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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农业面源、重金属污染防控和绿色投入品研发”

重点专项 2024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仅国家科技信息管理系统注册用户登录可见）

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农业面源、重金属污染防控和绿色

投入品研发”重点专项。根据本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

布 2024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专项总体目标是：围绕农业绿色科技创新，重点突

破绿色农药肥料农膜创制、减肥减药关键技术与设备、废

弃物循环利用、产地污染防控与修复等重大关键问题，引

领支撑农业绿色发展。

2024年度指南按照基础研究类、共性技术类、集成推

广类三个层面，拟启动 24个项目方向，拟安排国拨经费概

算 3.31亿元。其中，拟支持青年科学家项目 6个，拟安排

国拨经费概算 1300 万元。对于明确实施机制为科企联合

的，参与项目的企业需按获得中央财政经费数 1:1 配套经

费。

如无特殊说明，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5年。申报项目的

研究内容必须涵盖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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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应为 1984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

生。原则上团队其他参与人员年龄要求同上。

1.重要湖库流域面源污染监测防控（集成推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我国典型性、代表性重要

湖库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与农民增产增收矛盾突出，全

程防治技术和整体解决方案缺乏，智能管控水平低等问

题。

研究内容：重点在洱海流域等地构建流域农业面源污

染精准评估方法体系，厘清污染源产排时空分异规律，阐

明农业面源污染的重点源区、类别及入湖贡献；研发养分

限量投入与绿色增产增效等关键技术，创新农业面源污染

全过程治理技术体系；研发基于沟渠塘（湿地）的农田退

水的智慧调控、净化回用技术，创新氮、磷及其他化学营

养量快速削减与净化的新材料与新技术，构建入湖面源污

染物的快速应急处置方案；研发流域尺度智能管控平台，

构建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效果评估方法，开展技术落地

应用模式研究，集成示范标准化绿色高值生产技术，为流

域农业面源污染源头减量、过程阻控和智能管控提供系统

性解决方案。

技术考核指标：研发洱海流域养分限量投入、绿色增

产增效及农田退水回用等关键技术 4—5项，提出入湖面源

污染物快速处置与削减的应急方案，构建农业面源污染监

管指标体系和治理效果评估方法各 1套，摸清核心示范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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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面源污染底数，在此基础上通过技术示范减少氮、磷入

湖负荷 20%；上述考核指标中至少在某一方面取得标志性

或里程碑性突破进展；技术就绪度由 6级达到 9级。

产业考核指标：开发适用于重要湖库流域的农业面源

污染入湖负荷评估模型 1套，建立智能管控平台 1个；建立

核心示范区 5个以上，技术成果推广应用 10万亩以上。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具备

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先。

经费预算：2000万元

2.新型特殊肥料的创制及产业化（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我国水溶性有机无机生物

肥料产品缺乏问题。

研究内容：利用西北、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棉花

秸秆、玉米秸秆和水稻秸秆，通过酶解获取还原糖等益生

元物质，并创制能够促进根系生长和土壤微生物活性、提

高化学肥料利用率和促进土壤团粒结构形成的水溶性有机

无机生物肥料产品。主要研究高效率、零污染秸秆预处理

技术及工艺；纤维素酶和半纤维素酶分子改造和产酶底盘

细胞改造及其高浓度产酶发酵工艺；秸秆源还原糖对功能

微生物在（根际）土壤定殖的影响效应与机制；可溶性有

机无机生物肥料产品中成分配伍及功能菌保活技术；水溶

性有机无机生物肥料在玉米、棉花、果树等作物上的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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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及其施用配套技术。

