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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发计划

高端装备制造技术创新专项项目申报指南

一、总体安排

为推动创新链高效服务产业链，按照省委、省政府《大力提

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行动计划（2020-2022）》部

署，2021 年高端装备制造技术创新专项延续 2020 年科技计划安

排，聚焦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和新能源汽车 3 个产业链，

按照“强链、补链、延链”的科技需求，以打造更强创新力、更

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为目标，布局 9项重点研发任务。

二、支持重点

（一）机器人产业链

按照省科技厅《关于推动河北省机器人产业链创新发展实施

方案（2020-2022 年）》文件精神，以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关

键技术、成套装备研发和“机器人+行业”应用示范为重点，在水

下机器人、焊接机器人、酿造机器人及管道机器人方面，布局 4

项重点研发任务，形成包括关键技术、成套装备和“机器人+行业”

应用示范在内的成果体系，有效提升我省机器人产业链竞争力。

1.全海深高速智能导航机器人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指南

代码：3020101）

1.1 研究内容。针对水下机器人大深度、长航时、高减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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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智能导航等作业需求，开展航行体高速减阻降噪、新型燃料

高能动力推进、高精度水下自主导航定位、水下多源信息智能识

别与控制等关键技术研究，实现水下复杂环境中机器人高速、高

精度探测、运载与搜救等多场景应用。

1.2 考核指标。最大航行深度≥11000 米，最大定深航速≥18

节；复杂水文情况下，实现水下高精度导航和目标识别，导航精

度≤5‰（全距离长度），水下目标识别率≥85%；水下最长连续

航行时间≥1个月；项目执行期间，实现 6～8种水下机器人应用

示范。

2.基于自主决策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系统关键技术与应用示

范。（指南代码：3020102）

2.1 研究内容。聚焦汽车、建筑钢结构、工程机械等行业焊

接机器人应用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突破基于激光视觉的自主焊缝

纠偏技术、几何-工艺信息耦合的焊接路径自主规划技术、多类型

焊接工艺自主生成技术、云计算和边缘计算融合的焊接机器人实

时管控技术等焊接机器人自主决策关键技术；实现面向智慧工厂

的焊前、焊中和焊后全流程智能焊接机器人解决方案。

2.2 考核指标。焊缝自主纠偏精度≤0.1mm；焊接路径自主规

划效率比示教编程提高80%以上；完成焊接专家工艺数据库数量≥

5种，基于专家系统的焊接工艺合格率≥95%；智能焊接云管理系

统远程控制时延≤20ms，远程焊接质量分析准确率≥90%；实现在

汽车、建筑钢结构或工程机械行业的2～3家企业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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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向传统酿造行业的机器人化生产系统关键技术与应用示

范。（指南代码：3020103）

3.1 研究内容。聚焦传统酿造行业劳动强度大、产量质量不

稳定、智能化水平低等行业共性难题，突破多级精准配料、视觉

识别、自主起料、自主导航、质量在线检测等关键技术，研制智

能配料/起料机器人、转运AGV、成份在线检测机器人，构建面向

酿造生产过程的系统化机器人化酿造作业系统。

3.2 考核指标。机器人化系统实现酵醅/主辅料智能配比、酵

池识别、自主取料、自动转运及成分自动检测等功能；其中淀粉

浓度偏差≤±0.5%，水分偏差≤±1%；挖取酵池时间≤3min；转

运AGV负载≥1200kg，速度≥60m/min；成份浓度检测精度≤±0.5

°；建立相应的工艺规范；构建机器人化酿造生产线1～2条。

4.管道施工与修复智能机器人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指南

代码：3020104）

4.1 研究内容。面向水、油、气等长输管道对复杂环境下施

工与维护的需求，突破多维度精整加工、自适应摆宽智能连接、

多模式缺陷识别、野外环境低温增材修复和多机器人协同施工等

关键技术；开发管道智能检测、打磨、连接和修复机器人，实现

管道现场施工、油气不停输在线修复等多场景应用。

4.2 考核指标。连接自适应摆宽精度≥0.25mm，一次连接合

格率≥95%，最大连接速度≥750mm/min；打磨、跟踪和运动精度

≤0.1mm；缺陷识别精度≤0.1mm，修复速度≥45mm/s；增材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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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域温度≤600°C；施工机器人级联数量≥10台；项目执行

