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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关于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沪市主板

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上审〔2023〕436 号）（以下简称“审核落实函”）

的要求，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宝股份”、“发行人”、“公司”）

与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

“东吴证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会计师”）、北京

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或“康达律师”）等相关方对审核落实函

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落实，现逐条进行说明并回复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使用的简称与《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释义相同。 

审核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审核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招股说明书补充、修订披露内容 楷体（加粗） 

在本回复报告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四

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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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原材料进口大豆转基因及气味检测程序的有效性，

是否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原材料进口大豆转基因的检测程序及其有效性 

发行人对原材料进口大豆转基因检测采用的检测程序如下： 

（一）大豆进厂后每车抽样，使用基于外源蛋白质的检测方法-试纸条检测法

检测转基因（以下简称“大豆转基因试纸条检测方法”）。 

公司使用的大豆转基因试纸条检测方法其检测原理系应用双抗体夹心免疫层

析的原理，样本中的抗原在侧向移动的过程中与标记的特异性单克隆抗体1结合，

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继续向前方流动和NC膜检测线上特异性单克隆抗体2结合

形成双抗体夹心复合物并显色，也就是从测试样品中按照一定的程序抽出含有目

标蛋白的基质，利用抗体与目标蛋白（抗原）特异性结合特性，通过偶联抗体与

抗原抗体复合物的作用产生可检测的信号。 

国家有关部门未对应用双抗体夹心免疫层析原理的大豆转基因试纸条检测方

法出具强制性国家标准，天津港为中国最大的粮食进口港，制定了地方推荐性标

准《天津市地方标准-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成分筛查cp4-epsps试纸条法》（DB12/T 

842—2018）。天津港亦为公司进口大豆原材料的主要港口，公司使用的大豆转基

因试纸条检测方法其检测原理、检测程序及结论认定与《天津市地方标准-转基因

植物及其产品成分筛查cp4-epsps试纸条法》（DB12/T 842—2018）不存在实质差

异。大豆转基因试纸条检测方法的具体检测程序已经在《关于宁波索宝蛋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沪市主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之问题2.1之“一、非转基因大豆的具体采购过程，发行人对采购的非转基因大豆

制定的检测标准、检测程序及相关内部规定执行情况”中披露。 

试纸条检测转基因的方式为大豆产品行业内惯用检测转基因的方式，嘉华股

份的公开披露文件亦显示其使用试条检测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 

公司大豆转基因试纸条检测方法中使用的试纸条为美国Agdia转基因试纸条，

美国Agdia公司是全球知名的植物病害检测试剂生产商，有多种转基因检测试剂产

品，在农产品行业内被广泛应用。根据美国Agdia转基因试纸条的说明书，美国

Agdia试纸条检测经法国认可委员会（欧盟认可的实验室）验证，与PCR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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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一致。 

（二）经上述大豆转基因试纸条检测方法检测合格后，每5000吨再使用以外

源插入DNA分子为基础的检测方法-PCR检测法（以下简称“PCR检测方法”）检

测转基因。 

公司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食品中转基因植物成分

定性PCR检测方法》（SN/T 1202-2010）中实时荧光PCR检测方法编制了《实时荧

光转基因检验规程》，其检测原理系对样品进行DNA提取和纯化，使之适用于

PCR检测技术，通过实时荧光PCR，检测其中是否含有各种外源基因，达到对食品

中转基因植物成分定性PCR检测目的。 

公司使用的PCR检测方法符合行业/国家推荐性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

检验检疫行业标准-食品中转基因植物成分定性PCR检测方法》（SN/T 1202-2010）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转基因产品通用检测方法》（GB/T 38505-2020）的

规定，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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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PCR检测方法的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食品中转

基因植物成分定性PCR检测方法》（SN/T 1202-2010）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转基因产品

通用检测方法》（GB/T 38505-2020）规

定 

（1）原理 

对样品进行DNA提取和纯化，使之适用于PCR检测技

术，通过实时荧光PCR，检测其中是否含有各种外源

基因，达到对食品中转基因植物成分定性PCR检测的

目的。 

6.1原理 

对样品进行DNA提取和纯化，使之适用于PCR检测技

术, 通过普通PCR 或实时荧光PCR，检测其中是否含有

各种外源基因 ，达到对食品中转基因植物成分定性PCR 

检测的目的。 

无 

（2）抽样与制备 

1）分批：大豆每5000吨（约8天使用量）混合样制备

分批，大豆5000吨共分成10批，每批500吨。 

2）抽样：每500吨大豆对应的留样中抽取50个份样

（每车约取3个份样），每份份样不低于0.25kg，每

批份样不低于12.5kg。 

3）制样： 

①实验室样品制备 

将10批份样进行混合，得到原始样品，原始样品取样

量不少于125kg，原始样品进行混合缩分得到实验室

样品。 

②存查样品制备 

实验室样品经一次缩分为2份，1份为存查样品，另一

份样品制备试样。 

③试样制备 

进行制备试样的样品进一步混匀缩分制成约300g测试

样品。用粉碎机进行混合粉碎后备用；大豆转基因检

测样品粉碎至约0.5mm左右，留样为2份，每份的最

5抽样与制备 

应符合GB/T19495.7和GB/T19495.3中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转基因产品检测核酸提取

