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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公司”）与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简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的约定，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工作的专

项法律顾问，本所已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

“《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9年 7月 22日出具的“上证科审（审核）[2019]418

号”《关于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二轮审核问询函》”）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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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对发行人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情况进行进一步查验，现出具《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发行人本次发

行上市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证券法律业

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

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

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

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依据中国现行有效的或者发行人的行为、有关事实

发生或存在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基于本所律师对该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仅就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中国境内法律问题发表

法律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并不具备对有关会计、验资及审计、资产评估、投资

决策等专业事项和境外法律事项发表专业意见的适当资格。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中涉及资产评估、会计审计、投资决策、境外法律事项等内容时，均为严

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文件和发行人的说明予以引述，且并不意味着本

所及本所律师对所引用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这

些内容本所及本所律师不具备核查和作出判断的适当资格。 

本所律师在核查验证过程中已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即发行人已经提供了本

所律师认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

口头证言，有关材料上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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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材料或原件一致。发行人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

无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 

对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

实，本所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等公共机构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作为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依据。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

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上报交易所审核，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发行人在其为本次发行上市而编制的招股说明书中部分或全部自

行引用或根据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是

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及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作任何解

释或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

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

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 

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第三条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

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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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6.关于实物出资 

根据问询回复，2004 年，武汉烯王以来自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的非专利技术“发酵法生产多不饱和脂肪酸（花生四烯酸）”对发行人出资，作

价 1,648 万元。2012 年，武汉烯王以委托自然人李正鹏、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研发的相关技术“双鞭甲藻和裂殖壶菌 DHA 菌种以及初始技术”对发

行人出资，作价 607 万元。2011 年 8 月，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中科光谷股东合肥

科聚高以“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专有技术进行出资，作价 66 万元。此外，

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天津大学、浙江大学等机构签署了委托研发协议，研发

项目包括 DHA 藻油功能性研究、生物合成法制备番茄红素关键技术开发、生物催

化与转化法制备功能性结构脂的关键技术、脑部健康保健食品的开发等。 

请发行人：（1）发行人主要产品 ARA、DHA 的技术分别来源于中国科学院等

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李正鹏、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详细披露发行

人是否具备自主创新及研发的能力，现有及未来产品是否均依赖外部研发，ARA、

DHA 产品是否仅进行工艺创新，发行人研发体系是否具备持续创新能力；（2）补

充披露发行人以生物技术从事营养素产品研发及生产的核心环节，发行人是否

掌握离子束菌种选育、发酵工艺优化、提取工艺等环节的核心技术，相关技术权

属是否清晰，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等技术与主要竞争对手帝斯曼等掌握的 ARA

技术的异同，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3）补充披露 2011 年中科光谷股东合

肥科聚高以非专利技术向发行人出资履行的程序，“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专

有技术与 2004 年、2012 年武汉烯王用于增资的非专利技术的异同，是否涉及重

复出资；（4）补充披露发行人 2004 年已取得 ARA 离子束技术选育技术，2005年

-2008 年再次委托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研究开发 DHA 藻种的离子束技术

选育的原因及合理性，发行人是否已掌握上述菌种选育的全部技术；（5）武汉烯

王两次非专利技术取得的原始价值与出资评估价值的差异较大，补充披露上述

评估的合法合规性；（6）请提供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产业发展局及中国科学院综合

计划局出具《关于同意向武汉烯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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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行人主要产品 ARA、DHA 的技术分别来源于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

理研究所、李正鹏、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详细披露发行人是否具

备自主创新及研发的能力，现有及未来产品是否均依赖外部研发，ARA、DHA 产

品是否仅进行工艺创新，发行人研发体系是否具备持续创新能力； 

（一）发行人 ARA 及 DHA 产品的研发过程 

1. ARA产品的研发过程 

（1）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发的实验室技术 

1999 年，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通过离子束技术选育出一株高

产 ARA 油脂的高山被孢霉菌株，通过摇瓶培养获得富含 ARA 的高山被孢霉菌体。

2000 年 9 月，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以上述高山被孢霉菌株及相关技

术作价出资注入武汉烯王。 

（2）武汉烯王以实验室技术为基础，实现产品的工业化生产 

2000 年 9月至 2004年 9月，武汉烯王为实现 ARA油脂的产业化，研发出高

山被孢霉菌株规模化培养技术（发酵技术），将 ARA 油脂从菌体中分离纯化的技

术以及将 ARA油脂转化为 ARA粉剂状产品的微胶囊包埋技术等，经历了小试、中

试、试生产等一系列长时间反复的研发过程，成功在 45m3 发酵罐上实现 ARA 产

业化，使 ARA的产量达到了 6.07g/L，实现了大规模生产达到各类检验标准、满

足用户需求的 ARA 产品的技术水平。2004 年 9 月，武汉烯王以上述实现 ARA 产

品产业化的“利用发酵法生产多不饱和脂肪酸（花生四烯酸）”非专利技术出资

设立了嘉吉烯王。 

（3）嘉必优持续研发，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04 年 9月至今，在武汉烯王交付的“利用发酵法生产多不饱和脂肪酸（花

生四烯酸）”基础上，嘉必优研发团队在该项技术上持续创新研发、深入突破，

成功在 200m3发酵罐上实现了 ARA 的生产，并将 ARA的产量提升至 16.61 g/L。

2019年 4月 26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组织鉴定发行人“微生物油脂 ARA高效绿

色制备产业化集成技术”，鉴定认为发行人该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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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HA 产品的研发过程 

（1）武汉烯王自身研发和委托研发 DHA技术的情况 

武汉烯王实现 ARA工业化生产后，开展了对以生物发酵技术生产其他营养素

产品的研究和探索，并逐步确定以藻油 DHA 作为方向。2005 年 6 月，武汉烯王

委托自然人李正鹏研发“DHA微藻选育”项目，获得了能够生产 DHA 的微藻及初

始培养技术。 

2008 年 9 月，武汉烯王委托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以离子束注入

诱变的方式，选育出更高产的“双鞭甲藻和裂殖壶菌 DHA 菌种”，通过摇瓶培养

DHA的产量可达到 3.5g/L。 

2008 年 9月-2012年 6月，武汉烯王针对“双鞭甲藻和裂殖壶菌”的生物特

性，进一步研发了规模培育（发酵）、分离提纯等技术，持续优化完善双鞭甲藻

和裂殖壶菌的 DHA发酵过程，成功在 70L的发酵罐上实现 DHA的发酵研究，并将

DHA的产量提升至 19.2g/L。 

（2）嘉必优持续研发，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12 年 6月至今，发行人在受让武汉烯王上述“双鞭甲藻和裂殖壶菌 DHA菌

种及初始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发提取精制及微胶囊包埋等一系列工艺，并通

过发酵调控等技术及持续突破，成功在 45m3 发酵罐上实现 DHA 产业化，将 DHA

的产量提升至 41.14 g/L，并获得了达到各类检验标准、满足用户体验的 DHA商

业化产品。2019年 4月 26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组织鉴定发行人“微生物油脂

DHA 高效绿色制备产业化集成技术”，鉴定认为发行人该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3. ARA和 DHA产品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技术需要历经长时间的研发过程 

