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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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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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病虫害防控综合技术研发与示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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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央关于健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体

系、加强外来物种管控的重大决策部署，重点解决农林重大病虫

害“可防”“可控”“可治”和全程防控“绿色化”的基础理论、

关键技术、重大产品与装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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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个项目方向，拟安排

国拨经费概算 1.94亿元。其中，拟支持青年科学家项目 5个、科

技型中小企业项目 5个，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2000 万元，每个

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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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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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家项目（项目名称后有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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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项目下设青年科学家课题的，青年科学家课题

负责人及参与人员年龄要求，与青年科学家项目一致。

科技型中小企业项目（项目名称后有标注）要求由科研能力

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牵头申报。项目下不设课题，项目参加单位

（含牵头单位）原则上不超过 2家，配套经费与国拨经费比例不

低于 1:1，原则上不再组织预算评估，在验收时将对技术指标完

成和成果应用情况进行同步考核。科技型中小企业标准参照科技

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

（国科发政〔2017〕1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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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农林草病虫害数字化精准监测预警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农林草重大病虫害精准监测预警技术缺乏问

题，研究病虫害智能识别与自动计数技术、基于机器深度学习的

图像识别技术等核心关键技术，研制病虫害地面摄像捕捉、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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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遥感、高空雷达监测的关键技术、核心装备和影像采集标

准，建立海量高质量影像数据库；研发基于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大

数据采集、多源信息处理传输以及快速监测评估技术，构建全国

农林草病虫害及适生环境数据库；突破基于机器视觉的大规模病

虫害智能识别与量化提取方法，建立基于多源信息的重要病虫害

发生与自身繁育动态、寄主生长状况以及气象适应的多时效综合

预报预警模型；研发突发新发病虫害实时精准监测、早期预报预

警与信息高效发布的一体化、一张图分析平台，构建病虫害种群

时空动态可视化展示和智能化监测预警系统，并在千亩级示范区

进行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构建病虫害多源知识库 3~5个，突破重要病虫害智

能、精准、实时监测技术 3~5项，研发建成和推广应用具时空数据

传输、数据入库、数据共享、预警发布功能为一体的全国农业和林

草业病虫害监测预警数字化平台各 1个，形成病虫害动态监测、早

期预警以及公共信息服务一体化技术方案，并在千亩级示范区进行

验证；研制相关技术规程或标准（报批稿）8~12项；申请专利或

软件著作权 5~8项，其中获得授权专利 2~3件；建成省级以上病

虫害测报应用分析平台 3~4 个；建立推广示范区/基地 15~20 个

（100~1000亩/个），每个示范区发布农林草病虫害多时效综合预

报预警 5~7次，准确率 85%以上，累计辐射推广面积 20亿亩次。

2. 重大蝗虫灾害暴发机制与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以飞蝗、草原蝗虫等重大暴发性和新发迁飞性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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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为研究对象，基于各自发生的特点，开展其种群暴发成灾机制

及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揭示蝗虫聚群、型变的生态基因组学基

础；阐明蝗虫种群暴发的行为适应机制；明确蝗虫与病原微生物

互作机制，研发病原微生物杀虫增效技术；探究气候变化和农事

活动等对蝗虫成灾规律的影响及生态控制途径，发展监测预警新

技术，构建我国重大蝗虫可持续防控新型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明确重大蝗虫种群暴发成灾规律和机制；挖掘蝗

虫绿色防控作用靶标 5~10个，研发新型种群调控剂 2~3个，开

发释放设备 1~2套，申请发明专利 3~5件，并在示范区进行验证

和推广应用，实现对蝗虫种群暴发的早期干预；创制绿僵菌、微

孢子虫等杀虫微生物新产品 3~5个，推广示范 10 万亩以上，授

权发明专利 3~5件；研发蝗虫种群动态智能监测技术 1~2项，并

研制蝗虫区域性迁飞监测预警新技术 1项，对蝗虫种群发生和迁

飞的预警准确率达到 90%以上，申请发明专利 2~3件。

3. 草地螟灾变机制与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草地螟周期性暴发特点，研究跨境迁飞、周

期性发生和滞育越冬等灾变规律与机制；监测草地螟迁飞路线变

迁，研发自动化、智能化监测技术，建立早期监测预警和异地测

报技术；创制生态调控、理化诱控、生物防治和科学化防等绿色

防控技术，创新空—地一体化灯光阻截技术；构建区域性可持续

防控技术模式，建立技术规程，并集成示范与应用。

考核指标：阐明草地螟跨境迁飞、周期性发生和滞育越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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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变规律与成灾机制，提供草地螟迁飞致灾和越冬区划分析报告

