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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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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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源电气 AI Agent项目推介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中信证券、榕树投资、华泰证券、国信证券、华西证券、长江证券、

华鑫证券、华福证券、国泰海通证券、东方财富证券、长城证券、

华安证券、西部证券、财通证券、信达证券、瑞信证券、万联证券、

安信证券、国元证券、国元计算机、爱建证券、财信证券、华龙证

券、东亚前海证券、东北证券、银河证券、杭州银行、全景网、长

城基金、富荣基金、中邦私募基金、霖诺私募基金、金田私募证券

基金、高竹基金、光大保德信基金、熵盈基金、冠达泰泽基金、昭

华（三亚）私募基金、京港伟业、博致投资、格康电子、溪羽投资、

弥远投资、望正资产、德邦、前海骏杰资产管理、友博资本、普宏

投资、时代伯乐投资、光速亿达投资、中新融创、前海必达资本、

瞻程投资、耀洋实业、朗玛峰创投、汇合创世投资、昱珲泰投资、

汇华理财、水杉元和私募、华众金融、瑞瀚迈升投资、君弘投资、

华恒雄哲数字科技、知本复利投资、阳光天泓资产管理、前海鼎业

投资、云众创融投资、飞高投资、中瑞税务、旌安资管、聚龙投资、

泽铭投资、创联云睿科技、国海证券、绅徽投资、东方证券创新投

资、裕晋投资、个人投资者等 180余人 

时间 2025 年 7 月 24 日（周四）下午 15:00-17:00 

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3603室、线上通讯会议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陈唐龙 

董事兼总经理：佘朝富 

董事兼营销副总：周毅 

CTO：占栋 

董秘兼副总经理：陈玺 

控股子公司永力为董事长：李文宝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二、唐源电气 AI Agent项目推介 

