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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

增效科技创新”重点专项 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主要经济作物（包括园艺作物、热带作物、杂粮作物、特色

经济林以及大田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生态位互补。启动实施主

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创新，着力突破制约主

要经济作物产业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提高经济作物产量、产品

品质和经济效益，对于满足人民多元化需求、农产品有效供给，

以及实现精准扶贫和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均具有

重要意义。

依据国务院《“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发〔2016〕43

号）和《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

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64号），启动实施主要经济作

物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创新重点专项。

该专项以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提质增效”为目标，围绕

“基础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典型应用示范”全创新链进行系

统部署。专项的实施将通过创新优质高产、提质增效的理论和方

法，提升我国主要经济作物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通过研发高效

快速的育种新技术，结合常规改良途径，创制一批性状优良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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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选育若干适合机械化生产、抗性强、品质优、产量高的突

破性新品种；通过集成良种繁育、轻简高效栽培、产品加工增值、

防灾减灾等关键技术，建立全产业链的示范模式，最终实现主要

经济作物产业提质增效，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技术支撑。

专项按照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一体化组织实施的思路，围绕

总体目标，根据专项的统一部署，结合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与

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创新链条的特点与规律，2019年度拟发布 7个

基础研究类任务方向，17个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类任务方向。拟安

排国拨经费 7.1亿元。项目实施周期为 2019年—2022年。每个

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

一、基础研究

1. 果树优质丰产的生理基础与调控

研究内容：以柑橘、苹果、梨、葡萄和桃为对象，针对其优

质丰产的生理基础及调控等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影响光合作用的

主要生理因素、库源关系和光合产物分配规律，研究提高光合效

率、延长光合作用时间和促进光合产物在果实积累的调控途径和

技术；研究果树水分和营养利用影响优质丰产的生理基础，研究

提高果树水分和营养利用效率、促进优质丰产的调控途径和技术；

研究并阐明果树矮化和柱状等省力化树体控制栽培技术促进优质

丰产的生理基础和调控途径。

考核指标：构建光照、水分和营养等生理因素影响果树优质



— 3 —

丰产的评价技术体系，阐明影响果树优质丰产的关键生理因素的

调控机理和途径；研发基于生理基础的优质丰产调控技术 2~4项；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为果树优质丰产栽培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2. 果树优异种质资源评价与基因发掘

研究内容：以桃、香蕉、荔枝、草莓、猕猴桃和枇杷为对象，

系统开展野生近缘种优异种质资源发掘以及基于全基因组序列多

态性的核心种质库构建，建立野生近缘种优异资源基因型鉴定技

术体系；构建野生近缘种高质量基因组图谱，阐明野生近缘种的

亲缘关系及其染色体倍性变化规律；精细评价野生资源和农家品

种的表型性状及生理代谢特点，解析控制优异性状的遗传位点，

发掘控制优异性状的重要基因及其等位变异类型与遗传效应，阐

明重要基因的生物学功能及作用机制。

考核指标：构建果树野生近缘种优异资源的生理评价及基因

型鉴定技术体系，发掘有育种利用价值的优异资源 200份以上；

鉴定优异和特异性状相关基因 10~15个；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为

果树高效育种和新品种创制提供种质资源保障。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3. 设施果实类蔬菜高产的生理基础与调控

研究内容：以番茄、黄瓜、茄子、辣椒、西瓜和甜瓜为对象，

针对其高产潜力挖掘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叶形、单叶面积、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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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角和节间长度等形态建成与个体、群体光能吸收利用和光合作

