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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下发的《关于请做好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已收悉，陕西中

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火箭”、“公司”、“上市公司”、

“申请人”或“发行人”）会同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律师”）等对告知函中所提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核查，现将具体情况汇报

如下，请贵会予以审核。 

本告知函回复文件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和简称与《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上会稿）》中各项用语和简称

的含义相同。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均为人民币，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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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应收账款。报告期末，申请人应收账款余额占流动资产比例较高。

请申请人：（1）区分产品类别，说明报告期内各产品类别前五名主要客户是否

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况，是否出现过经营困难、债务风险等情况，如有，说明相

关应收款项是否计提了减值准备，相关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2）针对一年

以上的应收款项，说明相关应收款项长期未收回的原因及合理性，并分业务与

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较，说明减值准备计提的比例及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区分产品类别，说明报告期内各产品类别前五名主要客户是否存在逾

期付款的情况，是否出现过经营困难、债务风险等情况，如有，说明相关应收

款项是否计提了减值准备，相关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一）区分产品类别，说明报告期内各产品类别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情况 

1、军用小型固体火箭 

报告期内，军用小型固体火箭的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日

期 
序号 单位 

客户单

位属性 

应收账

款原值 

应收账款

原值占比 

坏账准

备金额 

期后累计

回款 

经营状

况 

是否为失信被

执行人 

2022

年 3

月

31

日 

1 军品客户 AG 军贸单位 8,965.40 20.35% 936.32 - 正常 否 

2 军品客户 AJ 
军工集团

下属企业 
1,540.00 3.49% 51.43 - 正常 否 

3 军品客户 AH 
军工科研

院所 
1,239.00 2.81% 31.59 - 正常 否 

4 军品客户 A 
军工科研

院所 
1,000.00 2.27% 25.50 - 正常 否 

5 军品客户 AK 军方单位 513.54 1.17% 13.10 - 正常 不适用
注 1 

 合计 - 13,257.94 30.09% 1,057.94 - - -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 军品客户 AG 军贸单位 10,119.00 27.70% 1,230.83 1,153.60 正常 否 

2 军品客户 A 
军工科研

院所 
996.43 2.73% 25.40 - 正常 否 

3 军品客户 AH 
军工科研

院所 
989.00 2.71% 25.21 - 正常 否 

4 军品客户 AJ 军工集团 520.00 1.42% 25.43 - 正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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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序号 单位 

客户单

位属性 

应收账

款原值 

应收账款

原值占比 

坏账准

备金额 

期后累计

回款 

经营状

况 

是否为失信被

执行人 

下属企业 

5 军品客户 AK 军方单位 513.54 1.41% 13.09 - 正常 不适用 

 合计 - 13,137.97 35.96% 1,319.96 1,153.60 -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 军品客户 AG 军贸单位 10,609.93 34.38% 310.70 1,723.53 正常 否 

2 军品客户 AJ 
军工集团

下属企业 
1,280.00 4.15% 13.84 1,000.00 正常 否 

3 军品客户 U 
军工科研

院所 
820.20 2.66% 8.87 820.20 正常 否 

4 军品客户 C 
军工科研

院所 
779.35 2.53% 8.43 779.35 正常 否 

5 军品客户 V 
军工科研

院所 
350.00 1.13% 23.68 350.00 正常 否 

 合计 - 13,839.48 44.84% 365.52 4,673.08 -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 军品客户 AG 军贸单位 7,590.00 29.65% 28.64 5,865.60 正常 否 

2 军品客户 U 
军工科研

院所 
559.40 2.19% 28.09 559.40 正常 否 

3 军品客户 V 
军工科研

院所 
350.00 1.37% 1.32 350.00 正常 否 

4 军品客户 P 

军工科研

院所下属

企业 

25.25 0.10% 0.10 25.25 正常 否 

 合计 - 8,524.65 33.30% 58.15 6,800.25 - - 

注：1、军品客户 AK系军方单位。 

2、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 

报告期内，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的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日期 序号 单位 
客户单

位属性 

 应收账

款原值  

应收账款

原值占比 

坏账准

备金额 

期后累

计回款 

经营

状况 

是否为失信

被执行人 

2022 年 3

月 31 日 

1 军品客户 B 
军工科

研院所 
328.00 1.28% 6.13 328.00 正常 否 

2 军品客户 W 

军工集

团下属

企业 

224.53 0.88% 4.20 150.00 正常 否 

3 军品客户 I 
军工科

研院所 
199.44 0.78% 3.73 - 正常 否 

4 军品客户 D 
军工科

研院所 
150.00 0.59% 2.81 - 正常 否 

5 军品客户 G 军工集 56.87 0.22% 1.06 56.87 正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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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序号 单位 
客户单

位属性 

 应收账

款原值  

应收账款

原值占比 

坏账准

备金额 

期后累

计回款 

经营

状况 

是否为失信

被执行人 

团下属

企业 

 合计  958.85 3.75% 17.93 534.87 - -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 军品客户 G 

军工集

团下属

企业 

54.80 0.21% 1.03 54.80 正常 否 

2 军品客户 I 
军工科

研院所 
28.44 0.11% 0.53 - 正常 否 

 合计 - 83.24 0.33% 1.56 54.80 -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 军品客户 W 

军工集

团下属

企业 

220.03 0.86% 6.40 220.03 正常 否 

2 军品客户 I 
军工科

研院所 
28.44 0.11% 0.83 28.44 正常 否 

3 军品客户 AL 
军工科

研院所 
8.32 0.03% 0.24 8.32 正常 否 

 合计 - 256.80 1.00% 7.47 256.80 -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 军品客户 H 
军工科

研院所 
89.58 0.35% 44.48 89.58 正常 否 

2 军品客户 G 

军工集

团下属

企业 

52.90 0.21% 1.99 52.90 正常 否 

3 军品客户 AE 

军工集

团下属

企业 

40.40 0.16% 1.52 40.40 正常 否 

4 军品客户 N 

军工集

团下属

企业 

32.42 0.13% 1.22 32.42 正常 否 

5 军品客户 O 

军工集

团下属

企业 

27.00 0.11% 17.45 27.00 正常 否 

 合计 - 242.30 0.95% 66.65 242.30 - - 

3、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 

报告期内，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的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日期 序号 单位 
 应收账

款原值  

应收账款

原值占比 

坏账准

备金额 

期后累

计回款 

经营

状况 

是否为

失信被

执行人 

2022 年 3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4,345.95 9.86% 110.82 1,004.52 正常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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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序号 单位 
 应收账

款原值  

应收账款

原值占比 

坏账准

备金额 

期后累

计回款 

经营

状况 

是否为

失信被

执行人 

月 31 日 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气

象科技服务中心 
1,077.78 2.45% 27.48 1,016.40 正常 不适用 

3 
四川省人工影响天气

办公室 
841.62 1.91% 21.46 161.89 正常 不适用 

4 
甘肃省人工影响天气

办公室 
646.10 1.47% 16.48 0.80 正常 不适用 

5 
贵州省人工影响天气

办公室 
619.98 1.41% 15.81 25.00 正常 不适用 

 合计 7,531.43 17.09% 192.05 2,208.61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1,958.28 5.36% 49.92 1,127.72 正常 不适用 

2 
四川省人工影响天气

办公室 
520.15 1.42% 13.26 297.99 正常 不适用 

3 
贵州省人工影响天气

办公室 
412.68 1.13% 10.52 33.50 正常 不适用 

4 
云南省人工影响天气

中心 
351.25 0.96% 8.95 19.40 正常 不适用 

5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

克自治县气象局 
336.10 0.92% 56.34 7.10 正常 不适用 

 合计 3,578.47 9.80% 138.99 1,485.70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 
西藏自治区人工影响

天气中心 
341.82 1.11% 3.70 341.82 正常 不适用 

2 
贵州省人工影响天气

办公室 
341.24 1.11% 3.69 341.24 正常 不适用 

3 
云南省人工影响天气

中心 
296.17 0.96% 3.20 296.17 正常 不适用 

4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

克自治县气象局 
248.70 0.81% 28.09 16.20 正常 不适用 

5 
辽宁省人工影响天气

办公室 
231.78 0.75% 2.51 231.78 正常 不适用 

 合计 1,459.71 4.73% 41.19 1,227.21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气

象科技服务中心 
464.99 1.82% 1.75 464.99 正常 不适用 

2 
贵州省人工影响天气

办公室 
292.51 1.14% 1.10 292.51 正常 不适用 

3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

克自治县气象局 
181.20 0.71% 2.59 16.20 正常 不适用 

4 
山西省人工降雨防雹

办公室 
125.95 0.49% 0.48 125.95 正常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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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序号 单位 
 应收账

款原值  

应收账款

原值占比 

坏账准

备金额 

期后累

计回款 

经营

状况 

是否为

失信被

执行人 

5 
河南省人工影响天气

办公室 
6.04 0.02% 0.02 6.04 正常 不适用 

 合计 1,070.69 4.18% 5.95 905.69   

4、炭/炭热场材料 

报告期内，炭/炭热场材料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日期 序号 单位 
 应收账

款原值  

应收账款

原值占比 

坏账准

备金额 

期后累

计回款 

经营

状况 

是否为

失信被

执行人 

2022 年 3

月 31 日 

1 
天津环睿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4,552.50 10.33% 85.13 2,400.00 正常 否 

2 
乐山市京运通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1,574.25 3.57% 29.44 350.00 正常 否 

3 
宇泽半导体（云南）

有限公司 
756.80 1.72% 14.15 250.00 正常 否 

4 
新疆晶科能源有限

公司 
682.28 1.55% 12.76 - 正常 否 

5 
四川晶科能源有限

公司 
621.14 1.41% 11.62 402.44 正常 否 

  合计 8,186.96 18.58% 153.10 3,402.44     

2021年12

月 31 日 

1 
天津环睿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4,083.58 11.18% 76.46 4,083.58 正常 否 

2 
西安创联新能源设

备有限公司 
1,099.44 3.01% 20.59 1,099.44 正常 否 

3 
曲靖晶澳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 
750.27 2.05% 14.05 750.27 正常 否 

