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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江苏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2024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指南》

及组织申报项目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科技局、财政局，国家和省级高新区管委会，

省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

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四届五次、六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和省政府部署要求，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

新中心为牵引，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着力点，以科技创新引领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部署实施一批科技重大专项，力争突破一

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形成标志性重大战略产品，推动科技创新

江 苏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文件

苏科资发〔2024〕1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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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将《2024

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指南》印发给你们，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方式

1．本年度围绕第三代半导体、6G技术、人工智能、战略新

材料、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氢能与储能等

9个重点领域组织实施科技重大专项。每个科技重大专项下设若

干重大攻关项目；每个重大攻关项目采取联合攻关方式组织，下

设3-5个联合攻关方向；每个联合攻关方向由不同单位承担实施，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必须承担1个联合攻关方向，按照项目总体部

署和要求完成相对独立的研究开发任务，服务于项目总体目标；

申报单位关联企业不得同时申报联合攻关方向。每个指南方向原

则上支持1-2项重大攻关项目，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3-5年。

2．综合运用定向委托、“揭榜挂帅”、竞争择优等组织方

式遴选攻关团队，具体组织方式见项目指南（附件1）。

3. 项目申报由设区市科技局、县（市）科技局、国家和省

级高新区管委会、省有关部门和单位等项目主管部门择优推荐。

苏州实验室、在宁部省属本科院校的项目申报由本单位负责审核

并自主推荐。其他高等院校按照属地化原则，由所在地科技部门

负责项目推荐及立项后管理等事宜。

4．强化项目绩效评价管理，申报单位编制项目申报书应同

步填报“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附件2），作

为项目立项评审的重要考量，并纳入项目立项后签订合同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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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后验收的相关内容。

5．项目受理后进行形式审查，并组织专家评审。申报项目

通过评审后，根据新增研发经费投入情况，综合运用无偿资助、

贷款贴息、产业基金、风险补偿等方式予以支持。原则上通过无

偿资助和贷款贴息方式安排的省财政资助经费不超过项目总预

算的50%，其中：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省财政资助经费不超过项

目总预算的30%，每个项目省财政资助经费不超过2000万元，不

得以政府资助资金作为自筹资金来源。

二、申报要求

1．项目应具有明确的研发任务和创新目标，符合国家和我

省的产业、技术政策，属于指南支持重点领域和方向。须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高、创新性强、产业带动性好，目标产品

明确，附加值高，预期市场容量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项目完成后能够形成重大战略目标产品，具备产业化应用场景；

一般须形成发明专利申请或授权，以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标

准化研究成果。项目名称须科学规范，能够体现攻关的技术创新

点或解决的关键核心问题或重大战略目标产品。项目实施应包括

全部研发内容和考核指标。

2．项目应具有较好的研发基础，项目申报单位近年内须有

有效授权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项目负责人及团队作风学风良

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优先支持省级以上高层次

人才团队牵头组织和申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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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材料中如有涉密内容需做脱密处理后再申报，并由

项目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负责审查。

4．申报单位应为江苏省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企业等。申报单位应有较强

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条件，运行管理规范。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或

省产研院专业研究所牵头申报项目必须有企业联合，且企业实质

性参与项目研发工作。鼓励长三角地区产学研用协同攻关。牵头

申报单位应与联合攻关单位签署联合申报协议，并明确协议签署

时间。项目申报单位相关条件详见指南有关说明。

5．项目负责人须为申报单位的在职人员（与申报单位签订

劳动合同），并确保在职期间能完成项目任务。鼓励和支持40

岁以下（1984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青年人才牵头或参与申报本

计划项目，各主管部门推荐项目中由青年人才担任项目负责人和

项目骨干的比例不低于40%。有在研省科技计划项目的项目负责

人，不得牵头申报本年度项目（定向委托项目除外）。同一年度

同一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一项省科技计划项目（定向委托项目除

外）。

6．同一单位以及关联单位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研发项

目重复申报省科技计划项目，也不得同时申报省科技厅、省发展

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项目。凡属重复或同时申报的，

取消立项资格。

7．鼓励项目申报单位采用租赁或共享专用仪器设备，对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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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利用财政资金或国有资本购置大型科学仪器的项目，申报

单位应说明所购置大型科学仪器的必要性并承诺遵守查重评议、

开放共享等有关规定要求。

8．项目研究要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

按照《关于改进科技评价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

行）》（苏科监发〔2020〕135号）要求，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

量、贡献和影响。

9．对不符合节能减排导向的项目、规模化量产与产业化项

目、无实质创新研究内容项目和一般性技术应用与推广项目均不

予受理。涉及人体研究、实验动物、人工智能的项目，应严格遵

守科技伦理、实验动物、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等有关规定。涉及安

全生产、农业种业等特种行业的，需拥有相关行业准入资格或许

可。

10．全面实施科研诚信承诺制。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

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苏办﹝2019﹞39号）、《关于进一

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全省作风和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苏科

监发〔2019〕336号）和《关于进一步压实省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任务承担单位的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建设主体责任

的通知》（苏科监发﹝2020﹞319号）有关要求，项目负责人、

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主管部门均须在项目申报时签署科研诚信

承诺书，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严禁剽窃他人科研成果、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伪造材料骗取申报资格等失信行为。因科研失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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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表、项目申报书、绩效目标表、相关附件顺序装订成册（纸质

封面，平装订），纸质材料和网上提交的材料须一致。

3．本年度项目申报材料网上填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8月5日

17:30，主管部门网上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2024年8月6日17:30，

推荐项目汇总表及项目主管部门科研诚信承诺书截止时间为

2024年8月7日17:30，逾期不予受理。

4．联系方式

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及产业化处 朱碧云 025-86631760

省科技计划项目受理服务中心 赵 阳 025-85485966

李旭红 025-85485920

附件：1．2024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指南

2．2024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3．2024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推荐项目汇总表样式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江苏省财政厅

2024年7月3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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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4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指南

省科技重大专项聚焦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

中心，着力在基础优势领域锻长板提质量，在战略必争领域补短

板强弱项，力争突破一批产业重大关键技术，形成标志性重大战

略产品，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一、第三代半导体专项

本专项目标：瞄准GaN（氮化镓）、SiC（碳化硅）两大主

攻方向，充分发挥国家重大创新平台支撑和龙头企业等带动作

用，面向新一代移动通信、新能源汽车、高速列车、能源互联网

等重点产业自主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需求，坚持“应用”和“研

发”双轮驱动，重点突破大尺寸晶圆、中高压电力电子器件、大

功率射频器件研发等关键技术，攻克产业发展卡点，提升全链条

创新能力和水平，加快培育发展独角兽公司，引领我省第三代半

导体技术和产业跨越发展，力争成为新赛道领跑者。2024年度指

南围绕GaN功率器件集成、中高压SiC MOSFET功率器件等技术

方向，启动2项重点攻关任务。

1001 GaN高压功率集成材料及器件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高集成度和高耐压功率电子应用需求，开展

GaN功率集成和高压器件关键材料与器件应用技术研发，具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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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新型Si衬底GaN外延材料生长及结构设计；高压隔离结构对

功率集成回路中的串扰效应的抑制机制；制备200V半桥集成电

路芯片并实现应用验证；开发700-900V GaN器件并实现规模量

产；GaN纵向功率器件的材料外延生长和器件工艺制备；高耐压

器件的短路耐受机理、失效机理和可靠性问题解决方案。

考核指标：8英寸Si衬底GaN外延层厚度不均匀性<1.5%，翘

曲<50µm；200V集成器件比导通电阻<0.6mΩ·cm2，80V漏级电

压应力下动态电阻退化<20%，芯片电流>20A；700-900V高压器

件比导通电阻小于8mΩ·cm2，芯片电流>5A，短路耐量>10μs；

纵向导通外延层位错密度<1×106cm-2，纵向二极管耐压>1700V，

比导通电阻<2mΩ·cm2，抗浪涌能力>18000A/cm2；纵向晶体管

耐压>1200V，导通电流密度>1000A/cm2；Si衬底GaN高压器件

通过JEDEC验证并实现量产。预期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定向委托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苏州）

组织实施；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过2000万元；项目执行期

不超过3年。

1002 新能源光储用中高压SiC MOSFET功率器件研发

研发内容：聚焦新能源光储行业高压系统对提升效率及系统

拓扑简化的迫切需求，开展从SiC材料外延、器件结构设计和制

备工艺、可靠性提升以及模块封装全方位系统研究。具体包括：

开展低缺陷密度高一致性SiC厚膜外延生长、高电流密度中高压

SiC器件结构设计和制备、光储恶劣环境应力下器件高压高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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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加固、低寄生参数中高压SiC功率模块封装等技术研究；对

标国际最先进产品，研制出2000V中高压SiC MOSFET芯片和功

率模块，并实现在光伏或储能领域的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6英寸SiC外延材料，外延厚度≥20μm，掺杂浓

