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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520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现场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电话会议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任苒成 国泰海通证券 

李雨泉 西部证券 

邢博阳 中泰证券 

王可 中泰证券 

臧熊 长江证券 

杨继虎 长江证券 

华夏 中信证券 

徐海涛 大筝资管 

孔淑媛 国泰海通证券 

任康 天风证券 

田昕 申万宏源证券 

黄龙 国泰海通证券 

叶鑫 国联民生证券 

何建苑 磐厚动量 

方嘉敏 招商证券 

王道斌 胤胜投资 

王泷皓 蜂巢基金 

王宁 广发证券 

陈俊源 敦和资管 

周涵天 个人投资者 

任晖 个人投资者 

娄涛 个人投资者 

姜保刚 个人投资者 

秦建永 个人投资者 

陈强 个人投资者 
 

时间 2025年 5月 14日至 5月 20日 

地点 现场调研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周家禾 

投资者关系经理：蒋定杨 



一、公司情况介绍： 

联创光电是在 1999 年由江西省电子工业局整合旗下部分优质资产成立，并

于 2001 年在上交所挂牌上市(证券代码:600363)。公司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

产业升级，走出高端装备、自主产权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公司先后获评“国家 863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拥有一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两个省级研发平台，两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19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华联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公司近年来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构建“以智能控制产业为基础，重

点突出激光和高温超导两大产业”的产业布局，激光、超导等高科技壁垒产业逐

步进入商业化落地阶段，公司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卓有成效。未来，我们将不断加

速激光器件装备以及高温超导磁体等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化、规模化发展，使公

司成为科技领先型企业。 

二、提问环节 

1.星火一号的建设节奏及未来展望？ 

回复：据公司从江西聚变新能源获悉：“星火一号”目前已正式从方案论证

阶段转段进入实体化运营阶段，目前项目用地正在进行环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正在报相关部门审批，进度符合规划预期。根据项目规划，“星火一号”项目

计划在 2026 年-2027 年开展聚变主体阶段主机及辅助系统建造以及真空室入坑

等工作，在 2028 年-2029 年完成内真空封闭、系统调试等工作，各系统调试完

成后，项目进入演示发电阶段。 

2. 今年整体业务的展望？ 

回复：激光方面将坚持围绕“升级产品、拓展海外、保障交付”三大主线，

持续提高激光系列产品的性能、稳定性及环境适应性，拓宽产品矩阵，进一步巩

固技术优势地位，确保在特殊领域细分市场持续拥有领先优势。同时结合自身产

业化能力，聚焦产品工程化研究与成果转化，紧抓激光反制系统获批出口的有利

条件，推进特殊领域激光反制无人机整机系列产品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战略布

局。 

智能控制器方面主要从技术升级、多元拓展以及供应链优化等方面，持续推

动智能控制器的迭代，优化产品设计，进一步改善产品的毛利率，向高端产品进

军，提升产品附加值。 

背光源方面由于 2024 年的大额存货减值计提已经充分释放了历史经营风

险，所以 2025 年起，联创致光的资产质量显著优化，背光源产业的发展得以轻

装上阵，根据 2025 年一季度的经营情况来看，前期采取的管理措施颇有成效，



公司将继续深化推进成本管控及数字化转型，持续升级管理能效，推进背光源产

业整体毛利率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超导业务方面依托不断创新的技术和性能稳定可靠的产品，继续推动高温超