技术考核指标：建立棉花秸秆、玉米秸秆、水稻秸秆

酶解技术工艺各 1条，每吨秸秆获得水溶性还原糖 600公斤

以上；构建秸秆源水溶性有机无机生物肥料生产技术集群 1

项，创制新型高品位水溶性有机无机生物肥料产品 10个以

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项以上、新型肥料登记证 2个；摸

清示范区内土壤有机质含量底数，技术应用后土壤有机质

含量提升 10%，制定国家/行业标准 3项；技术就绪度由 3

级达到 9级。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千亩综合示范区 2个，推广应用面

积达 100万亩以上。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具备

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先。

经费预算：2000万元

3. 长江上游区域农业绿色发展技术集成示范（集成推

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长江上游区域山区种养空

间布局优化、山地种养废弃物高效收集与高质利用、小流

域连片分散农田水肥精准管理与氮磷流失等急需技术支撑

的问题。

研究内容：研究山区种养空间布局优化方法，构建稻

蛙、鱼菜、果禽、草畜等立体综合种养循环模式；研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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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秸秆小型轻简化收集装备、种养废弃物就地人工腐殖化

技术以及高效清洁精准施用技术装备；研究小流域连片分

散农田水肥精准管理与氮磷流失阻控技术，建立有针对性

的水流控制埂坎、农田水系配置，以及末端生态修复等技

术体系。以县域为单元集成源头绿色品投入、过程化肥农

药减量增效、末端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农业面源防控和

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体系，搭建农业绿色发展大数据平

台，开展技术应用示范，构建长江上游区域绿色发展系统

解决方案。

技术考核指标：西南区域典型山地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3—5种，小流域农业面源复合污染防治技术、产品和装备

各 5—8项；技术就绪度由 6级达到 9级。

产业考核指标：示范基地不低于 20万亩，摸清基地化

学农药、化肥使用量及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底数，技术

示范后减少化学农药和化肥使用量 20%以上，肥药利用率

提高到 45%以上，主要农作物产地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

降低 60%以上，重点区域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达标率

100%，示范应用增加成本不超过 400元/亩。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是区域内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

础的优势单位；具备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

先。

经费预算：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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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江中下游区域面源污染防控与农业绿色发展技术

集成示范（集成推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长江中下游区域农业绿色

发展缺少系统解决方案问题。

研究内容：针对长江中下游地形复杂、种养集约、面

源污染风险较高等问题，研究农业面源污染溯源评估方法

体系，建立从农业生产投入至流域水体的全过程磷污染溯

源分析技术，评估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源对水体磷污染的

贡献；研究低丘山区径流拦、蓄、净及梯级利用技术以及

水网区沟、塘、湿地一体化面源污水梯级处理与资源化技

术，以及水肥协同高效利用智能管控技术及设备；研究沼

液粪肥安全消纳、秸秆绿色低碳还田、水产养殖尾水净化

等技术产品及运行机制。以县域为单元集成源头绿色品投

入、过程水肥减量增效、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农业面源

和重金属污染防控和修复技术体系，搭建农业绿色发展大

数据平台，构建长江中下游区域绿色发展系统解决方案。

技术考核指标：农业面源污染溯源及评估技术方法体

系 1套，明确长江中下游典型地区农业源对水体磷污染的贡

献；防控新技术与产品各 3—5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氮

磷减排专用活体微生物菌剂 2—3 种，农田尾水利用率达

15%；技术就绪度由 6级达到 9级。

产业考核指标：建成县域示范区 2处，示范基地 20万

亩以上，摸清基地化学农药、化肥使用量及土壤重金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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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态含量底数，技术示范后减少化学农药和化肥使用量

20%以上，肥药利用率提高到 45%以上，主要农作物产地土

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降低 60%以上，重点区域农产品质量

安全标准达标率 100%，示范应用增加成本不超过 400元/

亩。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是区域内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

础的优势单位；具备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

先。

经费预算：2500万元

5.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农业面源污染智能监测与系统

防控技术研究（集成推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我国丹江口库区流域尺度

农田面源污染底数不清、面源污染防控技术体系不健全等

问题。

研究内容：在我国丹江口库区流域层面分析土地利用

布局、农田管理、水系调控等对农田面源污染形成过程的

影响，构建农田面源污染预测模型，精准识别面源污染关

键源地；研发流域面源污染监测布局模拟优化模型，开发

丹江口库区面源污染智能监测网络平台，构建库区面源物

长时序高时频监测体系；以面源污染防控为目标优化流域

农田管理措施；选择丹江口水库为示范区域，基于物联网

操作系统构建智能监测与智能调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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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考核指标：针对我国丹江口库区阐明流域农田面