用的关系和生理基础，构建高产株型；解析叶片发育和衰老过程

中光化学效率、光能分配、羧化速率与光合产物装载的动态变化，

明确激素与糖信号调控叶片衰老的生理和分子机制；阐明不同发

育进程叶片光合产物的运输、卸载、代谢与激素协同影响果实发

育的机制, 剖析高产形成的源/库动态调控途径；研究根系温度和

水分适应性和养分利用差异与产量形成的关系, 创制具有耐低高

温、水分和养分高效吸收利用的砧木；挖掘光合效率、叶片发育

与衰老以及果实发育等过程的关键调控基因，创新改善光能利用、

光合效率和源库平衡的高产调控技术。

考核指标：阐明番茄、黄瓜、茄子、辣椒、西瓜和甜瓜高产

的生理基础及调控网络；鉴定产量形成关键调控基因及优异等位

基因 15个以上，创制高产新材料 10份以上，形成关键调控技术

5项以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为实现设施果实类蔬菜高产提供

理论和技术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4. 重要花卉种质资源精准评价与基因发掘

研究内容：以月季、百合、兰花、山茶花和紫薇为对象，针

对其种质创制及高效育种存在的环境适应、人工定向驯化等关键

科学问题，开展国际种质资源交流和协作，建立基因组、代谢组

和表型组大数据平台并解析花卉野生种起源和栽培种重要优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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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的驯化历程；通过分离群体构建、表型性状与基因组关联、共

表达网络进化等分析，研究花色、花香、花期、株型等重要观赏

性状的进化与人工驯化机制，发掘关键性状分子标记、分离关键

基因并解析其调控网络；明晰各类花卉种质的特色基因以及该类

基因在驯化和育种进程中的地位；开发高效基因功能鉴定技术，

明确野生种和栽培种特色基因资源并评价其有效性。

考核指标：鉴定重要花卉核心种质 500份以上；发掘具有抗

病、耐低温等高抗性状和特异花色、花香、花型、花期、株型等

高观赏价值的遗传资源（分子标记、基因及调控元件）10~15个；

精准鉴定经济性与观赏价值高的花卉种质 50份；阐明重要花卉主

要抗逆和观赏性状的人工驯化机制，实现重要基因资源的转基因

及基因编辑评价，获取遗传修饰花卉新种质 50份；开发重要花卉

基因编辑方法体系 1~2套；授权相关发明专利，为花卉特色基因

功能解析和高效育种提供理论和种质资源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5. 热带作物种质资源精准评价与基因发掘

研究内容：以木薯、橡胶树、甘蔗、杧果和菠萝为对象，针

对其种质资源本底不清、关键性状基因资源缺乏及育种效率低的

问题，系统开展种质库资源的形态、生理、抗性及次生代谢表型

精准评价及基因型多态性解析。开展木薯块根品质、耐低温、抗

花叶病毒、细菌性枯萎病及采后生理性衰变评价；橡胶树产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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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速生、耐低温、抗病、矮化及成花评价；甘蔗宿根性、抗黑

穗病、白条病和花叶病及氮素高效利用评价；杧果成花、胚胎败

育、采后品质、抗逆（炭疽病及耐寒性等）精准评价，筛选特异

种质；菠萝色泽、风味物质代谢、果眼深度、耐低温及抗水心病

评价，构建育种核心种质；采用群体重测序及简化重测序技术构

建物种遗传变异图谱，结合精细表型数据解析控制优异和特异性

状的遗传位点，发掘重要功能基因，多维数据整合揭示表型、代

谢与基因组进化及变异的途径。研究重要性状基因的遗传变异特

征和等位变异类型，阐明其生物学功能及作用机理。

考核指标：构建木薯、橡胶树、甘蔗、杧果和菠萝种质资源

的表型组和基因型评价体系，发掘优质、抗逆等优异资源 200份

以上；挖掘关键基因及其优异等位基因 20~30个；授权发明专利，

突破热带作物抗逆与品质性状关键种质及其改良技术，为热带作

物高效育种和品种创制提供种质基础和理论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6. 特色经济林优异种质发掘和精细评价

研究内容：以柿、杏、桑、花椒和油橄榄为对象，针对其种

质资源保护与高效利用中的关键科学问题，重点开展野生种和近

缘野生种的增补收集保存、遗传多样性和重要性状评价,以及特殊

种质的起源和演化；建立主要栽培种分子身份证；精细评价主要

品种特色功能成分、重要生殖性状、抗性等性状及其遗传规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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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网络，基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和泛基因组分析等手段发掘重

