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 北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冀科资函〔2019〕73 号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关于做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固废资源化”等 12 个重点专项 2019 年度
项目申报组织工作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科技局，雄安新区管委会改发局，省直

有关部门，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各有关单位：

按照《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固废资源化”等

重点专项 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国科发资〔2019〕240

号）要求，现启动我省 2019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固废资源化”

等 12 个重点专项项目申报组织工作。详细申报要求及申报指南请

在国家科技部官网查看（检索通知名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方式

1.网上填报。请项目申报单位按要求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

系统公共服务平台将项目申报书进行网上填报。国家科技部项目

管理专业机构将以网上填报的项目申报书作为后续形式审查、项

目评审的依据。预申报书格式在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

平台相关专栏下载。

项目申报单位网上填报项目申报书的受理时间为2019年 7月

30 日 8:00 至 9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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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

统提交，具体时间和有关要求由国家科技部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另

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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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咨询电话：010-58882999（中继线）；

技术咨询邮箱：program@istic.ac.cn。

2.组织推荐。按照科技部要求，省科技厅作为推荐单位要对

所推荐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审核，请申报单位合理安排时间，尽早

完成网上申报并提交，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前与省科技厅相关业

务处室做好联系沟通工作。

3.材料报送。经省科技厅同意推荐的项目，申报单位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以寄出时间为准），将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预申

报书（纸质，一式 3 份），2 份寄送承担项目所属重点专项管理的

专业机构（联系方式详见下文业务咨询部分），1 份寄送省科技厅

（联系方式详见下文其它事项部分）。项目申报书须通过系统直接

生成打印。

二、业务咨询

各重点专项的咨询电话及预申报书寄送地址如下：

（1）“固废资源化”重点专项咨询电话：010-58884891，

010-58884896。

（2）“场地土壤污染成因与治理技术”重点专项咨询电话：

010-58884866，010-58884848。

（3）“海洋环境安全保障”重点专项咨询电话：010-58884875，

010-58884876。

（4）“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重点专项咨询电话：



010-58884888，010-58884892。

（5）“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重点专项（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专题任务）咨询电话：010-58884828。

（6）“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重点专项咨询电

话：010-58884826，010-58884827。

以上 1-6 重点专项预申报书寄送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

南路 8 号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邮编:100038。

（7）“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咨询电话：

010-88225057，010-88225093。

（8）“食品安全关键技术研发”重点专项咨询电话：

010-88225166，010-88225152。

（9）“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咨询电话：010-88225159，

010-88225063，010-88225195。

（10）“生物医用材料研发与组织器官修复替代”重点专项咨

询电话：010-88225180。

（11）“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研发”重点专项咨询电话：

010-88225150。

以上 7-11 重点专项预申报书寄送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

中路 16 号 4 号楼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邮编:100039。

（12）“生殖健康及重大出生缺陷防控研究”重点专项咨询电

话：010-88387278，010-88387283。

第 12 个重点专项预申报书寄送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

街 9号院五栋大楼 B3座 5层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

究中心项目二处生殖健康及重大出生缺陷防控研究专项组，邮

编: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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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重点专项支持方向一览表

专项名称 支持方向

一、“固废资源

化”重点专项

1.固废资源化利用基础科学问题与前瞻

性技术

1.1 大宗铝硅酸盐无机固废物相重构与转化利用科学基础

1.2 有机固废定向生物转化机制及调控原理

1.3 重点行业固废源头减量清洁工艺新技术

1.4 有机固废全组分清洁转化及安全利用新技术

1.5 危险废物毒害组分快速识别与检测新技术

1.6 城市固废大数据挖掘及全生命周期管控新技术

2.重污染固废源头减量与生态链接技术

2.1 钢铁冶炼难处理渣尘泥过程协同控制与生态链接技术

2.2 精细化工园区磷硫氯固废源头减量及循环利用集成技术

2.3 废纸替代清洁生产工艺及固废源头减量集成技术

3.智能化回收与分类技术
3.1 社区垃圾源头智能分类与清洁收集技术及装备

3.2 城镇建筑垃圾智能精细分选与升级利用技术

4. 有机固废高效转化利用及安全处置

（共性关键技术类）

4.1 城镇有机固废高值化利用技术及示范

4.2 城乡混合有机垃圾快速稳定化及资源化利用技术

4.3 污泥快速减量与资源化耦合利用技术

4.4 中药固废及抗生素菌渣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置技术

4.5 废弃秸秆制备能源化学品成套技术与装备

4.6 有机固废高效气化及产品深度利用技术与装备

4.7 固废焚烧残余物稳定化无害化处理技术与装备

4.8 有机危废高效清洁稳定焚烧处置技术与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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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名称 支持方向

