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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领域 

（一）两系杂交水稻新品种选育及制繁配套技术研发 

主要研究内容：针对杭州市两系杂交水稻不育系及组合

存在的空白，基于现有水稻优质种质资源，利用现代生物育

种技术发掘新型核不育资源，选育实用型光温敏核不育系，

探索利用广亲和种质资源，培育具有广亲和且育性稳定的两

系不育系；应用系统选育、加倍单倍体技术、辐射诱变技术

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等手段，结合抗病（虫）和抗逆性

鉴定，创制强优势骨干恢复系；适于轻简化栽培的抗除草剂

种质材料的创制；选配优质、高产、多抗、广适型两系杂交

稻组合；建立光温敏核不育系筛选、抗逆性鉴定、生态测试

的技术体系；建立高产、高效、安全的机械化制繁种技术集

成体系并示范推广应用；建立两系杂交稻种子质量安全测试

和种子加工技术体系。   

绩效目标：选育并通过省级及以上鉴定不育起点临界温

度低、不育期长且稳定、中早熟、矮秆、分蘖力强、柱头外

露率高、综合抗性好、配合力和异交习性好的两系籼型、籼

粳型核不育系 2 个；选育并通过省级及以上审定适宜杭州地

区种植的优质高产多抗两系水稻新品种 2 个；形成高产、高



效、安全的机械化制繁种技术规程 1套，杂交制种单产 200-250

公斤/亩、不育系繁殖单产 400-450 公斤/亩；新品种高产示范

单产水平达到 650 公斤/亩以上；申请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 1-2

个。 

申报主体：在杭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市属

事业单位、区县（市）事业单位、新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2 年内 

（二）主干振动式木本油料果实收获装备研发与产业化推广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面向山区、半山区、坡地、平原以

