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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接受四川单位单独申报，合作单位须在重庆注册且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多家单位联合申报，须附合作协议，并加

盖所有合作单位公章并扫描在线上传。

3.企业牵头申报项目的，上年度营业收入不少于 1000 万元，

且自筹资金与申请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并需提供相关支撑材

料（企业申报时上年度企业财务报表、上月末银行对账单或银行

贷款授信材料等），财务数据涉密的单位除外。

4.项目申报单位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不良信

用记录和科研失信记录。

（二）项目负责人要求。

1.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为 196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院士

除外），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

2.已申报过 2021 年度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的负责人、

目前承担有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的负责人、项目验收未通过或还在

限制申报期内的负责人不得申报。

3.指南编制专家不能参与申报。

（三）推荐单位要求。

各推荐单位应加强对所推荐的项目申报材料审核把关，按时

将推荐项目通过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统一推荐，并向科技厅

报推荐函和项目汇总表。

（四）其他要求。

1.项目执行期从 2021 年 5 月起，执行年限具体见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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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项目应严格按申报通知要求，所有附件材料均需在四

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上传。

二、专项资金支持方式

专项资金采取前补助支持方式。

三、申报流程

2021 年度川渝联合实施重点研发项目实行网上申报。

（一）申报身份获取。

申报单位管理员、项目负责人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网址：http://202.61.89.120/），进行身份注册和实名认证，

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需完整、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已注册过的

单位和个人凭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并补充完善相关信息，审核通

过后方可进行项目申报。

（二）项目负责人填报。

项目申报书由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负责人登录四川省科技

管理信息系统，根据相关指南提出的具体申报方向，按照提示，

在线填报项目申报书和上传附件，盖章部分扫描后在线上传。

（三）申报单位审核。

申报单位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在推荐单位规定的

截止时间前对项目申报书进行在线审核和提交（所有盖章部分须

作为附件扫描上传，上传的附件推荐单位可不盖章）。

（四）推荐单位审核、汇总、报送。

http://202.61.8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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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进行申报项目的审核、汇总，完成网上审核和提交，

并出具项目申报推荐函和项目汇总表（在线打印）报科技厅。不

受理申报单位单独报送。

（五）申报书修改。

在推荐单位规定的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以前，项目负责人、申

报单位、推荐单位均可在线主动撤回申报书进行内容修改。修改

后，项目申报书及其附件须在推荐单位规定的申报截止时间以前

完成项目申报单位审核和在线提交。

四、申报时限

（一）项目申报单位网上申报时间为：2021 年 4 月 28 日-5

月 17日 18时。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将在申报截止时间 2021

年 5 月 17 日 18 时自动关闭。

（二）项目申报单位在线将申报书提交至推荐单位，具体截

止时间以各推荐单位通知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三）推荐单位报推荐函、项目汇总表截止时间：2021 年 5

月 19 日 18 时，逾期不予受理。

五、材料报送

为减轻科研人员和申报单位负担，项目申报时暂不提交项目

申报书纸件。待申报项目立项公示后，另行通知申报书纸件报送。

未立项项目无需报送纸件。推荐函、项目汇总表寄送地址：成都

市学道街 39 号四川省科技厅区域处 205 室。

六、申报咨询及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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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度川渝联合实施重点研发项目申报指南

（该指南在线填写“重点研发项目申报书”）

为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增强川渝地区协同创新能力，经

与重庆市科技局协商，聚焦人工智能、大健康、生态环保和现代

农业等四个领域，联合实施关键技术攻关，重点支持以下方向：

一、人工智能方向

（一）项目名称：应急处置智能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示范。

研究内容：围绕智能机器人在城市防爆、火灾探测与救援等

应急处置中的应用问题，研究目标识别与场景精准感知技术，突

破对场景理解和模型的精准匹配等关键技术，提升现有应急处置

机器人自主定位与导航能力、目标识别与场景精准感知能力，实

现在应急平台调度下的多机器人工作的协同性和灵活性，快速、

安全、准确地处置各类应急情况。

考核指标：完成自主定位与导航功能、目标识别与场景精准

理解的机器人设计，支持多种安全场景下的应急处置应用；申请

发明专利 5 项，获得 2 项；形成智能机器人产品 1 个，实现销售

收入 3000 万元以上；在川渝地区 2 个以上相关领域开展应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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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实施年限：2 年。