5.无机固废清洁增值利用技术

5.1 大宗工业固废协同制备低成本胶凝材料及应用技术

5.2 工业固废大掺量制备装配式预制构件技术

5.3 复杂铅基多金属固废协同冶炼技术与大型化装备

5.4 镍钴/钨/锑战略金属冶金固废清洁提取与无害化技术

5.5 废弃环保催化剂金属回收与载体再用技术

5.6 高浓工业危废资源化回收与污染控制技术

5.7 放射性固废清洁解控与安全处置技术

6.废旧复合材料精细回收与精深利用

6.1 退役磷酸铁锂电池分选与正极材料高值化利用技术

6.2 退役三元锂电材料高效清洁回收利用技术

6.3 废旧服务终端自动化拆解与高效回收利用技术

6.4 废旧智能装备机电一体化再制造升级技术

6.5 废杂塑料包装物绿色循环与高质利用技术

6.6 废铅膏短程转化与清洁再生技术

6.7 大宗金属铝/铜再生过程灰尘高效回收与污染控制技术

7.固废全过程精准管理与决策支撑技术 7.1 资源循环利用过程精准管理支撑技术与应用示范

二、“场地土壤

污染成因与治

理技术”重点专

项

1.场地土壤污染成因与源解析理论与方

法

1.1 场地土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迁移转化与积累效应

1.2 污染场地挥发类有机污染物传输机制与扩散通量

1.3 重点区域场地有机污染物空间分布与驱动机制

1.4 重点行业场地土壤复合污染过程及生态效应

1.5 重点行业场地土壤污染物的人体暴露组学与生物标志物

1.6 场地土壤污染物环境基准及制定方法

2.场地土壤污染调查监测与风险监管技

术与设备

2.1 场地污染物现场快速筛查和检测技术与设备

2.2 场地地下水污染风险快速识别与监测预警技术

2.3 场地污染环境数字化与空间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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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名称 支持方向

3.矿区和油田场地土壤污染源头控制与

治理技术

3.1 矿区酸化废石堆场复合污染扩散阻隔技术

3.2 离子型稀土矿浸矿场地土壤污染控制及生态功能恢复技术

3.3 铅锌冶炼场地土壤多金属长效稳定修复材料、技术与装备

3.4 有色金属矿区地下水污染防控技术体系

3.5 煤矿区场地地下水污染防控材料与技术

3.6 页岩气开采场地特征污染物筛查与污染防控

4.城市污染场地土壤风险管控与地下水

协同修复技术

4.1 POPs 污染场地土壤物化协同修复技术与装备

4.2 复合有机污染场地原位热处理耦合修复技术与装备

4.3 石化污染场地强化多相抽提与高效净化耦合技术

4.4 铬渣遗留场地土壤强化生物修复技术与装备

4.5 遗留堆填场地及周边土壤与地下水原位协同修复技术

4.6 农药行业场地异味清除材料与控制技术

4.7 大型复杂石化场地污染原位阻断与协同治理技术

三、“海洋环境

安全保障”重点

专项

1.海洋环境立体观测/监测新技术研究与

核心装备研发
1.1 拖曳式光学、温度、盐度、压力传感器阵列研制

2.海洋环境变化预测预报技术 2.1 海洋环境预报模式业务化运行评估与专项数据产品共享服务平台构建

四、“重大自然

灾害监测预警

与防范”重点专

项

1.大地震监测预警与风险防范

1.1 基于地壳形变场、温度场、流体场耦合的地震监测技术研究

1.2 地震易发区建筑工程抗震能力与灾后安全评估及处置新技术

1.3 地震社会服务及行为指导技术系统与示范应用

1.4 强震动观测仪器装备研究

2.重大地质灾害快速识别与风险防范

2.1 滑坡崩塌灾害普适型智能化实时监测预警仪器研发

2.2 强震区滑坡崩塌灾害防治技术方法研究

2.3 膨胀土滑坡和工程边坡新型防治技术研究

3.极端气象监测预警与风险防范
3.1 天气—气候一体化模式集成与应用

3.2 关键区域海洋气象监测预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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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名称 支持方向