拥有实验室的菌种技术是进行工业化生产的第一步，之后需要通过菌种选育、

发酵调控、提取精制、微胶囊包埋及分析检测等一系列创新研发才能最终实现产

业化。获取具备目标产物的菌种只能确保该菌种具备通过生理代谢合成目标产物

的能力，只有通过不断的深入研究，寻找影响其目标产物代谢能力的关键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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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关键的发酵技术，才可能实现微生物的大规模培养，获得能够产业化的目标

产物。 

针对菌种的生物特性，研究培养配方、补料、温度、pH值、溶氧值等发酵过

程参数的控制、发酵设备的结构设计、过程中的动量传递、热量传递和质量传递

等多方面的影响，才能有效控制菌种的生产效率，提升产能及改善目标产品的品

质。在微生物发酵过程结束后，还需要通过提炼精制，进一步获取更高纯度、更

高品质的产品。对于不同客户的要求，还需要提炼精制后的油脂产品加工成微胶

囊产品，应用于下游行业。因此，仅通过实验室技术进行工艺研发无法实现产业

化，需要通过反复的实验验证、大量技术创新和工艺设计才能获得较好的放大工

艺技术，最终实现从实验室技术发展成产业化技术。 

武汉烯王初步获得的 ARA产品及 DHA产品技术，均为通过摇瓶生产的方式生

产 ARA及 DHA的实验室技术。武汉烯王在上述技术的基础上，通过菌种选育、发

酵调控、提取精制、微胶囊包埋及分析检测等一系列技术在前端研发、工程化、

产业化三个层面不断创新集成，实现了 ARA产品和 DHA产品的产业化。武汉烯王

将上述产业化技术注资进入嘉必优后，嘉必优依靠掌握生物、化学、制剂、检测、

工程、装备、自控等多交叉学科的研发团队，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投入，最后在 200m3

发酵罐上实现 ARA 的产业化，并将 ARA 的产量成功提升到了 16.61g/L，在 45m3

发酵罐上实现 DHA的产业化，并将 DHA的产量成功提升至 41.14g/L。 

（二）发行人具备持续的自主创新及研发能力，现有及未来产品不依赖外部

研发机构 

1. 发行人已经建立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研发体系 

（1）发行人已搭建技术平台 

发行人搭建了产学研一体的生物合成营养化学品工程技术平台，采用以自主

研发为主，外部联合研发为辅的研发模式。公司的研发平台为嘉必优技术研发中

心，包括一个管理部门和五大实验室：科技管理部及发酵实验室、化工工艺实验

室、微胶囊实验室、应用实验室、分析研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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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共有技术研发类人员 77 名，发行人通过多年的持续研发投入，

逐渐形成了以工业菌种定向选育、发酵精细调控、高效分离纯化制备等生物制造

技术为基础的领先性平台化技术。基于这些核心技术，发行人从前端研发、工程

化、产业化三个层面不断创新，提升生物制造能力，开发出 DHA、SA、β-胡萝卜

素等多个新产品。 

（2）发行人已经形成了技术储备为未来的持续创新奠定基础 

发行人以生物技术为立足之本，不断进行微生物合成制造创新，储备了人乳

低聚糖、OPO结构脂、番茄红素等多项生物制造产品技术。未来将在整合菌种选

育技术、发酵技术、提取精制技术、微胶囊技术、应用技术、高精度检测技术、

工程技术等现有技术的基础上，持续开展基础理论研究、新产品开发和应用研发

等工作，打造具备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工程化和产业化以及应用解决方案提供的

高效技术平台，为技术持续创新和积累提供更有力的平台支撑。 

2. 发行人的自主创新及研发能力被多个外部机构认可 

（1）发行人的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经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组织的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公司的 ARA 和 DHA产品整

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公司凭借领先的技术水平，成为国家标准的制定单位 

凭借领先的技术水平，公司成为多项国家标准的制定单位，主导起草了国家

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花生四烯酸油脂（发酵法）》（GB26401-2011）、

参与起草了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二十二碳六烯酸油脂（发酵

法）》（GB26400-2011）。 

（3）公司承担及参与多项国家及省市科技攻关项目 

公司承担及参与了多项国家及省市科技攻关项目，其中包括“花生四烯酸发

酵生产关键技术创新及工艺集成”、“二十二碳六烯酸发酵生产的关键技术创新及

产业化”等国家“863”计划项目，以及“β-胡萝卜素生产关键技术研究”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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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创新专项重大项目、“藻油 DHA产业化”武汉市高技术产业化发展项目等。 

（4）公司因技术研发能力获得包括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在内的多个奖

项 

依托于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公司获得农业部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奖励委员

会颁发的“中华农业科技一等奖”、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

和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颁发的“技术进步一等奖”等众多荣誉奖项，并于 2016

年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以表彰公司在 ARA 和 DHA

领域的贡献，是国内 ARA、DHA领域少有的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公司。 

3. 发行人现有及未来产品不依赖外部研发机构 

发行人采用自主研发为主，外部联合研发为辅的研发模式，经过十余年的自

主研发与技术积累，掌握了高产菌株选育、发酵配方优化及发酵工艺控制、多不

饱和脂肪酸油脂新型提取、多不饱和脂肪酸油脂包埋、微生物油脂检测技术、功

能脂质构建、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油脂、乳品等一系列应用于公司产品的核心技术。 

发行人委托天津大学、浙江大学等外部研发机构进行的研发工作，主要是在

菌种筛选及产品功能研究等方面的合作。进行菌种筛选委托研发的主要原因为：

进行菌种筛选需要进行大量的重复性试验，研发工作具有耗时较长、失败率较高

等特点，通过委托科研院所进行菌种筛选可以借助科研院所的研究力量，大幅降

低研发风险。委托外部研发机构进行产品机理功能的研究，主要系通过借助外部

研发机构的实验室等设施，研究产品对于不同人群、不同功能的研究，系为公司

拓展产品应用领域提供研究参考的实验依据，亦符合行业惯例。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发行人通过委托外部研发机构进行菌种筛选获取的仅

为实验室初始菌种，在实现产业化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发行人菌种选育、发酵调

控、分离提纯、提取精制、微胶囊包埋等自主研发核心技术和工艺开发后，方可

最终实现产业化。因此，发行人现有及未来产品成功产业化的核心技术系发行人

自主掌握，发行人委托研发的主要系重复性较高、耗时较长的菌种筛选以及产品

的功能机理研究，发行人现有及未来产品不存在依赖于外部研发机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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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补充披露发行人以生物技术从事营养素产品研发及生产的核心环节，

发行人是否掌握离子束菌种选育、发酵工艺优化、提取工艺等环节的核心技术，

相关技术权属是否清晰，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等技术与主要竞争对手帝斯曼

等掌握的 ARA 技术的异同，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一）发行人以生物技术从事营养素产品研发及生产的核心环节 