纯化方法》（GB/T19495.3-2004）： 

5.1.1一般要求 

每个实验室样品应分别从两份试样品中提取D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转基因产品检测抽样和制

样方法》（GB/T 19495.7-2004）： 

4.2分批 

首先应按照交付批中同一合同、同一生产批号、同一品

种、等级分批。交付量量小于10000t时，最大批量为

500t。交付批量大于10000t时，以10000t划分20批为基

数，每超过1000t，增加1批，不足1000t，按1批计。 

6抽样 

通常情况下，每批份样数对均匀批不得低于50个。 

6.1原始样品最小数量 

大豆1%原始样品最小质量为11200g（粒重200mg）。 

6.2制样 

按照GB/T19495.1和GB/T19495.7的规定执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转基因产品

检测通用要求和定义》  （GBT19495.1-

2004）： 

7制样通用要求 

测试样品的制备方法应根据样品的状态和

特性采用GB/T19495.3和GB/T19495.7的方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转基因产品

检测抽样和制样方法》（GB/T 19495.7-

2004）： 

同左边一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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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PCR检测方法的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食品中转

基因植物成分定性PCR检测方法》（SN/T 1202-2010）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转基因产品

通用检测方法》（GB/T 38505-2020）规

定 

低留量50g左右，然后进行DNA提取和纯化。 

 

8制样方法 

8.1一般规定 

除非另有约定，本部分涉及的制样过程一般包括混合足

够量的份样组成原始样品，缩分原始样品得到实验室样

品，使用适当方法制备存查样品及对实验室样品进行适

当的均匀化和降低其粒度来获得试样。 

8.6存查样品的制备 

除非另有约定，由实验室样品经一次缩分得到存查样

品，该次缩分得到的另一半样品用于试样的制备。 

8.7试样的制备  

将实验室样品经必要的破损、研磨后缩分成试样。试样

的最低留量为50g。 

（3）试剂和材料  

所有实验使用的试剂等级应为不含DNA和DNase的分

析纯或生化试剂 

①植物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  

②反应体系试剂盒； 

③ 95%乙醇，分析纯。 

 

6.3主要试剂 

6. 3. 1除另有规定外，所有实验使用的试剂等级应为不

含DNA和DNase的分析纯或生化试剂。 

4试剂与材料 

除另有规定外，所有试剂均为分析纯或生

化试剂。 

（4）检测步骤 

阴性对照、阳性对照设置 

6. 4检测步骤 

6.4.1对照设置 

6.6.1阴性对照、阳性对照和空白对照的设

置 

以非转基因样品为阴性对照，以对应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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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PCR检测方法的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食品中转

基因植物成分定性PCR检测方法》（SN/T 1202-2010）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转基因产品