3.3 气象灾害致灾条件、影响评估及风险防范技术

3.4 人工影响天气技术集成综合科学试验与示范应用

3.5 粤港澳大湾区极端天气气候灾害链的风险管控与应对

4.重大水旱灾害监测预警与风险防范

4.1 干旱区融雪洪水灾害监测预报和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4.2 国家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服务平台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4.3 山区暴雨山洪水沙灾害预报预警关键技术

4.4 土石堤坝渗漏探测巡查及抢险技术装备

5.自然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工程

5.1 子母式室内外空地两用灾情获取机器人装备研发

5.2 基于临近空间伞翼飞行器的应急救灾快速响应系统

5.3 城市大规模建筑群地震灾害风险智能感知系统研发

5.4 自然灾害应急运输保障集成技术及装备研发

5.5 大型桥隧结构灾后快速检测评估技术与装备研发

5.6 灾害现场危楼内部急救机器人装备研发

5.7 面向大尺度区域重大自然灾害的应急通信技术和关键便携

装备研究5.8 小型多功能高机动重大自然灾害救援机器人装备研制

5.9 智能无人综合应急救援装备平台及关键技术研发

5.10 重大自然灾害狭小空间伤员救治便携式关键急救设备研发

五、“重大自然

灾害监测预警

与防范”重点专

项（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专题任

务）

1.文化遗产价值认知与评估关键技术

1.1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2019—2022）

1.2 文物出土现场应急保护技术体系研究

1.3 水下考古探测关键技术研发

1.4 海洋出水木质文物保护关键技术研发

1.5 可移动文物价值认知及关键技术研究（无机质类）

1.6 可移动文物价值认知及关键技术研究（有机质类）

2.文物病害评估与保护修复关键技术 2.1 馆藏典型脆弱有机质文物病害防治与评价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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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名称 支持方向

2.2 石窟文物本体风化病害评估系统及保护技术研究

2.3 石窟寺岩体稳定性预测及加固技术研究

2.4 墓葬壁画原位保护关键技术研究

3.文化遗产风险监测与防控关键技术

3.1 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研究

3.2 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劣化风险监测分析技术和装备研发

3.3 不可移动文物安防（防盗、防破坏）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

3.4 馆藏文物一体化防震关键技术研究

4.文化遗产传承利用关键技术

4.1 智慧博物馆关键技术研发和示范

4.2 基于知识图谱的文物知识组织和服务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

4.3 世界丝绸互动地图关键技术研发和示范

4.4 公共文化资源智能共建共享与管理平台关键技术研究

六、“公共安全

风险防控与应

急技术装备”

重点专项

1.公共安全成果集成与科学普及关键技

术研究

2.口岸致灾因子关键技术研究及装备研

制

七、“主动健康

和老龄化科技

应对”重点专项

1.1 健康生物学机制及影响因素的基础

研究
1.1.1 增龄相关健康状况的调控和干预研究

1.2 我国人群增龄过程中健康状态变化

规律的基础研究

1.2.1 营养、运动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和干预作用

1.2.2 心理调适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和干预作用

1.3 老年人中医健康状态辨识和中医体

质辨识的临床前研究
1.3.1 老年人中医健康状态辨识和中医体质辨识的临床前研究

2.1 主动健康服务技术研究

2.1.1 运动促进健康精准监测关键技术和专用芯片的研发

2.1.2 健康体检大数据云平台

2.1.3 健康大数据疾病预测预警及干预技术研究

2.1.4 健康数据采集设备和医用软件评估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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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名称 支持方向

