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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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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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重点专项。根据

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围绕质量强国、科

技强国、健康中国、数字中国等重大国家战略需求，加强国家质

量基础设施体系量子化、国际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化建设。

2021年度指南按照“基础研究—关键技术—集成示范”三个

层次，进行全链条设计、一体化实施，围绕基础前沿和战略任务

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场景应用及示范 3大方向进行部署，

拟支持 21个重点任务，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4.82亿元。其中，

拟部署不超过 6个青年科学家项目，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1200

万元，每个项目 200万元。

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申报。除特殊

说明外，同一指南方向下，如未明确支持项目数，原则上只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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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时，可同

时支持 2项，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中期评估结果，再择优

继续支持。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

指标。项目执行期原则上为 3~5年。项目下设的课题数不超过 5

个，项目参与单位数不超过 10家。项目设 1名负责人，每个课

题设 1名负责人。

青年科学家项目支持青年科研人员承担国家科研任务，可参

考重要支持方向（标*的方向）组织项目申报，但不受研究内容和

考核指标限制。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项目参与单位总

数不超过 3家。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

年龄要求，男性应为 1983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应为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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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项 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领域 NQI协同创新

1.1基于D-SI的数字质量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研究及体系建立

研究内容：研究基于数字国际单位制（D-SI）的数字质量基

础设施关键技术，研制符合可发现、可获取、可互用、可复用

（FAIR）规则的 NQI数字框架，研制测量数据的数字化规范、国

际互认机器可读数字校准证书的结构规则及参考实例，建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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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QI实体的数字身份管理规范和基于可信时间戳的信息安全系

统，开展基于 D-SI用于数字转换的安全可靠校准测量系统的应用

研究。

考核指标：建立基于 D-SI的数字质量基础设施技术体系：符

合 FAIR规则的 NQI数字系统框架方案 1套；测量数据数字化规

范 1项；机器可读数字校准证书的结构规则及参考实例 1套；建

立 1套面向NQI数字化的可信时间戳数字防伪安全系统和实体数

字身份数据库，防伪系统通过信息安全检测，实体数字身份数据

≥5000条；实现国际比对数据库的数字化转型；基于 D-SI机器

可读的安全可靠校准测量系统 1套，并通过安全可靠性测试。研

制国家标准（报批稿）或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团体标准 1项和技

术规范（审定稿）2项，形成专利池，申请发明专利≥15项。

1.2人工智能多模态感知关键计量测试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机器视觉感知装备多维动态校准装置与技

术；音频特性听觉感知、气体成分嗅觉感知、柔性界面触觉感知

智能装备校准装置与技术；光电融合智能感知装备校准技术，实

现复杂环境光电特性快速有效定标以及智能系统原位训练和测试

能力；智能车路感知系统校准装置与技术，实现动态目标关键运

动参数的溯源校准；多模态智能感知安全性、可靠性等性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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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

考核指标：机器视觉标准测试样本数≥1T，差分光谱响应度

不确定度≤5%；听觉标准测试数据混响时间（0.1~0.6）s、指向

精度≤5°；嗅觉标准测试样本数≥10万；触觉动态压向力不确定

度≤5%；光电融合校准模组的雷达散射截面与理想值差异优于

0.5dB、漫反射比和发射率 0.1~0.9；自动驾驶智能感知仿真测试

模组逆反射系数（1~1000）cd/lx/m2、反射因数 0.01~1.0，动态位

置测量范围（1~200）m；参加国际比对≥2项，获得国际互认的

多模态智能感知关键支撑校准与测量能力≥2项，形成性能评价

测试方法≥2项。

1.3基于数据可信的质量信任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研究内容：围绕质量检测可信要求，研究多元数据采集融合

技术、基于高精度时钟源的非结构化数据与物联网等结构化数据

的关联技术，在采集端实现多元数据精准关联融合并形成标准化

数据格式；基于数字证书和国密算法，研究多元数据分级认证签

名和加密保护技术，防止伪造和篡改，实现数据可信溯源、防伪

和防泄露；研发便携和固定式可信视频采集设备原型、后端系统

及数据可信溯源检测验证系统，开展试点应用，建设质量检测可

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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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研制 1套基于高精度可信时钟源、具备人工智能