发行人以生物技术从事营养素产品研发及生产环节如下： 

1. 菌种筛选环节 

本环节在自然界中观测寻找能够生产目标产物的初始菌种。通过筛选获得的

菌种只能保证该菌种拥有通过生理代谢合成目标产物的能力，但此环节获得的菌

种生物量较低。 

2. 菌种选育及优化环节 

本环节通过物理和化学手段对于初步筛选出的菌种进行诱变和定向筛选，选

育出产量更高或产品品质更优的菌种，以实现菌种的大规模培养，增加目标产物

的产量。 

3. 发酵调控环节 

公司利用菌种的生物特性，控制其生产过程中的营养条件及环境条件，通过

菌种的代谢活动将原料转化为特定目标产物。公司针对菌种自身特性，研究配方、

补料、温度、pH值、溶氧值等发酵过程控制参数对目标产物代谢的影响，通过精

准控制菌种生长环境，有效提高菌种生产目标产物的生物转化率、缩短生长周期

及改善目标产物品质。 

4. 提取精制环节 

菌种在生产目标产物的过程中，由于生理特性也会合成大量的有机物，如碳

水化合物、蛋白质及核酸等。因此发酵结束之后，无法从发酵体系中直接获取到

高纯度、不含杂质的目标产物，还需要对目标产物进行提取精制，进一步获得更

高纯度、更高品质的产品。这个过程需要根据目标产物的理化特性，针对性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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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膜分离、压滤、离心、蒸馏等单元操作及其组合，才能有效地进行提取精制，

获得高纯度产品。 

5. 微胶囊包埋环节 

公司生物发酵产物为油脂产品，产品呈液态，下游客户要求产品更加有利于

应用及保存等。发行人研发微胶囊技术将油脂加工成粉剂状的微胶囊产品，以较

好的适用于下游产品。通过微胶囊技术，可以将油脂较好的包埋在微胶囊中，减

少与氧气的接触，可以提高产品的稳定性；此外，由于油脂不溶于水，通过微胶

囊技术可以将油剂产品转化为易分散于水的粉剂产品以方便客户使用。 

6. 应用解决方案环节 

每种产品由于其特性不同，在制作终端食品时添加量、添加工艺以及终端品

制备工艺都存在差异。公司以为客户提供便于应用、易保存、易加工、高品质的

产品为目标，基于产品特性，结合终端食品配方及工艺特点定制开发适合产品添

加的终端品配方和生产技术。 

对于营养素产品的研发及生产，菌种筛选、选育及优化、发酵调控、提取精

制、微胶囊包埋及应用解决方案等一系列环节的研发创新均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发行人已掌握研发和生产产品核心环节的相关技术。 

（二）发行人已掌握离子束菌种选育、发酵工艺优化、提取工艺等环节的核

心技术，相关技术权属清晰 

截至目前，公司离子束菌种选育、发酵工艺优化、提取工艺等相关环节的核

心技术，并形成相应的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 技术名称 对应的专利 技术来源 

ARA 产品 

花生四烯酸高

产菌株选育、

发酵配方优化

及发酵工艺控

制 

（1）重复利用高山被孢霉菌粕制备花生四烯酸

的方法、（2）高山被孢霉突变株及其应用、（3）

一种利用高山被孢霉突变株生产花生四烯酸油

脂的方法及其生产的花生四烯酸油脂、（4）一种

添加紫球藻提高高山被孢霉发酵生产花生四烯

酸产量的方法、（5）发酵罐 

自主研发 

花生四烯酸油 （1）一种油脂脱臭方法及设备、（2）一种提取 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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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技术名称 对应的专利 技术来源 

脂新型提取 微生物油脂的方法、（3）一种微生物油脂的提取

及精炼方法、（4）一种微生物油脂的提取方法、

（5）一种微生物油及其制备方法、（6）重复利

用高山被孢霉菌粕制备花生四烯酸的方法、（7）

一种利用高山被孢霉突变株生产花生四烯酸油

脂的方法及其生产的花生四烯酸油脂、（8）一种

用于微生物油脂浸出的浸出器、（9）微生物油的

制备方法 

花生四烯酸油

脂包埋 

（1）一种微生物油及其制备方法、（2）一种多

不饱和脂肪酸油脂微胶囊的制备工艺、（3）一种

物料低温干燥装置、（4）臭氧灭菌柜、（5）微生

物油的制备方法、（6）微生物油及其制备方法 、

（7）一种流化床及流化床造粒分离系统 

自主研发 

微生物油脂检

测 
一种分析微生物油脂组成的方法 自主研发 

基于 ARA 的功

能脂质构建 

（1）制造结构油脂的设备、（2）一种结构油

脂的制备方法、（3）含1,3-二不饱和脂肪酸-

2-棕榈酸的结构油脂及制备方法、（4）结构油

脂及包含该结构油脂的特殊膳食、（5）制造结

构油脂的设备 

自主研发 

多不饱和脂肪

酸在婴幼儿配

方食品、其它

乳品、固体饮

料、液体饮料、

烘焙、压片糖

果、果冻、油

脂、软胶囊等

领域的应用 

含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油脂的高油乳清粉 自主研发 

磷脂型花生四

烯酸的制备 

（1）一种微生物来源的磷脂型多不饱和脂肪酸

油脂及制备方法、（2）一种富含磷脂型多不饱和

脂肪酸的微生物油脂及制备方法 

自主研发 

DHA 产品 

DHA 高产菌株

选育、发酵配

方优化及发酵

工艺控制 

发酵罐 自主研发 

DHA 油脂新型

提取 

（1）一种油脂脱臭方法及设备、（2）一种微生

物油脂的提取方法、（3）一种微生物油脂的提取

及精炼方法、（4）一种提取微生物油脂的方法、

（5）一种微生物油及其制备方法、（6）一种用

于微生物油脂浸出的浸出器、（7）微生物油的制

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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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技术名称 对应的专利 技术来源 

备方法 

DHA 油脂包埋 

（1）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油脂微胶囊的制备工

艺、（2）一种微生物油及其制备方法、（3）一种

物料低温干燥装置、（4）臭氧灭菌柜、（5）微生

物油的制备方法、（6）微生物油及其制备方法 、

（7）一种流化床及流化床造粒分离系统 

自主研发 

基于 DHA 的功

能脂质构建 

（1）制造结构油脂的设备、（2）一种结构油脂

的制备方法、（3）含 1,3-二不饱和脂肪酸-2-棕

榈酸的结构油脂及制备方法、（4）结构油脂及包

含该结构油脂的特殊膳食、（5）制造结构油脂的

设备 

自主研发 

磷脂型 DHA 的

制备 

（1）一种微生物来源的磷脂型多不饱和脂肪酸

油脂及制备方法、（2）一种富含磷脂型多不饱和

脂肪酸的微生物油脂及制备方法 

自主研发 

多不饱和脂肪

酸在婴幼儿配

方食品、其它

乳品、固体饮

料、液体饮料、

烘焙、压片糖

果、果冻、油

脂、软胶囊等

领域的应用 

含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油脂的高油乳清粉 自主研发 

SA 产品 
SA 的发酵、制

备和提取 

（1）一种对微生物发酵法生产的 N-乙酰神经氨

酸进行分离提纯的方法、（2）一种从微生物发酵

液中分离提纯和喷雾干燥制备 N-乙酰神经氨酸

干粉的方法、（3）一种产 N-乙酰神经氨酸大肠

杆菌工程菌及其构建方法和应用、（4）发酵罐 

自主研发 

β-胡萝卜

素产品 

发 酵 法 生 产

β-胡萝卜素 
发酵罐 自主研发 

其他产品 
酶法生产结构

脂质 

（1）制造结构油脂的设备、（2）一种结构油脂

的制备方法、（3）含 1,3-二不饱和脂肪酸-2-棕

榈酸的结构油脂及制备方法、（4）结构油脂及包

含该结构油脂的特殊膳食、（5）制造结构油脂的

设备 

自主研发 

番茄红素 

发酵 发酵罐 自主研发 

检测 一种检测番茄红素的方法 自主研发 

提取 提取番茄红素的方法 自主研发 

其他 
纳他霉素的制

备 

（1）一种利用高山被孢霉发酵废液提高纳他霉

素产量的方法、（2）一种利用寇式隐甲藻
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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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技术名称 对应的专利 技术来源 

