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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发领域 2024 年重点产业创新链指南

一、常见病、多发病诊治新技术研究创新链（群）

1.儿童发育行为疾病的早期精准诊断与干预研究

研究内容：建立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

等高危儿童队列的基因组分型；通过行为表现、眼动轨迹、

脑电信号、肠道菌群等无创和易采集多模态数据的动态变异

性分析，揭示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利用人工智能辅助等技

术，构建准确、普适的智能化早期筛查诊断工具，辅助制定

准确的个性化干预措施。

考核指标：建立 500例以上发育行为疾病高危儿童队列；

构建基于眼动等数据的早期筛查和多模态诊断模型，获得客

观生物标志物2-3个；揭示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和调控机制1-2

个，建立适宜基层推广的筛查及干预方案 1-2 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2.心血管疾病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基层心血管疾病早期筛查的临床需求，

建立人群队列和早期筛查大数据平台；开发智能分析技术，

实现遗传因素、临床资料、心电图、影像学、血液指标等大

数据的人工智能分析，建立临床适用的远程计算机辅助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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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平台；评估早期预警技术的性能和临床价值，建立适

宜推广的心血管疾病远程监测预警体系。

考核指标：建立陕西省基层社区心血管疾病研究队列和

心血管筛查大数据平台（不少于 10000 人份）；建立基于人

工智能的远程分析工具和辅助诊断方法 1 套；研发早期诊断

试剂或产品 1-2 套；构建心血管健康远程软件平台 1 个。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联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共同申报

（须提供合作协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3.病毒感染后肺间质纤维化的早期预警和防治研究

研究内容：以病毒感染后肺间质纤维化为研究切入点，

构建覆盖致病病原体、临床特征、血清生物学标志物、肺组

织样本及基因组学等的临床数据库；筛选肺纤维化形成的高

危因素、远期转归预测因素、肺纤维化早期筛查因子，建立

多维度风险预警模型，实现肺纤维化早期患者的快速、精准

诊断；确定导致病毒感染后早期肺纤维化发生发展的关键细

胞和分子，并在此基础上研发针对病毒感染后肺间质纤维化

预防及治疗的干预药物。

考核指标：建立病毒感染后肺间质纤维化的临床数据库

（不少于 500 人份）；建立多维度预测模型 1 个；筛选病毒

感染后促进肺纤维化形成的关键靶向细胞及分子 3-5 个；形

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临床防诊治新技术、新产品 1-2 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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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4.神经重症康复关键技术及智能康复系统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脑卒中、脑创伤、脊髓损伤等神经重症

功能康复难题，采用物理因子多感觉刺激联合脑机接口，建

立基于脑肌电多源信息感知联合人工智能的神经重症超早

期意识水平识别、功能评估、预后评测技术；评估基于全周

期神经调控、康复机器人等技术的临床应用价值，建立基于

多模态神经功能精准评估的康复诊疗决策支持系统，形成神

经重症全程康复体系和管理策略。

考核指标：建立神经重症超早期意识水平识别技术1项；

研发神经功能评测及康复智能支持系统 1-2 套；制定神经康

复新技术应用指南 1 项；获得软件著作权 2-3 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5.代谢性疾病的早期预警及防控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常见代谢性疾病的早期防控需求，基于

疾病流行病学特点、发病因素等，建立风险预警、早期筛查

及分级管理体系；通过生物标志物筛选，融合临床特征及病

情监测和预后评估，建立风险预测预警模型；开发相应科学

管理系统，建立早期管理路径或临床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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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构建涵盖临床资料、影像、生物标本和生活

方式等信息的数据库（至少 6000 人份）；筛选新型标志物 2-3

个；建立风险预警评估模型或算法体系 1-2 项；研发新防控

技术或手段 1-2 个；形成临床指导方案 1-2 项，并推广应用。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6.老年人群衰弱特征和发展轨迹及防控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建立老年人群衰弱多组学生物标志物特征集；

探索老年人群中衰弱的发展轨迹，建立衰弱转归预测模型、

高风险人群预警模型；基于循证理念研制融合饮食管理、运

动训练、心理干预等元素的个体化衰弱预防管理方案；构建

综合医院-社区-家庭联动的老年人群衰弱防控模式。

考核指标：建立 2000 例以上的老年人群衰弱研究队列；

描绘衰弱老年人群生物学特征和衰弱发展轨迹，筛选生物标

志物 2-3 个；建立临床适用的预警指标或评分标准 1 套；建

立老年人群衰弱防控管理方案 1 套。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7.慢性皮肤疾病与精神疾病交互影响机制及干预技术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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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针对慢性瘙痒、带状疱疹、白癜风等皮肤疾