4 
天通吉成机器技术

有限公司 
600.00 1.64% 11.23 600.00 正常 否 

5 
新疆晶科能源有限

公司 
597.40 1.64% 11.19 597.40 正常 否 

  合计 7,130.69 19.52% 133.52 7,130.69     

2020年12

月 31 日 

1 
天津环睿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2,436.44 7.89% 70.91 2,436.44 正常 否 

2 
四川晶科能源有限

公司 
815.12 2.64% 23.72 815.12 正常 否 

3 
新疆晶科能源有限

公司 
738.77 2.39% 21.50 738.77 正常 否 

4 银川隆基光伏科技 196.24 0.64% 5.71 196.24 正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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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5 
宁夏协鑫晶体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191.73 0.62% 5.58 191.73 正常 否 

  合计 4,378.30 14.19% 127.42 4,378.30     

2019年12

月 31 日 

1 
天津鑫天和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1,663.72 6.50% 62.50 1,663.72 正常 否 

2 
山东鹏程陶瓷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379.14 1.48% 14.24 379.14 正常 否 

3 
新疆晶科能源有限

公司 
376.07 1.47% 14.13 376.07 正常 否 

4 
四川晶科能源有限

公司 
302.66 1.18% 11.37 302.66 正常 否 

5 
银川隆基硅材料有

限公司 
248.13 0.97% 9.32 248.13 正常 否 

  合计 2,969.72 11.60% 111.56 2,969.72     

5、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 

报告期内，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日期 
序

号 
单位 

 应收账

款原值  

应收账款

原值占比 

坏账准备

金额 

期后累

计回款 

经营

状况 

是否为

失信被

执行人 

2022

年 3 月

31 日 

1 
西安航天化学动力有

限公司 
1,268.99 2.88% 26.22 55.98 正常 否 

2 
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

究所 
613.20 1.39% 37.44 367.50 正常 否 

3 
西安捷盛电子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579.26 1.31% 3.82 579.26 正常 否 

4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429.78 0.98% 10.36 - 正常 否 

5 
西安航天动力机械有

限公司 
212.00 0.48% 1.40 - 正常 否 

  合计 3,103.24 7.04% 79.24 1,002.74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 
西安航天化学动力有

限公司 
1,268.99 3.47% 26.22 55.98 正常 否 

2 
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

究所 
613.20 1.68% 37.44 367.50 正常 否 

3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429.78 1.18% 10.34 - 正常 否 

4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

开发总公司郴州管理

处 

155.63 0.43% 5.42 - 正常 否 

5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电

务电化工程有限公司 
154.75 0.42% 1.21 80.00 正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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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序

号 
单位 

 应收账

款原值  

应收账款

原值占比 

坏账准备

金额 

期后累

计回款 

经营

状况 

是否为

失信被

执行人 

  合计 2,622.36 7.18% 80.63 503.48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 
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

究所 
980.70 3.18% 20.26 735.00 正常 否 

2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

开发总公司郴州管理

处 

516.69 1.67% 31.54 361.06 正常 否 

3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429.78 1.39% 8.88 - 正常 否 

4 
固始县交通运输执法

局 
393.36 1.27% 8.13 350.00 正常 否 

5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

团有限公司 
303.79 0.98% 6.28 198.66 正常 否 

  合计 2,624.31 8.50% 75.08 1,644.72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

开发总公司郴州管理

处 

820.84 3.21% 19.36 665.20 正常 否 

2 
贵州中南交通科技有

限公司 
774.68 3.03% 24.99 631.34 正常 否 

3 
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484.50 1.89% 11.42 447.81 正常 否 

4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386.52 1.51% 9.11 308.40 正常 否 

5 
中铁一局集团电务工

程有限公司 
381.00 1.49% 8.98 381.00 正常 否 

  合计 2,847.54 11.12% 73.87 2,433.75     

6、其他民品 

报告期内，其他民品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日期 序号 单位 
 应收账

款原值  

应收账款

原值占比 

坏账准

备金额 

期后累

计回款 

经营

状况 

是否为

失信被

执行人 

2022年 3

月 31 日 

1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199.08 0.45% 5.08 110.00 正常 否 

2 
山东华光光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106.58 0.24% 2.72 31.86 正常 否 

3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92.37 0.21% 2.36 73.37 正常 否 

4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宇

光电工有限公司 
76.04 0.17% 3.39 15.00 正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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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序号 单位 
 应收账

款原值  

应收账款

原值占比 

坏账准

备金额 

期后累

计回款 

经营

状况 

是否为

失信被

执行人 

5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64.33 0.15% 1.64 27.26 正常 否 

  合计 538.41 1.22% 15.18 257.49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242.38 0.66% 6.18 242.38 正常 否 

2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93.77 0.26% 2.39 93.77 正常 否 

3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宇

光电工有限公司 
86.04 0.24% 4.08 25.00 正常 否 

4 
西安欧益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62.68 0.17% 1.60 62.68 正常 否 

5 
湖北汉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56.66 0.16% 1.44 46.42 正常 否 

  合计 541.53 1.48% 15.69 470.25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130.89 0.42% 1.42 130.89 正常 否 

2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宇

光电工有限公司 
83.44 0.27% 2.15 65.00 正常 否 

3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75.41 0.24% 0.82 75.41 正常 否 

4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52.52 0.17% 0.57 52.52 正常 否 

5 
成都凯赛尔电子有限

公司 
41.95 0.14% 0.45 41.95 正常 否 

  合计 384.22 1.24% 5.40 365.78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110.92 0.43% 0.42 110.92 正常 否 

2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0.43 0.43% 0.42 110.43 正常 否 

3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宇

光电工有限公司 
61.92 0.24% 0.23 61.92 正常 否 

4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45.77 0.18% 0.17 45.77 正常 否 

5 
成都凯赛尔电子有限

公司 
43.61 0.17% 0.16 43.61 正常 否 

  合计 372.64 1.46% 1.41 372.64     

注：上述期后回款截止日均为 2022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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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客户是否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况，是否出现过经营困难、债务风

险等情况，如有，说明相关应收款项是否计提了减值准备，相关减值准备计提

是否充分 

1、军用小型固体火箭 

报告期内，公司军用小型固体火箭业务主要客户为军工科研院所、军贸单位、

军方单位，其整体资金实力雄厚，企业信誉较好，未出现经营困难、债务风险等

情况。公司按照军品客户任务书和合同需求进行研制或批生产供货，按照军品客

户整机配套进度逐步结算，结算一般周期为 2-3 年。上述主要客户均按照合同约

定结算货款，不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况。 

2、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 

报告期内，公司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业务前五名客户主要为军工科研

院所、武器总装或总体单位为主，其整体资金实力雄厚，企业信誉较好，未出现

经营困难、债务风险等情况。公司按照军品客户任务书和合同需求进行研制或批

生产供货，按照交付进行结算，结算一般周期为 1 年以内。上述主要客户均按照

合同约定结算货款，不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况。 

3、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 

报告期内，公司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业务主要客户为各省市人工影响天

气办公室，属于政府机构，信誉较好，未出现经营困难、债务风险等情况。应收

账款前五名客户中，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气象局地处偏远贫困地区，受

到疫情影响，县财政资金相对紧张拨付缓慢，资金结算有所滞后，使得应收账款

部分逾期。报告期内，公司向塔县气象局新增销售金额相对较小，塔县气象局目

前正在积极协调资金还款，公司与新疆地区气象系统合作时间较久，合作关系稳

定，公司也持续与其保持沟通和催收，在县财政资金落实到位后即完成回款。除

前述客户外，其他主要客户均按照合同约定结算货款，结算一般周期为 1 年以内，

不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况。 

4、炭/炭热场材料 

报告期内，公司炭/炭热场材料业务主要客户为隆基股份、中环股份、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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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等上市光伏晶体硅制造企业，整体客户资金实力雄厚，企业信誉较好，未出

现经营困难、债务风险等情况。上述主要客户均按照合同约定结算货款，结算一

般周期为 1 年以内，不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况。 

5、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 

报告期内，公司智能计重系统业务主要客户为各地公路管理部门以及智能交

通系统集成商，测控系统集成业务主要客户主要为各地政府机构、国内科研院所，

客户资金实力较强，信誉较好，未出现经营困难、债务风险等情况。不同客户与

公司约定的付款条件通常不相同，但一般以合同生效、货到现场、设备安装调试、

质保期结束等节点，分阶段按照项目进度付款。上述主要客户均按照合同约定结

算货款，不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况。 

6、其他民品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民品业务主要客户为旭光电子、宝光股份、中瓷电子等

上市电气行业企业，资金实力较强，信誉较好，未出现经营困难、债务风险等情

况。上述主要客户均按照合同约定结算货款，结算一般周期为 1 年以内，不存在

逾期付款的情况。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各产品类别主要客户不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况，未出

现经营困难、债务风险等情况。公司对主要客户按照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

合当前状况以及前瞻性信息的预测，通过预期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认坏

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二、针对一年以上的应收款项，说明相关应收款项长期未收回的原因及合

理性，并分业务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较，说明减值准备计提的比例及合理性 

（一）报告期内一年以上应收账款情况 

1、报告期内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3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余额 44,065.69 36,531.88 30,862.85 25,599.77 



7-3-13 

一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 11,678.07 13,049.34 7,037.33 3,232.84 

一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占比 26.50% 35.72% 22.80% 12.63% 

报告期内，公司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分别为 12.63%、22.80%、35.72%、

