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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科农〔2024〕17 号

杭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组织申报
2024 年度杭州市农业与社会发展
领域重点科研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区、县（市）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为推动我市农业与社会发展领域科技创新，充分发挥科技

支撑和引领作用，根据《杭州市重点科研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杭

科资〔2023〕44 号)，决定开展 2024 年度杭州市农业与社会发

展领域重点科研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方式

围绕农业、医疗卫生、海洋科技等其他社会发展重点领域，

杭州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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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开征集、凝练形成项目榜单（详见附件）。由区、县（市）

科技局组织发动各类创新主体公开竞争、揭榜攻关。

二、承担单位应符合的条件

根据《杭州市重点科研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杭科资〔2023〕

44 号)等有关要求，申报单位应为杭州市的科技型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统称“项目单位”）。同时，具备

下列条件：

1.在杭州市范围内组织实施,能成为杭州科技进步和高质

量发展新的增长点,项目关键技术有重大突破和自主创新,预期

能形成标志性成果。

2.项目单位应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其中，申报主体为企

业的，应建有市级及以上企业研发机构。申报主体为高校、科

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的，应建有科研必需的科研平台（实验

室、公共技术研发平台、医学研究中心等）。鼓励以企业为主体，

建立创新联合体，开展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3.项目申报主体为规上企业的，应每月按时填报市统计系

统研发费用情况，应报尽报。

4.项目单位应拥有稳定的科研队伍。申报项目负责人及团

队核心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排名前 1-3 名）应具有与项目

研发相适应的专业水平和相关履职经历。项目单位和项目负责

人未列入严重失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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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执行期应在合同书中约定,项目开始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 日--5 月 31 日之间（含当日），项目周期一般为 2-3 年，

最多不超过 3 年。

6.同一企业原则上可牵头申报市重点科研计划项目1项（不

包括申报承担国、省重点研发项目）。已承担市重点科研计划项

目且未验收的项目单位，不予受理新的项目申报。同一高校、

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原则上可牵头承担市重点科研计划项

目不超过 3 项（含在研市重点项目）。

7.申报的项目采用限额推荐的方式，各区、县（市）科技

局推荐不超过指南总数量。

三、项目立项组织与实施管理

1.项目采取自主申报和区、县（市）科技部门组织推荐相

结合方式。

2.立项文件下达后,项目承担单位应在三个月内与市科技

局签订项目合同书。

3.此次项目申报主体为企业的实行财政资金后补助方式，

即项目立项后，列入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项目验收通过后，

一次性安排市财政补助资金；申报主体为高校、科研院所、新

型研发机构的，按分期资助方式予以补助。

4.农业与社会发展领域重点科研计划项目按不高于申请经

费给予补助。其中，由企业或非财政补助单位为主体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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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不超过该项目核定预算总投入额的 20%，市本级给予最高 200

万元补助；由市财政补助单位承担的，按不超过该项目核定预

算总投入额的 50%，市本级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补助。（农

业和医疗卫生领域项目原则上不超过 100 万元）

四、申报程序与时间安排

1.网络申报

根 据 通 知 ， 通 过 杭 州 市 科 技 创 新 云 服 务 平 台

（https://ypt.kj.hangzhou.gov.cn/）“杭州市农业与社会发

展科研项目”模块在线填报。企业用户点击“法人登录”，使

用浙江政务服务网账号登录，无政务服务网账号的请先注册。

2.申报管理

各区、县（市）科技局和归口管理部门应当强化主动服务，

对申请人和申报单位填报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核。项目申报单

位应承诺本次申报项目的主要研发内容未获国家、省级和市级

有关部门立项支持，避免重复立项、重复支持。

3.时间要求

本批项目网上申报截止时间：2024 年 4 月 30 日。完成网上

申报后，打印杭州市农业与社会发展科研项目申请表、可行性

报告、预算报告、承诺书一式 8 份（网上提供直接打印功能），

要求用 A4 纸打印并装订整齐，提交至各区、县（市）科技局和

归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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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区、县（市）科技部门做好组织申报和审核推荐工作，

在 5 月 8 日前将推荐函、推荐汇总表、申报单位提交的纸质材

料统一提交至杭州市科技项目管理中心（杭州市黄姑山路 40 号

506 室）。

五、业务联系方式

1.申报系统咨询

项目管理中心 沈吉英 吕克斐 87080230 87025452

系统技术支持 沈 涛 85151402

2.业务咨询

市科技局农社处 徐红辉 何若愚 85255632

附件：1.2024 年度杭州市农业与社会发展领域重点科研计

划项目榜单清单

2.2024 年度杭州市农业与社会发展领域重点科研计

划项目榜单内容

杭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4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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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年度杭州市农业与社会发展领域
重点科研计划项目榜单清单

序号 榜单名称

农业领域

1 丘陵山区果园风送式喷雾器机器人研发及应用

2 杭州特色水生植物淀粉基减肥食品创制与示范

3 药食兼用资源中药材增值加工和产品创制关键技术应用及示范

4 籼粳杂交稻新品种培育及全程机械化制种技术研究

5 基于杭州径山茶的花茶窨制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6 青鱼品质提升养殖与保鲜供应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7 智慧农业中农产品产业链全程溯源技术研究与应用