度不均匀性＜5%，外延厚度不均匀性＜2%，表面形貌缺陷密度

<0.3cm-2；中高压SiC MOSFET器件，击穿电压≥2000V，单芯片

导通电流≥100A，阈值电压≥2.5V，比导通电阻＜6.0mΩ·cm2；

中高压SiC功率模块，击穿电压≥2000V，导通电流≥400A，绝

缘测试电压≥4000V，杂散电感≤20nH。预期成果填补国内空白。

有关说明：定向委托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南京）

组织实施；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

不超过3年。

二、6G技术专项

本专项目标：开展6G移动通信技术核心芯片与器件、软件

系统与设备等关键技术研发，夯实6G产业创新和商用发展基础，

巩固我省在未来移动信息网络领域先发优势。本专项主要面向国

际电信联盟（ITU）发布的6G未来应用场景，包括泛在连接、通

信与智能融合、通感融合、沉浸式通信、大连接、极高可靠低时

延通信等，跨地区整合创新资源，发挥通信领域重点实验室联盟

的纽带作用，与省内外优势高校院所、运营商以及龙头企业联合

开展研发攻关。重点开展应用场景明确、前期成果突出、技术储

备雄厚、产业化潜力较大的关键技术和目标产品研发，成立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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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概念验证中心，加快突破影响未来6G产业发展的技术障碍，

为构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6G产业链打下技术基础。2024年度指

南聚焦无蜂窝无线接入网系统、通导融合高精度定位系统、基带

电路设计软件、太赫兹通信芯片等技术方向，启动7项重点攻关

任务，定向委托紫金山实验室组织实施。

2001 6G全云化无蜂窝智能无线接入网系统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下一代无线网络应用场景，开展6G无线接

入网关键技术和应用系统研发。具体包括：研发灵活扩展、跨频

段协同的全云化新型无蜂窝智能无线接入网架构；突破超大规模

协作MIMO上下行传输技术，研制可扩展的分布式基带单元和云

化基带单元；研发以用户为中心的智能空时频资源调配和多用户

调度技术，并突破集中式单元的云化控制方法，解决无蜂窝系统

的动态协作分簇和移动性问题；研制6G全云化无蜂窝智能无线

接入网系统，大幅度提高移动通信系统的频谱效率和峰值速率。

考核指标：研制无蜂窝无线接入网系统分布式基带单元，支

持≥32数字通道@100MHz带宽；研制全云化无蜂窝大规模

MIMO系统支持≥256数字通道，总频谱效率≥0.3Kbps/Hz；开

发无蜂窝智能无线接入网基站1套；构建应用示范场景不少于2

个，包括密集热点大容量覆盖场景与低空远距离覆盖场景。预期

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定向委托紫金山实验室组织实施；省财政资助经

费原则上不超过2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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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6G普适高精度定位关键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室内普适高精度定位应用需求，开展复杂非

视距环境高精度定位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具体包括：非视距

（NLOS）识别与测距异常值抑制技术；反映信号穿透障碍物引

起测距误差的三维传播环境建模与误差校正技术；资源严重受限

场景下高可用定位技术，含轻量化定位模型设计及具有稳定指纹

提取能力的机器学习方法；可量级提升定位精度的新型测量方

法，包括载波相位测距技术以及基于分布式天线的高精度位置测

量技术；在卫星导航受限的典型场景开展移动通信网通导融合高

精度定位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基于商用基站构建通导融合高精度定位系统，在

遮挡严重的室内场景中对移动终端的距离测量偏差90%概率优

于30厘米；开展复杂非视距室内环境通导融合高精度定位技术应

用示范，在基站布设间距不低于30米的情况下90%概率定位误差

不超过1米，在定位更新率不低于1Hz条件下，单小区支持不低

于100个终端并发定位；开发通信导航融合基站1套；构建应用示

范场景不少于2个，包括自动驾驶及智能工厂自动化。预期成果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定向委托紫金山实验室组织实施；省财政资助经

费原则上不超过15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2003 6G多域协同基带电路生成/优化软件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6G通信基带电路设计，开展6G全场景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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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自动生成软件研发。具体包括：研发无线通信基带电路自动

生成技术，基于高级语言实现RTL代码的自动生成；研发基于拟

合方法和VLSI架构门级结构的算法性能与硬件性能快速评估技

术；研发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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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差、通道面积相对波长较大的问题；研发适用于亚太赫兹大

规模相控阵的高性能天线技术，实现损耗低、互偶小和结构紧凑

的“芯片—垂直互联—天线”集成方案；研发亚太赫兹硅基CMOS

相控阵芯片及天线模组设计中的“路—场—热—力”多场协同优

化技术；研制亚太赫兹全集成硅基CMOS相控阵芯片和集成平板

阵列天线，完成相控阵系统集成及高速通信试验验证。

考核指标：开发94GHz频段8通道收发一体相控阵芯片，片

上集成功率放大器、低噪声放大器、射频开关、可变增益放大器、

移相器、混频器、温度传感器、SPI等电路模块，实现31.5dB调

幅范围及0.5dB调幅精度，365度调相范围及5.625度移相精度；

完成芯片封装，发射封装芯片单通道输出功率大于5dBm；天线

阵面通道数不少于256，EIRP大于50dBm，扫描范围大于±10度；

基于所研制的集成平板相控阵天线，完成高速通信试验验证，通

信距离大于1公里，通信速率大于1Gbps；开发亚太赫兹硅基

CMOS相控阵系统1套；构建应用示范场景不少于1个，包括6G

固定无线接入或沉浸式通信。预期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定向委托紫金山实验室组织实施；省财政资助经

费原则上不超过2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2005 面向毫米波太赫兹高频段的异质/异构技术及硅基集

成阵列芯片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毫米波太赫兹高频段（100-300GHz）以及

未来通信与探测大规模阵列化的需求，研究该频段硅基与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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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质/异构集成方法，针对多波束、高速率通信阵列研究相关

的阵列芯片关键技术，解决毫米波太赫兹高频段阵列芯片、硅基

和GaN等化合物半导体异质/异构集成等技术难题，瞄准非对称

全数字等前沿阵列架构研制实验样件，搭建实验系统并完成无线

传输验证，实现数百Gbps速率通信。

考核指标：硅基器件频率不低于200GHz、功率不小于

15dBm，频率源调谐相对带宽不小于10%；硅基收发芯片，频率

不低于200GHz、功率不小于12dBm；化合物基芯片，频率不低

于200GHz、功率不小于27dBm；多通道阵列芯片，通道数不小

于4，可支持64通道以上大规模阵列；基于上述芯片完成高频段

非对称大规模阵列，规模阵列不小于64通道、传输速率≥

300Gbps；开发太赫兹硅基芯片与相控阵1套；构建应用示范场

景不少于1个。预期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定向委托紫金山实验室组织实施；省财政资助经

费原则上不超过15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2006 光载太赫兹无线通信核心器件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6G移动通信更低延时，更高数据率的应用

要求，开展高集成度的光载太赫兹通信核心芯片研发。具体包括:

研发高集成度的超宽带电驱动器芯片与可异构集成的电光转换

器件；研发高响应度的光电探测器与可异构集成的超宽带跨阻放

大器芯片；研发异质异构工艺集成的高输出功率太赫兹相控阵，

多通道收发机系统的实现与功率合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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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设计并制备出输出功率≥10dBm的太赫兹异构通

信芯片组；电驱动器带宽≥60GHz；电光转换器带宽≥40GHz；

光电转换器响应度大于1A/W；光电器件实现异构集成；芯片通

道数≥4，系统通道数≥16；数据速率达到100Gbps；研制太赫

兹光电转换芯片；构建应用示范场景不少于1个。预期成果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定向委托紫金山实验室组织实施；省财政资助经

费原则上不超过15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2007 大规模MIMO卫星移动通信技术及试验系统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6G泛在连接的应用场景，开展大规模MIMO

卫星移动通信技术及试验系统研发。具体包括：大规模MIMO卫

星移动通信传输技术，包括卫星大规模MIMO信道信息获取技

术、单星大规模MIMO上下行传输技术、多星大规模MIMO上下

行传输技术、低复杂度的星上载荷实现技术等；高动态卫星移动

通信协同组网技术，包括网络级资源调配机制、动态媒体接入控

制技术、虚拟化高层机制与协议设计、星上载荷实现技术等；研

制大规模MIMO卫星移动通信试验系统，开展大规模MIMO卫星

移动通信理论与技术的地面试验及在轨验证。

考核指标：与传统多波束多色复用方法相比，大规模MIMO

卫星移动通信的频谱效率提升10倍，星上载荷实现复杂度降低5

倍，高动态环境下协同组网切换成功率不小于99%，切换过程用

户业务无感。大规模MIMO卫星移动通信试验系统支持3GPP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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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包括完整的物理层与高层协议栈，能够支持手机直连卫星业

务。开发面向6G的星载基站1台，其中卫星侧天线单元数≥256，

工作频段为L波段，系统频谱效率≥20bps/Hz，单用户最大传输

速率≥20Mbps。预期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定向委托紫金山实验室组织实施；省财政资助经