要性状基因；基于多组学分析，构建主要栽培种种质遗传信息数

据库。

考核指标：新收集保存重要野生种和近缘野生种资源 200份

以上；建立 500个以上栽培种的分子身份证；精细评价 500份以

上重要种质的特色功能成分、生殖和抗病性状；发掘特色农艺种

质 50份以上；鉴定重要性状相关功能基因 10~15个；构建 3~5

个多组学遗传信息数据库，授权特异种质、优异基因和数据库构

建等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10项以上，为特色经济林高效育种和

栽培调控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7. 杂粮作物核心资源遗传本底评价和深度解析

研究内容：以谷子、高粱、食用豆、荞麦和甘薯为对象，针

对其资源遗传本底不清、遗传育种可利用优异材料缺乏等问题，

在野生近缘种、农家品种和育成品种三个层面构建核心资源，利

用分子标记和重测序技术阐明核心资源的基因组变异本底，明确

不同层面基因池多样性及群体结构；通过群体遗传学分析、驯化

基因克隆、育种选择基因鉴定等方法解析杂粮作物驯化分子基础，

明确育种进程中基因组选择位点和变异信息；开展多年多环境下

杂粮作物核心资源重要经济性状的精准鉴定，发掘育种关键性状

的控制位点和优异单倍型，丰富和完善杂粮作物表型和基因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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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构建核心资源的数据平台；从野生基因池、农家品种和育

成品种基因池等不同层次资源筛选特殊优异种质，形成可供遗传

和育种利用的杂粮作物优异种质共享平台。

考核指标：构建谷子、高粱、食用豆、荞麦和甘薯核心资源

4套，发掘鉴定驯化和育种选择基因组位点 15~20个，构建杂粮

作物表型及基因型数据库 2~4个；筛选杂粮作物优异种质 200份

以上，形成谷子、高粱、食用豆、荞麦和甘薯优异资源共享平台

4个，授权专利 10项以上，为杂粮作物种质资源高效利用及新品

种选育提供理论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8. 落叶果树高效育种技术与品种创制

研究内容：以桃、猕猴桃和草莓为对象，针对育种中的技术

瓶颈，研发高效组培再生、突变育种、多倍体育种和遗传转化体

系，创新基因编辑前沿技术，建立基因快速导入和基因编辑育种

技术体系；发掘育种可用的基因特异性分子标记，研发高通量基

因分型技术及全基因组选择技术；研发种间远缘杂交技术；创制

高抗、优质、适合机械化种植或种子繁殖型果树新品种。

考核指标：研发高效遗传转化技术 1项，突破基因编辑技术

1项；开发分子标记 200个以上，创建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 1项；

构建草莓自交系 15~20个，创制优质、丰产、抗逆等果树新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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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份以上，综合性状优良的接穗和砧木新品种 10个以上；授权

高效育种技术相关发明专利和植物新品种权 5项以上，为果树提

质增效提供育种技术和品种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9. 常绿果树高效育种技术与品种创制

研究内容：以香蕉、荔枝和枇杷为对象，针对育种中的技术

瓶颈，研发细胞工程、高效遗传转化、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共性

关键技术，创新基因编辑、基因组选择等前沿技术；综合应用以

上技术，结合常规手段，创制具有优质、丰产、多抗等性状的新

种质和新品种。

考核指标：研发高效细胞工程技术 1项、高效遗传转化技术

1项，突破基因编辑技术 1项；开发分子标记 100个以上，创建

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 1项；创制优质、丰产、抗逆等果树新种质

200份以上，综合性状优良的接穗和砧木新品种 10个以上；授权

高效育种技术相关发明专利和植物新品种权 5项以上，为果树提

质增效提供育种技术和品种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10. 花卉高效育种技术与品种创制

研究内容：以月季、百合、兰花、紫薇和山茶花为对象，针

对育种中存在的杂交不亲和、早期性状鉴定困难、遗传转化体系

缺乏等关键技术瓶颈，研发远缘杂交障碍克服技术、分子标记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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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筛选技术、高效细胞工程技术、高效遗传转化和基因编辑技术，

创新花型、花色、花香等重要观赏性状和抗病性、抗虫性、耐低

温、抗衰老等抗性性状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综合应用以上

技术，结合常规手段，创制具有特异花型和花色、芳香适宜、不

同花期、耐贮运、高抗等性状的花卉新种质和新品种。

考核指标：突破花卉远缘杂交、胚拯救、细胞工程和分子定

向育种等关键技术 3~5项；开发功能性标记 10个以上，其中育

种可用的功能标记 2~4个；创制优质、高抗花卉新种质 500份以

上，培育具有优异抗病性、抗虫性、耐低温、抗衰老等抗性性状，

花型、花色、花香、花期等观赏性改良的新品种 20个以上；授权

育种技术发明专利 3~5项，申请或授权植物新品种权、品种认定

或国际品种登录 20个以上；新品种示范推广 3000万株（盆）以

上，为花卉优质轻简高效栽培提供品种和技术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11. 热带作物高效育种技术与品种创制

