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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重点专项2022年度部省联动项目申报指南

申报资格要求

1.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和参与单位应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时间为2021年6月

30日前，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条件，运行管理规范。国家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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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列表

序号 附件名称 操作

1 “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重点专项2022年度部省联动项目申报指南.pdf 查看  下载

2 “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重点专项2022年度部省联动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pdf 查看  下载

3
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乡村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等重点专项2022年度部省

联动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pdf
查看  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 2015 查看浏览器兼容版本

为使您的咨询问题及时得到答复，请您务必

拨打以下技术支持电话，请勿拨打其它电话：

010-58882999（中继线）

如电话繁忙请通过以下邮箱进行咨询：

program@istic.ac.cn
传真请发送至：010-5888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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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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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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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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重大科学问题，

研发监测监控及保护利用技术、产品和装备，为用好养好黑土地

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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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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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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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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平原区白浆土障碍消减与产能提升关键技术与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三江平原白浆土特有障碍因子—白浆层紧

实、贫瘠、通气透水性极差、耕层浅薄、易旱易涝等突出问题，

研究白浆土土体构型与障碍层分布特征，剖析白浆层对水热运动、

作物生长与养分利用的影响机制，创建淀积层混拌白浆层改善土

体构型、机械化秸秆集条深施培肥白浆层关键技术，研究梯次深

耕混拌白浆层、改良重塑白浆土厚沃耕层技术，构建生物—化学

—机械改良白浆土的集成技术体系，创制心土混层、心土间隔混

拌以及培肥白浆层等新型农机装备，研制白浆层改良专用调理剂、

培肥白浆层功能型套餐肥，集成白浆土障碍消减与产能提升的技

术模式，并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阐明白浆土障碍消减机理，开发耕层梯次混拌、

白浆层与淀积层混拌、心土施肥等关键技术 3~4项和新装备 2~3

套，研发专用致松、降酸、平衡营养等调理剂和套餐肥 3~4种，

构建白浆土旱田障碍消减、水田生物改良高效利用与产能协同提

升的技术模式 2~3套；建立千亩示范基地 2个，辐射推广面积 300

万亩以上；示范区耕层厚度增加到 25厘米以上，土壤有机质含

量提高 0.3%~0.5%个单位，土壤容重降低 10%以上，透水通气性

提高 50%以上，耕地质量提高 1个等级，作物产量增加 15%以上；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8项，制定白浆土旱田障碍消减、白浆土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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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梯次混拌操作范式等地方标准或规程 3~5项。

联动省份：黑龙江省。

2. 大兴安岭沿麓黑土地固土保肥与产能提升关键技术和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大兴安岭沿麓农田风蚀水蚀严重、耕层变薄、

土质变硬、有机质含量下降、作物产量低等突出问题，研发秸秆覆

盖防蚀固土、少免耕减蚀保土等黑土侵蚀阻控技术及配套装备；研

发免松翻土体结构重塑、秸秆还田促腐增碳、粮豆/草轮作养地等

肥沃耕层构建技术；研发适地分期水肥高效协同、有机无机精准配

施、轮间套作水热高效等绿色产能扩增技术与产品；集成大兴安岭

沿麓高寒旱作区、低洼易涝区和丘陵漫岗区等不同类型黑土地土壤

侵蚀阻控和产能提升协同的技术模式，并大面积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研发大兴安岭沿麓覆盖固土和少免耕保土等黑土

地侵蚀阻控关键技术 2~3项，研发土壤轮耕、有机培肥、粮豆/草

轮作等肥沃耕层构建关键技术 3~4项，研发水肥协同、养分调盈

补亏、水热高效等绿色产能扩增关键技术 3项以上，研发新型生

物有机肥和秸秆腐熟剂等产品 3个以上，研制高速精密播种、减

蚀高效秸秆处理、免松翻土体结构重塑等农机装备 3~5种，构建

大兴安岭沿麓高寒旱作区、低洼易涝区和丘陵漫岗区等不同类型

黑土地固土保肥与产能提升协同的技术模式 3~5套；建立万亩核

心示范区 2个，辐射推广 2000万亩以上；示范区耕层土壤有机质

含量提高 0.3%~0.5%个单位，耕地质量提升 0.5个等级，秸秆覆盖

率 30%以上，土壤侵蚀降低 85%以上，养分利用率提高 10%，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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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效率提高 10%，作物产量增加 5%~10%；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 5~8项，制定地方或行业以上技术标准和规程 8~10项。

联动省份：内蒙古自治区。

3. 长白山—辽东丘陵山区控蚀降酸培肥与产能提升关键技

术和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长白山—辽东丘陵山区坡度大、水土流失严

重、土壤酸化加剧、耕层浅薄等突出问题，研发丘陵山区坡耕地

防蚀固土的保护性耕作技术，研发侵蚀沟治理与坡耕地改造工程、

农艺和生物技术，研制智能化等高种植作业农机装备，研究控蚀

降酸、增碳培肥的种植栽培模式，研发退耕还林与生态高值林下

经济作物高效生产技术，集成长白山—辽东丘陵山区控蚀培肥、

高效高值的模式，并应用推广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长白山—辽东丘陵山区侵蚀阻控的保护性耕

作技术 2~3项，构建侵蚀沟治理、坡耕地改造等水土流失阻控工

程技术 4项，建立控蚀降酸的种植栽培模式 4套，开发区域特色

林下经济作物品种 6个以上，形成控蚀培肥、高效高值的模式 3

个以上；建立万亩级示范区 2个，辐射推广面积 1000 万亩；示

范区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 0.3%~0.5%个单位，土壤 pH值提

高 0.5个单位，土壤侵蚀降低 85%以上，作物产量提高 5%~10%，

经济效益提高 10%；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8项，制定地方或行业

以上技术标准和规程 8~10项。

联动省份：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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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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忠、卢兵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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