病常与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相互影响的临床问题，从“脑-

皮”轴的角度解析慢性皮肤疾病与精神疾病共病的发病因素

及发生机制；阐明皮肤感觉异常与情感障碍交互影响的关键

神经环路和重要分子，发现干预新靶点；综合采用神经药理

调节、物理手段调控等干预手段，建立适宜临床推广的慢性

皮肤疾病与精神疾病共病综合治疗技术。

考核指标：揭示慢性皮肤疾病与精神疾病共病的新机制

2-3 个；明确发挥关键调控作用的新靶点 2-3 个；建立基于

药物干预、神经调控等综合治疗技术 1-2 个。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8.牙颌面畸形诊断与治疗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发颜面部软硬组织形态点云采样软件，构

建颅颌面软、硬组织数字模型数据库；建立基于颜面容貌预

测颌骨形态的数字化模型，获得牙颌面畸形的智能化诊断标

准；基于临床数据建立智能化正颌外科手术设计模型，评估

其有效性与精度；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制定牙颌面畸形智

能化诊断、手术规划及评估技术方法。

考核指标：开发面部数据点云采样软件 1 套，构建面部

复合组织模型数据库 1 个；建立基于面容预测颌骨形态的数

字化模型 1 个，精度超过 95%；建立正颌外科智能设计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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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手术误差小于 2mm；建立牙颌面畸形智能化诊断、外科

手术规划及评估技术新方法，治疗患者大于 100 人。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9.噪声性耳聋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噪声性耳聋高危人群，进行听力筛查研

究，采用多组学数据整合分析技术筛选噪声性耳聋的易感基

因和防治关键分子靶点；研究噪声致隐性听力损失的听觉电

生理特征，建立早期诊断模型及标准；研究噪声性耳聋的发

病机制，发现药物干预的新靶点和时间窗，构建噪声性耳聋

的早筛、早防及早期干预的新防治体系。

考核指标：筛选噪声性耳聋的易感基因和防治关键分子

靶点 2-3 个；筛选敏感的行为学及听觉电生理指标 2-3 个，

开发人类隐性听力损失的诊断模型 1 个；提出噪声性耳聋有

效防治的新策略 1 项。

10.宫颈高危型 HPV 病毒感染治疗新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女性常见的宫颈高危型 HPV 病毒感染目

前治疗效果欠佳，持续性感染导致宫颈癌的发生等问题，开

展基于人群队列的流行病学研究，建立生物标本数据库；构

建大样本人宫颈上皮 3D 组织模型，评价高危型 HPV 感染特

征及致病特征；建立基于宫颈上皮 3D 组织模型的核酸药物

药效评价平台，筛选获得高效抗 HPV 感染的新型核酸候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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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并进行临床评价。

考核指标：建立 1 万例以上宫颈高危型 HPV 病毒感染人

群研究队列，构建至少 100 例 3D 宫颈上皮组织模型及 HPV

感染模型；建立新型核酸药物的制备平台，筛选获得高生物

活性、低成本的抗 HPV 核酸候选药物 1-2 个；申报专利 1-2

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二、恶性肿瘤诊治关键技术研究创新链（群）

1.基于蛋白质组的恶性肿瘤标志物筛选及验证研究

研究内容：利用新型线粒体蛋白定位筛选体系结合质谱

技术、线粒体抗体组等手段，对常见恶性肿瘤及细胞系开展

线粒体蛋白质组研究；筛选鉴定肿瘤中异常定位及异常表达

的线粒体蛋白，获得基于异常线粒体蛋白的新型肿瘤标志物；

建立肿瘤分型策略及预后评估模型，开展大样本临床肿瘤队

列验证研究。

考核指标：绘制 2-3 种常见肿瘤线粒体蛋白质图谱；筛

选鉴定 5-10 个肿瘤异常定位线粒体蛋白；开发 3-5 种线粒

体蛋白肿瘤标志物；建立并验证肿瘤分型及预后评估模型各

1 套，完成 300-500 例临床肿瘤队列验证研究。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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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2.基于全基因组测序的恶性肿瘤早期筛查模型构建与