导感应加热设备、高温超导磁控硅单晶设备、高温超导可控核聚变工程装备以及

定制化的高温超导设备的“3+N”产品布局，力争产品和技术合同金额迈上新台

阶。 

3.能不能详细讲一下可控核聚变里边超导线圈的组成？公司目前已经完成

了哪些研发？ 

回复：根据托卡马克装置的设计方案，需要多组线圈共同作用来完成对等离

子体的有效约束，主要包括纵向、环向以及中心螺线管三组共计 30 余组线圈，

每个线圈要求的电流及磁场强度都很高，联创超导目前的研发成果如下： 

2023 年 8 月，自主设计和研制了用于未来高场超导磁体的高载流百米级超

导集束缆线，长度达到 101.3m，这是国际上首次实现百米级高温超导集束缆线

的制造和封装； 

2024 年 4 月，自主设计的基于高温超导集束缆线的 D 型超导线圈成功完成

制备与低温测试。该超导线圈高度超过 1m，在液氮温区下实现了 1.5kA 以上电

流的稳态运行，这是国内首个基于超导集束缆线的 D型超导线圈； 

2025 年 1 月，自主设计的基于高温超导集束缆线的 D 型磁体成功完成 20K

温度下低温测试，线圈高度超过 1.0m，在 20K 冷却条件下实现了最大稳态运行

电流超过 1.5kA，这是国内首次完成基于超导缆线的 D型线圈 20K温区测试。 

4.高温超导的技术壁垒体现在哪里？技术难点体现在哪里？ 

回复：据公司从联创超导获悉：磁约束可控核聚变装置，需要极强的稳定性

以及极大的电流密度，因此单根超导带材无法满足使用需求，需要研发团队尝试

多种缆线及导体结构，必须满足高电流密度、高结构强度、高效的冷却方式、n

Ω级的接头电阻，以及方便的制造方式，主要技术难点体现在： 

(1)稳定性：在电磁和热循环下传输电流的稳定性； 

(2)失超保护：可靠的高温超导磁体失超探测及保护控制技术； 

(3)接头：结构简单、低电阻、可现场组装的电连接。 

5.南昌“星火一号”项目和其他可控核聚变项目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回复：据公司从江西聚变新能源获悉：全球可控核聚变正处于由科研走向工

程化的过渡期，目前其他纯聚变项目的定位主要以等离子体物理研究为主线，逐

步开展规模化、系统性的聚变工程实验验证，解决示范堆面临的工程化技术难题。

“星火一号”高温超导混合堆的装置结构和聚变堆芯与纯聚变装置是一样的，区



别在于包层。混合堆包层通过裂变反应倍增更多能量，提高热功率与发电功率，

极大地降低了来自聚变的工程技术挑战。因此，“星火一号”的战略定位是利用

现有成熟技术，通过采用聚变-裂变混合技术，在全球率先实现能长时稳定运行、

氚自持且能发电演示的聚变实验装置。“星火一号”充分融合了聚变和裂变技术

的优势，有安全性好（无临界安全事故、极大降低熔堆风险）、装置规模小（通

过混合包层放大能量，装置规模可做到纯聚变堆的 10%～20%）、投资规模小（百

亿级人民币）、技术成熟度相对较高（极大降低来自聚变的挑战）、建造时间短

（5～10 年）等显著特点。此外，采用高温超导磁体技术，可以在同样输出功率

的情况下缩小装置体积，进一步降低工程造价，缩短建设周期。高温超导磁约束

聚变—裂变混合堆可以显著加速聚变能源发展进程，且在核燃料生产、放射性废

物处理、同位素生产等方面极具经济价值和应用前景，对国家能源安全和国防安

全保障等具有重大意义。 

6.“星火一号”为什么选择高温超导技术，联创超导在高温超导聚变磁体

方面的创新性体现在哪里？ 

回复：据公司从联创超导获悉：“星火一号”是磁约束托卡马克装置，托卡

马克装置需要极强的磁场对等离子体进行约束。根据磁约束聚变的托卡马克装置

的聚变输出功率计算公式，聚变功率 P 与磁场强度（B）的四次方成正比，等离

子中心磁场强度的提升是实现可控核聚变最关键的影响因子。因此在同等聚变功

率下，提高磁场强度可以大幅降低托卡马克装置的体积，从而降低研发费用，缩

短研发周期。高温超导材料具有更高的上临界磁场和极好的载流性能，是产生

15T以上强场磁体的首选技术方案。 

联创超导先后完成了 REBCO 集束缆线及高温超导磁体的设计，于 2023 年 8

月完成了国际首根百米级大电流高温超导缆线的研制，于 2024 年 4 月成功应用

于 D型超导线圈的研制，具备了为紧凑型聚变堆提供大口径高场磁体的能力，并

于 2025 年 1 月完成国内首个基于高温超导缆线的 D 型线圈 20K 温区低温实验。

该线圈采用 REBCO 高温超导材料，并创新性地采取高温超导集束缆线的制备方

式，具有冷却效果好，带材利用率高以及工作稳定性能好的特点。线圈高度超过

1m，在液氮温区下实现了稳态运行电流超过 1.5kA。这是国内首个基于超导集束

缆线的 D型超导线圈，进一步验证了高温超导磁体设计与制造技术的可靠性，证

明了高温超导核聚变装置采用更高运行温度的可行性。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5年 5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