源污染形成过程的影响因素，构建农田面源污染预测模型 1

个，提供库区面源污染智能监测网络平台 1个，提出流域面

源污染综合阻控技术体系 1套；摸清示范区农田氮磷流失率

底数，技术示范后流失率降低 30%；技术就绪度由 6级达

到 9级。

产业考核指标：建成示范基地 15万亩以上，示范应用

增加成本不超过 200元/亩。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是区域内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

础的优势单位；具备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

先。

经费预算：1000万元

6. 黄河上游流域面源污染防控及农业绿色发展技术集

成示范（集成推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黄河上游流域农业面源污

染底数不清、区域面源污染防控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研究内容：针对黄河上游流域面源污染发生特点及农

业绿色发展需要，以青铜峡灌区、河套灌区为重点，开展

农业面源污染智能监测、溯源与高风险区识别等技术研

究，建立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农田氮磷限量投入指标体

系，开发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集成创新液体粪肥农田

分级安全消纳、农田生态种养、秸秆畜禽粪便肥料化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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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田、化肥农药精准施用、土壤精准调理、绿色投入品替

代等技术模式，并进行示范应用，建立农业绿色发展大数

据平台，提出黄河上游面源污染防控及农业绿色发展系统

解决方案。

技术考核指标：黄河上游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

模式 3套以上，智能监测技术 1—2项，开发 1—2个土壤调

理剂产品，化肥农药减量替代关键技术 3—4项；授权国家

发明专利 2项以上；技术就绪度由 6级达到 9级。

产业考核指标：示范基地 20万亩以上，摸清基地化学

农药、化肥使用量及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底数，技术示

范后减少化学农药和化肥使用量 20%以上，肥药利用率提

高到 45%以上，主要农作物产地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降

低 60%以上，重点区域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达标率 100%，

示范应用增加成本不超过 400元/亩。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是区域内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

础的优势单位；具备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

先。

经费预算：2500万元

7. 从养殖到粪污处理全程氨减排及除臭技术研究示范

（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突破养殖到粪污处理关键环节氨气

和臭气等高效低成本减排技术和装备，为养殖体系提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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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到粪污处理全程氨减排及除臭技术方案。

研究内容：针对养殖业源氨排放严重、臭气扰民突出

等问题，探明畜禽养殖—粪污储存—粪污处理全过程氨气

及臭气排放规律，研发高效低成本氨减排和臭气控制一体

化技术与装备；针对粪污储存、固液分离等前处理环节，

开发简易、方便的清粪技术、除臭技术及产品；聚焦粪污

发酵、贮存等处理环节，研发氨气臭气等协同减排除臭技

术、设备及产品；在典型地区开展示范，在优化养殖主体

小循环—地区中循环—社会大循环的基础上推进技术集成

应用。

技术考核指标：构建畜禽养殖全过程氨气和臭气排放

定量评估方法 1套，研发自动清粪、生物除臭、微氧曝气、

添加剂等核心技术 6项，相关核心产品 5项，氨气和臭气协

同减排装备 5套。

产业考核指标：建设猪场、鸡场等全过程氨气和臭气

协同减排工程化示范 5个以上，示范规模达到 20万头猪当

量以上；摸清示范区氨气及臭气排放底数，技术示范后氨

气、臭气减排 30%以上。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具备

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先。

经费预算：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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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西北绿洲面源污染防控及农业绿色发展技术集成示

