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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语言学习平台

Q1:空中成像是什么？空中成像是通过平板透镜从而形成不需要介质承载的实像。空气成像是一种无需介质的成像技术，目前主流的原理包含“逆
反射”悬浮、AI板、光线积分和计算光场。主流空中成像由光源＋DCT-plate（即负折射平板透镜）＋交互模组实现。平板透镜是实现空中成像的核心产
品。

Q2：空中成像与全息投影的区别？与全息投影相比，空中成像技术的优势可从应用原理、介质、关键技术三方面展开。（1）应用原理：全息投影
利用光的干涉和衍射原理实现，空中成像则应用光场重构原理实现。（2）介质：全息投影需要介质承载，空中成像无需介质承载（3）关键技术：全息
投影先利用干涉原理记录物体光波信息，使之成为一张全息照片，然后利用衍射原理再现物体光波信息，使图像显示出来。空中成像基于微纳结构光场
调控基本原理，通过无源光波导阵列器件—负折射平板透镜，精准控制光线的入射、折射和反射，将发散光线在空中重新汇聚。

Q3：空中成像的技术优势及应用场景有哪些？非接触、新奇性、可防窥是空中成像目前的三大优势，其技术壁垒主要在于技术精度上，这也是影响
成像清晰度和用户体验感的核心环节。目前可应用于家居、展览、车载、医疗、公告设施、教育、政企服务等。

Q4：空中成像目前有哪些企业在参与？目前ASKA3D是日本Asukanet公司的一款产品，该公司在空气成像技术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国内产业链上
游下游参与的企业有（1）东超科技（2）棱镜全息（3）像航科技（4）衍视科技 （5）凯盛科技。

Q5:空中成像近期有哪些看点？ 2024年4月24日，华为在北京举行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发布会，现场发布了智能驾驶为核心的全新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品牌——华为乾崑，针对用户对汽车产品的多元需求，东超科技结合自身“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优势，创新推出“空中成像·智能车载解决方案”，
全面提升传统车企座驾空间科技感，提升行业竞争力。目前多家车厂逐步开始采纳空中成像技术，智能座舱市场有望助力空中成像发展，预计2026年中
国智能座舱市场空间可达2127亿元，五年复合年增长率约为17%。

投资建议：空中成像是目前先进的光学成像技术，空中成像产业链有望逐步完善，包括全息投影内容制作公司、设备生产厂商、技术支持服务商等
在内的各个环节都在不断加强合作与协同。首推伟时电子；受益标的：亿道信息、时空科技、中光学、凯盛科技、奥比中光等。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放缓、技术导入不及预期、客户导入不及预期、贸易摩擦加剧。



Q1

空中成像是什么？



1. 空中成像是通过平板透镜从而形成不需要介质承载的实像

空中成像是通过平板透镜从而形成不需要介质承载的实像。空气成像是一种无需介质的成像技术，目前主流的原理包含“逆反射”悬浮、

AI板、光线积分和计算光场。原理1：空气成像技术通过光场重构原理，凭借等效负折射率平板透镜（DCT-plate），将发散的光线重新汇

聚，在空中形成一个三维的实像。微观上看，透镜是由密密麻麻的晶格和光栅组成，通过排列使光线产生“负折射”现象，能够将光源发

散出来的光线重新汇聚，在其另一侧形成一个肉眼可见的1:1大小的实像。原理2：日本ASKA3D公司使用大量反射镜胶合在一起形成一块AI

板，从而达到成像效果。原理3：光线积分。该技术利用大量折射与反射单元，将空间中一个点发出的光线在另一个位置重新交汇成像，

该技术的核心难度在于光线积分处理单元。原理4：计算光场。利用微结构光场重构技术，把物体离散成高分辨率的空间光斑点阵，通过

光的衍射传播、干涉叠加及光场的复振幅调控，将离散的光斑点阵无损地重构在空气中，从而实现无介质成像。

图1：空中成像原理

资料来源： 汇正财经，东兴证券研究所



1. 主流空中成像由光源＋DCT-plate（即负折射平板透镜）＋交互模组实现

资料来源： 中国知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2：基于等效负折射率平板透镜的交互系统