费原则上不超过2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三、人工智能专项

本专项目标：以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创新和经济社

会深度融合为主线，围绕大数据智能、跨媒体智能、混合增强智

能等方向持续攻关，加快突破具有感知、认知和决策能力的通用

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研发从云端、边缘端到终端的先进 AI 芯片，

加强人工智能交叉融合创新和高水平应用，构建自主可控的人工

智能发展生态，抢占人工智能技术制高点，使人工智能成为我省

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2024 年度指南聚焦垂直领域大模型场

景应用、具身大模型工业机器人、安全可控的图像视频内容生成

等方向，启动 6 项重点攻关任务。

3001 垂直领域大模型关键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

研发内容：面向不同行业“人工智能+”应用需求，基于大

模型的智能涌现与泛化能力，开展大模型领域化应用关键技术研

发。具体包括：汇聚和整理领域相关数据集和知识库，并进行清

洗、标注和结构化处理，分级分层对行业上下游企业和研发机构

开放；研究通用大模型面向垂直领域的迁移和训练方法，提出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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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领域大模型的高效构建模式，实现大模型在领域数据下的高效

学习，提升大模型的领域适应性；研究基于强化学习的大模型对

齐技术，实现大模型价值观与人类对齐；克服通用数据与专业领

域知识之间的语义鸿沟，实现领域知识增强的推理与决策。提升

大模型在垂直领域的可解释性和可信度；研究垂直领域大模型在

有限资源下的灵活部署方案，实现高效低成本的训练和推理；建

立垂直领域大模型性能监控机制，构建模型自适应学习方法，支

持大模型的持续学习和知识更新，推动其在科学研究、智能制造、

航空航天、医疗健康等行业领域规模化应用。

考核指标：建立行业数据集和知识库≥1 个，发布垂直行业

大模型≥1 个，在垂直领域评测数据集上的准确性较通用大模型

相对提升≥20%，模型推理计算资源较通用大模型降低≥20%，

模型和系统在行业上下游企业应用推广≥2 家。预期成果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采取竞争择优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省科技计划

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定向委托项目除外）；每项省财政资

助经费原则上不超过 1000 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 3 年。

3002 基于具身大模型的工业机器人智能巡检系统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复杂工业场景中机器人巡检存在任务适应性

差、自主性不足、稳定性不够等问题，研发具身大模型驱动的自

主作业智能巡检系统，提升工业场景巡检效率。具体包括：研发

具有感知、规划、决策、行动能力的具身大模型，实现大模型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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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复杂长时间任务分解和智能规划；研究多模态指令引导的意

图理解和人机协作功能，具备多智能体协同作业功能；研发大模

型微调方法，使机器人能快速适应多种巡检任务；研发大模型轻

量化智能计算系统，在机器人端侧进行高效部署；面向电力、石

油、化工等工业应用场景，进行机器人自主巡检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开发一套基于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能巡检系

统，通过具身大模型驱动，实现多种类多台机器人协同作业；多

模态指令意图理解精度优于 80%；智能巡检任务效率提升 50%；

在不少于 2 个工业场景进行应用示范。预期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 1500 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 3 年。

3003 安全可信语音类大模型关键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在新一代端到端语音交互业务场景下，探索基于

语音类大模型的说话人识别和分割，目标说话人检测、提取、方

位估计等关键技术研发。具体包括：研究面向大模型的声纹识别

方法，实现基于离散语音表征的高鲁棒说话人信息提取；研究面

向语音生成大模型的安全可信伪造音检测方法，实现具有泛化性

的多层级多尺度伪造音检测，并能够开展具有可解释性的伪造方

法与说话人身份溯源, 为安全可信说话人信息提取提供保障；研

究语音生成大模型的安全可信技术，在生成过程中实现价值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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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并为偏见和毒性检测提供安全可信的评测方法；研究语音识

别大模型的前端感知技术，在多说话人会议、自动驾驶等场景下

实现基于离散语音表征的高鲁棒特定人语音抽取、说话人日志等

任务。

考核指标：构建并开源声纹识别训练数据资源，总人数不低

于15万人，总时长不低于2万小时，基于离散语音表征的声纹识

别模型在VoxCeleb1测试集（Vox1-O）上等错误率小于0.5%；音

频伪造检测算法在真实测试集上，已知类型检测等错误率不高于

3%，未知类型检测等错误率不高于8%；基于离散语音表征的特

定人抽取模型在libri2mix测试集上PESQ大于2.8，基于离散语音

表征的说话人日志模型在VoxConverse测试集上DER小于4%

（VoxCeleb1、libri2mix、VoxConverse均为全球业界公开数据

集）。关键技术在行业龙头企业的语音类大模型上进行商业化落

地应用。预期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 1500 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 3 年。

3004 安全可控的图像视频内容生成关键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内容生成成果保护和风险控制需求，开展安

全可控的图像视频内容生成关键技术研发。具体包括：设计面向

内容真实性和时间一致性的图像视频生成式模型；具备隐私保护

和数据安全的可控生成机制，引导内容生成方向，防范恶意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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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生成式模型的安全可控水印注入技术，实现具有强防御能力

的水印方法与模型架构及其生成过程高效融合；设计生成图像视

频隐形水印新方法，实现模型版权和内容版权的双重安全保护；

研究抗攻击多模态检测模型的博弈机理，结合模型自动学习进化

技术，实现自适应伪造取证新方法。

考核指标：形成一套内容安全生成算法库，支持主流生成式

模型。帧内真实性指标 FID 不高于 7，平均准确率高于 85%，平

均召回率高于 70%，帧间一致性指标区域相似性超过 70%，轮

廓准确性超过 80%；水印嵌入后，模型的精度下降不超过 2%，

模型水印提取率超过 95%，数字内容水印提取率超过 97%，能

够抵抗至少 5 种攻击方式，水印失效率不高于 20%；多模态伪

造取证模型，检测准确率不低于 85%；实现不低于 5 种恶意生

成方向检测和取证。预期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 1500 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 3 年。

3005 面向大模型的边缘端高效推理芯片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大模型在边缘端的高效部署需求，研究大模

型数据与计算间冗余与相互作用机制，挖掘不同冗余的压缩方案

对精度和硬件效率影响的潜在正交性，设计融合多种压缩类型的

集成压缩框架并支持训练后压缩；研究支持多稀疏模式、混合数

值精度、自适应计算强度的专用硬件架构，融合低复杂度可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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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计算核，优化支持图像、文本等多种模态的输入数据，满

足不同模型和场景的多样化加速需求；设计基于近似计算的存内

计算核及面向稀疏注意力的存储计算核—数据流协同设计方案，

实现带宽友好的传输，降低大模型通信带宽瓶颈，大幅提升能效

比；研究乘累加中递归运算的微架构深度优化，打破递归运算的

提速瓶颈；针对复杂非线性计算单元，研究少资源和低延迟的高

效执行方案；设计片上网络和片间互联机制以支持高效数据交

换，满足大模型芯片的普适性和高扩展性。

考核指标：研发自主可控的边缘端大模型高效推理芯片架

构，构建基于 FPGA 的高效大模型端侧计算系统。相比主流端侧

智能芯片，能效比提高 4 倍以上，存内计算核能效比提升 6 倍以

上；支持 4/8/16 比特多精度计算；支持面向大模型的通讯优化机

制，可提升通信带宽利用率 2 倍以上。预期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 1500 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 3 年。

3006 面向大模型的异构算力融合的智能编译器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大模型推理场景，研究跨异构国产算力的

AI 编译优化技术，包括图算跨平台性能分析和多层次优化策略

生成方法、张量并行推理和流水线并行推理技术、低比特量化模

型推理技术、包含 PageAttention、Continue batching 等在内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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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加速技术，形成面向异构国产人工智能芯片的 AI 编译器技术

方案。利用算子融合和自动调优等技术提高推理的软硬件适配

度，提升大模型的计算效率。构建算法、框架和硬件的协同优化

机制，研究异构集群算力资源调度和通信优化，实现面向国产智

能芯片的高效智能编译器。

考核指标：支持寒武纪、海光、华为等国产智能芯片，以及

不少于 2 种 AI 训练框架（包括至少 1 种国产框架）；支持 Llama

3 等不少于 6 种典型大模型；推理性能相比主流开源方案（如

vllm）提升不低于 20%；推理引擎落地至少 3 个标杆应用项目。

预期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 1500 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 3 年。

四、战略新材料专项

本专项目标：针对事关我国国家安全、高质量发展和未来科

技主导权的关键领域，开展战略性前沿材料与关键技术研发，满

足航空航天、能源、信息等领域对材料和器件的迫切需求。本专

项主要聚焦战略性前沿新材料，重点布局前期成果突出、技术储

备雄厚、应用需求明确的关键技术方向，为实现新材料创制、能

源利用效率提升、国家安全保障等战略目标奠定材料基础。2024

年度指南围绕二维光电信息材料、新一代功率器件材料、CO2高

效捕集膜材料、超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等技术方向，启动4项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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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任务，定向委托苏州实验室组织实施。