视频分析、多元数据采集融合技术、支持数据安全采集、传输、

存储、共享的质量检测可信系统，数据可信签名增加延时不超过

400ms；采集端支持温度、湿度、射频识别、视频及智能分析结

果等至少 9类数据采集融合，支持基于数字证书采用符合国密安

全一级或以上密码模块对多元数据分级认证签名和加密；后端系

统支持多元数据验签、解密、安全分享和融合应用。研制 1套数

据可信溯源检测系统，支持不少于 9类多元数据可信验证检测，

验证检测延时不超过 1s。选择在先进制造、环境监测、公共安全

等不少于 3个领域场景开展质量检测可信系统试点应用。研制或

修订可信数据处理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或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团体标准≥1项。

1.4面向 5G工业应用质量保障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面向 5G工业应用建立涵盖物理层、基于场景的

协议层的质量指标体系，研究 5G工业应用测试评估、故障定位

等方法；研究典型工业应用场景无线信道测量及信息网络泛在通

信性能评估技术；5G工业应用场景下复杂信号场强溯源关键技术

及典型干扰的定量模拟技术；建立针对 5G宽带工作场景的频率、

功率、调制等物理参数测量标准；研制面向工业应用场景的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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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评估测试工具及综合测试验证系统。

考核指标：研制 5G工业应用及验收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报批稿）或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团体标准≥3项；突破 5G工业

应用故障定位、应用时延、可用性评价等新技术新方法≥10项；

形成典型 5G工业应用场景信道模型 2套，在实验室搭建工业 5G

产品性能测试装置 1套；研制 5G宽带信号的场强、功率、调制、

信道参数测量标准装置 4套，其中多频段并发调制场强参数频率

范围 9kHz~50GHz；功率、调制、信道参数频率范围

450MHz~50GHz；研制面向工业应用的 5G时延、丢包、同步精

度、可用性等综合评估测试工具 1套，时延精度≤10ms；建立 5G

工业应用测试验证系统 1套，具备数字计量、视觉检测等至少 10

个典型工业应用场景仿真及测试验证，上行带宽≥300MB/s，数

据流量类型≥3。

1.5典型灾害情景下突发事件应对数字化关键标准研究与应

用

研究内容：研究突发事件应对基础通用类标准中应急管理共

性标准要素，建立突发事件应对共性标准要素数据集；选择工业

园区危化品事故和城市燃气管网事故两种典型灾害情景，研究灾

害场景描述要素标准化，基于应急响应流程的结构化思路，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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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信息流为驱动机制，将流程、节点、任务与对应的标准要素进

行关联匹配，研究灾害情景应对标准要素知识图谱，建立基于知

识图谱的灾害情景应对标准要素数据库；形成模块化和流程化的

突发事件应对标准数字化通用方法，研究基于突发事件应对标准

数字化的应急响应辅助决策支撑技术；研究“情景—知识—决策”

型突发事件应对数字化关键标准，研发与风险防范、监测预警、

应急处置等系统深度融合基于情景的全过程、多灾种数字化标准

辅助决策原型系统。

考核指标：形成标准要素数据库模块化和流程化的通用方法

1套；建立数字化标准辅助决策原型系统 1套；梳理不少于 1000

项的规范性文件，建立突发事件应对共性标准要素数据集 1套，

其中共性标准要素≥50个；建立典型灾害情景应对标准要素知识

图谱 2套；形成灾害情景应对标准要素数据库 1个；数字化标准

辅助决策原型系统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不少于 3家地方应急管理

厅开展试点应用；研制国家标准（报批稿）或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团体标准≥4项；申请发明专利≥5项。

2.高端装备与先进制造领域 NQI协同创新

2.1多维度应力场高准确度定量表征与测量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应力场测量能力低、测量结果一致性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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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辐射参量测量结果准确性和一致性不足、评价技术不完善的现