及家庭化种植特点，针对浙江特色的木本油料果实（油茶果、

大核桃、板栗等）机械化采摘痛点与难点，设计基于主干振

动式的高效采摘设备；研究新型主干振动采摘的核心关键技

术：基于速度、质量的聚能反冲与动能三维约束技术；基于

现代采摘装备数字化设计和仿真技术，包括布局、结构、有

限元模拟仿真分析等，优化成套装备技术方案，优化配套的

控制程序，降低操作过程中对树体的损伤；研制果实的收集

和运输装备，实现适应浙江山地、丘陵环境的木本油料“采

收运”的一体化； 

绩效目标：研发基于速度，质量的聚能反冲与动能三维

约束关键技术的主干振动新型收获装备；研发形成适应山区，



半山区，坡地与平原的手持式，落地式，采收运一体式的木

本油料收获装备，项目产品申报形成农机推广鉴定大纲；采

摘设备落果率达到 80%以上，落花率低于 10%，树皮损伤率

低于 5%，采摘效率提高 10 倍以上；筛选有利于机械采收的

果熟期与开花期相对非重叠，且易脱落木本油料品种，建立 3

种不同类型的宜机化营林规范和示范基地推广应用。系列产

品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申请或者授权发明专利 3 项目以

上。 

申报主体：在杭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市属

事业单位、区县（市）事业单位、新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2 年内 

（三）基于表型关键信息高通量采集及苗期病情指数的设施

作物健康数智平台构建及示范 

主要研究内容：针对设施温室场景，利用设施作物表型

信息采集系统，实现信息采集的轻量化和集成化；研究融合

高光谱图像、叶绿素荧光等多源数据的快速采集融合技术，

满足温室作物从叶片到冠层等近地多元数据同步采集；研究

基于可见光、多光谱、高光谱成像等图谱技术的设施作物表

型高通量获取技术与方法，实现设施作物的株型、果型、果

实生长速率等商品性表型的智能化解析与数字化评价；建立



全生育期的设施作物生理生化表型智能解析方法，实现作物

长势的精准动态监测；针对杭州地区设施作物苗期危害较大

的病害，研究作物病害侵染的图谱响应规律，探究实时响应

的智能感知方法，在作物苗期对病害的病情指数进行精准预

测，建立病害预测模型；最终构建高通量、智能化设施作物

关键因子数智技术平台，并进行应用示范。  

绩效目标：针对杭州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设施作物，研发

不少于 5 种表型高通量精准鉴定技术方案，建立 3-5 种关键

表型参数解析模型；研发 1-2 项表型高通量精准鉴定技术；

构建 1-2 套有代表性的设施作物的关键因子数据库；申请国

家发明专利不少于 2 项；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 3 篇，其中 SCI

论文不少于 2 篇。 

申报主体：在杭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市属

事业单位、区县（市）事业单位、新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2 年内 

（四）药用桑树新品种选育、加工与高值化利用技术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品种杂交等技术，选育高生物碱