4001 高速低功耗二维材料光电集成芯片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大数据通信和光电互联对高性能微纳集成光

电器件的迫切需求，研究前沿二维光电材料大尺寸、高质量单晶

可控制备，揭示二维光电材料外延取向调控的界面机制；发展无

损转移技术，实现二维光电材料的大面积无损转移。构筑二维范

德华异质集成发光器件结构，结合高品质微腔，开发光波多维度

（波长、偏振、光子角动量等）可调控片上集成光源器件。发展

高品质超表面智能化逆向设计和优化技术，构建超快二维材料光

电探测器件与高性能传感器，实现多维光场感知与探测。进行二

维材料片上光子集成，开发二维可调谐光源、高速调制及探测器

与波导的光子集成工艺平台，形成光源—调制—探测一体化片上

集成，构建二维材料异质集成规范与标准，实现智能集成芯片光

谱分析等示范应用，为下一代光传感与光通信应用提供材料与器

件基础。

考核指标：为实现二维信息器件集成化应用，制备大面积二

维光电信息材料单晶晶圆，晶圆尺寸：6英寸，层数：单层，单

晶覆盖率>99%，表面粗糙度<0.3nm；发展6英寸晶圆无损转移技

术，转移后晶圆完整度>99%。构筑高效率、多维度（波长、偏

振、角动量等）可调控二维片上光源，外量子效率≥5%，开启

电压≤5V；发光光谱包含可见、近红外与中红外波段，线偏振

度调控范围>0.5，自旋与轨道角动量调控参量≥4种。构建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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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响应二维材料与超表面耦合光电探测器，发展高品质微腔和超

表面智能化逆向设计和优化方法，建立响应范围在400-2500nm

波段的“超原子”数据库，实现片上宽光谱光电探测。构建高效

率、高速率、低功耗片上调制器件，调制效率≤0.28Vcm，调制

速率≥50Gbit/s，功耗≤100fJ/bit；构筑基于二维材料的高速、高

带宽探测器件，工作带宽≥40GHz，响应度≥100mA/W；实现

芯片尺寸≤1cm2的片上集成光子芯片，具备光谱分析能力，光谱

分辨率优于5nm。预期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定向委托苏州实验室组织实施；省财政资助经费

原则上不超过15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4002 面向新一代信息应用的光电超表面器件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成像、探测、通信等关键

信息系统更小的体积、重量和功耗、更灵活的感知和识别、更智

能的调控和处理等迫切需求，研究基于超表面技术的超轻、超薄

红外－可见光波段光谱识别和成像探测一体化集成系统。开展

AlScN、AlBN和Si、Ge、ZnSe等特殊材料上制备大规模不同波

段超表面滤光阵列的新工艺和新方法研究，掌握不同阵列和探测

器单元集成技术，并研究其对抑制噪声和提高探测器填充因子的

影响规律；研究光学超表面集成成像芯片集成工艺和相应封装技

术，建立基于超表面的集光场、光谱和偏振成像于一体的全光成

像系统实现方法；开展基于光电超表面的混合无线通信新方法和

新技术研究，阐明光电超表面对多物理光电信号互生、互调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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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低成本、高效的混合无线通信系统。

考核指标：形成多频段选择性增强的超表面滤光光谱器件，

满 足 可 见 光 特 征 谱 段 ： 0.292-0.428μm 、 0.342-0.538μm 、

0.461-0.639μm、0.48-0.92μm；红 外特 征谱段 ：2.0-2.03μm、

2.45-2.56μm、2.9-3.2μm、4.9-5.2μm；实现与相应探测器的直接

集成，完成光信号的捕捉、转换及处理的一体化探测与识别系统。

研制基于超表面的光谱加偏振成像功能的成像芯片；实现光谱、

光场和偏振成像功能，光谱成像部分：400-700nm，30个光谱通

道，700-1100nm，20个光谱通道；偏振成像部分：全斯托克斯

偏振成像；成像规模：100万像素；并装配样机用以无人机遥感

探测；形成基于光电超表面的混合无线通信系统样机，满足双向

传输，通信速率≥2Mbps；为解决可用于空天监视、遥感、反隐

身、海洋监测、农业和勘探的分析研究提供科学支撑。预期成果

填补国内空白。

有关说明：定向委托苏州实验室组织实施；省财政资助经费

原则上不超过15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4003 基于限域传质理论的膜法碳捕集和转化关键技术研

发

研发内容：面向碳高效捕集与转化的国家战略需求，为构建

零碳、负碳和减碳的碳中和工业技术体系，开发膜法CO2高效捕

集颠覆性技术；建立碳捕集与转化膜中的限域传质模型，构建面

向碳捕集与利用的限域传质膜材料的设计制备理论框架，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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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域传质通道的形成机理及调变规律；构建CO2高效资源化利用

催化体系，开发将CO2高效催化转化为甲醇、CO及低碳烃等大

宗化学品的催化剂设计路线；开展基于先进分离和催化技术的低

碳流程再造技术的研究，完成工程化应用验证。

考核指标：建立分子和离子在碳捕集与转化膜中的限域传质

模型，构建面向碳捕集与利用的限域传质膜材料的设计制备理论

框架；在CO2捕集、CO2加氢制甲醇、CO2裂解制CO、CO2加氢

制低碳烃等方面创制5-6种具有限域传质特征的新一代膜分离和

催化耦合材料，实现比传统膜材料性能高1-2个数量级，性能指

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构建2-3个基于限域传质膜材料的膜反应

器，将CO2转化率提高1倍以上；创建膜法零碳流程再造新技术

和新工艺，在CO2捕获、低碳烃分离等应用领域能耗下降30%以

上，在至少2种典型的工业流程中实现工程化应用示范，在国际

膜领域初步形成原创性的膜材料体系。预期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有关说明：定向委托苏州实验室组织实施；省财政资助经费

原则上不超过15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4004 面向耐高压、深紫外应用的超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及器

件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航空航天、新能源、光伏、深空探测等领域

对超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的迫切需求，开发基于氧化镓、氮化铝材

料的同质外延技术、原位掺杂技术、器件工艺技术、芯片集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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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展材料缺陷演化规律、氧化镓p型掺杂机理、载流子行为

与调控机制、光电探测增益机制、器件可靠性研究；突破氧化镓

器件雪崩技术、氮化铝器件单光子探测技术，以及器件与集成系

统技术；形成材料和器件工艺技术规范；实现高性能超宽禁带材

料和器件制备；完成工程化验证和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氧化镓同质外延厚度>20μm，非故意掺杂的背景

电子浓度<2E15/cm3，原位掺杂电子浓度在2E15/cm3-5E19/cm3可

控，电子浓度为2E15/cm3时，电子迁移率>170cm2/Vs；氧化镓垂

直功率二极管实现稳定雪崩，雪崩击穿电压>3300V，正向3V偏

置下，直流电流>15A，正向浪涌电流>50A，达到国内同期领先

水平；氧化镓垂直功率开关器件，击穿电压>2000V，比导通电

阻<10mΩ·cm2；氧化镓功率整流器件和开关器件实现工程示范应

用；4英寸氮化铝模版材料，位错密度＜1×108/cm2；2英寸氮化

铝单晶衬底材料，位错密度＜5×105/cm2，实现批量制备；同质

外延表面粗糙度小于0.5nm；紫外/可见光电新结构探测器件实现

增益超1E5、响应速度达纳秒、响应抑制比超1E10，达到国内同

期领先水平；开发出至少两种紫外探测与传感芯片集成应用技术

并完成工程化验证，在环境监测、监测预警等领域得到验证。起

草5项国家或行业标准，申请发明专利50项以上。预期成果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定向委托苏州实验室组织实施；省财政资助经费

原则上不超过15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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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成电路专项

本专项目标：围绕集成电路关键工艺、核心设备和材料、设

计工具开发，着力攻克对集成电路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具有全局

性影响的关键共性技术，提升我省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可控能力，

重点布局应用场景明确、技术储备雄厚、产业化潜力较大的智能

EDA工具、高性能计算芯片、高端专用芯片、制造测试设备、车

规级芯片等方向，加快培育形成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目

标产品，巩固我省在国内集成电路领域的领先优势。2024年度指

南围绕数字电路智能生成与验证仿真、原子层沉积/刻蚀一体化

设备、车载高性能DSP芯片等技术方向，启动4项重点攻关任务。

5001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数字电路智能生成与验证仿真关

键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复杂数字芯片设计和验证成本高、周期长的

问题，探索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数字电路设计和验证的新方法和新

工具，突破数字逻辑设计专用大模型构建和调优方法、数字电路

生成智能体构建方法及数字芯片自动化验证框架体系。具体包

括：研制高性能RTL仿真器，研制数字芯片智能自动化设计和验

证新工具，实现RISC-V处理器自动设计。

考核指标：RTL仿真器性能相较于VCS/Verilator提升30%以

上；构建数字芯片领域大模型，RTL代码生成的语法和功能正确

性相较于现有大模型如GPT4/Claude3提升30%以上；相比于传统

的人工开发流程，数字电路自动化生成和验证效率提升3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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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生成数字电路IP规模超过百万门，并以处理器芯片作为验证