期间，实现城市供水管网或油气长输管道等行业1～2种场景应用

示范。

（二）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

聚焦轨道交通关键零部件及其核心技术，在轨道车辆转向架、

空调、轨道工程减振降噪技术和轨道交通飞轮储能技术方面，布

局 4项重点研发任务，形成包括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应用示

范和标准在内的成果体系，有效推动我省轨道交通产业迈向价值

链中高端。

1.轨道车辆智能转向架研制与应用示范。（指南代码：

3020201）

1.1 研究内容。为适应现代轨道交通高效、绿色、智能的发

展需求，开展轨道车辆转向架先进结构集成匹配技术、轻量化技

术、直接驱动技术及绿色制造技术研究；突破基于多元信息的复

合材料智能感知及应用技术、先进材料和先进工艺应用制造研究

及试验评估技术、服役考核及评估技术等设计制造关键技术，实

现批量化生产及应用示范。

1.2 考核指标。实现转向架智能感知功能，偏差率≤1%，整

体减重≥30%，采用先进材料零部件减重≥60%；生产效率提高≥

50%；车辆运行能耗降低≥15%，载客能力增加≥10%，噪音降低≥

3dB（A）；适用复杂地质条件运用并可承受 9度区罕遇地振动；

项目执行期间，完成转向架数量≥6台，客货通用轨道车辆样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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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2.新一代轨道车辆空调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指南代码：

3020202）

2.1 研究内容。聚焦轨道车辆空调装备共性难题，突破低 GWP

制冷剂轨道车辆空调系统集成技术、超高压制冷和制热模式自动

切换技术和振动环境高压变工况密封技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研究模糊控制及自适应精确控温技术、耦合跨临界及回热循环技

术和基于 5G 的智能故障预测技术，提高舒适度、能效比和可靠性；

实现空调装备的绿色节能、舒适智能、安全可靠。

2.2 考核指标。环保空调制冷剂零排放 GWP≤1 且 ODP=0；车

厢内控温精度≤±1℃；超高压（高压侧 14MPa，低压侧 9MPa）及

轨道振动应用条件下，制冷剂泄漏量<5g/年；空调压缩机、风机

等关键部件故障预警率准确率＞80%；项目执行期间，实现 2～3

种车辆应用示范。

3.轨道工程减振降噪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指南代码：

3020203）

3.1 研究内容。针对现有轨道结构减振和噪声高性能、易维

护、长效耐久、信息化运维等工程需求，开展宽温域高阻尼减振、

长效耐久隔声降噪、减振装置快速更换、服役状态评价及寿命预

测等关键技术研究，实现轨道结构复杂环境下减振降噪装置快速

施工、服役状态评价与维护等多场景应用。

3.2 考核指标。综合减振效果≥15dB，更换效率提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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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造价降低≥10%；降噪系数≥0.85，计权隔声量≥35dB；实现

静刚度、极限变形等关键指标在线实时监测；形成新产品 2～3个，

标准 1～2 项；项目执行期间，实现 2～3 种减振降噪装置应用示

范。

4.轨道交通用高速飞轮储能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指南代码：

3020204）

4.1 研究内容。聚焦轨道交通列车牵引供电系统节能减排和电

能质量提升的需求，开展无轮毂高强度复合材料飞轮转子、磁悬

浮轴承和大功率复合材料高速永磁电机等关键零部件研发，实现

飞轮单机大容量、高密度储能；突破大规模飞轮储能阵列优化控

制、飞轮对牵引节能与电能质量治理优化等关键技术，实现高性

能飞轮储能系统在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示范。

4.2 考核指标。飞轮储能本体转速≥40000 转/分钟，能量密

度≥38Wh/kg，功率密度≥4kW/kg；飞轮储能单机额定功率≥

500kW，总储能量≥16MJ，自耗散率≤1%，循环效率≥85%；飞轮

储能阵列系统总功率≥2MW，总储能能量≥64MJ；飞轮储能阵列系

统总功率≥2MW，总循环可用能量≥10kWh；节能率≥10%，三相电

压不平衡度的 95%概率大值≤2%；项目执行期间，在城市轨道交通

牵引供电系统中 1～2个场景应用示范。

（三）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围绕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能力提升、网联化智能化发展，