状，研究 20MeV以下单能中子注量绝对测量技术研究及装置；

固定式环境辐射剂量仪原位校准方法及评价技术；亚秒级辐射剂

量标准装置及量传方法；放射性气态流出物中 3H、133Xe活度绝

对测量方法研究及装置；液态流出物中 137Cs、110mAg、109Cd等同

质异能态核素活度绝对测量方法及装置，废水中 Cl-、SO42-、TN

等标准物质。

考核指标：计量检测装置 5套：单能中子注量率测量不确定

度≤10%（k=2）；固定式环境辐射剂量仪原位校准不确定度≤20%

（k=2）；亚秒级曝光条件下 X 射线剂量测量不确定度≤10%

（k=2）；3H、133Xe放射性气体活度浓度测量不确定度≤3%（k=2）；

同质异能态核素 110mAg活度测量不确定度≤2.5%（k=2）。国际比

对 3项，规程或规范 2项，标准物质 3种，国际互认的校准与测

量能力（CMC）5项，申请发明专利 3项。

2.3精密加工原级标准及核心部件极端参数检测与评估技术

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高端装备与核心部件精密制造及应用高质量

发展需求，开展一体化质量保障技术研究。研究加工装备原位测

量、溯源、标准及评价体系；研究核心零部件性能、关键参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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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安全性、可靠性等综合评估及测试方法；研究高端装备数据

字典、资源数字化接入等数字化标准和测评技术；研究工业现场

在线认可模式及检验技术。

考核指标：研制量值可溯源的加工装备激光功率、温度、几

何量标准装置，增材加工熔池温度测量范围（600~1400）℃，不

确定度优于 2℃（k=2），激光功率计量标准测量范围（1~50）kW，

不确定度优于 2%（k=2），分布式激光干涉测量网络不少于 6通

道。核心零部件的关键指标及性能检测装置≥4种，小螺纹直径

小于 1.5mm，中径测量不确定度不大于 3µm（k=2），微孔直径小

于 1mm，测量不确定度不大于 10µm（k=2），微孔的深径比≥3:1，

动态摩擦系数测量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优于 10%，角度敏感器件标

准不确定度 0.05"。完成关键参数计量比对 1项；计量标准 2项；

研制关键技术国家标准（报批稿）2项；申请发明专利≥5项。

高端装备与核心部件智能检测实验室认可规范 2项。

2.4复杂条件典型燃烧设备能效评价 NQI协同创新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复杂条件典型燃烧设备，研发燃烧器高温环

境下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氮氧化物（NOX）的高准确度在线

测量技术；研发低气压条件下燃烧器火焰智能检测与稳定性诊断

技术；研制基于物联网的能效与大气污染物初始排放在线智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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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关键技术及装置；研制高原地区工业锅炉能效评价及优化关键

技术与标准；研制典型石化工业炉燃烧控制及能效排放优化关键

技术与标准；开发基于多信息融合的燃气锅炉智能诊断平台。

考核指标：形成复杂条件典型燃烧设备能效计量、检测、评

价等新技术和新方法 10项；低/变气压（海拔 0m~3500m）条件

燃气锅炉能效与排放特性实验装置 2台套；便携式物联网烟气成

分检测装置 1套，SO2和 NO检出限 1μmol/mol，测量不确定度

3.0%，在（80~100）%RH实现相对湿度原位测试，测量不确定

度 2.0%；VOCs及 NOX在线计量测试装置 1套，（273~1700）K

温度范围内，VOCs检出限 2μmol/mol，NOX检出限 1μmol/mol，

VOCs（含 C2~C12）时间分辨率 30min，NOx时间分辨率 15s，

测量不确定度 2.0%；高原锅炉能效与排放特性数据库，案例≥100

个；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0项，国际专利 2项；研制或修订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报批稿）2项。

3.生命健康与绿色环保领域 NQI协同创新

3.1新兴生物功能性物质结构关键计量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开展新兴生物功能物质特征结构关键计量技术攻

关，并实现嵌入式应用，提升生物功能性产品质量。研究多肽物

质异构体鉴别技术；研究单抗异质性关键质量参数表征技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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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体外免疫原性风险评价和产品质量控制；研究动物源肝素结构

与副反应和免疫原性风险的对应关系，完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

研究建立微痕量代谢产物测量技术，解决血样中复杂代谢物浓度

的快速准确定性和定量分析难题。

考核指标：建立多肽物质精确定性和定量技术，实现≥15种

二硫键异构体鉴别；建立抗体中聚集体等颗粒表征技术，覆盖

100nm~70μm粒径范围；建立有机小分子合成产物的表征技术，

实现含≥2个立体中心的异构体鉴别；建立低分子肝素免疫原性

风险评估方法，应用于≥2个产品的质量评价；研制出微痕量代

谢物监测芯片，检测样品最小取样量≤50μL，检测时间≤15min；

主导国际计量比对或能力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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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主残留脱氧核糖核酸（DNA）等危害物，研究多重重组酶聚合

