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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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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由四川上市公司协会组织的零距离“约企业”走进上市公司

系列活动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川上协:姜静、杜欣悦；进化集团:赵斌；龙吟虎啸:奉飏；冠川资

产:陈鑫；华泰证券：李智斌、张正发、曹琪、向凌志、曾佐泉、

沈天驰、李孟菲；云庭忆:赵康正；吉庆实业:鲁红丽；诚佑启晖:

李春晓；中润东方:刘凌荣；成联天府:裴润之；汇聚投资:王泽、

张辰辉；颐安和资产:夏天、苏毅荻；凯普乐资产:张文皓；创钰投

资:唐小皓；国恩私募:马元昊；乐世资本:姜启林、唐瑞；中科汇

升:张睿、陈时阳；龙凤飞基金：肖中杰；魔寓私募:付波；个人投

资者：卢智、卢小禄 

时间 2025 年 5 月 26 日（周一）下午 13:00~15:00 

地点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一路 9号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玺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一、参观公司实验室、机器人系列产品 

二、参观公司大数据智能管控中心 

三、参观公司车辆智能巡检机器人现场演示 

三、就公司发展情况展开座谈交流 



1、公司国外市场布局和规划如何？ 

答：公司正大力拓展海外业务，并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为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埃及、

尼日利亚、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广大的海外客户提供高端

机器视觉智能检测装备、大数据智能管控系统相关产品，海外市场

将成为公司未来快速发展的重点增量市场之一！ 

2、请问公司收并购有哪些计划和布局？ 

答：公司具有高等学府院士、教授团队科研力量雄厚、科学技

术尖端、多学科紧密结合的综合优势，同时拥有创业板上市科技类

公司研发能力强、技术成果产业转化效率高的特点。公司将积极利

用上市公司投融资平台优势，围绕“坚持主业，创新发展”的战略

构想，通过控股、参股、合资等多种投资并购形式，一方面持续深

挖高等院校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潜力，从行业内进行横向专业品类、

新产品的孵化扩张，另一方面从产业链纵向进行新业务和产业链条

的拓展，从而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和实力。 

3、公司智能站台门业务的发展情况如何？ 

答：公司智能站台门业务目前实现了多方面的突破： 

1.技术创新与产品突破：全场景解决方案能力凸显。①全国首

套新制式智能站台门落地，攻克复杂环境技术壁垒：中标全国首个

山地轨道交通扶贫项目——都四铁路站台门项目，针对高海拔（最

高 3500 米）、高频地震带、大温差（-20℃~40℃）等极端环境，

研发定制化智能站台门系统，集成安全防护、旅客引导、智能维保、

文化宣传四大功能。创新融入多媒体广告投影与 LED 显示技术，

动态展示沿线旅游资源，打造“轨道交通+旅游”融合示范窗口，

致力打造国内首个适应复杂山地环境的智能站台门示范工程。②第

五代产品持续迭代，构建更加丰富的产品系列：面向既有站台提质

改造，联合铁路运营单位研制具备声光警示、防夹保护、智能引导



屏等功能的升降式站台防护设备，解决加装难题。产品已在彭山北

站完成试点，为既有车站改造提供标准化解决方案。③智能化技术

领先，双冗余设计树立安全新标杆：北京“城际铁路联络线廊坊东

至新机场段”项目首次应用 3D 激光雷达+视频图像智能识别双冗

余监测技术，实现车门与站台门间隙旅客滞留、行李遗落的实时检

测与自动告警，新增站台端部入侵语音警示、重联车型车头连接区

智能提示功能，实现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2.市场拓展：从区域实践到跨域探索。①跨区域首单落地，打

开全国市场突破口：北京“城际铁路联络线廊坊东至新机场段”项

目是首个四川省外中标项目，标志着从西南根据地向全国市场进军

的关键突破。②“短平快”项目验证高效交付能力：永川南站站台

门项目创造“短平快完成设计-生产-验收”行业纪录，针对紧迫工

期组建多专业联合攻坚团队，采用“专人盯控+模块化施工”管理

模式，打破同类项目平均 6 个月的周期惯例，成为轨交装备领域“快

交付”典范，为后续批量订单执行奠定流程基础。 

3.研发与交付：全流程能力构建与生态协同。①科研项目驱动

产品标准化：《升降式站台安全防护系统》科研项目，历经两代样

机迭代，突破既有站台加装的结构轻量化、智能控制等技术难点，

形成 12 项专利技术（含 3 项发明专利），推动行业标准向智能化、

适应性方向升级。②谱系化产品获头部客户认可：深度对接国铁集

团、成都局集团公司、北京局集团公司等核心客户，针对高铁、城

际铁路、市域铁路不同场景需求，提供“标准化模块+定制化功能”