2.2 主动健康服务产品开发

2.2.1 穿戴式睡眠监测与精神状态调控

2.2.2 穿戴式呼吸监测与心肺耦合增强产品

2.2.3 人工智能辅助视力障碍人群视觉增强技术及产品研发

2.2.4 听力筛查及听力障碍智能康复辅具

2.2.5 发声与言语功能障碍康复训练系统

2.2.6 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康复训练系统

2.2.7 循环系统智能康复辅具

2.2.8 快速尿液/汗液生化检测系统

3.1 老年常见疾病防控技术研究

3.1.1 老年人多病共患临床大数据综合管理共享平台建设

3.1.2 老年骨骼系统退行性病变的防控技术研究

3.1.3 老年肾脏功能减退的防控技术研究

3.1.4 老年女性盆底功能障碍的评估与干预技术研究

3.1.5 老年听觉系统功能减退的干预技术研究

3.1.6 老年睡眠障碍调控干预技术措施研究

3.1.7 老年常见感染性疾病的防控技术研究

3.1.8 老年常见病多重用药风险管控体系的研究

3.2 老年功能维持和康复护理技术研究 3.2.1 肌少症干预技术措施研究

4.1 康复辅具应用示范

4.1.1 东部地区康复辅具应用示范

4.1.2 中部地区康复辅具应用示范

4.1.3 西部地区康复辅具应用示范

4.2 老年医疗与医养结合技术示范 4.2.1 医养结合服务模式与规范的应用示范

八、“食品安全

关键技术研发”

重点专项

1.1 食品原料中危害物迁移转化机制与

安全控制机理研究

1.1.1 主要植物源食品原料中关键危害物迁移转化机制及安全控制技术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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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名称 支持方向

2.1 过程控制关键技术研究 2.1.1 食品中化学危害物阻控技术及其安全性评价

2.2 检验检测关键技术研究
2.2.1 有毒生物 DNA 条形码鉴定技术研究

2.2.2 食品基体标准物质/标准样品制备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国际互认

2.3 监测评估关键技术研究

2.3.1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的安全性评估关键技术研究

2.3.2 食物过敏标识的风险评估技术研究

2.3.3 食用农产品残留农药兽药在人体残留形态与健康风险相关性关键

技术研究

2.4 监管应急关键技术研究 2.4.1 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系统评估研究

3.食品安全关键技术转化集成和综合示

范

3.1 粮油质量安全过程保障与追溯技术集成与示范

3.2 粮食污染物综合处理技术集成与示范

3.3 国际贸易重要食品的安全侦查与风险监控实验室应用示范

3.4 口岸食品现场快速检测与现场执法智能监控应用示范

3.5 果蔬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技术应用示范

3.6 养殖业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技术应用示范

3.7 区域特色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技术的全链条综合示范

3.8 传统熏炸烤食品加工过程安全控制技术集成示范

3.9 食品安全应急保障关键技术的应用示范

3.10 食品安全风险分级评价预警与现代监督执法技术的应用示范

3.11 食品安全监测与控制技术的全链条区域综合示范

3.12 食品腐败变质以及霉变智能化实时监控与报警、溯源技术应用示范

九、“中医药现

代化研究”重点

专项

1.1 名老中医和民间医药现代传承研究 1.1.1 民间医药特色技术收集评估方法与推广应用机制研究

1.2 基本证候与重大疾病病因病机创新

研究

1.2.1 重大疾病中医异病同治的病因病机与诊治方案的创新研究

1.3 基于经典名方与中药大品种的药性

理论和复方配伍理论研究

1.3.1 引经与调节气机中药药性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1.3.2 名优中成药作用机制解析创新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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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名称 支持方向

