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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 星期三
多云转晴

今日，大盘受 5 日
均线和年线的压制，放
量下杀，收盘创去年10
月17日以来新低。

大盘今日之所以走
出阴包阳的走势，技术
上主要有三大原因：一
是从涨跌幅榜看，涨
5%及以上的个股只有49
只，跌 5%及以上的个
股却有 217 只，说明大
盘整体羸弱，赚钱效应
特差。二是在市场做多
信心不足和存量资金博
弈的前提下，市场缺乏
进攻方向，没有持续的
热点，所以反弹没能形
成有效合力。三是上方
压力太大，从大盘反抽
至 5 日均线遇阻下杀就
可以看出，所以在没有
打出空间的情况下，指
数短期难有像样的反抽
力度。

大盘虽然走得很难
看，但保险、银行中一
些估值低、业绩稳定、
有较高股息率的股票受
到资金关注，在弱市中
悄然创出阶段新高。真
应了那句老话：“涨市
看势，跌市看质。”

总的来说，在弱势
行情下，一般的技术性
反抽都不宜有过多期
待。近期还是多看少
动，静观其变保住本
金，等待市场企稳反弹
的机会。实在管不住
手，就轻仓短期有利好
刺激且股价严重超跌的
成长股。

老雷

商报讯（记者 张寅）
昨日，首个中国品牌日，寿
仙谷股份（603896）在上交
所鸣锣上市，在一千多家
上证主板企业中，作为灵
芝和铁皮石斛国际标准制
定承担单位的浙江寿仙谷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寿仙谷），成为灵芝、铁皮
石斛行业的第一股。

在大众眼中，百年老
字号就是金字招牌，就是
质量和信誉的保证，具有
独特的传统魅力和产品属
性。寿仙谷秉承“重德觅
上药，诚善济世人”的祖

训，在传承基础上，精于
科研，勇于创新，为弘扬
和发展祖国中医药事业，
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董事长李明焱是中药
育种领域成绩斐然的科学
家、研究员，担任浙江省
珍稀植物药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曾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智械机
巧,知而不用”是李明焱
非常推崇的价值观，投射
到做企业，就是不投机取
巧，以科技创新提升药效
来增强竞争力。在李明焱
的带领下，这家拥有浓厚

科研基因的高科技企业，
筚路蓝缕百折不回，突破
一个个科研难关，三十多
年间，寿仙谷先后承担了
四十多项国家、省部级科
研项目，其中十多项成果
填补国内外空白并获国
家、省市科技进步奖。

如同水稻新品种对于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
性，一个优良的中药材品
种，带来的，可能就是一次
行业的革命。目前，寿仙谷
在灵芝、铁皮石斛、西红花
等名贵中药材行业的育种
和科研领域独占鳌头，成功

选育7个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新品种。其中，灵芝新品
种“仙芝1号”，其有效成分
比日本红芝、韩国赤芝提高
30%以上。“仙芝1号”作为
国内首个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灵芝新品种，被中国科学
院微生物研究所菌物标本
馆收藏；寿仙谷运用DNA
工程技术等高科技育种手
段，成功选育的铁皮石斛新
品种“仙斛2号”，其有效成
分多糖含量高达58.7%，是
《中国药典》标准的两倍，被
誉为铁皮石斛中的“超级
稻”。寿仙谷独创填补国内

外空白的灵芝孢子粉去壁
技术，先后获得国家及省10
多个科技专项的支持，开发
出的灵芝孢子粉产品，有效
成分含量提升8倍以上。

凭借育种、深加工的
核心技术，以及通过中国
有机和欧盟有机双认证的
规模化中药材基地，寿仙
谷在行业内，率先建立育
种、栽培、深加工等一整
套完善的中药全产业链，
为产品的安全高效提供核
心保障。寿仙谷不仅被视
为中药行业突破药材品质
下降困境的样板企业，也

被公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标
杆企业。

寿仙谷拥有核心技
术、稀缺的规模化有机国
药基地和市场口碑以及老
字号底蕴，企业特点与云
南白药、东阿阿胶、广誉远
等非常相似，抗风险能力
强、市场认同度高，厚积薄
发，值得期待。中药股随
着时间的累积，它们的价
值也会愈发凸显，再加上
大健康行业的高成长性，
多家证券机构研报披露看
好寿仙谷未来长期稳健的
增长。

本日志仅记录个
人对大盘和个股的
理解，不一定正确，
切勿跟风。

中国灵芝第一股上交所主板成功上市
多家机构看好百年老字号寿仙谷未来长期稳健的增长

昨日，尽管主力资金
通过保险、银行等板块护
盘，但A股各大股指仍在
尾盘跳水。截至收盘，上
证指数跌0.90%，创下去
年10月以来新低；创业
板指下挫 1.73%，回到
2015年股灾底。