各 1份；建立草地螟自动化、智能化监测技术 1~2套，实现田间

早期预警，提高自动化预报水平；创建草地螟空—地一体化灯光

拦截技术 1套，分别在越冬虫源区、迁飞过境区和迁入区集成应

用，降低成虫种群数量；研发生态调控、生物防治及理化防控产

品 4~6个，申请专利 4~6件，其中获得授权 2~3件，在万亩级示

范区进行验证和推广应用，实现对卵、幼虫和成虫防治效果超过

90%；集成区域性绿色防控技术模式（规程）3套，分别在偶发

区、常发区和重发区建设万亩级综合防控示范区 5~10个，示范

总面积达 10万亩，防治效果达 90%以上。

4. 病虫害生防微生物资源挖掘、改良与新产品创制

研究内容：针对当前重要病虫害生物防控产品匮乏等突出问

题，聚焦主要粮食、油料、经济作物及林草等重要病虫害，筛选高

效的生防微生物株系；研究生防微生物宿存与控害机制，鉴定生防

菌株新功能基因，采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改造生产菌株，提升产品

生防活性、拓宽杀虫杀菌谱、提高抗逆能力；突破生防微生物发酵

的三废难题，开发高效绿色生产工艺及配套装备；创制出针对重要

病虫害和种植技术体系的新剂型新产品及配套应用技术。

考核指标：发掘高效生防微生物株系 20~30个；鉴定生防菌

株新功能基因 30 个，改良生产菌株 5个，并进入安全评价环境

释放阶段；研发绿色高效生产工艺及配套设备 10套；开发新产

品 10 个，适合特定种植体系、提升防治效果的新剂型 5个；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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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微生物杀虫剂产品 6个，微生物杀菌剂产品 4个，示范推广 500

万亩。申请发明专利 50件，其中获得授权专利 20件。

5. 病虫害农作物信号联系机制与诱控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过程中的信息联系，

解构重要病虫害暴发成灾的个体间信息联系；阐明病虫害与作物

的种间信息流识别、解码及传递机制；揭示农作物抵御病虫害的

防御应答与调控机理；高通量筛选化学通讯物质及类似物主成分，

创制靶标缓释和增效助剂，研发用于病虫害田间行为操纵的防控

产品，发展基于生物信息流互作的病虫害防控新策略与新技术。

考核指标：鉴定水稻、玉米、棉花和番茄等农作物重大害虫

成灾种内信号分子 5~10 个，研发针对害虫的性诱剂、食诱剂、

产卵诱杀剂等诱控产品 5~8个，行为调节剂缓释和投递装备 1~2

套，制定规程规范 1~2项，在万亩级示范区进行验证和推广应用，

申请专利 3~5件；挖掘病虫害与作物种间联系的新型害虫唾液蛋

白效应因子、病害效应因子、宿主抗病小体和关键非编码 RNA

等重要节点 20~30个，研发调控病虫害与作物信息联系的效应因

子、非编码 RNA和共生病毒等新型靶向技术 5~8项，实现对农

作物重大病害的高效精准控制，制定规程规范 1~2项，推广示范

面积 1万亩以上，获得授权专利 2~3件。

6. 重要病虫害抗药性机制与治理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严重危害我国水稻、玉米、棉花、蔬菜等主

要农作物的重要害虫和病原菌，开展其对新药剂的抗性风险评估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深
圳

研
究

院
 cu

hksz

— 98 —

和交互抗性研究；从靶标突变和解毒代谢增强等方面解析抗药性

形成的分子机制；研究抗药性基因遗传多样性与适应性进化机制；

研究多药抗性的成因及演化规律；研发基于关键抗药性基因的抗

性诊断、监测预警和治理技术。

考核指标：揭示我国水稻、玉米、棉花、蔬菜等农作物主要

病虫对重要化学（生物）农药的单药和多药抗性的分子和遗传进

化机制，为抗药性精准治理和农药减量提供理论基础；鉴定抗药

性关键基因 15~20 个，申请发明专利 5~10 项；建立新型药剂抗

性基因预测和功能验证的原创技术 3~5项；研发以基因为导向的

精准抗药性诊断和预警技术 10~15项，准确率达到 95%；构建抗

药性精准治理技术体系 5~8套，验证、示范应用 500万亩以上；

制订国家或农业行业标准 3~5项。

7. 防护林病虫害演替规律与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严重威胁我国重点防护林安全的杨树天牛、