范（集成推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西北绿洲地区缺乏精准可

行的农田地膜残留减量技术以及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及农业

绿色发展系统解决方案等问题。

研究内容：针对西北绿洲农田地膜残留突出、氮磷淋

溶严重等问题，开发加厚高强度地膜替代、全生物降解地

膜替代等农田地膜残留减量技术，开展技术成本收益和环

境风险评价；构建作物根区水肥精准管控、抗逆促生菌根

际高效定殖、耕层土壤养分活化等农田氮磷残留减量技

术；优化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高效还田技术。以县域为

单元集成源头绿色品投入、过程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农业

废弃物循环利用等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模式并进行

示范应用，搭建农业绿色发展大数据平台，提出西北绿洲

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及农业绿色发展系统解决方案。

技术考核指标：农田地膜减量与面源污染治理关键技

术和新产品各 5—10项；制定配套技术规程 3—5个；技术

就绪度由 6级达到 9级。

产业考核指标：示范基地 20万亩以上，摸清基地化学

农药、化肥使用量及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底数，技术示

范后减少化学农药和化肥使用量 20%以上，肥药利用率提

高到 45%以上；废旧地膜处置率 90%以上；主要农作物产

地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降低 60%以上；重点区域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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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安全标准达标率 100%，示范应用增加成本不超过 400

元/亩。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是区域内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

础的优势单位；具备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

先。

经费预算：1500万元

9. 农田环境中新污染物快速检测技术和装备研发及标

准制定（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农田环境中典型新污染物

快速检测技术和装备缺乏问题。

研究内容：针对农田环境中微塑料、抗生素、新型农

药及其代谢物等新污染物污染状况不清，样品处理和检测

耗时费力，且缺乏标准化分析方法的问题，发展农田新污

染物筛查和鉴定新策略；研发低成本、高性能、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小型快速简易检测装备；建立包含样品采集、

前处理、分析测试的标准化方法体系；选择我国典型农业

生产区，开展农田新污染物检测技术与装备应用示范，对

微塑料等新污染物进行溯源分析。

技术考核指标：开发适用于农田新污染物的高通量筛

查技术 5—8套，获得农田新污染物清单 1套，研制农田新

污染物快速检测装备 3—6套，试值与标准方法相比误差小

于 20%，研发农田新污染物检测技术 3—6项，构建覆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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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 5个典型农业生产区的 20种以上农田环境新污染物的

数据库 1个；制定国家/行业标准 2—3项，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 3—5件；技术就绪度由 3级达到 8级。

产业考核指标：应用示范面积 20 万亩以上，涵盖粮

田、菜地等典型农业生产区。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具备

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先。

经费预算：2000万元

10. 农业废弃物低碳生态转化机制与技术研发（基础研

究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农业废弃物生物转化机制

不清，缺少低碳高效循环利用技术综合解决方案等问题。

研究内容：研究秸秆、畜禽废弃物协同其它资源转化

过程中微生物群落演变与物质腐殖转化耦合机制，开发可

溶性有机物与高温菌相耦合的堆肥起爆剂产品和高值功能

产品；研究农业废弃物资源转化过程中抗生素及抗性基

因、微塑料等新污染物的演变特征；开发农业废弃物生物

转化过程氨气、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和新材料，研究养殖主

体小循环、地区中循环、社会大循环废弃物低碳转化关键

支撑技术和装备；构建基于农业废弃物转化的低碳生态循

环农业适用技术模式，提出综合解决方案，并进行工程化

应用示范研究。

中
国

科
学

院
沈

阳
应

用
生

态
研

究
所

 sy
_iae



14

技术考核指标：秸秆、畜禽废弃物协同高效资源转化

调控机制与途径 3—5套，碳、氮损失率分别在现有 45%和

30%水平降低 10%以上，堆肥起爆剂、新污染物减排制剂等

3—5个，转化产品功能提升 15%以上，适宜不同循环的废

弃物低碳转化设备 3—5套，能耗在现有 10—30 kW·h/t基础

降低 15%以上，形成种养循环高效清洁利用成套技术方案

3—5套；制定国家/行业标准 1—2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

项以上。

产业考核指标：构建示范基地 3个以上，处理处置农业

废弃物累计 10万吨以上。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具备

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先。

经费预算：2000万元

11. 黄淮海平原汛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治研究（集

成推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黄淮海平原农业面源污染

发生关键期（汛期）缺乏监测技术与防治方案问题。

研究内容：针对黄淮海平原汛期农业面源污染短期激

增，精准有效的监测预警与防治技术匮乏等问题，研究典

型下垫面条件下汛期农业面源污染物迁移转化特征；研发

“天空地”一体化定位实时监测技术、标准、体系；研发多源

数据融合的农业氮磷面源污染监测模型；构建降水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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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物迁移转化模拟预测方法，及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