通用检测方法》（GB/T 38505-2020）规

定 

检测过程设置核酸提取空白对照、PCR扩增试剂空白

对照、PCR扩增阴性目标DNA对照（阴性质控品）、

PCR扩增阳性目标DNA对照（阳性质控品）。 

检测过程中应设置核酸提取空白对照、PCR扩增试剂空

白对照、PCR扩增阴性目标DNA对照、PCR扩增阳性目

标DNA对照。 

基因植物样品品系或含有相应外源基因的

转基因植物样品基因组DNA，或含有上述

片段的质粒标准分子DNA为阳性对照，以

水或TE缓冲液为空白对照。 

（5）DNA提取和纯化 

1）DNA溶液的保存 

提取和纯化后的DNA溶液无法及时检测时，可将提

取液保存于-20℃或低于-20℃长期保存。 

2）空白对照的设置 

按样品DNA提取步骤同时提取空白对照DNA。 

3）核酸提取（试剂盒法） 

①按提取试剂盒规定称取样品量，按DNA提取试剂

盒规定量加入Buffer ATL和µl RNaseA，涡旋分散于

65℃水浴处理10 min后加入420 µl Buffer PS混匀。冰

上放置后离心。 

②转移上清液至新的离心管中。加入900 µl Buffer 

PBD，混匀后过DNA结合柱并离心，离心后加600 µl 

Buffer GW2，离心2次。 

③将柱子转移至新的1.5 ml离心管中。分2次加入40 

µlBuffer AE，65℃静置后离心并保留离心液（制备好

的DNA模板）备用。 

6.4.3 DNA提取和纯化 

6.4.3.1空白对照的设置 

DNA提取和纯化，过程应设置核酸提取空白对照。 

6.4.3.2 DNA溶液的保存 

提取和纯化后的DNA溶液长期保存应储存-20℃或低于-

20℃。 

6.4.3.4试剂盒法 

采用商品化的植物基因组DNA提取纯化试剂盒，按照

试剂盒使用说明提取DNA。 

6.4DNA模板制备 

可采用具有相同效果的植物基因组DNA提

取试剂盒进行DNA模板制备。 

（4）实时荧光PCR反应体系 

①反应体系试剂盒从冰箱取出，剪下所需测试数的已

6.4.5.5实时荧光PCR检测  

6.4.5.5.2实时荧光PCR反应体系，实时荧光PCR反应体

系，每个样品进行实时荧光PCR检测时应设置2个平

6.6.2实时荧光PCR反应体系 

每个DNA样品做2个平行管。加样时应使

样品DNA溶液完全加入反应液中，不要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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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PCR检测方法的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食品中转

基因植物成分定性PCR检测方法》（SN/T 1202-2010）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转基因产品

通用检测方法》（GB/T 38505-2020）规

定 

含有体系反应液的PCR管，放置室温解冻。 

②解冻后，离心30s揭开封口膜，向每管反应体系液

中分别加入5µlDNA样品模板，每个DNA样品做2个

平行管。加样时应使样品DNA溶液完全加入反应液

中，不要黏附于管壁上，加样后应尽快盖紧管盖。顺

序为NG（阴性对照）、待检测样品、PG（转基因阳

性对照）。盖好配套的PCR管盖。涡旋混匀30s，离

心20s。 

行。 附于管壁上，加样后应尽快盖紧管盖。 

（5）仪器设置（扩增反应） 

①打开实时荧光PCR仪（StepOne）的电源，开机。 

②按设备说明书选择左侧工具栏中的“Run Method”设

置 扩 增 反 应 ， 单 击 “Open Run Method” ， 选 择

“GMO”。 

③根据反应体系试剂盒说明书核对扩增反应确认内

容，样品量： 25µl ，循环数： 40 ， 95℃循环：

10min，95℃循环：15S，60℃循环：1min。 

④点击右侧“START RUN”开始检测，检测时间约为

80min。 

⑤当前图表为“log”，将其图表类型改为“Liner”，得

到相关图像，即可观察结果。 

6.4.5.5.3实时荧光PCR反应循环数，使用不同的PCR

仪，可对参数作适当调整。 

6.4.5.5.4设置PCR反应管荧光信号收集条件，应与探针

标记的报告基团一致。具体设置方法可参照仪器使用说

明书。 

6.6.3仪器设置 

设置PCR反应管荧光信号收集条件，应与

探针标记的报告基团一致。具体设置方法

可参照仪器使用说明书。 

6.6.4 PCR反应参数 

实时荧光PCR 扩增反应参数50℃/2min；

95℃/10min；95℃15s，60℃/60s，大于或

等于40个循环。 

注：95℃/10min专门适用于化学变构的热

启动Taq酶。以上参数可根据不同型号实

时荧光PCR仪和所选PCR扩增试剂体系不

同做调整。 

（6）基线和阈值设定 

实时荧光PCR反应结束并分析结果时，设置基线和阈

值。基线调整取3-15个循环的荧光信号，基线阈值应

超过正常阴性对照扩增曲线的最高点且Ct = 40，勾选

左下角“Threshold”临界值。需要查看哪个基因，可在

6.5.2.1基线和阈值的设置 

实时荧光PCR反应结束并分析结果时，应设置基线和阈

值。基线范围设置在3个~15个循环。 基线阈值设置在

基线刚好超过正常阴性目标DNA对照扩增曲线最高点

且Ct = 40，通常情况下可以采用仪器默认的基线阈值，

7结果分析 

7.1阈值设定 

实时荧光PCR反应结束后，设置荧光信号

阈值，阈值设定原则根据仪器噪声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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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PCR检测方法的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食品中转

基因植物成分定性PCR检测方法》（SN/T 1202-2010）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转基因产品