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恶性肿瘤早诊率低的问题，进行基于中

国人群血浆游离核酸的低深度全基因组测序；构建相应血浆

游离 DNA（cfDNA）文库，从多维度分析恶性肿瘤患者与非癌

受试者差异；结合患者临床特征信息，采用机器学习整合构

建一种简便、无创且灵敏度和特异度较高的适合于中国人群

的血清学恶性肿瘤早筛模型，开展大样本临床肿瘤队列验证

研究。

考核指标：构建 1-2 种常见恶性肿瘤疾病队列；构建不

少于 1000 例的血清数据库；建立基于血液 cfDNA 低深度全

基因组测序的多维度恶性肿瘤辅助诊断模型 1-2 种，完成不

少于 300 例的大样本临床肿瘤队列验证研究。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3.恶性肿瘤 3D 类器官模型建立及临床应用研究

研究内容：构建常见恶性肿瘤 3D 类器官敏感性药物筛

选平台，按照纳排标准入组病人，进行 3D 类器官培养、组

织病理学及基因型鉴定及药敏检测；结合药敏结果，制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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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方案，并随访患者；评价肿瘤 3D 类器官药敏检测用于预

测药物治疗方案疗效的可行性；进行肿瘤类器官药敏检测试

剂盒的构建、应用和推广，为恶性肿瘤的个体化、精准诊治

探索新方法。

考核指标：构建恶性肿瘤 3D 类器官模型 3-5 种，每种

模型的病例不少于 20 个，并完成样本的基本数据采集和描

绘；成功构建恶性肿瘤 3D 类器官药物敏感性筛选平台；研

发药敏检测试剂盒 1-2 个，申请专利 1-2 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4.恶性肿瘤的放射性核素诊疗新技术及应用研究

研究内容：应用新型诊断及治疗核素，构建针对恶性肿

瘤特异性靶点的核素标记分子探针及治疗药物，测试其标记

率、放射化学纯度及稳定性；开展新型核素分子探针及治疗

药物的生物分布、显像效果、体内外疗效等评价研究；探究

核素标记药物的抗肿瘤分子机制，进行临床评价及治疗方案

优化研究，建立基于肿瘤新靶点的核素诊疗一体化新策略、

新技术。

考核指标：开发基于恶性肿瘤新靶点的放射性核素诊断

分子探针及治疗药物 2-3 种，形成 1-2 项专利或产品，并完

成临床评价；形成恶性肿瘤临床诊疗一体化新方案 1-2 套，

实现临床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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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5.肺癌术后复发转移风险预警新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肺癌术后复发转移预测困难的重大临床

需求，建立早期肺癌患者疾病队列，探索早期肺癌术后复发

转移的机制；构建覆盖临床特征、影像学特征、血清学和气

体标志物、基因组学等样本的数据库；筛选血清学或气体标

记物的早期肺癌筛查因子，建立复发转移风险预警模型及无

创、动态的复发预测新技术，实现肺癌患者术后复发、转移

的快速、精准诊断。

考核指标：筛选并鉴定肺癌早期预警及术后复发转移标

记物或干预靶点 1-2 个；建立早期肺癌术后复发转移的风险

预警体系 1 套；建立早期肺癌诊疗新技术及新方法 1-2 项，

并进行临床验证；申报发明专利 1-2 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6.恶性肿瘤新辅助治疗疗效精准评估新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恶性肿瘤新辅助治疗疗效评估困难的临

床需求，建立恶性肿瘤新辅助（化疗、靶向及免疫等）治疗

的疾病队列；构建覆盖临床特征、影像特征、血清学标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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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基因组学的多组学数据库，筛选与恶性肿瘤新辅助治疗效

果密切相关的新预测因子；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恶性

肿瘤新辅助治疗疗效精准评估技术，建立疗效预测和动态评

估多组学模型。

考核指标：建立 1-2 个恶性肿瘤新辅助治疗疾病队列，

构建不少于 500 例的多组学数据库；筛选恶性肿瘤新辅助治

疗的新型疗效预测因子 2-3 个；开发 1-2 个疗效评估新技术

和新方法，建立 1-2 个的疗效预测模型。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7.血液系统肿瘤预后模型与干预新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基于血液系统肿瘤临床病例和生物样本，建