（DNJ）含量药用桑树新品种，建立示范推广基地；利用宏

基因组学、代谢组学等技术，阐明功能因子-肠道菌群-代谢产

物-功效活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基于超声超高压提取、多



级层析纯化等技术，开展 DNJ、多糖等功能因子高效绿色梯

次提取技术研究；利用纳米材料，开展 DNJ 释放可控技术研

究；利用 DNJ 降糖脂生物活性，结合桑叶多糖保肝功效，开

发适用于肥胖、糖尿病、脂肪肝等人群的桑叶益生元健康食

品。  

绩效目标：选育降糖药用桑树新品种 1 个，与现有主栽

品种“强桑 1 号”相比，生物碱（DNJ）含量提高 50%以上，

并建立标准化栽培、收获技术；探明 DNJ、多糖等功能因子

通过肠道益生途径调控糖脂代谢紊乱、肝损伤的作用机理；

建立桑树 DNJ、多糖等高效绿色梯次提取工艺 1 套；构建桑

树生物碱 DNJ 缓释利用技术，实现 DNJ 在小肠中缓慢释放 6

小时以上；研发出适用于亚健康人群的（肥胖、糖尿病、脂

肪肝等）桑叶益生元健康食品 1 个；申报降糖药用桑树植物

新品种权 1 个，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发表学术论文 5 篇。 

申报主体：在杭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市属

事业单位、区县（市）事业单位、新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2 年内 

（五）坚果产品提升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 

主要研究内容：针对坚果（香榧、山核桃等）产品不同

原材料含水量、炒制温度时间、浸制浓度时间等组合产品，



建立定湿定温定时精准炒制加工新技术；对比机械开口、变

温开口等坚果开口效果，建立炒制温度、时间等多因素组合

的最佳加工标准工艺，实现产业化应用；研发坚果仁衣简便

脱除技术或壳和仁的有效分离技术，结合调味等，开发适应

市场需求的多口味坚果仁产品；保持坚果香气的缓慢释放，

开发具有坚果香气持久的坚果烘焙食品，并建立坚果产品特

征香味驻留技术；明确坚果中功能性、特征性组分，开发出

相应的功能性、特征性产品。   

绩效目标：开发坚果（香榧、山核桃等）新产品 3-5 个，

建立新产品生产线 2 条，项目期末新产品年度销售产值达

1200 万以上，利税总额达 250 万元以上；建立定湿定温定时

的坚果精准炒制加工工艺，对比传统产品，实现加工产品香

味物质含量增加 15%以上，油脂酸价和过氧化值分别降低 15%

以上，保质期延长 30%以上；申请发明专利 3-4 项，项目期

内获国家发明专利 1-2 项；发表核心期刊以上论文 2 篇以上。 

申报主体：在杭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市属

事业单位、区县（市）事业单位、新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2 年内 

（六）利用龙井茶（中小叶）夏秋茶资源生产杭州白茶的关

键技术研究与标准体系构建 



研究内容：通过滋味、香气等代谢组技术研究杭州 6 种

以上主栽中小叶茶树品种夏秋茶资源生产的白茶主要共性、

特征性化学组成和品质风味特征；研究杭州中小叶品种夏秋

季资源白茶生产过程中萎凋、干燥等关键技术，集成提出杭

州白茶加工工艺技术；探索杭州白茶经过蒸压和贮存熟化的

特征成分变化规律，针对其抗氧化、抗炎、降低胆固醇功能

活性开展评价；构建杭州白茶生产技术和产品等系列标准体

系，开发具有杭州特色的白茶产品，并进行集成示范。 

绩效目标：制定杭州中小叶品种夏秋季资源白茶生产工

艺技术规程 3 项以上，标准 2 项以上；建立杭州白茶品质风

味构成的主要功能物质及生物活性物质健康评价技术 1 套，

完成杭州白茶抗氧化、抗炎、降低胆固醇功能评价；研发茶

青农药残留现场快速检测试剂 1个，覆盖 5种常用农药以上，

响应时间 30min 以内，假阴性≤5%，假阳性≤10%；开发杭

州白茶产品 2 个以上；发表 SCI 论文 2-3 篇。 

申报主体：在杭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市属

事业单位、区县（市）事业单位、新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2 年内 

（七）非粮化耕地土壤肥力提升技术研究与示范 

主要研究内容：针对种植花卉蔬菜等“非粮化”耕地土



壤质量退化、肥力下降、耕层剥离问题，通过土壤培肥调控

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快速提升土壤有机质，建立非粮化耕地