8 杭州优质蔬菜品种选育及提质增效综合技术研究与示范

9 花卉景观多品种混植群落系统的构建与应用

10 融合多源信息智能水肥系统及其产业化

医疗卫生领域

11 基于微流控的多维度肿瘤微环境系统研究

12 尿失禁治疗的磁共振兼容神经调控产品研究

13 中药活性成分经皮精准递送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在炎症和宿主免疫功能

缺陷疾病中的应用

14 新型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中药活性成分研究及产品开发

15 靶向原癌基因的淋巴瘤抗体偶联药物（ADC）创新药物设计与研究技术

16 基于蛋白稳态调控的消化系统肿瘤发生发展机制研究

17 精神分裂症潜在治疗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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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髓核衰老与脊柱退行性疾病的新机制研究

19 基于影像组学精准调控干预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疗效及机制研究

20 基于纳米蛋白组学的肿瘤图谱构建及诊断研究

其他社会发展领域

21 面向海洋系统的跨尺度高稳定多功能涂层设计与构筑及产业化应用

22 城市智慧停车系统的停充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23 农产品质量安全因子超灵敏快速检测技术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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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年度杭州市农业与社会发展领域
重点科研计划项目榜单内容

一、农业领域

1.榜单名称：丘陵山区果园风送式喷雾器机器人研发及应用

主要研究内容：以杭州市丘陵山区果园为应用场景，开展风送式喷

雾机器人。基于导叶内部气场流动规律，设计与风机叶片相匹配的导叶、

风道和导流板部件的结构，开展风送喷雾数值仿真，分析风送喷雾系统

雾滴沉积分布规律，并研究设计基于风送式弥雾技术的喷雾结构；利用

超声波、视觉、激光雷达等技术，采集不同时期、不同品种、不同栽培

模式下典型作物冠层的位置、形状、体积等信息，建立靶标信息库。研

究基于作物冠层信息的实时靶标模型建立方法，研究设计精准靶向施药

系统方案；用多传感器融合技术耦合超宽带定位、激光雷达、惯性测量

单元等传感器数据，结合底盘动力学和运动学模型，实现全局自主导航：

研究复杂环境下激光雷达 3D 点云补全方法，重构障碍物信息，并利用快

速随机搜索树算法生成避障路径，结合模型预测控制算法研究装备的自

主避障；集成研究雾机器无人化控制、精准施药、作业任务管理、物联

网综合管控技术等技术，开发喷雾机器人样机，构建智能导航作业智慧

综合管理平台，建立应用示范基地。

绩效目标：集成信息感知、机器人控制、自主导航等现代信息技术，

研制适应丘陵山区果园栽植模式，具备精准变量喷药功能的喷雾装置与

风送系统 1 套；研制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果园导航系统 1 套；集成研制

农用智能喷药机器人样机 1 台，实现浙江省果园植保作业机械化和智能

化。

攻关年限：2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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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榜单名称：杭州特色水生植物淀粉基减肥食品创制与示范

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杭州特色水产植物中淀粉组成、分子结构特征、

消化特征、益生特性；构建杭州地区特色水生植物资源收集及其淀粉特

征信息库，基于淀粉晶型、连接键初步筛选出适合功能性淀粉开发的原

料种类。研究制备性能稳定的慢消化淀粉，动态评价制备过程中淀粉的

多尺度结构和消化特性的变化规律，探究不同聚合度低聚糖竞争性抑制

α-葡萄糖苷酶的作用机制，建立水生植物淀粉基慢消化淀粉制备关键技

术及其结构功能评价技术。应用体内外消化等方式探究慢消化淀粉/高抗

性淀粉复合物的消化特征、糖脂代谢胰岛素抵抗；采用大分子凝胶网络

结构交联功能性淀粉，通过生物利用度确定功能性淀粉颗粒态的构建参

数并表征其结构特征，构建高活性颗粒态功能性淀粉。针对高脂高糖肥

胖人群营养需求，优化慢消化淀粉/膳食纤维共混体系、慢消化淀粉/高

抗性淀粉/益生菌复合体系之间的功能组合，结合高品质乳蛋白实现能量

稳态，开发富含慢消化淀粉的精准营养食品配方；以功能性淀粉为主体，

整合乳清蛋白肽、功能性多不饱和脂肪酸及微量营养素、低聚糖等益生

元，精准开发能量缓释全营养食品。研究定制营养食品的稳态化共性技

术，实现产品的稳定性并有效延长其货架期，实现肥胖人群全营养定制

食品的产业化示范。

绩效目标: 开发水生植物淀粉基慢消化淀粉 1-2 个，建立慢消化淀

粉制备技术 1 套，达到体外模拟消化 2h 吸收不超过 20%，慢消化淀粉

含量 35-40%；开发针对肥胖人群需求的富含功能性淀粉营养食品新产品

2-3 个，构建慢消化淀粉的体内外减肥健康功效评价技术体系 1套以上；

创建年生产能力达 2000 吨示范生产线 1 条，制定生产技术操作规程，项

目实施期间产品产值增加 3000-5000 万元；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4 件，