26.50%。 

2、报告期内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日期 产品类别 
一年以上应收账款

原值 

占一年以上应收

账款原值比 

2022 年 3 月

31 日 

军用小型固体火箭 9,166.40 78.49% 

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 - - 

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 264.20 2.26% 

炭/炭热场材料 - - 

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 1,980.10 16.96% 

其他民品 267.37 2.29% 

合计 11,678.07 100.00% 

2021年 12月

31 日 

军用小型固体火箭 10,320.00 79.08% 

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 - - 

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 264.20 2.02% 

炭/炭热场材料 - 0.00% 

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 2,245.53 17.21% 

其他民品 219.60 1.68% 

合计 13,049.34 100.00% 

2020年 12月

31 日 

军用小型固体火箭 3,797.93 53.97% 

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 - - 

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 267.54 3.80% 

炭/炭热场材料 209.03 2.97% 

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 2,559.92 36.38% 

其他民品 202.93 2.88% 

合计 7,037.34 100.00% 

2019年 12月

31 日 

军用小型固体火箭 220.40 6.82% 

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 - - 

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 17.20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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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产品类别 
一年以上应收账款

原值 

占一年以上应收

账款原值比 

炭/炭热场材料 367.13 11.36% 

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 2,461.12 76.13% 

其他民品 167.00 5.17% 

合计 3,232.85 100.00% 

3、报告期内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前五大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日期 
序

号 
单位 产品类别 

一年以上应

收账款原值 

占一年以上应

收账款原值比 

2022 年 3

月 31 日 

1 军品客户 AG 
军用小型固体

火箭 
8,886.40 76.09% 

2 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究所 
测控类系统集

成 
613.20 5.25% 

3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测控类系统集

成 
429.78 3.68% 

4 军品客户 AJ 
军用小型固体

火箭 
280.00 2.40% 

5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

治县气象局 

增雨防雹火箭

及配套装备 
239.60 2.05% 

 合计  10,448.98 89.47% 

2021年 12

月 31 日 

1 军品客户 AG 
军用小型固体

火箭 
10,040.00 76.94% 

2 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究所 
测控类系统集

成 
613.20 4.70% 

3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测控类系统集

成 
429.78 3.29% 

4 军品客户 AJ 
军用小型固体

火箭 
280.00 2.15% 

5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

治县气象局 

增雨防雹火箭

及配套装备 
239.60 1.84% 

 合计  11,602.58 88.92% 

2020年 12

月 31 日 

1 军品客户 AG 
军用小型固体

火箭 
3,447.93 48.99% 

2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

总公司郴州管理处 
智能计重系统 516.69 7.34% 

3 军品客户 V 
军用小型固体

火箭 
350.00 4.97% 

4 
山东高速信息工程有限公

司 
智能计重系统 181.76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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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

治县气象局 

增雨防雹火箭

及配套装备 
181.20 2.57% 

 合计  4,677.58 66.45% 

2019年 12

月 31 日 

1 陕西电器研究所 
测控类系统集

成 
320.81 9.92% 

2 军品客户 U 
军用小型固体

火箭 
220.40 6.82% 

3 
贵州中南交通科技有限公

司 
智能计重系统 165.68 5.12% 

4 
宁夏银星多晶硅有限责任

公司 
炭/炭热场材料 158.10 4.89% 

5 
中铁十二局集团电气化工

程有限公司 
智能计重系统 121.60 3.76% 

 合计  986.59 30.51% 

报告期一年以上应收账款以军用小型固体火箭产品和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

类系统集成客户为主，具体分析如下： 

（1）军用小型固体火箭业务 

报告期内，军用小型固体火箭业务一年以上应收账款未收回的原因主要为：

军品客户按照任务书和合同需求进行研制或批生产供货，按照军品客户整机配套

进度逐步结算，由于其业务链条较长、保密要求较高、与各方沟通复杂，导致结

算周期较长，结算周期一般为 2-3 年。 

军品客户 AG 一年以上应收账款金额较大。公司军品客户 AG 隶属于某大型

军工集团，在其业务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业务运行状况良好，信誉优良。公司与

军品客户 AG 合作多年，双方合作关系稳定良好。自 2020 年新冠疫情以来，军

品客户 AG 的商业洽谈、销售、运输受到一定限制和影响，其军品整机配套进度

趋慢；此外，受疫情和国内外局势影响，军品客户 AG 的军品业务经费开支流程

趋严，资金结算周期延长。随着新冠疫情的逐步好转，军品客户 AG 对于上述不

利因素影响积极采取了应对措施，其业务受限和资金结算的情况有所缓解，并于

2022 年第一季度向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部分货款。后续公司将持续与军品

客户 AG 保持积极联系和良好合作，保障产品售后，尽快实现应收账款回收。 

（2）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业务 

报告期内，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业务应收账款基本在一年以内，一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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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收账款客户为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气象局等县级气象局，由于县财

政资金拨付缓慢导致资金结算存在一定滞后。 

（3）炭/炭热场材料 

报告期内，炭/炭热场材料业务应收账款基本在一年以内，2019 年、2020

年一年以上应收账款未收回主要原因为：受欧美对中国光伏产品双反制裁的影

响，光伏产品出口额大幅下降，多家光伏企业产生了巨大亏损而面临倒闭，公司

对该部分应收账款已经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4）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 

报告期内，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一年以上应收账款未收回的原因

主要为：不同客户与公司约定的付款条件通常不相同，但一般以合同生效、货到

现场、设备安装调试、质保期结束等节点，分阶段按照项目进度付款。一方面，

按照约定项目交工验收后需要预留一定业务质保期，智能计重系统业务质保期基

本在 2-5 年，测控类集成业务质保期基本在 2-5 年，根据合同约定，部分货款在

质保期内按比例结算或质保期结束后一次性结算；另一方面，由于该类系统项目

整体规模较大、建造周期较长，导致项目整体结算周期较长。因此形成了较长账

龄的应收账款。 

（5）其他民品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民品主要包括特种触头材料、民航飞机炭刹车盘、火箭

模型销售及其他民用固体火箭应用等，一年以上应收账款主要系客户要求对部分

产品进行更换维护，导致应收账款结算存在一定滞后。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一年以上应收款项长期未收回的原因主要与业务模

式、结算周期及市场环境有关，具有一定合理性。 

（二）分业务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较，说明减值准备计提的比例及合理

性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日期 新余国科 博云新材 金博股份 万集科技 平均值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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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新余国科 博云新材 金博股份 万集科技 平均值 公司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披露 未披露 5.08% 未披露 - 4.34% 

2021 年 12

月 31 日 
8.39% 37.23% 5.17% 14.14% 16.23% 5.45% 

2020 年 12

月 31 日 
7.18% 31.96% 5.45% 11.05% 13.91% 3.98% 

2019 年 12

月 31 日 
7.08% 29.19% 11.68% 8.36% 14.08% 5.35%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主

要是由于公司业务结构和客户构成较可比公司不同，使得应收账款客户类型、应

收账款账龄结构有所不同。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如下： 

日期 账龄 新余国科 博云新材 金博股份 万集科技 公司 

2022 年 3

月 31 日 
- 未披露 -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 年以内 77.60% 52.18% 99.50% 50.87% 64.28% 

1-2 年 16.92% 9.25% 0.36% 26.71% 25.26% 

2-3 年 2.69% 2.79% 0.04% 14.33% 10.09% 

3-4 年 1.34% 3.04% 0.06% 3.22% 0.27% 

4-5 年 0.54% 4.22% 0.03% 2.10% - 

5 年以上 0.91% 28.52% 0.02% 2.77% 0.11%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 年以内 88.30% 50.54% 99.49% 58.69% 77.20% 

1-2 年 7.65% 15.03% 0.18% 31.24% 21.10% 

2-3 年 1.83% 4.06% 0.22% 4.57% 0.61% 

3-4 年 1.38% 3.93% 0.11% 2.47% 0.17% 

4-5 年 0.36% 3.26% - 0.94% 0.14% 

5 年以上 0.48% 23.17% - 2.09% 0.78%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 年以内 89.98% 61.68% 93.14% 86.19% 87.37 

1-2 年 5.18% 6.91% 1.10% 6.92% 6.07 

2-3 年 3.23% 4.66% 0.38% 3.46% 3.57 

3-4 年 1.04% 4.20% 0.09% 1.32% 1.37 

4-5 年 0.02% 0.96% 
5.30% 

0.49% 0.20 

5 年以上 0.56% 21.59% 1.62%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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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中新余国科、博云新材和万集科技的应收

账款账龄结构类似，金博股份相较于公司和其他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集中

在 1年以内，主要是由于业务结构和客户构成不同，公司与其他同行业可比公司

的应收账款客户中有如军工企业、地方气象部门、高速公路集团等，受资金规划

和项目周期较长等影响，结算周期较长，而金博股份的应收账款客户集中在光伏

企业，给与的信用期相对较短。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计提比例分业务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相比较情况如下： 

1、军用小型固体火箭、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业务 

报告期内，母公司中天火箭主要从事军用小型固体火箭、增雨防雹火箭及配

套装备业务。目前暂无同行业上市公司从事军用小型固体火箭业务，新余国科主

要从事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业务，因此选取新余国科作为同行业可比公司与

母公司中天火箭进行坏账准备计提对比分析，以下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日期 项目 新余国科 中天火箭（母公司） 

2022年 3月

31 日 

应收账款原值 未披露 24,635.11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未披露 1,401.36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未披露 5.69%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原值 7,573.97 19,191.08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635.40 1,528.13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8.39% 7.96%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原值 8,235.92 16,778.30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591.74 436.72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7.18% 2.60%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原值 6,792.21 10,332.91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480.94 70.00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7.08% 0.68% 

2019 年末、2020 年末，母公司应收账款计提比例低于新余国科，主要是原

因是（1）母公司 3 年以上长账龄应收账款较少，占比分别为 0.01%、0.01%，而

新余国科 3 年以上长账龄应收账款占比分别为 1.62%、2.22%，新余国科对 3 年

以上长账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较高；（2）母公司和新余国科民品类业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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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类型相似，主要为各地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或气象局，其回款周期短，基本在

1 年以内，2019 年、2020 年母公司民品类业务占比分别为 53.19%、64.74%。而

新余国科民品类业务占比分别为 39.82%、43.58%，母公司该类型客户占比较高。

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该业务的应收账款客户历史回款表现良好，且有地

方财政资金作为保障，信誉良好，因此计提的坏账准备低于新余国科。 

2021 年，母公司与新余国科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基本一致。 

母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逐年提高，主要系随着军用小型固体火箭业务应收

账款回款周期增加，导致公司对逾期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率逐年上升。 

2、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炭/炭热场材料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超码科技主要从事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炭/