快速修复技术模式，基于微生物组、宏蛋白质组和代谢组学

联合分析，使用机器学习算法确定功能微生物调控土壤健康

和水稻生长的作用机制，开展健康土壤微生物定向调控研究，

提出微生物-有机类肥料联合的生态高效修复技术，解决“非

粮化”耕地种植水稻土壤适应性。  

绩效目标：构建典型“非粮化”耕地土壤障碍因子与水

稻生长效应模型，建立非粮化耕地障碍评价方法 1 套；明确

根际土壤微生物组功能与作物健康的对应关系，建立水稻生

长关键功能微生物数据库 1 套，构建提高复垦耕地水稻产量

菌群组合模型 2-3 套，研发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专用微生物调

控产品 2-3 种，获得相关管理部门登记授权；建立 1 套快速提

升土壤有机质的“微生物重塑+有机类肥料高效利用”高效技

术；建立微生物重塑+肥水高效利用非粮化耕地复耕集成技术

示范区 1000 亩，土壤有机质稳定达到 2%以上，耕地质量等

级（GB/T 33469-2016）提高 1 个等级以上；发表论文 5 篇，

申请发明专利 2 件。 

申报主体：在杭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市属

事业单位、区县（市）事业单位、新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2 年内 

（八）铁皮石斛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及智能装备研发与示范 

主要研究内容：明确铁皮石斛不同部位(茎、叶、花)关键

功效组分，揭示其主要功效的物质基础；建立多糖、酚类等

活性成分绿色、高效制备工艺技术及功能因子协同配伍、稳

态递送、精准释放等关键技术，阐明量效、构效关系；开展

产品功效和安全性评价，开发具有抗炎、抗衰老等功效的功

能性产品，并进行产业化示范；研发石斛成熟度检测及智能

化采收技术与装备。  

绩效目标：无性繁殖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达到 60%以上铁

皮石斛新品种；研发主要功能组分的提取，分离纯化工艺，

同时配套开发相关功能组分的鉴定技术，建立绿色制备原料

生产工艺；构建细胞和斑马鱼模型，快速有效评价功能组分

功效体系，开发稳态递送，精准释放关键技术 3-4 项，针对

性开发解决敏感神经高反应状态、有效抑制 NF-KB 炎症通路

激活、5 分钟缓解敏感高反应产品 3-5 个，培育铁皮石斛抗衰

新品种验证其有效缓解外源刺激诱导的抗衰老损伤机理，开

发抗衰老产品 3-5 个。建立铁皮石斛行业产学研示范基地 1

个；研发石斛成熟度检测系统 1 套及基于机器视觉的石斛智

能化采收装备 1 套；发表课题相关学术论文 3 篇以上，申请

国家专利 2-3 项。实现销售额每年增长 20%。 



申报主体：在杭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市属

事业单位、区县（市）事业单位、新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2 年内 

（九）杭州径山茶等名优绿茶数字化定制加工生产技术集成

与示范 

主要研究内容：1.差异化数字化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基

于色变程度、生长发育状态等原料差异开发差异化数字化加

工关键技术。2.手工加工工艺数字化模型建设：根据传统手工

炒制方法，数字化解析手工炒制关键工艺流程，形成手工加

工工艺数字化模型。3.开展实时信息在线快速无损检测技术研

究：构建基于径山茶等名优绿茶在制品品质特征实时信息的

工艺参数自适应优化算法，研制理化品质特征信息动态调整

闭环控制系统和在制品动态精确计量装置，集成建设数字化

加工生产线。4.基于营养与健康导向的产品创制及功效评价研

究：利用植物或生物资源复配融合和功能定向技术，开发基

于营养与健康导向的茶制品，创制高值化衍生茶产品，并进

行集成示范。 

     绩效目标：建立差异化数字化加工关键技术 1 套；开发

基于数字化模型的手工加工技术 1 套；开发实时信息在线快

速无损检测技术 1套；开发基于健康导向的系列茶产品 2个；



累计实现产品销售额达 1000 万元；制定相关标准、技术规程

2 项;申请专利 3 件；发表论文 3 篇。 

     申报主体：在杭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市属

事业单位、区县（市）事业单位、新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2 年内 

 