ATCC30772 发酵废弃菌渣制备高产量纳他霉素

的方法 

产 L-肉碱的菌

种选育 

一种产 L-肉碱的大肠杆菌基因工程菌及构建方

法和应用 
自主研发 

离子源进气控

制技术 
离子源进气实时控制系统及控制方法 专利受让 

2011 年 9 月，合肥科聚高以“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专有技术作价出资

注入至中科光谷，截至目前，中科光谷持有“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专有技术。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发行人已掌握离子束菌种选育、发酵工艺优化、提取

工艺等环节的核心技术，技术权属清晰。 

（三）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等技术与主要竞争对手帝斯曼等掌握的 ARA技

术存在不同，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技术是菌种选育的技术之一，可以用于不同菌种的选

育，不仅仅应用于 ARA产品的生产及研发，其仅为 ARA产品整体技术中的一个环

节。 

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可的 ARA 产品的生产菌体为高山被孢霉，发行人与帝斯

曼均采用了高山被孢霉生产 ARA 产品。 

在生产 ARA的技术方面，涉及到菌种选育、发酵调控和提取精制等多方面的

技术细节，不同的厂商在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发酵罐的选择、发酵配方、补

料、通气量、罐压及培养时间等具体工艺控制点方面均有所不同。根据公开资料

检索，帝斯曼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获得的一项授权发明专利《包含多不饱和脂

肪酸的微生物油的制备》（ZL03814383.6），该专利记载了其生产 ARA 的相关技术

参数，公司所用的相关技术参与与帝斯曼的对比如下： 

项目 嘉必优 帝斯曼 

菌株 

均为高山被孢霉。 

嘉必优所用的菌种典藏在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保藏编号为

CCTCC M2015421； 

帝 斯 曼 所 用 菌 种 典 藏 在 荷 兰 Centraal Bureau v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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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mmelcultures，保藏编号为 DS 30340 

设备 气升罐 搅拌罐 

主要培养基组成 葡萄糖、酵母粉 

葡萄糖、酵母提取物、磷酸二氢

钠、磷酸二氢钾、硫酸镁、柠檬

酸、氯化锌、硫酸铁、硫酸锰 

发酵时间 发酵持续 156h 以上 发酵持续 175h 

发酵温度℃ 30±2 25 

通气量 VVM 0.8~1 0.5 

搅拌转速 rpm 0 100 

罐压 Mpa 0.2~0.3 0.8 

补糖过程 

发酵过程中通过流加葡萄糖

控制葡萄糖含量在 30 ～

35g/L 

发酵的最后阶段即将达到发酵终点

时，在发酵终点前约 10 小时，葡萄

糖浓度为 5g/kg 左右。在该最后阶

段，超过 10 小时，葡萄糖以每小时

0.5g/kg 的速度被添加 

补氮过程 
后发酵阶段流加氨水，控制

pH 在 8~9 

从大约30至78小时，625kg的25％

的酵母提取物溶液也被进料至发酵

罐，添加速率被加以控制使得氨浓

度＜30mg/l 

补油过程 

发酵初始的 16h 内根据泡沫

产生情况加入食用油，食用

油的加入量按体积百分数计

为发酵液体积的 0.1～0.3％ 

未提及 

后处理 

发酵-高温瞬时灭活-板框压

滤-干燥-浸出-脱胶-碱炼-脱

色-脱臭 

发酵-巴氏杀菌-过滤-制粒-浸出-脱

胶-碱炼-脱色-脱臭 

发行人目前尚无法通过公开资料获取帝斯曼生产 ARA 产品所采用的全部技

术。发行人的技术并不来自于帝斯曼，系发行人在长时间研发过程中积累所形成

的技术，根据公开资料对比，发行人的 ARA生产的技术与帝斯曼不同。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之日，发行人与帝

斯曼已经就 ARA专利问题达成和解，并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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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补充披露 2011 年中科光谷股东合肥科聚高以非专利技术向发行人

出资履行的程序，“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专有技术与 2004 年、2012 年武汉

烯王用于增资的非专利技术的异同，是否涉及重复出资； 

（一）合肥科聚高以非专利技术向中科光谷出资履行的程序 

2010 年 11 月 16 日，安徽安联信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了《合肥科聚高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拟作价出资的专有技术资产评估报告书》（皖安联信达评字

[2010]076 号），评定估算合肥科聚高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拟投资入股武汉中科光

谷绿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事宜而涉及的专有技术在 2010 年 10 月 31 日及相关前

提下的评估结果为人民币 66.3万元。 

2010 年 12 月 1 日，武汉市工商局向中科光谷核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420100000217481）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下发所发字[2010]12

号决定，同意批准成立“武汉中科光谷绿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实施生物技术

成果产业化，其中合肥科聚高技术股 66万元，股权比例 11%。 

2011 年 6 月 28 日，中科光谷与合肥科聚高签署了《技术转让合同》，约定

合肥科聚高将评估价为人民币 66.3 万元的“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专有技术”

作价人民币 66万元投资给中科光谷。 

2011 年 8月 18日，中科光谷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股东合肥科聚高以“离

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专有技术进行出资；同意安徽安联信达资产评估事务所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出具对“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专有技术的皖安联信达评

字[2010]076 号评估报告结果（评估值人民币 66.3万元整）；确认“离子束微生

物诱变育种”专有技术投资额为人民币 66万元，并于 2011年 8月底之前缴清其

出资。 

2011 年 8月 20日，合肥科聚高、中科光谷及中科光谷全体股东签署了《专

有技术交接清单》载明合肥科聚高向中科光谷移交了“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专

有技术”的技术工艺报告、综述性文章及技术指导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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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8 月 20 日，湖北永鉴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鄂

永鉴会师验字（2011）第 002号）验证，截至 2011年 8月 20日止，中科光谷已

收到合肥科聚高缴纳的第 2 期出资，即本期实收注册资本人民币 66 万元，中科

光谷新增实收资本人民币 66 万元，股东以专有技术出资。截至 2011 年 8 月 20

日，中科光谷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22万元。 

2011 年 9 月 1 日，武汉市工商局向中科光谷核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420100000217481）。 