申报行业标准 1-2 个；发表高质量论文 3-5 篇。

攻关年限: 2 年内

3.榜单名称：药食兼用资源中药材增值加工和产品创制关键技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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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示范

主要研究内容: 针对不同慢性病、亚健康人群的健康需求，明确具

有清热解毒、增强免疫力等药食兼用中药材的功效成分及量效关系；阐

明其功效因子的体内消化、吸收、代谢和健康效应机理，研究不同功效

成分在加工过程中的转化互作机制，建立功效成分的定向提取技术；基

于功效成分研发特色鲜明的药食兼用中药材增值加工技术，开发基于不

同慢性病、亚健康人群需求的健康产品;制定不同慢性病、亚健康人群需

求的中药标志性成分的检测方法，建立包括指纹图谱、成分组成比例等

内容的质量控制标准；建立健全药食兼用中药材生产和流通原材料及辅

料质量、设备、工艺流程、产品的质量控制体系，建成中药材增值加工

生产线。

绩效目标:建立药食兼用中药材消化、吸收及功效评价技术，明确具

有清热解毒、增强免疫力等功能的药食兼用中药材功效成分及量效关系，

确定药食兼用中药材原料选择与科学配方;开发药食兼用中药材加工产

品 5 种以上，建立药食兼用中药材生产和流通原材料及辅料质量、设备、

工艺流程、产品品质控制技术体系，制定不同种类药食兼用中药材标志

性成分的检测方法，构建相应的产品质量控制标准; 通过项目实施，新

建现代化药食兼用中药材加工示范生产线 2-3 条，生产面积 2 万平方米

以上；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5-8 名，培训相关工人 30-50 名，申报发明

专利 2-4 件，发表高质量论文 3-5 篇。

攻关年限：2 年内

4.榜单名称：籼粳杂交稻新品种培育及全程机械化制种技术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运用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等技术与常规育种技

术的结合，建立籼粳杂交稻丰产性、品质、抗病虫、养分高效利用等表

型和基因型鉴定平台；创制聚合优质、抗病虫、养分高效利用等有利基

因的籼粳杂交稻新种质；利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创制综合性状好、异交

率高的粳型不育系；应用常规育种、分子设计育种等手段，结合水稻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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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无损检测技术，选育高产、优质、多抗、养分高效利用的籼粳杂交稻

新组合；开展播种、育秧、插秧、授粉、病虫防治、收获、烘干等的全

程机械化作业，集成籼粳杂交稻全程机械化制种技术。

绩效目标：开发用于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功能分子标记 5 个以上；

创制优质、高产、高效、抗病虫的籼粳杂交稻新种质 10 份，其中重大新

种质 5 份，新种质抗 2 种以上主要病虫害，抗性达到 3 级以上，品质达

到部颁二级以上；选育并通过省级及以上审定的高产、优质、多抗、养

分高效利用的籼粳杂交稻新品种 1-2 个，要求增产 10%以上，品质达部

颁优质米二级以上，氮肥用量减少 10%；建立 1 套水稻种质无损检测技

术；形成高产、高效、安全的全程机械化籼粳杂交稻制种技术规程 1 套，

全程机械化制种技术推广应用面积 10000 亩以上，制种产量 100-125 公

斤/亩，单产提高 10-15%，亩减成本 8%，亩增效益 450 元；发表论文 2-3

篇。

攻关年限：2年内

5.榜单名称：基于杭州径山茶的花茶窨制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茶树品种（径山 1 号、径山 2 号、鸠坑群体种

等）、加工条件（杀青、干燥等）、加工参数（时间、温度等）对径山茶

茶坯品质特征的影响规律，健全传统径山茶以及建立径山花茶的加工工

艺；基于径山花茶传统窨制加工技术，研究茶花拌合比例、静置窨花时

间和温度、通花散热降湿方式、续窨和起花等关键技术，创新径山花茶

窨制方法，建立基于径山茶茶坯为基料的径山花茶加工关键技术；应用

径山花茶窨制关键技术，开发以径山茶为原料的特色茶制品如茉莉绿茶、

桂花红茶；研究径山茶及其特色茶制品的健康功效，针对其抗氧化、抗

炎、降低胆固醇等功效开展功能性评价；集成径山花茶窨制关键技术体

系，并开展应用示范，构建茶香稳定性高，花香凸显的差异化径山花茶

制品生产、加工技术规程及产品系列标准体系。

绩效目标: 形成基于杭州径山茶资源为基料的径山茶坯加工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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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1 套；集成以径山茶为原料特性的花茶窨制技术 1 套，创制基于径山

茶为底物基料的绿茶、红茶等产品 2-3 个；建立杭州径山茶制品特征品

质的主要功能物质及其健康功效体内外评价技术 2-3 套；制定杭州径山

茶制品相关生产和加工技术规程 2项，标准 1-2 项，建设示范应用点 2-3

处，技术培训 200 人次以上；申请发明专利 2-4 件，发表高质量 SCI 论

文 4-6 篇。

攻关年限：2 年内

6.榜单名称：青鱼品质提升养殖与保鲜供应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要研究内容：开展杭州不同产区、不同养殖模式下的青鱼品质研