二、生命健康领域 

（一）基因编辑异种移植用人源化医用猪模型的构建及临床

前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利用基因编辑、胚胎嵌合、单细胞多组

学等先进技术，建立稳定长期存活的适宜异种器官移植的无

病原体猪模型，以实体器官移植为突破点，逐步克服异种组

织器官移植存在的重要生物学障碍，达到异种组织器官替代

目的。运用基因编辑和克隆技术构建人源化血液成分供体猪

模型，并通过灵长类动物器官移植试验，建立从基因组学、

形态学到功能学的评价体系；在单细胞水平全面揭示异种组

织、器官移植后免疫排斥的生物学变化，解析内在的分子机

制；构建异种供体器官临床前人血灌流测试平台，完善供体、

药物、循环支持综合评估体系。 

绩效目标：构建 1-2 种基因编辑供体猪，获得 1-2 种人源



化血液成分，完成 1-2 种人源化供体猪器官到非人灵长类动

物肝脏移植的临床前安全性及有效性评估试验；鉴定 1-2 种

导致异种移植后免疫排斥的关键分子，开发最佳“免疫抑制

组合”方案，达到长期安全使用；开发 1-2 套供体器官人体

血液灌流设备，为临床前安全评价提供数据。 

申报主体：市本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事业单位，新

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3 年内 

（二）新型植物源功能多肽防治呼吸系统重大疾病的应用研

究 

主要研究内容：围绕新型植物源功能多肽防治呼吸系统

重大疾病如感染所致的急性肺损伤，开展相关新型植物产业

化和功能多肽的生物学机制研究。研究特定新型植物的营养

功能组分动态转化机制及关键点控制技术；研究特定新型植

物的营养特性并创建精准制备技术创新示范；研究新型植物

源功能多肽防治急性肺损伤等呼吸系统重大疾病的生物学功

效机制。 

绩效目标：形成 1 个相关新型植物产业化示范；研发高

效精准的肺损伤修复新型营养食品 1-2 个，并创建新型植物

源功能多肽精准临床应用新规范体系 1 套；完成 2 个以上新



型植物源功能多肽临床安全性和功效性评价；阐明植物源功

能多肽调控疾病发生发展的 1-2 个关键生物学机制。 

申报主体：市本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事业单位，新

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3 年内 

（三）基于唾液代谢组和 CT 影像组的双组学肺结节良恶性判

别新技术系统的建立 

主要研究内容：利用胸部 CT 影像组学数据，联合高通

量质谱检测平台获取的唾液代谢指纹图谱，结合 AI 算法，完

成特征提取、特征筛选、算法选择从而建立双组学肺结节良

恶性判别模型并完成模型性能验证。与人口特征、影像学特

征等结合进行模型优化，并与现有筛查模型或方法进行性能

比较；同时完善检测平台、规范化操作流程以及开发分析软

件等，建立具有产业化潜能的肺结节良恶性判别新技术系统。

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分析该肺结节良恶性判别新技术系统

在肺癌筛查中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为临床肺癌早期筛查和

诊断提供高准确性且操作便捷的新技术方法。 

绩效目标：建立基于唾液代谢组和 CT 影像组的双组学

肺结节良恶性判别系统，包括唾液代谢谱检测平台开发和双

组学判别模型建立以及双组学数据自动化处理和结果判别软



件开发，实现待测样本良恶性判别高通量智能运算；开展多

中心临床试验 1 项，证实基于唾液代谢组和 CT 影像组的双组

学肺结节良恶性判别新技术系统在临床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和

临床大范围推广潜能；开发基于唾液样本的高通量质谱检测

新技术 1 项；获得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 3 项；发表高质量

SCI 研究性论文 2-3 篇。 

申报主体：市本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事业单位，新

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3 年内 

（四）基于类器官三维形态筛选的恶性肿瘤精准治疗平台开

发 

主要研究内容：基于微液滴细胞打印技术，结合类器官

技术，建立了可靠的恶性肿瘤类器官处理平台，实现患者来

源类器官的稳定、高效培养；鉴定肿瘤类器官的组织学、遗

传学特征，及在体外长期培养和传代后是否保持形状稳定；

研究患者源性肿瘤类器官的三维无损形态检测与分析方法：

构建基于光学相干层析成像的类器官自动检测系统，开发类

器官图像的精准分割和量化分析算法；验证类器官三维形态

药物筛选应用于个性化药物治疗的可行性。 

绩效目标：建立恶性肿瘤类器官培养技术 1 套，培养肿



瘤类器官 30 个以上，并对其进行组织及分子水平稳定性的鉴

定；开发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肿瘤类器官无损三维成像与分

析系统 1 套；基于该类器官培养平台，实现对 20 名以上肿瘤

患者精准用药的临床实践指导；申请/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发表高质量 SCI 研究性论文 2-3 篇。 

申报主体：市本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事业单位，新

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3 年内 

（五）中药复方逆转肝纤维化院内制剂研发及真实世界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针对肝纤维化这一中医药临床治疗优势

的病种，采用中医“活血渗湿”治法对人群肝纤维化发生发

展的蛋白质表达及免疫应答规律，建立更加系统全面的复杂

网络调控模型；开展中药院内制剂研发，通过真实世界研究

全面诠释“活血渗湿”方药的现代科学内涵。 

绩效目标：阐明以“活血渗湿”为核心治则中药方逆转

肝纤维化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形成具有临床指导意义的创新

病机理论及防治策略；完成 1 份基于中医“活血渗湿”治法

方药的药效物质及调控机制的研究指南；在国际高影响力期

刊发表论文 2 篇；申请/公开专利 2 项；实现“活血渗湿”方

剂作为中药院内制剂进行推广。 



申报主体：市本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事业单位，新

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3 年内 

（六）免疫细胞体外高效制备新技术和临床前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围绕自然杀伤细胞等免疫细胞的研究及