三、与投资者就公司发展规划与经营情况进行交流 

1、公司在 7 月 22 号公告成立西藏子公司，业务涵盖矿山安

全、水库大坝安全监测等内容，请问在西藏布局是出于什么考虑，

对这块的业务是怎么规划的？ 

答：公司全资子公司智谷耘行在西藏设立合资公司，是基于以

下战略考量和业务规划： 

（1）战略逻辑：全国化拓展的关键布局 

公司全资子公司智谷耘行是公司聚焦安全应急产业的专业化

公司，智谷耘行在安全应急产业的整体战略布局是依托在四川安全

应急监管平台以及矿山企业安全监管系统上的技术积累和项目经

验，未来将在全国建立多个省级区域化公司，将成熟的 “空-天-

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全流程智能监管方案延伸至全国应急管理领

域。2024 年智谷耘行在甘肃成立首个西部区域化公司，目前已在

甘肃多个矿山实施 AI 视频监控系统、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矿山

智能化升级改造、应急监管平台的建设，并积极参与甘肃省水利、

水库安全监测项目的建设工作。在西藏布局是公司“四川经验+甘

肃模式”全国化复制的重要一步，也是响应国家安全应急装备发展

行动计划，推动区域安全应急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的积极行

动。 

（2）执行落地策略 

①业务聚焦核心领域：西藏子公司将重点推进矿山安全与智能



化、水利大坝安全监测、地质灾害监测、城市生命线安全预警等业

务，复制四川、甘肃的成熟技术产品（如 GNSS 位移监测设备、AI

边缘计算一体机、应急指挥系统），适配西藏高原环境需求。 

②本地化资源协同：借助合作方在西藏的工程设计、项目实施

及资源整合经验（如董国荣先生的本地工程管理经验），快速落地

公共安全风险监测系统、应急智能装备等应用场景，构建“技术+

本地化”的双轮驱动模式。 

③治理与风控保障：公司通过控股掌握核心管理权（提名董事、

推荐财务负责人），并设置竞业禁止、股权转让限制等条款，确保

战略执行与风险可控。 

（3）在西藏落地的意义与示范作用 

①区域战略价值：填补西藏高端智慧应急技术应用空白，助力

当地矿山、水利、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安全监测升级，为保障边

疆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技术支撑。 

②模式示范效应：作为公司在高原地区的首个智慧应急标杆布

局，将验证“成熟模式+本地化适配”的全国复制可行性，为后续

拓展其他中西部地区或特殊环境区域积累经验，进一步巩固公司在

智慧应急领域的全国化竞争优势。 

2、公司的机器视觉技术结合 AI 智能体，除了智慧工厂应用

场景外，公司还在哪些领域进行拓展？ 

答：从公司战略布局来看，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公司战

略进一步升级，实施“AI Agent+”战略，公司凭借在轨道交通智

能运维领域沉淀的 350公里时速高速、高精度、动态高清成像机器

视觉技术及 AI 算法，正积极多领域布局，包括 AI Agent+轨交智

能运维、智慧应急、智慧公路、智能制造，通过不同行业领域应用

场景的拓展，实现场景的多元化与技术的外溢，最终形成规模经济，

为公司的长久发展构建坚固护城河。 

（1）AI Agent+轨交智能运维，持续深挖既有优势。当前轨交

运维对智能化、精准化需求迫切，我们的技术目标是实现设备故障



的早期精准诊断与预测，比如通过 AI Agent 实时监测列车关键部

件运行状态，提前预判故障，降低运维成本，保障行车安全，契合

轨交行业向智慧化升级趋势，巩固公司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2）AI Agent+智慧应急，契合应急管理数字化、智能化变革

