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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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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参与单位及团队成员诚信状况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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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项目（课题）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1962年1月1日以后出生，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

3. 项目（课题）负责人原则上应为该项目（课题）主体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的科技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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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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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课题）负责人、项目骨干的申报项目（课题）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在研项目

（课题）总数不得超过2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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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负责人和项目骨干不得

因申报新项目而退出在研项目；退出项目研发团队后，在原项目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新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项目任务书执行期（包括延期后的执行期）到2022年12月31日之前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不在限项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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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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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项目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7. 申报项目受理后，原则上不能更改申报单位和负责人。

8. 项目具体申报要求详见申报指南，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各申报单位在正式提交项目申报书前可利用国科管系统查询相关科研人员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

创新2030—重大项目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情况，避免重复申报。

其他内容请详见通知内容及附件。

重要提示：指南文件下载已加实名水印，只供申报人作为申报参考使用，请注意保管，严禁转载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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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注册用户登录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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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干旱半干旱与南方红黄壤等中低产田

能力提升科技创新”重点专项。根据本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

发布 2022年度部省联动项目申报指南。

本专项总体目标是：围绕中低产田产能提升，创新障碍消减、

耕地质量保育、节水增效、产能提升等基础理论、关键技术、产

品装备，构建中低产田分区分类综合治理模式，充分挖掘我国粮

食增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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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启动 3个部省联动项目方向，

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6000万元。

如无特殊说明，每个项目方向拟支持数为 1 项，实施周期

不超过 5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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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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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

1. 华北麦玉两熟区生物障碍消减与健康土壤培育技术模式

及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华北麦玉两熟区集约化程度高、土传病害频

发、有益生物驱动力不足、有机质量少质低、产能稳定性差等突

出问题，解析以抑病消障促生、根—土—微生物互作强化、耕层

增碳提质为核心的生物障碍消减和健康土壤培育原理；研发土传

病原菌生物靶向消减、微生物区系优化、根域生境优化等生物障

碍消减关键技术，研发功能生物培肥、碳氮磷扩容增效等健康土

壤定向培育关键技术；创制靶向抑病生物制剂、微生物功能菌剂、

新型多功能调理剂等产品；构建麦玉粮田、菜地生物障碍消减和

沃土增产协同综合技术模式，在河北、河南等地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创新有益生物消障、根域活土促根、抗逆抑病靶

向调控等生物障碍消减技术 3~5项；形成功能生物培肥、秸秆还

田沃土、有机无机配合增效等健康土壤培育技术 3~5项；研发复

合型高效生物制剂 2~3个、多功能土壤调理剂 2~3个、多源生物

培肥增碳剂 2~3个，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8项；集成生物障碍消

减、健康土壤培育和产能协同提升综合技术模式 3~4套，制定相

关技术标准/规程草案 2~3项，建立千亩示范区 3个以上，耕地质

量提升 1 个等级，小麦、玉米、露地蔬菜等作物产量提高

15%~20%，土壤健康综合指数提高 10%以上，示范应用 600万亩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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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省份：河北省。

2. 川渝瘠薄坡耕地土壤多源增碳消障产品与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川渝丘陵山区坡耕地土层浅薄、结构不良、

保水保肥能力差、抗侵蚀能力弱，缺乏针对性土壤增碳消障产品

与技术的问题，以障碍土壤结构重构和功能提升为目标，研究新

型碳基材料靶向驱动土壤团聚体高效构建、消除障碍和长效固碳

的作用机制；以多种农业源有机废弃物为原料，创制分子量适中、

富含活性官能团的新型碳基材料与生产工艺；研制坡耕地结构改

良、保水保肥、高效固碳的靶向新产品；集成配套施用技术，构

建川渝丘陵坡耕地玉米、柑橘和蔬菜作物体系多源增碳消障绿色

生产技术模式，并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研发协同实现土壤团粒结构培育、控蚀培肥与有

机碳长效提升的高效碳基材料 2~3种；创制川渝瘠薄坡耕地土壤

碳氮扩容、团粒构建、防蚀保墒消障增碳靶向产品 5~6个；构建

结构改良、保水保肥的中低产田土壤固碳消障技术体系 3~5项，

制订相关标准/规程草案 2~3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8项；建立

千亩示范区 3 个以上，玉米、柑橘、蔬菜等作物产量增加

15%~20%，土壤固碳效率提高 20%以上，耕地质量提高 1个等级，

示范应用 800万亩以上。

联动省份：四川省。

3. 云贵高原坡耕地和中低产田产能提升综合技术模式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云贵高原坡耕地水肥资源空间变异大、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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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严重、耕地质量退化、土壤酸化、土壤生物障碍突出、中低

产田土壤质地粘重、土壤结构不良、季节性干旱频发、高原湖泊

区农田面源污染风险大等问题，研究土壤酸化阻控、耕层结构改

良、地力多样化提升、土壤生物障碍消减等健康土壤定向培育技

术；研究养分精准调控、抗旱保水、水土保持、农田氮磷生态拦

截等绿色生产技术；研发专用高效绿色肥料和多功能土壤改良产

品；结合抗旱高效品种筛选、农作物多样性种植、环境友好型水

—旱轮作、种养循环等，构建云贵高原坡耕地和中低产田产能提

升综合技术模式，构建“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技术落地新模

式，在云南、贵州等地区进行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创新云贵高原坡耕地土壤结构改良、土壤障碍消

减、地力多样化提升、土壤保水培肥及综合产能提升技术 10 项

以上，制订相关标准/规程草案 2~3项；研发土壤改良产品 3~5个，

专用高效绿色肥料产品 5~8个，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8项；集成

区域中低产田土壤培肥—地力提升与作物高效绿色生产，土壤改

良—酸化阻控—生物障碍消减与绿色生态协同增效的综合产能提

升技术模式 5套以上，建立千亩示范区 4个以上，核心示范区耕

地质量提高 1个等级，玉米、水稻、马铃薯等作物产量提高 20%，

示范应用 1000万亩以上，累计增加粮食 4亿公斤以上。

联动省份：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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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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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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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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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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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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课题）。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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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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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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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杜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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