炭热场材料业务。目前暂无同行业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金

博股份主要从事炭/炭热场材料业务，与公司子公司超码科技业务相似度较大，

因此选取金博股份作为同行业可比公司与公司子公司超码科技进行坏账准备计

提对比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日期 项目 金博股份 超码科技 

2022 年 3 月 31 日 

应收账款原值 53,887.35 12,474.78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735.87 352.78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5.08% 2.83%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原值 44,228.85 10,685.26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286.25 283.04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5.17% 2.65%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原值 10,315.21 6,093.45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562.46 437.07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5.45% 7.17%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原值 5,512.70 5,533.76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643.96 669.00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11.68% 12.09% 

报告期内，超码科技与金博股份的应收账款账龄结构类似，应收账款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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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以内，占比均在 90%以上。2019 年末、2020 年末，超码科技与金博股份坏

账准备计提比例基本一致。2021 年末、2022 年 3 月末，超码科技应收账款计提

比例低于金博股份，主要是由于金博股份应收账款的客户主要是光伏企业，超码

科技除上述光伏领先企业客户外，还有军工集团下属企业的应收账款，公司与该

类客户合作多年，合作关系稳定良好，该类客户的回款来源相对更可靠。 

超码科技坏账准备计提比例逐年下降，主要系 2019 年、2020 年一年以上应

收账款长期未收回主要原因为：受欧美对中国光伏产品双反制裁的影响，光伏产

品出口额大幅下降，多家光伏企业产生了巨大亏损而面临倒闭，超码科技对该部

分应收账款已经全额计提坏账准备。2021 年随着炭/炭热场材料业务应收账款回

款良好，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大幅下降，导致超码科技对逾期应收账款的预期

信用损失率逐年下降。 

3、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三沃机电主要从事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业

务。万集科技主要从事智能计重系统业务，因此选万集科技作为同行业可比公司

与公司子公司三沃机电进行坏账准备计提对比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日期 单位 万集科技 三沃机电 

2022 年 3 月 31 日 

应收账款原值 未披露 6,955.80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未披露 159.74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未披露 2.30%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原值 113,123.94 6,655.55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6,000.51 179.20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14.14% 2.69%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原值 137,537.06 7,991.11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5,197.92 356.09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11.05% 4.46%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原值 146,904.28 9,733.10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2,285.81 631.36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8.36%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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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三沃机电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低于万集科技，主要系万集

科技应收账款客户为各省市高速公路集团和智能交通系统集成商，该类客户回款

资金受项目整体进度和财政资金拨款等影响，相对较慢；三沃机电除上述类型客

户外，还有军工集团下属研究所、上市公司下属电气化企业等，三沃机电与该类

企业合作多年，合作关系稳定良好，该类客户的回款有军工集团、上市公司作保

障，回款相对更可靠。 

三沃机电坏账准备计提比例逐年下降，主要系三沃机电测控类系统集成业务

逐年增加，且增幅较大，该部分业务应收账款回款周期较短，导致三沃机电对逾

期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率逐年下降。 

综上所述，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与同行业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符合各业

务的实际情况，与市场情况保持一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对应收账款具体情况的核查：获取了报告期内发行人客户应收账款期末

明细，具体分析应收账款客户类型结构，关注 1 年以上应收账款客户具体情况，

与发行人高管、相关部门沟通了解 1 年以上应收账款业务背景、信用政策、结算

方式和形成 1 年以上账龄应收账款的原因； 

2、对主要客户的核查：（1）通过公开信息网站，了解不同产品前五名主要

客户的经营状况，公开查询是否存在经营风险、负面舆论或其他风险信息；（2）

获取并查阅了发行人与主要客户签订的购销合同，核对主要合作条款等基本情

况，获取发行人与主要客户销售的订单、发货单/出库单、发票、付款凭证等，

了解了主要客户销售合同执行情况，了解相关应付账款的付款情况；（3）通过

视频访谈或实地走访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客户，了解发行人与主要客户合作

历史，双方合作模式、信用周期和结算约定情况，了解发行人与其业务背景、具

体情况。通过以上核查程序，验证了主要客户的基本情况及真实性； 

3、对应收账款期后回款的核查：获取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期末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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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收账款期后回款进行统计，抽取主要客户期后回款检查对应银行回单及资金

流水； 

4、对应收账款账龄的核查：获取各报告期末发行人应收账款账龄明细表，

复核计算应收账款账龄划分情况，通过对收入的核查验证应收账款增加真实准

确，通过对银行回单及资金流水的核查验证应收账款减少真实准备； 

5、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检查：获取各报告期末发行人应收账款账龄

明细表，复核计算应收账款账龄划分情况；根据发行人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复

核测算坏账准备计提情况。通过公开渠道获取同行业披露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

提情况，与发行人坏账准备计提对比分析。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内发行人各产品类别前五名主要客户不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况，未

出现经营困难、债务风险等情况。发行人对主要客户按照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前瞻性信息的预测，通过预期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认

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2、发行人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与同行业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符合各业务的

实际情况，与市场情况保持一致，发行人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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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技术风险。申请人主营业务发展对技术先进性有较高的要求。请申

请人补充说明：（1）申请人主要业务及产品所需要的核心技术来源、专利（含

著作权）所有权及有效期，报告期内研发人员的流失情况及影响；（2）申请人

的技术研发在技术来源、专用设备、人员、资金等方面对股东单位的依赖情况，

对共同开发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收益权的约定情况，技术研发是否对股东单位

构成重大依赖，是否存在股东单位向申请人输送利益的情形；（3）本次募投项

目相关的核心技术的迭代情况、技术与研发人员的储备情况，可否满足项目需

要。 

请保荐机构说明核查依据、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申请人主要业务及产品所需要的核心技术来源、专利（含著作权）所

有权及有效期，报告期内研发人员的流失情况及影响 

（一）申请人主要业务及产品所需要的核心技术来源、专利（含著作权）

所有权及有效期 

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申请人主要业务及产品的核心技术共计 45 项，

其中 35 项为公司自主研发，其余 10 项核心技术中涉及发行人及子公司自股东单

位处取得后再改进。该等技术受让主要是报告期外发行人及子公司设立、增资时

股东出资、股东事业单位改制剥离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关技术等历史原因

自股东单位受让取得。申请人主要业务及产品所需的核心技术来源、专利（含著

作权）所有权及有效期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核心技

术名称 

技术

来源 

主要业务及产品所需要的专利（含著作权） 

名称 类型 证书号 有效期 取得方式 

小型固体火箭整箭及延伸业务相关技术 

1 

增 雨 防

雹 火 箭

设 计 技

术 

自主

研发 

自旋翼增雨防雹火箭 发明专利 
ZL2008100751

70.0 

2008.04.09-

2028.04.08 
原始取得 

多元播撒燃烧爆炸式

增雨防雹火箭 
发明专利 

ZL2009102193

09.9 

2009.12.03-

2029.12.02 
原始取得 

用于增雨防雹的燃烧

与爆炸组合式子母弹

径向播撒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8214657

13.5 

2018.09.07-

2028.09.06 
原始取得 

一种侧面二次开伞安

全着陆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8214650

58.3 

2018.09.07-

2028.09.06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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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核心技

