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19 年度“现代种业（岭南特色农作物和
家禽种业）”重大专项申报指南

生物种业是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根本，是农

业发展的命脉，农业优良品种是现代农业增产的核心要素。

随着农业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的格局逐步形成，结合我国实

施乡村振兴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战略需求以及

广东农业产业的实际情况，广东省启动实施 2019—2020 年

“现代种业”（岭南特色农作物和家禽种业）重大科技专项，

大力开展现代种业科技创新，培育突破性重大新品种，提升

种业国际竞争力、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广

东现代农业发展。专项以特色优质农作物、畜禽等新品种选

育与创制为主线，统筹部署安排种质资源精准鉴评、核心种

质构建、关键核心育种技术研究应用等创新方向，协同推进

种业全链条创新，预期创新利用现代育种技术，使主要农作

物新品种选育效率大幅度提高，获得具有育种利用价值和知

识产权的重大新基因，形成高效育种技术体系，研发广东优

势特色农作物、禽畜等优质生产的核心种质或品种（品系），

培育一批重大新品种并推广应用。

本专项重点部署 5 个专题，12 个项目，申报时专题二项

目 2、专题三项目 1、3、4 研究内容可按类别覆盖全部考核



指标研究内容，其他专题（项目）须涵盖该专题（项目）下

所列的全部内容，项目完成时应完成该专题（项目）下所列

所有考核指标。项目实施期 3～5 年。

专题一：育种技术研究与装备研发应用（专题编

号;20190218)

项目 1：常压室温等离子体诱变育种新技术与装备研发

及应用

（一）研究内容

研发利用惰性气体的安全高效常压室温等离子体诱变

育种新技术，系统揭示基因组水平基因损伤及突变规律；通

过电-气-水的控制系统集成，研制自动化高通量等离子体生

物育种成套装备，可广泛用于原核到真核生物的诱变育种；

利用上述诱变育种新技术、新装备，结合多组学方法实现基

因型-表型关联分析，定向获取能成为分子育种靶标的突变

基因，研究提高分子辅助标记育种效率的方法和育种流程；

实现诱变育种新装备在特色植物、水产育种及生物发酵等领

域的应用示范，获得高性能可应用突变体。

（二）考核指标

1.开发基于惰性气体的常压室温等离子体诱变育种新

技术，其具备基因双链断裂能力，且基因组损伤强度及突变

效率比传统物理和化学等诱变方法平均高 2～5 倍，能够广



泛用于原核到真核生物诱变；利用多组学分析技术获得高性

能突变体的组学数据库，通过基因型-表型关联分析，筛选

获取分子育种的靶标基因，建立提高分子辅助标记育种效率

的新流程。

2.建立 4 种以上典型果蔬和花卉的诱变育种方法，每种

植物获得性能显著变化（可量化指标变化 10%以上）的突变

体 3 种以上；建立 4 种以上典型水产养殖鱼类的诱变育种方

法，构建其突变体库，并获得发育性状显著变化（可量化指

标变化 10%以上）的突变体各 3 种以上；构建发酵微生物突

变库，库容在 10 万个以上，并结合高通量进化筛选方法，

获得生产效率提高10%或以上的生物发酵菌株突变株10株以

上。

3.研制出适于不同育种需求的自动化高通量常压室温

等离子体生物育种成套装备 3 台以上，以氦气等惰性气体作

为产生等离子体的工作气体，气体流量控制在 0～30 标准升

/分钟内且可调，设备最大功率为 500～1000 瓦；等离子体

照射均匀，照射面积可控制在 210～5900 平方毫米，且育种

设备具备操作安全、稳定、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单等特点；

诱变处理时间在 20 秒到 1 个小时之内；单批诱变处理通量：

微生物在 108 细胞以上，植物种子或花粉或组培物在 5000

个（粒）以上，水产生物样品在 1 万个以上。

4.获得审定或植物新品种权的花卉、蔬菜品种各 1 个，



水产养殖品种 1 个，工业发酵规模的微生物菌株 3 个；在广

东省内现代农业产业园或农业科技园区进行应用示范；推广

花卉、蔬菜新品种累计种植 100 亩（每个新品种），水产累

计养殖 200 亩，产量（或产能）提高 5%以上；微生物实现工

业规模的发酵生产，产量（或产能）提高 15%以上。

5.申请发明专利 3 件以上，获高质量专利 1 件以上。

（三）支持方式与强度、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8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企业牵头，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申报，