立覆盖西北人群的血液系统肿瘤临床研究队列和生物样本

资源库，总结分析影响其预后的多维度因素；建立血液系统

肿瘤多维度多组学的预后评估模型，鉴定出特定的高危人群；

探索疾病耐药、复发的关键机制，筛选重要干预靶点，并针

对特定高危人群、特殊人群开展相应的临床研究。

考核指标：建立 300 例以上的研究队列和 500 份以上生

物样本资源库；建立多维度预后模型 1-2 个；提出疾病发生

发展新机制 1-2 个，发现关键干预靶点 2-3 个，开展临床验

证研究 1-2 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 12 -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8.肿瘤新型多肽疫苗的研发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建立抗肿瘤多肽分子的筛选方法，根据抗原

表位组成特点，利用多肽结构分子模拟技术筛选抗肿瘤多肽

分子；从现有病毒疫苗中筛选无致病性的强免疫原性载体蛋

白；将筛选的多肽分子和载体分别进行偶联，体内外检测其

抗肿瘤多肽抗体的效价及免疫效果。

考核指标:筛选抗肿瘤多肽分子 5-10 个，载体蛋白 2-3

个；获得具有强免疫效果的肿瘤多肽疫苗 2-3 种，完成验证

性研究；申报专利 1-2 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9.肝癌肝移植器官保护策略的建立与应用

研究内容：基于人体组织、血液标本，进行供体肝移植

前/后的多组学分析，比较移植前后肝脏变化最为显著的基

因、代谢物及相应代谢酶，分析其改变程度与肝损伤及肝脏

功能恢复情况的相关性，并确定潜在干预靶点；基于肝移植

动物模型，通过外源性干预代谢相关靶点，明确肝脏器官功

能保护效果最佳的代谢优化策略；选取肝癌肝移植手术患者

验证肝移植器官功能保护策略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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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获得可评估肝癌移植术后肝损伤及功能恢复

的代谢标志物 3-5 个；构建代谢标志物检测试剂盒 1-2 个；

建立移植后肝脏保护策略 1 个，完成 20-30 例肝癌移植手术

患者临床验证；申请专利 1-2 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10.恶性肿瘤中西医整合诊疗新方案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恶性肿瘤患者生存期短、生活质量低等

治疗难点，开展中西医整合肿瘤真实世界临床对照研究，明

确中西医整合方案提升临床疗效的关键因素，揭示其作用机

制；形成疗效确切的肿瘤疾病中西医整合诊疗方案，搭建中

西医整合肿瘤诊治平台。

考核指标：完成所选病种的大样本临床对照研究，每个

研究样本量不少于 500 例；阐明中西医整合疗法的作用特色

优势和可能机制，形成成熟的中西医临床诊疗方案 1-2 个，

并进行推广应用。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三、中医药现代化和创新药物研发创新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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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染性、突发性疾病中医药治疗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感染性、突发性疾病的中医药治疗进行

深入研究，通过文献研究、临床研究等形式挖掘整理中医药

治疗的关键技术；通过生物信息技术及相关实验进行作用靶

点、机制研究；通过临床研究进行中医药关键技术的疗效评

价，形成可推广应用的技术方案。

考核指标：完成感染性、突发性疾病中医药治疗关键技

术（中药组方、成分等）的整理和筛选 1-3 项；完成疾病关

键技术应用条件或特异性标志物的筛选和验证；完成中医药

关键技术的疗效评价和推广技术方案制定。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2.慢性疾病防治中医诊疗新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慢性病治疗中的优势和基

层医疗机构易于推广的特点，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分析慢性疾

病预防、诊疗、康复的特点和需求，发挥名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的优势，同时结合疾病发生发展机制的前沿进展，形

成相关慢性病预防、诊疗、和康复管理方案并通过真实世界

研究、随机对照研究等方法进行验证。

考核指标：完成不少于 1000 例慢性病预防、诊疗、康

复调查并建立数据库，总结防治需求；形成慢性病防治诊疗

方案与特色技术，完成不少于 200 例的临床研究，完成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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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相关技术疗效评价。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3.妇儿难治性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研究和制剂研

