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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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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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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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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申报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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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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业面源、重金属污染防控和绿色投入品研发”重点专项2022年度“揭榜挂帅”榜单.pdf 查看  下载

3
“农业面源、重金属污染防控和绿色投入品研发”重点专项2022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和榜单形式审查条件

要求.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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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生物重要性状形成与环境适应性基础研究”等重点专项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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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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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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重金属污染防控和绿色投入品

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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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农业绿色科技创新，重点突破绿色

农药肥料农膜创制、减肥减药关键技术与设备、废弃物循环利用、

产地污染防控与修复等重大关键问题，引领支撑农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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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个项目方向，拟安排国

拨经费概算 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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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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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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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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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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机制农药分子靶标的发现及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现有农药高抗性、农业亟待绿色可持续

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及世界上膜蛋白农药分子靶标结构严重缺失等

科学问题，重点开发基于害虫特有的表皮和外骨骼及中肠围食膜

的生物合成途径中的膜蛋白及与抗药性相关的跨膜转运蛋白，开

发基于病原菌细胞壁或孢子发育中与致病性相关的重要膜蛋白等

新型分子靶标；建立分子靶标成靶性评价体系，系统阐明所发现

的分子靶标的三维结构及分子作用机制；筛选和设计获得具有拮

抗或阻止病虫害特有生理过程的多靶标抑制剂，建立分子靶标的

成靶性验证体系，探索发现高效、安全、低抗性的新机制农药先

导结构或者品种。

考核指标：建立重大病虫害特有生理过程的靶标发掘、功能

验证、三维结构解析、抑制剂筛选及活性评价原创性靶标发现技

术平台 1个，建立分子靶标成靶性评价体系 2套，获得原创性潜

在膜蛋白靶标3~5个，解析其中的膜蛋白分子靶标的三维结构2~3

个，筛选和设计获得高活性多靶标抑制剂分子 10~15个和天然产

物抑制剂 3~5个，授权原创性靶标结构、抑制剂结构以及抑制剂

合成方法等国家发明专利 3~5项。

2. 生态友好无公害杀菌剂和抗病毒剂创制与产业化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杀菌剂和抗病毒剂品种缺乏原创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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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具有产业或国际重要影响力的重大绿色杀菌剂和抗病毒剂品

种缺失的现状，基于主要作物病原菌和病毒侵染、增殖及信号传

递和致病机理，开展新机制高活性杀菌剂、抗病毒剂等先导化合

物的分子设计、产品创制、作用机理和田间应用技术研究，实现

我国杀菌剂和抗病毒剂创制的全创新链构建与重大产品产业化。

考核指标：创制自主知识产权、生态安全的新作用机制候选

杀菌剂和抗病毒剂 2~3个，获得农药登记证 1~2项、农药生产许

可证 1~2项，建立年产原药百吨、制剂千吨以上的生产线各 1~2

条，综合应用面积或示范推广面积百万亩以上，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 3~5项。

3. 新型植物免疫激活剂创制与产业化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农作物生产过程中病虫害抗性持续加剧

及病虫害防控急需提质增效等重大农业问题，基于重大病原微生

物、寄主作物与免疫激活小分子间调控机制，建立作物免疫调控

活性筛选技术和模型，开展新型多效、多向传导的广谱免疫激活

剂创制及化学生物学研究，创制具有抗病、抗虫、提质、增效等

功能的免疫激活剂新产品；开展免疫激活剂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创新绿色合成和清洁生产工艺；研究新型免疫激活剂高效应用技

术，构建作物重大病害免疫防控技术体系，并开展田间示范推广

应用。

考核指标：创建活性筛选技术与模型 1~2个，揭示免疫激活

新作用机制 1~2个、获得植物免疫激活新先导 8~10个，创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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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候选药物 3~5个，获得农药登记证 1~2项，新