污染实时预警管理平台；建立污染防治技术库及关键装

置，在代表性地区开展试验验证，因地制宜提出防治方

案。

技术考核指标：明确黄淮海平原汛期农业面源污染主

控因子和污染模式，研发土—水污染物在线自动监测技术

装备 1套，研发氮磷面源污染监测模型、模拟预测方法和实

时预警管理平台 1套，实现“源—径—汇”过程精准定量解析

预测（预测误差＜20%），及污染突发事件实时定性预警；

形成污染应急防治技术库 1个，提出代表性地区的污染应急

防治方案；技术就绪度由 6级达到 9级。

产业考核指标：示范应用面积 10万亩以上。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具备

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先。

经费预算：1500万元

12. 农产品健康产地环境构建及评估体系建设（共性技

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农产品健康产地环境评估

技术缺乏问题。

研究内容：建立典型氮磷、农药面源污染和重金属污

染区全要素产地环境时空数据库；研究农产品产地健康环

境与自然要素、社会经济要素、农业生产投入品要素（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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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间作用关系，剖析不同区域污染物生物有效性的影响

特征，研究建立安全阈值，形成完整的产地环境与健康土

壤的指标体系；应用大数据挖掘、深度学习和空间信息技

术，构建农产品产地环境与健康土壤评价模型和评价方

法，并进行推广示范。

技术考核指标：研发农业生产投入品要素（肥药）使

用效率下的污染物环境安全阈值 4—6套，建立北方设施农

业和南方氮磷、农药等面源污染和重金属污染区农产品产

地环境与健康土壤数据库各 1个，农产品产地环境与健康土

壤评价指标体系 1套和方法模型体系 1套；制定国家/行业

标准 2—3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项以上；技术就绪度由

3级达到 8级。

产业考核指标：示范应用面积 10万亩以上。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具备

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先。

经费预算：1500万元

13. 作物养分高效利用和协同优化机制与调控途径（基

础研究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我国典型区域养分资源高

效利用与减排固碳技术缺乏等问题。

研究内容：研究典型粮经作物养分需求特征参数，建

立参数间的量化关系，构建基于大数据、信息技术和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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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推荐施肥新方法；研究化肥—有机物料的耦合增产

效应、替代潜力与土壤固碳培肥机制，突破基于土壤微生

物组的氮磷减施和温室气体减排靶向调控技术；研究秸秆

还田条件下土壤—作物系统氮素优化调控机理与途径，揭

示不同措施对秸秆分解微生物定殖、促腐、减排的调控机

制，突破基于秸秆还田的养分高效利用与减排固碳技术；

明确生物炭、养分控释等对农田养分减排固碳的作用机

制，研发基于生物碳、缓控释等的养分协同增效与减排固

碳技术，开发作物高效专用肥；构建典型区域养分资源高

效利用与减排固碳技术模式，系统评估农学、经济以及生

态环境效应。

技术考核指标：构建典型农区养分资源高效利用与减

排固碳理论 3套，建立主要粮经作物推荐施肥新方法 3—4

项，研发基于有机替代和秸秆还田的土壤减排固碳技术 3

项，开发典型粮经济作物高效作物专用肥 3—4个；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 3项以上。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千亩综合示范区 3个以上，示范区

化学肥料氮磷减施 20%，氮肥利用率提高由 40%提高到

50%，土壤有机质提升 10%，氨气和温室气体减排 20%以

上。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具备

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先。

经费预算：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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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集约化蔬菜产区面源污染防控及绿色发展技术集成