发

研究内容：针对中医药在妇科、儿科难治性疾病治疗中

的优势，挖掘整理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整理形成相关

疾病中医诊疗文献数据库；研发以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

为指导的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方案，并开展相关临床研究；

开展相关制剂研究。

考核指标：完成 1-3个疑难病种的中医诊疗文献数据库；

形成 1-3 个特色临床诊疗方案并完成不少于 300 例的临床研

究验证；完成 1-3个病种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并进行推广，

至少完成 1 种制剂的研发。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

议）。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4.中药材选育、炮制及质量控制新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开展秦巴山区道地药材高品质生产关键技术

研究，明确道地药材的基因型特征、生态环境因子，研究道

地性多维评价、快速评价的关键技术，提升药材标准；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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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药饮片炮制工艺。开展道地中药材标准采收、炮制加

工、快速评价技术研究，并向适宜地区进行推广。

考核指标：创建2-3种道地药材的多维评价技术和生产

关键技术并推广应用，申请发明专利1-2项，形成示范工程

1-2个。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企业、高校、科研

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提供合作协议）；申

报的项目具有一定研究基础；依托创新药物研究中心、创新

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5.陕西省道地药材产地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我省产量宏丰的西洋参、黄芪、大黄、

淫羊藿等道地药材，探索性地开展产地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确定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

考核指标：制定3-5个品种的产地加工生产技术规范和

省级质量标准；建立质量评价体系并推广应用；申报发明专

利2-3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应是本省辖区内具备开展药材及饮

片检验实验条件的中药材种植加工单位、高校、科研机构。

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议)。

6.中药物质基础、作用机制辨识解析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围绕陕西道地药材、优势中成药和经典名方，

开展中药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研究，揭示其临床价值和科学

内涵，阐明经典名方的处方组成及应用依据。

考核指标：针对1-2种道地药材、中成药和经典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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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其功效/药效成分筛选技术，揭示功效/药效成分与机制，

申请发明专利1-2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

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提供合作协议）；申

报的项目具有一定研究基础；依托创新药物研究中心、创新

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7.源于经典名方、名老中医验方的中药制剂研究与开发

研究内容：开展源于经典名方、名老中医验方的医疗机

构中药制剂的理论挖掘与研究；进行生产工艺、剂型、质量

标准及稳定性研究；完成临床疗效评价研究。

考核指标：研发2-3个源于经典名方、名老中医验方的医

疗机构中药制剂，完成不少于200例的临床疗效评价，申请发

明专利2-3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企业、科研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提供

合作协议）；申报的项目有一定研究基础；依托创新药物研

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

持。

8.健康营养食品研发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基于特殊人群的代谢特点，研究分析不同人群对

不同食品原料的膳食需求，采用细胞模型或动物实验，重点研究

药食同源等原料的活性作用，提取制备相关原料功能因子，应用

于主食改良、营养功能食品开发，建立特殊人群的营养健康食谱，

实现食品的精准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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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开发不同人群专用产品10个以上，建立产品质量

标准5-6项；获得相关生产许可3-5项，并进行产业化推广，实现

产值2000万元以上。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机构

等单位，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提供合作协议）。依托创新

药物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的项目

优先支持。

9.化学药物研发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化学药物的设计、合成、剂型、装备等

开展生产过程中合成生物学、药代动力学性质、安全性等关

键技术研究，研发化学创新药物，完成体内外活性评价并阐

明机制。

考核指标：形成 1-2 项关键技术；设计合成新型化学新

药 1-2 个，完成体内外活性评价并阐明机制；申请发明专利

1-2 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

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提供合作协议）。依

托创新药物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

的项目优先支持。

10.生物药物研发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

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重大疾病，以“精准治疗”为目标，

利用非病毒载体、细胞或亚细胞、蛋白质抗体等，结合工程

学、信息学方法研发创新生物药物，进行有效性和安全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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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考核指标：完成临床前研究，申请临床试验批件；申请发明

专利2-3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机构

等单位，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提供合作协议）。依托创新

药物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的项目

优先支持。

四、生物技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链（群）

1.新型多能干细胞治疗新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干细胞治疗关键技术问题，综合运用多

种研究手段及实施多学科合作，研发制备新型基因修饰干细

胞；提高干细胞诱导成功率、存活率并增强干细胞定向分化

能力；结合新型纳米载体等生物材料的使用，探索干细胞治

疗新技术，解决临床前关键技术问题。

考核指标：突破干细胞治疗领域的机制和技术研究瓶颈；

筛选出不少于 2 种新型多能基因修饰干细胞；建立干细胞治

疗新技术 1-2 项；发现新型标志物 1-2 个，研制相关检测试

剂盒，申报发明专利 1-2 项；并采用适宜方法进行验证。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具备开展生物安全实验的相应条件，