通用检测方法》（GB/T 38505-2020）规

定 

“Target”标靶中单独选择要查看的基因。 即采用3个~15个循环的阴性目标DNA对照的10倍标准

差作为阈值。 

行调整，以阈值线刚好超过正常阴性样品

扩增曲线的最高点为准。 

（7）结果判断 

①检测样品外源基因2个平行样检测结果Ct值≥40，内

源基因检测20≤Ct≤36，并出现典型的扩增曲线（呈

“S”型扩增曲线），同时各种实验对照结果正常，

可以判断检测样品不含有所检大豆外源基因，报告样

品结果阴性； 

②检测样品外源基因至少1个平行检测结果36＜Ct＜

40并出现典型的扩增曲线（呈“S”型扩增曲线），

内源基因检测20≤Ct≤36并出现典型扩增曲线，同时各

种实验对照结果正常，此时应适当增加DNA模板量

后进行一次重复实验，再次检测结果外源基因Ct＜40

并出现典型的扩增曲线（呈“S”型扩增曲线），同

时各种实验对照结果正常，可以判断检测样品含有所

检大豆外源基因，报告样品结果阳性，再次检测结果

外源基因Ct≥40，同时各种对照试验结果正常，可以

判断检测样品不含有所检大豆外源基因，报告样品结

果为阴性； 

③检测样品外源基因2个平行样检测结果Ct≤36，且曲

线呈典型扩增曲线（呈“S”型扩增曲线），内源基

因检测20≤Ct≤36并出现典型的扩增曲线，同时各种对

照试验结果正常，可以判断检测样品含有所检大豆外

源基因，报告样品结果为阳性。 

6.5.2.3.1样品外源基因2个平行样检测结果Ct≥40，内源

基因检测20≤Ct≤36，并出现典型的扩增曲线，同时各种

实验对照结果正常，此时可以判断样品未检出×××基

因。 

6.5.2.3.2样品外源基因至少1个平行检测结果36＜Ct＜40

并出现典型的扩增曲线，内源基因检测20≤Ct≤36并出现

典型的扩增曲线，同时各种实验对照结果正常，此时应

适当增加DNA模板量后重做实时荧光PCR检测。再次检

测结果外源基因仍然Ct＜40并出现典型的扩增曲线，同

时各种对照试验结果正常，可以判断样品检出×××基

因，再次检测结果外源基因Ct≥40，同时各种实验对照

结果正常，可以判断样品未检出×××基因。 

6.5.2.3.3待测样品外源基因2个平行样检测结果Ct≤36并

出现典型的扩增曲线，内源基因检测20≤Ct≤36并出现典

型的扩增曲线，同时各种对照试验结果正常，此时可以

判断样品检出××××基因。 

 

8.1结果判定 

测试样品全部平行反应外源基因检测未出

现典型扩增曲线，或Ct值大于或等于40；

内源基因检测出现典型扩增曲线，且Ct值

小于或等于30，则可判定该样品不含所检

的外源基因。 

测试样品全部平行反应外源基因检测出现

典型扩增曲线，Ct值小于或等于36，内源

基因检测出现典型扩增曲线，Ct值小于或

等于30，判定该样品含有对应的外源基

因。 

测试样品全部平行反应外源基因检测出现

典型扩增曲线，但Ct值在36~40之间，内

源基因检测Ct值出现典型扩增曲线，且小

于或等于30，应在排除污染的情况下重新

处理样品上机检测。再次扩增后的内源基

因检测出现典型扩增曲线，且Ct值小于或

等于30，外源基因检测出现典型扩增曲

线，且Ct值仍小于40，则可判定为该样品

含有所检的外源基因。再次扩增后的内源

基因检测出现典型扩增曲线，且Ct值小于

或等于30，外源基因检测未出现典型扩增

曲线，或Ct值大于或等于40，则可判定为

该样品不含所检的外源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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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大豆转基因试纸条检测方法与PCR检测方法共同作为检测程序对

原材料进口大豆进行转基因检测，公司在使用PCR检测方法验证过程中未发现

用大豆转基因试纸条检测方法合格的大豆出现不合格情况。 

在经过公司的检测程序后，公司将每4个5000吨的进厂大豆留样混合后缩分

送检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转基因检测验证，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转基因检测时

未发现公司检测转基因合格后的大豆出现不合格情况。 

综上，大豆转基因试纸条检测方法其检测原理、检测程序及结论认定与

《天津市地方标准 -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成分筛查 cp4-epsps试纸条法》

（DB12/T 842—2018）不存在实质差异；PCR检测方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食品中转基因植物成分定性PCR检测方法》（SN/T 

1202-2010）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转基因产品通用检测方法》（GB/T 

38505-2020）的规定；两种方法均为有效的转基因检测方法。 

二、原材料进口大豆气味的检测程序及其有效性 

发行人对于原材料进口大豆气味检测的具体检测程序已经在《关于宁波索

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沪市主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

问询函的回复》之问题2.1之“一、非转基因大豆的具体采购过程，发行人对采

购的非转基因大豆制定的检测标准、检测程序及相关内部规定执行情况”中披

露。 

公司使用的大豆气味检测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大豆》

（GB 1352-200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粮油检验粮食、油料的色泽、

气味、口味鉴定》（GB/T 5492-2008）的规定，具体如下： 

公司大豆气味检测

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大豆》（GB 1352-

2009）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

定》（GB/T 5492-2008）规定 

抽样粉碎后嗅其气

味，要求为“呈大

豆固有的气味” 

3.5色泽、气味 

一批大豆固有的综合色泽

和气味。 

 