主流空中成像由光源＋DCT-plate（负折射平板透镜）＋交互模组实现。举例：交互系统总体框架分为三个部分如图2 所示。右边是通过

等效负折射率平板透镜在空气中形成的一个实像。中间是主控系统，它一方面用来交互识别内容，另一方面用来提供可靠像源，无介质空

中成像会有一定光损，因此主控系统配有一个高亮显示器，亮度达到500 cd /m2。左边是交互用到的三种传感器。



1. 平板透镜是实现空中成像的核心产品

平板透镜是实现空中成像的核心产品。图像和物体散发的光线穿过特殊结构的玻璃板后，再次聚集于相反侧相同距离的位置，而形成与原

物相同的影像。目前主流平板透镜为玻璃材质，少部分树脂材质平板透镜。树脂制板略逊于玻璃制，但可以实现廉价且高质量的空中成像。

玻璃制板可以实现优质的空中成像。特别适合于空中显示器和标牌领域的大型空中成像等。适合于大量生产的空中显示器等各种产品的嵌

入使用，在价格和费用方面具有优势。

高一致反射率真空镀膜技术是无介质空中成像的关键技术之一。通过特殊的镀膜工艺，能够使玻璃等材料具备高反射率，从而更好地对光

线进行反射和调控，为空中成像提供了基础的技术支持。

图4:ASKA3D玻璃板32英寸大型空中显示器

资料来源： ASKA3D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3: ASKA3D树脂板成像效果

资料来源： ASKA3D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1. ASKA3D空中成像的原理

ASKA3D是日本Asukanet公司的一款产品，该公司在空气成像技术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基础原理：通过两个直交的镜子反射光线形成图像的原理。第一次入射角和第二次出射角的反射角度相等，结果是在板的目标轴上以1:1

的空间显示实像。

结构：整齐排列的垂直镜结构。乍一看像是简单的双层镜结构，但要实现数百微米单位的规则图案成型。

表现：ASKA3D板不需要使用传统的雾状不可见物质作为屏幕，也不需要佩戴专用眼镜观察。它将物体发出的光本身聚集在空间中，并从聚

集的空间中扩散光线。

图6:ASKA3D平板透镜构造

资料来源： ASKA3D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5: ASKA3D平板透镜基础原理

资料来源： ASKA3D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7:ASKA3D平板透镜表现

资料来源： ASKA3D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Q2

空中成像与全息投影的区别？



2. 空中成像与全息投影的区别

语言学习平台

与全息投影相比，空中成像技术的优势可从应用原理、介质、关键技术三方面展开。（1）应用原理：全息投影利用光的干涉和衍射原理

实现，空中成像则应用光场重构原理实现。（2）介质：全息投影的成像都离不开幕布，水幕、烟雾、全息膜、特殊玻璃，甚至是旋转的

叶片等都能作为幕布。空中成像无需介质承载，将像呈现在空气中，呈像为实像，可实现人机互动。全息投影需要介质承载。（3）关键

技术：全息投影先利用干涉原理记录物体光波信息，使之成为一张全息照片，然后利用衍射原理再现物体光波信息，使图像显示出来。空

中成像基于微纳结构光场调控基本原理，通过无源光波导阵列器件—负折射平板透镜，精准控制光线的入射、折射和反射，将发散光线在

空中重新汇聚，形成无需任何介质承载的实像。

资料来源：东超科技官网、新浪财经，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8：空中成像与全息投影在应用材料、介质、关键技术三方面的对比