术名称 

技术

来源 

主要业务及产品所需要的专利（含著作权） 

名称 类型 证书号 有效期 取得方式 

一种数字化人影火箭 实用新型 
ZL2020226018

07.4 

2020.11.11-

2030.11.10 
原始取得 

2 

人 影 催

化 剂 成

型工艺、

测 试 及

生 产 技

术，催化

产 品 设

计技术 

自主

研发 

浇注式 AgI 焰剂配方

及制造方法 
发明专利 

ZL2008100751

71.5 

2008.04.09-

2028.04.08 
原始取得 

一种吸湿性催化剂及

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0105843

10.4 

2010.12.09-

2030.12.08 
原始取得 

一种增雨弹安全着陆

系统振动装药设备 
实用新型 

ZL2020207986

10.1 

2020.05.14-

2030.05.13 
原始取得 

一种飞机焰条播撒器 实用新型 
ZL2019216532

31.7 

2019.09.29-

2029.09.28 
原始取得 

3 

火 箭 发

射 控 制

技术 

自主

研发 

一种全自动增雨防雹

火箭发射架控制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5211325

72.1 

2015.12.30-

2025.12.29 
原始取得 

一种远程遥控地面焰

条播撒装置 
实用新型 

ZL2020201562

29.5 

2020.02.05-

2030.02.04 
原始取得 

火箭、高炮作业控制

及安全监控系统和作

业监控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1101328

19.X 

2011.05.20-

2031.05.19 
原始取得 

4 

多 级 安

全 测 发

控技术 

自主

研发 

一种全自动增雨防雹

火箭发射架控制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5211325

72.1 

2015.12.30-

2025.12.29 
原始取得 

一种可锁紧式增雨防

雹火箭发射架 
发明专利 

ZL2015108733

19.X 

2015.12.02-

2035.12.01 
原始取得 

一种具有安全防护功

能的人影自动化发射

装备 

实用新型 
ZL2018214640

67.0 

2018.09.07-

2028.09.06 
原始取得 

5 
姿 态 锁

紧技术 

自主

研发 

一种全自动增雨防雹

火箭发射架控制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5211325

72.1 

2015.12.30-

2025.12.29 
原始取得 

6 
快 速 瞄

准技术 

自主

研发 

一种全自动增雨防雹

火箭发射架控制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5211325

72.1 

2015.12.30-

2025.12.29 
原始取得 

一种火箭散射定向器 实用新型 
ZL2018214640

78.9 

2018.09.07-

2028.09.06 
原始取得 

7 

可 调 式

涡 轮 蜗

杆 减 速

器设计 

自主

研发 
/ / / / / 

8 

人 工 影

响 天 气

智 能 作

业技术 

自主

研发 

一种基于无线通讯技

术的火箭弹发控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6205466

26.7 

2016.06.07-

2026.06.06 
原始取得 

一种人影作业信息采

集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8218761

35.4 

2018.11.14-

2028.11.13 
原始取得 

9 

人 工 影

响 天 气

远 程 作

业 指 挥

技术 

自主

研发 

一种基于无线通讯技

术的火箭弹发控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6205466

26.7 

2016.06.07-

2026.06.06 
原始取得 

中天火箭人影手机作

业平台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2991066 号 

2018.03.25-

2068.03.24 
原始取得 

10 
火 箭 连

发技术 

自主

研发 
/ / / / / 

11 

精 确 采

集 火 箭

作 业 数

量 

自主

研发 

一种基于射频扫描技

术的火箭发射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6205455

06.5 

2016.06.07-

2026.06.06 
原始取得 

一种人影作业信息采

集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8218761

35.4 

2018.11.14-

2028.11.13 
原始取得 

中天火箭弹药信息采

集软件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2991868 号 

2017.12.11-

2067.12.10 
原始取得 

中天火箭人影弹药装

备物联网管理系统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2981905 号 

2017.12.25-

2067.12.24 
原始取得 



7-3-25 

序

号 

核心技

术名称 

技术

来源 

主要业务及产品所需要的专利（含著作权） 

名称 类型 证书号 有效期 取得方式 

12 

探 空 火

箭 核 心

设 计 技

术 

自主

研发 
/ / / / / 

13 

固 体 火

箭 总 体

设 计 技

术 

自主

研发 

国防专利 / / / / 

自旋翼增雨防雹火箭 发明专利 
ZL2008100751

70.0 

2008.04.09-

2028.04.08 
原始取得 

一种火药作动筒式级

间舱 
发明专利 

ZL2018103668

91.0 

2018.04.23-

2038.04.22 
原始取得 

一种低成本模拟训练

火箭 
发明专利 

ZL2018110450

47.4 

2018.09.07-

2038.09.06 
原始取得 

14 

有 效 载

荷 可 靠

释 放 及

安 全 回

收技术 

自主

研发 
/ / / / / 

15 

高 空 低

密 度 可

靠 开 伞

技术 

自主

研发 
自旋翼增雨防雹火箭 发明专利 

ZL2008100751

70.0 

2008.04.09-

2028.04.08 
原始取得 

16 

移 动 式

高 空 气

象 遥 控

探 测 技

术 

自主

研发 

一种上升气流测试装

置 
实用新型 

ZL2018205823

85.0 

2018.04.23-

2028.04.22 
原始取得 

17 

空 地 武

器 系 统

总 体 设

计技术 

自主

研发 

一种制导武器系统的

挂飞训练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9201652

19.5 

2019.01.30-

2029.01.29 
原始取得 

18 

制 导 火

箭 飞 行

控 制 设

计 仿 真

技术 

自主

研发 

某空地弹弹载飞控软

件导航控制系统
V3.2.13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4179264 号 

2018.11.08-

2068.11.07 
原始取得 

火箭弹道计算及实时

显示软件 V1.0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9217353 号 

2021.07.01-

2071.06.30 
原始取得 

19 

自 动 驾

驶 靶 车

技术 

自主

研发 
/ / / / / 

小型固体火箭发动机核心材料及延伸业务相关技术 

20 

大 沉 积

室 旋 流

气 场 的

均 热 法

CVI 技

术 

自主

研发  

一种用天然气混合气

CVI 致密炭/炭复合

材料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0105285

22.0 

2010.11.02-

2030.11.01 
原始取得 

一种大型电阻式双真

空气相沉炭装置 
发明专利 

ZL2010105433

21.8 

2010.11.13-

2030.11.12 
原始取得 

一种多沉积室CVI致

密炭/炭坩埚的装置

及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1104338

14.0 

2011.12.20-

2031.12.19 
原始取得 

一种内热式化学气相

渗透致密 C/C 坩埚的

工装及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5102178

54.X 

2015.04.30-

2035.04.29 
原始取得 



7-3-26 

序

号 

核心技

术名称 

技术

来源 

主要业务及产品所需要的专利（含著作权） 

名称 类型 证书号 有效期 取得方式 

一种均匀化快速 CVI

致密炭/炭坩埚的装

置 

实用新型 
ZL2013205216

14.5 

2013.08.24-

2023.08.23 
原始取得 

一种坩埚化学气相沉

积用限气工装 
实用新型 

ZL2014207603

32.5 

2014.12.05-

2024.12.04 
原始取得 

一种自封气快速均匀

化 CVI 致密炭/炭坩

埚的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8220710

25.7 

2018.12.10-

2028.12.09 
原始取得 

21 

优 化 组

合 的 热

解炭/树

脂 炭 双

元 炭 基

体技术 

自主

研发 

一种化学气相渗透与

树脂浸渍炭化致密制

备发热体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09100225

38.1 

2009.05.15-

2029.05.14 
原始取得 

单晶硅拉制炉及多晶

硅冶炼炉用炭/炭隔

热屏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06100431

84.5 

2006.07.20-

2026.07.19 
原始取得 

单晶硅拉制炉及多晶

硅冶炼炉用炭/炭加

热器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06100431

85.X 

2006.07.20-

2026.07.19 
原始取得 

单晶硅拉制炉用热场

炭/炭坩埚的制备方

法 

发明专利 
ZL2006100431

86.4 

2006.07.20-

2026.07.19 
原始取得 

单晶硅拉制炉用热场

炭/炭导流筒的制备

方法 

发明专利 
ZL2006100431

87.9 

2006.07.20-

2026.07.19 
原始取得 

单晶硅拉制炉用炭/

炭保温罩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07100179

15.3 

2007.05.23-

2027.05.22 
原始取得 

一种高温炉用炭/炭

螺栓及螺母的制备方

法 

发明专利 
ZL2008102365

49.5 

2008.12.31-

2028.12.30 
原始取得 

22 

低 密 度

炭/炭复

合 材 料

成 型 技

术 

自主

研发 

一种高温炉用可加工

硬化保温毡的制备方

法 

发明专利 
ZL2010102546

99.6 

2010.08.17-

2030.08.16 
原始取得 

一种低密度炭/炭复

合材料表面涂层的方

法 

发明专利 
ZL2010105169

35.7 

2010.10.24-

2030.10.23 
原始取得 

一种高温炉用硬化保

温材料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5109577

62.5 

2015.12.18-

2035.12.17 
原始取得 

一种短纤维硬化保温

材料的制造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7203972

66.3 

2017.04.15-

2027.04.14 
原始取得 

23 

树 脂 浸

渍 炭 化

技术 

自主

研发 

一种化学气相渗透与

树脂浸渍炭化致密制

备发热体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09100225

38.1 

2009.05.15-

2029.05.14 
原始取得 

单晶硅拉制炉及多晶

硅冶炼炉用炭/炭隔

热屏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06100431

84.5 

2006.07.20-

2026.07.19 
原始取得 

单晶硅拉制炉及多晶

硅冶炼炉用炭/炭加

热器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06100431

85.X 

2006.07.20-

2026.07.19 
原始取得 

单晶硅拉制炉用热场

炭/炭坩埚的制备方
发明专利 

ZL2006100431

86.4 

2006.07.20-

2026.07.19 
原始取得 



7-3-27 

序

号 

核心技

术名称 

技术

来源 

主要业务及产品所需要的专利（含著作权） 

名称 类型 证书号 有效期 取得方式 

法 

单晶硅拉制炉用热场

炭/炭导流筒的制备

方法 

发明专利 
ZL2006100431

87.9 

2006.07.20-

2026.07.19 
原始取得 

单晶硅拉制炉用炭/

炭保温罩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07100179

15.3 

2007.05.23-

2027.05.22 
原始取得 

一种高温炉用炭/炭

螺栓及螺母的制备方

法 

发明专利 
ZL2008102365

49.5 

2008.12.31-

2028.12.30 
原始取得 

24 

石 墨 化

处 理 技

术 

自主

研发 

一种高温炉用炭/炭

复合材料吊具 
发明专利 

ZL2010105425

45.7 

2010.11.13-

2030.11.12 
原始取得 

25 

热 解 炭

涂 层 技

术 

自主

研发 

一种炭/炭加热器抗

冲刷 C/SiC 涂层的制

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1103767

88.2 

2011.11.23-

2031.11.22 
原始取得 

26 

快 速 低

成 本 缠

绕 成 型

炭/炭复

合 材 料

制 备 技

术 

自主

研发 

一种卷绕保温筒的制

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0102872

52.9 

2010.09.17-

2030.09.16 
原始取得 

一种炭/炭坩埚及其

制造方法 
发明专利 

ZL2020111730

57.3 

2020.10.28-

2040.10.27 
原始取得 

一种炭布干法缠绕生

产大型圆筒件的装置 
发明专利 

ZL2009100225

34.3 

2009.05.15-

2029.05.14 
原始取得 

一种提高缠绕成型炭

/炭复合材料层间结

合强度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9114220

08.6 

2019.12.31-

2039.12.30 
原始取得 

27 

低 熔 点

轻 金 属

冶 炼 用

内 加 热

器 制 造

技术 

自主

研发 

一种浸入式陶瓷电阻

内加热装置 
发明专利 

ZL2015109754

16.X 

2015.12.23-

2035.12.22 
原始取得 

一种铝熔体净化用整

体式炭陶复合材料转

子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6107040

26.3 

2016.08.23-

2036.08.22 
原始取得 

一种铝熔体净化用分

段式炭陶复合材料转

子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6107040

27.8 

2016.08.23-

2036.08.22 
原始取得 

28 

化 学 气

相 反 应

制 备 碳

化 硅 涂

层技术 

自主

研发 

一种在石墨表面制备

碳化硅涂层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2103743

19.1 

2012.09.29-

2032.09.28 
原始取得 

一种大尺寸炭/碳化

硅复合材料隔热底板

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2286

95.9 

2014.05.27-

2034.05.26 
原始取得 

一种大尺寸炭/碳化

硅复合材料发热体的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2281

51.2 

2014.05.27-

2034.05.26 
原始取得 

29 

碳 化 硅

复 合 涂

层技术 

自主

研发 

一种炭/碳化硅复合

材料坩埚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4540

35.8 

2013.09.27-

2033.09.26 
原始取得 

一种复合涂层炭/炭

复合材料坩埚及其制