溃疡病等蛀干害虫与枝干病害等重大病虫害的成灾机制和防治技

术亟需突破的重大问题，研究在气候变化条件下，病虫害适应性

进化、致害性变异、区域性灾变，以及周期性暴发机制；开展防

护林健康评价、精准监测与大数据预报，研究主要造林树种自主

抗病虫性及其诱导增强技术；集成和优化引诱剂、天敌昆虫、生

防微生物及天然活性产物等不同防控技术与产品的多元化协调应

用技术；研发以林分构建优化、抚育更新等措施为主的自然调控

病虫害技术；构建多种病虫害全生育期一体化绿色防控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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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点防护林内进行集成和推广，形成区域性示范。

考核指标：揭示防护林天牛、溃疡病等重大病虫害演替规律

及区域灾变机制，明确防控关键技术开发的切入点与方式；开发

绿色防控杨树天牛、溃疡病等病虫害的新产品 5~8个并申报发明

专利，研发杨树天牛等病虫害引诱剂、林分构建优化、生物防治

等绿色防控关键技术 8项，建立生防微生物新产品中试线，有效

降低病虫种群密度 80%以上；集成适合三北、京津冀、长江中下

游等重点区域防护林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 4~5套，建立有参照、

可复制的千亩级综合防控应用示范区 5~8 个，每个示范区面积

3000亩以上，总体推广面积 20万亩，示范区绿色防控率达 85%

以上，重大病虫害成灾率控制在 4.0‰以下；制定相关技术规程

或标准 4~6项；培训技术人员 2000人次、林农职工 10000人次。

8. 天然草原重要病虫害演替规律与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

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草原毛虫、禾草叶斑病等我国天然草原重要

病虫害严重暴发流行问题，重点研究不同病虫害种群的时空动态、

发生规律及危害特性，解析气候变化、生态修复和放牧干预导致

的草原病虫害演替与灾变规律；研发快速识别技术，构建草原主

要病虫害的精准监测与预警技术体系；调查挖掘不同生态区的天

敌昆虫及生防微生物资源，研发草原管理为基础的病虫害生态调

控技术；集成适于我国主要天然草原生态区的病虫害全程绿色防

控技术体系，并大面积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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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明确草原毛虫、禾草叶斑病等我国天然草原区重

要病虫害的灾变规律，建立主要草原病虫害的生态数据库；研制

天然草原病虫害生物防治和生态调控技术规范 2~3套；提出草原

重要病害和虫害识别检测及监测预警应用技术规程 2~3套；集成

适于我国主要天然草原生态区的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

5~7套，示范辐射面积 10万亩，示范区病虫害控制效果超过 70%、

草原生产力提升 10%，生态效益显著提升；申请专利 15件以上，

其中获得授权专利 5件以上。

9. 蔬菜重大病虫害演替规律与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集成

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蔬菜病虫害高发致害及缺乏高效绿色防

控技术的问题，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对小菜蛾、

烟粉虱、根肿病、病毒病等重大病虫害种群演替的影响，阐明其

致害规律和致灾机理；研发农业防控、种子处理、天敌保育、理

化诱控、精准施药等新型绿色防控技术与产品；创新集成与区域

生产相适应的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并大面积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明确蔬菜重大病虫害种群演替规律和致灾机制；

研发病虫害早期识别与防控突破性技术 10项；针对蔬菜小菜蛾、

烟粉虱、根肿病、病毒病等重大病虫害，创建多维度全程绿色防

控技术模式 5~8套，建立连片至少 1000亩的示范区 5~10个，绿

色防控技术辐射推广 80万~100万亩，病虫害的绿色防控率提高

到 80%以上，实现化学农药减少 20%；制定相关技术规程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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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项（报批稿），各建立 500亩区进行验证；申请发明专利 10~15

项，其中获得授权专利 3~6件；培训农技人员 2000 人次，新型

职业农民 10000人次。

10. 病虫害与植物互作机制及关键防控技术创新（青年科学

家项目、科技型中小企业项目）

研究内容：揭示病原微生物的致病机制及植物免疫防卫机

理，开发植物病害绿色防控新策略和新技术；解析植物—害虫—

天敌互作关系及微生物、环境等多生态因子的影响机制，研制农

林害虫绿色防控新技术。

考核指标：选取并聚焦研究内容中的任一方向，支持青年科

学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探索性研究，取得原创性研究成果。

拟支持项目数：青年科学家项目 5项、科技型中小企业项目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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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病虫害防控综合技术研发与