究，利用净养、脱腥和品种改良等技术提升青鱼品质，分析青鱼风味和

品质形成的物质基础，建立统一的原料标准，开发适合青鱼加工的自动

化剖杀技术与装备。针对现有速冻技术冻结时间长、冰晶大、解冻后肉

质下降的问题，开展青鱼微晶速冻锁鲜技术研究，提升肉质品质；针对

青鱼不同部位的原料特性，研发青鱼低温分割、减盐腌制、定向风味调

控、保质储运等关键工艺，建立统一产品标准，实现从养殖到供应链技

术的产业化示范与应用。

绩效目标：揭示杭州市不同产区、不同养殖模式青鱼特征品质的物

质基础，建立 1 套青鱼品质提升养殖技术；开发青鱼微晶速冻锁鲜技术

1 套，鱼片中心温度在 10-15min 快速达到-18℃，速冻过程中快速锁住

肉质鲜度；开发青鱼自动化剖杀分割技术及装备 1 套，对青鱼开展梯度

加工和分级加工关键技术体系，开发青鱼加工产品 5-6 个；申请专利 3

件，制定加工技术规程或标准 2 个，发表高水平论文 4-5 篇。建立青鱼

加示范生产线，实现产业化应用，附加值提高 2-3 倍。

攻关年限：2年内

7.榜单名称：智慧农业中农产品产业链全程溯源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要研究内容：为保障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全过程的质量安全，增

加消费者信任，提升产品价值和核心竞争力，开展农产品全产业链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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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研究。通过传感器、射频识别等技术实现了农产品生产环境的

多源数据采集，研发面向农业产品种植、生产的多元数据融合采集设备，

动态感知农产品生态环境与农产品生产行为，建立农业物联网数据平台；

利用生物学、大数据、AI 等技术手段对农产品的关键质量特征进行深入

研究，提高对农产品关键质量特征的通用性抽取方法，建立基于区块链

的产品标识与质量特征识别融合的多元溯源技术研究，为农产品提供更

可信的溯源信息；研究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产业链全过程可信时空的多

元信息感知与利用；结合多维数据，构建农产品产业链节点关联评估模

型，形成农产品产业链的全过程追溯；实现农产品产业链分布式可信固

证，建立农产品链质量智慧追溯平台，并开展示范应用。

绩效目标：通过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先进的

图像识别和数据分析算法，实现对农田环境和农产品特征的高效准确监

测，建立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物联网数据平台；开发一个基于 AI 技术的

融合生物特征识别及漂移性分析的溯源应用平台，支持种植、养殖、水

产等多品类农产品质量特征识别应用；开发一套集成区块链、物联网、

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的农产品全产业链高效溯源系统，替换传统溯源标签

模式，节约溯源成本，确保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个环节都可追踪、

透明化管理；完成 3个以上单位的示范应用。

攻关年限：2年内

8.榜单名称：杭州优质蔬菜品种选育及提质增效综合技术研究与示

范

主要研究内容：针对杭州蔬菜品种栽培和选育产业发展现状，基于

基因组学等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利用分子标记与传统育种相结合的研究

手段，选育适宜杭州地区栽培蔬菜品种；结合轻简化栽培，开展田间试

验，优化并建立与新选育品种适配的制种育苗、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

等全生长期的种植关键技术，集成研究新选育品种蔬菜的高效生产模式；

对比杭州地区同类主栽品种，分析评价新品种的生长性状和优良品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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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针对蔬菜贮存期短的难题，建立新选育品种蔬菜的采后保鲜技术，

延长蔬菜的采后贮运期和货架期；建立蔬菜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提

质增效综合技术体系，提升杭州蔬菜产业的发展水平。

绩效目标：育成适宜杭州地区栽培的优质高产多抗的蔬菜新品种 3

个以上，并通过农业农村部品种登记或浙江省品种认定，育成品种较现

有杭州主栽品种增产 15%以上，建立 1 套蔬菜新品种种质创制技术，形

成蔬菜精准水肥一体化技术方案 1 套，建立高效种植管理技术 1 套；推

广应用面积在 500 亩以上；建立选育品种蔬菜的采后保鲜技术，集成建

立蔬菜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综合技术体系；申请发明专利

2 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3 篇，培训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和种植大户 300 人

以上。

攻关年限：2 年内

9.榜单名称：花卉景观多品种混植群落系统的构建与应用

主要研究内容：针对花卉景观中单种植物组团种植模式中植物更新

缓慢，景观同质化、对土壤养分需求高，养护管理成本高等弊端，开展

花卉景观绿化中多品种混植群落系统的构建与应用研究。通过土壤中关

键元素分析，开展多品种混植群落土壤的选择及养分的控制研究；筛选

和构建多品种混植群落系统中的基底植物、核心植物、散布植物，并建

立相应的筛选标准；开展多品种混植群落系统中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园艺

环境及群落的种间竞争作用下，扩散能理、持久性及自播能力表现的研

究；基于植物的筛选、种间竞争的研究，构建 1 个以季节性为主题的多

品种混植群落系统，并在工程项目中开展示范应用，并基于“动态种植”