主要任务：以木薯、橡胶树、杧果和菠萝为对象，针对育种

中存在的基因型高度杂合、营养生长期及育种周期长等共性瓶颈

问题，研发遗传转化基础上的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细胞育

种等新技术，综合建立分子细胞育种平台，创制新种质和新品种。

木薯综合性状评价、成花诱导、基因编辑创制优质抗逆新种质，

创建全基因组选择育种体系，培育淀粉与能源专用品种；橡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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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寒高产品种杂交改良，品种自根幼态无性系创制与规模化繁育，

愈伤组织模型及分子辅助选择预测高产种质；杧果优质、抗角斑

病、抗炭疽病及多熟期品种定向遗传改良，创建杂交群体并解析

其遗传机制，培育优良矮化抗逆砧木新种质与适配接穗新品种；

菠萝诱变与杂交改良选育优质丰产新品种，基因组选择创制营养

期短、抗寒新种质及新品种。

考核指标：攻克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定向改良、远缘杂

交等关键技术 2~3项，完善综合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建立热带作

物基因组及育种性状数据库 1个；创制具有多种经济价值的木薯、

橡胶树、杧果和菠萝新种质 400份；选育具有多抗、优质、高产

等性状的热带作物新品种 8~10个，授权发明专利/植物新品种权

10项以上，为热带作物高效育种和轻简高效栽培提供技术和品种

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12. 特色经济林高效育种技术与品种创制

研究内容：以果桑、仁用杏、柿、花椒和油橄榄为对象，围

绕提高抗性、改善品质和加工专用等目标，采用自然选择、人工

杂交并结合细胞工程技术，建立快速遗传改良技术体系，创制经

济性状和农艺性状优异的新种质和新品种；研究成花、品质和抗

性等性状遗传，开发重要性状分子标记并用于定向改良和早期鉴

定，优化远缘杂交和多代性状聚合技术，创制专用新品种；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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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高效繁育技术并试验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果桑和柿倍性育种、仁用杏远缘杂交高亲和

育种、花椒和油橄榄选择育种等技术体系 5套；建立仁用杏早/

晚花和甜/苦性状、柿甜/涩和雌/雄早期选择以及倍性和杂合性鉴

定等技术 4套；创制优质、抗病虫果桑种质 60份，创制纯和甜

仁、大仁、自交亲和仁用杏种质 50份，创制自然脱涩和九倍体甜

柿新种质 50份，创制无（少）刺花椒种质 50份，创制广谱适应

性油橄榄种质 50份；选育果桑优质、高产、抗病虫、适宜机械化

耕作良种 3个，选育仁用杏避晚霜、甜仁、适宜机械化良种 4个，

选育柿优质鲜食、适宜加工、砧木和授粉专用新品种 5个，选育

花椒高产良种 3个，选育油橄榄高抗良种 3个；新品种区域试验

1500亩；授权发明专利，为特色经济林提质增效提供品种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13. 双子叶杂粮高效育种技术与品种创制

研究内容：以甘薯、荞麦和食用豆为对象，针对育种技术滞

后、优质品种缺乏等问题，建立抗病虫、抗旱耐盐、品质优良的

分子标记体系并用于分子辅助育种；研究重要产量及品质性状的

早代鉴定方法，形成高效的育种技术；综合运用基因组学、远缘

杂交、细胞工程和标记辅助选择等手段，创制具备适应机械化作

业、高淀粉、高黄酮等性状，并在抗病虫、产量、食味和食品加

工品质等方面有所突破的杂粮作物新种质；选育优质、适宜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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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多抗、丰产的杂粮作物新品种和专用品种。

考核指标：研发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品质和抗性性状

标记选择等关键技术2~3项；创制优质、抗病、耐逆、特殊营养

价值丰富的新种质 200 份；培育在株型、适应机械化轻简栽培、

功能成分、产量、耐逆等关键性状上有突破的新品种和专用品种

10~15 个；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和植物新品种权，为杂粮作物优质

轻简高效栽培提供品种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14. 果树优质高效品种筛选及配套栽培技术