示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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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批榜单围绕小麦赤霉病、果树溃疡病等重大病虫害防控应

用场景，拟解决小麦赤霉病、果树溃疡病等重大病虫害致病机理

不清、核心有效防控产品缺乏等关键实际问题，拟安排国拨经费

不超过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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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麦赤霉病灾变机制与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

需求目标：针对小麦赤霉病抗病品种匮乏以及耕作制度改变

和气候变暖导致病害频繁流行的问题，研究病菌有性生殖、群体

结构变化和适应性进化，揭示新生态条件下病害流行灾变规律；

深入解析小麦—病菌互作，揭示病菌致病和小麦抗/感赤霉病新机

制；发掘杀菌剂新药靶和有益微生物，研发新型绿色高效药剂和

菌剂；根据小麦主产区生态特点，研发赤霉病精准监测预警技术，

设计综合提升抗病、阻断感病、遏制毒素的病害及其毒素有效防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深
圳

研
究

院
 cu

hksz

— 104 —

治方法，构建黄淮、长江流域旱作和水旱轮作生态区的小麦赤霉

病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并示范推广。具体需求目标如下：

鉴定影响病菌致病、产毒和小麦—病菌互作的关键因子 5~8

个，揭示赤霉病发病复杂多变的机制；研发赤霉病预测预报新技

术 1~2项，预测准确性达到 90%以上；研发绿色高效防病抑制毒

素的绿色防控产品 2~3个，并申请登记；申请或授权生防、诱抗

等有益微生物资源和防控技术发明专利 10 件以上；根据小麦主

产区生态特点，构建适合于黄淮、长江流域病害常发区旱作和水

旱轮作生态区的小麦赤霉病绿色防治综合技术 2套（旱地和水旱

轮作各 1套），建立千亩核心示范区 4个，累计示范面积 1万亩，

示范区辐射面积 1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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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重要果树溃疡病灾变机制与综合防控技术研究

需求目标：针对猕猴桃溃疡病、柑橘溃疡病等我国重要果树

细菌性溃疡病严重暴发流行且缺乏高效绿色防控技术的问题，研

究不同产区病菌种群、关键气象因子对病害流行成灾的影响及其

机制；挖掘和评价筛选生防微生物资源和抗病种质资源，鉴定生

防菌株和抗病资源新功能基因；研发检测监测预警技术、抗病性

诱导、生物防治、生态调控、科学用药等绿色防控关键技术；创

建不同产区溃疡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并进行示范应用。具体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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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目标如下：

明确我国主产区猕猴桃、柑橘溃疡病流行成灾规律及其关键

影响因子；研究病菌致病关键因子 3~5个，揭示果树抗/感溃疡病

新机制；发掘高效生防微生物菌株 30 个，鉴定功能基因 5个；

发掘抗病新资源 20 个，挖掘抗病相关基因 5个；研发监测预警

技术 2~3项，预测准确率达 90%以上；研发生物防治、抗病性诱

导等绿色防控关键技术4~6项；创建区域性综合防控技术体系4~6

套，在主产区建设防控示范区 10个，其中千亩示范园 6个，示

范面积 10万亩，绿色防控率达 60%以上，发病率控制在 5%以下，

实现化学农药减少 30%，培训农技人员、果农等 10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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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深
圳

研
究

院
 cu

hksz

—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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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科技型中小企业项目不再下设课题，项目参与单位总

数不超过 2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标准参照科技部、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印发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

〔2017〕115号）。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李董


	
	“重大病虫害防控综合技术研发与示范”
	重点专项2022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1. 农林草病虫害数字化精准监测预警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
	2. 重大蝗虫灾害暴发机制与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
	3. 草地螟灾变机制与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
	4. 病虫害生防微生物资源挖掘、改良与新产品创制
	5. 病虫害农作物信号联系机制与诱控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
	6. 重要病虫害抗药性机制与治理技术研发
	7. 防护林病虫害演替规律与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集成示范
	8. 天然草原重要病虫害演替规律与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集成示范
	9. 蔬菜重大病虫害演替规律与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集成示范
	10. 病虫害与植物互作机制及关键防控技术创新（青年科学家项目、科技型中小企业项目）

	
	“重大病虫害防控综合技术研发与示范”
	重点专项2022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和榜单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李董

	
	“重大病虫害防控综合技术研发与示范”
	重点专项2022年度“揭榜挂帅”榜单
	一、申报说明
	二、攻关和考核要求
	三、榜单任务
	1. 小麦赤霉病灾变机制与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
	2. 重要果树溃疡病灾变机制与综合防控技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