项目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专题二：粮油作物新品种选育（专题编号：20190219）

项目 1：耐盐碱水稻重要功能基因挖掘及品种创新与应

用

（一）研究内容

以广东特有的耐盐碱水稻（海水稻）种质资源为基础，

开展精准表型鉴定，筛选海水稻重要功能基因和核心基因供

体材料，构建分子育种技术体系，培育特优质高产抗逆香型

海水稻新品种。利用核心基因供体材料开展海水稻杂种优势

利用，选育耐盐渍的海水稻杂交种。研究盐渍地海水稻生理

生态调控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等关键技术，构建安全、



高效的海水稻良种良法配套盐渍地生产技术体系并试验、示

范与推广。

（二）考核指标

1.收集、评价海水稻种质 200 份以上，鉴定海水稻优异

性状基因 3～5 个，耐盐特异表达基因 5 个以上，开发分子

标记 5～6 个，创制育种新材料 10～12 份。

2.培育 4 个耐盐 0.3～0.6%，亩产突破 300 公斤的优质

的海水稻常规品种，其中审定耐盐品种 2 个。选育 2 个耐盐

0.3～0.6%，亩产突破 400 公斤的高产杂交稻新组合，推荐

参加国家耐盐区试。

3.构建优质海水稻的盐渍地良种良法配套技术体系，新

品种、新技术，在广东省内现代农业产业园或农业科技园区

应用示范推广 5 万亩。

4.获品种保护权 4～6 项，获高质量专利或 PCT 授权 2

件、发表高水平论文 3 篇以上。

（三）支持方式与强度、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6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企业申报，项目