6.3气味鉴定 

6.3.1分取20g-50g样品，放在手掌中用

哈气或摩擦的方法，提高样品的温度

后，立即嗅其气味； 

6.3.3正常粮食、油料应具有固有的气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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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材料进口大豆转基因及气味检测程序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发行人使用的大豆转基因试纸条检测方法其检测原理、检测程序及结论认

定与《天津市地方标准-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成分筛查cp4-epsps试纸条法》

（DB12/T 842—2018）不存在实质差异；发行人使用的PCR检测方法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食品中转基因植物成分定性PCR检测方

法》（SN/T 1202-2010）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转基因产品通用检测方

法》（GB/T 38505-2020）的规定，发行人对于原材料进口大豆气味检测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大豆》（GB 1352-200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标准-粮油检验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定》（GB/T 5492-2008）的

规定。综上，原材料进口大豆转基因及气味检测程序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四、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针对非转基因大豆采购过程制定的《大豆测定检验操作规程》

和《实时荧光转基因检验规程》； 

2、取得美国Agdia转基因试纸条说明书； 

3、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转基因产品通用检测方法》（GB/T 

38505-202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大豆》（GB 1352-2009）、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粮油检验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定》（GB/T 

5492-200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转基因产品检测通用要求和定义》

（GB/T19495.1-200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转基因产品检测核酸提取

纯化方法》（GB/T19495.3-200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转基因产品检

测抽样和制样方法》（GB/T 19495.7-2004）等国家标准并对比公司检测程序； 

4、查阅《天津市地方标准-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成分筛查cp4-epsps试纸条

法》（DB12/T 842—2018）并对比公司检测程序； 

5、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食品中转基因植物成

分定性PCR检测方法》（SN/T 1202-2010）并对比公司检测程序； 

6、查阅报告期内第三方检验机构对公司原材料进口大豆进行转基因检测的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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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访谈生物科技质量部负责人，了解非转基因大豆采购过程中的检测程序

及其执行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对于原材料进口大豆转基因及

气味检测具有有效性，并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问题 2：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经销客户数量持续下降、各期新增

及退出经销商数量较多的相关情况及其原因。  

回复：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业务与技术/四、发行人销售情况及主要

客户/（一）报告期内各期主要产品销售情况/4、主营业务收入按销售模式分

类”中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销客户数量分别为426家、399家和369家，其中年销

售额小于50万元的经销客户数量分别为286家、255家和213家，逐年下降；年

销售额不少于50万元的经销商数量分别为140家、144家和156家，较为稳定。 

报告期内，年销售额小于50万元及不少于50万元的经销商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准 

项目 年度 家数  收入  

经销收入占

比 

年销售额小于

50 万元 

本期新增 

2022 年 98 1,152.12 1.80 

2021 年 105 1,134.05 1.86 

2020 年 137 1,093.55 2.19 

本期退出 

2022 年 136 1,579.70 2.59 

2021 年 142 1,151.17 2.31 

2020 年 132 1,034.01 2.45 

年销售额不少于

50 万元 

本期新增 

2022 年 35 4,286.76 6.69 

2021 年 27 7,491.64 12.29 

2020 年 18 2,403.04 4.81 

本期退出 

2022 年 27 3,792.22 6.22 

2021 年 17 3,292.88 6.60 

2020 年 12 1,592.94 3.77 

报告期内，发行人新增经销商数量分别为155家、132家和133家，其中年

销售额在50万元以下的经销商分别为137家、105家和98家；发行人退出经销商



 

8-1-14 

 

数量分别为144家、159家和163家，其中年销售额在50万元以下的经销商分别

为132家、142家和136家。发行人新增和退出的经销商主要为小型经销商。 

报告期内，小型经销商新增数量及退出数量较多的主要原因是小型经销商

大多属于开发中客户、新品试验型客户或者零散型客户，尚未形成稳定需求。

开发中客户、新品试验型客户主要销售大豆蛋白或豆油产品，其需求主要受终

端客户配方更改、新品试验效果和样品检验结果优劣以及竞争对手产品价格变

化影响。当以上因素发生变化时，客户购买发行人产品进行试销或者转而购买

其他厂商产品。零散型客户零星销售大豆蛋白或豆油产品，受市场需求变化影

响大，当市场发生变化时，零散型客户零星购买大豆蛋白、豆油产品或转而购

买其他产品进行销售。由于以上类型客户尚未形成稳定需求，导致新增及退出

经销商数量较多。报告期内，发行人持续梳理经销商客户，逐步舍弃零散和发

展潜力小的客户，开发新客户的同时也逐步增大与潜力大的客户的业务合作，

导致小型经销商数量逐年下降。因此报告期内，经销客户数量持续下降、各期

新增及退出经销商数量较多。 

问题 3：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发行人第三大经销商上海邦吉签订《蛋

白加工供应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合作背景，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2）