支持方式：拟支持 1-2 项，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200 万元。

（二）项目名称：基于 5G 的新一代无人驾驶智能终端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围绕基于 5G V2X 的车路协同与智能网联汽车问

题，研究基于新一代 V2X 的行驶中道路状况、车辆工况、排放尾

气和其它车辆健康信息实时收集技术和基于 5G 的车辆健康信息

传输技术，突破基于新一代 V2X 车辆健康数据低延时高可靠传输

技术和车辆健康数据实时智能分析核心算法，研制新一代 V2X 的

车辆健康检测智能终端，实现车辆、路侧和车联网云平台之间的

高效通信与管理，并在在川渝地区相关领域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设计并完成 V2X 终端设备、V2X 路侧设备和符合

标准的车联网信息管理平台产品，建设 V2X 实验应用示范场地 1

个；申请发明专利 5 项，获得 2 项；形成 V2X 产品 2 个，实现销

售收入 1000 万元以上；在川渝地区 2 个以上网联汽车领域开展

应用示范。

实施年限：2 年。

支持方式：拟支持 1-2 项，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200 万元。

（三）项目名称：面向复杂网络环境的安全智能系统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围绕复杂环境应对高级网络威胁的检测和防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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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需求，研究复杂网络环境中基于人工智能的网络安全自适

应、对抗与博弈和自动恢复与响应等技术，突破新型网络安全防

御架构设计、小样本攻击事件主动感知、攻防对抗与博弈、自主

响应等关键技术，实现系统主动安全感知、风险预防和处置水平

能力提升，以机器人及无人机等场景感知为应用场景在川渝地区

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完成新型网络安全防御架构设计及技术研发；支

持具有感知、控制等安全功能的 10 种以上场景应用；申请发明

专利 5 项，获得 2 项；形成具有智能安全功能的无人系统产品 1

个，实现销售收入 3000 万元以上；在川渝 2 个以上相关领域开

展应用示范。

实施年限：2 年。

支持方式：拟支持 1-2 项，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200 万元。

（四）项目名称：面向多源信息融合的智能交通预测与决策

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围绕城市/高速公路交通系统的控制与管理问题，

研究多源交通信息智能感知、智能融合、自主决策与控制技术，

突破多元交通目标识别、交通流参数检测、高精时空定位、交通

态势仿真预测、复杂策略决策评价等关键技术，实现行驶车辆特

征检测、路网关键节点及重要路段交通流智能感知、路网交通状

态智能分析、交通态势智能预测和自主管控等功能，提升道路交

通全天候通能力，提高交通管理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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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完成多源交通信息融合和行为识别系统的设计，

支持交通系统的自主控制和决策；申请发明专利 5 项，获得 2 项；

形成智能交通产品 1 个，实现销售收入 3000 万元以上；在川渝

地区 2 个以上智能交通或交通执法监管领域开展应用示范。

实施年限：2 年。

支持方式：拟支持 1-2 项，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200 万元。

（五）项目名称：医疗影像智能识别与分析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围绕医疗影像识别与分析中的关键问题，研究智

能服务集成框架，支持智能模型的快速部署，将辅助诊断、影像

组学研究模型等临床智能辅助功能嵌入 PACS/RIS 系统业务工作

流,研究支持自动化机器学习和可持续迭代的的辅助标注技术，

突破医疗影像识别中耗时长、精度低、定位困难、识别障碍等瓶

颈，提升医疗影像智能化水平。

考核指标：构建影像专病大数据中心，形成至少 2 个常见高

发专病的数据模型；设计与完成多模态医学科研服务平台，支持

影像高维特征的提取；申请发明专利 5 项，获得 2 项；形成智能

诊疗产品 1 个，实现销售收入 3000 万元以上；在川渝地区 5 家

以上医院开展应用示范。

实施年限：2 年。

支持方式：拟支持 1-2 项，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200 万元。

二、大健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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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重大传染病防控及新型疫苗构建的关键技

术研究。

研究内容：围绕重大传染病防控的早期诊断和预防，从生物

学、检验医学、分析化学等交叉学科角度出发，研究基于超敏核

酸、蛋白分子早期检测技术和装备，解决早期感染时复杂样本中

痕量病原微生物的超敏识别，研发具有高机动性的现场快速检测

装备。针对重大传染病研发新型创新性疫苗，将新抗原发现、递

送载体和佐剂技术交叉融合，提高疫苗的安全有效性和患者使用

的顺应性，提升重大传染病早期检测和防范能力。

考核指标：突破痕量核酸、蛋白检测或新型疫苗构建中关键

技术 2-3 个；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获得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5 篇以上；建立新型疫苗构建的中式平台。