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项目 2：粮油作物优质多抗新品种选育

（一）研究内容



深度鉴评筛选甘薯、马铃薯、花生等粮油作物优异种质

资源，发掘调控重要农艺性状的关键功能基因；构建基于分

子标记辅助选择、全基因组选择等的现代育种技术体系；对

粮油作物产量、品质、抗逆等性状进行改良，通过优异性状

聚合，创造有重大育种价值的新材料和优异新种质，培育具

有优良性状的甘薯、马铃薯、花生等粮油作物新品种；开展

新品种的示范与推广。

（二）考核指标

1.甘薯：（1）创制优异育种材料 30 份以上；构建包含

200～300 份资源的核心种质资源库。（2）选育优质鲜食型新

品种 3～5 个,花青素含量超过 20mg/100g 鲜薯。（3）2 个新

品种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相关专利 2-3 件，获发明专利

或 PCT 授权 1 件以上，高质量专利 1 件以上，发表高水平论

文 2 篇以上。（4）建立甘薯脱毒健康种苗繁育体系，并在广

东省甘薯主产区进行产业化示范推广。（5）新品种、新技术

示范推广应用面积 10 万亩以上。

2.马铃薯：（1）创制适宜广东冬种的优异马铃薯新种质

30 份以上。（2）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技术，选育适宜广

东省冬种的高产、优质、抗病马铃薯新品种 2～3 个，其中

薯肉黄素含量比广东主栽品种提高 30%以上或花色苷含量

35mg/100g 鲜薯以上，抗青枯病/晚疫病/病毒病等两种病害

以上，且达到中抗以上水平。（3）1～2 个新品种申请植物新



品种权，发表高水平论文 3 篇以上。（4）研发马铃薯新品种

本地化繁育和配套栽培技术 2 项以上，形成技术规程，新品

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应用面积 1 万亩以上。

3.花生：（1）通过表型组和全基因组重测序深度鉴评花

生种质资源 300 份以上。（2）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全基

因组选择等技术创制高产、高不饱和脂肪酸（高油酸或高亚

油酸）、抗病花生新种质 50 份以上。（3）育成适合本生态区

的优质高产抗病花生新品种5～6个，其中油酸含量70%以上，

符合高油酸专用型国家标准的花生新品种 1～2 个，抗锈病/

青枯病/叶斑病等两种病害以上，且达到中抗以上水平，新

品种示范推广面积 10 万亩以上。（4）申请植物新品种权 5

个以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3 篇；研制花生新品种配套高活力

种子生产技术 2 套以上，形成技术规程。

4.在广东省内现代农业产业园或农业科技园区应用示

范。

（三）支持方式与强度、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6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企业申报，可按

甘薯、马铃薯、花生分别申报，每类大约 200 万元左右。须

覆盖申报类别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专题三：特色园艺作物新品种培育（专题编号：20190220）



项目 1：优质设施和加工型蔬菜新品种选育

（一）研究内容

以供港大宗蔬菜（黄瓜、番茄）以及加工型蔬菜（芥菜、

冬瓜、南瓜）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设施和加工型新品种选

育研究。利用全基因组选择与高通量基因分型技术，解析蔬

菜作物加工、环境适应性等性状的影响因子与调控机制。通

过优质等位基因聚合，创制设施型黄瓜、番茄；利用加工型

芥菜、冬瓜和南瓜等优良育种新材料，培育适宜广东省产业

需求和气候特点的设施型黄瓜、番茄，以及加工型芥菜、冬

瓜和南瓜新品种。建立配套的高效、绿色、品质提升耦合生

产技术，并开展专用型新品种新技术的产业化推广。

（二）考核指标

1.新品种选育：（1）选育适合广东省产业需求和气候特

点的耐高温、耐弱光、抗病设施型黄瓜（抗疫病）、番茄（抗

细菌性髓部坏死病）新品种 2～3 个。（2）选育适合广东省

产业需求和气候特点的高产、优质加工型芥菜（纤维短、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高、亚硝酸盐含量低）、冬瓜（高干物质含

量、高纤维素含量、无籽）和南瓜（高叶黄素、甜度适中、

果形规则）新品种 2～3 个。

2.创制适合设施栽培或加工的、生产性能明显提升的新

种质各 15～20 份。

3.制定设施型或加工型蔬菜品质耦合提升技术各 1～2



项。

4.申请或获得植物新品种权各 2～3 项，申请发明专利

各 3～5 件，获发明专利或 PCT 授权各 1 件，高质量专利 1

件以上。

5.在广东省内现代农业产业园或农业科技园区应用示

范。

（三）支持方式与强度、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6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企业申报，可按

