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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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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工厂化农业关键技术与智能农机装备”重

点专项。根据本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2 年度项目申

报指南。

本专项总体目标是：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

专项聚焦农业传感器、动植物生长模型和智能农机装备核心技术

产品受制于人、工厂化和大田农业整体产出效能不高等问题，创

制一批关键技术、核心部件、重大产品并开展典型集成应用示范，

引领未来农业发展方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022 年度指南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先安排重大、关键且紧迫，以

及具备一定基础的任务。拟启动 14 个项目方向，拟安排国拨经

费概算 2.8亿元。其中，青年科学家项目（项目名称后有标注）

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2000万元，拟支持项目 10个，每个 200万

元。本专项指南采用技术就绪度管理。

如无特殊说明，每个项目方向拟支持数为 1~2项，实施周期

不超过 5年。除青年科学家项目以外，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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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

过 5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项目设 1名负责人，

每个课题设 1名负责人。

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3

家。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年龄要求，

男性应为 198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应为 1982年 1月 1日

以后出生。原则上团队其他参与人员年龄要求同上。

指南中“拟支持数为 1~2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当

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情

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个项目。2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持

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据

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本专项鼓励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有聘请外国专家需求的

单位可登录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https://fuwu.most.gov.cn）通过

“外国专家项目管理”系统申报国家外国专家项目，申报截止日

期为：2022年 6月 20日 16:00，相关申报说明、支持条件及项目

管理办法等详见“外国专家项目管理”系统首页通知公告，科技

部将择优遴选支持。联系人及电话：张英哲，010-58884364。

1. 农业专用智能芯片开发（青年科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针对农业多源环境感知、智能农机装备和农业机

器人装备自主作业等环节缺少专用智能芯片的问题，重点研究并

设计面向农业生产数据感知控制与模型推理的 SoC架构，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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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处理器架构下，研究基于微内核操作系统的多源农业感知数

据处理任务调度技术；研究面向农机装备的数据处理与智能控制

算法加速器；研究路径规划导航、病虫害机器识别、生长状态监

测和产量预估等智能算法的专用 IP，开发相对应的 FPGA验证系

统，结合农机装备测试、自动驾驶、病虫害检测、长势监测、产

量和品质估测估产等典型农业应用场景开展测试。

考核指标：选择农机装备测试或自动驾驶或农田病虫害检测

或作物长势监测或作物产量品质估测估产等一个典型农业应用场

景，研究符合该应用场景的加速算法并开展智能专用芯片探索性

研究，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拟支持项目数：10项。

2. 大田作物生长模型与智能决策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目前作物生产精确管理与智能决策过程中机

理性模型缺乏、管理决策经验性强等问题，面向田间复杂多变环

境，创建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玉米等）田间生长发育与

生产力形成过程的模拟模型；研究大田环境下作物功能结构协同

形成模型及数字孪生技术；构建基于多源信息和多模型耦合的大

田作物生长发育与生产力动态预测技术；创新农艺农机信息融合

方法，构建基于过程模型与效应评估的作物生产管理方案数字化

设计与智能化推送技术；集成开发面向农作系统动态预测与智能

调控的作物模拟与决策支持平台，并在我国水稻、小麦、玉米等

粮食主产区开展应用示范，实现农作系统模拟预测与管理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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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与智能化。

考核指标：构建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玉米等）生长

与生产系统的动态模拟模型 3套，形成作物功能结构协同模型及

数字孪生农作系统 3套，突破基于多源耦合的大田作物生长发育

与生产力预测技术 3项，形成基于农艺—农机—信息融合的数字

化模拟与智能化决策技术体系 1套，研发数字化智能化作物模拟

与决策支持平台 1个，在 3~5个粮食（水稻、小麦、玉米等）主

产省，选择 10 个以上的规模化农场开展应用验证，单个农场的

示范面积不低于 1万亩，决策内容涵盖种、肥、水、药等施用决

策，农作系统的预测精度达到 90%以上，按照决策方案执行，可

提高作物生产力 10%以上、提高生产效率 10%以上、提高综合经

济效益 20%以上。

3. 农情信息空天地高精度高时效监测系统研发与应用

研究内容：围绕粮食主产区，针对小麦、玉米、水稻和大豆

等主要农作物大规模农情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技术缺乏、监测精度

低、时效性滞后等问题，重点研究关键农情参数（苗情质量、物

候期、植株养分和水分、色素、叶面积指数、生物量、成熟度、

产量、品质、灾情、收获指数等）高分遥感机理模型与定量解析

技术；研究复杂场景下全口径田块边界、农作物空间分布、播收

进度等智能识别与高精度制图技术；研发作物长势遥感信息与农

学模型耦合的地块级农作物高精度产量品质测报技术；研发农情

信息田间原位传感测量与无人机低空遥感高效感知技术；研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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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协同的智能农情大数据数字孪生系统，建立农田多尺度“四