实施年限：2 年。

支持方式：拟支持 1-2 项，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200 万元。

（二）项目名称：川渝地区急性胸痛疾病救治关键技术研究

和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川渝地区急性胸痛发病率高的问题，基于胸

痛队列的前期研究，利用组学大数据、影像多组学等信息挖掘技

术，开展探究疾病关键分子机制、绘制动态知识图谱等关键技术

研究，形成早诊断早治疗、危险分层、分级诊疗和康复管理的信

息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构建综合风险预警-急救处置-院内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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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管理的全病程优化管理控制闭环系统。

考核指标：突破急性胸痛疾病救治关键技术 3-5 项；建立川

渝地区急性胸痛疾病前瞻性队列 1 个和信息化协作运行控制平

台 1 个；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获得 1 项；编制适合川渝地区

急性胸痛救治方案、专家共识或临床指南；在川渝地区 2 家以上

医院开展临床应用示范。

实施年限：2 年。

支持方式：拟支持 1-2 项，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200 万元。

（三）项目名称：医用级可吸收高分子植入材料在儿童外科

机器人手术中的研发及临床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临床儿童胸腹部外科微创手术中闭合血管安

全性问题，利用国内儿童机器人手术水平国际领先的优势，开展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儿童体内的可吸收产品的研发及

评价，优化其在患者体内的有效夹持、优化降解周期、提升生物

相容性等特性，并在相关领域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突破关键技术 2-3 项；形成可实现进口替代的儿

童体内安全用可吸收产品，形成 3-5 种儿童胸腹部外科多发疾病

的机器人手术先方案；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获得 1 项；在川

渝两地不低于 2 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应用示范。

实施年限：2 年。

支持方式：拟支持 1-2 项，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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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名称：针对口腔真菌病防治天然药物的研发。

研究内容：围绕临床抗真菌新药缺乏、毒副作用大、真菌耐

药严重等瓶颈问题，从药物化学、生物学、检验医学等交叉学科

角度出发，分离纯化、培养、鉴定和保藏临床真菌，研发防治口

腔真菌性疾病的高效低毒的天然药物，从系统生物学和系统医学

的角度探究其抗真菌机制，解决逆转真菌耐药等关键技术，形成

一套完善的天然药物研发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形成防治口腔真菌性疾病天然药物研究技术体

系；分离纯化、培养、鉴定和保藏临床真菌 3000 株以上；发现

2-3 个抗真菌药物新靶点；获取 5-6 种低毒高效、不易耐药的新

型抗真菌天然药物；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获得 1 项；完成 1

个以上物临床样本防治功效评估。

实施年限：2 年。

支持方式：拟支持 1-2 项，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200 万元。

（五）项目名称：肿瘤高能粒子精准放疗系统的研究和转化

应用。

研究内容：围绕川渝地区肿瘤高端放疗临床需求，基于高能

粒子放疗中射程不确定性、分次治疗摆位偏差、器官运动等误差

因素及高能粒子治疗质控指标，研究多模态影像在粒子治疗模拟

定位、计划设计及位置验证中的作用，研究高能粒子放疗模拟定

位和影像引导技术，建立粒子治疗临床技术规范、大数据采集和

分析平台，建成川渝地区肿瘤粒子治疗规范化、智能化、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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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基地和临床转化应用平台。

考核指标：突破多模态影像在高能粒子治疗模拟定位、计划

设计、位置验证、器官运动管理等关键技术 2-3 项，形成粒子治

疗质控和大数据分析平台各 1 个；提出粒子治疗临床技术规范和

指南 1 套；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获得 1 项，发表论文 2 篇以

上；在川渝地区 2 家以上医院开展粒子治疗基础或临床研究。

实施年限：2 年。

支持方式：拟支持 1-2 项，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200 万元。

三、生态环保方向

（一）项目名称：川渝地区运行尾矿库污染源头阻断防控研

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基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矿山地质环境与尾矿库运行

