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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8                      证券简称：雪迪龙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1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 德邦证券、嘉实基金、华夏未来资本、中银基金 

时间 2022 年 4 月 25 日 

地点 公司会议室 

形式 线上交流会 

公司参与人员 
董事会秘书魏鹏娜 

证券事务代表杨媛媛 

交流内容及具体

问答记录 

一、介绍公司基本情况及 2021 年度业绩情况。 

公司是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从事仪器仪表的研发制造、环境信息化软件的开发应用以及环境

监测系统的集成。按业务类型分为，环境监测系统、环境大数据、污

染治理与节能、环境综合服务、工业过程分析五大板块。 

按客户群体分为面向企业和面向政府的业务。基本上所有的业务

都是以解决方案的方式来提供，包括设备端、云平台及设备的安装运

维服务，即“端+云+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 

业绩方面，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81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13.86%；归属净利润为 2.2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7.52%。主要

原因是经过 2020 年疫情，2021 年度市场恢复，经营得以正常开展，公

司积极拓展业务，加快推进项目执行，收入有所增加，其中增加较多

的政府端业务；同时加强费用管控，初步实现降本增效；另外，2.2 亿

元净利润中，有部分国家重大开发专项项目完工验收，确认其他收益

约 2,659 万元，扣除该部分影响后，公司净利润约为 1.93 亿元。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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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看，经过 2017 年~2019 年期间对于政府端业务的投入时期，经

营业绩已走出低谷，之前的投入在今年也已初见成效，未来可以稳健

发展。 

今年来看，若未来没有大范围的疫情影响，今年的业绩情况比较

乐观，但具体情况要看后期的疫情防控进展及公司实际业务的拓展情

况。 

二、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的介绍。 

   环境监测行业主要是政策驱动和引导，公司将以政策规划为指引进

行业务的规划与投入。 

（1）“十四五”监测规划提出，以监测先行、监测灵敏、监测准确

为导向，保证监测数据“真、准、全、快、新”，全面推进生态环境监

测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 

    雪迪龙公司将以加快 5G、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等新技术与监测

技术的融合应用，将传统常规监测向智慧监测升级，将“端+云+服务”

的综合解决方案向五好化、智能化、场景化方向发展，为“十四五”

期间智能监测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2）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规划，积极布局

和推广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产品及方案，致力于开发具有公

信力的碳排放在线计量智能监测系统，确保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为

碳交易、碳评估提供数据支撑；完善企业和园区碳计量相关的软硬件

产品，研究开发温室气体监测的其他相关技术。 

（3）深化大气环境监测，加强 PM2.5 和 O3 的协同管控监测，开展

移动监测。公司在 2021 年分别中标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维项

目和国家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运维项目，分别运维各 100 多个站点。

这是继 2018 年公司运维国家地表水站项目后，再次进入国家队，巩固

了市场地位，对后续开展政府项目有积极正向的影响。目前开展政府

端业务，会更多关注项目的盈利能力。今年会重点拓展移动监测业务。

冬奥会期间，公司针对北京、天津、山东枣庄等区域，派出了三组团

队提供大气走航监测服务，走航车搭载 PTR-TOF 质子转移飞行时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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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仪，可以实现快速多组份痕量/微量污染成分的秒级定量定性分析，