的理念，建立多品种混植群落系统的养护管理方法。

绩效目标：通过土壤养分分析、植物种类筛选、种间竞争研究，构

建 1 个以季节性为主题的多品种混植群落系统；构建的多品种混植群落

系统在工程项目中示范应用，为绿地系统减少 10%-20%径流总量，径流

从开始发生至达到峰值所需时间较草坪延长 32%以上，缓解场地内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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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水问题；揭示多品种混植群落系统的演变适配性；开发多品种混植群

落系统的养护管理方法。

攻关年限：2年内

10.榜单名称：融合多源信息智能水肥系统及其产业化

主要研究内容：针对作物的多光谱成像实时数据采集分析和在线精

准决策水肥用量的映射关系缺失问题，基于无人机机载、巡检车载高分

辨率遥感红外高光谱和可见-近红外多光谱数据结合人工智能，通过识别

典型农作物的叶、芽、果实/穗类型、粗糙度、叶绿谱数据，建立作物长

势、冠层氮素含量、土壤含水量的反演模型，构建对高分率卫星遥感的

区域尺度农作物精准农情监测能力；开发智能精准施水肥的控制技术，

显著提高不同农作物在不同阶段所需的营养元素施肥精确度；研发一套

具备无线、低功耗远传等多终端一体化的精准智能水肥控制系统，实现

作物、人、机、互联网、物联网的有机结合；运用物联网技术、无线传

感技术结合智能控制算法研发智能精准施肥的大数据智能监管和智能运

维方法，实现智能水肥控制系统在多种农作物的示范应用；

绩效目标：建立作物多光谱成像实时数据采集分析系统，构建作物

多维度高精度表型数据库，实现不少于 3 种经济作物组织单元叶、芽、

果实/穗的识别，识别准确率≥95%，开发深度学习模型，建立作物表型-

水肥需求的映射关系，实现在线精准决策水肥用量，要求低空无人机载

多光谱相机或热红相机分析长势、冠层氮素含量和土壤含水量空间监测

分辨率≤0.2 米@120 米飞行高度，预测准确率≥90%，快速反馈和精确施

肥技术，识别时间小于 2 秒，控制混肥的 pH 和 EC 恒定值的精度≥98%，

且时间≤40s；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智能水肥控制系统及设备，缓解由地

下水超采和大量引用河水带来的环境问题，实现与不采用水肥一体化控

制系统相比节水超过 50%，同时提高单位产量 10%以上，节约单位面积肥

料投入 10%以上；申请国家发明专利不少于 4 件，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8

件，开发国产化替代样机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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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年限：2年内

二、医疗卫生领域

11.榜单名称：基于微流控的多维度肿瘤微环境系统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开展微/纳流控芯片的设计和功能研究，实现肿瘤团

簇、单个细胞、单个外泌体等多维度的捕获和分选；建立基于患者来源

肿瘤细胞的肿瘤药敏模型，研究肿瘤细胞分泌因子-表达蛋白-细胞种类

多个维度与微环境系统建立的关系；深入研究不同肿瘤微环境系统中单

个外泌体或分子的纳米尺度差异性；利用生物信息学和人工智能技术，

结合微环境研究从组织到分子不同尺度对于肿瘤发展和药物治疗的影响。

绩效目标：建立 1 套基于微流控的多维度肿瘤微环境系统；发现 10

个以上分泌因子、蛋白、细胞类型、单个外泌体或分子与肿瘤微环境建

立及其药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完成 50例以上患者来源肿瘤细胞建立微

环境的药物敏感性筛选，实现对 50 名以上肿瘤患者精准用药的临床实践

指导；申请/获得 2项以上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发表 3篇以上高质量 SCI

研究性论文。

攻关年限：3年

12.榜单名称：尿失禁治疗的磁共振兼容神经调控产品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核磁相容电极、超低功耗集成电路、高密度电

极等核心部件国产化替代，开发充电式低功耗磁共振兼容神经调控技术；

研究适用于有源植入器械的 MRI 兼容系统性评价方法，开展测试设备研

制并完成型式检验、临床前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基于调控技术设定的

指标、相关标准和质量要求，制定神经调控装置在机械、电气、生物、

化学等安全性与有效性方面的详细产品参数与技术要求；开展基于尿失

禁治疗的磁共振兼容神经调控装置的临床示范性应用。

绩效目标：完成 1 项超低功耗神经调控芯片和外围集成电路设计；

建立 1 套治疗尿失禁的磁共振兼容骶神经调控系统，获得医疗器械注册

证；完成上述产品的动物实验、临床应用试验；申请/获得 2 项以上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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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明专利，发表 2 篇以上高质量 SCI 研究性论文。

