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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基础研究重大项目申报指南

重大项目定位“需求牵引、问题导向、突出原创，聚焦前沿”，

着眼我省优势特色产业及未来发展关键领域，瞄准重大科学问题、

重大产业需求、重大仪器研制、重大学科交叉，超前部署，集聚

国内外优势创新资源和科研团队，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和综合性

研究，提升我省的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

技术创新融通发展。支持周期为 5 年，由省自然科学基金和项目

承担单位按 1:1 出资比例共同出资资助，省基金资助金额 200 万

元左右/项。（指南代码：1011101 ）

一、申报条件及要求

（一）项目申报实行首席科学家制，由项目申请人担任，对

项目负总责。项目应当围绕科学目标设置 3-5 个课题，课题之间

应当有机联系并体现学科交叉。项目申请人应当是其中 1 个课题

的申请人，同时申请人及课题负责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1.项目申请人具有履行项目负责人责任的能力，在相关领域

有较深学术造诣和创新能力并取得突出成绩，受到国内外同行普

遍认可，具有较强组织协调管理能力和凝聚研究队伍能力。应具

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即 1968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

2.项目执行期内为单位正式人员，聘用人员每年在冀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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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少于 6 个月。

3.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

用“黑名单”记录。

4.申请人牵头承担过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或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一等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

5.申请人在自然科学前沿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望取得颠

覆性成果，但不满足第 4 条规定的，可由专家提名申报（专家推

荐函见附件 3）。提名专家包括：两院院士、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一

等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

6.课题负责人（研究骨干）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级科技一等

奖 1 项以上；发表一区（中科院期刊分区）及以上论文至少 2 篇；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以上或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

以上；以上条件满足 2 项即可。

7.课题负责人（研究骨干）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

称）或博士学位。

8.项目负责人及课题负责人（研究骨干）以外的项目参与人

在研项目与本年度申报项目总数均不得超过 2 项。

9.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和正在承担的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燕赵青年科学家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重大

项目，合计限 1 项。

10.推荐申报重大项目的依托单位须出具共同资助承诺书，未

提供承诺书的依托单位推荐的项目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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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申报鼓励联合国内外一流合作团队共同申报，鼓

励联合科技领军企业共同申报，鼓励龙头骨干企业牵头申报。

（三）项目申请人与参与人不是同一单位的，参与人应先经

其所在单位同意后，再共同申报。参与人所在单位为合作研究单

位，合作研究单位数量合计不得超过 4 个。合作研究单位应具备

独立法人资格。

（四）项目申报单位为河北省所属的或者在河北省行政区域

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具有与项目实

施相匹配的基础条件，有研发经费投入，具有完成项目所必备的

人才条件和技术装备，有健全的科研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

省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可作为合作单位参与申报项目，

行政机关不得作为项目申报单位和合作单位。

（五）项目申报单位、合作单位须无不良社会信用和科研失

信记录，且对项目申报书（含附件材料）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二、申报及支持方式

项目申报分为预申报和正式申报两个阶段。预申报初步审查

通过的项目，按照《河北省基础研究重大项目管理办法》开展后

续评审程序，经凝练优化后再正式申报。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5 年，

每年签订项目结转任务书，予以持续稳定支持。

申请人完成预申报书填写后（预申报书见附件 2），电子版发

送至指定邮箱：jijinban@hebkjt.cn，文件名称：单位名称+申请

人姓名+河北省基础研究重大项目预申报书，发送邮件中需留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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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人及联系方式。同时邮寄纸质材料 1 份至：河北省石家庄市裕

华路 105 号 602 室基金办，邮编 050000。

三、绩效目标要求

项目开展应突出“需求牵引、问题导向、突出原创，聚焦前

沿”，围绕我省重大战略与产业布局，开展应用导向的基础、应

用基础研究，针对引领前沿科技发展、解决行业（产业）“卡脖

子”问题、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进行攻关。

预期成果要求具体明确，可量化、可考核，项目结项验收针对项

目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重大需求中关键科学问题的效能和应

用价值开展评价。

绩效目标的填写应科学合理，确保项目顺利完成。

四、本年度重大研究方向及绩效目标

（一）小麦耐盐碱遗传基础解析与分子设计育种（申报代码

1 选择 C1307）

针对小麦耐盐碱关键基因匮乏、分子育种基础薄弱的现状，

系统研究调控旱碱麦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分子调控网络，鉴

定耐盐碱关键基因的优良等位变异，建立耐盐碱小麦分子设计育

种技术体系，创制有重大应用价值的耐盐碱高产新种质和新品种，

为小麦耐盐碱性状遗传改良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绩效目标：克隆小麦耐盐碱重要基因 4-5 个，明确 2-3 个关

