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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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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证券、广发证券、海通证券、国投证券、国信证券、东方

证券、东北证券、长城证券、粤开证券、南方基金、璟澄资本、

泉果基金等 483位机构及个人投资者 

时间 2025年 4月 8日 14：00-20：00 

地点 佛山顺德海骏达希尔顿酒店、709基地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长：刘若鹏博士；董事、总经理：栾琳博士；董事：金曦

博士；独立董事：彭剑锋先生；董事会秘书：周建林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董事长刘若鹏博士于公司2025-2035战略发布会现场

向各位投资者介绍了中美航空航天实力对比与挑战、超材料

在未来的应用与产业延伸前景、超材料产业在航空航天领域

的发展前景与战略意义、公司在超材料产业的领军地位、公

司5大基地生产与建设情况、技术积累与产业化成果。公司5

大基地（乐山、天津、株洲、顺德、洛阳）所在政府也介绍

了公司各基地落地的情况，兴业证券首席军工分析师石康先

生对国内外军工赛道与公司的发展进行了点评分析。 

另外，公司就投资者主要关注的问题进行答复，主要问

题如下： 

1、超材料技术在航空航天尖端装备领域的应用主要面临

哪些挑战？ 

答：公司创始人团队在超材料领域沉淀了20余年，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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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规模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克服了诸多难题。超材料技术

在尖端装备领域面临的挑战与矛盾主要有以下10个方面：1）

“看得清”与“藏的深”（大量的射频孔径天线需用于发射

和接收雷达波对YS性能造成的挑战）；2）“红外测不着”与

“雷达探不到”（红外YS材料通常具有高导电性，会屏蔽雷

达波，导致无法实现雷达波YS）；3）“近的抓不着”与“远

的看不见”（吸收“短波长”雷达波与吸收“长波长”的雷

达波是两种不同的、难以兼容的材料；4）“飞得快”与“藏

的深”（气动设计追求流线型曲面设计与YS要求的倾斜设

计、平行设计相冲突）；5）“减重量”与“藏的深”（实现

YS功能需要额外付出材料重量，与结构减重相冲突）；6）

“飞得稳”与“藏的深”（雷电防护需要设计金属材质的导

电通路，与YS设计相冲突）；7）“看得远”与“藏的深”

（“看得远”需要射频天线辐射功率足够大，然而YS材料都

在大规模吸收微波辐射，使得被照射到的结构材料易被烧

坏）；8）“海洋耐腐”与“藏得深”（传统吸波材料含有大

量的铁氧体，在海洋环境下容易生锈，散失YS功能）；9）

“飞得稳”与“减重量”（飞机在超音速、大机动飞行下，

需要特殊的刚度设计，结构刚度往往需要通过增重来提高，

与飞机轻量化目标冲突）；10）“高质量、高可靠、高性

能”与“大规模低成本”（复杂功能结构在超音速、大机

动、大过载飞行使用条件下，需具备40年的寿命；同时还需

要具备众多功能性能，如此高质量、高可靠、高性能与大规

模低成本需求相冲突）。 

通过实现对上述十大技术挑战的攻关，公司已实现复杂

功能结构产品的设计、制造与量产。以某复杂功能结构产品

为例，单件产品复合36大类别功能、涉及1917项性能指标，

指标文件达602页、26.85万字。 

2、基于超材料技术的复杂功能结构的优势是什么？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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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 

答：超材料可以人为编辑材料的属性，实现超越自然材

料的物理性质，是材料领域的“基因编辑”技术，是一场材

料革命。基于超材料技术的复杂功能结构可以在保证轻量化

的同时实现高强度和宽频段YS。以公司某复杂功能结构产品

为例：为实现复杂功能结构36大类功能、1917项性能指标，

公司完成了关键研发节点 21296个，编写设计技术文档 

41113份，累计7.74亿字，涵盖电磁、结构、强度、材料、产

品、工艺和质量等多个维度的研发设计文档。 

3、请简述公司在上游特种功能材料方面的布局 

答：公司已开发161款特种功能材料，涵盖功能预浸料

(29款)、电磁吸波蜂窝(80款)、特种高性能树脂(10款)、电

磁胶膜(8款)、特种功能涂料(5款)、电磁吸波材料(17款)等

功能结构所需主材和辅材，实现功能结构核心材料全覆盖。  

4、除了上游，中游和下游都有哪些布局？ 

答：公司在中游和下游进行了系统性的产业链建设，中

游重点布局了超材料产品关键零部件的制造，涵盖蜂窝、蒙

皮、射频组件、梁、肋等核心部件，由佛山、株洲、天津的

子公司承担具体研发制造工作。在下游方面，公司聚焦于超

材料终端成品及服务，包括复杂功能结构产品、无人机及服

务等，由深圳、乐山的子公司负责。同时，公司还构建了覆

盖全产业链的配套体系，涵盖特种工装、夹具、设备和检验

检测等环节，依托深圳、天津子公司以及1204家配套企业，

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 

5、公司在超材料量产过程中需要突破哪些核心技术挑

战？ 

答：为实现超材料功能结构产品的量产，公司突破了纳

米级微结构精密制造、多材料体系共固化、混杂材料胶接、

超材料射频电子集成、超材料蜂窝高精密加工等系列材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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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技术，形成149691份、38.28亿字的制造工艺文件，实现

了功能结构全流程制造技术覆盖。 

此外，公司设计定制了4641套超材料专用设备，构建了

复杂功能结构全流程生产能力，并基于产品需求，设计定制

了8646套特种专用工装，以实现复杂功能结构大批量生产交

付。 

6、公司团队在超材料领域深耕了22年，都有哪些具体成

果？ 

答：公司建立了超材料研发制造的超级平台，包括728.8

亩产业基地、55.2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616台定制专用设

备、8646套特种专用工装、161款自研定制材料、7.74亿字的

设计技术文档数据库、38.28亿字工艺制造大纲、11.72万张

设计图纸、1331.08万行设计源代码、54.50万个仿真模型、

7979.93万条目标特性曲线大数据库、219.58万幅各类实测成

像图。产品技术应用覆盖了所有新一代航空航天装备。 

7、公司如何将超材料技术应用于低空经济、智能汽车和

人形机器人等民用领域？ 

答：公司已构建覆盖设计、材料、制造、检测的超材料

全产业链。在低空经济领域，超材料赋能无人机蜂群实现射

频YS与自组网协同，具备高性能、低成本、大规模等优势；

在智能汽车领域，推动智能汽车的研发从传统的“运载平

台”向“智能通信与协同终端”转变；在人形机器人领域，

用超材料技术深度赋能人形机器人核心部件，突破非标场景

运动控制难题。 

8、公司于2025年4月7日发布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是控股股东要减持的意思吗？ 

答：本次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映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

称“西藏映邦”）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377,366,252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7.51%，系西藏映邦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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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所获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4月

10日。上述股份于2017年2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20年2月，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的锁定期已满3年，达

到解除限售条件。西藏映邦作为公司控股股东，为稳定市场

信心，自愿将其所持有的全部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延期并分

批解除限售。西藏映邦分别于2020年11月30日、2022年12月

14日解除限售290,869,361股、249,716,700股。本次解除限

售完成以后，西藏映邦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均为无限售条

件股份。西藏映邦目前暂无减持股份的计划。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5年 4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