攻关年限：3年

13.榜单名称：中药活性成分经皮精准递送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在炎症

和宿主免疫功能缺陷疾病中的应用

主要研究内容：针对感染引起的炎症反应和宿主免疫功能缺陷等疾

病反应，开展中药经方的体内疗效对比和筛选研究，确定中药经方有效

成分、结构、剂量、配比等疗效相关关键信息；开展经皮递送贴片骨架

结构的设计和构建研究，对贴片材料学理化性质等重要参数进行表征和

分析；开展贴片与中药经方中有效成分的协同作用、体内外作用机制及

生物相容性研究，阐明有效成分经皮精准递送、缓释与体内有效性的相

关关系评估，开发炎症和宿主免疫功能缺陷疾病治疗中药贴剂，完成临

床前有效性、安全性验证。

绩效目标：解析 5 种以上具有炎症和宿主免疫功能缺陷疾病治疗作

用中药经方的有效成分、剂量配比等关键信息；构建 2 项以上经皮递送

贴片骨架结构的设计和构建的关键技术，开发 2 种炎症和宿主免疫功能

缺陷疾病的治疗中药贴剂；完成 1项贴剂的有效性、安全性验证；申请/

获得 2项以上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发表 2 篇以上高质量 SCI 研究性论文。

攻关年限：3年

14.榜单名称：新型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中药活性成分研究及产品开

发

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单细胞测序技术，阐明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传

播、复制、侵袭等规律，发现抗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新靶点与新机制；

结合药敏试验，从经典中医著作、经典名方、临床治疗经验方中筛选出

具有高抑菌活性和低细胞毒性中药活性成分，明确其抗耐碳青霉烯类肠

杆菌的作用机制；开发含中药活性成分的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新型制剂，

完成全套工艺质量研究和临床研究。

绩效目标：确定 2 种以上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院内传播新途径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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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发现 20 种以上具有抗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活性的中药活性成分，

明确其在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传播、复制等方面的规律；开发 1 种以上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完成全套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研究，完成至少 5

年及 100 例以上临床应用情况的总结，并提交中药制剂备案申请；申请/

获得 2项以上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发表 2 篇以上高质量 SCI 研究性论文。

攻关年限：3年

15.榜单名称：靶向原癌基因的淋巴瘤抗体偶联药物（ADC）创新药

物设计与研究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分析原癌基因及相关信号通路在淋巴瘤患者中的表

达特征，明确原癌基因及其相关信号通路对淋巴瘤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影

响；研究原癌基因及其相关信号通路在调控淋巴瘤细胞功能中的新分子

机制，明确其在淋巴瘤发生发展、耐药、克隆演变等中的影响机理；开

展靶向原癌基因或其相关信号通路关键因子的 ADC 创新药物设计研究，

合成 ADC 药物并完成有效性与作用机制确证，完成临床前药效学、安全

性、代谢动力学研究。

绩效目标：发现 2 种以上影响淋巴瘤发生发展、耐药、克隆演变的

新分子机制；研发 3 项靶向原癌基因或其相关信号通路关键因子的 ADC

候选新药设计技术，设计合成 10 个以上 ADC 候选大分子；完成 1-2 个

ADC 药物药效学、安全性、代谢动力学等临床前研究；申请/获得 2项以

上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发表 2 篇以上高质量 SCI 研究性论文。

攻关年限：3年

16.榜单名称：基于蛋白稳态调控的消化系统肿瘤发生发展机制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利用组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开展基于

蛋白稳态调控的肝、肠等消化系统肿瘤关键信号网络研究，发现潜在干

预新靶点；结合临床消化系统肿瘤样本，开展新靶点在消化系统肿瘤生

物学功能中的验证，明确靶点可药靶性；研究肝、肠等消化系统肿瘤发

生发展、侵袭转移之间的相关关系，解析其关键分子机制与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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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基于分子、细胞、类器官等多层次的高通量活性物质筛选模型，筛

选并发现基于蛋白稳态调控作用机制的先导化合物。

绩效目标：发现 7 种以上肝、肠等消化系统肿瘤发生发展的蛋白稳

态调控新机制，确证 3 个以上抗消化系统肿瘤药物新靶点，明确其与消

化系统肿瘤发生发展、侵袭转移之间的相关关系；发展 3 项以上基于新

靶点、新机制的活性评价模型与高通量筛选体系；申请/获得 2 项以上核

心技术发明专利；发表 2 篇以上高质量 SCI 研究性论文。

攻关年限：3年

17.榜单名称：精神分裂症潜在治疗技术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探索皮层中间神经元移植替代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可

行性。建立针对皮层中间神经元的细胞学检测、基因组稳定性等多维度

建立量化、客观的移植用细胞的控制标准。评估皮层中间神经元移植替

代治疗精神分裂症有效性，包括以具有典型的精神分裂症行为表现且有

皮质中间神经元损伤的模型作为细胞替代治疗有效性的研究对象，研究

移植前小鼠模型行为学异常以及皮质中间神经元缺陷；研究将移植用皮

质中间细胞 s 神经元在体外经过同质化处理后，在缺陷神经元坐标处进

行替代移植的规范；研究对细胞移植后的精神分裂症模型小鼠进行长时

间多层次的追踪，评估精神分裂症相关症状和功能改善程度。

绩效目标：明确皮层中间神经元治疗精神分裂症可行性；建立 1 套

用于移植皮层中间神经元细胞的质控标准；基于细胞替代治疗策略，完

成对精神分裂症临床前有效性与安全性研究；参与/制定 1 项精神分裂症

相关诊疗标准；申请/获得 2项以上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发表 3 篇以上高

质量 SCI 研究性论文。

攻关年限：3年

18.榜单名称：髓核衰老与脊柱退行性疾病的新机制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单细胞测序、单细胞蛋白表达定量、时空组学、