场景，自动生成并验证单核处理器规模超过百万门级，众核规模

达千万级。预期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定向委托国家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技术创新中心

组织实施；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

不超过3年。

5002 纳米级图形晶圆明场缺陷检测设备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纳米级图形晶圆明场缺陷检测设备关键技术

“卡脖子”问题，开发用于先进制程的图形晶圆明场缺陷检测设

备及相关软件，对标国际同类设备（KLA-2367）。具体包括：

具有RCWA（严格耦合波）三维电磁波缺陷检测仿真能力；具有

基于设计的缺陷检测能力，能够根据GDS图形和“HOT SPOT”

库，自动锁定易产生缺陷的高风险区域并引导检测设备进行测

量；完成测试环境搭建及测试资源准备，实施DEMO验证、应用

测试。

考核指标：检测缺陷灵敏度：≥90nm；图像采集及同步处

理能力：≥1GB/s；缺陷检出及自动分类（ADC），检出率：≥

95%，误检率：≤5%，缺陷输出文件格式：符合KLARF格式（国

际半导体业界标准）。能够仿真2×2微米以下面积内，不小于70

纳米大小的缺陷，基于全芯片光刻仿真的“HOT SPOT”缺陷检

查软件能够满足65纳米以上节点需求。通过客户工厂的对比验证

测试，满足90nm工艺生产对测试设备要求。预期成果填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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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5003 面向集成电路复杂电互连结构的原子层沉积/刻蚀一

体化设备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集成电路10nm及以下制程中对于小尺寸、

低功耗、低延迟金属互连工艺的需求，开展半导体/介质/金属等

复杂结构原子层级薄膜异质集成工艺及一体化设备研发。具体包

括：基于超高真空环境下的原位工艺与表征技术，突破表面刻蚀

损伤、杂质缺陷，界面原子扩散、应力失配等关键工艺问题，实

现大尺寸晶圆表面原子级刻蚀与沉积的多功能、高保型、复杂结

构超薄材料集成制造设备的国产化。

考核指标：样品尺寸300mm向下兼容；腔体本底真空度好于

10E-8mbar；样品台室温至700℃可调；集成原位光学监测系统，

分辨率40ms、δ∆=0.01°、δd=0.1 Å；300mm硅衬底沉积5nm金属

Ru，表面粗糙度<1nm；绝缘氧化硅衬底沉积3nmTiN，电阻率≤

60μΩ·cm，对Cu的扩散阻挡性能好于30min@750℃；最小宽度

500nm和深宽比＞100∶1时阶梯覆盖率＞95%；芯片工艺整体良

率>95%。预期成果实现自主可控。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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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5004 车载高性能DSP芯片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车载平台的有源噪声控制、高阶环绕音效、

智能语音交互等应用需求开展车载座舱音频控制系统关键技术

研究。具体包括：高性能DSP芯片硬件架构及系统软件架构；高

效高精度道路噪声主动控制算法；支持座舱音频系统开发的硬件

在环系统；复杂道路环境条件下DSP芯片及系统集成设计，实现

主动噪声控制及座舱音效示范应用。

考 核 指 标 ： 芯 片 指 标 ： DSP 核 性 能 不 低 于 1GHz 、

1.7DMIPS/MHz、4.5CoreMark/MHz；L1 SRAM不低于768KB、

L2 SRAM不低于1MB；支持SPORT、SPDIF等数字音频接口，在

48KHz音频采样率下支持8个TDM32，并行输入输出不低于256

通道；支持FIR/IIR等硬件加速器，在阶数和采样点归一化条件

下，FIR带宽和IIR带宽不低于990MHz；支持基于密码算法的硬

件安全防护机制；支持SPI、I2C、UART、GPIO等接口；通过

AEC-Q100可靠性测试；系统指标：系统支持不少于16个扬声器

控制、控制最高频率不低于600Hz，具备系统参数自学习功能；

软件系统原型满足ASIL-D功能安全要求；应用指标：实现主动

噪声控制及座舱音效产业化示范应用，车型不少于5种，应用车

辆不少于20万辆。预期成果填补国内空白。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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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六、生物医药专项

本专项目标：瞄准生物技术发展重大战略机遇，积极开辟生

物医药未来产业新赛道，面向生物医药前沿技术领域开展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重点布局临床需求迫切、前瞻性和创新性强、技术

储备扎实、机制与靶点清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业化前景明

确的新范式、新技术、新产品等，为加快构建具有更强创新力、

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生物医药产业链供应链，打造全国领

先、全球有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供坚实支撑。2024年度

指南聚焦新型脑机接口装备、基因治疗、抗抑郁靶向新药研发等

技术方向，启动5项重点攻关任务。

6001 基于神经血流耦合功能驱动的新型脑机接口装备研

发

研发内容：紧扣脑科学领域“读、释、写、仿”共性核心问

题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展新型脑机接口装备研发，开辟新

的技术路线。具体包括：开发基于光、声、电、磁等多种物理手

段的下一代脑信息读取核心装备，发展多种模态下的脑功能成像

体系，研发能够实时、高时空分辨率采集非人灵长类动物和人体

颅脑内神经相关活动信号的设备；开展可同时记录和反映神经—

血流耦合活动的技术研究；突破大脑在执行任务状态下脑功能活

动的高精度解码技术；构建基于新型脑机接口技术的高精度脑功

能解析平台，拓展脑机接口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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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构建新型多模态脑功能成像和解析装备，能够同

时反映神经-血流耦合活动；脑功能解析空间分辨率≤2mm，时

间分辨率不低于100Hz；脑功能解析深度和范围可以完全覆盖全

脑皮层；深脑探测深度能够达到3cm，同时成像空间分辨率≤

2mm；能实现脑血管灌注功能成像；建立基于成像技术的脑机接

口平台；实现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数据采集；装备经

过至少3家研究单位使用验证，在国际顶尖期刊发表相关研究成

果不少于5篇。新型脑机接口装备预期填补国内空白。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5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5年。

6002 原创靶点发现与抗体大分子靶向药物研发

研发内容：通过原创靶点发现和机制研究，推动创新型抗体

大分子靶向药物加速产业化进程，全面提升药效和安全性。具体

包括：开展创新靶点和生物机制研究，开发高效率单克隆抗体构

建技术；开发抗体人工智能（AI）设计技术，构建重组蛋白、多

肽等大分子序列，解决大分子序列多样性；开发包含新型桥接技

术在内的双特异/多特异抗体新一代技术，提高亲和力，优化协

同作用，降低毒副反应；开发血液循环稳定性高、肿瘤靶向性高

的创新偶联连接子和体内药效更优的结构新型毒素小分子或激

活剂，提升抗体偶联药物能效；突破原创靶点发现技术，提高靶

点发现效率；突破轻重链正确配对技术和新型抗体定点偶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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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考核指标：搭建全球领先的原创靶点发现及大分子药物开发

平台，突破不少于2项抗体大分子创新药卡脖子技术，申请不少

于3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发表不少于2篇SCI高水平文章；

推动不少于4个针对于实体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的临床前候选

化合物分子进入临床前药学研究开发，其中不少于2条管线产品

获得临床批件并开展临床研究，初步证明创新大分子靶向药物的

疗效和安全性；递交1款创新药物上市申请，提升抗体大分子产

业化能力。原创靶点单克隆抗体、高亲和力和协同作用优的多抗

及偶联药物等预期填补国内空白。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5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5年。

6003 高效抗抑郁药物的新机制研究和靶向新药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当前抑郁症发病率高，缺乏快速、高效、安

全治疗药物的局面，开展新机制、新靶点的治疗抑郁障碍性疾病

新药研发，并推动临床应用。具体包括：研究抑郁障碍性疾病发

病新的关键分子机制；发现可调控的药物作用新靶标/靶点；筛

选新的快速、安全抗抑郁活性分子；阐明其对现有临床一线抗抑

郁药的药效优势；进行系统性成药性评价，完成临床前研究并开

展临床研究，推进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创新药研发。

考核指标：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有效、质量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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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抑郁创新药物；创新药应具有创新分子机制、新的作用靶标

/靶点；发现新的快速、安全抗抑郁活性分子；获得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机制、新靶标/靶点及新药制备的国内外发明专利不

少于2项；完成药物临床前研究、获得临床批件；药效、安全性

优于现有临床一线药物；预期在5年内通过临床研究，获得生产

批件，年产量不少于200万剂。高效抗抑郁药物疗效预期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5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5年。

6004 面向疾病精准治疗的基因治疗关键技术及药物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关键疾病靶点，精准设计稳定的基因治疗药

物序列，开展药物递送系统研究，解决基因治疗药物规模化生产

关键技术难题并推动临床应用。具体包括：针对关键分子靶标，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等前沿技术辅助开展基因治疗药物