情”高效智能巡查技术，形成大规模、长时序、高时空的农情监

测专题产品，服务政府精准决策及农场生产智慧管理。

考核指标：小麦、玉米、水稻和大豆等主要农作物关键农情

参数高分遥感定量解析精度≥90%，生成地块级农情参数专题产

品 55 套以上；全口径田块边界和农作物智能识别与高精度制图

技术 3项以上，作物识别类型≥10种，空间制图精度≥90%；创

建小麦、玉米、水稻和大豆等主要农作物产量和品质估测技术 4

项以上，地块级主粮作物估测估产精度≥85%；研发农情信息田

间原位传感测量与无人机低空遥感高效感知技术 4套以上；开发

空天空地农情信息高时效监测与数字孪生系统 1套，建立天空地

农田“四情”高效智能巡查技术体系 5项以上，区域主动巡查时

间频次≥5天，重大农业气象灾害巡检监测精度≥85%；在≥4个

粮食主产省进行示范应用，每个主产省覆盖面积≥30%。

4. 农机新型动力系统与智能控制单元技术研发及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农机传统动力系统排放高、智能化水平低等

问题，围绕绿色化、高效化、智能化的发展要求，重点研究柴电

混合动力、纯电动、氢能动力、甲烷动力等在自走式农机装备中

应用的关键技术，研究高效驱动与传动、动力输出、能量智能管

理，以及与作业机具、功能部件的协调控制等新型动力系统关键

技术，研究自走式农机装备动力系统、行走与动力输出、作业部

件及功能部件、作业质量、自主作业等总线控制技术，创制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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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动力系统和智能控制单元，并集成典型农机装备应用验证。

考核指标：突破新型动力系统、传动系统、控制系统核心技

术 8~10项，研制柴电混合动力、纯电动、氢能动力、甲烷动力

等新型农机动力系统 3~5种以上，研制自走式农机装备智能控制

单元 5种以上，关键技术及零部件自主化率达到 95%以上，动力

系统功率≥100千瓦，最高传动效率≥90%，能量使用效率≥90%，

智能控制单元控制的主要参数占比≥95%；在拖拉机、栽植、植

保、收获等 5种以上自走式农机装备上集成应用，示范作业面积

≥2000亩，电动动力系统单次充电连续作业时间（包括道路行驶）

≥7小时；氢能动力、甲烷动力系统单次加满连续作业时间（包

括道路行驶）≥80小时。

5. 丘陵山地通用动力机械创制

研究内容：针对丘陵山区地形地貌复杂、土壤条件多样等特

点，重点突破复杂通过条件下多源动力高效传递与行走驱动、电

液比例动力输出、大坡度高通过性行走机构、高灵便转向、机身

姿态自适应调控、作业装置模块化快速换装、作业远程操控等关

键技术，研发行驶速度、动力输出及机身姿态等作业工况信息远

程监测装置，开发高效传动装置、行走系及自动导航等关键核心

零部件，创制适配耕种管收多类型机具的丘陵山地通用智能化动

力机械，在典型丘陵山区开展集成应用。

考核指标：突破动力传递及高效驱动、高通过性行走及操控

等关键技术 6~8项，研制核心部件 6~8种，创制 50~80马力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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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带全地形动力机械装备 4~6种，最大爬坡度≥25°，倾翻极限