应用原理 介质 关键技术

全息投影利用光的干涉和衍射原
理实现。

空中成像则应用光场重构原理实
现。

全息投影需要介质承载。

空中成像无需介质承载，将像呈现在
空气中，呈像为实像，可实现人机互
动。

全息投影先利用干涉原理记录物体光波信息，使
之成为一张全息照片，然后利用衍射原理再现物
体光波信息，使图像显示出来。

空中成像通过无源光波导阵列器件，精准控制光
线的入射、折射和反射，将发散光线在空中重新
汇聚，形成无需任何介质承载的实像



Q3

空中成像的技术优势及应用场景有哪些？



3. 空中成像技术优点与壁垒

语言学习平台

交互精度：区别于常见的手势
识别，空中成像交互精度需要达
到2mm左右，才可实现精准的点
对点交互。

加工精度：透镜加工需要经过
数十道工艺，来达到80~120纳米
级左右的加工精度。

非接触

新奇性

可防窥

NO.01

NO.02

NO. 03

PART 01

PART 02

PART 03

用户在交互过程中，不接触应用实体，在疫

情背景下，特别是在医院、电梯等公共场所，

能有效避免人-物-人式交叉感染风险。

在各类场景下，例如新能源汽车等，空中

成像对于用户来说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以

往科技电影中的场景可以在现实中触碰。

东超科技设定了左右45度的载体可视角，

在金融、医疗自助机等场景，可以减少隐

私和安全性等问题。

技术壁垒主要在于技术精度上，
这也是影响成像清晰度和用户体
验感的核心环节。技术精度主要
靠两点实现：

资料来源： 36氪，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36氪，东兴证券研究所

三大优点 技术壁垒



3. 空中成像的产品应用

语言学习平台

空中成像技术可应用于： （1）非接触式医疗自助机：非接触式医疗自助机搭载了东超科技国际领先的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提供全新的

空中成像人机交互方式，让用户在不接触实物的情况下，点击空中屏幕，即可完成挂号、预约、缴费等多功能自助服务的一系列操控。

（2）空中提词器：可将常规提词器的提词界面于空中直接成像，不依赖其他实体显示介质。配合自动翻页系统，可为用户营造一种“脱

稿演讲”的效果。空中影像具备一定可视角度，仅正面使用者可见，私密性良好。 （3）非接触式手术阅片器：可将传统设备的操作界面

在空中直接成像，产品“无接触操作”的特性，可解决触摸按键交叉感染、术中医师无法操作、设备较多干扰气流等痛点，有效提升手术

室工作效率。 （4）高重频纳秒激光器：一款全固态的大能量激光器，可广泛应用于LIBS、激光光谱、激光加工等领域。

图9:东超科技非接触式医疗自助机、空中提词器、非接触式手术阅片器、高重频纳秒激光器（左到右）

资料来源：东超科技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Q4

空中成像的目前有哪些企业在参与？



4. 空中成像行业企业

语言学习平台

参与空中成像的上游企业有（1）东超科技（伟时电子参股4%）：空中交互成像技术，最核心技术“光源+DCT-plate（即自主研发的负折

射平板透镜）+交互模组”完成攻克，目前已量产。（2）棱镜全息（吉利科技集团持股30%，当虹科技参股9.8%）：自研专利结构光场重

构技术，实现空中无介质成像，并构建智能化驾驶空间，为驾驶者提供全新的驾驶体验。（3）像航科技（盈趣科技参股2.8%）：自主研

发并完成量产光学平板透镜微通道矩阵光波导平板，实现空气中可交互的无像差真实影像。

中游环节目前有：凯盛科技：无介质空气成像的高一致反射率真空镀膜技术，已批量供货。

。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表1：国内空中成像企业主要参与者及全球行业龙头（ASKA3D）