设施型蔬菜、加工型蔬菜分别申报，每类 300 万元左右，须

覆盖申报类别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项目 2：广东特色香型优质茶新品种培育

（一）研究内容

挖掘广东特色茶树资源，采用分子标记育种技术、现代

多组学关联分析等现代分子育种技术，筛选具有高香气物质

的茶树新种质；选育产量、抗性等综合性状优良的杏仁香、

玫瑰香、木香红茶和栀子花香、芝兰香单丛等广东特色香型

优质茶树新品种；建立茶叶香气分子育种技术体系，并开发

相应分子标记，用于特色香型茶树育种的早期鉴定。研究配

套的繁育种植技术，开发茶叶新产品，并进行新品种新技术



示范推广。

（二）考核指标

1.收集和鉴评特色香型红茶、单丛茶种质资源 100 份

以上，获得高香、高氨基酸茶树新种质 50 份以上；选育综

合性状优良的杏仁香、玫瑰香、木香等特色香型红茶新品种

3 个以上；选育栀子花香、芝兰香单丛茶新品种 2～4 个。

2.建立茶叶香气分子育种技术规范 1 项，获得香气组分

关键基因或分子标记 5～10 个。

3.2 个以上新品种申请植物新品种权或通过新品种登记，

发表高水平论文 3 篇以上。

4.形成新品种配套繁育、高效栽培生产技术规程 2 套以

上。

5.建立核心示范区 500 亩以上，新品种亩产值达 3 万元

以上。

6.在广东省内现代农业产业园或农业科技园区应用示

范。

（三）支持方式与强度、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6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企业申报，项目

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项目 3：优质特色球宿根花卉新品种培育



（一）研究内容

以石蒜科、姜科、菊科等岭南特色球宿根花卉为主要研

究对象，收集和引进国内外优异品种资源，丰富核心种质资

源库；结合传统杂交育种和现代育种手段，选育出一批香气

浓郁、花期长、花色丰富的岭南特色花卉新品种；利用转录

组学、代谢组学、基因组学等技术手段，揭示调控花香及花

期等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鉴定花香品质及花期形成的

关键基因；开发一批可用于目标性状辅助选择的分子标记；

对新品种进行示范推广。

（二）考核指标

1.引进国内外石蒜科、姜科、菊科优异品种资源各 50

份以上，构建核心种质资源库。揭示花香及花期性状形成的

分子机制，鉴定石蒜科、姜科、菊科的花香及花期性状相关

关键基因各 3～5 个；开发可用于辅助育种的分子标记各 3～

5 个。

2.培育优质特色石蒜科、姜科、菊科等花卉新品种各 2～

3 个。生产种苗各 500 万株以上，并进行示范推广。

3.通过审定或植物新品种权各 2～3 个，申请发明专利

各 3～5 件，获发明专利或 PCT 授权各 1 件以上，高质量专

利 1 件以上；发表高水平论文各 5 篇以上。

（三）支持方式与强度、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6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企业申报，可按

石蒜科、姜科、菊科分别申报，每类大约 200 万元左右。须

覆盖申报类别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项目 4：热带亚热带高产优质大豆与豇豆新品种选育

（一）研究内容

以大豆和豇豆为研究对象，开展资源精准鉴评，挖掘产

量、抗性和品质相关重要性状基因，创制高产、优质育种新

性材料；构建现代生物育种技术体系，并与常规育种结合创

建大豆和豇豆特异新品系，选育具有突破性的新品种；集成

智慧安全高效种子生产技术和大豆高效根瘤菌组合等新品

种高产优质生产技术，在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和一带一路地

区进行新品种大面积应用；面向农业生产及种子贸易，配合

检测及认证服务，构建标准、稳定、高效的种子质量检测技

术平台。

（二）考核指标

大豆：（1）参考国际种子检测标准构建稳定、高效的种

子质量检测技术平台，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标准。（2）开

展大豆核心种质资源精准鉴评 300 份，定位及挖掘重要基因

位点 20 个，构建现代分子育种技术体系。（3）育成大豆高



产优质抗逆新品种 3～5 个，在广东及周边省区开展大豆清

种、间套作栽培示范推广，并建立与发展中国家（如非洲）

的合作关系。（4）申请 3～5 个高产优质抗逆新品种保护权；

申请发明专利 3～4 件、获发明专利或 PCT 授权 1 件以上，

高质量专利 1 件以上。（5）在国内建立高效繁育种基地 5 个

以上，集成推广种子智慧高效生产技术、新品种及配套栽培

技术 200 万亩；在国内外建立示范和推广基地 2 个以上，面

积各 100 亩以上。

豇豆：（1）参考国际种子检测标准构建稳定、高效的种

子质量检测技术平台，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标准。（1）开

展豇豆核心种质资源精准鉴评 200 份，定位及挖掘重要基因

位点 10 个，育成豇豆新品种 2～3 个，（2）申请 2～3 个高

产优质抗逆新品种保护权；申请发明专利 2～3 件、获高质

量专利 1 件以上。（3）在国内建立高效繁育种基地 5 个以上，

集成推广种子智慧高效生产技术、新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

200 万亩；（4）建立全覆盖的种业经营体系，在广东省内现

代农业产业园或农业科技园区应用示范。

（三）支持方式与强度、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6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企业申报，可按