角度≥30°，最小转向圆半径≤3.0米，制动减速度≥4.5m/s2，牵

引效率≥75%，排放等级不低于非道路国Ⅳ水平，支持不少于 2

路液压输出和 2路动力输出，具备配套农机具自动调平功能，可

适配耕整、播种、植保、收获及转运平台等作业机具；关键工况

参数检测精度≥95%，自动导航误差≤3.0厘米；关键技术及零部

件自主化率达到 95%以上，整机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300小时。

在 3~5种典型丘陵山地主产区开展整机集成示范应用，推广应用

100台以上。

6. 肥药精准施用部件及智能作业装备创制

研究内容：针对国产肥药施用机具作业质量严重依赖操纵人员

经验、关键核心部件缺乏等问题，围绕肥药精准化和智能化施用需

求，攻克大田作物（小麦、玉米、水稻等）、露地蔬菜（甘蓝、西

兰花等）和主要果树（苹果、柑橘等）生产过程肥药施用靶标识别

定位、肥药对靶施用控制、药液飘移防控、肥料位置精准投放控制、

水肥药一体化实施控制等关键技术，研制变量喷头、自清洁过滤、

在线混药/肥、风送风力调控机构、穴施肥机构、喷头堵塞报警、

排肥故障报警等核心部件，研发基于靶标定位识别精准施用控制、

作业质量监测、作业场景智能识别和自主行走作业等系统，创制大

型地面高地隙智能高效喷药机、田间大株距作物对靶施肥机、露地

蔬菜肥药精准喷施装备、宜机化果园智能对靶喷药机、宜机化果园

穴式变量施肥机等智能装备，并开展示范验证。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深
圳

研
究

院
 cu

hksz

— 166 —

考核指标：突破大田果园肥药施用靶标识别定位、肥药对靶

作业精准控制、药液飘移防控、肥料位置精准投放控制等关键核

心技术 6~8项；研制耐用宽范围变量喷头、自清洁过滤装置、在

线混药/肥、风送风力调控机构、穴施肥机构、喷头堵塞报警、排

肥故障报警等核心部件 8~10 种；创制大型地面高地隙智能高效

喷药机（地隙高度≥1.2米，幅宽≥18米，在线混药控制精度≥

90%）、田间大株距作物对靶施肥机（施肥量误差≤5%，肥料投

放位置合格率≥90%）、露地蔬菜肥药精准喷施装备（蔬菜靶标识

别精度≥90%，肥药对靶施用控制精度≥85%）、宜机化果园智能

对靶喷药机（风送风力调控等级≥5级，农药对靶施用控制精度

≥90%）、宜机化果园穴式变量施肥机（穴施肥量控制精度≥90%，

排肥故障报警准确率≥97%）等智能装备 4种以上；喷头堵塞报

警准确率≥97%，大田导航偏差≤2.5厘米，果园导航偏差≤5厘

米；开发肥药智能管理系统 4套以上；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率达到

90%以上；实现大田作物节肥 15%以上，节药 15%~20%，减少药

液飘移 15%以上；实现露地蔬菜和果树节肥 15%~20%，节药

15%~25%，减少药液飘移 20%以上；建立示范应用基地 7个以上，

大田作物示范应用总面积≥10万亩，露地蔬菜和果树示范应用总

面积分别≥1万亩，示范基地节省人工 30%以上。

7. 小麦生产全程无人化作业技术装备创制与应用

研究内容：面向小麦高质、高效、低成本生产的需求，围绕

小麦耕、种、管、收全程农机装备无人化作业关键技术，研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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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感知、导航避障、路径规划、多机协同等无人驾驶技术，关键

生产环节作业智能控制技术，作业处方决策、作业任务分配、种

肥药自动补给、作业监测评价、多机协同调度等农机作业智能云

管控技术；集成创制小麦生产全程智能作业装备，开发小麦无人

化农场智慧管控云平台，构建小麦生产作物信息感知、环境信息

感知、工况信息感知、智能决策、精准作业、智慧管理的无人化

农场技术体系，形成规模化生产和适度规模生产的小麦无人化农

场解决方案，并进行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研制小麦耕、种、管、收全程无人化智能生产作