应用需求，开展细胞储存、制备、质量控制等关键技术方案

开发研究，以及专用培养基、符合 GMP 要求的培养设备、耗

材等配套产品研发。开展多种细胞功能亚群或亚型的制备技

术方案研究。研究规模化生产工艺和相关质量控制技术，建

立并完善符合 GMP 级标准的细胞制备体系及平台；开展安全

性和有效性等系统规范的临床前研究，并开展探索性临床应

用。 

绩效目标：研发自然杀伤细胞等免疫细胞体外储存、制

备、质量控制等关键技术 1 套；获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细

胞培养扩增技术及产品，研发多种细胞功能亚群或亚型的制

备技术方案，申请/获得不少于 2 项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建立

合规的规模化自然杀伤细胞制备体系及平台 1 个，获取相应

资质认定；获批开展有效例数的临床试验 3 项以上，取得高

质量临床循证证据。 

申报主体：在杭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牵头，



或企业牵头联合市属事业单位、区县（市）事业单位、新型

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3 年内 

（七）精神疾病临床大数据与遗传资源管理共享平台建设与

示范 

研究内容：对标国际标准，建立符合精神疾病遗传资源

管理特色的质量管理体系，并进行风险防控及运行优化；构

建类型多样化的实体样本资源平台：包括血液、脑脊液、尿

液、头发等多类型样本；构建精神疾病临床大数据资源平台，

包括临床数据库、影像数据库、组学数据库；建立符合精神

疾病遗传资源特点的智能化生物样本信息管理系统；建立资

源全程管理标准化工作流程；建立全自动样本预处理及质控

工作站；建立样本及数据分析前变量评估体系；建立精神疾

病遗传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培训及考核体系。 

绩效目标：建成容量可达 250 万份样本保藏能力的实体

样本库，并形成具有示范作用的精神疾病遗传资源管理平台

质量管理体系，获得国家科技部的人类遗传资源保藏活动行

政许可，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基于国

际标准 ISO 20387 的生物样本库能力认可；专业人才培养及

培训，培养硕士 3 名，博士 1 名，形成辐射多个专科机构的



精神疾病遗传资源管理、培训团队并形成相应的考核体系；

样本及数据分析前变量评估体系的开发，为资源使用者提供

适用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转化应用等样本质量报告；建

立 2-3 类重点精神疾病的现代诊疗技术；制定精神疾病遗传

资源管理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2 项；授权专利 3-4

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高质量论文≥10 篇；服务科学研

究/转化项目≥50 项。 

申报主体：市本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事业单位，新

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3 年内 

（八）基于物联网和 3D 可视化的远程实时智能中医诊断体系

的构建与应用 

主要研究内容：申报项目应具备前期研究基础，在符合

规定和伦理的前提下，采用激光三维扫描的动态系统，构建

实现舌、面、脉多元的 3D可视化信息；构建提取舌、面、脉

时域特征并加以分析的机器学习算法；构建人机交互式AI问

诊系统。 

绩效目标：构建基于中医症候人机交互式AI问诊系统 1

套，结合舌、面、脉特征，构建中医证型诊断模型，实现远

程医生病情追踪及反馈。获得专利或软件著作权 3 项。开发



具有系统控制电路、位置控制模块、压力调控模块、光路采

集模块和电源模块的硬件平台 1 套；获得医疗器械产品注册

证 1 项，成果在中医药行业推广。 

申报主体：市本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事业单位，新

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3 年内 

（九）人工智能(AI)在前列腺恶性肿瘤中的精准诊断 

主要研究内容：申报项目应具备前期研究基础，在符合

规定和伦理的前提下，收集前列腺癌患者及相关人群临床多

维度数据，运用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新型诊断模

型和诊断系统。 

绩效目标：建立高质量的前列腺癌临床研究队列，通过

对影像、病理和组数检测等大数据分析，运用机器学习等构

建AI算法和诊断模型 2 项，并运用临床队列对模型验证，诊

断AUC曲线下面积不小于 0.8 以上，多中心（不少于 3 家）

评价获得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均优于常用方法。 

申报主体：市本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事业单位，新

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3 年内 



（十）超声响应性药物控释生物材料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构建超声响应性药物控释体系，开发一

