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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发计划

农业高质量发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专项

项目申报指南

一、总体安排

该专项重点围绕农业绿色优质生态关键技术、农产品精深加

工技术、现代化牧场生物安全与环境控制、数字农业与智能化农

机装备等四个方面开展技术攻关，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和新产

品，为农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配置先进创新链，用先进的技术、

绿色的模式、经济的投入、科学的标准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每

个项目财政资金一次性拟支持 50 万元左右，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2～3年。

二、支持重点

1.农业绿色优质生态关键技术

1.1 农业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投入品及关键技术研究（指南代

码：3050101）

针对农业有害生物频发、化学农药不合理使用、绿色防控投

入品匮乏等问题，研究不同栽培模式下农业有害生物成灾规律及

其早期监测与预警技术；研发生物农药、植物免疫诱抗剂、理化

诱控产品、天敌昆虫、授粉昆虫等绿色防控品生产及应用技术；

研究有害生物抗性治理和绿色防控关键技术。

1.2 农业绿色高效肥料产品及关键技术研究（指南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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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0102）

针对农业生产中肥料产品与农艺需求不匹配、产品功能单一、

肥料利用率低等问题，研究绿色作物养分需求规律、肥料养分协

同共效技术、肥料-作物-土壤综合调控技术；研发高效水溶肥料、

功能性肥料、生物有机肥料、新型减损增效复合肥料、微生物菌

剂等绿色肥料产品及应用技术等。

1.3 耕地质量保育技术研究（指南代码：3050103）

针对耕地质量下降、设施菜地土壤退化、果园土壤瘠薄等问

题，研究合理耕层构建、休耕轮作和保护性耕作等耕地保育技术；

研究农田绿肥轮作与果园生草土壤改良技术；研发土壤调理、土

壤连作障碍治理技术及配套产品；研究提高秸秆还田农田碳转化

效率的秸秆深还增碳技术、秸秆控腐还田技术、秸秆生物碳基肥

料技术、盐碱障碍土壤秸秆生物炭改良技术等。

1.4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研究（指南代码：3050104）

针对农田施肥和农膜使用不合理、农业畜禽养殖排污处理不

当导致的面源污染问题，研究农业源氨排放削减技术、农田硝酸

盐淋失阻断技术、新型农膜替代技术、农业面源污染负荷综合消

减技术；研究新型农膜替代品、全生物降解地膜产品及加工技术

等。

1.5 绿色农产品高效生产技术研究（指南代码：3050105）

针对绿色优质专用农产品供给不足，产量、品质和水肥利用

效率不协调，生态和效益难统一的问题，研究主要粮油作物品质

提升、水肥增效、化学农药减量的全程绿色优质生产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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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种养高效生态技术、智能化生态综合种养技术；研究多熟种

植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盐碱地等障碍土壤开发利用等技术，研发

绿色生产技术与绿色投入品高度耦合的规范化种养技术模式。

2.农产品精深加工关键技术

2.1 农产品贮运保鲜及初加工关键技术研究（指南代码：

3050201）

针对农产品采后损失严重、附加值低等问题，研究主要农产

品的采后品质劣变防治、无损检测、环保型保鲜剂与包装材料开

发等关键技术，开展农产品采后商品化处理、品质保持、节能减

损、智能冷链物流等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研究农产品的净化、

分级、保鲜、干燥和储运过程中能够有效降低损失率的创新性方

法和技术。

2.2 食品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指南代码：3050202）

针对食品加工过程中的营养健康和质量安全等问题，研究食

品原料加工适应性、功能因子解析、品质改良、营养评价等关键

技术；研究农产品中的营养功能组分筛选、稳态化保持、个性化

营养设计与营养功能型食品制造等关键技术；研究主粮专用粉，

全谷物食品等品质改良、健康低碳的关键生产技术研究；研究畜

（水）产品的加工适宜性，黄曲霉毒素、亚硝酸盐和重金属等危

害物质消除，添加剂减量化等关键技术等。

2.3 农产品副产物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指南代码：

3050203）

针对农产品附加值低和加工损耗大等问题，应用生物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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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提取、分离和制备等先进技术，综合利用胚芽、麦麸、饼粕

等副产物，开发胚芽油、膳食纤维、多糖多肽等食品或食品配料

的关键技术；综合利用果皮果渣、菜叶菜帮等副产物，开发饲料、

肥料以及果胶、精油、色素等新产品和新技术；综合利用皮毛鳞、

骨血髓、内脏等副产物，开发血浆蛋白、多肽、有机钙、多不饱

和脂肪酸等新产品和新技术。

2.4 乳制品加工关键技术研究（指南代码：3050204）

针对乳品行业乳清原料进口依赖度高、乳品用发酵剂制品关

键技术和液态乳制品创新工艺研究不足、功能性乳制品缺乏等问

题，研究非乳基配料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制造技术；研究中国母乳

特点的婴幼儿配方奶粉核心配料产业化技术；研究乳酸菌等发酵

剂高密度培养与应用膜过滤工艺技术的功能性产物富集关键技

术；开发应用上述技术的针对不同特定人群的高品质、功能性用

途乳制品等。

3.现代化牧场生物安全与环境控制

3.1 畜禽健康养殖及环控标准化研究（指南代码：3050301）

针对规模化畜禽养殖、特种动物养殖中环境控制粗放、畜禽

繁殖率低等问题，研究高效繁殖、快速扩繁、适合疫病阻断和产

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畜禽精准、健康养殖及靶向调控技术；研究

本地粗饲料资源、蛋白饲料资源利用技术；研究无生态制剂、酶

制剂、中草药制品等绿色饲料及精细化养殖管理的减抗、替抗、

无抗高质量生产技术；研究肉蛋奶等功能性畜禽产品生产调控技

术；研究规模化养殖场环境数字化精准控制技术及畜禽健康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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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技术。

