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1301                                   证券简称：川宁生物          

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0008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交流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业绩说明会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中信证券、德邦证券、中国银河证券、东吴证券、华创证券、

财通证券、广发证券、国金证券、中泰证券、西南证券、中信

建投证券、兴业证券、海通证券、浙商证券、华泰证券、信达

证券、上海申银万国、国盛证券、东海证券、开源证券、国联

证券、中国国际金融、民生证券等 20 多家机构共计 56 人次。 

时间 2024 年 2 月 25 日 16:00-17:30 

地点 线上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微结构实验室博士李金金女士； 

董事、总经理邓旭衡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顾祥先生。 

 

 

 

 

 

 

 

 

 

 

一、上海交通大学博士李金金女士介绍了人工智能与微结构

实验室及团队技术优势，提出 AI 硅基虚拟工程师，将 AI 与

川宁生物的生产力结合，赋能上海研究院的研发，解决未来合

成生物学新产品研发的卡脖子问题，提高川宁生物的生产力。 

二、川宁生物总经理邓旭衡先生简要介绍与金珵科技合作的

主要内容及进展规划，未来通过 AI 赋能合成生物学研发，提

高效率、降低成本，找到最优实验方案，实验结果更精准。 

三、问答环节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1、请问公司现有产率和理论值还有多大差别？  

现行数据已经在 AI 模型上进行多轮计算，结果将很快反

馈，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理论值。如果能够顺利实现 AI 赋能目

标，未来川宁生物有可能可以满足全球硫氰酸红霉素的供应

需求，相信同时能大幅提高成本效益。 

2、金珵科技 AI 模型是基于第三方的 L0 级模型搭建 L1 级模

型，还是只做专业化的小模型？ 

李老师团队在 AI 端云协同进化平台上，以 Alpha-bio 大

模型为基底，上游赋能了近 100 个专业模型，每个专业模型都

是实验室自主开发，用于解决具体 Science领域专业科学问题。 

3、传统发酵和 AI 人工智能结合的预期时间节点？AI 应用到

产品上的投入金额有多少？ 

现在主要聚焦在硫氰酸红霉素的发酵上，模型的建立大

概需要 1-2 个月，实验预估需 1-2 个月，预计上半年会反馈成

果。未来硫氰酸红霉素还会持续做迭代。同步也会做青霉素类

中间体和头孢类中间体的合作。前期是做工艺优化，后续还要

打造 AI 硅基虚拟工程师，AI 技术方面投入金额预计在千万元

以内。 

4、与其他公司相比，AI 赋能合成生物学的优势在哪？ 

AI 基于海量数据的持续学习能力和在未知空间的智能探

索能力，对合成生物学的基因编辑效率、代谢途径优化、生产

过程优化、蛋白质设计等方面均具有较大提升作用，有效契合

了当前合成生物学降本增效需求。目前李老师的团队与川宁

生物已达成排他性合作。 



5、Alpha-bio 多长时间迭代一次？垂直模型的迁移能力和泛

化能力如何？ 

Alpha-bio 模型参数量达 100 亿级别，迭代次数约 2 个月/

次，在生物学领域泛化能力很强，已在多个领域得到应用，迁

移微调即可应用于其他品类，包括应用于小分子、抗体以及多

肽、酶工程等。根据目前实测情况可解释性和泛化能力良好。 

6、关于生成式 AI 在医药领域应用未来发展路径？ 

AI 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是协同并存的，通用性模型已

经涌现，但主要应用场景仍在传统领域，如计算机识别、图像

处理、金融模型等。人工智能通用性模型能够快速发展的优势

在于欧美等地区有大量数据支持。生物医药领域存在很多细

分领域，数据获取非常困难，金珵科技的专业模型通过可解释

性和小数据迁移可以达到与大模型相同的预测精度，解决国

际上的关键卡脖子问题。 

7、人工智能带来突发性创新实验结果方面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成果体现在提升人类对领域理论认知上，让人

们尽早了解理论上限，在产业发展和 AI 的合作中这种突发性

创新实验结果会更加频繁出现。 

8、公司研发费用相对较低，未来计划如何加大研发投入以及

投入方向？ 

针对研发费用问题，公司表示核心研发将聚焦在合成生

物学产品的研发上，同时增加投入到 AI 规划、数据工程师等

领域。随着研发团队扩大和项目增多，未来研发费用还会增

加，但会与医药行业研发占比相匹配，将其控制在合理水平。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4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