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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科技局，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决

策部署，坚持“四个面向”总要求，积极探索“揭榜挂帅”等科

技管理改革举措，全面提升科研投入绩效。根据《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和组织管理相关要求，现将“交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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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专项 2023 年度青年科学家项目申报指南予以发布，请根据

指南要求组织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组织申报工作流程

1. 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方向的研究内容以项目形式组织申报，

项目设 1名负责人。青年科学家项目不下设课题，原则上不再组

织预算评估，鼓励青年科学家大胆探索更具创新性和颠覆性的新

方法、新路径，更好服务于专项总体目标的实现。

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过程分为预申报、正式申报两

个环节，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填写预申报书。项目申报单位根据指南相关申报要求，

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http：//service.most.gov.cn，

以下简称“国科管系统”）填写并提交 3000 字左右的项目预申报

书，详细说明申报项目的目标和指标，简要说明创新思路、技术

路线和研究基础。从指南发布日到预申报书受理截止日不少于

50 天。

预申报书应包括相关协议和承诺。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应与所

有参与单位签署联合申报协议，并明确协议签署时间；项目牵头

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须签署诚信承诺书，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及

所有参与单位要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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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等要

求，加强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杜绝夸大不实，甚至弄虚作假。

预申报书须经相关单位推荐。各推荐单位加强对所推荐的项

目申报材料审核把关，按时将推荐项目通过国科管系统统一报送。

专业机构受理预申报书并组织首轮评审。为确保合理的竞争

度，对于非定向申报的单个指南方向，若申报团队数量不多于拟

支持的项目数量，该指南方向不启动后续项目评审立项程序，择

期重新研究发布指南。专业机构组织形式审查，并根据申报情况

开展首轮评审工作。首轮评审不需要项目负责人进行答辩。根据

专家的评审结果，遴选出 3~4倍于拟立项数量的申报项目，进入

答辩评审。对于未进入答辩评审的申报项目，及时将评审结果反

馈项目申报单位和负责人。

——填写正式申报书。对于通过首轮评审和直接进入答辩评

审的项目申请，通过国科管系统填写并提交项目正式申报书，正

式申报书受理时间为 30天。

专业机构受理正式申报书并组织答辩评审。专业机构对进入

答辩评审的项目申报书进行形式审查，并组织答辩评审。申报项

目的负责人通过网络视频进行报告答辩。根据专家评议情况择优

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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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申报的推荐单位

1. 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

2.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科技主管部门；

3. 原工业部门转制成立的行业协会；

4. 纳入科技部试点范围并且评估结果为 A 类的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以及纳入科技部、财政部开展的科技服务业创新发

展行业试点联盟。

各推荐单位应在本单位职能和业务范围内推荐，并对所推荐

项目的真实性等负责。推荐单位名单在国科管系统上公开发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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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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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单位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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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单位同一个项目只能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深
圳

研
究

院
 cu

hksz

— 5 —

申报和重复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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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应为 40 周

岁以下（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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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为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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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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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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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任务书执行期（包括延期后的执行期）到 2023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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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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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具体申报方式

1. 网上填报。请各申报单位按要求通过国科管系统进行网上

填报。专业机构将以网上填报的申报书作为后续形式审查、项目

评审的依据。申报材料中所需的附件材料，全部以电子扫描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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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确因疫情影响暂时无法提供的，请上传依托单位出具的说明

材料扫描件，专业机构可根据情况通知补交。

项目申报单位网上填报预申报书的受理时间为：2022 年 11

月 30 日 8：00 至 12月 31 日 16：00。进入答辩评审环节的申报

项目，由申报单位按要求填报正式申报书，并通过国科管系统提

交，具体时间和有关要求另行通知。

2. 组织推荐。请各推荐单位于 2023年 1月 5日 16：00前通

过国科管系统逐项确认推荐项目，并将加盖推荐单位公章的推荐

函以电子扫描件上传。

3. 技术咨询电话及邮箱：

010-58882999（中继线），program@istic.ac.cn

4. 业务咨询电话：010-68104430

附件：“交通基础设施”重点专项 2023年度青年科学家项目

申报指南

科 技 部

2022年 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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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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