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4552

54.8 

2013.09.27-

2033.09.26 
原始取得 

30 

针 刺 无

纬布炭/

炭 喉 衬

制 造 技

术 

自主

研发 
国防专利 / / / / 

31 

快 速 低

成 本 反

应 熔 渗
C/SiC

抗 烧 蚀

自主

研发 
国防专利 / / / / 



7-3-28 

序

号 

核心技

术名称 

技术

来源 

主要业务及产品所需要的专利（含著作权） 

名称 类型 证书号 有效期 取得方式 

材 料 制

备技术 

小型固体火箭测控技术及延伸业务相关技术 

32 

自 动 化

称 量 技

术 

受让

技术

的再

改进 

一种双系统电子衡器 实用新型 
ZL2013206427

40.6 

2013.10.17-

2023.10.16 
受让取得 

车辆动态轴重衡称重

信号的自适应滤波方

法 

发明专利 
ZL2007100184

56.0 

2007.08.10-

2027.08.09 
受让取得 

小量程测力传感器间

接测量轴载荷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09100243

42.6 

2009.10.16-

2029.10.15 
受让取得 

一种用于汽车衡校验

的加载结构单元 
发明专利 

ZL2008102326

60.7 

2008.12.11-

2028.12.10 
受让取得 

汽车衡防尘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3206537

45.9 

2013.10.22-

2023.10.21 
受让取得 

一种薄板称重传感器 实用新型 
ZL2012204163

76.7 

2012.08.21-

2022.08.20 
受让取得 

柱式称重或测力传感

器的防转结构 
实用新型 

ZL2013206737

49.3 

2013.10.29-

2023.10.28 
受让取得 

一种车载称重装置的

快速校验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3207091

17.8 

2013.11.08-

2023.11.07 
受让取得 

带有过载保护结构的

轮轴称重传感器 
实用新型 

ZL2014207069

00.3 

2014.11.21-

2024.11.20 
受让取得 

自组合连续式整车称

重系统 
发明专利 

ZL2016111666

53.2 

2016.12.16-

2036.12.15 
受让取得 

支持斜装的连续整车

计重系统软件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2780465 号 

2018.01.10-

2068.01.09 
原始取得 

一种轴组秤的称重方

法 
发明专利 

ZL2019104288

81.X 

2019.05.22-

2039.05.21 
原始取得 

一种移动执法用动静

态称量装置 
实用新型 

ZL2020228937

87.2 

2020.12.07-

2030.12.06 
原始取得 

一体式自称重混凝土

称重台 
实用新型 

ZL2019221482

16.3 

2019.12.04-

2029.12.03 
原始取得 

一种窄条和石英石双

模的高速动态称量装

置 

实用新型 
ZL2019221477

21.6 

2019.12.04-

2029.12.03 
原始取得 

33 
仪 器 仪

表技术 

受让

技术

的再

改进 

一种货车 ETC 车载

整车式称重显示器 
发明专利 

ZL2014107642

75.2 

2014.12.11-

2034.12.10 
受让取得 

多功能整车式称重控

制器 
实用新型 

ZL2013208685

77.5 

2013.12.23-

2023.12.22 
受让取得 

智能称重系统嵌入式

软件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4647550 号 

2016.06.20-

2066.12.31 
原始取得 

激光导引头信息处理

软件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8601926 号 

2021.06.12-

2071.06.11 
原始取得 

多通道称重系统数据

融合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7112029

92.6 

2017.11.27-

2037.11.26 
原始取得 

一种用于治超非现场

执法的高速动态称重

控制器 

实用新型 
ZL2021229905

10.6 

2021.12.01-

2031.11.30 
原始取得 

用于非现场执法及高

速预检的平板式高频

响动态称重平台 

实用新型 
ZL2020229239

40.1 

2020.12.09-

2030.12.08 
原始取得 

一种多功能称重仪表 实用新型 
ZL2015203156

69.X 

2015.05.15-

2025.05.14 
原始取得 

34 
物 联 网

应 用 技

受让

技术

一种实现车载动态称

重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2104616

39.0 

2012.11.15-

2032.11.14 
受让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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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核心技

术名称 

技术

来源 

主要业务及产品所需要的专利（含著作权） 

名称 类型 证书号 有效期 取得方式 

术 的再

改进 
一种车载称重模块 发明专利 

ZL2013100086

30.9 

2013.01.10-

2033.01.09 
受让取得 

一种车载称重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2203941

32.3 

2012.08.09-

2022.08.08 
受让取得 

一种 ETC 门架系统

车辆信息的综合识别

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9221477

77.1 

2019.12.04-

2029.12.03 
原始取得 

支持防滑公路计重系

统阻尼抑制的称重处

理软件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2782723 号 

2018.01.20-

2068.01.19 
原始取得 

35 

工 业 自

动 化 系

统 集 成

技术 

受让

技术

的再

改进 

项目信息查询管理系

统 V1.0.0.3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3707028 号 

2012.03.26-

2062.12.31 
受让取得 

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

项目管理软件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3707017 号 

2014.03.25-

2064.03.24 
受让取得 

复合材料生产线远程

监控系统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3707039 号 

2014.05.10-

2064.12.31 
受让取得 

一种针对不同类型轨

道衡连续自动称重的

处理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7112037

43.9 

2017.11.27-

2037.11.26 
原始取得 

36 

大 型 弱

电 系 统

自 动 化

智 能 化

技术 

受让

技术

的再

改进 

基于GPS与GIS的管

网巡检系统软件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3707023 号 

2012.03.01-

2062.12.31 
受让取得 

DCS 数据查询软件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3707032 号 

2013.04.26-

2063.12.31 
受让取得 

智能安防监控综合管

理系统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3706990 号 

2013.07.30-

2063.07.29 
受让取得 

智能相机、USB 摄像

头操作 OCX 控件软

件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3990111 号 

2018.12.03-

2068.12.02 
原始取得 

一种无线通讯旋转机

构 
实用新型 

ZL2019211760

07.3 

2019.07.24-

2029.07.23 
原始取得 

37 

智 能 化

综 合 信

息 平 台

建 设 技

术 

受让

技术

的再

改进 

一种可编程控制器远

程维护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6214650

06.7 

2016.12.29-

2026.12.28 
受让取得 

筒仓安全监测及惰化

保护系统管理软件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3707005 号 

2015.06.18-

2065.06.17 
受让取得 

非现场执法数据采集

软件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5852583 号 

2020.04.08-

2070.04.07 
原始取得 

非现场执法管理平台

软件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5853969 号 

2020.05.15-

2070.05.14 
原始取得 

38 
材 料 烧

蚀技术 

受让

技术

的再

改进 

烧蚀试验机自动进给

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5203282

04.8 

2015.05.20-

2025.05.19 
受让取得 

烧蚀试验机试样冷却

盒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5207316

23.6 

2015.09.21-

2025.09.20 
受让取得 

烧蚀试验机烧蚀枪保

护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5207319

50.1 

2015.09.21-

2025.09.20 
受让取得 

氧乙炔烧蚀试验机气

体流量校验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6214461

47.4 

2016.12.27-

2026.12.26 
受让取得 

39 

三 轴 陀

螺 及 加

计 标 记

校 准 技

术 

自主

研发 

适用于小型舵机舱批

量测试的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8220839

52.0 

2018.12.12-

2028.12.11 
原始取得 

一种用于空腔内腔的

体积测量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8220276

52.0 

2018.12.04-

2028.12.03 
原始取得 

40 

三 轴 陀

螺 及 加

计 精 密

自主

研发 

适用于小型滑轨式导

弹安装定位的专用夹

具 

实用新型 
ZL2020228281

64.7 

2020.11.30-

2030.11.29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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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核心技

术名称 

技术

来源 

主要业务及产品所需要的专利（含著作权） 

名称 类型 证书号 有效期 取得方式 

装 配 技

术 

一种多维力智能桥梁

支座 
实用新型 

ZL2018220298

17.8 

2018.12.04-

2028.12.03 
原始取得 

一种用于微型结构件

压紧的固定工装 
实用新型 

ZL2018207676

99.8 

2018.05.22-

2028.05.21 
原始取得 

41 
弹 上 配

电技术 

自主

研发 

适用于小型舵机舱批

量测试的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8220839

52.0 

2018.12.12-

2028.12.11 
原始取得 

一种用于发火管安控

模块的测试电路 
实用新型 

ZL2019211998

97.X 

2019.07.26-

2029.07.25 
原始取得 

42 

餐 厨 垃

圾 智 慧

运 营 管

控技术 

受让

技术

的再

改进 

垃圾自动计量系统
V3.2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3707044 号 

2013.10.23-

2063.12.31 
受让取得 

一种餐厨垃圾预处理

分拣防堵塞装置 
实用新型 

ZL2020217104

91.6 

2020.08.17-

2030.08.16 
原始取得 

一种餐厨收运车载一

体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9211253

20.4 

2019.07.18-

2029.07.17 
原始取得 

43 

城 镇 智

慧 水 利

云 平 台

分 布 式

对 象 技

术 

受让

技术

的再

改进 

污水处理自动化控制

平台软件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3707015 号 

2016.06.20-

2066.12.31 
受让取得 

多数据终端用户需要

软件[简称：
SCADA]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3866960 号 

2018.09.30-

2068.12.31 
原始取得 

44 

公 路 智

能 视 频

云 平 台

建 设 技

术 

自主

研发 

一种可以自动识别车

辆运行方向的检测装

置 

实用新型 
ZL2016213900

34.7 

2016.12.16-

2026.12.15 
受让取得 

公路治超软件 3.0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2507962 号 

2016.05.01-

2066.12.31 
原始取得 

智能门架管控系统软

件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8556342 号 

2020.06.25-

2070.06.24 
原始取得 

ETC门架系统数据采

集软件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8556343 号 

2020.06.25-

2070.06.24 
原始取得 

一种基于轴组、整车

双模称量的自适应公

路动态自动衡器 

实用新型 
ZL2015204907

49.9 

2015.07.09-

2025.07.08 
原始取得 

45 

智 慧 园

区 信 息

化 建 设

技术 

受让

技术

的再

改进 

项目管理软件 V1.0 
软件著作

权 

软著登字第

3707034 号 

2011.11.30-

2061.12.31 
受让取得 

一种天然气输送管道

流量调节装置 
实用新型 

ZL2020217104

87.X 

2020.08.17-

2030.08.16 
原始取得 

户外机柜智能配电装

置 
实用新型 

ZL2020217212

08.X 

2020.08.18-

2030.08.17 
原始取得 

申请人主要业务及产品所需的核心技术来源对应的上述专利、软件著作权的

所有权均为发行人或其子公司单独享有，均在有效期内。 

综上，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之日，发行人主要业务及产品所需要的核心技

术来源主要是发行人及子公司自主研发，部分核心技术系因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设

立、增资时股东出资、股东进行事业单位改制剥离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关

技术等历史原因自股东单位取得，该等技术出资、专利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

合法有效，且已完全投入发行人及子公司，发行人及子公司受让后再改进并形成

了自身关键研发设备和相应研制条件。上述专利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未授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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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或自然人使用，不存在纠纷，发行人及子公司所持上述专利权及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合法有效。 