酶扩增（RPA）、微流控芯片等快速检测技术。

考核指标：建立活性计量新技术 1项，测量不确定度≤5%；

研制活性快速检测试剂盒 5个，检测时间≤15min，开发便携式

检测装置 1台；建立精准纯度鉴定新技术 2项，测量不确定度≤

5%；建立危害物快速检测技术及相应试剂 10项，一次检测目标

物≥3个，检出限≤50copies/mL；开发“高通量前处理—快速检

测—智能分析”一体化智能检测设备 1台；研制国家标准物质 10

种、国家标准（报批稿）2项，申请发明专利 10项。

3.3生物纳米几何量计量与智能检测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基于微纳光学检测技术，研究基于生物适配体的

几何参数表征技术，建立多物理场耦合模型，构建生物参量与纳

米尺寸对应体系；研究关键器件加工以及生物表面修饰技术，微

纳尺度异质材料和器件加工、封装技术；智能检测技术和生物参

量与纳米尺寸对应性试验，实现智能生物纳米计量系统；生物参

数几何量标准物质制备技术，建立关键参数准确表征方法，进行

生物纳米量值溯源研究；生物参数几何参量测量系统计量特性，

进行多参数生物纳米标尺的测量及其不确定度评定。

考核指标：设计 3种生物纳米计量关键器件结构；实现 8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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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检测系统；灵敏度优于 0.05V/μm；偏转噪声密度优于

200fm·Hz-1/2；完成表面修饰技术 3项，修饰后接触角偏差小于 5%；

完成 3种生物参数几何量标准物质研制，均匀性 1%，测量重复

性 1%；形成计量校准规范送审稿 1项；申请发明专利 3项。

3.4城市大气排放时空精准监测及定量评价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

研究内容：研究光腔衰荡光谱和质谱联用的计量检测方法；

研究企业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在线计量监测技术；研究城市多源

交通大数据的路网动态排放量实时监测方法；研究区域无组织排

放定量反演和溯源技术；建立城市大气排放时空精准监测的应用

典型工程。

考核指标：免标气标定的苯、甲苯、二甲苯和乙苯等大气污

染物在线测量检出限（0.03~0.3）μg/m3，重复性优于 5%；搭建

适用于高湿（0~30%）、大流速攻角（60°以内）、高温（200℃）

含尘脉动烟气流场的全口径（0.5m~15m）烟道 SO2、NOx和颗粒

物排放量现场校准装置，排放量测量不确定度优于 5%，企业总

排放量测量不确定度优于 20%；城市交通路网排放量的测量不确

定度优于 20%；无组织排放源反演系统排放量测量不确定度优于

20%；在不小于 100平方公里范围内建立技术应用和定量评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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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申请发明专利≥15项；研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报批稿）

1~3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报批稿）≥5项；建立 CO2、CO等

大气中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浓度计量校准装置 1套，测量不确定度

优于 0.05%。

3.5引领典型行业率先碳达峰的质量基础协同控制技术体系

研究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火电、钢铁、建材等典型行业率先碳达峰需

求，研究实现率先碳达峰的技术路线图；研究支撑典型行业率先

碳达峰的能耗、能效、低碳等系列关键和配套技术标准；研发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关键节能低碳耦合集成技术，太阳能、氢能等

低碳能源重构技术方案，研究典型行业关键负排放技术方案，开

发典型碳中和项目方法学，开展试点应用；研究低碳和新能源计

量检测和智能化技术以及支撑能耗能效低碳等标准实施的符合性

评价技术；研究质量基础协同控制技术方案并开展试点；研究支

撑典型行业碳交易等绿色金融机制的质量基础技术体系，构建典

型行业碳足迹基础数据库和绩效评价体系，开展绩效评估试点。

考核指标：完成火电、钢铁、建材等典型行业率先碳达峰的

技术路线图，形成 20家企业试点；研制 10项以上国际领先的能

耗、能效、低碳等系列国家标准（报批稿），突破 5个典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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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低碳耦合集成关键技术方案，形成 5项专利及 2~3套低碳能