序列与结构等设计；围绕安全性、递送效率、靶向性等开展研究，

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治疗药物递送系统；阐明基因治疗

药物的装载与释放过程，明确其体内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等

药物代谢动力学特征；重点突破规模化制备过程中的核心技术瓶

颈，建立适用于基因治疗药物生产的符合国际化标准的质量管理

体系；遴选品种开展临床研究，推进产业转化和应用。

考核指标：筛选出不少于4种能够有效抑制重大疾病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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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药物；搭建全球领先的基因治疗药物开发及生产平台，形成

不少于2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治疗药物递送关键技术，不

少于1个适用于基因治疗药物的绿色生产工艺；建立质控新技术

和新标准，包括不少于1项适用于基因治疗药物的具有国际化标

准的质量管理体系；构建不少于3个适用于基因治疗药物体内外

过程研究模型，完成基因治疗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完成不

少于1个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获得不少于1个临床批件并开展

临床研究，初步证明基因治疗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基因治疗药

物递送关键技术预期填补国内空白。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5年。

6005 针对重大感染性疾病治疗的抗感染药物高效创制

研发内容：针对现有抗感染药物对耐药病原体无效的困境，

研发新结构新机制抗重大感染性疾病药物。具体包括：建立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内涵、多尺度抗感染化合物筛选技术体系；构

建高价值化合物实体以及虚拟数据库；搭建基于人工智能（AI）

挖掘和合成生物学等技术的新结构新机制抗感染化合物发现与

创制平台，实现新型抗感染先导化合物的高效挖掘；运用组合生

物学及药物化学等手段对先导化合物进行结构优化，并进行耐药

细菌及真菌活性评价与作用机制研究；开展药物代谢动力学、临

床前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研究；利用遗传改良改造及化学合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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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手段，实现先导化合物的工业化高效获取与制造。

考核指标：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感染化合物的挖掘技

术体系；构建不少于1000个具有新结构的小分子化合物实体库；

获得不少于20种具有抗耐药细菌和耐药真菌的先导化合物；通过

开发和改造获得不少于2种新型抗耐药候选药物；建立1条达到工

业化制造的生产路线，实现量产示范；完成药物代谢动力学以及

质量标准研究；完成1个由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获得1个临床

批件并开展临床研究，初步证明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抗感染药

物疗效预期达到国际先进。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5年。

七、高端装备专项

本专项目标：围绕战略产业高端产品及重大工程关键装备，

开展高精度、高可靠、高效率、智能化、电动化基础部件及装备

研发，加快推动高端装备自主可控，提升重大装备核心竞争力。

重点立足我省制造业基础优势，围绕补齐装备及核心零部件等突

出短板，加快高端数控机床、高性能制造、智能机器人等关键技

术研发，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为新型工业化赋能增力。

2024年度指南围绕重载智能工业机器人、重型电动运载装备一体

化线控底盘、高端数控机床等技术方向，启动实施7项重点攻关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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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1 700kg以上重载智能工业机器人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关节型工业机器人智能化水平低、负载能力

弱等问题，开展工业机器人重载化、智能化关键技术研究。具体

包括：研究工业机器人谱系高负载自重比优化设计方法和整机高

速、高负载、高精度智能作业控制方法，突破工业机器人机电控

参数耦合的一体化协同设计、非线性动力学建模、关节非线性智

能控制、作业轨迹自主规划、作业工况智能感知、作业动态误差

实时补偿、高速运动振动抑制与轨迹精度保持等关键技术，提升

国产工业机器人控制性能和作业易用性，面向新能源、航空航天

等行业开展应用验证。

考核指标：机器人负载700kg及以上，臂展≥2800mm，整机

负载自重比≥0.2，末端位置重复定位精度≤±0.08mm，绝对定

位精度≤±0.8mm，全空间下轨迹重复精度优于±0.1mm，机器

人0.3mm内稳定时间≤200ms，核心部件国产化率≥98%，平均

无故障时间80000h；在典型行业完成不少于100台的应用验证。

预期成果填补国内空白。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7002 重型电动运载装备一体化线控底盘研发

研发内容：围绕道路运载装备智能化、线控化、电动化需求，

开展重型电动运载装备一体化线控底盘技术研发。具体包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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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电动运载装备一体化线控底盘架构—功能一体化设计，线控电

液主动转向变传动比控制与主动防侧翻技术，线控驱动/制动高

精度动态跟踪与宽载荷域多源能量优化技术，重型电动运载装备

一体化线控底盘多矢量协同控制与全冗余容错技术，重型电动运

载装备一体化线控底盘整机集成测试技术，实现重型电动运载装

备一体化线控底盘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

考核指标：电池体积成组效率（能量仓）≥70%；线控电液

转向转角控制精度≤0.5°，转矩控制精度≤0.5Nm，传动比12-36

范围可调，转向工况最大侧向加速度<0.6g；驱动系统额定功率

≥260kW，峰值功率≥430kW，驱动力矩控制精度≤1%，驱动

系统综合效率≥92%；复合制动力矩控制精度≤1%，最大制动

减速度≥0.7g，全工况制动能量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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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4 大吨位纯电动装载机研发

研发内容：围绕大吨位装载机电动化升级需求，开展全新架

构大吨位纯电动装载机关键技术研发。具体包括：大吨位纯电动

装载机多电解耦驱动架构及构型适配优化技术，大容量高电压高

倍率动力电池及宽温域电池主动均衡管理技术，铰接式电控液压

转向与轮边差速转向融合的多模转向技术，装载机行走及作业系

统纵横垂协同控制技术，大吨位纯电动装载机集成及测评技术，

实现大吨位纯电动装载机自主可控。

考核指标：最大牵引力≥850kN，最高车速≥24km/h，驱动

防滑收敛时间≤0.2s，电机转速≥4200rpm，输出扭矩≥420kNm，

噪声≤96dB(A)；研发1套大吨位工程机械专用的大容量电池系

统，系统电量≥1000kWh，系统电压≥800V，持续充放电倍率

≥2C，SOC估算误差≤5%，持续工作环境温度-20℃-55℃；差

速转向控制降低转向油缸压力≥20%，多模转向跟踪精度≤1°；

铲装作业下的停靠误差≤0.25m；研制25吨以上大吨位纯电动装

载机应用不少于3台（辆）。预期成果填补国内空白。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7005 长航时重载航空器专用涡轮混合电推进系统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高维货运、应急救援、空中出行等城市低空

经济重大发展需求，针对高功重比燃气涡轮发动机、高功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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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高比能电源系统、高效能能量管理系统等，开展重载航

空器专用涡轮混合电推进系统关键技术攻关。具体包括：高效能

涡轮混合电推进系统构型优化设计技术，涡轮发动机电调节可控

循环控制技术，超高速电机无感低损矢量解耦控制技术，面向飞

行安全的电池多状态联合估计与智能管理技术，融合航程规划的

预见性能量管理与自适应功率调配技术等关键技术，开发涡轮混

合电推进系统原理样机，实现典型任务剖面下的地面试验验证。

考核指标：涡轮发动机功率质量比≥3kW/kg，耗油率≤

0.5kg/kW·h，额定功率≥200kW，峰值功率≥300kW；电机功率

密度≥5kW/kg，最大转速≥30000rpm，额定功率≥200kW，峰

值功率≥300kW；电池系统能量密度≥250Wh/kg，系统成组效

率≥70%，0℃-40℃充放电倍率≥4C、电池SOC估计误差≤±

5%；混合电推进系统综合能量转化效率≥90%，TBO≥1500小

时。预期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7006 深海立体观测网高可靠性装备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海底观测网走向深海及其大容量高速率数据

传输要求，开展深海立体观测网高可靠性装备研发。具体包括：

研发深海立体观测网多功能负载平台；研发深海立体观测网耐压

腔体；研发深海装备密封与耐腐蚀等深海通用技术；研发深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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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高速率长距离光通信、光传输方法与器件；研发适用深海的新

型OTN传输装备、高压高功率电源装备等。

考核指标：深海立体观测网试验装备应用水深≥4500m，装

备设计寿命≥25年；深海耐压腔体耐压≥45MPa，腔体结构件气

密漏率≤5×10-9mbar.L/s；多功能负载平台单套系统可提供不少

于12个干/湿光电接驳组件；深海通信新型OTN节点装备单波传

输速率≥200Gbps，点对点传输单跨距离≥200km，通信节点装

备满载功耗≤100W；深海高功率电源装备额定功率≥20kW，电

能转换效率≥95%，输出电压精度≤1%，纹波系数≤1%。预期

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7007 智能航天器综合电子软硬件松耦合平台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军民应用对未来智能化航天器“好用、易用、

低成本”的需求，开展智能航天器综合电子松耦合平台研究。具

体包括：智能航天器的软件容错模型与智能决策算法研究；资源

紧缺型场景下的轻量容器技术研究与实现；软硬件解耦的卫星微

服务架构研究与实现；基于卫星微服务架构的卫星共性服务研究

与实现；基于卫星服务架构的仿真技术研究与实现。

考核指标：支持SPARC、ARM、LoongARCH不少于3种处

理器架构，不少于3款国产处理器适配；操作系统镜像小于8M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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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运行内存消耗小于12M字节；分布式通信组件支持不少于4

