

市场渗透率 - 0.50% 5.00% 9.00% „„ 20.00% 

治疗费用（万元

/次） 
- 0.75 0.75 0.75 „„ 0.75 

市场销售规模

（亿元） 
- 0.99 9.88 17.76 „„ 39.18 

情形 3：APL-1702 被纳入医保，市场渗透率谨慎 

市场渗透率 - 0.38% 3.75% 6.75% „„ 15.00% 

治疗费用（万元

/次） 
- 0.75 0.75 0.75 „„ 0.75 

市场销售规模

（亿元） 
- 0.74 7.41 13.32 „„ 29.38 

情形 4：APL-1702 未被纳入医保 

市场渗透率 - 0.38% 2.50% 4.50% „„ 10.00% 

治疗费用（万元

/次） 
- 0.75 0.75 0.75 „„ 0.75 

市场销售规模

（亿元） 
- 0.74 4.94 8.88 „„ 19.59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顺利纳入医保并在乐观、中性、谨慎的峰值市场渗透率下进行

弹性测算，APL-1202 和 APL-1702 到 2030 年的市场空间分别可达到 28.38~46.85

亿元和 29.38~48.97 亿元；同时，在发生概率很小的悲观情况下，若 APL-1202

和 APL-1702 最终未被纳入医保目录，按照仅 10%的峰值市场渗透率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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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L-1202和APL-1702的市场空间也分别可达到 16.39亿元和 19.59亿元。因此，

发行人核心产品符合“市场空间大”的上市条件。 

四、招股说明书补充披露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一、发行人主营业务、主

要产品或服务的基本情况”之“（二）主要产品情况”之“2、泌尿系统领域在

研产品”之“（1）核心在研产品——唯施可®（APL-1202）”之“3）APL-1202

用于治疗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之“②市场竞争情况”中补充披露如

下内容： 

“发行人的 APL-1202 预计于 2023 年获批上市，有望成为国内首个 NMIBC

口服治疗药物。APL-1202 上市后的首个适应症为联合表柔比星治疗化疗灌注复

发的中高危 NMIBC，基于产品初步体现出的疗效及安全性优势、较强的患者治疗

意愿、医生用药习惯的保持、宽松的市场竞争环境、良好的医保政策以及发行人

的商业化计划等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估，并以专业咨询机构数据以及医院专家

访谈提供的当前临床应用较为广泛的化疗灌注药物表柔比星的市场渗透率数据

作为参照，预计 APL-1202的峰值市场渗透率约可达 40%。 

由于 APL-1202 有望成为化疗灌注复发 NMIBC（二线治疗）第一个获批的治

疗药物，具备疗效和安全性优势，且考虑到目前国内市场中尚没有其它针对化

疗灌注复发 NMIBC 的临床阶段在研产品，APL-1202 上市后将面临较为宽松的市

场竞争环境。因此，假设 APL-1202 能够顺利纳入医保目录，若发行人商业化进

展非常顺利，APL-1202 的峰值渗透率有望达到较高水平，在此乐观情形下，预

测峰值渗透率可达到 50%。同时，若发行人商业化进展不如预期顺利，在此谨慎

情形下，预测峰值渗透率为 30%。在 30%~50%峰值市场渗透率区间内进行弹性测

算，APL-1202 到 2030 年在国内市场二线和一线治疗的合计市场空间可达

28.38~46.85 亿元；即使在最终未被纳入医保目录的很小概率悲观情形下，按照

仅10%的峰值市场渗透率测算，APL-1202的市场空间也可达到 16.39亿元。因此，

APL-1202 市场空间较为广阔。具体弹性分析测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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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 2030 年 