源检测试验装置；完成太阳能、氢能等低碳能源体系重构的技术

方案和典型行业负排放关键技术方案，开发 2个典型碳中和项目

方法学，引领相关技术创新；形成支撑低碳、能效、新能源、碳

交易等关键领域的质量基础协同控制技术体系建设方案，开发

1~2个重点行业碳足迹基础数据库。

3.6在役新能源汽车缺陷识别与风险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

研究内容：研究面向不同电芯形态的运行数据挖掘与缺陷技

术调查结合的事故深度调查关键技术，建立新能源汽车事故深度

调查体系；研究新能源汽车使用安全、充电安全和换电安全缺陷

画像关键技术和监测模型，构建动力电池缺陷监测与预警系统；

开展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控制策略与动力电池热失控缺陷判

定技术研究及关键装置研制；研究新能源汽车“突然失控”事故

数据挖掘、场景重构与事故鉴定技术、软件远程升级大数据云平

台接口技术与规范，建立大数据驱动的缺陷智慧识别云平台；研

究多要素事故数据共享技术，面向司法鉴定、应急处置、产品召

回与缺陷预防等领域开展标准研制与应用。

考核指标：制定火灾事故与“突然失控”事故深度调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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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1套；面向全国的事故深度调查数据库 1个，收集 2018年以

来的事故数量≥350个；动力电池缺陷监测与预警系统 1套，并

在 5~7个企业（含动力电池、乘用车及商用车企业）开展应用；

面向全国的车辆缺陷智慧识别云平台 1个，应用于缺陷判定且接

入车辆数量≥50万辆；研制国家标准（报批稿）4项、申请发明

专利 4项；开发动力电池安全试验装置 2套。

3.7基于谱学和显微成像的产品品质检测鉴定技术研究与应

用

研究内容：针对高端产品存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行为缺

乏甄别技术手段的突出问题，基于谱学鉴定技术、高通量组学分

析技术、原位显微组织表征技术、无损快速及可视化检测技术等，

建立高值木家具、皮革制品、精加工织物等产品的成分、结构、

性能等品质特性的鉴定评价方法，构建质量追溯平台，并在产品

监管执法中开展应用。

考核指标：研发高值木家具、皮革制品、精加工织物等产品

的谱学、组学、无损快速及可视化等检测鉴定方法 10项（识别

准确率 90%以上）；研发织物纤维无损检测样机 1台（检测偏差

小于 5%，检测周期小于 15min）；研发专用便携式拉曼光谱仪 1

台（灵敏度高于 10-6mol/L）；研制用于谱学分析的原位采样装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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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采样周期小于 5min、采样过程无需有机溶剂）；开发具有特

定显微结构的基体标准样品 1~2种；建立谱学指纹图谱库、共性

特征谱库、显微结构库等数据库 3套；开发产品品质多元分析评

价模型 3套；申请国际发明专利 2件、国家发明专利 15件；研

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报批稿）1项；建立质量追溯平台 1套，

并在产品监管执法中开展应用。

4.标准国际化战略与重要国际标准研究

4.1区域标准化战略与国际标准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开展重点区域合作的国际标准化研究、国家战略

需求的国际标准研制、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培

育研究，标准数字化转型研究、绿色低碳国际标准和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国际标准研制等重点任务研究。

考核指标：由申报单位自主设定。

有关说明：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推荐不超过 14

项，拟支持项目不超过 7项。

5.重点领域 NQI集成应用示范

5.1快递业绿色与智能标准化关键技术及检测认证应用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质量基础支撑快递业绿色化和智能化发展关

键技术需求，提出政策工具、研发指南及实施措施。研究快递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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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面向建筑工程民生和品质提升需求，针对住宅工

程，特别是保障性住房工程核心质量环节及典型质量缺陷，研究

工程检测机构认可认证技术、检测机构管理准则和信用评估体系；

开展中外工程标准—检测—认证体系比对，建立适应工程质量提

升需求的标准—检测—认证技术体系；研究工程质量检测数字协

同与信息化监督技术；研究工程质量快检和智能评估技术；研究

工程全过程质量监测云服务技术和标准。

考核指标：响应住宅工程（保障性住房工程）高质量监管需

求，研究工程检测机构认证认可、信用评估技术 4项；建立典型

质量缺陷控制 NQI技术体系≥2项；建立智能监管与能力认证云

平台，应用 2 个以上城市；开发精度达到 0.02%、延迟 lms 级的

监测系统 1套，建立工程质量快速与无损检测集成技术≥3 项，

每项集成 3种以上检测方法，综合精度达到毫米级；建立质量综

合评估预测模型 1项，包含质量缺陷种类≥10种，研制建筑工程

NQI体系全过程健康监测云服务技术 4项，开展应用 3项；研制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报批稿）3项，申请发明专利≥5项。

