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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研发”重点专项 

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公开部分） 

（征求意见稿） 

 

本专项重点针对人与动植物等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外来生物

入侵、实验室生物安全，以及人类遗传资源和特殊生物资源流失等

国家生物安全关键领域，开展科技攻关，推动我国生物安全科技支

撑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按照全链条部署和一体化实施的原则，本专项设置基础研究、

共性关键技术及重大产品研发、典型应用示范等三项任务。结合实

施方案总体安排以及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立项情况，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旨在加强生物安全“卡脖子”技术产品研发，部署

5 个研究方向，国拨经费总概算数约为 0.95 亿元，具体指南如下。 

1．基础研究 

1.1 病媒生物反向病原学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新发突发传染病威胁，改变传统的出现疫情后

再确认病原体、寻找传染源、明确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的被动防控

策略，从潜在病媒生物着手，发现未知和新的病原微生物，研究其

传染性和致病性，以及其媒介生物的传播效能，同时开展时空流行

风险评估和早期预警研究，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防卫。  

考核指标：从至少 50 种、30 万份样本的各类潜在病媒生物中，

发现 5 种以上世界上首次发现的新病原体、15 种以上国内首次发现

的新病原体、至少 20 种新宿主和媒介；完成至少 10000 例高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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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特定新病原体的感染调查，确定至少 3 种新病原体的致病性和

传染性；建立病媒生物反向病原学监测示范基地 2 个以上，以及至

少 3 种新传染病的时空传播风险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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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内容：针对生物危害现场应急处置这一生物安全防御重大

需求，研制新一代的生物危害现场快速感知应对便携箱组，高效遂

行多样化复杂环境条件下生物威胁侦察预警、样本采集、快速检测、

免疫接种、洗消处置、数据信息传输，具有模块化、制式化、信息

化等特征。 

考核指标：基于无线数据传输、激光诱导荧光光谱分析、湿壁

气旋、上转发光、微流控、三代高通量测序等关键技术，形成生物

气溶胶侦察箱、流行病学侦察作业箱、微生物采样箱、空气微生物

采样箱、媒介生物采样箱、生物样品转运箱、快速免疫检测箱、快

速核酸检测箱、免疫接种箱、生物消杀箱等至少 10 大类 20 多种作

业箱样机，外箱采用轻质材质且为拉杆箱结构，单个作业箱重量最

大不超过 25 公斤，可机动搭载或人员携行，收拢和展开简便；完

成不少于 4 种细菌或病毒的性能验证，至少应用于 1 次国家级生物

安全保障任务。 

2.2 重大外来入侵生物甄别及防控关键技术产品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直接威胁我国民众健康、农业生产、生物多样

性、生态环境等已传入和潜在重大外来入侵生物，开展基于多组学、

生物传感、模型验算、智能分析、生态调控等的重大外来入侵生物

甄别及防控研究，提升“防控并举、联防联控、阻止入侵、狙击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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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降低危害”能力。 

考核指标：建立完善重大入侵生物传入和扩散风险分析预判和

即时预警的动态可视化智能分析技术平台和用户终端网络，基于

《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完成 300 种以上重要入侵生物

的入侵风险定量评估；研发重大入侵生物实时监测、检测溯源、灭

除根除、狙击拦截、调控修复等 5 种以上新技术、新产品；完成 5

种以上重大入侵生物的跨境/区域（包括我国生物入侵重点发生区

域、重点生态脆弱或红线区域）综合治理的应用示范研究，制订不

少于 2 项国家标准报批稿、不少于 2 项行业标准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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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内容：针对重要病原体及其媒介生物和宿主动物，以及人

类遗传资源等主要类别的生物安全样本，开展检定技术标准、信息

数据标准、管理体系标准研究，形成生物安全样品库相关技术规范

和标准体系。 

考核指标：建立生物安全样本的检定、保藏、信息数据存储，

以及样本库认可管理等技术标准和规范，形成生物安全样品库相关

标准体系；制订不少于 2 项国家标准报批稿、不少于 2 项行业标准

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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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要求 

 

1．针对指南支持的研究方向，要求相关单位跨部门、跨学科

进行优势整合，以项目的形式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考核指标。项

目应根据考核指标提出细化、明确、可考核的预期目标。 

2．每个研究方向原则上只支持 1 个项目，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3

年。 

3．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 个，承担单位不超过 10 个，每个

课题设 1 名负责人，且每个项目至少有 1 个课题由 35 岁（含）以

下青年科学家担任课题负责人。项目参加人员不超过 50 人，其中，

主要学术骨干不超过 20 人。 

4．开展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必须符合国家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有关要求，并具备从事相关研究的经验和保障条件。 

5．企业牵头申报产品、设备研制的课题，其他经费（包括地

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

低于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