情形 1：APL-1202 被纳入医保，市场渗透率乐观 

化疗灌注复发的中、高危

NMIBC（二线治疗）渗透率 
7% 16% 25% 33% …… 50% 

未经治疗的中危 NMIBC（一线

治疗）渗透率 
- - - - …… 50% 

治疗费用（万元/月） 1.17 1.17 1.17 1.17 …… 0.66 

二线治疗销售规模（亿元） 2.44 7.44 13.80 20.79 …… 22.18 

一线治疗销售规模（亿元） - - - - …… 24.67 

销售规模总计（亿元） 2.44 7.44 13.80 20.79 …… 46.85 

情形 2：APL-1202 被纳入医保，市场渗透率中性 

化疗灌注复发的中、高危

NMIBC（二线治疗）渗透率 
5% 12% 20% 28% …… 40% 

未经治疗的中危 NMIBC（一线

治疗）渗透率 
- - - - …… 40% 

治疗费用（万元/月） 1.17 1.17 1.17 1.17 …… 0.66 

二线治疗销售规模（亿元） 1.75 5.53 10.88 17.37 …… 17.74 

一线治疗销售规模（亿元） - - - - …… 19.20 

销售规模总计（亿元） 1.75 5.53 10.88 17.37 …… 36.94 

情形 3：APL-1202 被纳入医保，市场渗透率谨慎 

化疗灌注复发的中、高危

NMIBC（二线治疗）渗透率 
3% 8% 15% 20% …… 30% 

未经治疗的中危 NMIBC（一线

治疗）渗透率 
- - - - …… 30% 

治疗费用（万元/月） 1.17 1.17 1.17 1.17 …… 0.66 

二线治疗销售规模（亿元） 1.05 3.63 7.95 12.57 …… 13.31 

一线治疗销售规模（亿元） - - - - …… 15.07 

销售规模总计（亿元） 1.05 3.63 7.95 12.57 …… 28.38 

情形 4：APL-1202 未被纳入医保 

化疗灌注复发的中、高危

NMIBC（二线治疗）渗透率 
3% 5% 7% 8.5% …… 10% 

未经治疗的中危 NMIBC（一线

治疗）渗透率 
- - - - …… 10% 

治疗费用（万元/月） 1.17 1.17 1.17 1.17 …… 1.17 

二线治疗销售规模（亿元） 1.05 2.47 3.97 5.48 …… 7.62 

一线治疗销售规模（亿元） - - - - …… 8.77 

销售规模总计（亿元） 1.05 2.47 3.97 5.48 ……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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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一、发行人主营业务、主

要产品或服务的基本情况”之“（二）主要产品情况”之“3、生殖系统领域核

心在研产品——希维她®（APL-1702）”之“（4）市场竞争情况”中补充披露如

下内容： 

“APL-1702 有望提供一个全新的非手术治疗选择，免除患者手术治疗的痛

苦和副作用，特别是避免手术对育龄患者生育功能的影响。目前，发行人已拥有

APL-1702 在全球的独家开发和商业化权益，预计于 2024 年获批上市。综合

APL-1702 的竞争优势、竞争产品的在研进度，以及对发行人商业化计划的分析，

预计 APL-1702的峰值市场渗透率于 2030年达到，约为 20%。 

在 APL-1702 被纳入医保目录的前提下，若发行人商业化进展非常顺利，

APL-1702 的峰值渗透率有望达到较高水平，在此乐观情形下，预测峰值渗透率

可达到 25%。同时，若发行人商业化进展不如预期顺利，在此谨慎情形下，预测

峰值渗透率为 15%。在 15%~25%峰值市场渗透率区间内进行弹性测算，APL-1702

到 2030 年在国内市场空间可达 29.38~48.97 亿元；即使在最终未被纳入医保目

录的很小概率悲观情形下，按照仅 10%的峰值市场渗透率测算，APL-1702 的市

场空间也可达到 19.59 亿元。因此，APL-1702 市场空间较为广阔。具体弹性分

析测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年度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 2030 年 

情形 1：APL-1702 被纳入医保，市场渗透率乐观 

市场渗透率 - 0.63% 6.25% 11.25% …… 25.00% 

治疗费用（万元

/次） 
- 0.75 0.75 0.75 …… 0.75 

市场销售规模

（亿元） 
- 1.24 12.35 22.20 …… 48.97 

情形 2：APL-1702 被纳入医保，市场渗透率中性 

市场渗透率 - 0.50% 5.00% 9.00% …… 20.00% 

治疗费用（万元

/次） 
- 0.75 0.75 0.75 …… 0.75 

市场销售规模

（亿元） 
- 0.99 9.88 17.76 …… 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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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 2030 年 