有关说明：由住建部推荐不超过 2项，拟支持项目不超过 1

项。

5.3法庭科学视频人像鉴定系统证伪测试与质量评价关键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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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以贝叶斯网络和大数据假设检验技术为核心，研

究生成伪造、对抗样本、模型窃取等新型系统攻击的量化检验技

术；基于刑侦大数据的涉案视频图像聚类及溯源技术；针对人像

鉴定及活体检测系统攻击的检测与防御技术；法庭科学视频人像

检验鉴定系统证伪评测技术标准，人脸、人体、步态鉴定系统证

伪测试平台；开展视频人像鉴定证伪评测标准方法验证。

考核指标：人像智能证伪鉴定系统 1套，自动识别 15种以

上人像证伪鉴定特征，准确率高于 95%，并在 3个地市级公安机

关开展应用；视频人像证伪测试平台 3套，生成伪造人脸的检出

率高于 95%，对抗人脸样本检出率高于 97%；基于刑侦大数据完

成对不少于 3类 15种视频人像检验鉴定系统的安全风险评估；

法庭科学视频人像鉴定证伪评测标准方法验证指标体系 1套；研

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报批稿）2项；申请专利 10项。

5.4重点产业和领域 NQI关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围绕先进制造、公共安全、工程质量等重点领域

的创新发展，突破制约领域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瓶颈性 NQI关

键技术，构建和完善 NQI协同创新技术体系，开展 NQI系统化

集成与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由申报单位自主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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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由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公安部、国资委和海

关总署 5个部门各推荐不超过 4项，拟支持项目不超过 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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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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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受聘人员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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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

并提交。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课题）；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

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项目（课题），课题负责人可参

与申报项目（课题）。

（4）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

原则上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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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央、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公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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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单位注册时间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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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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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5 年。每个项目下设的课题数不超

过 5 个，项目参与单位数不超过 10 家。

（2）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

超过 3 家，根据相应指南方向明确的研究重点，自主确定选题

进行申报。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秦媛，电话：010-58884885



— 307 —

�����耀73⬲�����⬲ 2021 �6

⬲���耀89胨���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2

3

4

5

6
ᆄሶ ճ

ኁ∀

	F

��

���„ �6 �s

	F

��

4
	F

��

	F

	F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重点专项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_20210517175034.pdf (p.1-22)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重点专项
	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1.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领域NQI协同创新
	1.1基于D-SI的数字质量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研究及体系建立
	1.2人工智能多模态感知关键计量测试技术研究
	1.3基于数据可信的质量信任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1.4面向5G工业应用质量保障关键技术研究
	1.5典型灾害情景下突发事件应对数字化关键标准研究与应用

	2.高端装备与先进制造领域NQI协同创新
	2.1多维度应力场高准确度定量表征与测量关键技术研究
	2.2核设施安全重要辐射参量计量检测和评价关键技术研究
	2.3精密加工原级标准及核心部件极端参数检测与评估技术研究*
	2.4复杂条件典型燃烧设备能效评价NQI协同创新技术
	3.生命健康与绿色环保领域NQI协同创新
	3.1新兴生物功能性物质结构关键计量技术研究
	3.2蛋白类生物产制品质量检测和计量溯源技术
	3.3生物纳米几何量计量与智能检测技术研究*
	3.4城市大气排放时空精准监测及定量评价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3.5引领典型行业率先碳达峰的质量基础协同控制技术体系研究与应用
	3.6在役新能源汽车缺陷识别与风险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3.7基于谱学和显微成像的产品品质检测鉴定技术研究与应用

	4.标准国际化战略与重要国际标准研究
	4.1区域标准化战略与国际标准关键技术研究
	5.重点领域NQI集成应用示范
	5.1快递业绿色与智能标准化关键技术及检测认证应用研究
	5.2 住宅工程质量保障体系及关键技术研究
	5.3法庭科学视频人像鉴定系统证伪测试与质量评价关键技术
	5.4重点产业和领域NQI关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


	附件11-形审要求_20210517175048.pdf (p.23-25)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重点专项2021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秦媛，电话：010-58884885

	附件11-专家名单_20210517175103.pdf (p.26)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重点专项2021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