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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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础设施”重点专项。根据本专项实施方

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3年度青年科学家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着力破解材料、结构、信息、能源

等技术融合的基础性、科学性难题，突破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

智能化建设与运维等重大技术短板，攻克交通基础设施耐久性差

和服役寿命短等核心技术瓶颈，创新交通能源自洽系统技术，大

幅增强交通基础设施绿色、智能、安全建设能力和水平，全面支

撑“一带一路”倡议、“交通强国”战略实施和“碳中和”愿景实

现。专项实施周期为 5年。

2023年指南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分步实施、重点突出的原则，

围绕交通基础设施绿色技术、智能技术、韧性技术等 3个技术方

向，拟部署 4个青年科学家项目，拟安排国拨经费 800万元，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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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不超过 200万元。

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申报，每个项

目拟支持数为 1项，实施周期不超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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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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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应为 19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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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交通基础设施绿色技术

1.1 高原铁路隧道高浊度施工废水固液分离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高原铁路隧道高浊度施工废水中无机颗粒浓度、

粒径分布、表面理化特性与隧道岩性、施工工法及涌水量变化的相

关关系及变化规律，研究悬浮物粒径分布以及不同颗粒悬浮物的沉

降性能，研究高浊度隧道废水高效固液分离及自动排泥关键技术。

考核指标：建立隧道清污分流后高浊度施工废水产生阶段及固

液分离过程中污泥产生量的分析预测模型，固液分离污泥量预测模

型精度≥90%；完成高浊度隧道废水高效固液分离及自动排泥工艺

方案，高效固液分离工艺出水浊度≤50NTU。形成专利 1项。

2. 交通基础设施智能技术

2.1 高原铁路隧道施工激光—钻具联合破岩钻孔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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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揭示高能激光辐射对岩石的弱化效应，研究激光

温度场—钻头应力场耦合作用下岩石的破坏模式与增效作用，研

究多变工况下高能激光—钻具联合破岩钻进最优控制参数与匹配

模式，攻克高能激光—钻头联合高效破岩钻进关键技术。

考核指标：揭示激光—钻头联合破岩规律及破岩增效机制；形

成高能激光—钻具联合高效破岩钻进关键技术，设计研发高能激光

发生器、联合破岩钻头、控制系统等核心关键部件，形成实用有效

的智能化激光—钻头联合超快超前钻探装备方案。形成专利 2项。

3. 交通基础设施韧性技术

3.1 长段落石膏岩层对铁路隧道工程的影响机理及工程对策

研究内容：研究高原复杂地质条件隧址区石膏岩力学和变形

特性，研究典型铁路石膏岩地层膨胀—溶蚀耦合作用下隧道变形

破坏机理，研究典型铁路石膏岩地层隧道防排水系统设计方法，

研究典型铁路石膏岩地层隧道支护与衬砌设计方法与施工技术。

考核指标：提出石膏岩地层工程适宜性评估技术、石膏岩地层

隧道灾害控制设计方法、石膏岩地层隧道支护与衬砌设计方法与施

工工法，形成石膏岩地层隧道防排水系统方案。形成专利 1项。

3.2 近源地震作用下铁路隧道工程损伤机理

研究内容：研究我国西部地区典型活动断裂带地震近场变

形、地震动、地应力等变化特征和传播衰减规律，判识近源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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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铁路隧道工程作用特点，研究近源地震作用下不同烈度、不同

断层参数隧道围岩—结构损伤机理。

考核指标：揭示近源地震作用下铁路隧道围岩—结构响应特

征及破坏机理；提出近源地震作用下隧道损伤分级评价指标；揭

示近源地震作用下高原铁路隧道动力响应特征和破坏机理。形成

专利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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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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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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女性应为 40

周岁以下（19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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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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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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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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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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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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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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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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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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