质量等突出问题，针对具有代表性不同类型的尾矿库，运用地球

物理勘查、同位素示踪、工程水文地质钻探和土工试验，结合区

域地质构造背景，查明尾矿（渣）地下空间裂隙展布特征，研究

深部富水带和渗漏通道空间展布规律，研究典型尾矿（渣）的环

境污染特征和环境释放行为对周边土壤、地下水、地表水、植物

等环境污染的机理，选取 2—3 座典型尾矿库（渣）开展示范应

用研究。针对性开展防渗材料、浆液扩散规律及污染源头阻断技

术研究，设计地下导流防渗屏障和地面分流沟渠，建立一套成熟

的污染源头阻断防控技术方法，构建矿区污染源全链条控制和分

级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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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突破运行尾矿库污染源头阻断防控关键技术 3-5

项；研发污染源头阻断材料 2 种；研发原位防渗阻隔工程治理技

术 1 套；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获得 1 项；形成专项研发产品

2 项，完成尾矿库原位防渗阻隔示范工程 1 项。

实施年限：2 年。

支持方式：拟支持 1-2 项，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200 万元。

（二）项目名称：川渝城市群中小河流域水环境治理与生态

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川渝城市群流域水系特征，以流域水环境质

量显著改善和水生态明显恢复为目标，分析水环境、水生态要素

特征及时空迁移转化，分析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对水质影响，揭

示污染物产生、迁移、转化等机制及生态效应；开展水生态功能

原位修复技术创新和模式示范，为川渝地区水污染防治及水生态

修复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参考。

考核指标：完成人类活动（含典型政策、措施）与水生态环

境响应关系模型构建，突破川渝城市水资源联合调度最优化策略

方法及关键技术 2 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 项，获得软件著作权

1 项；开展水生态综合治理和运营调度应用示范 1 项；突破水生

态环境原位减负修复和功能恢复关键技术 1 项；开展工程应用示

范 1 项。

实施年限：2 年。

支持方式：拟支持 1-2 项，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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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农业方向

（一）项目名称：川渝地区马铃薯机械化关键技术研究与装

备创制。

研究内容：针对川渝宜机作业适度规模生产地区马铃薯机播

漏播突出、机收推广难的问题，运用智能检测及控制技术，开展

马铃薯漏播监测与自动补薯技术研究，研发马铃薯低漏播精量播

种机;开展马铃薯机械化收获低损伤技术、复合土薯分离技术研

究，研发集杀秧、挖掘、分离、收集功能于一体的马铃薯联合收

获机;筛选马铃薯优良品种，研究制定马铃薯适度规模机械化生

产技术规程，开展马铃薯机械化技术及装备集成示范。

考核指标：研发低漏播马铃薯精量播种机和马铃薯联合收获

机各 1 种，漏播率不超过 5%，收获机生产率不低于 2 亩/小时；

制定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技术规程或产品技术标准 2 项；申请国家

发明专利 3 项，获得 1 项;实现销售收入 1000 万元以上；在川渝

地区建立 2 个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推广全程机械化技术 1000

亩以上。

实施年限：2 年。

支持方式：拟支持 1-2 项，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200 万元。

（二）项目名称：川渝地区优势果蔬冷链贮运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

研究内容：围绕川渝两地水果、蔬菜等优势农产品及加工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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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开展基于基因组学的采后生理和腐败微生物研究，解析果

蔬冷链贮运品质变化和腐败微生物致病腐败机制；结合产地预

冷、纳米保鲜、生物保鲜、气调保鲜、采后加工新技术，集成创

新果蔬农产品冷链流通品质安全管控模式，攻克贮运过程中易腐

烂的技术瓶颈，再集成温度监控、射频识别、GPS 定位、地理信

息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冷链物流的综合管理和实时监控系统。

考核指标：突破农产品保鲜关键技术 4 项以上，相关品种的

保鲜期比现有方法延长 30%以上；研发冷链物流专用机械装备 2

套以上；制订技术标准或规程 2 项以上；形成冷链智能控制软件

2 套以上；申请发明专利 3 项，获得 1 项；实现销售收入 2000

万元以上；在川渝地区建立技术应用示范基地 5 家以上。

实施年限：2 年。

支持方式：拟支持 1-2 项，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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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姓 名 职称 工作单位

周世杰 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

彭 舰 教授 四川大学

唐 聃 教授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钟 波 研究员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吴 敏 副研究员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李青苗 研究员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陈 功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

易文裕 研究员 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

朱永清 研究员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卢 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胡云喜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地矿所

江腊海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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