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070                                    证券简称：纵横股份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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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东北证券（陈鼎如）、广发证券（李宗锐）、海通证券（张恒晅）、

好奇资本（欧阳潮）、华宝基金（刘世昌）、华富基金（张宝涵）、

华夏基金（胡斌）、集诚实业（田伟）、泾溪投资（韩宇）、摩根

士丹利华鑫基金（雷志勇）、上海汐泰投资（范桂锋）、西藏明

曜资产（陈睿）、中庚基金（季国峰）、中融基金（蔡超逸）等 

时间 
2021 年 2 月 23 日 14:00-15:30； 

2021 年 2 月 26 日 10:00-11:00 

地点 公司现场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李小燕（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鹏（财务总监）、袁一侨

（证券事务代表）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 

介绍 

1、调研人员参观公司展厅、观看公司宣传片、了解公司产品应用

场景等，接待人员就公司基本情况、产品应用情况向调研人员进

行介绍。 

2、调研人员询问了公司行业发展状况、经营情况和业务开展情况

等方面内容。调研过程中主要问题及回复如下： 

（1）公司的产品有何特点和优势？ 

 公司以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系统为核心产品，目前拥有大

鹏 CW-007、CW-10、CW-15、CW-20、CW-25、CW-30、CW-100 

七大系列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系统，最大起飞重量涵盖 

6.8~105 千克，航时覆盖 1~8 小时。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测绘与地

理信息、巡检、安防监控、应急等领域。 



 

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飞行器平台采

用复合翼布局，在固定翼无人机的基础上，增加垂直起降动力单

元，从而实现了固定翼无人机的精确定点垂直起降功能，并兼顾

了传统固定翼无人机巡航速度快、航时长等优点。产品具有稳定

性高、模块化组装、全程自主飞行等特点，能在多种复杂地形起

降作业，无需操作人员干预即可完成巡航、飞行状态转换、垂直

起降等飞行过程。产品先后获得“地理信息科技进步二等奖”、“电

力科技创新奖一等奖”等奖项。 

公司的飞控与导航分系统具有高精度的姿态控制与航迹保持

能力、自适应控制分配能力、抗扰动能力，具有完备的安全保护

机制，可靠性高，能够提高无人机的作业效率、安全性及稳定性。 

（2）公司有何核心技术优势？ 

公司通过多年技术研发积累及产业化应用，在飞行器平台设

计及制造、飞控与航电、一体化设计及集成等领域形成了核心技

术优势，并拥有工程化及产业化能力。公司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

内领先水平，部分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截至2020年12

月31日，公司拥有已授权专利134项，其中发明专利29项，已登记

软件著作权52项。 

在飞行器平台设计及制造方面，公司是少数能系统地运用飞

行器专业设计体系的工业无人机企业之一，掌握了包括尾座式、

倾转转动力式、复合布局式、分布动力式等多种布局飞行器的设

计方法；在飞行器总体设计、气动布局优化、动力匹配与优化、

飞行力学与操稳控制、复合材料等领域都具有深厚的人才和技术

积累。公司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产品采用固定翼结合四旋翼

的复合翼布局形式，结合了固定翼无人机能量效率高、航时长，

以及多旋翼无人机垂直起降并能够悬停的优势，进一步拓宽了工

业无人机行业的应用领域，与多旋翼无人机一起成为当今工业无

人机的主要布局形式。 

在飞控与航电方面，公司具有飞控与导航系统、地面指控系



 

统、综合航电系统的自主设计研发能力，掌握了总能量飞行控制、

基于神经网络的自适应控制、L1 模型参考自适应控制等前沿控

制技术，相关产品具有高智能性、高适应性和高可靠性的特点，

以一种软硬件架构实现了固定翼、直升机、多旋翼以及扑翼等多

种飞行器类型的自动适配，对于常规布局的无人机几乎无需调整

参数就能满足全程自主飞行控制。 

在一体化设计及集成方面，公司掌握了涵盖飞控与航电、任

务载荷、飞行器的一体化设计与优化技术。公司无人机系统采用

软硬件通用/共用架构设计、标准机电接口设计、多元数据融合与

应用、多系统协同综合优化设计等方法，实现了结构重量、装载

空间、气动力、传输带宽、能源等资源的高效利用，在确保系统

发挥最大效能的同时，提高了系统的完整性、兼容性和扩展性，

并在成本控制、技术自主可控、多元化应用等方面体现出优势。 

   （3）无人机在巡检市场未来规模如何？  

工业无人机巡检领域目前主要的应用场景为电网巡检和油气

管路巡检，两种应用场景均面临采用传统人力巡检方式效率低、

成本高的问题。而无人机具有机动灵活、安全性高、成本低、环

境要求低，便于携带和运输等优势，随着技术的成熟，工业无人

机将成为电网和油气管路巡检更为有效的工具。 

电网巡检无人机的覆盖率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需求方的

规划密切相关。2015 年，国家电网提出，全面推广直升机、无人

机和人工巡检相互协同的输电线路新兴巡检模式。南方电网在其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2020 年基本实现“机巡为主+人巡

为辅”的协同巡检目标。 

同时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及社会运行对能源

的需求越来越大，我国油气管道规模不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我国管道输油（气）总里程由2013 年的 9.85 万千米增长

到 2019 年的 12.66 万千米，年复合增速为 4.27%。根据国家发

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到 2020 年，



 

全国油气管网规模达到 16.90 万千米，到 2025 年，全国油气管

网规模达到 24.00万千米。油气管线工业无人机巡检潜在市场规

模巨大。根据 Frost &Sullivan 的报告，我国工业无人机巡检领域

市场规模由 2015 年的 3.83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28.48 亿

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65.14%。预计 2024 年，我国工业无人机

巡检市场规模将达 121.91 亿元。 

（4）公司无人机服务业务情况如何？公司关于未来无人机

服务业务有何规划？ 

公司提供的无人机服务主要分为无人机航飞数据服务及无人

机执照培训服务。对于无人机执照培训服务，公司提供的具体培

训内容包括航空法规、飞行原理、无人机组装、基础飞行训练等

科目，并相应开展考核，服务收入根据培训的机型类别、人数等

因素协商确定。对于无人机航飞数据服务，公司通过执行无人机

航飞任务，为客户提供数据获取、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等服务，

通常包括服务收入按公里结算（如电网巡检服务）、按平方公里结

算（如按面积结算的地理信息测绘航飞服务）、按单次项目合同结

算等情形，服务定价根据服务内容、任务载荷类型、数据精度等

因素协商确定。未来，公司在现有服务业务基础上，根据行业需

求积极进行新业务开拓，不断开展航飞服务，提供航飞数据收集、

数据处理等。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0 年 2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