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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度省级科技研发计划联合基金

（应用攻关类）项目申报要求

一、申报事项

（一）支持方向。主要采用“定向支持+公开竞争”的方式，

支持联合资助方以及省内其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医院等具有研发能力的事业单位，重点面向一线青年科

研人员实施一批省级科技攻关计划项目，集中资源推动人才培

养、技术研发和学科建设。

（二）项目指南。项目指南中除省气象局明确有共性课题研

究方向外，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的项目

指南均属公开申报范围。

（三）信息回避。项目申请人填写申报材料时，须按照填报

要求注意信息回避。对未按要求进行信息回避的，将按无效申报

处理。不接受涉密内容项目申报，请作脱密处理。

二、推荐渠道

（一）隶属于省直部门（单位）的通过省直部门（单位）申

报，其中省科技厅代管单位，以及归口管理的预算单位通过科技

厅申报。

（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国家高新区、国家郑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项目通过管委会申报。

（三）其他单位均通过所在省辖市、县（市）科技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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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

三、申报程序

项目申报统一实行网上申报，无需报送纸质材料。

（一）用户注册。个人（申报人）和法人（单位管理员）用

户须在河南政务服务网（http://www.hnzwfw.gov.cn）注册并实名

认证后，才能登录系统，已完成注册和认证的用户仍使用原账号。

各主管部门（单位）管理员用户仍使用系统统一分配的账号登录

系统。

（二）单位信息填报。申报单位基本信息统一由法人（单位

管理员）在提交本单位项目之前填写或更新完善，法人（单位管

理员）提交后，单位所有申报人均能及时共享显示，不需单独、

重复填报。

（三）项目信息填报。项目申报人按照指南要求，使用个人

账 号 登 录 “ 河 南 省 科 技 计 划 项 目 管 理 系 统

（http://xm.hnkjt.gov.cn/）”，选择“2022年度科技攻关”项目类别

填写项目申报书，完成后提交至申报单位。法人（单位管理员）

使用法人账号登录系统审核项目，提交至科技主管部门（单位）。

（四）审核推荐。科技主管部门（单位）严格按照申报指南

和限额推荐要求审核项目，将审核通过的项目预算申报书转送财

政主管部门（单位），财政主管部门（单位）审核通过后，由科

技主管部门（单位）统一提交至省科技厅。

附件 1—1：2022年度省级科技研发计划联合基金（应用攻

关类）项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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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2022年度省级科技研发计划联合基金

（应用攻关类）项目指南

一、河南农业大学联合基金项目指南

（一）种业创新与绿色生产

农作物、林果、畜禽、蔬菜、食用菌种质资源创新与新品种

选育；主要粮食作物抗病抗逆相关性状遗传机理与新品种选育；

河南道地药材种质资源保护发掘、评价与利用；优质瓜果、蔬菜、

食用菌高效生产技术研发；农作物阴雨涝害、高温干旱、病虫草

害胁迫等防控技术研究；乡土树种、经济林优质丰产关键技术研

究；黄河滩区草业带建设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耕地资源质量管

控与综合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农田土壤绿色修复技术研发；农

业化控与新型农药化肥创制等。

（二）疫病防控与食品安全

兽医智能诊断系统开发；畜禽重要病毒性疾病综合防控技术

研究；人兽共患病防控技术研究；饲料高效利用与安全控制技术

研究；畜禽与水产高效健康养殖技术；地域特色禽肉制品的现代

化加工研究；肉制品加工与质量安全技术研究；发酵面制主食保

鲜及安全控制技术研究；微生物酶工程相关技术研发；人工智能

在生命健康中的应用等。

（三）乡村共性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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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玉米轮作智能农业装备研发；畜禽智能养殖装备研发；

智能检测技术与装备开发；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碳达峰碳中

和技术研究；大数据技术在智慧农业领域中的应用研究；乡村建

设与人居环境研究等。

二、河南科技大学联合基金项目指南

（一）新材料与智能制造

螺旋锥齿轮近净成形制造；重载锥齿轮数字化设计；高端轴

承智能检测与试验；轴承极端工况可靠性评估；重载油气弹簧主

动控制；大型风电齿轮激光增材再制造；绿色冶金与高端金属材

料制备加工；纳米新材料与新型功能材料；先进陶瓷材料合成与

制备；复合材料制备与应用；新能源材料制备与应用；先进材料

成形加工技术及应用。智能网联汽车协同优化控制；工业互联网

多维协同机制；网络空间安全与隐私保护；人工智能赋能机器视

觉；大规模智能物联通信；多目标均衡协同传输；种苗精准栽插

部件及智能控制；高效低损收获部件设计与制造；设施农业机器

人；农业专用智能传感器；农机自主作业系统。

（二）临床及药物新靶点

肿瘤、内分泌、神经、呼吸、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及基础研究；

食管癌病因学研究及仿生类器官芯片的开发和应用研究；基于致

病基因筛选进行代谢性疾病及遗传病/罕见病的综合防控研究；

多种神经系统疾病的病因学与药物新靶点研究；肺血管疾病院内

防控体系与新靶点药物筛选研究；消化道疾病的发生发展机制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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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物遗传育种与绿色栽培

主要粮食作物种质资源创制、重要性状基因的挖掘及育种应

用；特色杂粮作物种质资源挖掘与利用、新品种选育与应用示范；

旱地作物间轮作种植关键性技术及理论研究；旱作作物绿色高产

高效种植关键技术与配套措施研究和富硒栽培技术与关键理论

研究。

三、河南工业大学联合基金项目指南

（一）粮油加工

以营养、健康和消费需求为导向，探索粮油加工新理论、新

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在高效、节能、绿色加工技术、智能化

加工装备以及粮食资源生物转化利用等方面取得突破。

（二）粮油储藏

以粮食质量安全为导向，研究粮食储藏品质与保鲜、储粮生

态与调控、储粮虫霉与防控等理论与技术，在粮食储藏高标准仓

房设计、智能仓储保管技术、有害生物绿色防控、进出仓机械装

备、全过程监管溯源等方面取得突破。

（三）粮机装备

立足粮食产后加工、仓储物流、食品制造装备领域，紧密围

绕粮食机械设计制造、自动化、智能化领域的关键技术难题，在

粮食加工装备数字化设计技术、粮食物流技术与装备、智能检测

与控制技术、粮食机器人理论等方面取得突破。

四、省气象局联合基金项目指南

（一）气象部门牵头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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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气象预报预测与应对气候变化。暴雨等灾害性天气预报

预警技术；精细化气象要素预报技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预

警技术；黄河流域面雨量预报订正技术及应用；多尺度气象灾害

早期预测预警技术；气候变化背景下气候承载力评价指标和风险

评估技术；城市气候可行性论证关键指标体系。

2. 大数据应用及综合观测技术。气象协同观测技术；气象

资料质量控制及多源实况数据融合技术；双偏振雷达数据应用关

键技术。

3. 应用气象及专业气象服务。风险预警及影响预报技术；

光伏发电功率预报预测技术；保险、交通、康养气象服务技术；

碳达峰碳中和气象保障服务关键技术。农业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与

风险评估技术；气象条件对作物品质影响机理及等级预报；人工

影响天气关键技术。

（二）社会共性课题

特大城市内涝风险精准监测与预警研究；黄河流域生态系统

与城市气候相互影响机制研究；基于高分和气象卫星遥感融合的

下垫面快速精细识别及其应用；输电通道气象保障技术研究；气

象与人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