业装备 6种以上，导航误差≤2.5厘米，障碍物探测距离≥30米；

主从协同作业横向误差≤10厘米，纵向误差≤20 厘米；耕深检

测误差≤2.0厘米，施肥量、喷药量检测精度≥97%；耕、种、管、

收主要作业环节自动驾驶应用等级≥L2（相当于道路车辆）；开

发无人农场云管控系统 1套，具有无人化农机作业监控、远程交

互、作业管理服务等功能；建立小麦无人化生产示范基地 3~5个，

每个示范面积≥1万亩，实现自主导航/自动驾驶部件自主化率＞

95%，耕种管收平均作业效率提高 20%以上，示范基地劳动生产

率提高 30%以上，综合经济效益提高 30%以上。制定相关标准规

范 3项以上。

8. 玉米生产全程无人化作业技术装备创制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当前玉米机械化生产作业环节多、农艺差异

大、多机协同难、作业效率低等问题，围绕玉米耕、种、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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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大规模无人化智能生产需求，研究场景构建、环境识别、路

径规划、自主避障、机群协同等无人化作业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机器作业工况在线感知、种肥水药无人加装、按需施用精准测控、

收获作业优化调控等技术与系统，集成创制土地精整、物料加装、

种肥播施、农药精施、自主喷溉、籽粒直收、穗茎兼收与转运等

智能化无人农机装备，开发具备作业场景自动构建、智能决策分

析、多机协同等功能的玉米全程无人化生产智能云管控平台，并

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突破大规模无人化作业关键技术 10~12项，研制

玉米耕、种、管、收全程无人化智能生产作业装备 8种以上，关

键部件自主化率提高到 95%以上；种肥无人化加装效率≥1吨/分

钟，加装损失率≤0.5%；对行误差≤2.5厘米，障碍物探测距离

≥30米；主从协同作业横向误差≤10厘米，纵向误差≤20厘米；

收获损失率检测误差≤3%，破碎率检测误差≤5%；施肥量、喷

药量检测精度≥97%；耕种管收主要作业环节自动驾驶应用等级

≥L2（相当于道路车辆）；开发无人化农场云管控系统 1套，制

定标准规范 3项以上；在全国玉米主产区建成 3~5个无人化智慧

农场，单个示范面积≥1万亩，自主导航/自动驾驶自主化率达 95%

以上，示范基地劳动生产率提高30%以上，综合经济效益提高30%

以上。

9. 绿色高效智能水产养殖工厂创制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当前工厂化水产养殖中存在的能耗高、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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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大、饵料浪费严重、智能化程度低等突出问题，以创制环境

因子可控的绿色高效智能循环水养殖工厂为目标，重点研发实时

在线的养殖对象生物量估算、行为量化分析、病害预测等关键技

术和智能化管控决策系统及平台；研制水质检测与环境因子（水

质、养殖车间温湿度等）精准调控、高效捕获、精准分拣等智能

化管控作业装备；创制鱼情巡检、鱼池清污、智能投饵等无人作

业机器人；建成淡水工厂化循环水智能养殖体系及海水工厂化循

环水智能养殖体系，实现石斑鱼、淡水鲈鱼等水产品的绿色高效

养殖，并开展大规模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研制水质检测与环境因子（水质、养殖车间温湿

度等）精准调控、高效捕获、精准分拣等智能化管控作业装备 3

种以上，养殖水质达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捕获分拣鱼

损率小于 2%；创制可无人值守作业的自主式鱼情巡检、鱼池清

污、智能投饵等作业机器人 3种以上，节约人工 80%以上，节约

饵料 15%以上；构建淡水和海水工厂化智能养殖大数据管控平台

2个；关键技术及零部件自主化率达到 95%以上，可替代进口。

建立智能化海水循环水养殖工厂和智能化淡水循环水养殖工厂各

1个，实现石斑鱼、淡水鲈鱼等水产品的绿色高效养殖，其中海

水养殖每立方米水体养殖产量达到 40公斤以上，淡水养殖每立

方米水体养殖产量达到 100公斤以上；相比传统养殖方式，示范

企业养殖能耗降低 20%以上，生产效率提高 30%以上，综合经济

效益提高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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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丘陵山区智慧农业关键技术装备创制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丘陵山区农机作业环境复杂、轻简型先