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议）。依托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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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因辅助治疗新方法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建立基于基因过表达或基因沉默的新型重组

病毒载体或非病毒纳米载药系统，借助体外和动物实验评价

其基因表达干预的效果；针对肿瘤等慢性复杂疾病的代谢重

编程或免疫失调等共有特征，通过多组学分析鉴定在上述疾

病进程中发挥调控作用的关键基因，探讨其作为基因治疗新

靶点的可行性；构建疾病动物模型，应用上述载体系统针对

新靶点实施基因治疗，评价其治疗效果和对现有靶向治疗药

物的增效作用，并推进至临床试验研究。

考核指标：构建 2-3 种可用于基因治疗的重组载体或纳

米载药系统；形成 1-2 种针对肿瘤等慢病的基因治疗方法，

完成其与靶向治疗联合应用的疗效评价，开展小样本 I 期临

床研究；申报发明专利 1-2 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具备开展生物安全实验的相应条件，

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议）。依托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

持。

3.遗传代谢病筛查新技术及预防体系构建

研究内容：开展我省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研究常见

遗传代谢病的分子流病行病学特征、基因型和表现型的相关

性，揭示遗传代谢病的发病新机制；研发适用于遗传代谢病

携带者的筛查新技术；建立基于质谱联合核酸测序用于遗传

代谢病产前诊断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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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完成 8 万例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建立遗

传病生物样本库；研发常见遗传代谢病基因筛查技术 1-2种；

开展不少于 10 种遗传代谢病家系的产前诊断。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具备开展生物安全实验的相应条件，

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议）。依托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创新团队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的项目优先支

持。

4.高分辨率医学影像智能设备研发

研究内容：高分辨的微血管、脑部等组织的临床影像、图像

成像技术，快速检测关键技术，自动化数据采集及解析技术，优

于现有相关技术指标，开发相关设备用于智能识别及诊断。

考核指标：形成注册产品1-2个，获得注册证1-2个，分辨率

超越国内对标同类产品，申请发明专利2-3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和医

疗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提供合作协议）。

5.再生型组织工程材料及产品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发低免疫原性、高生物相容性、无病毒污染的

再生组织工程材料。建立去抗原、材料微观结构调控、表面修饰

改性等技术。研制新型仿生化、智能化的组织工程材料，建立材

料性能安全评价检测标准，实现软骨、硬脑膜、口腔软组织等组

织缺损修复产品开发。

考核指标：申请发明专利 2-3 项，制定相关标准 1 项，完成

2-3 种材料的临床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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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和医

疗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提供合作协议）。

6.高灵敏X射线光子探测成像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面向医疗领域中低辐照高质量 X 射线成像需求，

突破高灵敏 X 射线半导体探测器设计与制备、抑制器件暗电流及

读出噪声等关键技术，开展像素增益 X 射线探测器仿真、X 射线

光子计数成像系统研究，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灵敏低噪声

的 X 射线探测技术，实现医学影像监测应用。

考核指标：申请发明专利 1-2 项，完成高灵敏 X 射线光子探

测系统仿真，完成关键技术验证，原理样片研制，关键技术指标：

增益≥50，暗电流≤10nA，实现单 X 射线光子识别与探测。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和医

疗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提供合作协议）。

7.组织工程类器官构建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研究内容：建立组织工程种子细胞的高效扩增体系，并完成

种子细胞的规模化扩增关键技术方案；建立组织工程类器官体外

构建的关键技术，建立组织工程类器官规模化生产、体外保存运

输等技术体系；体外构建皮肤、口腔黏膜、角膜等类器官产品，

建立其体外替代应用的标准评价体系。

考核指标：完成 1-2 种组织工程类器官产品构建，至少完成

1 种组织工程产品体外应用技术标准，申请发明专利 1-2 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和医

疗机构等单位，具有开展细胞生物学实验的相应条件，且具有

CMA、CNAS 等相关资质；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提供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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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器官芯片制造技术与标准体系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器官芯片制造共性难题，运用 3D 打印等先