示范（集成推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环北京集约化蔬菜产区水

资源水质智能监测及多污染物淋溶协同阻控技术缺乏等问

题。

研究内容：河北、天津等环北京集约化蔬菜产区农业

高投入、高消耗、面源污染风险高等问题突出，以保护土

壤、水体环境质量、促进绿色发展为核心，开展主要污染

物溯源分析、农业废弃物协同处置、水资源水质智能监测

与保护技术研究，重点突破从农田土壤到地下水的多污染

物迁移转化协同阻控技术、构建集约化蔬菜产区分区分类

的绿色生产与污染防控技术体系，集成创新环京集约化蔬

菜产区面源污染综合防控及绿色发展技术模式，并进行整

县域示范应用。

技术考核指标：形成集约化蔬菜产区面源污染智能监

测技术 2—4项，形成综合防控及绿色发展技术模式 3套以

上；技术就绪度由 6级达到 9级。

产业考核指标：示范基地 20万亩以上，摸清基地化学

农药、化肥使用量及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底数，技术示

范后减少化学农药和化肥使用量 20%以上，肥药利用率提

高到 45%以上，主要农作物产地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降

低 60%以上，重点区域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达标率 100%，

示范应用增加成本不超过 400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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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是区域内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

础的优势单位；具备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

先。

经费预算：2000万元

15. 粤港澳大湾区农业绿色发展技术集成示范（集成推

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大湾区多尺度农业面源污

染物产排方式和机制不清，技术装备不足等问题。

研究内容：开展田块—区域—流域尺度多污染物流失

行为与过程研究，探索大湾区多尺度农业面源污染物产排

方式和机制；研发流域尺度化肥源头减量替代、养殖粪污

区域化智能处理与协同利用、污染物过程阻断与消减拦

截，以及末端生态修复等技术装备；以县域/流域为单元集

成源头绿色品投入、过程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农业废弃物

循环利用、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防控和修复技术体系，

搭建农业绿色发展大数据平台，构建大湾区面源污染精准

管控模型，建立“田块—区域—流域”多尺度精细监测、风险

评估和管控效益评价系统平台，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域绿色

发展系统解决示范方案。

技术考核指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监控平台 1

个，新技术与产品各 3—5 个；技术就绪度由 6 级达到 9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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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考核指标：示范基地 20万亩以上，摸清基地化学

农药、化肥使用量及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底数，技术示

范后减少化学农药和化肥使用量 20%以上，肥药利用率提

高到 45%以上，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率 60%以上，主要农

作物产地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降低 60%以上，重点区域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达标率 100%，示范应用增加成本不超

过 400元/亩。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是区域内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

础的优势单位；具备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

先。

经费预算：2000万元

16. 东北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技术集成示范（集成

推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东北寒冷气候条件下秸秆

利用技术与产品缺乏，农业面源多污染物协同防控技术体

系不健全等问题。

研究内容：开发突破东北冻融环境下的秸秆就地就近

快速腐解肥料化、基质化利用技术与菌剂；研发基于秸

秆、微生物聚集体等为基础的氮磷固持扩容肥料化技术与

产品；研发智能化的控释肥料一次性精准机施技术；以县

域为单元集成源头绿色品投入、过程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农业面源多污染物协同防控技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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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搭建区域农业绿色发展大数据平台，构建东北粮食主

产区绿色发展系统解决方案。

技术考核指标：东北粮食主产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关

键技术与产品各 3项；技术就绪度由 6级达到 9级。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东北粮食主产区示范区 3—5个，

示范基地 20万亩以上，摸清基地化学农药、化肥使用量及

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底数，技术示范后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到 90%以上，化学农药和化肥使用量减少 20%以

上，大田作物有机肥替代率达到 20%以上，肥药利用率提

高到 45%以上，主要农作物产地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降

低 60%以上，重点区域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达标率 100%，

示范应用增加成本不超过 400元/亩。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是区域内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

础的优势单位；具备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

先。

经费预算：1500万元

17. 智能精准农药施用装备研发与产业化（共性技术

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农药利用率低、植保作业

劳动力不足、植保机械装备生产成本高专业化程度低等问

题。

研究内容：根据作业场景、靶标特性、药液性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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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条件等因素，研究雾化沉积质量与生物学防治效果之间