1.4 基于常用腧穴的腧穴特异性和效应

机理研究

1.4.1 临床优势病种相关腧穴功能及其效应机制研究

1.4.2 经脉现象产生机制与临床应用的创新研究

1.5 古籍与传统知识保护研究 1.5.1 中医古籍整理与专题文献研究

2.1 重大疾病中医药防治方案优化循证

评价研究

2.1.1 糖尿病或其并发症的有效中西医结合防治方案的疗效评

价研究

2.2 难治性疾病中医药治疗方案优化及

循证评价研究

2.2.1 慢性肾脏病等三类难治性疾病中医药治疗方案的优选及临床评价

研究

2.3 中医药潜在优势病种的新治法、新方

案的探索性研究

2.3.1 有潜在临床优势的慢性肠胃病等中医新治法、新方药、新技术的临

床探索性研究

2.3.2 中医药治疗优势病种证据系统建设及转化应用研究

2.4 中医健康管理与慢病防控研究

2.4.1 心脑血管疾病等病症中医健康状态监测、预警与防控模式的研究

2.4.2 腹型肥胖、临界高血压等病症中医干预及管理技术的研究

2.4.3 儿童青少年近视中西医结合综合防控有效方法、技术和配套产品研

究

2.5 中医康复研究 2.5.1 太极拳等传统运动疗法对慢性疾病功能康复效果的临床研究

2.6 中医个体化辨证论治诊疗能力提升

技术研究
2.6.1 辨证论治个体诊疗能力提升的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

3.1 中药材生态种植及安全性保障 3.1.1 高品质道地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示范研究

3.2 常用中药材药效物质及质量控制研

究

3.2.1 中药的分子标识研究及其信息平台建设

3.2.2 中药组学方法学创新研究

4.1 中药生产、制剂关键技术研究
4.1.1 中药信息化与连续化先进制造关键技术研究

4.1.2 基于特种膜的中药绿色制造技术与专属装备研究

4.2 中药饮片与中成药整体质量控制及

一致性评价技术

4.2.1 经典名方标准颗粒制备与标准研究

4.2.2 中药材净切关键技术与相关智能设备研究

4.3 临床精准用药及中药上市后临床再 4.3.1 临床精准用药及其方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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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名称 支持方向

评价研究

4.4 中医诊断与数据采集设备研发关键

技术研究
4.4.1 家庭或个人用便携式健康数据采集设备关键技术研究

4.5 中医治疗、康复与保健设备研发关键

技术研究
4.5.1 小型化智能化中医治疗、康复与保健设备研发

5.1 中医药国际标准研制 5.1.1 中医信息等国际标准研制与实施效果评价研究

5.2 针灸国际合作研究
5.2.1 若干针灸优势病种腧穴配伍等国际标准研制

5.2.2 针灸国际临床研究管理规范及毫针、艾灸等操作规范研制

6.1 少数民族医药传承与资源保护
6.1.1 少数民族药资源信息化（或数据库）构建、品种整理及特色民族药

材种植技术研究

6.2 少数民族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和常见

病研究

6.2.1 藏医药防治重大疾病或优势病种的药物研究

6.2.2 少数民族医防治常见病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方药整理与示范研究

十、“生物医用

材料研发与组

织器官修复替

代”重点专项

1.医用级原材料的研发与标准研究及产

业化

1.1 医用聚氨酯热塑性弹性体和交联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原材料研发、技术

提升与改进及产业化

1.2 医用聚芳醚酮研发及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1.3 心血管支架用合金细径薄壁管材研发及产业化技术

2.关键核心技术
2.1 植/介入医用导管及器械表面超亲水超润滑改性研究

2.2 用于骨质疏松治疗的纳米生物材料制备的工程化技术及临床应用技术

3.前沿创新产品开发

3.1 多孔钽骨修复材料及植入性产品开发

3.2 儿童骨缺损再生植入器械开发及临床应用方案研究

3.3 主动脉腔内治疗器械开发及临床应用方案研究

3.4 经导管肺动脉瓣膜置换系统开发及临床应用方案研究

3.5 重症免疫性疾病靶向清除免疫吸附产品及关键技术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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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名称 支持方向

十一、“生物安

全关键技术研

发”重点专项

1.基础研究 1.1 病媒生物反向病原学研究

2.共性关键技术及重大产品研发
2.1 生物危害现场快速感知应对便携箱组研究

2.2 重大外来入侵生物甄别及防控关键技术产品研究

3.典型应用示范 3.1 生物安全样本库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研究

十二、“生殖健

康及重大出生

缺陷防控研究”

重点专项

1.出生缺陷和不孕不育防治平台与技术

研发
1.1 妇科肿瘤患者保留生育功能相关技术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