进制造技术，实现芯片微流控单元与活性组织模型高效准确构建；

设计制造微纳尺度生物传感结构，突破器官芯片电生理、力学搏

动、分子标志物在线监测技术；形成器官芯片及相关领域器官芯

片标准体系。

考核指标：建立器官芯片制造装备体系，芯片微流道制造线

宽≤100 微米，生物材料打印线宽≤20 微米；申报发明专利 2-3

项；建立器官芯片标准检测体系 1-2 个。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和医

疗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提供合作协议）。

9.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认知障碍快速检测及康复系统研发

研究内容：构建认知障碍的脑机接口特征数据库，筛选特征

提取关键技术模型；研发基于视觉、听觉和心理反馈的虚拟现实

认知能力康复软硬件设备及技术，开发可产业化的自适应认知障

碍康复系统原型机；形成认知障碍的脑机接口快速检测及康复系

统应用标准评价体系。

考核指标：研发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认知障碍快速检测及自

适应康复系统，形成 1 种应用标准评价体系，完成 1 项医疗仪器

注册证申报，申报发明专利 1-2 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和医

疗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提供合作协议）。

10.骨关节智能康复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骨关节畸形、退变、创伤等骨科疾病术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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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难题，构建人体肌骨系统静动态数字化模型，研发可穿戴下肢

运动辅助外骨骼机器人，研究步态康复评估策略及人-机交互控

制训练方法，重点解决智能骨科康复中的人-机互动等关键技术；

建立骨关节术后智能康复体系，并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建立骨关节疾病术后智能康复新体系，构建人体

肌肉-骨骼的数字化模型，研发可穿戴式肢体康复外骨骼机器人

产品 2-3 套，形成智能康复关键技术 3-4 项，培训医务人员不少

于 100 人次;申请发明专利 2-3 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和医

疗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提供合作协议）。

五、生态环境保护与碳达峰碳中和技术研究创新链（群）

1.陕西省重点生态系统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治理体系关

键技术

研究内容：在查明我省重点生态系统外来物种入侵现状

的基础上，建立典型区外来入侵物种信息系统；分析本底数

据，创建风险评估体系，划分入侵风险等级；针对重点危害

物种，建立长期监测网，分析其扩散规律、入侵机制和环境

风险，制定重点危害外来入侵物种分类分区风险防控方案和

规范。

考核指标：提交外来入侵物种名录 1 份；建立外来入侵

物种信息系统 1 套；构建入侵物种风险评价体系 1 套；建立

入侵重点物种监测网 4-5 个；制定重点物种风险防控方案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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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

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议）。依

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2.典型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演变规律和水生态健康保

障路径

研究内容：针对变化环境下的流域生境和生态功能退化

问题，选择秦巴山区、关中平原、黄土高原或陕北风沙滩区

代表性河流，研究典型河流水生生境多样性演变规律，解析

河流水动力条件改变对流域水生生境多样性的影响机理，分

析代表性流域物种敏感性与生态功能特征，制定代表性流域

不同区域的水生生物保护目标清单，提出基于全流域水生态

健康为目标的水生态健康保障技术体系，并在典型河段应用

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典型流域水生生物保护目标清单；构建

水生境变化驱动下水生态演化模型；编制典型流域水生态考

核评价技术指南/导则 2-3 份；提交流域水生态系统评价指

标，及流域水生态保护体制机制建议 2 份以上，并被陕西省

业务主管部门采纳；建立水生态评估和保护应用示范 2-3个。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

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议）。依

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3.水土中新型污染物环境风险诊断与管控关键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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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研究内容：选择典型地段，查明新型污染物的分布规律，

甄别来源，揭示迁移转化的动力学机制，评价新型污染物的

健康风险，研发风险管控关键技术。

考核指标：研发溯源关键技术 2-3 项，提出有针对性的

健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提出风险管控方案 1套，

申请发明专利 2-3 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

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议）。依

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4.关中地区大气污染物减排路径及应用研究

研究内容：重点围绕西安、咸阳和渭南大气环境问题，

构建行业和区域减排措施效果定量评估技术方法，评估不同

行业、不同管控措施污染物减排效果，研发减污降碳关键技

术，提出针对性减排技术方案，提出关中地区分区域和分重

点行业的减排路径。

考核指标：研发减污降碳关键技术方法 1 套；提出不少

于 3 个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的减排环境效益评估报告；建立

关中分区域分重点行业污染源管控措施 1 套，提交关中地区

分区域和分重点行业减排优化方案 1份，并被有关部门采用。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

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议）。依

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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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5.陕西省典型工业园区大气污染全过程监测及控制技