的关系，提高农药利用率，实现减量施药。研发高效雾化

装置工作部件的精密制造技术，优化雾滴粒径分布并系列

化；研究适用于平原及丘陵山地果园多模式种植条件下的

仿形精准变量智能喷雾技术与系列装备；研究大田喷雾机

喷杆基于作物系统的均匀喷施仿形系统，研制适用于旱地

水田的多工况条件下大田作物系列化智能喷杆喷雾机；研

究基于北斗导航和机器视觉的植保无人飞机实时变量喷雾

技术及无人化作业装备；研发车载式可移动多通道智能农

药配制系统，实现多药剂精准配制、信息记录及作业全程

数据智能管控。并进行集成示范与产业化应用。

技术考核指标：研发绿色减量施药装备 10套，构建雾

滴粒径导向的内雕式喷头制造技术 1套，建立地面和航空绿

色减量施药作业规程 10—20项，无人化施药技术及装备试

验示范实现田间防治效率大于 100亩/小时，节约劳动力成

本 20—30元/亩，化学农药利用率提高到 45%以上；制定国

家/行业标准 2—3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项以上；技术就

绪度由 3级达到 8级。

产业考核指标：应用面积示范面积 10万亩以上。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具备

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先。

经费预算：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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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国典型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技术研究（集成推

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缺少系

统性解决方案问题。

研究内容：针对缺乏适合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的通

用指标、方法和模型，亟需优化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

面源污染监测评估方法。选择南方湿润平原区、南方丘陵

山区、黄淮海半湿润平原区、东北半湿润平原区、北方高

原山地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平原区，遴选代表性典型小流

域面积不小于 10平方公里，以保护目标水体环境质量为要

求，研究优化农业面源污染通用监测指标；构建不同农业

源污染监测全口径调查方法，厘清优化监测调查范围、监

测内容、点位布局、监测频率等，提出监测调查技术规

范；建立适合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特征的流域尺度监测调查

评估模型，开展技术应用研究，实现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的

标准化、模型化，为在全国范围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调

查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技术考核指标：形成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调查技术规范 1

套，提供 3年以上监测调查数据；制定行业标准 2项以上；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 5个以上；研发自动化监测

设备 2套以上。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监测评估方法应用示范区 6个以

上，开发适合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特征的监测评估模型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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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是区域内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

础的优势单位；具备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

先。

经费预算：800万元

19. 新型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开发与应用（青年科学家，

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我国缺少全链条自主知识

产新型全生物可降解地膜问题。

研究内容：研发全链条自主知识产权、低成本、高性

能、功能精准可控的新型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在玉米或棉

花等主要覆膜作物上试验示范，构建农田适用性和安全性

综合评价指标，形成相应配套栽培技术体系，并在典型区

域进行规模化应用。

技术考核指标：研发新型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新产品不

少于 2个，水蒸气透过率≤400g/m2·24小时，亩成本不高于

市场同类产品，构建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评价体系 1套。

产业考核指标：新型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在西北地区

（新疆、甘肃、内蒙等）推广 2万亩以上，形成年产 3万

吨、自主知识产权生产线 1条。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3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

经费预算：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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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秸秆离田快速堆肥技术及设备研发（青年科学家，

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离田秸秆快速堆肥技术及

设备缺乏问题。

研究内容：研发秸秆功能组分（纤维素、半纤维素、

木质素等）降解菌株靶向分离、分类筛选与菌群复配技

术；创制针对东北寒区或南方稻麦区等典型区域秸秆田头

快速发酵起爆菌剂产品及配套的富碳水溶辅料伴侣；创制

南方高标田适用的分散发酵轻简化装备，分别构建典型区

域适用的闲期高堆发酵与分散密闭发酵技术模式并示范。

技术考核指标：研发原创基础理论体系 1—2套，创制

南方高标田适用的分散发酵轻简化装备 1套；构建稻、麦和

/或玉米秸秆离田就地发酵技术体系 2套以上；创制辅料伴

侣和起爆菌剂产品各 2个以上。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百亩粮田秸秆离田就地发酵示范

点 2个以上，示范区秸秆堆腐还田率达到 100%，高标准农

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 6%以上。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3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