类具有超声波刺激控制的新型药物输运材料。以水凝胶材料

为基质，将微、纳米尺度的材料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与治疗

因子复合；通过在材料体系中引入特定的化学结构或物质，

使载体系统对超声波这一外加物理场具有响应特性，研究材

料微结构对治疗因子负载性能的影响规律，探究超声对材料

性能及药物释放性能的调控规律与机制，从而控制治疗因子

的聚集和分布，调控释放时间和部位，实现病灶区高效治疗。 

绩效目标：研发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高负载效率、超

声波响应性的药物控释体系 1 套，并完成临床前动物水平安

全性及有效性评估；完成 1 种超声响应性药物控释体系的开

发、批件申报和规模化生产；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3 项；发表

高质量 SCI 研究性论文 2-3 篇。 

申报主体：在杭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牵头，

或企业牵头联合市属事业单位、区县（市）事业单位、新型

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3 年内 

 

三、其他领域 



（一）生鲜农产品品质管控与冷链物流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绿色农产品品质管控关键环境影响

因子柔性感知和多粒度动态识别传输关键技术，通过柔性感

知、边缘计算、5G 通信等手段高质量获取品质相关关键要素；

研究绿色农产品温度品质安全建模技术，探究冷链环境和品

质间的变化规律，明确动态耦合关系，创制绿色农产品复杂

环境品质监管通信链路优化自适应智能终端；开发绿色农产

品品质信息要素批量采集与溯源系统，研究基于区块链技术

的网络数据安全共享方法和全过程安全溯源码无缝追溯技术，

构建云网端无缝耦合决策与品质可视化预测预警技术体系，

为绿色农产品品质管控体系构建提供支撑。 

绩效目标：研制绿色农产品品质管控关键环境影响因子

柔性感知标签，支持 NFC+UHF 双频通讯，厚度小于 1mm，

数据采集频率可达 1 次/每分钟以上；研制基于边缘计算的绿

色农产品复杂环境品质监管智能终端 1-2 套，具备批量化处

理能力；研究基于柔性感知标签和智能终端技术的 2-3 个绿

色农产品温度品质安全模型；开发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绿色

农产品贮运物流供应链闭环安全品质追溯监管系统 1 套；构

建基于 5G 通信云网端无缝耦合信息融合决策与品质可视化

预测预警技术体系 2-3 个；申请国家专利 3-5 件，软件著作权

2-3 件；建立示范基地 1-2 个。 



申报主体：在杭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市属

事业单位、区县（市）事业单位、新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2 年内 

（二）基于钱塘江涌潮水流冲刷特性的桥墩防护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示范 

主要研究内容：对杭州区域内跨钱塘江的桥梁桥墩冲刷

状态进行全面调研和监测，分析不同河段、不同桥墩类型对

桥墩冲刷的影响，建立杭州市钱塘江流域桥墩冲刷特性样本

数据库；通过监测和数值模拟分析等方法，提出钱塘江各类

桥墩冲刷深度算法，建立钱塘江桥墩冲刷破坏情况预测模型，

研发桥墩安全防护技术，建立江上桥梁冲刷检测监测、灾害

预测和安全防护技术的标准体系；研究钱塘江上桥梁桥墩冲

刷特性的三维水下监测技术，建立杭州市钱塘江流域桥墩冲

刷特性样本数据库；研究基于钱塘江涌潮冲刷特性的桥墩冲

刷计算方法，构建桥墩冲刷病害预测系统，实现不同河段的

不同类型桥墩在未来条件下或在极端条件下的冲刷深度、形

态和范围预测系统，研发多种大跨度桥梁桥墩涌潮水流冲刷

防护技术，并在钱塘江桥梁上开展工程应用示范。 

绩效目标：研发钱塘江上桥梁桥墩冲刷特性的三维水下

监测技术，实现桥墩冲刷特性的精确测量，测量精度为 0.3-0.5



米；建立杭州市钱塘江流域桥墩冲刷特性样本数据库，样本

涵盖钱塘江流域的桥梁的主跨桥墩及引桥桥墩；研发基于涌

潮冲刷特性的桥墩冲刷计算方法，建立桥墩冲刷病害预测系