（二）报告期内研发人员的流失情况及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不断完善研发体系建设，研发运营团队结构完整，

各研发团队各司其职。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动，除核心技术人员之外存在个别研

发人员离职情形，具体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研发人员（含核心技术人员） 231 234 241 184 

核心技术人员 10 10 10 10 

当期离职核心技术人员 0 0 0 0 

当期离职研发人员 9 10 5 3 

当期离职研发人员占期末研发人员的比例 3.90% 4.27% 2.07% 1.63% 

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 10 名未发生变动，除个别研发人员

因自身原因离职外，发行人研发队伍规模总体稳定，当期离职研发人员占期末研

发人员的比例较低，离职人员涉及的岗位及内容均可在较短时间内补充，不会对

发行人技术研发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申请人的技术研发在技术来源、专用设备、人员、资金等方面对股东

单位的依赖情况，对共同开发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收益权的约定情况，技术研

发是否对股东单位构成重大依赖，是否存在股东单位向申请人输送利益的情形 

（一）申请人技术研发在技术来源、专用设备、人员、资金等方面不存在

对股东单位的依赖情况 

1、技术来源 

申请人主要业务及产品的核心技术来源主要为自主研发，其中部分专利及软

件著作权主要系在报告期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设立、增资时股东出资、股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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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改制剥离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关技术等历史原因自股东单位受

让取得，该等受让合法有效。 

具体情况参见本告知函回复“一、申请人主要业务及产品所需要的核心技术

来源、专利（含著作权）所有权及有效期，报告期内研发人员的流失情况及影响”

之“（一）申请人主要业务及产品所需要的核心技术来源、专利（含著作权）所

有权及有效期”的内容。 

2、专用设备 

申请人技术研发过程中所需的专用设备均由公司自行购置，不存在依赖股东

单位的情况。 

3、人员 

发行人拥有独立完整的自主研发体系，核心技术研发由公司技术研发团队独

立完成，研发技术人员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专职工作，不存在在股东单位兼职的

情况，亦不存在依赖股东单位的情况。 

4、资金 

发行人经营计划部负责组织研发项目的立项、论证、实施监督和考核，负责

与项目负责人签订《研发项目责任书》，责任书内容应包括工作目标、完成形式

和标志、时间节点、奖惩措施等内容，并按责任书条款进行奖惩。 

财务部按照研发项目的立项情况建立项目核算，并安排相应的预算；对研发

项目的预算执行进行监督管理，确保满足研发资金的需求，同时有效地监督研发

经费的使用；负责根据研发项目的研究开发进度进行收入和成本确认。 

公司及子公司的研发经费均为自有资金，且自主、有效管理该等研发经费，

不存在对股东单位的依赖。 

（二）对共同开发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收益权的约定情况 

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与股东单位共同开发知识产权的

情形。发行人与其他方之间合计持有 4 项共有专利及 1 项共有软件著作权，具体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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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有权人 

专利号/软

著证书号 
名称 类型 对所有权、收益权的约定情况 

1 

中 天 火

箭、新疆

维吾尔自

治区人工

影响天气

办公室 

ZL201510

967526.1 

一种火箭发

射控制系统 
发明专利 

根据双方签订的《专利权共有协议》： 

 

双方共同拥有专利权，共同享有所有权及使用权。 

 

双方各自有权单独实施该两项专利，并有权单独享有其实施该专

利所产生的全部收益。 

 

任何一方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让与或授权第三人实施任一共

有专利。 

2 
ZL201821

397154.9 

一种飞机冷

云焰弹 
实用新型 

根据双方签订的《专利共有协议》： 

 

双方作为专利共有人，中天火箭可自行实施（及于其控股或者全

资子公司）共有专利，也可以与第三方合作或者委托第三方代为

加工的方式实施共有专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办公

室仅可自行实施（不及于其控股或者全资子公司）。 

3 
ZL201911

413202.8 

一种火箭弹

安全发射控

制系统及控

制方法 

发明专利 

根据双方签订的《专利共有权人协议》： 

 

双方依法享有单独实施或使用该等专利，并独自享有收益。 

 

中天火箭有权为生产经营目的实施或使用共有专利并享有全部

收益。 

 

共有权人不分享中天火箭使用共有专利获得的收益，不分享中天

火箭许可第三方实施或使用共有专利所获得的使用费。 

4 
ZL202023

325177.9 

一种用于飞

机消雾作业

的催化剂播

撒装置 

实用新型 

5 

中 天 火

箭、安徽

省人工影

响天气办

公室、安

徽诺安信

息科技有

限公司 

软著登字

第
0372231

号 

诺安人影物

联网智能管

理 系 统
V1.0 

软件著作

权 

根据三方签订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共同使用协议》》： 

 

三方共同拥有软件著作权，对该软件著作权共同享有所有权及使

用权； 

 

三方各自有权单独实施上述共有软件著作权，并有权单独享有其

实施上述共有软件著作权所产生的全部收益； 

 

非经中天火箭书面同意，其他共有权人不得转让该共有软件著作

权，不得授权第三方适用进行商业化生产、销售。未经中天火箭

书面同意，其他共有方授权第三方适用该软件著作权的，其他共

有方获得的收益归中天火箭所有。 

 

综上，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与股东单位共同开发知识

产权的情形；发行人对 4项共有专利及 1项共有软件著作权依法享有共同所有权，

根据与共有权人的约定，发行人有权单独实施或使用该等权利，并独自享有实施

该等知识产权享有的全部收益，该等共有知识产权不涉及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不

会对发行人的正常业务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技术研发对股东单位不构成重大依赖，不存在股东单位向申请人输

送利益的情形 

申请人主要业务及产品的核心技术来源主要为发行人及子公司自主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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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核心技术涉及因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设立、增资时股东出资、股东进行事业单位

改制剥离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关技术等历史原因自股东单位取得后再改

进，符合发行人历史沿革中涉及的军工科研院所改革要求，但不因此构成对股东

单位的重大依赖，不存在股东单位向申请人输送利益的情形，理由如下： 

1、申请人在技术来源层面对股东单位不存在重大依赖 

因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设立、增资时股东出资、股东进行事业单位改制剥离与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关技术等历史原因，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部分专利、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系自股东单位处取得，具体情况如下： 

（1）2002 年，中天有限成立时，股东单位四十一所以包括 5 项专利在内的

非货币资产向中天有限出资，该等专利作为股东出资形成中天有限法人财产，截

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之日，上述 5 项专利已过专利保护期限； 

（2）2005 年，超码科技设立时，股东单位四十三所包括以 2 项专利在内的

非货币资产出资，后续向超码科技转让了与其业务相关的其他 3 项专利，截至本

告知函回复出具之日，其中 4 项专利已过专利保护期限； 

（3）2013 年，三沃机电改制时，四十四所作为股东以专利在内的非货币资

产向三沃机电出资，后续基于三沃机电增资及四十四所改制，四十四所以专利认

缴了增资并转让了相关专利给三沃机电。 

除前述因历史原因而产生的专利、软件著作权转让情况外，发行人及子公司

设立后独立拥有开展业务与经营的技术，后续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研发投

入，经过持续的研发投入、技术积累、生产实践和市场验证，建立了完善的研发

体系，不断进行技术优化和升级，形成了多项自主研发独立申请的专利技术及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共同构成公司的核心技术体系，不存在公司核心技术依赖于早

期自股东单位受让取得的专利、软件著作权的情况。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

公司及子公司自主研发原始取得国防专利 16 项，发明专利 80 项，实用新型专利

70 项，软件著作权 24 项，原始取得的国防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分别

占到相关类别专利比例为 100.00%、86.02%和 80.46%。技术来源方面不存在对

股东单位的重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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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人在研发人员方面对股东单位不存在重大依赖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共有研发人员 231 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28.27%，发行人研发团队能胜任行业技术发展及公司研发需求。 

报告期内，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无论是核心技术人员还是普通技术人员自进

入公司任职开始专职在公司工作，不存在在股东单位兼职的情况，亦不存在对股

东单位重大依赖。 

此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均持有《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拥有关键研发设备

和相应研制条件，项目经费可以得到保障，研发资源不受制于股东单位。 

综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研发资源独立完整，自主研发了各项业务的核心

技术，技术研发对股东单位不构成重大依赖，不存在股东单位向申请人输送利益

的情形。 

三、本次募投项目相关的核心技术的迭代情况、技术与研发人员的储备情

况，可否满足项目需要 

（一）本次募投项目相关的核心技术的迭代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相关的核心技术来源与迭代情况如下： 