大豆、豇豆分别申报，大豆 400 万元左右，豇豆 200 万元左

右，须覆盖申报类别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项目 5：不同熟期抗寒优质龙眼新品种选育

（一）研究内容

研发属间杂交和多倍体育种技术，创新成熟期、果实品

质（果实大小、香气、TSS 含量）、抗寒性等重要性状的分子

标记辅助选择技术；综合应用常规杂交、属间杂交、倍性育

种、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育种技术，创制具有不同熟期（早

熟、晚熟）、优质、丰产、抗寒的龙眼新种质，重点培育不

同熟期、抗寒性强、品质优异的龙眼新品种，开展新品种的

示范与推广。

（二）考核指标

1.创制优质、抗寒、成熟期错开的新种质 30 份以上。

2.培育不同熟期、优质、抗寒的龙眼新品种 3 个，成熟

期比石硖等主载品种晚熟 10～30 天，平均单果重 12 克左右，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20%以上，低温半致死温度比石硖等主载

品种低 3℃以上。

3.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3 项，申请发明专利 3～5 件，获

高质量专利 1 件以上。

4.研究形成优质、高效、安全的配套栽培技术 1 项；建

立新品种的试验示范基地 3 个。

5.在广东省内现代农业产业园或农业科技园区应用示



范。

（三）支持方式与强度、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6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企业申报，项目

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专题四：岭南中药材新品种培育（专题编号：20190221）

（一）研究内容

对广藿香、广金钱草、广陈皮、穿心莲、阳春砂仁、益

智等岭南特色道地中药材种质资源进行系统鉴评和保护，筛

选优良种质和选育优良品种；综合利用多组学技术方法和多

学科交叉手段，解析岭南特色道地中药材的遗传背景及药效

成分代谢和积累机制，挖掘调控有效成份以及抗性相关、产

量相关等的重要功能基因，开展相应的分子标记和进行 DNA

分子鉴定；建立岭南中药材种质创制和培育的育种技术体系，

创制出有效成分含量高、抗逆性强、产量高的优异种质，通

过优良性状聚合，培育出品质优、抗逆性强、产量高的新品

种（系），研发配套的种苗生产与规范化栽培技术，同时进

行新品种示范与配套的种苗生产与规范化种植技术推广。

（二）考核指标

1.收集和鉴评优良广藿香、广金钱草、广陈皮、穿心莲、



阳春砂仁、益智等种质 150 份，开展 6 种药材种质资源的安

全性与药效评价。

2.完成至少 1 个品种的全基因组测序，解析主要功能物

质代谢通路 2～3 个，获得主要药效成分代谢相关性状等重

要的功能基因 5 个以上。

3.培育 3～5 个抗逆性、产量性状一致，药用成分达到

药典标准的优良新品种（系）。

4.获得植物新品种登记（新品系）3-～5 个，或 2～4 个

新品种权；建立广藿香、广金钱草、广陈皮、穿心莲、阳春

砂仁、益智等育种和规范化栽培技术体系 1 套。

5.在主产区建立生态高效种植示范基地 1～2 个，面积

各 100 亩以上；示范推广橡胶林下间套种阳春砂仁、益智等

南药规范化栽培技术。

6.在广东省内现代农业产业园或农业科技园区根据《中

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建立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的标准操作

规程（SOP），进行中药材生态种植模式并推广应用。

（三）支持方式与强度、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6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企业申报，项目