进适用装备缺乏等问题，面向梯田水稻等粮食作物、柑橘等特色

果品以及高山蔬菜等丘陵山区特色农业全程智能化生产与智慧管

理需求，重点研发复杂地形下的农情信息地面自组网感知设备和

复杂气候条件下的农用无人机姿态控制与路径优化系统，实现多

源农情信息快速获取；研制与丘陵山地索轨道运输系统配套的农

机装备通用装卸快换平台，创制适宜丘陵山区主要粮食与经济作

物土地耕整、种苗栽植、植株整理、肥药施用、高效收获转运等

主要生产环节的小型智能化精准作业装备，实现精准高效作业；

研制移动式农产品自动分级设备、一体化包装赋码设备、产地仓

储环境智能调控设备，实现农产品减损增值；集成研发丘陵山地

智慧农业管控技术体系并在典型优势区域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研制丘陵山地农情信息获取技术产品 3~5种；创

制索（轨）道式农机装备通用装卸平台 2~3种，爬坡度≥40°，运

载质量≥500公斤，输运速度≥0.6米/秒，满载制动距离≤10厘

米；创制适宜丘陵山区地形的土地耕整机具（安全作业坡度≥

25°）、种苗栽植机具（栽植位置偏差≤10厘米）、植株整理机具

（作业效率提升≥25%）、肥药施用机具（肥药节省 15%~30%，

作业效率提升≥20%）、高效收获机具（破损率降低 15%~25%）

等精准作业装备 8~10种，节省人工 30%以上；创制移动式农产

品自动分级设备、一体化包装赋码设备、产地仓储环境智能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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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等 3~5种，产后减损 10%以上。在 3~5个典型优势区域开展

集成应用示范，每个地区示范应用面积≥5万亩，粮食、果蔬机

械化率分别提升 15%和 8%，综合经济效益提高 20%以上。

11. 主要饲草饲料生产全程智能化作业装备创制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饲草饲料供给不足、品质营养损失、机械作

业适应性差和作业效率低等问题，围绕青饲玉米、苜蓿、构树、

柠条、杂交狼尾草和天然饲草等饲草种植、收获、储运等主要生

产环节高效高质作业需求，重点突破豆科牧草种子高效采集、高

速低扰动多品种混播补播、多年生饲草料作物机械化建植复壮、

有序输送与高质量切制、自适应保质收获、品质营养保全处理等

关键技术，研发饲草精细播种、仿形平茬与切割、高秆饲草料高

通量切割输送、高质切碎和籽粒破碎、自适应抛送、全程作业质

量在线测控等智能化关键装置，创制饲草饲料种子采收、高效建

植、营养保全等全程智能作业装备，并开展应用验证。

考核指标：突破复杂环境智能仿形、减阻降耗仿生切割、作

业状态在线感知等关键核心技术 10~12项，创制优势饲草种子低

损高净度收获机、多品种混合组配精量播种机、优质蛋白型饲料

高效收获机、大喂入量青饲料收获机等智能化装备 8种以上；豆

科（苜蓿）种子收获采净率≥70%，多品种配比播量控制精度≥

95%，切割茬口破损率≤5%；饲料收获标准草长率≥90%；青饲

玉米收获喂入量≥35公斤/秒，切段长度调整精度 1毫米，籽实

破碎率≥95%；关键零部件自主化率 90%以上；建立示范应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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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3~5个，单个基地的示范应用面积 1万亩以上。

申报要求：该项目采取企业创新联合体形式申报，联合体内企

业总数不少于 4家，其中，牵头申报单位须为建有相关领域省部级

以上科研平台的企业，参与单位须有 2家以上是高新技术企业。

12. 特种经济作物智能收获技术装备创制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茄果及浆果类果蔬（加工用红辣椒、加工葡

萄等）、根茎类中药材（三七、甘草等）等特种经济作物收获装备

缺乏、适用性差、技术性能和智能化程度不高等问题，面向特种

经济作物高效低损机械化收获需求，重点研究特种经济作物机械

化采收新原理新技术，研制低损伤仿形挖掘、柔性摘取、高效清

杂清土、籽实/果实低损失分离清选收集等高性能部件，研发作业

信息智能检测、作业部件参数调控、精细作业调控、行间导航、

协同转运等智能化采收技术，创制自走式高效智能收获装备，并

开展应用验证。

考核指标：突破特种经济作物采收关键技术 5~8项，开发采

收、清选分离等高性能作业部件 10~12种，创制干辣椒、加工葡

萄、三七、甘草等自走式收获机 4~6种，关键核心零部件自主化

率 95%以上，具备作业参数智能调控功能，采净率≥95%，干辣

椒、三七、甘草等采收损伤率≤10%，加工葡萄采收损失率≤5%，

建立技术产品示范验证基地 10 个以上，其中干辣椒收获装备应

用验证≥5000亩，加工葡萄、三七、甘草收获装备应用验证分别

≥3000亩，示范基地劳动生产率提高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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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要求：该项目采取企业创新联合体形式申报，联合体内企