募投项

目 

核心技术

名称 
技术来源 核心技术的迭代情况 产品应用 

技术成

熟程度 

军品生

产能力

条件补

充建设

项目 

针刺无纬

布炭/炭喉

衬制造技

术 

自主研发 

通过原有炭/炭军品技术与

飞机炭/炭刹车盘技术的融

合创新形成。军品产品定型

后，核心技术不得更改。已

定型产品的生命周期普遍

为 10-30 年，定型产品需求

稳定。同时，公司也在开展

军用耐烧蚀材料新型号的

研制和快速制备新技术的

研发工作，主动推进产品技

术迭代以满足未来新的市

场需求。 

某型号战术

导弹系统 

大批量

生产 

快速低成

本反应熔

渗 C/SiC

抗烧蚀材

料制备技

术 

自主研发 

在常规的化学气相沉积技

术（CVI）和聚合物浸渍裂

解技术（PIP）的技术上，

自主开发了反应熔渗技术

（RMI）。军品产品定型后，

核心技术不得更改。已定型

产品的生命周期约为 10-30

某型号导弹

系统 

小批量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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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

目 

核心技术

名称 
技术来源 核心技术的迭代情况 产品应用 

技术成

熟程度 

年，公司在该项技术上持续

开展大尺寸构件、薄壁异型

构件的防变形及低成本制

备等新技术研发工作，以满

足未来新的市场需求。 

大尺寸

热场材

料生产

线产能

提升建

设项目

（二期） 

大沉积室

旋流气场

的均热法

CVI 技术 

自主研发 

依托原有的大沉积室旋流

气场的均热法 CVI 技术，结

合工艺装备的优化升级，形

成国内领先的天然气快速

沉积技术。 

炭/炭坩埚、

炭/炭保温

筒、炭/炭盖

板、炭/炭加

热器、炭/炭

导流筒、炭/

炭螺栓 

大批量

生产 

优化组合

的热解炭/

树脂炭双

元炭基体

技术 

自主研发 

在优化组合的热解炭方面，

针对光伏热场对炭/炭复合

材料的要求，由原有的丙烯

热解碳技术发展为天然气

快速热解碳技术，针对性地

开发出特定气相和液相比

例优化组合的双源炭基产

品。 

炭/炭坩埚、

炭/炭保温

筒、炭/炭盖

板、炭/炭加

热器、炭/炭

导流筒、炭/

炭螺栓 

大批量

生产 

石墨化处

理技术 
自主研发 

通过石墨化核心技术装备

的研发，引入了行业先进的

连续高温石墨化炉，结合原

有的高温石墨化处理工艺，

使得工序效率大幅提高。 

炭/炭坩埚、

炭/炭保温

筒、炭/炭盖

板、炭/炭加

热器、炭/炭

导流筒、炭/

炭螺栓 

大批量

生产 

快速低成

本缠绕成

型炭/炭复

合材料制

备技术 

自主研发 

通过公司自主研发的分瓣

拼接技术，实现了炭/炭复合

材料产品的快速低成本制

备，并大幅降低大尺寸热场

材料的制造成本，同时拼接

技术为单晶炉热场进一步

放大做好了准备，可避免因

为热场尺寸继续放大造成

的设备产能下降。 

炭/炭坩埚、

炭/炭保温

筒、炭/炭盖

板、炭/炭加

热器、炭/炭

导流筒 

试生产 

 

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的核心技术均由超码科技自主研发，多数已实现大批量生

产并应用于公司主要产品。 

军品生产能力条件补充建设项目中，相关的核心技术涉及的军品定型后，除

非军方提出对该产品进行改型，否则核心技术、工艺及相关设备均不可更改。一

般而言，定型产品生命周期较长、产品需求较为稳定。同时，公司也在开展新型

号的研制和新技术的开发工作，主动推进产品技术迭代以满足未来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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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寸热场材料生产线产能提升建设项目（二期）相关的核心技术均由公司

自主研发，并不断加以改进。本项目主要基于公司最新的低成本拼接制造技术，

通过购置更为先进的工艺设备，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更低的制备成本和更优的

产品性能。 

（二）本次募投项目技术与研发人员的储备情况  

1、技术储备情况 

（1）军品生产能力条件补充建设项目 

本项目产品涉及炭/炭耐烧蚀材料和陶瓷基耐烧蚀材料，超码科技在炭/炭耐

烧蚀材料和陶瓷基耐烧蚀材料领域开展技术研发十余年，形成了低成本快速制备

的多项创新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拥有 5 项授权国防专利（因保密需要，不

展示专利名称及授权号）。 

1）炭/炭喉衬耐烧蚀材料 

超码科技自主研发的炭/炭喉衬产品拥有 3 项国防专利。创新性地采用层间

接力针刺炭纤维无纬布及网胎的成型技术，制备了可机械化连续生产的炭/炭喉

衬预制体，大幅缩短了该类型预制体的制备时间。结合不同炭基体的性能优点，

采用 CVD+PIP 的致密工艺，解决了战术导弹高压强 SRM 耐烧蚀结构件材料力

学性能不足的瓶颈问题，大幅降低传统炭/炭耐烧蚀结构件的生产成本，研制出

了性能优异、烧蚀率低的新型针刺无纬布炭/炭喉衬耐烧蚀材料，提升了我国战

术导弹的技术水平和国际市场竞争力。 

目前，公司生产的炭/炭喉衬耐烧蚀材料已经在多个军品型号和多个商业航

天型号产品上成功批产应用。 

2）陶瓷基耐烧蚀材料 

超码科技围绕连续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快速高效制备技术和低成本

高性能陶瓷涂层技术开展研究工作。在常规的化学气相沉积技术（CVI）和聚合

物浸渍裂解技术（PIP）的技术上，自主开发了反应熔渗技术（RMI），突破了

陶瓷基体优化控制技术、大尺寸净成形控制技术、复杂构件防变形控制技术等关

键技术。相对传统的 CVI 技术和 PIP 技术，成本降低 30%以上，制造周期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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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研制的某型号超音速空地导弹发动机炭/陶燃烧室

已批产应用。 

经过十余年的攻关，超码科技在炭/陶耐烧蚀材料制备技术方面取得了多项

技术创新和突破，目前公司在军用陶瓷基复合材料领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拥有

2 项授权国防专利。 

（2）大尺寸热场材料生产线产能提升建设项目（二期） 

民用领域，公司的光伏用炭/炭复合材料制备技术是在军用炭/炭复合材料开

发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材料制备技术的二次开发和应用。公司已开发出适应光伏

行业所需的民用炭/炭复合材料低成本快速批量化制备技术。其中：1）大沉积室

旋流气场的均热法 CVI 技术，是在 CVI 致密过程中，将碳源气体以旋转气流的

方式通入沉积室，从而大幅提升产品的致密效率；2）优化组合的热解炭/树脂炭

双元炭基体技术，是基于光伏热场对炭/炭复合材料的要求，针对性开发出特定

气相和液相比例优化组合的双源炭基产品，进而大幅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3）

石墨化处理技术，可对各种尺寸、结构的炭/炭复合材料进行高品质的石墨化处

理，使材料石墨化度、纯度达标；4）快速低成本缠绕成型炭/炭复合材料制备技

术，应用缠绕成型工艺实现炭/炭复合材料高密度预制体的快速低成本制备。 

公司的炭/炭热场材料系列产品均由子公司超码科技自主研发，在产品设计、

预制体设计、工艺设计、产品制备及工艺装备等方面，已形成 49 项自主知识产

权（包括 39 项发明专利，10 项实用新型专利），均由超码科技原始取得，能够

满足募投项目需要。 

2、研发人员储备情况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研发人员合计 69 人，占超码科

技员工总人数的 19.4%。长期以来，公司注重多层次、多维度的人才培养。经过

多年运营，公司培养和引进了物理、化学、材料、电子等多种学科交叉的专业人

才，已具备较为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一支专业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高素

质技术与研发团队，本次募投项目研发人员储备充足，能够为募投项目的顺利实

施提供良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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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次募投项目相关的核心技术均为超码科技自主研发，不存在依

赖股东单位的情形；相关技术发展阶段较为成熟，已形成相应自主知识产权并应

用于公司主要产品，迭代情况符合市场和产品需要，募集资金到位后即可投入并

实现量产。超码科技相关的技术与研发人员储备充足，满足本次募投项目需要。 

 

四、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人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提供的专利证书及软件著作权证书，获取并查阅国家知识产

权局出具的专利查询证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出具的计算机软件登记概况查询结

果，通过登陆国家知识产权局及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等网站检索申请人的有效专

利、软件著作权； 

2、获取并查阅申请人及其子公司签署的专利、软件著作权共有协议，了解

申请人及其子公司与其他主体共同研发知识产权的情况； 

3、查询申请人及其子公司自设立以来的工商档案信息，了解申请人及其子

公司自股东单位受让专利、软件著作权的背景； 

4、查询申请人公开披露文件查询其研发人员变化情况； 

5、获取申请人及其子公司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花名册； 

6、了解申请人核心技术的技术来源及研发过程、主要参与研发人员、涉及

的专利及软著等情况； 

7、了解募投项目相关的核心技术迭代情况、技术与研发人员的储备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申请人主要业务及产品的核心技术来源主要为自主研发或基于受让技术

再改进。申请人持有专利权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均由申请人及子公司依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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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清晰、完整；其中部分专利、软件著作权系因申请人及其子公司设立及出资、

事业单位改制等历史原因自股东单位受让取得，且已完全投入公司及其子公司，

并形成了自身关键研发设备和相应研制条件；申请人及子公司均按期缴纳年费，

不存在被提前终止的情形，申请人及子公司所持上述专利权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合法有效。 

2、申请人的技术研发在技术来源、专用设备、人员、资金等方面对股东单

位不存在依赖情况，技术研发对股东单位不构成重大依赖，不存在股东单位向申

请人输送利益的情形；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之日，申请人不存在与股东单位共

同开发知识产权的情形。 

3、本次募投项目相关的核心技术的迭代情况、技术与研发人员的储备情况，

能够满足项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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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首席执行官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

的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

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

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首席执行官：                      

黄朝晖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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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朱宏印 

 

 

   贾义真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