（二）“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专有技术与 2004 年、2012 年武汉烯王用

于增资的非专利技术为不同的技术，不涉及重复出资 

1. “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专有技术的简介 

2010 年 11 月 16 日，安徽安联信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了皖安联信达评字

[2010]076 号《合肥科聚高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拟作价出资的专有技术资产评估报

告书》，对“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专有技术”进行了评估。根据该评估报告，

“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专有技术”系以离子束诱变技术为主，结合其他诱变方

式对微生物进行诱变育种，从而筛选出高产突变菌株，通过工艺优化达到产业化

应用的目的，主要研究离子注入选育高产菌株；发酵工艺的优化、工艺放大及下

游产物的提取等。 

“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专有技术主要是利用离子束对微生物进行照射，

诱使微生物在基因层面上发生变异，从而在发生变异的微生物中观察是否产生符

合需求的微生物。离子束的照射对象不局限于微生物，其亦可对植物产生影响。

该专有技术不仅可用以照射获得高产的高山被孢霉菌种及获得 DHA 微藻，还可以

用以照射木聚糖酶产生菌等其他微生物及水稻、小麦、西瓜种子等农业作物以获

得特定种类的农业作物育种。 

2. 武汉烯王用于出资的非专利技术情况 

2004 年，武汉烯王用于出资的非专利技术“利用发酵法生产多不饱和脂肪

酸（花生四烯酸）”来源于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系利用离子束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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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变的方式获取高产的高山被孢霉菌种，以离子束诱变产生的高产高山被孢霉菌

种及发酵法生产花生四烯酸的实验室技术作价出资，注入至武汉烯王。 

2004 年 8 月 16 日，湖北中真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鄂中真评报字

[2004]第 052号《武汉烯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资产价值评估咨询项目资产评估咨

询报告书》，对“利用发酵法生产多不饱和脂肪酸（花生四烯酸）”非专利技术进

行了评估。根据该评估报告，“利用发酵法生产多不饱和脂肪酸（花生四烯酸）”

非专利技术是一种可以生产花生四烯酸油脂的技术，花生四烯酸（5,8,11,14-二

十碳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是人体最重要也是含量最为丰富的一种长链多

不饱和脂肪酸，是人类成长早期的必需脂肪酸之一。 

2012 年，武汉烯王用于增资的非专利技术“双鞭甲藻和裂殖壶菌 DHA 菌种

及初始技术”同样系利用离子束照射诱变的方式选育出的高产的“双鞭甲藻和裂

殖壶菌 DHA菌种” 及初始的发酵及后处理技术。 

2012 年 3 月 25 日湖北中真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鄂中真评报字

[2012]第 006号《武汉烯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非专利技术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及 2019年 4月 10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2019）第 030312 号《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发酵法生产藻油

DHA非专利技术出资追溯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均对“双鞭甲藻和裂殖壶菌

DHA菌种及初始技术”非专利技术进行了评估，根据该两份评估报告书，该非专

利技术定义为 DHA菌种、发酵技术、下游加工工艺以及相关的检测、制备、保藏

方法等。 

3. 武汉烯王用于出资的非专利技术系利用“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技术

形成的对于具体产品的应用技术 

2004 年及 2012年，武汉烯王用于向嘉必优有限出资的非专利技术，均系在

利用离子束照射诱变选育出高产菌株后，通过小试、中试、试生产等一系列的研

发形成相关初始技术。“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系对于微生物等进行诱变育种

的一种通用型技术，而武汉烯王用于出资所用的非专利技术系利用“离子束微生

物诱变育种”所形成的高产菌种及相关实验室技术，结合后续的研发所形成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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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定 ARA及 DHA产品的相关工业化技术，两者并不相同，不涉及重复出资的情

形。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专有技术与 2004年、2012

年武汉烯王用于增资的非专利技术并不相同，不涉及重复出资情形。 

（4） 补充披露发行人 2004 年已取得 ARA 离子束技术选育技术，2005 年-

2008 年再次委托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研究开发 DHA 藻种的离子束技术选

育的原因及合理性，发行人是否已掌握上述菌种选育的全部技术； 

（一）委托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研究开发 DHA 藻种的离子束技术选

育的原因及合理性 

2004 年发行人自武汉烯王取得“利用发酵法生产多不饱和脂肪酸（花生四

烯酸）”，掌握 ARA 相关技术并开始 ARA 的相关生产经营业务。发行人在 2012 年

6月之前的控股股东系嘉吉，当时发行人的主要业务定位为嘉吉的 ARA业务工厂，

专注于 ARA的业务，并未涉足 DHA 产品及相关技术。 

自武汉烯王 2004 年将 ARA 相关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以非货币出资的方式

注入嘉必优后，武汉烯王已不再从事 ARA的相关业务，根据武汉烯王与嘉吉签署

的《合营合同》，武汉烯王也不能继续从事 ARA的生产业务。在此背景之下，2005

年开始，武汉烯王为其自身业务发展需要，通过委托李正鹏、中国科学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开发“DHA 微藻选育项目”及“高产 DHA 藻种的离子束技术选育”

并逐步形成“双鞭甲藻和裂殖壶菌 DHA菌种以及初始技术”。 

2012 年，根据嘉必优有限的业务发展需要，嘉吉放弃嘉必优有限的控制权，

武汉烯王通过“双鞭甲藻和裂殖壶菌 DHA菌种以及初始技术”及其他资产增资嘉

必优有限，成为其控股股东。 

（二）发行人已掌握 ARA 和 DHA菌种选育的全部技术 

2004 年，武汉烯王以“利用发酵法生产多不饱和脂肪酸（花生四烯酸）”出

资设立嘉必优有限，发行人掌握 ARA菌种选育的全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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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武汉烯王以“双鞭甲藻和裂殖壶菌 DHA 菌种以及初始技术”增资

嘉必优有限，发行人掌握 DHA菌种选育的全部技术。 

2011 年 9 月，合肥科聚高以“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技术作价出资至中

科光谷。2017 年 12 月，发行人从烯王投资处收购了中科光谷 64%的股权，成为

中科光谷的控股股东。 

在开发 ARA和 DHA产品的过程中，发行人也一直在持续进行菌种的优化选育

工作，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技术的基础

上，还掌握了如紫外诱变、电子束辐射、诱变剂诱变结合高通量筛选等菌种选育

技术，为 ARA和 DHA的产量不断提升提供了菌种选育技术基础。 

至此，发行人已经掌握 ARA、DHA 菌种选育以及“离子束微生物诱变育种”

的全部技术。 

（5） 武汉烯王两次非专利技术取得的原始价值与出资评估价值的差异较

大，补充披露上述评估的合法合规性； 

（一）原始价值与出资评估价值的差异情况 

单位：万元 

事项 原始价值/取得价值 出资评估价值 

2004 年武汉烯王以“发酵法生产多不饱和脂肪酸

（花生四烯酸）”非专利技术出资 
360.00 1,648.00 

2012 年武汉烯王以“双鞭甲藻和裂殖壶菌 DHA 菌

种以及初始技术”出资 
50 607.00 

2004年及 2012年，武汉烯王分别以“发酵法生产多不饱和脂肪酸（花生四

烯酸）”和“双鞭甲藻和裂殖壶菌 DHA菌种以及初始技术”向公司进行出资，较

该非专利技术的原始价值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 

（二）出资评估的合法合规性 

1.ARA 非专利技术 

（1）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以发酵法生产多不饱和脂肪酸（花生

四烯酸）的非专利技术向武汉烯王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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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4 月 25 日，湖北中环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