业总数不少于 4家，其中，牵头申报单位须为建有相关领域省部级

以上科研平台的企业，参与单位须有 2家以上是高新技术企业。

13.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成套智能装备创制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当前农作物生产过程存在的废弃物处理效率

及资源化利用率不高、对人居环境影响严重等突出问题，立足农

作物秸秆、大宗蔬菜产地废弃物和养殖死淘动物等的资源化高效

处理与农业循环利用，研究农作物秸秆和产地蔬菜废弃物资源及

其种养循环利用关联特性的多参数现场同步智能速测技术与设

备，创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有害物消减、养分循环利用及固

碳减排的绿色工程工艺；创制作物秸秆高效清洁化收集、成型饲

料和生物炭转化等关键技术和成套工程装备；创制病死畜禽无人

化上料、大型个体破碎、高温灭菌、肥料化转化等智能处理技术、

成套装备与工程。

考核指标：开发农业废弃物资源特性多参数现场同步智能速

测技术设备 1套，检测时间小于 3分钟，检测精度不小于 90%；

创制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有害物消减、养分循环、固碳减排新

型绿色工程工艺 3个以上；创制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智能作业

及处理装备 7~8种，其中秸秆成型饲料设备能耗小于 60千瓦/小

时，生产率大于 2.5吨/小时；生物炭转化设备炭得率大于 30%，

生产率大于 1吨/小时以上；病死畜禽智能化处理成套装备运行成

本降低 30%以上。开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高效智能处理与成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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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工程示范 6项以上，相比传统处理装备，示范工程生产效率提

升 30%以上，资源化利用率提高 30%以上。

14. 特色果蔬品质无损检测及智能分选装备创制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特色果蔬品种多、差异大，现有检测分选装

备适应品种单一、人工上料卸料投入大、分选过程损伤率高的问

题，重点突破果蔬隐性缺陷同步检测识别、光谱弱信号高速稳定

获取、光谱波动双光路实时校正、多影响因素模型优化与传递共

享、体积在线测量、果实自动识别定位柔性抓取、果蔬带包装检

测分选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无落差柔性输送分选系统、自由落

体式高通量检测系统、果蔬密度检测系统、可移动式果品品质智

能感知设备、自动定向上料机器人、自动卸料定向包装机器人、

车间生产信息智能采集与监控云服务系统等技术系统；创制厚皮

大尺寸水果内外部品质无损检测与增值处理智能成套装备、小尺

寸易损果蔬内外部品质高通量无损检测与增值处理智能成套装

备、不规则果蔬品质无损检测与增值处理智能成套装备，在主产

区建立特色果蔬产后增值处理智能生产车间并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研发特色果蔬品质快速在线检测技术 5种以上；

研制高通量高精度无损检测系统、可移动式果品品质智能感知设

备、自动定向上料机器人、自动定向卸料包装机器人等装置 8种

以上，核心检测系统自主化率达到 95%以上；创制西甜瓜、柚子、

草莓、圣女果、黄瓜、豆类等特色果蔬产后增值处理智能生产车

间5个以上，厚皮大尺寸水果智能分选生产率达到 10~30吨/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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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尺寸易损果蔬智能分选生产率达到 1~3吨/小时，不规则果蔬品

质检测分级速度每秒达到 10个以上，自动上料卸料抓取成功率

95%以上、损伤率小于 2%，主要检测指标如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番茄红素含量、成熟度、内部空心、隐性缺陷等的性能参数与进

口产品性能参数相同，整机实现国产化生产并示范应用 100 台

（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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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十四五”规划，