3.2 畜禽水产重要疫病快速诊断和检测技术研究（指南代码：

3050302）

针对防控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家畜家禽和特种动物重要疫病

临床快速诊断等需求，研究常见重要疫病、新发与再现疫病的血

清学和病原学快速检测技术；研究区分免疫动物与感染动物的鉴

别诊断技术；研究畜禽未知病原和变异病原感染快速识别的早期

高通量检测技术；研究畜禽及水产疫病药物、疫苗和佐剂；研究

替代禁用抗生素类新型制剂研究兽药制剂中重点违规药物检测技

术；研究畜禽疫病诊断方法及防治技术模式。

3.3 畜禽养殖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研究（指南代码：3050303）

针对养殖粪污、病死畜禽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效率低、

资源消耗大等问题，研究高效生态养殖粪污管理技术模式和资源

化综合利用模式；研究种养循环模式和区域承载评估测算技术；

研发粪污高低温快速发酵菌剂、病原菌等有害物质高效去除技术、

养殖过程氨气和甲烷综合减排技术；研究病死畜禽生化炼制、肥

料化利用等高效转化技术；研究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尾水处

理关键技术。

4.数字农业与智能化农机装备研究

4.1 农业生产与管理信息化技术研究（指南代码：3050401）

针对农业生产与管理信息化程度低、管理水平落后、产品质

量追溯系统不完备等问题，研究基于作物-环境-技术相关的不同

尺度（地块、区域）作物功能模拟模型；研究农作物表型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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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监测与分析应用；农作物病虫害发生与生长发育关键节点

的图像识别技术；研究区块链技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精准溯源

技术以及在农产品质量控制上的应用；研究农业产业行业全产业

链信息化应用、协同与大数据分析；研究“空-天-地”多层次、

多平台遥感数据尺度转换、数据同化、模型平移等关键技术。

4.2 农机装备智能化技术研究（指南代码：3050402）

针对粮、棉、油作物的农机装备智能化程度低，作业精度低

等问题，研究自动驾驶、无人驾驶及遥控技术与装备；研究株距、

种量、肥量智能化、信息化整地播种复式作业机械；研究变量喷

药、节水节肥节药的智能信息水肥一体化装备；研究新型秸秆深

还田及离田作业技术及装备；研究低损高效的粮棉油作物机械、

精深加工装备的智能化提升系统；研究农用残膜回收装备。研究

精准整地、播种、施肥、喷药、中耕等装备相配套的变量作业系

统；研究农机调度、故障诊断、故障预警、远程控制等装备与技

术；研究农机装备整机电子技术、数据传输、大数据处理等物联

网技术装备。

4.3 果园及设施农业生产机械化装备研发（指南代码：

3050403）

针对果园和设施农业生产环节机械设备水平低、装备短缺等

问题，研究标准化果园的土壤耕整、有机肥深施、树体管理、病

虫草害防治、果品收获等全程机械化装备；研究果品保鲜、果实

分级、品质无损检测和自动化包装等关键设备；研究资源高效利

用、绿色环保的新型棚室；研究与农艺相融合设施农业田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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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及初加工机械；研究设施配套的温、光、气、水、肥等环境

自动控制技术和装备等。

4.4 山地丘陵农业机械化装备研发（指南代码：3050404）

针对丘陵山区特色经济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低的问题，研究

轻简化小型起垄覆膜、精量播种、育苗移栽、中耕除草、联合收

获等机械；研究山丘区杂粮、特色作物及道地药材生产关键环节

机械化技术及装备，突破山地深根型、中深根型根茎类药材及经

济作物的收获机械化技术；研究花类、叶类与种子类药材的全程

机械化技术；研究轻简化山地杂豆、杂粮等特色作物的生产机械

装备。

三、绩效目标要求

通过实施 2021 年农业高质量发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专项，研

发各类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产品等 200 项以上；申请或

获得专利 100 项以上；编制各类技术标准、规程等 50 项以上；建

立试验、示范、转化基地等 50 个以上。通过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

同时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四、申报要求

项目申报单位、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等，除

应符合《2021 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要求外，还需满

足以下条件：

1.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自筹经费与申请省财政资助经费比

例不低于 1:1。

2.优先支持绩效总目标中指标类别覆盖齐全项目；优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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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转化国际一流技术及重大科技成果、急需攻克的关键核心技

术；优先支持京津冀协同创新项目；优先支持产、学、研、企联

合申报项目；农产品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优先支持企业牵头申

报项目；优先支持省级以上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主体或园区入驻企

业申报项目；优先支持在原深度贫困县研究示范项目。

3.对于符合优先项的项目，要在项目申报书项目简介中明确

标注。

4.项目经费概算中“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费”支出预算

超过直接费用 10%的，需编制经费测算依据；编制“其他支出”预

算的，应详细说明预算情况；专家咨询费标准参照《中央财政科

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财科教〔2017〕128 号）规定执行；

间接费用实行总额控制，间接费用按照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

购置费的一定比例核定，其中 100 万元以下的不超过 20%，100 万

元至 300 万元的不超过 15%。以上科目经费测算编制情况，要在项

目申报书专项经费概算说明表中明确注明。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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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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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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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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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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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国家、河北省产业发展规划和有关法律、法规、

政策等；

10.是否符合农业高质量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专项申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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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科技处 0311-85882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