研究内容：以柑橘、苹果、梨和葡萄为对象，针对适地适栽

品种选择、品质多元化、熟期优化、轻简化栽培等关键问题，以

良种良法配套关键技术创新为核心，开展以下研究：（1）适应性。

针对不同生态型产区，开展品种筛选与品种区域化分布评价，从

现有品种筛选适宜不同生态地区轻简化栽培、保障周年优质鲜果

供应、特色明显的品种，建立品种优质高效栽培及生态适应性的

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并进行区域布局；（2）专用性。筛选适宜加

工、观赏或特定消费群体等用途的专用品种，完善其质量标准；

（3）互作机理。基于果树优质丰产与环境、栽培措施的互作关系

和协调途径，建立优质丰产高效配套的技术体系；（4）配套技术。

研发与品种配套的高光效树形、轻简化管理等技术，在典型生态

区对筛选的品种开展配套栽培技术试验，集成不同生态区果树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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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配套栽培技术体系，制订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考核指标：建立柑橘、苹果、梨和葡萄良种生态适应性评价

标准与指标体系 4~6套；筛选适宜轻简化、优质高效栽培以及适

宜特定气候区域的品种，并形成其配套技术体系（规程）8~10套，

技术试验不少于 2万亩；项目实施区果树良种率提高 20%，节本

增效 10%以上；授权发明专利，为果树提质增效栽培提供品种布

局和配套技术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15. 花卉优质高效品种筛选及配套栽培技术

研究内容：以菊花、牡丹和梅花为对象，以良种良法配套关

键技术创新为核心，对已育成品种的特性和栽培技术进行研究，

进一步挖掘良种良法配套的优质增效潜力，重点开展以下研究：

（1）适应性。筛选适宜花期调控、轻简化栽培和区域光温水土等

环境条件的优良品种，建立品种适应性评价标准，提出区域布局

体系；（2）优质高产性。通过品种筛选确立观赏品质/专用品质（食

用、茶用、精油用等功能性品质）与产量提升与资源利用的潜力

及其挖掘技术途径；（3）专用性。筛选适于盆花、切花、食用、

茶用或精油提取等功能性生产的专用品种，完善其质量标准，明

确品种适应范围与适用特性；（4）互作机理。阐明影响观赏品质/

专用品质、产量与效率的品种—环境—栽培措施间的互作关系与

协调途径，确立优质高产高效配套的技术体系；（5）配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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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主产区对筛选的新品种开展配套栽培技术试验，集成不同

主产区重要花卉新品种的配套栽培技术体系，制订标准化生产技

术规程。

考核指标：建立重要花卉主产区品种适应性评价标准与指标

体系 3个（套），筛选一批适应花期调控、观赏品质/专用品质提

升、轻简化栽培的优质高产高效花卉新品种；在不同主产区实现

良种良法配套技术和生产技术规程 3套以上，技术应用 2000万

株（盆）以上；授权相关技术发明专利，为花卉提质增效栽培提

供品种布局和配套技术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16. 特色经济林生态经济型品种筛选及配套栽培技术

研究内容：以茶、油茶、核桃、板栗、枣和枸杞为对象，针

对生态经济型栽培模式、加工工艺、市场需求和产业链协调发展

等问题，开展品种区域化评价；从现有品种筛选适宜机械化、轻

简化和抗性强的良种；在典型和特色生态区筛选专用型品种；建

立以提升产业链整体效益为目的的苗木繁育和定植技术体系；研

究品种优良性状与环境形成的生理生态机制，制定不同区域、用

途和加工工艺的配套种植技术体系，并在主产区开展品种区域化

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茶、油茶、核桃、板栗、枣和枸杞良种生态

适应性评价标准各 2套以上；筛选适宜机械化、轻简化和抗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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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种及其配置方案各 3~5个；提出典型和特色生态区专用型品

种不少于 12个，建立产地追溯体系 2套；研发以提升产业链整

体效益为目的的苗木繁育和栽植技术体系 6套以上；制订各树种

主产区主栽品种的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3~5套，各树种示范面积

2000亩以上，增产 10%以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为特色经济林

提质增效提供品种布局和配套技术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17. 禾谷类杂粮提质增效品种筛选及配套栽培技术