Bunge Asia Pte.Ltd.及其关联方报告期实际采购量与协议约定采购量差异较大

的原因，未来预计采购情况。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第三大经销商上海邦吉签订《蛋白加工供应协议》的主要内容

及合作背景，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性/七、关联方与关联交

易/（二）关联交易情况/2、重大经常性关联交易/（4）发行人与Bunge Asia 

Pte.Ltd.及其关联方的重大关联销售”中补充披露如下： 

3）《蛋白加工供应协议》主要内容 

2021年10月15日，上海邦吉（甲方）与发行人全资子公司生物科技（乙方）

签订《蛋白加工供应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约定乙方拟将现有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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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一定产能给甲方，仅为甲方生产符合甲方规格要求的组织化大豆浓缩蛋白

或其他甲方订单产品；甲方按照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协议对蛋白生

产、计价付款和数量、期限、违约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主要内容如下： 

①关于生产的主要约定 

乙方确保在协议期间保证其生产线，生产管理流程及质量管理流程符合甲

方对生产环境的要求。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使用现有生产线为甲方提供蛋

白加工服务，并生产交付符合甲方的要求和规格的产品。 

②关于计价付款和数量的主要约定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款项为采购订单款项，双方确定该款项由固定费用及

实际制造费用构成，并按以下方式计算。 

固定费用。基于乙方的每年的有效产能5,000吨，甲方每年向乙方支付固

定费用100万美元（不含增值税）。如果乙方生产甲方产品的有效产能未能达

到5,000吨每年，则该等固定费用则按比例减少。双方约定按照3,500吨每年的

产能分摊70万美元固定费用。如甲方在每个结算周期内订单数量不足导致需要

在订单款项外补足固定费用的，则甲方应在该结算周期的最后一个月向乙方补

足该等固定费用（乙方需开具相应的发票）；如订单数量多于预计，则可调整

单吨分摊金额或相应减少下一周期的固定费用。如甲方在一年度内已支付的固

定费用达到约定的标准，则该年度内在约定产能范围的剩余订单，乙方将不再

收取固定费用。 

制造费用。经双方协商确定，除固定费用外，甲方还应向乙方支付产品

（不合格产品除外）的实际制造费用。实际制造费用包括变动制造费用和固定

制造费用。实际变动制造费用包含了所有原材料及能源消耗及实际支出的其他

费用，固定制造费用包含了设备折旧及相对应的劳动力成本。 

③关于期限的主要约定 

协议期限自2021年10月15日至2023年12月31日，甲方有权将本协议续期两

年需在到期日前2个月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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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关于违约的主要约定 

甲方违约。若甲方违反本协议，甲方应按时向乙方支付本协议约定之固定

费用和/或实际制造费用，每延期一天，应每日按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

乙方支付违约金。若甲方逾期支付超过30天，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且甲方

应该向乙方支付逾期支付金额的10%作为违约金。 

乙方违约。若乙方违反本协议，则： 

若乙方根据本协议规定确认甲方采购订单后，其交付产品的时间晚于相关

采购订单约定的交付时间，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就逾期交付，每日按逾期交付产

品对应的固定费用（应为每吨200美元（以等值人民币计价））与实际制造费

用之和（以下简称“逾期交货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若乙方根据本协议规定确认甲方采购订单后，在相关采购订单约定的交付

时间后30天内仍未交付产品，除了上述救济方式，甲方还有权要求乙方支付逾

期交货金额的10%作为违约金，并终止该采购订单。 

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相关实际费用小于乙方向甲方主张收取的费用

金额，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前述差额的2倍作为违约金。 

若现有生产线不能达到甲方生产线要求，导致停工整改或检修连续超过 30 

天，或者现有生产线不能进行稳定持续的生产（计划内的正常设备检修除外，

但乙方应提前就检修计划与甲方沟通），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支

付两个月期间对应的固定费用作为违约金。 

4）2022年度生物科技大豆组织蛋白生产线生产销售情况，预留产能销售

第三方情况 

2022年度生物科技大豆组织蛋白生产线生产数量为2,839.50吨，销售数量

为2,253.66吨，其中向上海邦吉（含其关联方，下同）销售1,012.96吨，向上

海邦吉之外的客户销售1,240.70吨。 

经双方协议约定，生物科技预留给上海邦吉的3,500吨年产能，仅为上海

邦吉订单生产，非经上海邦吉事先同意，生物科技不可在该产能内为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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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生物科技关联方)加工产品；生物科技预留给上海邦吉的3,500吨产能范围