方向。利用 AI Agent 整合多源数据，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应

急场景中，实现快速风险评估、资源智能调配。如泥石流发生后，

快速分析受灾区域地理信息、人口分布，智能调度救援物资与人员，

提高应急响应效率，开辟新增长点。 

（3）AI Agent+智慧公路，顺应国家交通强国建设对公路智能

化要求。通过高清成像机器视觉与 AI Agent，实现路况实时监测、

交通事件智能识别（如事故、拥堵、道路病害）；实时融合分析多

源数据集，结合交通仿真，形成交通态势研判与预测，为交通管理

部门实施主动交通管控提供决策支持，优化交通流，提升公路通行

效率与安全性，提升用户出行体验，开拓交通领域新市场，形成新

的业务增长极。 

（4）AI Agent+智能制造，AI Agent 与智能制造的融合，正

成为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核心力量，顺应 AI 从 L2 向 L3 进化

的技术趋势，同时契合 B端市场对深度自动化和生产力提升的迫切

需求。从技术底座看，智能制造场景中，AI Agent 依托多模态基

础模型（如视觉理解车间设备状态、读取传感器数据）和强化学习

训练方法，实现对生产全流程的自主感知与决策。例如，通过高精

度机器视觉技术实时捕捉产线设备的微小振动、温度异常等动态信

息，结合 AI算法构建的智能体（L3级）能自主规划巡检路径、调

用检测工具（如红外扫描仪），形成“指令-观察-推理-行动”的

闭环，替代传统人工巡检的重复性劳动，实现深度自动化。从商业

价值看，AI Agent+智能制造不仅能通过优化能耗、减少停机时间

实现成本优化，更能通过挖掘生产数据中的隐性规律（如设备磨损

与产量的关联），赋能工厂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测”。 

3、公司在接触网检测、轨道状态监测等产品中具体应用了哪



些 AI 算法（如深度学习、图像识别）？未来是否有计划引入大模

型或多模态技术提升检测精度？ 

答：公司长期深耕接触网、轨道检测产品，拥有完善的 AI 处

理算法生态，建立了引领轨道交通基础设施智能运维行业技术前沿

的算法团队。通过“云-边-端”整体架构，构建智能化的运维产品，

为接触网、轨道智能运维提供行业一流的技术服务。例如，在图像

设备采集前端，通过智能化的采集硬件设备，搭建 CPU 芯片与 GPU

芯片协同处理机制，部署深度卷积神经网络（CNN）智能识别算法，

解决智能运维复杂逻辑运算和大规模图形运算行业难题。在云端，

通过部署聚类分析、关联分析、逻辑推理等 AI 算法，对轨道交通

基础设施服役状态进行寿命预测与健康管理。公司已经成熟运用多

模态技术，发布第一代“神源”轨交供电 AI 运维平台，可同时处

理检测监测中的文本、图像、视频等复杂多态异构数据，例如图像

中接触网中的重大缺陷在线识别精度可达到 95%以上，轨道几何参

数可控制在 0.1mm以内，守护高速列车安全可靠运行。 

4、“智慧交通 AI 识别系统”可自动标记接触网缺陷，目前

该系统的客户渗透率如何？在铁路局、地铁公司等场景中的实际

落地效果（如缺陷识别准确率、人工替代率）？ 

答：公司自主开发的“神源”轨交供电 AI 运维平台，有力支

撑了轨道交通基础设施与机车车辆检测监测产品及智能分析服务，

正在全国 18 个铁路局和全国各城市地铁推广应用。在轨道交通运

营单位应用效果良好，不仅可以智能识别待测目标特征，自动标记

各类缺陷，同时可以建立基础设施服役状态健康档案，为运营单位

提供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管理增值服务。 

5、公司机器视觉产品（如隧道成像检测装备）在复杂环境（如

低光照、高振动）下的成像稳定性如何保障？与同行相比，技术

差异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公司核心技术与管理团队深耕智能运维行业 30 余年，从



中国第一台接触网检测车开始，持续攻克复杂交变环境检测难题：

通过激光主动视觉、高频阵列成像、自适应动态曝光等核心技术，

有效应对风雪雨雾等恶劣气候条件，确保在高速动态、桥梁隧道等

复杂场景下的成像稳定性。 

与同行相比，差异化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公司是唯一掌握

350km/h 接触网动态检测技术的上市企业，也是国家铁路局重点实

验室分室和国家轨道交通电气化与自动化工程研究中心的产业化

基地，拥有顶尖的试验条件和科研能力，另一方面，公司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 3D/2D多维实时动态感知+云边端协同处理+“神源”AI

技术体系，较同行在效率上提升 30%，精度上提升 20%。 

6、车辆智能巡检机器人在天津地铁 6 号线替代了 80%人工巡

检，未来在全国市场的推广策略是什么？是否计划拓展至高铁、

机场等新场景？ 

答：在天津地铁 6号线的大毕庄车辆段，车辆智能巡检机器人

已成功投入使用，且成效显著。这款机器人运用了自主控制、AI

智能识别等先进技术，能够长时间持续工作，具备自动避障、自主

导航以及跨股道作业的能力。其检测范围涵盖车辆外观和车底部件

等，检测结果会及时传输至控制系统，极大地提升了检修效率与精

准度。经过数月测试，该机器人已可检测车下数千个点位，例如中

心销安装螺栓、牵引电机线缆等部位的外观检查均能完成，还可精

确测量各类关键部件尺寸。在识别精度方面，车体部件尺寸识别精

度达±1mm，关键件丢失识别率更是做到了 100%，检测效率提高了

300%，目前已成功替代 80%的人工巡检工作。 

鉴于在天津地铁 6号线取得的良好成果，未来在全国市场推广

时，将重点关注几类关键区域。一方面，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

冀、成渝等经济发达地区，加大技术与市场资源投入。这些地区城

市发展水平高，交通需求旺盛，对智能化交通设备的接受度和购买

力较强，有利于车辆智能巡检机器人快速打开市场并形成规模效

应。另一方面，公司也将积极投身偏远地区“慢火车”、“绿皮车”