自4月10日以来，A
股主要指数均陷入调整。
截至昨日，上证指数累计
下跌 7.11%，深成指跌
8.55% ， 创 业 板 指
8.98% ， 215 股 已 跌 破

“股灾底”。一个月的深幅
下跌，已让A股市值蒸发
了4万亿元。

据Wind统计，近一
个月以来，沪深两市仅有
297只个股出现上涨，整
体占比不到10%。除了还
有少数个股停牌外，86%
个股均出现下跌，其中，
跌幅超过 10%的有 2000
家，占比超过60%；跌幅
超过 30%的有 97家。可
见最近 A 股市场表现惨
烈。个股普跌使投资者深
陷亏损境地，有测算显
示，近一个月户均亏损超
5万元。

另外，经过几轮下跌
后，沪深两市 36只个股
最新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
产，处于“破净”状态。
具体来看，交通银行、中
国银行、鞍钢股份、平安
银行、光大银行等最新市
净率均在0.8倍以下，“破
净”幅度较深。

从4月10日以来的资
金流向看，22个交易日，
平均每天有超过2000家
公司呈现主力资金净流
出，而有主力资金流入的
公司不足1000家。

有分析人士表示，沪
指从3300点跌下来，看
似跌幅不足10%，但年内
股价遭腰斩个股却不在少
数，创业板、中小板等显
然已处于熊市。A股这波
下跌，已经不亚于 2015
年的股灾行情，市场中很
多个股已经创下了沪指
2638 点时的新低。2015
年股灾是因监管层清理场
外配资去杠杆所致，而这
波下跌还是源于监管层去
金融杠杆。今年将是监管
大年，市场小年。

昨日，A股各大股指继续收跌，一个月的
深幅下跌，已让A股市值蒸发了4万亿元，近
1800只股票跌幅超过10%。但沪股通、深股
通等“北上”资金逆市加仓。数据显示，4月
以来，“北上”资金一直保持净买入态势，并
在部分绩优股上积极布局。

尽管A股跌跌不
休，但借道沪股通、
深股通“北上”的资
金却持续维持净买入
态 势 。 今 年 以 来 ，

“北上”资金可以说
是 “ 跑 得 赢 大 盘 ”

“抗得住阴跌”。
据 wind 统 计 ，

“北上”资金一季度
新进入63家上市公司
前10大股东，其中，
深股通标的占 5成以
上。而最新港交所数
据显示，“北上”资
金对其中的37只个股
还在持续加仓。

据统计，截至 5
月9日，“北上”资金
今年买入的个股平均
涨 幅 达 6.26% 。 其
中，海康威视、西藏
天路、老板电器、大
族激光等10只个股涨
幅超过30%。即便经
历 A 股 大 幅 下 跌 ，

“北上”资金标的平
均跌幅也小于同期
沪、深指数。

数 据 显 示 ， 在
“北上”资金一季度

新进入前 10 大股东
的上市公司中，平
均持股比例近 1%。
其中，持股比例最
高 的 海 康 威 视 达
4.01%。新入驻的个
股平均市值约 250亿
元，深股通标的达
38 家。其中，美的
集 团 、 海 康 威 视 、
洋河股份等以千亿
市值居前，创业板
巨头蓝思科技也挺
进第 6 大市值公司。
前十大市值公司除
了蓝思科技外，去
年和今年一季度净
利 润 均 同 比 增 长 ，
且 增 幅 从 15% 升 至
24%。不过，400 亿
元以下中小市值公
司 达 到 54 家 ， 其
中，香溢融通、东
风科技市值不到 50
亿元。

对比3月31日和
5月9日港交所数据发
现，一季度“北上”
资金新进前10大股东
的 63家上市公司中，
37家获继续加仓，其

中，大族激光自 3月
底以来股价上涨近
21%，蓝思科技、苏
珀尔、老板电器同期
股价涨幅超过10%。

从 行 业 分 布 来
看，“北上”资金继
续青睐白酒、家电等
板块，且大幅加仓电
子板块，押注苹果产
业链，龙头股蓝思科
技加仓比例居首，最
新 持 股 比 例 达
2.04%。此外，信维
通讯、安洁科技、大
族激光等苹果概念股
也获持续加仓。

一季度，“北上”
资金成为泸州老窖、
伊力特、口子窖、洋
河股份等白酒股以及
小 天 鹅 A、 老 板 电
器、苏珀尔、九阳股
份等家电股的前10大
股东。二季度以来，
上述个股全部获继续
加仓，其中，口子窖
持 股 比 例 最 高 为
1.18%。

记者 张波

不足一成个股上涨 “北上”资金逆市加仓

漫画 章丽珍

沪指昨日创去年10月以来新低

沪股通、深股通等
“北上”资金逆市加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