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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70 证券简称：天玛智控

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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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则研究：杨云鹏、齐妍、颜文昊

国泰君安：伍巍、李博伦、赵沐阳

银华基金：王翔

德邦基金：陆阳

时间 1月 16 日

地点 天玛智控顺义创新产业基地五层 1506 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王绍儒

证券事务代表吕文平

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高宏远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交流提问情况整理如下：

1.请简要介绍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专业从事煤矿无人化智能开采控制技术和装备的研发、

生产、销售和服务，以优质产品及精准服务提高煤矿开采安全水

平及生产效率，把煤矿工人从危险恶劣的采煤工作面解放出来，

让采煤成为安全轻松的工作，为煤炭企业创造更大价值。

2.请问公司主要产品生命周期情况？

（1）泵站主机，8-10 年；

（2）SAC、SAM，约 5年；

（3）电控类产品，3-5 年；

（4）SAC、SAM 生命周期中 2-3 次大修或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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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问公司近期在煤炭设备上有没有重点研发突破和成果？

我公司最近发布两项重大科技成果，分别为“煤矿无人化智

能开采控制技术与装备”和“智能矿山时间敏感网络（TSN）控制

系统”。

煤矿无人化智能开采控制技术与装备以综采工作面采煤作业

时采煤机、刮板输送机及液压支架联合作业区无人进入，实现无

人化智能采煤为目标，创新提出“规划割煤+可视化远程干预”的

无人化开采控制技术方案，基于高可靠的综采成套装备，研发了

采煤工艺驱动引擎、规划截割控制、智能视频识别等技术，集成

巡检机器人、单兵装备、故障诊断等保障技术与装备，全新研发

了一体化“沉浸式”远程开采操控平台，并建成了“地面规划采

煤、装备自动执行、面内无人作业”的无人化智能开采新模式示

范工程，常态化运行 6个月以上。该套技术成果通过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技术成果在神东榆家梁煤矿

和黄陵矿业一号煤矿落地应用，实现生产期间工作面内无人的连

续工业应用，且采煤效率相比传统模式有大幅提升。

智能矿山时间敏感网络（TSN）控制系统是山东能源集团与中

国煤科天玛智控联合推出的全新一代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解决

方案。时间敏感网络（TSN）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局域网通信技术，

该技术通过对传统工业以太网进行物理层芯片改进和通信链路上

多重技术升级，解决了工业控制命令通过网络传输时的确定性、

实时性、可靠性难题。智能矿山时间敏感网络（TSN）控制系统具

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可延展性，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用各种传感器，

实现矿井的高级自动化，支持手持终端遥控、系统健康状态巡检，

为构建万物互联，泛在感知的矿山物联网提供有效支撑，助力煤

矿生产企业数字化转型。

4.现在每年的智能化改造需求大概有多少？2025 年要实现 2000

个以上工作面改造完成，接下来每年要完成 300 个，公司对应的

产品的单矿价值量是多少，如何变动？

2023 年 3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能源数字化智

能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采煤工作面加快实现采-支-运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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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运行、地面远程控制及井下无人/少人操作。2023 年 5 月，

山西省发布《全面推进煤矿智能化和煤炭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实

施方案》，方案要求 2023 年，180 万吨/年及以上生产煤矿智能

化改造全部开工，再建成 80 座智能化矿井；内蒙古、河南等省和

自治区发布 2023 年工作要点，确保煤矿智能化建设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完美收官。其中，内蒙古要求 2023 年 12 月底前，所有具备

条件正常生产煤矿全部实现智能化。2023 年 4 月，国家能源局任

京东局长在全国煤矿智能化建设现场推进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

国已累计建成智能化采煤工作面 1,043 个、掘进工作面 1,277 个。

2023年上半年，公司三大主营产品市场总额为29.67亿元（不

含税），较去年同期29.6亿元增长0.22%。其中SAC市场总额14.86

亿元（不含税），SAM 市场总额 5.31 亿元（不含税），SAP 市场

总额（400L 以上）9.5 亿元（不含税）。根据第三方机构调研的

市场预测，总体市场规模保持增长趋势。

2020 年 11 月，国家能源局组织遴选了全国首批 71 处智能化

示范建设煤矿，总产能近 6 亿吨，计划投资约 160 亿元，平均每

矿 2.25 亿元，其中 39 处由公司提供智能控制产品，占比达 55%。

2022 年，公司的 SAM 型综采自动化控制系统、SAC 型液压支架电

液控制系统、SAP 型智能集成供液系统平均单价分别为 302.06 万

元、576.11 万元、428.33 万元。按照每个煤矿平均两个工作面计

算，公司的智能控制产品的总价为 2,613.00 万元，占单矿智能化

建设总价的 12%。随着新产品、新技术的应用，产品单矿价值将

保持稳定增长。

十四五市场空间：根据《煤炭工业“十四五”发展意见》及

国家矿山局数据测算，至 2025 年末公司三类产品面对的新增市场

空间约为 353.10 亿元；根据安永《智慧赋能煤炭产业新万亿市场》

及《山西省煤矿智能化建设指导手册（2021 年版）》智能化建设

投入明细数据测算，至 2025 年末公司三类产品面对的新增市场空

间约为 352.57 亿元；根据民生证券研报《煤价起，煤机兴，智能

化是前进方向》综采设备市场空间测算，至 2025 年末公司三类产

品面对的新增市场空间约为 281.01 亿元，公司未来具有持续且广

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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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后市场空间：根据八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煤矿

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2025 年为发展阶段，大型煤矿和灾害

严重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2035 年为全面实现阶段，各类煤矿基

本实现智能化，构建多产业链、多系统集成的煤矿智能化系统，

建成智能感知、智能决策、自动执行的煤矿智能化体系。截至 2022

年底全国约有 4400 座煤矿，2025 年底计划建成 1000 座智能化煤

矿，2026-2035 年要完成剩余的煤矿智能化建设，空间广阔。目

前已建成的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均为初级或中级水平，2025 年至

2035年产品持续升级并最终达到高级智能化水平是必然经历的阶

段，公司的三类产品仍需对原有功能进行升级、迭代，因此十四

五后公司仍有进一步增长的稳定需求。

5.请介绍公司非煤业务展望

公司借助募投资金发展非煤业务，规划了高压高效柱塞泵及

智能控制系统、数字液压阀系统、智能制造三个产业。

1.高压高效柱塞泵及智能控制系统产业。将强化大流量、高

可靠性柱塞泵技术优势，发展智能变频联动控制系统，由集成供

液系统拓展至其他行业领域工业泵系统。

2.数字液压阀系统产业。在公司现已积累的液压技术及产品

的基础上进行技术相关多元化拓展；同时，基于负载敏感比例多

路阀研制及其产业化，向主机智能化电液控系统产业链延伸，并

向工程机械等非煤领域拓展应用。

3.智能制造产业。依托天玛智控现有智能制造和智能工厂建

设的经验与技术积累，既能进一步提升公司自身的智能制造水平，

也可以精密零部件自动化装配、检测生产线及专机开发为基础业

务，逐步发展成为智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关于本次活动是

否涉及应当披露

重大信息的说明

不涉及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4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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