（鄂中环评字[2000]18 号）评估，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属利用发

酵法生产多不饱和脂肪酸（花生四烯酸）的非专利技术在 2000 年 4 月 1 日这一

基准日的估值为 360.12万元。 

（2）武汉烯王以发酵法生产多不饱和脂肪酸（花生四烯酸）的非专利技术

成立嘉吉烯王 

2004 年 8月 16日，湖北中真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武汉烯王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资产价值评估咨询项目资产评估咨询报告书》（鄂中真评报字[2004]

第 052号），经评估，无形资产非专利技术“利用发酵法生产多不饱和脂肪酸（花

生四烯酸）”评估价值为 16,480,000 元。 

2017 年 7月 7日，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武汉烯王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资产价值评估咨询项目>鄂中真评报字[2004]第 052 号资产评估咨询

报告书资产评估复核咨询报告》（华信众合评咨字[2017]第 B1013 号），对湖北中

真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上述资产评估咨询报告书进行了复核。 

2.DHA 非专利技术 

（1）武汉烯王委托李正鹏、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开发“DHA 微

藻选育项目”及“高产 DHA 藻种的离子束技术选育” 

2005 年 6月 16日，武汉烯王与李正鹏签订《委托技术开发协议》以及 2011

年 12 月 28 日签订《关于<委托技术开发协议>的补充协议》，双方就“DHA 微藻

选育”项目的技术开发，约定武汉烯王提供本项目研究开发经费及报酬 20万元。 

2008 年 9月 22日，武汉烯王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签订《委托

技术开发协议》，双方就“高产 DHA 藻种的离子束技术选育”项目的技术开发，

约定武汉烯王提供本项目研究开发经费 30万元。 

（2）武汉烯王以双鞭甲藻和裂殖壶菌 DHA 菌种以及初始技术的非专利技术

向嘉吉烯王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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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月 25日，湖北中真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武汉烯王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非专利技术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鄂中真评报字[2012]第

006号）确认，经评估，武汉烯王所属的无形资产发酵法生产藻油 DHA非专利技

术在 2012 年 2月 29日这一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 6,070,000 元。 

2017 年 7月 7日，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武汉烯王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非专利技术价值评估项目>鄂中真评报字[2012]第 006 号资产评估报

告书资产评估复核报告》（华信众合评咨字[2017]第 B1014号），对湖北中真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书进行了复核。 

2019 年 4 月 10 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嘉必优生物技术

（武汉）股份有限公司发酵法生产藻油 DHA非专利技术出资追溯评估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书》（中同华评报字（2019）第 030312 号），就武汉烯王以发酵法生产藻

油 DHA 非专利技术出资进行了追溯评估，评估结论为：委估专有技术于 2012 年

2月 29 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610 万元。 

（三）非专利技术出资形成的产品实现较好的业绩 

在武汉烯王通过两次非专利技术出资的基础上，公司通过不断的研发最终实

现 ARA和藻油 DHA产品较好的经营业绩。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2019 年上半年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ARA  11,869.71 80.68% 22,778.35 79.62% 19,772.97 86.51% 17,505.50 92.24% 

藻油 DHA  2,108.64 14.33% 4,738.78 16.56% 2,798.40 12.24% 1,416.78 7.47% 

合计 13,978.35 95.01% 27,517.13 96.18% 22,571.37 98.75% 18,922.28  99.71% 

目前，公司的 ARA和 DHA产品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 95%，为公司最重

要的产品，武汉烯王以非专利技术出资系公司后续实现 ARA和藻油 DHA实现较好

经营业绩的基础。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武汉烯王以非专利技术进行出资已经相关评估

机构进行评估并复核，出资评估程序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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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7.关于嘉益宝 

根据问询回复，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嘉益宝主要从事保健食品的开发，但并未

开展实际经营。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发行人嘉益宝从事业务与发行人相关但未置入发行人的

原因，嘉益宝现有的专利、商标及非专利技术情况，是否与发行人业务相关。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 嘉益宝从事业务与发行人相关但未置入发行人的原因 

（一）嘉益宝基本情况 

根据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向嘉益宝

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5782812676），嘉益宝的基本

情况如下表所示： 

企业名称 武汉嘉益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5782812676 

住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二路特 1 号国际企业中心 3栋 5 层

04 号-A 

法定代表人 易德伟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特殊膳食用食品、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及

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1 年 7月 27 日 

经营期限 2011 年 7月 27 日至 2041年 7 月 26 日 

根据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中心出具的《企业信息咨询报告》及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嘉益宝为烯王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二）嘉益宝的主要财务数据 

报告期内，嘉益宝尚未实现营业收入，处于亏损状态。嘉益宝的主要财务数

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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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6 月末/ 

2019 年上半年 

2018 年末/ 

2018 年度 

2017 年末/ 

2017 年度 

2016 年末/ 

2016 年度 

总资产 264.99 267.06 270.93 276.35 

净资产 264.99 266.31 270.18 275.60 

营业收入 0 0 0 0 

净利润 -1.33 -3.86 -5.43 -4.66 

注：2016 年度-2018 年度的数据已经湖北隆兴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审计，2019 年

上半年数据未经审计。 

（三）嘉益宝未置入发行人的原因 

目前,嘉益宝共持有四项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其中一项保健食品为嘉益葆牌

嘉存贝麟软胶囊,其主要原料为 DHA 藻油、花生四烯酸油脂、枸杞子提取物、菊

花提取物、牛磺酸、β-胡萝卜素、棕榈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红氧

化铁，其中包含的 DHA藻油、ARA 油脂及β-胡萝卜素为发行人的主要生产产品。

其他三项保健食品的主要原料中均不含有发行人主要生产产品。报告期内，嘉益

宝未开展生产，未发生向发行人采购原料或其他类型的关联交易，亦不存在从发

行人处获得财务资助的情形。 

由于嘉益宝的产品定位为终端功能性保健食品，在市场开拓及营销方面需投

入巨大的资金及成本，而发行人在市场开拓及营销方面无需采取投放大量广告、

对产品营销公关等宣传方式，故嘉益宝的市场营销方式与发行人因产品定位不同

而存在显著不同。目前嘉益宝未实现产业化及规模化，且未来开拓市场可能存在

巨额投入无法产出的情形，嘉益宝的产品市场前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发

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未将嘉益宝置入发行人体系内。 

（2） 嘉益宝现有的专利、商标及非专利技术情况，是否与发行人业务相

关。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嘉益宝目前未持有专利权证书及

非专利技术，其持有的商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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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标样式 
注册

类别 
注册号 

注册公告

日期 
到期日期 

权利

状态 

1  

 