研究内容：以谷子、高粱和青稞为对象，针对优质高效品种

缺乏和生产技术不配套等问题，以提质增效和良种配套关键技术

创新为核心，对已育成品种和区域优势品种的生物学特性和栽培

技术进行研究，挖掘优质品种的提质增效潜力。在禾谷类杂粮主

产区，以华北、东北和西北区为重点，开展以下研究：（1）适应

性。筛选适宜机械化轻简栽培和区域光温水条件的优质高产品种，

建立品种生态适应性评价标准，提出科学合理的主产区品种布局

体系；（2）优质丰产性。通过品种筛选确立增产与资源利用的潜

力及其挖掘技术途径；（3）专用型。筛选适合产业开发的优质谷

子、酿造高粱、饲用高粱等专用品种，并构建相应的质量标准和

适用范围；（4）互作机理。阐明品质、产量与效率的品种—环境

—栽培措施间的互作关系与协调途径，确立高产优质高效配套的

技术体系；（5）配套技术。在各杂粮作物的典型生态区对筛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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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开展优质高效配套栽培技术试验，构建不同主产区品种配

套栽培技术体系，制订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考核指标：建立禾谷类杂粮作物主产区品种生态适应性评价

标准与指标体系 5个（套），筛选一批适应机械轻简化优质高产高

效品种；在主产区研发良种良法配套技术和生产技术规程 6套以

上，技术应用 5000亩以上，新技术产量增加 10%以上、节约氮

肥和水分 10%以上、机械化作业效率提高 15%以上；授权相关发

明专利，为杂粮作物提质增效提供品种布局和配套技术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18. 园艺作物病毒检测及无病毒苗木繁育技术

研究内容：以柑橘、苹果、梨、葡萄、香蕉、草莓、月季和

百合为对象，研发病毒检测及无病毒苗木繁育技术并进行应用技

术集成。突破高通量和高灵敏的新一代深度测序、基因及基因组

扩增和血清学技术等共性关键技术瓶颈，并结合病毒生物学及分

子生物学鉴定技术，系统构建园艺作物病毒快速和标准化检测及

新病毒监测的技术体系；研发可提高苗木抗病能力的病毒表达载

体和重组病毒；优化和融合超低温脱毒、脉冲温度脱毒等新型快

速脱病毒技术；创建无病毒种质室内保存技术及快速出苗和多源

性营养基质配方技术，结合高标准苗木繁育技术和新型精准栽培

技术，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园艺作物无病毒栽培技术模式并建立

相应技术规程；通过基地示范、新型经营主体和现代职业农民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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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在园艺作物主产区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构建新型病毒快速检测技术和指示植物鉴定方法

20套以上，开发病毒高通量检测软件 2~3套；建立高效脱病毒技

术 5套以上，实现园艺作物脱除病毒的品种数量不少于 50个，

无病毒品种保存量增加 50%；提出新型无病毒种苗/种球繁育及营

养基质配方 20个以上及配套技术方案 5套以上；集成无病毒种

苗/种球繁育技术模式 8~10个、制定配套技术规程 8~10个；示范

推广无病毒种苗/种球 1000万株以上，授权相关发明专利，为园

艺作物高效栽培和提质增效提供无病毒苗木和技术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19. 园艺作物设施生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以番茄、茄子、辣椒、黄瓜、西瓜、甜瓜、葡萄、

香菇和黑木耳为对象，以解决制约高产、优质和资源高效利用的

瓶颈问题为核心，研发提高种苗质量的集约化育苗技术、新型无

土栽培模式与智能化管理系统、生长环境（光温耦合、二氧化碳）

调控技术、品质提升技术、温光水逆境障碍克服技术、农艺型连

作障碍防控技术、长季节设施蔬菜高效栽培技术和食用菌立体栽

培技术；集成上述抗逆、高产、优质和资源高效利用的栽培关键

技术，形成配套技术规程并在主产区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创新主要园艺作物种苗工厂化培育与无土栽培、

设施栽培环境调控、品质提升调控、抗逆栽培技术、设施土壤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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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克服等设施生产关键技术 10项以上，建立主要园艺作物设施栽