之外的产能，生物科技可以为第三方加工产品。 

2022年度生物科技大豆组织蛋白生产线实际产能为5,000吨，为第三方(含

生物科技关联方)生产产品1,915.35吨（含内部加工领用），生物科技用预留

产能为第三方生产产品415.35吨；生物科技用预留产能内为第三方生产产品，

已获得上海邦吉同意。 

综上，2022年度生物科技大豆组织蛋白生产线生产数量为2,839.50吨，销

售数量为2,253.66吨，其中向上海邦吉销售1,012.96吨，向上海邦吉之外的客

户销售1,240.70吨；生物科技可以在取得上海邦吉同意的情况下用预留产能为

第三方加工产品对外销售；2022年度生物科技用预留产能为第三方生产产品

415.35吨并已获得上海邦吉同意。 

5）生物科技与上海邦吉合作的背景 

①植物基市场的兴盛 

欧美植物基风潮伴随着素食主义的兴起开始流行。植物基市场呈快速增长

趋势。根据Innova数据显示，植物性食品的全球需求量在2013年至2017年间增

长了62％；2014年-2018年间全球食品饮料新品发布中带有植物基宣称的产品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68％。 

邦吉（Bunge Limited）作为全球四大粮商之一，看好植物基产品市场空间，

但邦吉无非转基因植物基大豆蛋白产品产业链。2019年下半年开始邦吉委托上

海邦吉在中国寻找合格供应商，发行人的大豆蛋白产品特别是组织化蛋白产品

在植物基产品领域具有良好的品牌知名度。经过比较，最终选择发行人作为其

进入植物基领域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 

②邦吉已有的销售渠道 

在与生物科技合作开发大豆组织蛋白之前，邦吉已借助自身的影响力，开

始与美国本土的几家植物基需求商接触并探索合作可能性。邦吉预计其潜在客

户一家美国大型综合性食品公司当时的需求量约2,000吨每年，另一家美国大

型综合性食品公司当时的需求量约1,500吨每年，此外，邦吉在欧洲和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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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家，下游客户有采购大豆组织蛋白产品的需求。 

③生物科技具备合作条件 

美国市场所需的大豆组织蛋白产品，对产品品质要求较高，需以醇法大豆

浓缩蛋白为原料；对于组织结构、颗粒度、吸水率、原材料、过敏原都提出了

更严格的要求。生物科技拥有完整的大豆蛋白加工产业链，包括组织化蛋白及

其原材料醇法大豆浓缩蛋白，拥有成熟的生产工艺，积极配合邦吉进行多轮的

产品开发调试试验，并成功生产出满足邦吉质量要求的产品。因此，邦吉选择

具备合作条件的生物科技展开合作。 

6）改建大豆组织蛋白生产线具体情况 

为生产符合Bunge Asia Pte.Ltd.及其关联方对环境及品质要求的组织蛋白，

发行人子公司生物科技对大豆组织蛋白生产线进行了改造。 

2021年2月，生物科技对大豆组织蛋白生产线改建进行了立项，2021年2月

开始改建大豆组织蛋白生产线，2021年7月改建完毕，2021年8月进行了试生产，

经过试生产该生产线达到可使用状态，于2021年8月转入固定资产。 

①改建大豆组织蛋白生产线投入情况 

改建大豆组织蛋白生产线累计投入873.00万元，其中机器设备投入542.92

万元，主要购买了膨化机、关风器、中央空调空气净化系统、调制器、封口机、

混粉机等设备，工程建设投入330.08万元，主要用于车间线路改建、车间BRC

改造、坡道施工等项目，改建大豆组织蛋白生产线投入计入资本化金额为

873.00万元，并由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 

改建大豆组织蛋白生产线主要投入为车间改造投入和设备购置投入，主要

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主要投入情况 金额 

1 新区组织车间 BRC 改造新增投入  330.08  

2 膨化机  55.87  

3 仓细粉刹克龙关风器  46.08  

4 中央空调空气净化系统  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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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投入情况 金额 

5 调制器  21.31  

6 封口机  18.72  

7 混粉机  18.00  

8 管道金属检测机  17.20  

9 细粉收集除尘器  15.84  

10 细粉收集除尘罗茨风机  15.84  

11 其他固定资产投入 290.87 

合计 873.00 

②改建大豆组织蛋白生产线具体会计处理及成本归集情况 

改建大豆组织蛋白生产线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开始施工阶段，发生的支出通过在建工程归集。 

借：在建工程－材料/设备/费用 

       应交税金－进项税 

贷：应付账款/银行存款等 

施工完成阶段，项目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梳理项目资产台账和合

同台账，按照合同金额和实际开票金额进行暂估。 

借：在建工程－材料/设备/费用 

贷：应付账款－应付暂估款 

转固阶段，暂估完成后按照资产台账上合同金额分摊在建工程金额，分摊

完成后批量录入资产卡片。 

借：固定资产 

贷：在建工程－材料/设备/费用 

转固后生产阶段，项目转固定资产后生产设备按照10年（120期），房屋

建筑物计入组织蛋白车间原值，按照组织蛋白车间房屋建筑物剩余年限（139

期 ）计提折旧。 

借：制造费用－组织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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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累计折旧 