35 10141839 

2013 年

07月 14

日 

2023 年 07

月 13 日 
注册 

2  

 

30 10141806 

2012 年

12月 28

日 

2022 年 12

月 27 日 
注册 

3  
 

5 10141779 

2012 年

12月 28

日 

2022 年 12

月 27 日 
注册 

4  
 

30 10031377 

2012 年

11月 28

日 

2022 年 11

月 27 日 
注册 

5  

 

5 10031362 

2012 年

12月 07

日 

2022 年 12

月 06 日 
注册 

6  

 

30 10030317 

2012 年

12月 07

日 

2022 年 12

月 06 日 
注册 

7  

 

30 10030273 

2014 年

07月 21

日 

2024 年 07

月 20 日 

注册

公告 

8 

 

5 10026649 

2013 年

01月 21

日 

2023 年 01

月 20 日 
注册 

嘉益宝主要经营的保健食品批准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有效期至 主要原料 

嘉益葆牌

多种维生

素矿物质

片（男士

型）注 

国食健字

G20140492 
2014-04-03 2019-04-02 

碳酸钙、碳酸镁、维生素 C（抗坏血酸）、

维生素 E（DL-α-生育酚醋酸酯）、葡

萄糖酸锌、硒化卡拉胶、铬酵母、微晶

纤维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硬脂酸

镁、胃溶型薄膜包衣粉（亮蓝铝色淀、

二氧化钛、滑石粉、羟丙基甲基纤维

素、聚乙二醇 6000） 

嘉益葆牌

多种维生

素矿物质

片（青少

国食健字

G20140919 
2014-06-06 2019-06-05 

维生素 A 醋酸酯、维生素 D3、维生素

E、维生素 C（抗坏血酸）、维生素 B1（盐

酸硫胺素）、维生素 B2（核黄素）、维生

素 B6（盐酸吡哆醇）、碳酸钙、富马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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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型）注 亚铁、葡萄糖酸锌、硒化卡拉胶、微晶

纤维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硬脂酸

镁、胃溶型薄膜包衣粉（叶绿素铜钠

盐、二氧化钛、滑石粉、羟丙基甲基纤

维素、聚乙二醇 6000） 

嘉益葆牌

多种维生

素矿物质

片（成年

女性型） 

国食健字

G20150096 
2015-02-04 2020-02-03 

维生素 A 醋酸酯、维生素 E（DL-a-生

育酚）、维生素 C（L-抗坏血酸）、叶酸、

碳酸钙、富马酸亚铁、葡萄糖酸锌、微

晶纤维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硬脂酸

镁、胃溶型薄膜包衣粉（胭脂红铝色

淀、二氧化钛、滑石粉、羟丙基甲基纤

维素、聚乙二醇 6000） 

嘉益葆牌

多种维生

素矿物质

片（中老

年型） 

国食健字

G20150401 
2015-04-28 2020-04-27 

维生素 A 醋酸酯粉（维生素 A 醋酸酯、

蔗糖、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维生素

D3粉（维生素 D3、蔗糖、辛烯基琥珀酸

淀粉钠）、维生素 E 粉（DL-α-生育酚、

二氧化硅、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维

生素 C（L-抗坏血酸）、维生素 B1（盐

酸硫胺素）、维生素 B2、（核黄素）、维

生素 B6（盐酸吡哆醇）、叶酸、烟酰胺、

泛酸钙、碳酸钙、富马酸亚铁、葡萄糖

酸锌、硒化卡拉胶、微晶纤维素、羟丙

基甲基纤维素、硬脂酸镁、胃溶型薄膜

包衣粉（二氧化钛、滑石粉、羟丙甲纤

维素、聚乙二醇 6000） 

嘉益葆牌

嘉存贝麟

软胶囊 

国食健字

G20150680 
2015-07-13 2020-07-12 

DHA 藻油、花生四烯酸油脂、枸杞子提

取物、菊花提取物、牛磺酸、β-胡萝

卜素、棕榈油、蜂蜡、明胶、甘油、纯

化水、红氧化铁 

注：嘉益宝上述两项批文有效期已届满，目前正在申请续期。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嘉益宝未持有专利技术及非专利技术，其主要

经营产品为特殊膳食用食品、配方食品、保健食品，产品的目标客户群体为自然

人客户，与发行人的主要经营产品及主要客户群体存在不同，且发行人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未使用嘉益宝的商标，嘉益宝亦未使用过发行人的商标及专利，嘉益宝

的专利、商标及非专利技术与发行人的业务不具有相关性。 

三. 8.关于监事任职 

根据问询回复，公司子公司股东姚建铭任发行人监事并兼任中科院合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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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淮南新能源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务。姚建铭

历史上曾存在代持。 

请发行人结合法律法规及中科院相关规定等说明姚建铭历史上在发行人及

子公司持股、任职并担任发行人子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存

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是否存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为发行人承担研发任务等情形。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 请发行人结合法律法规及中科院相关规定等说明姚建铭历史上在发

行人及子公司持股、任职并担任发行人子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一）姚建铭在公司及子公司任职及持股的情况 

1. 姚建铭在公司的任职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之日，姚建铭担任嘉必优的监事会主席，

兼任嘉必优控股子公司中科光谷的董事长。 

2. 持股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之日，姚建铭持有中科光谷 25%的股权，

未持有发行人的股权。 

（二）姚建铭在公司及子公司任职符合相关规定 

1. 相关规定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组发

[2013]18 号）规定，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

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官网于 2013 年 12 月 11 日发布的“中央组织部有关负

责人就执行《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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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问题答记者问”，《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

见》（中组发[2013]18号）所指的党政领导干部包括所有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人员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也包括担任非领导职务的人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的

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

职务。《公务员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

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参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 

2. 姚建铭不属于上述规定所述的党政领导干部 

姚建铭目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兼任中科院湖北育成中心生物技术工程化

中心主任、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淮南新能源研究中心

副主任、合肥科学家企业家协会秘书长、安徽民营科技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合肥

中科华燕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中科特一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安

徽佰鑫会展有限公司董事、安徽金联地矿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铜陵中科聚鑫太阳

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深圳荣科恒阳整流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科聚环

保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科光谷董事长、合肥科聚高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武汉烯王董事、安徽聚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安泰

中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淮南中科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安徽中科循

环经济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省艾瑞得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中科

新天地（合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根据根据对姚建铭的访谈以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淮南新能源

研究中心及湖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出具的《说明》，确认姚建铭未在中科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湖北育成中心生物技术工程化中心

生物中心及淮南新能源研究中心担任有任何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不属于前述“中

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就执行《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

问题的意见》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中所明确的“所有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人员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也包括担任非领导职务的人员”之党政领导干部范

围；姚建铭目前所任职的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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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中心生物技术工程化中心生物中心及淮南新能源研究中心属于科研院所性

质，不具备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因此，姚建铭不属于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

员。 

本所律师认为，姚建铭不属于上述法规规定的党政领导干部人员，担任发行

人监事及中科光谷董事未违反《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

问题的意见》、《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姚建铭在中科光谷的持股及任职符合中科院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鼓励研究开发

机构、高等院校采取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转移

科技成果。 

《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七）项

规定，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科技人员在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职