产品规模化生产装置 2~3套，新产品或防控技术推广示范百万亩

以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5项。

4. 绿色缓控释和稳定性肥料创制与产业化

研究内容：针对现有缓控释肥控释效果差、稳定性弱、不利

于农业绿色发展等难题，开发新型高效生物基缓控释膜材，创新

养分精准控释技术和无溶剂、均匀成膜、连续自动化、低成本的

生产工艺及装备，实现绿色缓控释肥料创制与产业化。创制各种

新型来源的环保型抑制剂、增效剂和稳定剂，开发抑制剂、增效

剂优化配伍和协同增效技术，创新绿色、智能化的新型稳定性肥

料生产工艺及产业化生产装备。创建增效剂与缓控释及稳定性肥

料的复合配伍技术，创制与区域作物主栽新品种相适配的专用化、

功能化绿色产品，创新基于特定使用场景的集约化、轻简化配套

应用技术，并开展大面积田间示范推广。

考核指标：创制新型缓控释膜材 4~6种、新型抑制剂 3~4种、

新型稳定剂3~4种、功能型缓控释及稳定性肥料新产品或配方4~6

种，绿色缓控释膜材 180天降解率较传统膜材提高 30%；创制连

续自动化生产工艺及装备 2~4套（通过第三方机构评价检验），

生产效率提升 30%，成本降低 15%；创制与区域作物主栽新品种

适配的功能化、专用化产品 8~10种，应用技术 2~3套，授权国

家或国际发明专利 4~6项，获得国家或行业标准 2~3项，产品示

范推广 500万亩以上，养分利用率提高 5个百分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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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农药靶向传输释放调控与协同控害技术创新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主要农作物全生育期病虫害防控专业化

服务新需求，创制农药向病虫为害位置定向传输与调控释放的新

产品、新技术和场景导向的靶向增效绿色功能新助剂；创新适配

作物栽培与农艺模式的省力化精准施药技术，创新适配病虫害为

害机制和时空特点的施药新途径，创建基于作物全生育期健康需

求进行物理、生物、信息等与化学防治协同控害的增效技术体系，

及主要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体系中多要素互联互通与协同增效的

专业化服务新模式，并进行大面积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创新作物全生育期病虫统防统治协同增效防控措

施与技术 10~12项，创制新型绿色农药功能助剂 10~12项，创建

专业化服务场景导向的智能施药新模式 3~5项，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 3~5项，获得国家或行业标准 2~3项；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农药

利用率 15%以上，增加成本不超过 100~200元/亩，减少农药使用

频次 20%以上。

6. 猪粪鸡粪资源化利用与污染减排协同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猪粪和鸡粪等畜禽废弃物成分复杂、处理及

利用过程水体污染与气体污染共存的问题，重点创制固体粪便低

成本低排放就地发酵无害化处理技术与设备；创新大型规模畜禽

养殖场污水高效处理与养分水分回用技术与设备；创制粪水混合

物低成本发酵及循环利用技术与设备；创制粪污高值化利用技术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深
圳

研
究

院
 cu

hksz

— 70 —

与设备；开展不同畜种粪污臭气、温室气体及抗生素抗性基因风

险评估与减控技术和产品开发；创新适宜不同规模养殖场的畜禽

废弃物利用与污染协同减排低碳循环模式，并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创制猪粪和鸡粪多途径低成本就地无害化处理及

循环技术及设备 3~5套、大型养殖场高效污水处理技术和配套设

备 3~4套（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检验），创新粪水混合物高值化

利用技术 2~3种，产品价值比沼气及有机肥提升 1倍；创建粪水

高效处理与温室气体全程协同减排技术 3~4 套，温室气体减排

15%以上，氨气减排 50%以上，抗生素和抗性基因去除率 70%以

上；建立低碳循环示范基地 1~2个，粪污 100%资源化利用，新

技术成本降低或收益提高 20%。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3项，获得

国家或行业标准 1~2项。

7. 地膜污染阻控与高效回收利用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地膜残留污染关键防控技术和产品不足

以及适宜区域特点的综合阻控模式缺乏等技术难题，重点开展主

要长期覆膜农田地膜残留污染特征与危害过程研究，形成污染农

田等级划分标准，建立地膜残留污染、回收利用与处理的全生命

周期风险评价体系；基于区域气候资源条件、种植模式和作物物

候期特点，创制棉花、玉米、马铃薯等主要作物地膜覆盖技术适

宜性区划图和评价软件，创新不同区域地膜适宜减量及替代的技

术和产品，并进行规模化应用示范；针对棉花、玉米、马铃薯等

主要覆膜作物，融合大数据、智能识别监测、精准作业等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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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制多功能一体的智能化残膜回收机械装备；创制废旧地

膜低成本、高性能、清洁化的再利用和安全低碳处理技术与设备，

并进行规模化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创建农田地膜残留量分布和污染等级数据平台 1