键基因的生物学功能；解析小麦耐盐碱基因调控网络 1-2 个；开

发优良等位基因的分子标记 4-5 个；创制耐 3‰以上土壤盐碱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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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异育种新种质 5-6 份；培育耐盐碱新品种 2-3 个，新品种示范

应用面积 10 万亩以上；为河北省旱碱麦产业技术发展提供重要的

理论和技术支撑。

（二）合成生物底盘细胞智能设计与定向重塑研究（申报代

码 1 选择 B0812）

阐明芳香族与萜类等化合物的微生物细胞代谢及调控机制，

建立基于机理和数据驱动的细胞智能设计方法和高通量底盘细胞

编程技术，通过底盘细胞设计、构建和测试的多次迭代优化，获

得生长速快、转化效率高、复杂工业生产环境耐受性强的高版本

底盘细胞，实现芳香族与萜类等化合物的高效生物合成。

绩效目标：获得多层次约束的高精度底盘细胞代谢模型 1-2

个，模型预测准确率超过 70%；建成微生物底盘细胞设计编程与定

向重塑技术体系，每月编辑通量 10000 位点以上；获得 1-2 个生

长快速、转化效率高、复杂工业生产环境耐受性强的高版本底盘

细胞；实现 3-5 个芳香族与萜类等化合物的高效绿色生物合成路

线，1-2 个产品实现百吨到千吨级产业化示范与规模化生产，推动

我省生物行业技术变革、引领区域经济创新发展。

（三）基于万寿菊中叶黄素、槲皮万寿菊素的创新药物研究

及应用（申报代码 1 选择 H3206）

针对万寿菊中多种功效成分萃取分离工序复杂、活性成分生

物利用度低、眼科临床疾病用药迫切需求的社会实际问题，研究

靶向同步高效萃取机制，结合分子网络、网络药理学及非靶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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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组学研究万寿菊花的全成分组成分析和功效筛查，探究递送技

术与目标成分稳定性、效果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叶黄素高生物利

用度制剂的产业化奠定基础。

绩效目标：形成一套靶向同步高效萃取技术，行业内企业转

化应用 2 家以上；获得河北省域内医疗机构的院内制剂批准文号，

形成叶黄素院内制剂产品至少 1 种；研发叶黄素含量 10%以上的高

生物利用度叶黄素制剂产品，并实现产业转化，推动叶黄素产业

的创新发展。

（四）基于多维信号采集的针刺特色手法传承与量效关系研

究（申报代码 1 选择 A1004）

针对针刺手法传承与多元技术交叉融合的重大技术革新问

题，以“醒脑开窍”为研究对象，探索基于针刺特色手法多维表

征参数采集、量化分析方法，搭建便携式轻量化动态视觉信息高

精度捕捉系统，构建该针法的名老中医手法数字模型，实现基于

超声相控阵的“醒脑开窍”等特色针刺手法等效模拟，为针灸智

能化诊疗装备原理样机的研发奠定基础。

绩效目标：完成针刺特色手法表征参数采集，基于针灸优势

病种提取针灸手法表征关键要素，形成名老中医针刺手法数据库，

研发针刺特色手法数字化传承关键技术不少于 2 项，建立针刺特

色技术活态传承模块 1 个；构建针刺特色手法量效关系不少于 3

种，辅助制订针刺技术操作标准 2 项；申请或获得软件著作权/专

利不少于 5 件；研究成果至少在京津冀地区 8 家医疗机构推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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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中不少于 4 家河北省医疗机构），推动河北省中医药医工

交叉前沿关键技术创新发展。

（五）耐盐碱中药材的生态修复功能研究与产业化高值应用

（申报代码 1 选择 H3201）

针对河北省“盐碱地治理”和“中医药振兴”重大需求，借

助多学科交叉手段，研究耐盐碱中药材生态修复机理，探究耐盐

碱中药材药用成分及合成途径，研发“盐碱地生态修复产业升级+

中医药农业高值化应用”关键技术，助力盐碱地综合治理。

绩效目标：构建协同生物炭、腐植酸、微生物的耐盐碱中药材生

态种植集成关键技术体系；形成不少于 10 种土壤理化性质和耐盐

碱中药材关键品质性状、数字表型数据库；研发盐碱地土壤水分

盐分遥感监测关键技术不少于 2 项，研发耐盐碱中药材品质性状

无损检测与数字化建模技术不少于 2 项。选育品质优良的耐盐碱

中药材不少于 3 种；研究不少于 10 种中药材的耐盐碱及主效活性

成分合成途径。筛选具有盐碱地修复功能的中药材品种 3 种，推

广面积不少于 1000 亩，为盐碱地高效综合治理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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