通过“边走边测、实时展示监测结果”等方式，对区域大气污染分布、

来源以及 VOCs 和臭氧防控提供及时、全面的数据依据。 

（4）拓展传统行业节能改造和新能源行业催生的新应用点，如氢能、

半导体等领域的相关监测业务。公司的境外子公司 Orthodyne 在半导体

领域有一定的业绩积累，今年将在国内重点拓展半导体新兴领域的应

用。比如，针对台积电某项目，Orthodyne 提供分析系统，用于测量高

纯氢气和氧气中的杂质；针对三星电子某项目，测量高纯氧气中的 N2、

Ar、CO、 CO2 等杂质；Orthodyne 公司成立已近百年，主导产品是色

谱分析仪，其与全球知名的气体公司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 

三、请介绍气溶胶相关的业务。 

公司有监测仪器可以检测 PM2.5,PM10 或 TSP 等气溶胶颗粒的浓

度、能见度、消光系数或分布、VOCs、有机碳、元素碳等成分或信息，

但目前公司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业务进行统计。 

四、请介绍可转债的募投项目的现状。 

根据外界的市场环境以及公司的发展规划，今年 3 月经审议通过，

公司已将募投项目终止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且已发布相关公告。补

流后，公司可以将资金投入到公司的新业务新领域，比如智慧监测、

碳排放监测、氢能和半导体监测领域，用于这些新领域的研发和业务

拓展。 

五、想了解对于环境监测在氢能和半导体行业的具体应用是在哪些方

面？ 

公司应用于氢能和半导体行业的是工业过程分析系统。在半导体

的生产过程中，从芯片生产到最后器件的封装，几乎每一步、每一个

环节都离不开电子气体，电子气体的纯度对芯片质量有重大影响。公

司的工业过程分析系统主要监测芯片生产工艺过程中的气体纯度，或

高纯气体中的杂质，以确保其产品质量。在氢气生产、储存、运输、

使用的过程中，也需要对氢气的浓度进行监测。 

六、请介绍新技术在智慧监测中的应用及市场扩容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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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监测是将 5G、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等新技术

与监测技术的融合应用，比如对原有的监测设备增加远程质控单元，

可以实现对仪器的远程维护、标定或校准等，运维人员不必亲临现场；

比如应用数据加密技术，可以实现对数据的防篡改或者是实现数据的

全过程留痕等等，总体是使得设备更加智能化、信息化，同时保证数

据真、准、全。 

七、想了解公司对于 BOT/BOO 项目的投资情况及对资金的占用情况。 

前几年公司承建部分政府项目时，可采用 BOT/BOO 模式建设空气

站或水质监测站，后续提供运维服务；近几年，这类项目有所减少或

者分拆成几个小项目来做，公司的资金垫付非常有限，募集资金使用

的也较少，大部分都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来进行建设，建设完毕后收取

一定的货款。因此，目前基本没有长周期的垫资项目，对资金占用不

太大。 

八、公司研发的碳排放在线计量智能监测系统及智能化质控系统，什

么时候可以投放市场？ 

去年，生态环境部印发《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方案》，聚焦区域、

城市和重点行业三个层面开展碳监测评估试点，探索建立碳监测评估

技术方法体系。公司在火电、钢铁及水泥行业参与了部分碳排放监测

试点工作，将公司的碳排放监测产品在现场进行应用。此外，还有部

分企业基于自身需求也安装了碳排放监测设备。2021 年 12 月，经国家

能源局批准，电力行业标准《火电厂烟气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技术

规范》（DL/T2376-2021）公开发布，并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正式实施。

该标准为首个二氧化碳连续监测行业技术标准，完善了发电行业碳排

放监测核算技术体系，随着后期有关碳排放计量的国家层面标准的出

台与实施，碳排放监测市场有望快速启动。 

九、想了解环境监测系统产品、气体分析仪器设备等的使用周期。 

环境监测系统的核心仪表是气体分析仪，这两者的使用寿命均为

5-8 年，但具体使用年限与其维护程度有关。污染源监测系统的安装环

境一般比较恶劣，需要定期维护及更换耗材等；大气和水环境监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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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般安装于监测站房，也需按国家相关要求对其进行维护，维护质

量好则使用周期相对会长一点。公司的细分业务系统改造及运维业务

即是这类业务，2021 年收入为 2.3 亿元。 

关于本次活动是

否涉及应披露重

大信息的说明 

不适用 

活动过程中所使

用的演示文稿、

提供的文档等附

件（如有） 

无 

日期 2022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