统，实现不同河段的不同类型桥墩在极端条件下的冲刷预测，

其中冲刷深度预测误差不超过 10%；研发不少于 6 种大跨度

桥梁桥墩涌潮水流冲刷防护技术，实现对钱塘江桥梁中各桥

墩类型的全覆盖和全适用；申请专利 3-5 项，工程示范不少

于 2 项，建立钱塘江流域桥墩冲刷特性样本数据库 1 个，制

定大跨度桥梁桥墩涌潮水流冲刷防护技术指南或标准 1 部。 

申报主体：在杭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市属

事业单位、区县（市）事业单位、新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2 年内 

（三）城市道路安全隐患预警监测系统研发与示范 

主要研究内容：针对城市地下工程规模不断扩大，地下

工程施工和地下水活动造成道路路面塌陷事故频繁发生的问

题，需要开展城市道路安全隐患预警监测系统研究。研究通

过车载检测系统采集雷达检测数据、道路视频图像、GPS 信

息、地下管网信息等建立城市道路安全隐患管理平台。管理

平台将上述多种数据进行融合显示，综合利用无损检测、大

数据平台及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掌握城市道路的健



康状态，监控地表、地下、管线病害体的发生发育过程。形

成对城市道路病害体进行多源、多尺度、多时段“四维一体”

的“CT”扫描、病害智能诊断分析、智能监测预警为一体的

综合系统，提前预知并处理道路隐患，防止道路塌陷、造成

人身安全及财产损失。研究专用于收集道路平整度、沉降量

等基础数据的自动检测设备和不破坏道路结构的条件下，布

设智能感知设备的方法，并在复杂全工况场景下开展应用示

范验证。 

绩效目标：研发城市道路安全隐患预警监测系统，并在

城市道路安全预警监测系统中示范应用。道路无损实时监测

数据的准确性≥95％，“四维一体”道路巡检设备态势感知识

别率≥95％，道路结构失效塌陷的预测精度≥90％。 

申报主体：在杭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市属

事业单位、区县（市）事业单位、新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2 年内 

（四）地下水特征有机污染物的在线监测装置及污染预警平

台 

主要研究内容：研发一套并可实时从地下水污染源自动

取样、进样、吹扫、解吸、分析等一体的高精度有机污染物

在线监测装置。开发一套地下水特征有机污染物的实时环境



监管和预警平台，建立杭州地区地下水有机污染物分布情况

数据库，为管理部门提供真实准确实时的预警信息。   

绩效目标：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下水有机污染物

在线监控装备 1 套，整套分析仪占地面积＜0.6m2，能对水中

至少 57 种目标化合物准确定性和定量分析；检出限要求＜

0.5ug/L，质量分辨率要求＜0.5，样品传输温度控温精度在±

0.5℃，捕集升温效率＞6000℃/min。建立地下水污染在线监

控预警系统平台 1 个，平台预测准确率＞90%。 

申报主体：在杭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市属

事业单位、区县（市）事业单位、新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2 年内 

（五）恶臭异味深度净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要研究内容：研发制备能高效降解恶臭异味分子的吸

附催化材料，并对恶臭异味分子中含硫、含卤等杂原子具有

高抗性。研究吸附催化材料活性中心的构建方法，突破吸附

催化材料活化和整体成型的关键技术，并进行工业化放大试

验。实现可深度治理恶臭异味的吸附催化材料的工业应用。  

绩效目标：设计制备具有抗性的恶臭分子高效净化吸附

催化材料，臭气异味浓度深度净化效率≥95%，建立吸附催

化材料的工业规模生产，完成知识产权体系构建。在化工、



印染、皮革和污水站等恶臭治理领域建立应用示范。 

申报主体：在杭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市属

事业单位、区县（市）事业单位、新型研发机构 

组织方式：竞争性分配 

攻关年限：2 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