工作的前提下,经征得单位同意,可以兼职到企业等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或者

离岗创业,在原则上不超过 3年时间内保留人事关系,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 

《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八）项

规定，国务院部门、单位和各地方所属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等事业单位（不

含内设机构）正职领导,以及上述事业单位所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单位的正职领

导，是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人或者对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可以按照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规定获得现金奖励，原则上不得获取股权激励。其他担任领

导职务的科技人员，是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人或者对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

的，可以按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规定获得现金、股份或者出资比例等奖励和

报酬。 

《中国科学院关于新时期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指导意见》第（七）项

规定，科技人员为企业提供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等服务，

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形式。 

《中国科学院关于新时期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指导意见》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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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定，院属各单位正职领导，是科技成果主要完成人或者对科技成果转化作出

重要贡献的，可以按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规定获得现金奖励，原则上不得获

取股权激励。担任院属单位正职领导和领导班子成员中属中央管理的干部，所属

单位中担任法人代表的正职领导，在担任现职前因科技成果转化获得的股权，可

在任职后及时予以转让，转让股权的完成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3个月；股权非特殊

原因逾期未转让的，应在任现职期间限制交易；限制股权交易的，也不得利用职

权为所持有股权的企业谋取利益，在本人不担任上述职务一年后解除限制。 

根据姚建铭任职单位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

出具的说明函：姚建铭自 2010年 12月武汉中科光谷绿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立

以来，未曾担任过本院的任何正职领导，因此姚建铭历史上持有中科光谷的股权

符合法律法规及中科院的相关规定。姚建铭系本院下属等离子体所的研究员，除

科研工作外，还负责本院相关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本院同意其为实施科技成果转

化在中科光谷从事相关研发工作。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姚建铭历史上在发行人担任监事、持有发行人

子公司中科光谷股权并担任中科光谷董事、核心技术人员事宜未违反法律、法规

及中国科学院的相关规定，该等事宜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 不存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为发行人承

担研发任务等情形。 

根据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出具的说明函及本所

律师核查，发行人未占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

场地、机器设备及科研人员进行自身产品的研发工作，不存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为发行人承担研发任务等情形。 

四. 9.关于股权代持 

根据问询回复，嘉宜和历史上多次股权变更（包括受让、让予）均涉及王华

标，其起到了股权归集、股权激励等作用。 

请发行人说明王华标持有嘉宜和份额是否系代持，是否存在规避锁定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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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要求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 王华标持有嘉宜和份额不存在代持情形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嘉宜和份额转让过程中各方的银行付款凭证及本所

律师的核查，王华标目前持有嘉宜和 548.6万元的出资额，其中 464.2万元出资

额为嘉宜和成立时王华标投资认购获得，84.4 万元为王华标自发行人离职员工

胡迎春处受让取得。 

2015 年 5月 21日，嘉宜和成立，其中王华标认购嘉宜和 464.2 万元出资份

额，胡迎春认购了嘉宜和 84.4 万元的出资份额。成立之时，嘉宜和的全体合伙

人未对嘉宜和进行实缴出资。 

2015 年 10月 29日，胡迎春因离职退出，将其持有的嘉宜和 84.4万元（全

部未实缴）出资份额以 0元对价转让给王华标。 

2015 年 10 月 29 日，因王华标受激励份额的增加，嘉宜和与王华标重新签

订了《股权激励协议》，确认王华标持有的 548.6 万元出资份额（含王华标认购

的 464.2 万元出资份额及从胡迎春处受让的 84.4 万元出资份额）为王华标获得

的受激励份额。 

2015 年 11月，嘉宜和各合伙人陆续向嘉宜和进行实缴出资。 

2017 年 2 月、2017 年 8 月、2017 年 10 月、2018 年 9 月、2018 年 12 月嘉

宜和合伙人变更系因相关合伙人离职按照《股权激励协议》约定转让份额。《股

权激励协议》约定，“在嘉必优上市前，如员工从嘉必优或其子公司正常离职的，

视为该员工放弃所有激励股份，有限合伙将通过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出资份额受让

的方式收回该员工持有的全部出资份额。”根据约定，离职员工将出资份额转让

给嘉宜和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华标，同时王华标将该等出资份额转让给其他员工，

在此过程中，王华标向离职员工支付了转让对价，并由受让出资份额的员工再向

王华标支付转让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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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王华标的访谈及王华标出具的《确认函》，王华标持有嘉宜和 548.6

万元合伙份额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出资资金来源为其合法自有资金及部分借款，

发行人或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向其提供财务资助。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之日，

王华标持有的 548.6 万元嘉宜和份额为其本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参与发行人股

权激励计划以其合法自有资金及部分借款认购或受让获得，不存在为他人代持的

情形。 

（2） 王华标持有嘉宜和份额不存在规避锁定期及减持要求的情形 

2019 年 4月，王华标出具了《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就其持有的 548.6 万元嘉宜和份额作出

承诺，承诺内容如下： 

一、本人将严格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

露的股票锁定承诺，自公司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其上市之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

嘉必优回购本人在其上市之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

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如实并及时申报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时的发行价。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除权、除息调整。 

三、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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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个月。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

除权、除息调整。 

四、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

在此期间本人仍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五、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

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王华标已就其持有的嘉宜和份额作出了锁定及减持的

相关承诺，不存在规避锁定期及减持要求的情形。 

五. 10.关于纳税义务 

根据问询回复，发行人股东杭州源驰未缴纳 2018 年 5 月及 2019 年 4 月分

红税收。 

请发行人说明杭州源驰未履行相关纳税义务的原因，发行人是否需履行纳

税代扣代缴义务，是否影响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合规性。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 请发行人说明杭州源驰未履行相关纳税义务的原因 

2019 年 6 月，杭州源驰向发行人出具说明函，说明因经营管理需要，杭州

源驰尚未就收到发行人的分红款向其合伙人执行分配，因而尚未就上述分红款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杭州源驰的合伙人亦未就上述分红款缴纳个人所得税。 

2019 年 8月 14日，杭州源驰就 2018年及 2019年收到发行人分红款合计人

民币 405 万元向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滨江区税务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人民币

8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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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行人是否需履行纳税代扣代缴义务，是否影响发行人生产经营的

合规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

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

或者股息、红利,不并入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

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合伙

企业名义对外投资分回利息或者股息、红利的,应按《通知》所附规定的第五条

精神确定各个投资者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分别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

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 

根据上述规定，2018年 5月及 2019年 4月，杭州源驰收到发行人的分红为

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股息、红利，应当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

息、红利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合伙企业法》《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杭州源驰负有向其自然人合

伙人支付上述分红的义务，因此杭州源驰为其自然人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

务人。 

2019 年 8月 14日，杭州源驰就 2018年及 2019年收到发行人分红款合计人

民币 405 万元向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滨江区税务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人民币

81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滨江区税务局向杭州源驰出具了 19（0814）33证

明 60008128《税收完税证明》。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杭州源驰已向税务部门依法代扣代缴其合伙人的个人

所得税，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合规性及本次发行上市产生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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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韩公望 

 

经办律师：         

                                                      程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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