公司 平板透镜
是否能自产核心元

件
应用领域

东超科技 DCT-plate 是
家居、展览、车载、医疗、

公告设施等

像航科技 MOW-Plate 是
设施、文旅、医疗、教育、
消费电子、政企服务等

衍视科技 \ 否
家居、展览、车载、医疗、
公告设施、教育、政企服

务等

棱镜全息 \ 否
车载、公共交通、文旅、

娱乐等

ASKA3D ASKA3D-Plate 是
家居、展览、车载、医疗、

公告设施等



4. 空中成像行业龙头——ASKA3D

空中显示

器单元

01 02

03

树脂制

ASKA3D

板

玻璃制

ASKA3D

板

树脂制ASKA3D板虽然略逊于玻璃制，但可
以实现廉价且高质量的空中成像。适合于
大量生产的空中显示器等各种产品的嵌入
使用，在价格和费用方面具有优势。

空中显示器单元将
ASKA3D板、液晶显
示器、红外传感器
、机壳集成在一起

，
通过连接您现有的
Windows PC，可以
轻松实现空中显示
器的显示和操作。

玻璃制ASKA3D板可
以实现优质的空中
成像。特别适合于
空中显示器和标牌
领域的大型空中成

像等。

产品矩阵

资料来源：ASKA3D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简单连接

灵活安置

合而为一

无需公司内部采

购零件或组装，

产品到达后即可

立即使用。

无需复杂设置，
与手头电脑简单
连接即可轻松显
示和操作。

适应各种安装条
件的配置，水平
放置、垂直放置
等。

ASKA3D是日本Asukanet公司的一款产品，该公司在空气成
像技术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ASKA3D过去处于该行业垄
断地位)。ASKA3D的技术核心在于其等效负折射率平板透
镜，这种透镜由密密麻麻的晶格和光栅组成，通过排列使
光线产生“负折射”现象，能够将光源发散出来的光线重
新汇聚，在其另一侧形成一个肉眼可见的1:1大小的实像。



Q5

空中成像近期有哪些看点？



5. 华为携手东超科技开启智能座舱新纪元

语言学习平台

2024年4月24日，华为在北京举行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发布会，现场发布了智能驾驶为核心的全新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品牌——华为乾崑。

针对用户对汽车产品的多元需求，东超科技结合自身“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优势，创新推出“空中成像·智能车载解决方案”，全面提

升传统车企座驾空间科技感，提升行业竞争力。前排中控及副驾系统：可定制空中成像中控系统、车载精灵，实现HUD空中显示、语音及

手势交互功能。座椅靠背交互娱乐系统：可定制非接触式车载娱乐办公系统，满足后排乘员提供影音娱乐需求。后排乘客娱乐办公系统：

可定制车载娱乐办公系统，集成非接触内嵌式箱体结构，实现影音娱乐、空调调节等操控。

图10:东超科技悬浮空中仪表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12：东超科技声源定向全息管家图11:东超科技全息娱乐系统



5. 未来智能座舱市场助力空中成像发展

语言学习平台

图13:未来智能座舱助力空中成像发展，五年复合增长率达17%

资料来源：中商情报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智能座舱市场规模为1127亿元。预计2026年中国智能座舱市场空间可达2127亿元，五年复合年增长率约为17%。而空气成

像有望代替“车载显示”系统，更重要的是，空气成像并不是简单的概念，而是已经有订单落地。

目前华为已经表示，下一代问界将搭载“空中成像”技术。预计后续空中成像有望成为汽车智能化的标配。华为汽车智选模式的合作方，江淮

汽车、奇瑞汽车在2023年都搭载了东超科技研发的“空气成像”。而宝马、丰田、大众、吉利、长城、上汽、一汽也早在2021年先后采用了空

气成像的技术。空气成像技术已被多家汽车厂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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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厂 发布时间 供应商

长城 2019亚洲ces 衍视科技

丰田 2020亚洲ces 衍视科技

吉利 2021/4/14 棱镜全息

大众 2021/5/27 棱镜全息

长安 2021/8/24 东超科技

上汽.鲲 2021/10/1 像航科技

华为 2021/12/2 像航科技

江淮瑞风 2023上海车展 东超科技

奇瑞 2024上海车展 东超科技

一汽红旗 2025上海车展 像航科技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东兴证券研究所

表2:已采纳空中成像技术的车厂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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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标的

受益标的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投资建议：空中成像是目前先进的光学成像技术，空中成像产业链有望逐步完善，包括全息投影内容制作公

司、设备生产厂商、技术支持服务商等在内的各个环节都在不断加强合作与协同。首推伟时电子；受益标

的：亿道信息、时空科技、中光学、凯盛科技、奥比中光等。



风险提示

语言学习平台❁ 下游需求放缓

❁ 技术导入不及预期

❁ 客户导入不及预期

❁ 贸易摩擦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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