个，创制残膜机械回收技术装备 3~5台/套（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

检验），残膜回收率 90%以上，单位作业能耗降低 5%以上。创新

废旧地膜安全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技术和产品 2~3个，创制作物地

膜覆盖技术适宜性区划图 3件和评价软件 3套，创新废旧地膜安

全处理及高值化利用技术和产品 2~3个，创建残膜回收机具生产

线 1~2条和地膜污染消减阻控技术体系 2~3套，核心试验示范区

3~5个，回收示范面积 100万亩以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10项，

获得国家或行业标准 2~3项。

8. 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集约化粮食和蔬菜种植区农业化学品投入强

度大、面源污染突出的问题，创新氮磷与温室气体协同减排、土

壤剖面氮磷利用、减蓄等新型减量技术及产品，创制产地农药、

雌激素、抗生素等有机污染物阻隔、降解及修复技术、产品和装

备；创制农田排水低碳长效治理及资源化利用技术、产品和装备，

创制种植业废弃物资源多维利用的低碳技术及装备，创新农业面

源污染防控措施空间优化与精准设计技术，创建高度集约化种植

区面源污染综合绿色低碳防控技术体系，确保作物稳产高效并开

展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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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创新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减量、减蓄、消纳技术

10~15项，装备 3~5套，产品 3~5件，农田排水低碳长效治理及

资源化利用技术 1~2项，装备 1~2套（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检验）；

建立集约化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体系核心示范区 1000 亩

以上，氮磷、农药、雌激素、抗生素等主要面源污染物排放削减

50%以上，应用 10万亩以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10项，获得

国家或行业标准 2~3项。

9. 重金属污染农田低成本长效治理技术及装备研发与产业化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水稻、小麦和蔬菜等重要产区突出的土

壤重金属中轻度污染问题，在地力保持的基础上创新长效低成本

治理技术，实现土壤重金属原位精准修复和农业安全生产；创制

环境友好、精准高效的土壤多金属脱毒的生物制剂和原位钝化材

料；筛选培育水稻、小麦等主要作物的重金属低累积品种，兼顾

碳中和目标研发基于具有超高重金属累积植物与低累积作物协同

增效的治理技术；创制产地重金属污染地力保持的脱毒技术与农

业生产和修复一体化智能装备；面向不同农区创建以低累积品种

为核心的多技术协同的中轻度重金属污染农田安全利用技术体

系、重金属污染农田精准治理决策系统和产业化模式，并规模化

示范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创新重金属污染农田精准治理技术 8~10项，创

制复合功能材料、原位稳定化材料等 5~8种，筛选培育低累积作

物和超高重金属累积植物 8~10种，创制兼顾污染治理与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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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智能化成套装备 2~3套（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检验），创建

污染农田治理决策系统 1套，示范面积大于 1万亩，治理后耕地

土壤重金属总含量降低 30%以上或有效性下降 60%以上，示范应

用增加成本不超过 200元/亩·年，示范产地农产品达标率 98%以

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10项，获得国家或行业标准 2~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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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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重金属污染防控和绿

色投入品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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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批榜单围绕现代植保高效精准作业等重大应用场景，

拟解决我国安全高效绿色农药制剂缺乏等关键实际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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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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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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高效的绿色纳米农药新制剂创制与产业化

需求目标：基于现代植保高效精准作业对农药制剂的新需求，

利用纳米药剂学和植物保护学等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创制一批高

效、低成本、环保与低残留的杀虫剂、杀菌剂与除草剂等纳米农

药新制剂，揭示提高农药有效性、安全性和多靶标防治特异性的

机制；突破规模化生产关键技术瓶颈，建立高效、低耗与零排放

的纳米农药制备工艺与装备系统；创新基于特定使用场景的纳米

农药集约化、轻简化精准施用技术与使用规范，并在主粮作物及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深
圳

研
究

院
 cu

hksz

— 76 —

重要经济作物上开展大面积田间示范推广。具体需求目标如下：

创新基于特定使用场景的纳米农药集约化、轻简化精准施用

技术与使用规范 2~3套，创新纳米农药制剂千吨以上规模化生产

线 3~5条，创制大吨位与主导性绿色纳米农药制剂 10~15种，建

立纳米农药安全性评价指标体系 1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5项，

田间示范推广百万亩以上，农药利用率提高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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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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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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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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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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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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项目牵头申报和参与单位无注册时间要求。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徐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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