蛋白组学等技术系统绘制椎间盘单细胞图谱，精确解析椎间盘内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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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群的分子特征，寻找新型细胞衰老关键分子标志物，研究其调控模式，

融合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及组织功能学评价体系，开发针对衰老相关椎

间盘退变的生物学治疗新方法、新技术、新策略。以基因编辑动物为基

础，结合多种体内衰老模型，获取完整的临床前动物学研究资料，构建

分子、药物、治疗的序贯临床前期体系。

绩效目标：绘制人源椎间盘单细胞图谱；发现并鉴定 2 种以上有效

改善脊柱退行性疾病的衰老标志物；构建 1 种衰老相关基因编辑动物；

开发 1套脊柱退行性疾病治疗新方案并于多种衰老动物模型中验证，为

临床应用提供前期数据支持；参与/制定 1 项脊柱退行性疾病相关诊疗标

准；申请/获得 2 项以上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发表 2 篇以上高质量 SCI 研

究性论文。

攻关年限：3年

19.榜单名称：基于影像组学精准调控干预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疗效

及机制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利用多模态磁共振影像组学数据，建立阿尔茨海默

病多模态影像组学特征，分析个体化精准调控阿尔茨海默病的可行性，

并建立精准调控干预认知障碍新技术系统。开展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

分析重复经颅磁刺激干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范式和疗效，为临床治疗

阿尔茨海默病提供新技术、新方法。通过多模态磁共振新技术分析重复

经颅磁刺激精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网络和结构改变，研究精准定

位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认知障碍患者脑重塑和脑保护作用的脑机制。

绩效目标：建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模态磁共振影像组学特征和个

体化精准靶点重复经颅磁刺激平台开发；完成 1 项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

验；开发 1 项基于多模态磁共振阿尔茨海默病精准调控新技术；参与/

制定 1项阿尔茨海默病相关诊疗标准；申请/获得 2 项以上核心技术发明

专利，发表 3篇以上高质量 SCI 研究性论文。

攻关年限：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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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榜单名称：基于纳米蛋白组学的肿瘤图谱构建及诊断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基于纳米蛋白组学技术，建立特定肿瘤血液蛋白组

学数据库，利用机器学习筛选特异性强、灵敏度高的蛋白标志物组群，

筛选特定肿瘤不同分期蛋白标志物，构建肿瘤蛋白标志物图谱；通过临

床样本验证标志物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筛选蛋白标志物核酸适体分子识

别元件，建立核酸适体识别分子图谱，发展基于核酸适体识别的多靶标、

多参数肿瘤智能分子诊断技术，实现特定肿瘤的早期精准诊断及分子分

型。

绩效目标：发展纳米蛋白组学新技术 1 项；建立特定肿瘤血清蛋白

组学数据库 1个（包含临床样本 300 例以上）；筛选特定肿瘤蛋白标志物

10-15 个，并验证标志物在诊断及分型上的有效性和准确性；筛选特定

肿瘤蛋白标志物核酸适体 3-5 条；开发基于核酸适体识别元件的肿瘤诊

断新技术 1 项；申请/获得 2项以上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发表 3 篇以上高

质量 SCI 研究性论文。

攻关年限：3年

三、其他社会发展领域

21.榜单名称：面向海洋系统的跨尺度高稳定多功能涂层设计与构筑

及产业化应用

主要研究内容：我国海岸线长，可开发和利用的海上风能资源丰富，

针对海洋电力系统所用金属和装备在工业污染环境以及严苛的海洋大气

环境下存在的易腐蚀、成本高和危害大等难题，研究构建氧化石墨烯/MX

ene@金属有机物框架等复合结构微纳填料，明确工艺参数对复合填料的

形貌、结构和性能等方面的影响规律，研究二维片材、三维纳米容器的

结合状态和作用机制，以及负载方法对缓蚀剂/疏水分子的影响规律，明

确其在涂层中的分散性、相容性，理解金属有机框架中缓蚀剂的触发机

制和释放行为；研究复合微纳填料的制备工艺，金属有机框架(纳米容器)

的种类、数量，缓蚀剂/疏水分子的负载方法(包括类型和负载量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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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在涂层中的分散性等对金属基多功能复合涂层力学、长效防腐、主动