经费预算：200万元

21. 达标生物有机肥创制及产业化（青年科学家，共性

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生物有机肥产品功能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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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问题。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生物肥料产业中由于生物有机肥

与复合微生物肥中 pH过高而引起的氨挥发对功能菌的熏蒸

致死作用以及养分含量偏高引起离子渗透胁迫对活菌的杀

灭作用导致的我国微生物肥料活菌数不达标问题，通过生

产原料的优化复配，根据作物需求和对功能菌的杀灭阈值

科学合理的设计生物有机肥与复合微生物肥的原料组成、

养分配比；通过“调酸保氮、抑氨保菌”等研发利于功能菌保

活的新型生产工艺，创制在保质期功能菌数量稳定的益生

细菌和真菌生物有机肥与复合微生物肥产品。

技术考核指标：构建菌种保活性能优异的生物有机肥

与复合微生物肥产品设计理论各 1个、新型生产工艺各 1

套；创制菌种数量在保质期达标的新型生物有机肥与复合

微生物肥产品 5个以上，活菌数在保质期内高于行业标准

50%以上。

产业考核指标：受理新型肥料登记证 2个；产品实现产

业化生产，生产能力达到 2000吨以上，推广应用面积达 3

万亩以上。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3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

经费预算：200万元

22. 防控抗性杂草的新型除草剂产品创制与应用（青年

科学家，共性技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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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新型绿色除草剂和安全剂

候选化合物缺乏问题。

研究内容：面向农田重要杂草防控的抗药性问题，针

对植物光合作用相关信号通路，开展除草剂新作用靶标和

新作用机制研究，创制高选择性全新骨架的除草剂并开展

田间应用；针对现有除草剂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问题，创

制新型除草剂安全剂，构建除草剂安全剂使用技术并示范

应用。

技术考核指标：发现潜在除草剂新靶标 1个，设计全新

骨架除草剂先导 1—2个和安全剂 1—2个，获得候选除草剂

和安全剂各 1个。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除草剂安全使用关键技术，试验

示范 2000亩以上。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3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

经费预算：200万元

23. 新型高效降镉土壤调理剂产品开发（青年科学家，

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土壤调理剂有效性、稳定

性、长效性不足及成本高等难题。

研究内容：针对当前降镉土壤调理剂有效性、稳定

性、长效性不足及成本高等问题，聚焦水稻、小麦、蔬菜

等农作物品种，创制新型高效降镉土壤调理剂产品，明确

调理剂主效成分和主控因子，研究降低土壤镉活性或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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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吸收机制，建立不同作物品种、不同土壤类型、不同

镉污染程度下的调理剂应用技术模式，突破调理剂生产工

程化关键技术。

技术考核指标：研发原创基础理论体系 1—2套，创制

新型高效降镉土壤调理剂产品 3个以上，提出多场景调理剂

应用技术模式 6项以上。

产业考核指标：在湖南等地开展示范应用，累积示范

面积 2万亩以上。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3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

经费预算：200万元

24. 溴甲烷替代品研发及防控土传病害机制研究（青年

科学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溴甲烷替代品缺乏问题。

研究内容：通过前体农药合成或以天然活性分子为骨

架挖掘高效安全广谱的溴甲烷替代品，开发纳米微囊悬浮

剂、缓释颗粒剂等不同剂型的替代产品；研究替代品在土

壤中的扩散分布行为与对土传病原物毒力效应的关系；解

析替代品多靶标作用机制；明确替代品应用对土壤微生物

群落结构演替规律与土壤健康重塑关系；因地制宜制定替

代品应用技术，在设施蔬菜、中药材、果树、花卉、特色

作物上进行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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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考核指标：研发溴甲烷潜在替代品 1—2个，专用

剂型 1—2个，高效使用技术 1—2项，对土传病原物抑制率

达到 85%以上；阐明替代品作用机制。

产业考核指标：在设施蔬菜、中药材、花卉、特色作

物示范应用面积 1 万亩以上，对土传病害防控效果高于

85%，增产 15%以上。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3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

经费预算：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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