情形 3：APL-1702 被纳入医保，市场渗透率谨慎 

市场渗透率 - 0.38% 3.75% 6.75% …… 15.00% 

治疗费用（万元

/次） 
- 0.75 0.75 0.75 …… 0.75 

市场销售规模

（亿元） 
- 0.74 7.41 13.32 …… 29.38 

情形 4：APL-1702 未被纳入医保 

市场渗透率 - 0.38% 2.50% 4.50% …… 10.00% 

治疗费用（万元

/次） 
- 0.75 0.75 0.75 …… 0.75 

市场销售规模

（亿元） 
- 0.74 4.94 8.88 …… 19.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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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请发行人结合前述内容，进一步完善重大事项提示和风险揭示内

容。 

回复： 

一、重大事项提示补充披露 

（一）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一、发行人是一家采用第

五套上市标准的生物医药行业公司”中补充披露如下： 

“ 

（四）发行人核心产品尚未上市销售，产品上市后的市场空间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核心产品 APL-1202 和 APL-1702 处于 III

期或关键性临床试验阶段，预计首个适应症将分别于 2023 年和 2024 年上市。

发行人尚无商业化销售产品的经验，若 APL-1202 和 APL-1702 上市后公司销售

团队的市场推广工作不达预期，APL-1202 和 APL-1702未能在医生和患者中取得

认可，将对 APL-1202 和 APL-1702 市场渗透率的提升造成不利影响。同时，若

APL-1202和 APL-1702获批上市后在较长时间内未能被纳入医保目录和用药指南，

或纳入医保目录和用药指南后又被调出，则可能导致 APL-1202 和 APL-1702 的

销售额不能快速增长或出现下降，从而影响产品上市后的市场空间。 

” 

（二）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一、发行人是一家采用第

五套上市标准的生物医药行业公司”中补充披露如下： 

“ 

（五）发行人无法保证未来几年内实现盈利，公司上市后亦可能面临退市风

险 

发行人未来几年将存在持续大规模的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将持续处于较高水

平，上市后未盈利状态预计持续存在且累计未弥补亏损可能短期内继续扩大。若

发行人核心产品 APL-1202 和 APL-1702 的研发和上市进程受到较大程度的延迟

或无法获得上市批准、获批上市后商业化进展不达预期，自上市之日起第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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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会计年度触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4.2 条的财务

状况，即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含被追溯重述）为负且营业

收入（含被追溯重述）低于 1 亿元，或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含被追溯重述）

为负等情况，则可能导致发行人触发退市条件。 

” 

二、风险揭示补充披露 

（一）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二、经营风险”中补

充披露如下： 

“ 

（六）市场空间相关风险 

1、APL-1202和 APL-1702 市场空间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核心产品 APL-1202 和 APL-1702 处于 III

期或关键性临床试验阶段，预计首个适应症将分别于 2023 年和 2024 年上市。

发行人尚无商业化销售产品的经验，若 APL-1202 和 APL-1702 上市后公司销售

团队的市场推广工作不达预期，APL-1202 和 APL-1702未能在医生和患者中取得

认可，将对 APL-1202 和 APL-1702 市场渗透率的提升造成不利影响。同时，若

APL-1202和 APL-1702获批上市后在较长时间内未能被纳入医保目录和用药指南，

或纳入医保目录和用药指南后又被调出，则可能导致 APL-1202 和 APL-1702 的

销售额不能快速增长或出现下降，从而影响产品上市后的市场空间。 

” 

（二）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 “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七、存在累计未弥补

亏损及持续亏损的风险”中补充披露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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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及持续亏损的风险 

…… 

（一）发行人无法保证未来几年内实现盈利，公司上市后亦可能面临退市风险 

发行人未来几年将存在持续大规模的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将持续处于较高

水平，上市后未盈利状态预计持续存在且累计未弥补亏损可能短期内继续扩大。

若发行人核心产品 APL-1202 和 APL-1702 的研发和上市进程受到较大程度的延

迟或无法获得上市批准、获批上市后商业化进展不达预期，自上市之日起第 4

个完整会计年度触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4.2 条的财

务状况，即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含被追溯重述）为负且营

业收入（含被追溯重述）低于 1 亿元，或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含被追溯重述）

为负等情况，则可能导致发行人触发退市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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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报告中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本保荐机构均

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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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江苏亚虹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

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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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承诺本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董事长： 

 

PAN KE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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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

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杨 沁  程 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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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本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

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

程序，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

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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