培模式和配套技术规程 10~15项；技术应用提高产量 10%以上，

示范推广 50万亩以上；授权相关发明专利，为园艺作物设施生产

和提质增效栽培提供技术和模式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20. 主要经济作物重要及新成灾病害绿色综合防控技术

研究内容：以主要经济作物的细菌性病害（作物青枯病、猕

猴桃溃疡病）、真菌性病害（作物菌核病、苹果和梨腐烂病、果蔬

灰霉病、油茶炭疽病）、线虫病害（蔬菜根结线虫病）和原生生物

病害（作物根肿病）为对象，研究植物病原在当前气候环境和农

业耕作制度变化条件下的成灾因素及早期诊断预警技术；筛选可

用于生物防治的有益微生物资源及新型绿色、安全、高效农药，

研发相关微生物制剂和农药的田间精准施用技术；创建有利于控

制病害发生和流行的种植制度及栽培管理模式；建立集生态调控、

抗病品种应用、田间栽培和管理、病害监测和防治为一体的病害

绿色生态防控技术体系并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研发检测、监测预警及绿色防治技术 5~8项，集

成区域性综合防控技术模式 4~8套，形成配套技术规程 3~5个；

示范推广 30万亩，示范区病害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3%以下；明确

主要经济作物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线虫病害和原生生物病

害等重要病害及新成灾病害的成灾机制及扩散流行规律，申请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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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预报、病害检测和防治技术等发明专利，为主要经济作物高效

栽培和提质增效提供病害预警和绿色综合防控技术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21. 主要经济作物重要及新成灾虫害绿色综合防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以钻蛀性害虫（橘小实蝇、柑橘大实蝇、南亚果

实蝇、梨小食心虫、核桃云斑天牛）、刺吸性害虫（柑橘全爪螨、

茶小绿叶蝉、瓜蚜、葡萄根瘤蚜、粉虱）和食叶害虫（茶尺蠖、

斜纹夜蛾）为对象，针对经济作物重要及新成灾虫害综合防控的

共性关键技术瓶颈，研究在新的管理模式以及气候变化条件下的

成灾规律，建立新成灾害虫监测预警和信息交流平台；研发害虫

生态调控、行为调控与物理防治、微生物农药与生物防治等高效

绿色防控技术；筛选高效、低毒农药，研究其科学精准用药技术；

集成以生态调控为基础的重要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并应用示

范。

考核指标：明确经济作物重要和新成灾害虫的成灾规律，研

发新成灾害虫监测预警技术以及与当前栽培模式相适应的害虫防

治新技术 10~15项；集成害虫综合防控技术模式 8~10套，形成

配套技术规程 8~10个，授权害虫防控技术相关国家发明专利

10~15项；应用示范不少于 50万亩，示范区重要灾害性害虫危害

损失率控制在 3%以下，为主要经济作物高效栽培和提质增效提

供虫害绿色综合防控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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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支持项目数：1~2项。

22. 主要经济作物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及防灾减灾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以主要园艺作物、热带作物、特色经济林、大田

经济作物和设施作物为对象，针对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防灾减损

的共性关键技术瓶颈，研究气象灾害发生规律，研发气候变化背

景下作物生产全过程的多种农业气象灾害影响与综合风险动态评

估技术、精细化农业气候区划及引（扩）种灾害风险评估技术；

研究气象灾变过程监测和预报预警技术、气象灾害指数保险技术

及产品，研发基于气象、遥感、作物等数据的气象灾害监测预报

预警实时信息服务平台；研发旱涝、高低温等防灾减灾的高效调

控技术、产品与范式；建立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

效的气候保障方法体系。

考核指标：创建主要经济作物气象灾害评价技术体系 5~8

套，气象灾害保险指数 5~8个，精细化气候区划与灾害风险区划

8~10项；建立主要经济作物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技术 5~8 套，

省级实时信息服务平台 5个，应用推广 10个省以上；突破旱涝、

高低温防灾减灾技术 4~6项，创制减灾调控产品 4个并取得正式

登记，减灾增效 10%以上，示范推广 500万亩以上；建立主要经

济作物安全生产的气候保障方法体系；申请防灾减损技术产品相

关发明专利 3项，登记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5项，为主要经济

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提供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和防灾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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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23. 特色经济林采后果实与副产物增值加工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以板栗、枣、杏和枸杞为对象，围绕采后贮藏加