解决方案。都四铁路项目融合地域文化元素，北京项目强化安全智

能监测，彭山北站项目聚焦既有线改造，积极响应客户定制化需求。 

4、公司机器视觉技术应用从轨道交通拓展至工业领域，其要

求有何不同？ 

答：公司机器视觉技术的拓展并非简单的场景迁移，而是通过

技术迭代、算法升级、模式创新实现从“高精度专用”到“灵活泛



用”的跨越。当前，公司已在智慧工厂、物流仓储等领域形成成熟

解决方案，并通过硬件+软件+服务的一体化交付能力，持续扩大

在工业领域的市场份额。未来，随着 AI 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深

度融合，公司将进一步推动机器视觉在智能智造中的规模化应用和

高质量发展。 

5、轨道交通智能运维及检测机器人的市场空间以及公司的优

势有哪些？ 

答：1.市场空间。 

当前阶段，随着我国轨道交通投运规模快速扩张带来的运维人

力不足、成本高企等问题，给轨道交通运维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压力

与负担。2019 年以来《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国城市轨道交通

智慧城轨发展纲要》等行业政策均提出：加强轨道交通特种装备研

发；提升轨交装备维护智能化程度、提升运维效率，减少维护人工

的作业强度；完善智能化巡检系统，补齐单体设备+巡逻安检系统

存在的短板，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逐步降低人工巡检劳动强度。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和智能检测自动辨识能力提高，采用智能机

器人进行轨道交通运维的作业方式已逐渐兴起。智能运维机器人在

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场景较为多元，包括且不限于轨道线路（扣件

等）、车辆巡检（列车车底等）、接触网综合巡检、轨道板脱空检

测、隧道巡检、站台区域巡检等，市场空间巨大。 

以轨道线路巡检机器人为例。假设城轨交通、国家铁路的线路

巡检机器人配置比例分别为 20km/台、30km/台，结合 2024 年我国

城轨交通、国家铁路总的运营里程 1.22 万公里、16.2 万公里，假

设巡检机器人在对应领域的应用渗透率分别达到 5%/10%/15%，则

对应城轨+铁路线路巡检机器人需求量为 300/601/901 台。 

2.公司具备的优势。 

（1）前期关键技术、研发基础设施、人才沉淀等对项目研发推



进形成支撑 

经过多年沉淀，公司已形成机器视觉、机器人控制、嵌入式计

算、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多项机器人关键技术；建成行业一流的

轨道交通基础设施检测监测实验室、国家铁路及城市轨道接触网试

验线等多条试验线，以及面向轨道交通智能运维的云平台与大数据

中心；被认定为院士（专家）工作站、成都高铁和轨道交通供电检

测监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取得多项包括机器人视觉在内的机器

人相关专利、软件著作权，核心产品和技术多次获得国务院、中国

铁道学会、四川省、成都市等机构颁发的奖项。 

同时，公司已组建一支精通轨道交通运营维护技术和智能运维

产品开发的成熟的技术队伍，核心技术人员在接触网、受电弓、轨

道和隧道监测检测领域拥有十余年的技术与产品开发、系统集成、

项目交付、市场开拓的实践经验，拥有对垂直行业的深刻理解以及

对市场趋势准确判断和把握的能力。公司同时打造了“自主研发+

协同创新”研发体系，与西南交大等高等院校等建立了稳定的产学

研关系。上述技术沉淀将助力项目研发工作的顺利开展。 

（2）丰富的客户资源和良好的前期业务表现助力产业化的推

进 

轨道交通运营维护对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要求极高，供应商

必须具备先进、全面的技术积累，方能提供满足客户技术规范的产

品，且相关产品需具有丰富的现场运行经验才能得到客户的最终认

可。通过多年经营，公司已积累丰富的客户资源，包括国铁集团及

下属全国 18 个铁路局集团公司，国家能源集团、陕煤集团等地方

铁路集团公司，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国通号等央企

客户，以及国内 30 个省份、地区的 50 余个地铁公司客户。 

智能运维机器人与公司当前主要产品机器视觉智能检测装备，

技术同源性高、下游客户重合度高。同时，公司部分一代机器人产

品已在天津地铁、杭海城际铁路、武汉地铁等项目得到应用，已具



备一定的市场基础。丰富的客户资源和良好的前期业务表现助推项

目产业化的顺利推进。 

 

关于本次活

动是否涉及

应披露重大

信息的说明 

否 

附 件 清 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5 年 5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