种编程语言，支持冗余容错、负载均衡能力，完成不少于6种外

设的驱动框架设计，形成6种硬件功能服务化组件；完成不少于8

种卫星共性组件服务化，服务化组件可动态独立部署、松耦合平

台支持功能动态增加和减少。预期成果填补国内空白。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八、新能源专项

本专项目标：集中攻关新一代高效率太阳光伏电池、新型大

功率海上风电机组及核心部件技术，研发示范一批海上和陆上可

再生能源新型系统技术，锻造产业链上的器件、装备、系统、软

件、测试等关键产品技术强项，提升我省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总体

水平。加强与中国科学院及其相关研究所的战略合作，与风能太

阳能行业的大型能源央企、龙头制造企业开展联合研发和集成示

范，鼓励高校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参与，着力打造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先行先试区，力争形成可再生能源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

的江苏方案。2024年度指南围绕薄膜型叠层光伏组件、新型多风

轮直流风电机组、构网型光伏中压发电系统等技术方向，启动5

项重点攻关任务。

8001 大面积商用薄膜型叠层光伏组件产业化技术及关键

装备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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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内容：针对光伏产业对高效率、低成本商用叠层光伏组

件的迫切需求，突破大面积薄膜型叠层光伏组件规模化制备技

术、关键装备及核心材料等全链条技术，推动高效率叠层光伏组

件的产业化和推广应用。具体包括：开发大面积宽、窄带隙吸光

层薄膜的可规模化溶液法制备技术；研制适用于平米级大面积叠

层组件的低光电损耗隧穿结、电荷传输层的快速制备技术；研制

大面积叠层组件的快速激光划刻装备和大面积空间型原子层沉

积镀膜设备；开发叠层组件专用非自由基低温交联封装胶膜，研

制低温无损封装技术；开发叠层组件的大面积生产整套制备技术

工艺，建设规模化示范生产线；研究使役条件下大面积叠层组件

的衰减机制及稳定性提升技术，建立典型气候下叠层光伏组件及

系统室外性能评价技术。

考核指标：实现薄膜型双结叠层太阳电池实验室效率不低于

32%（面积不小于1cm2），中试尺寸叠层组件效率≥28%（面积

≥800cm2）；基于低成本可规模化溶液法制备技术，获得高结晶

质量、高均匀性的大面积宽、窄带隙吸光层薄膜，厚度不均匀性

低于5%；获得大面积低光电损耗隧穿结、电荷传输层等关键功

能层材料的快速制备技术；研制大面积激光划刻装备及工艺，设

备国产化率≥90%，实现划线速度≥2m/s，加工节拍≤30s，死

区宽度≤150µm；开发有效镀膜面积大于2平方米的空间型ALD

设备，薄膜不均匀性低于5%；开发低温层压封装材料及关键技

术工艺，胶膜封装温度≤120℃，封装时间≤15min，交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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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无过氧化物释放；建设叠层光伏组件示范生产线，产能不

低于100MW，组件光电转换效率≥24%（面积≥0.72m2），示范

线组件平均效率≥22%；厘清叠层组件衰减机制，叠层组件通过

IEC61215测试认证；建设兆瓦级叠层光伏发电示范系统1个，提

出叠层组件寿命定量评估方法和组件性能评价标准。预期成果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5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4年。

8002 面向空间应用的大面积柔性高效晶硅太阳电池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应用领域对于高效轻

质大面积柔性光伏技术的重大需求，基于高效率晶硅电池技术，

开展轻质柔性光伏电池光子捕获、应力控制等关键技术研究，研

制新型大面积高效率柔性晶硅太阳电池及组件。具体包括：光、

电、热、力多物理场耦合仿真技术；分析超薄柔性晶硅太阳电池

效率损失机制，研究提高效率的技术路径；低表面载流子复合的

电池结构设计与实现；新型晶硅表面曲面陷光结构的制绒技术；

衬底无损减薄切片技术、抑制柔性晶硅电池裂片机制与方法；掺

杂、键合、低温转移等工艺过程相关的应力及翘曲控制技术；适

用于空间应用的大面积高效率柔性晶硅太阳电池与组件制备关

键技术及设备。

考核指标：50μm-120μm厚度大面积柔性晶硅太阳电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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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面积＞182×91mm2）；柔性晶硅太阳电池卷曲的曲率

半径≤20mm、重量比功率≥1500W/kg；陷光结构高度差≤

0.5μm；弯折次数10000次后效率衰减率≤2%、满足光伏组件测

试标准IEC61215 DH1000H效率衰减率≤5%、PID96H效率衰减

率≤5%；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兆瓦级柔性晶硅电池中试线，

制作出柔性高效晶硅太阳电池组件（组件面积≥1m2，组件效率

≥23.5%）。预期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8003 新型高效多风轮直流风电机组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风电机组大型化和进一步降低成本的需求，

开展新型高效单基础多风轮直流风电机组关键技术的研究与示

范。具体包括：新型多风轮直流风电机组气动、结构、载荷优化

设计及整机、关键部件方案；多风轮直流风电机组气—机—电—

控—网多物理量耦合及高效能量转换机理；多风轮直流风电机组

稳定控制技术；多风轮直流风电机组高效电能变换及并网控制技

术；新型多风轮直流风电机组工程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新型高效单基础多风轮直流风电机组整机设计方

案及大功率样机，新型样机功率不低于5MW，最大风能利用系

数Cp不小于0.51，整机能量综合利用效率不小于46%。预期成果

填补国内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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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8004 大功率构网型光伏中压发电系统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大型光伏系统高效率、高稳定集电构网的重

大需求，开展大功率构网型光伏中压发电系统关键技术研发。具

体包括：基于中压直流集电和中压逆变构网的构网型光伏中压发

电系统拓扑设计及稳定机理；高效、低成本中压直流升压变换技

术，构网型大功率中压逆变技术；光伏发电系统统一协调构网控

制技术；构网型光伏系统集成技术；构网型光伏系统测试与评估

技术。

考核指标：光伏直流变换器输出电压≥±30kV、单机额定

功率≥2MW；构网型中压逆变器单机功率≥5MW，最大转换效

率不低于98%，输出电压稳定度±3%，频率稳定度≤±2%，有

功频率调节响应时间≤400ms，无功响应时间≤40ms；建立构网

型（基于中压直流集电和中压逆变构网）光伏中压发电系统示范

工程，光伏容量≥5MW。预期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5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8005 面向深远海风电直流外送的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及

高压功率器件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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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内容：为降低海上换流平台的建设成本和运行损耗，开

展面向深远海风电直流外送的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MMC）及

高压功率器件关键技术研发。具体包括：6500V IGBT和FRD低

漏电和强抗湿气的芯片终端结构，6500V IGBT低损耗和强鲁棒

性的芯片有源区和集电极结构，6500V FRD强抗浪涌电流能力的

阳极结构；高电压、高湿度、高盐雾环境下的压接封装绝缘技术

和高可靠性工艺；MMC极限工况下暂稳态应力特性及关键元部

件参数设计，MMC子模块研制及试验验证。

考核指标：研制6500V压接型IGBT器件，额定电流2000A，

工作结温125℃，导通压降≤3.5V，通过96小时盐雾测试，通过

60kPa气压下的6.5kV耐电测试，功率循环能力大于2万次；研制

MMC子模块，稳态电流峰值≥2kA，最大可关断电流≥4kA，短

路电流能力≥16kA。预期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5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九、氢能与储能专项

本专项目标：统筹推进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创新，加快

建立完整自主的储能技术研究和制造体系，提升氢能与储能产业

核心竞争力，推动我省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

围绕氢能低成本高效制备和储运、低温和高温燃料电池堆、多时

间尺度高安全、低成本、规模化的新型储能技术、全固态电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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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技术攻关，推动氢能多场景应用和产业化发展，着力降低新

型储能技术成本，促进先进储能技术在能源转型场景实现规模化

应用，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2024年度指南围绕氢燃料电池、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全固态电池等技术方向，启动实施6项重

点攻关任务。

9001 低铂高环境适应性氢燃料电池系统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氢燃料电池系统对低成本和高环境适应性的

发展需求，开展氢燃料电池系统结构设计、膨胀机/空压机一体

化高性空压机开发、大功率电堆流场设计与装配工艺、超低铂高

性能膜电极研制等技术研究。具体包括：研发适应超低铂条件运

行的高性能、高动态响应膜电极技术，研发适应高电流密度的流

场结构、超薄低成本双极板技术，开发提高电堆一致性、可靠性

以及装配效率的集成设计和密封设计方法，开发膨胀机/压缩机

一体化设计的高速离心式空压机，氢燃料电池系统匹配与集成技

术，开展氢燃料电池发动机低温冷启动、环境适应性（高低温、

高海拔）等测试与评价方法研究，形成低铂高环境适应性氢燃料

电池系统产品。

考核指标：氢燃料电池系统额定功率≥180kW，最高效率≥

60%，额定效率≥50%，-40℃储存与-30℃低温自启动，3000m

海拔额定功率损失不超过20%，耐久性≥10000小时（工况循环

测试后额定功率下效率衰减≤10%）；电堆峰值功率下，体积功

率密度≥5.0kW/L，最高工作温度≥90℃；膜电极铂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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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mg/W，在2A/cm2电流密度处的电压≥0.70V（空气过量系数