等民生铁路和公益铁路的运营安全保障工作，例如在成昆铁路以及

拉林铁路这样的高原高寒地区进行资源投放，为守护每一条铁路的

安全运营贡献力量。 

在新场景拓展方面，高铁和机场领域潜力巨大。以高铁为例，

高铁的维修环境相较于城市轨道交通更为复杂，难度更高，但也意

味着更多的应用场景和需求。市场推广策略将首先集中在具有战略

意义的目标城市：北上广深、成都、重庆等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复

制“机检为主，人检为辅”的维修体系，另外对高温、高寒、高湿

环境做产品差异化定制，抢占特殊环境的黄金地段。今年以来，在

北京局、沈阳局、成都局，以及沈白高铁、牡佳高铁等多个项目中，

我们已经与业主达成了合作意向。后续将进一步研发适配高铁信号

机械室、隧道等狭小空间的智能巡检机器人，以满足高铁运维的特

殊需求。 

7、公司提到“3D 成像+AI 识别”技术体系，能否说明该技术

如何提升钢轨探伤或接触网检测的效率？是否有专利布局？ 

答：公司的技术体系在多个维度实现突破：以接触网受电弓检

测为例，公司在传统 2D 成像的基础上结合了 3D 成像和 AI 识别，

从技术上来说，这种技术体系结合增添了受电弓截面的深度信息，

受电弓的点云密度也得到大幅提高；从功能上来说，在传统 5C 装

置的图像分析等功能之外，增加了滑板缺口、滑板磨损状态等新检

测能力；从效果上来说，结合 AI 识别算法实现受电弓缺陷检出率

提高至 95%、滑板检测精度提升至 0.5mm。 

上述内容在公司 2022 年 8 月 1 日授权的发明专利《基于标准

模型的受电弓点云拼接方法、系统、设备和介质》中有相关描述，

公司陆续申报并布局了相关 3D 技术专利 10余项，例如在轨道检测

方面授权的专利《基于三维点云结合二维图像处理技术的扣件松动

检测方法》。 

8、当前智慧交通赛道参与者增多（如佳讯飞鸿、思维列控），



公司如何应对价格战风险？高毛利业务（如机器人、AI 系统）的

可持续性如何？ 

答：公司将进一步通过打造产品的定制化、差异化服务体系，

将公司从设备供应商逐步向数据服务商转型，同时跨领域拓展更多

应用场景，化解单一市场风险，为不同行业的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

技术与服务，短期利用政策窗口，中期通过生态合作，长期参与主

导行业标准，将技术壁垒转化为定价权。 

价格战本质是低价值竞争的体现，而技术锚点和政策锚点将共

同支撑头部企业穿越周期，未来 5-10 年，具备场景定义能力的企

业将占据价值链顶端，公司持续看好机器人、AI 业务及产品的可

持续发展。 

9、本次公司定增募投项目中，轨道交通智能运维机器人研发

与产业化项目的市场前景广阔，但行业仍处于早期阶段。请问公

司是否已与国铁集团、地铁公司等核心客户就产品的采购或试点

应用达成意向性协议？未来如何确保该项目的订单落地和商业化

变现能力？ 

答：目前公司研发的多款轨道交通智能运维检修机器人已被国

铁集团多个路局和地铁公司客户采购并使用，同时，公司在多个专

业领域规划了能满足客户不同需求的智能运维机器人。 

为确保该产业化项目的订单落地和商业化变现能力：公司构建

了需求精准转化、敏捷交付、持续价值挖掘的三维体系，并通过建

立行业标准、与合作方建立共赢机制提升商业化变现能力。 

（1）深度理解并积极响应客户需求。公司已建立区域化、属

地化贴近客户的营销服务体系，在全国设立了多个区域化子公司，

提升客户满意度。 

（2）敏捷交付。公司核心技术与管理团队拥有 30 年行业经验

积累，具有良好的市场品牌形象，产品交付采用敏捷闭环管理模式，

缩短交付周期，降低产品边际成本。 



（3）持续价值挖掘。通过创新收入模式，基础功能订阅+增值

服务收费：如标准化基础模块保障现金流，按需开放 AI 分析等高

级功能。 

（4）标准制定，引领行业发展。与行业企业共建技术接口标

准，降低客户系统集成成本。 

（5）合作共赢机制。通过战略合作分润机制拓展渠道订单。 

10、公司的安全检测技术和隧道摄像及运维技术是否可以用

于雅砻江水电这类山洞体水电项目，谢谢 

答：公司依托长期积累的高速、高清、高精度动态成像机器视

觉技术的底层共性，可以将轨道交通领域积累的智能检测监测技术

迁移至水电项目，结合 AI 运维平台，为该等山洞体工程提供全生

命周期运维的技术支撑。公司将结合市场需求、技术成熟度及战略

协同性，审慎评估是否进入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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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