在动力电池隔膜、自动驾驶域控制器方面布局2项重点研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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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包括关键技术、系统集成、应用示范与标准规范在内的成果

体系，完善关键核心技术布局，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1.动力电池高安全高性能隔膜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指南

代码：3020301）

1.1 研究内容。聚焦动力电池隔膜的长期安全使用和高性能化

关键核心技术，集中攻关基膜关键性能指标过程控制技术、高安

全耐高温隔膜技术，重点解决耐高温涂层与基膜涂覆工艺的匹配

性，完善动力电池高安全功能隔膜批量化生产技术并开展应用示

范，提升河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能力。

1.2 考核指标。形成高安全性、高性能化和长使用寿命的动力

电池隔膜自主可控技术。基膜的指标达到：厚度 12±0.8μm，透

气值 150±20s，孔隙率 40±4%，拉伸强度 MD≥170MPa；高安全隔

膜耐温性指标达到：热收缩 MD≤3%，TD≤3%(180℃，1h)，破膜温

度≥200℃；形成技术标准（或草案）1项，打通批量化生产工艺，

产品性能稳定可控，至少为 3家动力电池企业配套。

2．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域控制器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指南

代码：3020302）

2.1 研究内容。聚焦新能源汽车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技

术互融协同发展，集中攻关基于 AI 芯片 L4/L5 级自动驾驶域控制

器关键技术，设计自动驾驶系统架构方案，开展环境感知融合算

法、激光雷达实时建图算法等研究，研发自动驾驶与车路协同技

术，实现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多场景应用示范，提升河北省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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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汽车产业链智能化水平。

2.2 考核指标。域控制器算力 32～200Tops，最大功耗≤100W，

工作温度范围-40～85℃，基础软件可兼容 Linux、ROS/ROS2；感

知精度≤2cm，定位精度≤2cm，探测距离≥200m；形成技术标准

（或草案）1项，项目执行期内试制域控制器 1000 套以上，自动

驾驶系统应用不少于 3种场景，并实现为新能源汽车主机厂配套。

三、绩效目标要求

通过专项实施，承担单位至少形成 1 项以上产业优势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前沿重大技术；形成 1项以上国内领先的新产品、

新装备，形成 2 件以上申请或授权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全

面提升全省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四、申报要求

项目须由省内企业牵头，鼓励联合省内外特别是京津科研单

位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申报。自筹经费与申请省财政资助经

费比例不低于 1:1。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指南所列的全部考

核指标。本专项实施周期为 1～2年，每个项目财政资金一次性拟

支持 150～200 万元。

该专项实行“无纸化”申报。申报材料包括：项目申报书、

项目申报单位签字和盖章部分扫描页、申报单位与合作单位的合

作协议、专利证书、合作单位盖章部分扫描页等其他相关附件的

扫描件。

五、形式审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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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任何一项不符合的，则形式审查不予通过：

1.项目申报单位、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等是

否符合《2021 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要求；

2.项目申报书是否按要求填写完整、规范，承诺书、盖章页

是否齐全；

3.申请的省财政专项资金额度是否符合指南要求；

4.项目执行期是否符合指南要求；

5.有合作单位的，是否提供合作协议；

6.承诺的自筹经费与申请的省财政专项资金比例是否不低于

1:1；

7.研究内容是否与申报指南内容相符；

8.是否存在重复、多头申报项目；

9.牵头申报单位是否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10.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指南所列的全部考核指标。

出现上述未能涵盖的特殊情况，经综合研判确定是否通过形

式审查。

六、业务咨询电话

高新技术处 0311-85891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