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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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人员姓名 
锦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济鹏、吴梦帆 

时间 2023 年 6 月 2 日上午 11:00~12:00 

地点 唐源大厦 1 楼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陈玺、投资专员宗瑞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源电气或公司）

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源于国内轨道交通名校西南交通大学，

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公司基于在机器视觉、机器人控制、图像智能识别、数字

孪生、嵌入式处理、边缘计算、轨道交通装备故障诊断与预测

性维护等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与融合应用，深刻把握轨道交通

行业发展趋势及客户的核心需求，通过自主研发创新开发了轨

道交通牵引供电车载接触网检测系列、车载接触网高清成像监

测系列产品、接触网地面检测监测系列产品、工务工程轨道和

隧道检测监测系列产品、接触网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PHM）

系统、轨道交通智能运维信息化管理系统、高铁智能站台门、



智能巡检机器人等技术领先的产品。 

公司的发展战略为立足于轨道交通智能运维的领先地位，

不断推出新产品，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布局新产业，在工业机器

人、机器视觉和工业智能制造领域形成“核心部件+机器视觉

+AI”的核心竞争优势，实现公司市值稳步增长的目标。 

二、互动交流环节 

公司与参与活动的投资者就以下方面问题进行了交流： 

1、未来轨道交通行业的发展空间如何？ 

答：在国家铁路领域，根据国家铁路局公布的数据，2013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仅为 10.3 万公里，2022 年底全国铁路

营业里程已达到 15.5 万公里，其中高铁 4.2 万公里，10 年间，

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7.7 万亿元，是上一个十年的

1.9 倍，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先进的铁路网。

2023 年 4 月，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等联合发布了《加快

建设交通强国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 年）》，提出到 2027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 17 万公里，其中高铁 5.3 万公里。

2020 年 8 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出台的《新时代交通

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指出，到 2035 年要实现全国铁路网

20 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 7 万公里左右。因此，全国铁路运

营里程仍将保持稳步增长，为尽早建成现代化铁路强国提供有

力支撑。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公布的数据，自 2013 年以来，

我国开通城轨交通的城市数量逐年攀升，已由 2013 年的 19 个

增加至 2022 年的 55 个。城轨交通运营线路总长同样保持高速

增长态势，已由 2013 年的 2746 公里增加至 2022 年的 10287.45

公里。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推算，“十四五”期末城轨交

通运营线路规模预计将趋近 13000 公里，运营城市有望超过

60 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规模的持续扩大，将愈发凸显其在



公共交通中所发挥的骨干作用。 

2、公司的新业务布局情况如何？ 

答：公司秉承“坚持主业，创新发展”的经营理念，上市

后积极探索，已基本形成了具有唐源发展特色的“1+N”创新

发展模式。公司利用其在轨道交通行业积累的机器视觉、人工

智能、大数据、动态高清成像、图像智能识别等核心技术进行

行业应用拓展，目前已形成智能运维、智慧应急、智能制造、

新材料、新能源、智慧城市六大创新业务板块。 

3、公司核心技术是否运用到 AI技术？ 

答：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系列产品与机器视觉存在紧密联

系，运用到了 AI 相关技术。例如：在牵引供电方面，公司在

2018 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高速铁路弓网系统运营安

全保障成套技术与装备》，其中包括但不限于：①视觉成像：

利用高速、高清、大靶面摄像机获取接触网关键零部件图像。

②数据预处理：对图像等信息进行数据预处理，清洗异常数据。

③视觉算法：从图像中提取关键接触网零部件特征、目标检测、

目标跟踪、图像分割，进行深度学习、识别分类等。在轨道交

通工务工程、车辆工程检测监测也均有类似应用。在智能运维

信息化管理系统中：运用深度学习与神经网络实现对接触网、

车辆等零部件的寿命预测，实现故障诊断与健康管理。在智能

高铁站台门中：运用了高速图像采集及智能识别技术、高精度

高速线扫描和激光测量技术以及图像识别与深度学习技术。在

智能巡检机器人中：运用了高清二维/三维成像、音频采集、自

主导航、深度学习、数字孪生等 AI 技术。 

4、公司的市值管理计划有哪些？ 

答：上市公司的市值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与公司的持

续盈利能力密切相关。公司将继续利用自主研发形成的核心技

术积极探索在行业及业务领域的横向延展，形成新的业务增长

点，为市值增长奠定良好的业绩基础。同时积极参与机构投资



者路演、券商策略会、媒体采访等活动，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

为市值的提升做出贡献。 

5、公司的主要销售模式是什么？ 

答：公司客户主要为铁路运营单位、车辆厂、地铁公司和

总承包商。因每个客户需求不一样，公司产品定制化特征明显，

因此公司采用直销模式。 

6、公司智能站台门产品的主要优势是什么？未来发展空

间如何？ 

答：高铁智能站台门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创能实现高

铁站台门多车型自适应的智能站台门，旨在解决多型号动车组

车门位置多样化条件下站台门与车门位置精准对齐技术难题，

具有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综合效益好的优

势，可有效提升高铁站台安全防护水平，提高行车组织效率，

提升客运服务品质。公司正在积极推广高铁智能站台门，未来

随着“铁路公交化”发展理念的逐步深入，高铁智能站台门将

在保障乘客安全方面起到愈加重要的作用。 

7、公司在机器视觉的横向行业应用领域的拓展计划如

何？ 

答：公司基于在机器视觉、机器人控制、图像智能识别、

数字孪生、嵌入式处理、边缘计算等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与融

合应用，致力于在智能制造领域积极打造融合机器视觉与机器

人控制关键技术的产线缺陷在线检测与管控系统。针对食品加

工、包装印刷、工业制造领域劳动强度高、生产效率低、品控

措施不足的现状，研制机器视觉与机器人技术相结合的智能制

造产线缺陷在线检测与质量管控系统，打造面向智能制造的产

品生产管控技术平台。目前公司正加快在食品饮料、智慧公路、

智慧应急等行业领域的机器视觉与智能制造的应用场景新业

务探索与落地。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日期 2023 年 6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