防护和疏水性能的影响，以及得到海上风电用钢的环氧涂层、金属有机

框架类型与制备工艺、缓蚀剂/疏水剂类型组合体系，研究腐蚀过程中金

属/涂层界面和缓蚀剂载体/涂层界面组成和结构的演变规律；研究服役

过程中有机涂层/纳米存储器间的界面相容特性、涂层金属的宏观电化学

行为、微区在线电化学行为及相关物理化学行为，结合复合纳米存储器

中缓蚀剂的释放动力学行为，复合功能防护涂层的防护机制，从原子/

电子尺度明晰微纳填料在具有主动防护功能涂层中的作用机理，以明确

复合涂层在苛刻海洋中的防护机制和失效机制。

绩效目标：获得二维片材/三维缓蚀剂纳米存储器复合结构微纳材料，

实现复合功能涂层的构筑，强化涂层稳定、长效、主动防护性能，延长

金属材料/结构/装备的服役寿命；获得兼具被动和主动防护能力，同时

可提高金属/涂层界面稳定性的多功能复合涂层，明确微纳填料组合类别、

自身结构、复合形貌对涂层性能的影响规律；明晰导致复合涂层在海洋

环境失效的相关因素，探究复合结构纳米材料对涂层内部、涂层/金属界

面、腐蚀介质/涂层界面间的影响，阐明服役环境中涂层的失效机制。通

过优化涂层，开发面向海洋系统的涂层产品，其中耐中性盐雾试验超过

3000 小时， 底漆附着力大于 5MPa 的涂层产品，技术参数达到光泽度：

≥80，固含量：50wt.%，化学抗性：耐水、耐弱酸、耐碱性溶液、耐道

路盐、耐矿物油、耐动物、耐天然油脂，VOC 含量：0g/L，耐蚀性：厚

度 30±5pm 时，0.1M 氯化钠溶液中浸泡 28天后阻抗值高于 109Ω·cm2，

干附着力：等于或优于 1 级。

攻关年限：2年内

22.榜单名称：城市智慧停车系统的停充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示范

主要研究内容：针对城市停车难、充电难问题，基于停车充电需求

分块预测技术，分析研究杭州停车充电需求现状、需求特点和发展演变



— 23 —

规律，形成杭州市停车充电需求预测数据的数据库；开展不同时段的不

同车型在不同区域停车场的资源核算、配置和定位等系统研究，并基于

停车服务、安全管理以及节能环保等原则，利用边缘计算的停车资源与

车辆需求实时匹配、定位诱导计算方法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停车综合诱

导系统，集成开发停充一体化停车场管理技术；选取城市典型位置的停

车场，开展城市智慧停车系统停充一体化技术示范应用，跟踪、监测和

评价应用效果。

绩效目标：基于城市大脑停车系统的停车充电需求分块预测技术，

建立 1 个杭州市停车充电需求数据预测的数据库；建立 1 套线上线下一

体化停车综合诱导系统；开发 1 套停充一体化停车场管理技术体系。发

表高水平科研论文 3-5 篇，申请专利 8-10 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

2 项，制定杭州市停车充电一体化技术指南或标准 1 部。并在杭州市 2

个以上停车场开展工程应用示范，提升城市停车管理水平，促进城市停

车充电资源的有效及时配置。

攻关年限：2年内

23.榜单名称：农产品质量安全因子超灵敏快速检测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要研究内容：通过研制、筛查、优选农药单、多克隆抗体，利用

免疫胶体金等快检技术，研发农产品种农残灵敏、精准、快速检测技术；

分析不同样品基质对检测结果的影响，研究多残留样品前处理技术研究，

提高样品前处理效率和准确率。研究农产品食源性致病菌高效分离富集

技术；开发核酸提取、分离、扩增和检测一体化的微流控芯片，实现目

标菌的超灵敏自动化检测；利用多重检测技术、图像识别、手机等智能

终端和 5G 通信网络等，研发便携式、智能化现场快速检测装备，建立

优质农产品质量安全判别模型，搭建云数据平台，构建溯源和反馈机制，

建立农残和致病微生物溯源的智慧监测系统。集成开发一种农产品质量

安全因子快速检测技术，并将开发的快检技术示范应用。

绩效目标: 建立农产品农残快速处理技术，一次前处理可同时检测



— 24 —

8 种以上农药残留；开发农产品质量安全关键风险因子的定性定量快速

检测产品，开发农产品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技术，检测时间控制在 15min

以内；灵敏度较现有标准水平提高 2 倍以上，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均小

于 5%，准确率达 90%以上。研发适用于食品大体积样本的细菌高效分离

技术，开发一套集细菌分离到检测于一体的快速检测设备，实现致病微

生物的快速检测与筛查；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因子快速检测的溯源和反

馈机制，开发一套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智慧系统，建立优质农产品质量

安全判别模型，实现智能终端的快速追踪和评价；集成开发农产品质量

安全因子的快速检测技术体系，并在农产品种植、销售、加工的产业链

中推广应用 20 家以上单位。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4-5 件；制定快检产品生

产技术规程 2 项以上，行业或协会标准 3-5 项，完成快速检测产品产业

化标准化生产， 新增经济效益 1000 万元以上。

攻关年限：2年内

杭州市科技局办公室 2024 年 4月 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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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榜单名称：面向海洋系统的跨尺度高稳定多功能涂层设计与构筑及产业化应用
	22.榜单名称：城市智慧停车系统的停充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23.榜单名称：农产品质量安全因子超灵敏快速检测技术研究与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