工与综合利用对产业链带动的重大科技需求，研究采后贮运流通

过程中鲜果品质劣变和病原菌致病规律，建立特色经济林采后保

鲜、病原菌防控和质量监控评价技术体系，研发贮运销保鲜的新

型绿色包装材料；研究色素、淀粉、蛋白质及多糖等生物活性成

分高效富集与高值化利用技术，集成特色经济林产品多级联产加

工技术，通过中试实现对其采后加工性能和经济效益的综合评价，

实现板栗、枣、杏、枸杞等采后多级增值。

考核指标：突破板栗、枣、杏和枸杞采后品质控制、病害防

控和保质保鲜关键技术 5~6项，建立配套技术体系 3~4套；建立

特色经济林品质监测与毒素快速检测技术 4~5项；研发新型贮、

运、销保鲜包装材料 4~6种；使淀粉回生率减少 30%~40%、褐

变程度减轻 20%以上；建立板栗、枣、杏、枸杞等色素、淀粉、

蛋白质及多糖等副产物多级联产加工技术体系 3套，研发食用或

日化等终端产品 10种以上，开发高附加值功能产品 3~4个；申

请和授权发明专利，为特色经济林果加工和产业提质增效提供技

术和产品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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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特色食用木本油料种实增值加工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以油茶、核桃和油橄榄为对象，围绕种实采收、

油品加工及过程副产物综合利用对产业链带动的重大科技需求，

研究木本油料鲜果集约化采集、预处理、食用油品质评价与多酚

等抗氧化物调控关键技术，建立快速检测和鉴伪的品质评价技术

体系；研究木本油脂氧化的化学基础与特征规律，明确木本油脂

品质调控机制；研究木本油料作物在“原料—工艺—产品”链中组

分结构变化对重要商品性状形成的影响机制；研究木本油产业链

增值加工技术体系，针对采收与商品化处理期间副产物的资源化

利用，重点开展天然活性物提取开发、高值（有效）成分生物转

化等关键技术研究。

考核指标：突破油茶、核桃和油橄榄种实采收、油品加工及

品质评价与调控关键技术 4~5项，油品氧化进程减缓 20%，褐变

程度减轻 20%以上；创建木本油脂品质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确定

监测指标 2~3个；建立油茶籽粕、核桃种皮和油橄榄果渣等副产

物综合清洁利用关键技术 2~3项，副产物利用率提高 30%以上；

研发食用或日化等终端产品 10种以上，制备多酚、色素、萜类等

天然活性物及其衍生物 8~10种，评价其生物活性及安全性，开

发高附加值功能产品 3~4个；授权发明专利，为特色经济林果加

工和产业提质增效提供技术和产品支撑。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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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要求

1. 项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

2. 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鼓励项目在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型县（市）等创新基地开展研

究。

3. 企业牵头的项目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自筹经费

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参与申

报的企业自筹经费与企业申报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须

出具有效的经费来源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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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

科技创新”重点专项 2019 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

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5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

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

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

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随纸质项目预申报书一并报送。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课题）；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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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国际科

技合作专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

专项（以下简称“改革前计划”）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

申报项目（课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不含任务或课题）负

责人不得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

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

目（课题）。

（5）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重不良

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6）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划管

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8年 4月 30日前。

（3）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重不良

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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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5个，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10家。

（2）项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考核内容。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李华锋 李董 010-59199375，

010-5919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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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创新”

重点专项项目指南编制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称

1 邓秀新 华中农业大学 教授

2 郭旺珍 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 教授

3 喻景权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教授

4 彭 明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

5 孙日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研究员

6 杨亚军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研究员

7 刁现民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8 裴 东 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 研究员

9 谭晓风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 教授

10 田志喜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研究员

11 周广胜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12 霍治国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13 李绍华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

14 郝小明 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15 韦 霄 中科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

16 魏建华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研究员

17 尚晓冬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 研究员

18 张福跃 山西省农科院高粱研究所 研究员

19 张正竹 安徽农业大学 教授

20 吴茂玉 济南果品研究院 研究员

21 周 会 广西农科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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