改建大豆组织蛋白生产线每年折旧金额为78.65万元，计入大豆组织蛋白生

产线制造费用，最终结转至该生产线生产的大豆组织蛋白成本，发行人对

Bunge Asia Pte.Ltd.及其关联方销售产品成本归集准确、完整。 

7）生物科技与上海邦吉开展合作后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①提高了产品品质 

上海邦吉对产品品质要求较为严格，生物科技通过与上海邦吉的合作，提

升了产品品质，通过开发新产品，增加了GN700、FN700、FN100等新产品，通

过给上海邦吉供货，产品颗粒度、容重，复水等指标更加稳定。 

②提升了管理水平 

生物科技按照上海邦吉要求的标准对大豆组织蛋白车间进行提升和改建，

提高了大豆组织蛋白车间生产能力，优化了工艺流程，提升了管理水平；改造

后，生物科技大豆组织蛋白车间通过了BRC认证以及家乐氏、康尼格拉等大客

户审核，车间管理得到客户认可。 

③增强盈利能力 

生物科技2021年对大豆组织蛋白生产线进行了改建，改建完成后，大豆组

织蛋白生产线产量和盈利能力均有较大提升；大豆组织蛋白生产线产量从2021

年的2,229.30吨提高到2022年的2,839.50吨，增幅为27.37%，毛利率从2021年

的18.52%提高到2022年的26.56%。 

二、Bunge Asia Pte.Ltd.及其关联方报告期实际采购量与协议约定采购量

差异较大的原因，未来预计采购情况。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

意见。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性/七、关联方与关联交

易/（二）关联交易情况/2、重大经常性关联交易/（4）发行人与Bunge Asia 

Pte.Ltd.及其关联方的重大关联销售”中补充披露如下： 

8）Bunge Asia Pte.Ltd.及其关联方报告期实际采购量与协议约定采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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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情况 

根据《蛋白加工供应协议》，约定生物科技为Bunge Asia Pte.Ltd.及其关

联方预留组织化蛋白3,500吨年产能，2022年实际采购量为1,012.96吨，预留

产能高于实际采购量，主要原因是在签订《蛋白加工供应协议》后，欧美等主

要消费市场受自身经济环境影响，消费能力下滑，植物肉销量短期内市场需求

下降，导致市场开发进度不及预期；另外，由于植物肉技术和工艺不够成熟，

产品制作成本较高、较动物肉无成本优势，植物肉类产品占包装肉类比例仅

2.5%左右，渗透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9）Bunge Asia Pte.Ltd.及其关联方未来采购预计 

2023年植物肉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终端客户需求偏低，2023年1-5月，

发行人向 Bunge Asia Pte.Ltd.及其关联方销售蛋白产品361.19吨，预计2023

年Bunge Asia Pte.Ltd.及其关联方采购量低于2022年采购量，基于下游需求预

计2023年Bunge Asia Pte.Ltd.及其关联方采购量为800吨-1,000吨。预计未来

1-2年，随着Bunge Asia Pte.Ltd.及其关联方客户的开拓及消费市场的复苏，

以植物基应用为主的组织化蛋白采购量将逐步回升，以肉制品应用为主的功能

性浓缩蛋白和大豆分离蛋白，采购量将会持续增加。 

三、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上海邦吉与生物科技签订的《蛋白加工供应协议》； 

2、查阅植物基、植物肉市场公开数据； 

3、访谈上海邦吉相关人员了解合作情况，采购量情况； 

4、查阅发行人审计报告； 

5、访谈发行人相关人员了解合作背景及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认为： 



 

8-1-22 

 

1、上海邦吉与发行人全资子公司生物科技签订《蛋白加工供应协议》，对

蛋白生产、计价付款和数量、期限、违约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基于植物基产品

市场预期、邦吉已有的销售渠道以及生物科技具备的生产条件，上海邦吉选择

与生物科技展开合作；生物科技与上海邦吉合作后，提高了组织化蛋白产品品

质，提升了管理水平，增强了盈利能力。 

2、Bunge Asia Pte.Ltd.及其关联方报告期实际采购量与协议约定采购量差异

较大主要原因是欧美等主要消费市场自身经济环境导致Bunge Asia Pte.Ltd.及其

关联方对市场开发进度不及预期以及植物肉产品制作成本较高，预计2023年

Bunge Asia Pte.Ltd.及其关联方采购量低于2022年采购量。预计未来1-2年，随着

Bunge Asia Pte.Ltd.及其关联方客户的开拓及消费市场的复苏，以植物基应用为

主的组织化蛋白采购量将逐步回升，以肉制品应用为主的功能性浓缩蛋白和大

豆分离蛋白，采购量将会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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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回复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报告中的发行人回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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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