术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陕西省内典型工园区大气污染及其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建立基于产业-工艺-排放的高分辨动态污染

源排放清单；建设园区污染物排放监测监控系统；研发高效

的 VOCs 污染控制技术、工艺与装备，形成 VOCs 污染物源头

控制与最佳适用控制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针对工业园区大气污染防治需求，编制包含

产业-工艺-排簇的高分辨动态污染源排放清单 1 套；建成典

型工业园区污染源（含工艺过程）和空气质量实时监控系统

1个；完成园区重点大气污染源最佳适用控制技术及示范 1-2

项；申请并获批专利 2-3 项。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

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议）。依

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6.陕西林草生态系统碳汇功能提质增效技术研发与

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黄河流域陕西段林分结构不合理、固碳

增汇能力不足等问题，选择黄土高原和陕北风沙滩地区对典

型人工林生态系统碳汇进行定时定位观测，揭示人工林系统

有机碳输入与输出规律，甄别影响有机碳稳定性关键影响因

子，研发人工林碳汇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并进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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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建立人工林碳汇定时定位观测点 2 个以上，

监测数据不少于 2 年；研发人工林生态系统碳汇功能提质增

效关键技术 2-3 项；提出人工林生态系统碳汇功能评价指标

体系 1 套；建立固碳增汇试验示范基地 2 个，碳汇功能提升

20%以上。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

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议）。依

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7.陕西村镇低碳供暖技术模式及关键设备研发与示范

研究内容：根据陕西典型气候区村镇与地域建筑类型和

供暖用能特征，提出不同区域多热源耦合低碳供暖路径及绿

色能源利用系统技术，研发低碳供暖系统以及高效蓄热和精

细化调控等关键装置产品，形成典型村镇零碳供暖技术方案

集，开展示范验证。

考核指标：提出典型村镇的低碳供暖模式 3-5 类，研究

低碳供暖蓄能与调控等关键技术 2-3 项，开发绿色能源利用

系统技术设备产品 2-3 个，编写标准 1-2 部，建立示范工程

1-2 个，供暖运行期降碳率 85%以上。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

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议）。依

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8.抽水蓄能电站减碳效应和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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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陕西省抽水蓄能电站减碳效应和工程生

态环境保护等科技需求，研究抽水蓄能电站减碳效应分析方

法与评价模型；研发抽水蓄能电站减碳与生态环境保护关键

技术，并开展技术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抽水蓄能电站生态效益评估技术 1-2项；

研发抽水蓄能电站生态环境保护技术 2-3 项；建立技术示范

应用工程不少于 2 个，生态修复效益较现状提高 20%以上；

提交抽水蓄能电站减碳与生态环境保护指南 1 份。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

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议）。依

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9.低碳轻型装配式建筑与一体化围护结构关键技术研

发

研究内容：针对建筑领域节能减碳双控需求，研发适配

低碳轻型装配式建筑关键技术与集成方法，形成适配不同结

构的新型一体化围护结构体系，构建装配式建筑全生命期碳

排放监测技术与减碳绩效评估，开展低碳轻型装配式建筑应

用示范。

考核指标：提出低碳轻型装配式建筑集成技术 1 套；研

发适配不同结构的低碳新型一体化围护结构 3-4 个；形成技

术规范 1 个；建立监测和示范工程点 2-3 个，经示范减碳效

果提升 60%以上。



- 30 -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

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议）。依

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10.公共安全防控关键技术研究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故隐患，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融合多元异构信息，采用大数据和模拟等分析技术，

识别安全风险强度，评估风险危害，提出风险预警预判技术

体系，研发突发性安全事件应对方案。

考核指标：提出不少于 3 种场景模拟实验，构建多模态

数据集 1 个，研发突发性事故预警预判技术方法及软件 2-3

个，提出不同类型的风险应对方案各 1 套。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须是省内注册的高校、企业、科研

机构等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须提供合作协议）。依

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团队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平台的项目优先支持。

申报要求：项目涉及人体被试和人类遗传资源的科学研

究，须尊重生命伦理准则，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涉及人的生

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

则》等国家相关规定，严格遵循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涉及

生物技术的研究应遵守《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办法》

等规章。涉及病原微生物的研究须遵守《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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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要遵守

国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使

用合格实验动物，在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保证实验过

程合法，实验结果真实、有效，并通过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

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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