切实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工厂化农业关键技术与智能农机

装备”重点专项聚焦国家高质量发展亟需、应用导向鲜明、最终

用户明确的重大攻关需求，凝练形成 2022 年度“揭榜挂帅”榜

单，现将榜单任务及有关要求予以发布。

一、申报说明

本批榜单围绕植物设施生产智能装备产业重大应用场景，拟

解决设施环境作物多维表型信息采集手段单一、数据解析时效性

不足等关键实际问题，拟安排国拨经费不超过 2500 万元。除特

殊说明外，每个榜单任务拟支持项目数为 1项。项目下设课题数

不超过 5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项目设 1名负责

人，每个课题设 1名负责人。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配套经费与

国拨经费比例不低于 1:1。

榜单申报“不设门槛”，项目牵头申报和参与单位无注册时间

要求，项目（课题）负责人无年龄、学历和职称要求。申报团队

数量不多于拟支持项目数量的榜单任务方向，仍按程序进行项目

评审立项。明确榜单任务资助额度，简化预算编制，经费管理探

索实行“负面清单”。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深
圳

研
究

院
 cu

hksz

— 177 —

本专项鼓励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有聘请外国专家需求的

单位可登录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https://fuwu.most.gov.cn）通过

“外国专家项目管理”系统申报国家外国专家项目，申报截止日

期为：2022年 6月 20日 16:00，相关申报说明、支持条件及项目

管理办法等详见“外国专家项目管理”系统首页通知公告，科技

部将择优遴选支持。联系人及电话：张英哲，010-58884364。

二、攻关和考核要求

揭榜立项后，揭榜团队须签署“军令状”，对“里程碑”考核

要求、经费拨付方式、奖惩措施和成果归属等进行具体约定，并

将榜单任务目标摆在突出位置，集中优势资源，全力开展限时攻

关。项目（课题）负责人在揭榜攻关期间，原则上不得调离或辞

去工作职位。

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最终用户意见作为重要考量，通过实地

勘察、仿真评测、应用环境检测等方式开展“里程碑”考核，并

视考核情况分阶段拨付经费，实施不力的将及时叫停。

项目验收将通过现场验收、用户和第三方测评等方式，在真

实应用场景下开展，并充分发挥最终用户作用，以成败论英雄。

由于主观不努力等因素导致攻关失败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

责，并依规纳入诚信记录。

三、榜单任务

设施环境作物生命信息传感器与表型平台创制

需求目标：针对当前作物体内信息活体检测手段缺乏，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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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作物多维表型信息采集手段单一、数据解析时效性不足等问

题，重点研制作物体内生理代谢物质高特异性、高灵敏度、高通

量活体检测传感器；创制适用于设施环境的多传感器阵列及成像

单元装置；研发具有多源异构传感器时空同步采集、多模态数据

融合和边缘计算等功能的系列化设施环境作物高通量表型平台系

统，并进行应用示范，实现对水稻、小麦、生菜等典型作物形态

结构、颜色纹理、生物量、代谢组分和生育动态等表型信息的自

动获取与智能解析。具体需求目标如下：

创制便携式植物体内重要代谢物质检测传感器 5~8种，可同步

检测 8种离子以上，覆盖离子浓度、最大流速、米氏常数、最小临

界浓度、流速等 5种参数以上；创制植物体内重要代谢物质同步检

测设备不少于 2种，同步检测指标的种类不少于 5个；研制适用于

设施环境的作物多传感器阵列和成像单元 2~3台（套）；研制设施

环境下轨道式、流水线式等作物表型平台 3~5套，在不少于 5个科

研育种基地开展应用示范，能够同步获取作物形态结构、颜色纹理、

生物量、代谢组分和生育动态等指标，解析精度误差≤8%。关键

技术及零部件自主率达到 95%以上，传感器及设备的检测精度、

灵敏度、可靠性和检测效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时间节点：研发时限为 5年，立项 24个月后开展“里程碑”

考核。

榜单金额：不超过 2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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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

与申报的指南方向（榜单任务）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2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男

性应为 38 周岁以下（198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应为 40

周岁以下（1982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原则上团队其他参与人

员年龄要求同上。

（3）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

可作为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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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同时提供

聘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4）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课题）；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

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项目（课题），课题负责人可参

与申报项目（课题）。

（5）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

原则上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课题）。

（6）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7）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21年 6月 30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项目执行期不超过 5年。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

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

（2）“揭榜挂帅”项目（课题）负责人无年龄、学历和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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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项目牵头申报和参与单位无注册时间要求。

（3）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

过 3家。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胡小鹿、杨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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