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专题五：特色家禽新品种（配套系）选育（专题编

号;20190222）

项目 1：优质快长型肉鸡新品种（配套系）培育

（一）研究内容

开发肉鸡生长、产肉、产蛋等性状的精准测定系统；建

立快速获取基因型数据技术体系；优化肉鸡基因组及表观遗

传学选择模型和选择方案；以基因组选择结合常规育种手段

培育产肉高、产蛋多的快长型肉鸡新品种（配套系）并推广。

（二）考核指标

1.获得肉鸡性状的精准测定系统 2～3 套。

2.建立肉鸡基因组选择优化实用方案 1 个，获取 2～3

个优良功能基因（生长、产肉、产蛋）。

3.培育产肉高、产蛋多的快长型肉鸡新品种（配套系）

1 个，饲料报酬、产肉和产蛋性能提升 10～30%，基本达到

目前主流白羽肉鸡的生产水平。

4.优质快长型肉鸡新品种（配套系）父母代种鸡推广

300～500 万套，间接推广商品代肉鸡 3.6～6 亿羽。

5.申请发明专利 2～3 件，获高质量专利 1 件以上。



6.在广东省内现代农业产业园或农业科技园区应用示

范。

（三）支持方式与强度、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8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企业申报，项目

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项目 2：抗禽白血病黄羽肉鸡新品种培育

（一）研究内容

精准鉴定黄羽肉鸡品种对不同亚群禽白血病病毒的抗

性表型，结合基因组高通量测序技术，构建表型-基因型数

据库；应用多组学分析技术挖掘抗禽白血病的优势基因或标

记；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创制具有优势性状的黄羽肉鸡

新种群和育种新材料；组建抗禽白血病为特色的黄羽肉鸡核

心育种群，并开展杂交配套应用。

（二）考核指标

1.构建黄羽肉鸡的禽白血病表型-基因型数据库 1 个。

2.鉴定有重要育种价值的抗不同亚群禽白血病优势基

因或标记 5～10 个。



3.形成抗禽白血病的黄羽肉鸡核心育种群 2～3 个，申

请发明专利 5 件以上。

4.培育抗禽白血病的黄羽肉鸡新杂交配套系 1～2 个，

示范推广 5000 万羽肉鸡以上。

5 在广东省内现代农业产业园或农业科技园区应用示范。

（三）支持方式与强度、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6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企业牵头，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申报，

项目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项目 3：高繁优质鹅新品种（品系）培育

（一）研究内容

开展鹅核心育种群体构建、种质特性研究，重点开发种

鹅产蛋性状的精准测定系统。利用互联网和多源信息感知、

融合等技术研发种鹅性能精准测定系统，对鹅只的产蛋、采

食、体重等进行实时数据采集，并建立基于物联网的种鹅养

殖环境因子监测-调控一体化平台，获得高质量种鹅表型和

环境因子数据；开展鹅简化基因组测序，获得覆盖鹅全基因

组的 SNP，建立表型（外貌、繁殖、生长、饲料报酬等）-

基因型数据库，应用全基因组关联策略挖掘重要育种价值基



因或标记；基于基因组信息，建立鹅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培

育高繁殖性能和高饲料报酬的鹅新品种（品系）。

（二）考核指标

1.研发种鹅表型性能精准测定系统 1 套，建立基于物联

网的种鹅养殖环境因子监测-调控一体化平台 1 个。

2.建立表型-基因型数据库 1 个。

3.创制鹅育种新素材或新品系 2～3 个，构建核心育种

群体，培育鹅高繁殖和高饲料报酬的优质新品种(配套

系)1～2 个，其中狮头鹅从年产 20 只鹅苗增加至 25 只以上；

4.建立应用技术和技术标准 2～3 套，示范推广鹅优质

新品种 5 万套以上。

5.申请发明专利 2～3 件，获高质量专利 1 件以上。

6.在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园或农业科技园区应用示范。

（三）支持方式与强度、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6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企业申报，项目整体

申报，须覆盖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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