不大于1.8，湿度不大于30%）；空压机空气升压比≥3.0，空压

机最高效率≥80%。预期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5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4年。

9002 宽温区高燃料耐受性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关键

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以工业副产氢、裂解氢为燃料的下一代大功

率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面临的电池效率低、运行寿命短、关

键材料有待技术突破等问题，开展适应广泛温度条件、燃料耐受

性强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和结构设计、电堆集成关键

技术研究。具体包括：宽温区、高导电新型电解质及催化剂的结

构设计及制备技术；宽温区催化剂活性影响因素和失效机制，高

活性催化剂的设计方法与制备技术；高性能、长寿命、宽温区、

高燃料耐受性膜电极制备技术；高温高效率燃料电池电堆结构设

计及制备技术，多源（含杂质）燃料条件下电堆的运行验证。

考核指标：质子交换膜在80-105℃温区范围内的电导率≥

120mS/cm，在105-120℃温区范围的电导率≥100mS/cm，电导率

1000小时衰减≤10%；以氢气（CO2含量不低于20%）为燃料的

膜电极中，催化剂贵金属载量≤1mg/cm2；在0.65V条件下（在

100-120℃温度范围），电流密度达到1A/cm2，运行1000小时（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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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不低于20%），衰减≤10%；在≥105℃的工作温度和CO2

含量不低于20%的氢气供给下，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样机功

率≥2kW，能稳定运行60min。预期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9003 新型光辅助电解槽分解水制氢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绿氢更低成本和工艺简化的需求，开展新型

光辅助电解槽分解水制氢及其关键技术研发。具体包括：揭示半

导体材料与电催化剂的界面电荷传输规律，开发（不含贵金属Ir）

高性能的光辅助电催化剂体系，利用半导体产生的光生电压降低

水氧化（OER）的表观开启电势；提升半导体材料在大工作电流

下的稳定性，解决耐腐蚀问题；光辅助电解槽的设计与制备，降

低电解槽的槽压；揭示光辅助电解槽分解水制氢的使役特性，提

高其使用寿命。

考核指标：获得高效的光辅助电解槽分解水制氢技术。开发

2-3种高性能的光辅助电催化剂体系，水氧化（OER）的表观开

启电势≤1.33V@100mA/cm2；搭建光辅助电解槽1套，光辅助电

解槽分解水制氢的运行槽压控制在1.5V@100mA/cm2；光辅助电

解槽制氢的表观能耗≤3.8kWh/Nm³；光辅助电解槽制氢的稳定

性≥3000h。预期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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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9004 聚合物氧化物复合全固态动力电池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下一代高安全、高能量密度动力电池发展的

需求，开展聚合物氧化物复合的全固态动力电池机理及其关键技

术研发。具体包括：研究适用于高能量密度全固态电池正极、负

极、中间膜的氧化物、聚合物固态电解质材料体系及中试量产技

术；研究无较高外界压力下，全寿命周期电芯保持低内阻的界面

解决方案以及离子在复杂结构中的多尺度输运机理；研发兼具本

征安全、高能量密度、长循环寿命、高倍率、耐高温的新一代全

固态动力电池；研发全固态电池在电化学、机械、安全性方面的

失效机制与改进策略。

考核指标：掌握关键材料和电芯的规模化量产制造能力及失

效机制；氧化物固态电解质粉体材料室温离子电导率≥1mS/cm，

电化学窗口≥5.0V，每公斤成本≤200元；聚合物氧化物复合隔

膜材料面电阻室温≤10ohmcm2，电化学窗口≥4.8V，成本低于3

元/m2；全固态动力电池电芯不含任何液体电解质，单体容量≥

50Ah，质量能量密度≥400Wh/kg，体积能量密度≥800Wh/L，

1C充放电循环寿命≥1000次（容量保持率≥80%），日历寿命≥

15年；1C容量/0.1C容量≥80%；全固态电池电芯安全性满足电

动汽车应用需求，电池针刺、200℃热箱不起火不爆炸，成本≤

1.2元/Wh。预期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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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9005 硫化物基全固态动力电池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下一代高安全、高能量密度动力电池发展的

需求，开展硫化物全固态动力电池机理及其关键技术研发。具体

包括：研究适用于高能量密度全固态电池正极、负极、中间膜应

用的硫化物基固态电解质材料体系开发及中试量产技术；研究硫

化物全固态正极和负极的设计和制造技术；研究硫化物全固态电

池界面解决方案及离子输运机制；研发兼具本征安全、高能量密

度、长循环寿命、高倍率、宽工作温度范围的新一代全固态动力

电池；研究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在电化学、机械、安全性、环境适

应性方面的失效机制和改进策略。

考核指标：掌握关键材料和电芯的规模化量产制造能力。硫

化物固态电解质粉体材料室温离子电导率≥5mS/cm，颗粒尺寸

≤10μm，每公斤成本≤2000元，产能达每年百吨级；硫化物全

固态动力电池电芯容量≥10Ah，质量能量密度≥400Wh/kg，体

积能量密度≥800Wh/L，室温1C充放电循环寿命≥1000次（容量

保持率≥80%），日历寿命≥15年；1C容量/0.1C容量≥80%；全

固态电池电芯安全性满足电动汽车应用需求，电池针刺、200℃

热箱不起火、不爆炸、不产生有害气体，成本≤2.0元/Wh。预期

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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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9006 电动飞机高能量密度全固态电池研发

研发内容：面向下一代无人机、垂直起降飞机、飞行汽车、

通用电动航空器等对本质安全、超高能量密度动力电池的需求，

开展全固态动力电池关键技术研发。具体包括：研究适用于

500Wh/kg能量密度电芯的全固态电池的正极、负极、固态电解

质粉体及膜材料开发；研究全固态电池电芯全寿命周期中的热—

电—力耦合行为与界面行为；研发兼具本征安全、高能量密度、

长循环寿命、高倍率、宽温域的新一代电动飞机用全固态动力电

池；研发全固态电池在典型工况下的电化学、机械、安全性方面

的失效机制；研究适合电动飞机应用场景的智能传感、早期预警、

安全防护技术。

考核指标：研究高容量正极、负极、固态电解质等关键材料

及高能量密度电芯技术。正极材料比容量≥300mAh/g，能量密

度≥1000Wh/kg，面容量≥4mAh/cm2，1C循环1000次容量保持

率 不 低 于 80%； 负 极 材 料 比 容 量 ≥ 1500mAh/g， 面 容 量 ≥

4mAh/cm2，首次库伦效率（0-1.5V）超过80%，1C循环1000次

容量保持率不低于80%，4C/1C放电容量保持率超过90%；固态

电解质粉体材料室温离子电导率≥1mS/cm，固态电解质膜面电

阻≤10ohmcm2；全固态动力电池电芯容量≥30Ah，质量能量密



— 58 —

度≥500Wh/kg，室温1C充放电循环寿命≥1000次（容量保持率

≥80%）；1C容量/0.1C容量≥80%；全固态电池电芯电池针刺、

200℃热箱不起火、不爆炸、不产生有害气体，其他安全性指标

超过电动汽车国标要求；发展出针对全固态电芯的温度、压力、

气体等传感技术，采集信号能集成到BMS管理系统并具备控制

能力。预期成果填补国内空白。

有关说明：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有在研揭榜挂帅省

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牵头申报；省财政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

过10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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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主管部门

联合攻关单位
项目负责人/联系
方式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实施期内预
期达到的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个）

形成的重大战略目标产品（个）

研发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新品种等（个）

新增授权知识产权（个）

制定国家、行业、地方或企业标准数（个）

形成示范应用场景（个）

实效指标 考核指标按期完成率（%）

质量指标

实现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描述具体技术）

形成的重大战略目标产品（描述产品名称）

项目预期实现的目标成效（国际首创、国际领先、
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国内先进、填补国内空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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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4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推荐项目汇总表样式

推荐单位： （盖章） 联系人/联系电话：

序 号 项目受理号 指南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申报单位
类型

所在县
（市、区）

联合攻关
单位

申报材料签字、
盖章、日期、附
件等内容是否

已审核

备注

注：1．此表由项目主管部门负责填报，表内列明的项目均为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核符合申报要求的项目。
2．申报单位类型填写：国家（省）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新型研发机构、企业等；

申报单位为企业的，请明确企业类型，主要包括创新型领军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含证书编号）、独角兽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等。

3．联合攻关单位：指除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外，牵头申报联合攻关方向的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或省产研院专业研
究所申报项目必须有省内企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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