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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地球观测与导航”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提出的任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地球观测与导航”

重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以及国家科技需求发

展趋势，2020年度拟在导航方向设置 3个研究任务，安排不少于

3个项目，拟安排国拨经费总概算为 0.95亿元。

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进行，每

个研究方向拟支持项目数为 1~2项。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年。

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盖二级标题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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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个。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中每个课题设 1名课题负责人。

指南中“拟支持项目数为 1~2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

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

情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个项目。2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持

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据

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1. 北斗航空服务性能无人空基测试验证关键技术研究

1.1 北斗航空服务性能无人空基测试验证关键技术研究（共性

关键技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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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瞄准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国际民航组织

（ICAO）等航空用户管理机构开展北斗航空性能测试验证的紧迫

需求，开展北斗无人空基测试验证研究，突破动态飞行条件下机

载多传感器时空基准统一、北斗空间信号与机载航电设备（如：

卫星/甚高频通信、仪表着陆系统/测距仪、雷达/自动相关监视等）

信号间兼容测试、电离层/对流层异常对北斗全球系统飞行性能的

影响评估、双频多星座（DFMC）机载端多模式增强及测试等关键

技术，搭建无人空基测试验证平台，开展北斗航空服务性能的测

试与验证。

考核指标：满足 CAAC、ICAO、航空无线电技术委员会

（RTCA）、美国航空无线电设备公司（ARINC）等的相关标准的

要求；支持GNSS频点：BDS（B1I、B1c、B2a），GPS（L1、L5），

GLONASS（L1、L2），GALILEO（E1、E5a）；终端区实时评估

精度优于 0.1m，航路评估精度优于 1m，同步精度优于 50ms；具

备包括VHF、ILS、VOR、DME、ADS-B等的全实物航空信号电

磁环境构建能力；具备支持大气延迟分析的气象数据采集功能。

2. 低纬度区高分遥感与北斗精密定位融合技术与应用

2.1 低纬度区高分遥感与北斗精密定位融合技术与应用（共性

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面向我国南海应急搜救等重大需求，针对低纬度

区低云、频雨、风浪等复杂条件下，海上目标应急搜救与遥感监

测中存在的重点要素信息提取精度低、移动对象检测虚警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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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控制稀少等瓶颈问题和技术难点，开展基于北斗的航天航空

器载荷高精度时空基准确定、融合北斗与潮位信息的高程基准传

递、多源数据协同处理、海域高精度遥感信息提取与目标检测、

数字海洋动力环境立体监测要素驱动的高时变应急搜救目标多维

时空演化过程预测计算等关键技术研究，在南海典型区域开展应

用示范。

考核指标：支持低纬度区的我国南海及毗邻区域动态监测，

空间分辨率优于 5m；对重点目标监测，具备 5个以上微波波段同

时同区域成像协同监测能力，影像平面分辨率优于 0.1m、垂直精

度优于 0.25m；近岸要素空间精密定位精度优于 1m，精细提取精

度优于 1个像元，海上移动目标精准检测率大于 90%；低纬度区

的我国海域航天、航空载荷遥感数据协同处理时效优于 2分钟，

应急搜救目标多维时空演化过程计算模拟空间分辨率小于 1cm；

重点验证区域不少于 10000km2；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6项。

3. 国家 PNT 体系弹性化架构设计与关键技术示范验证

3.1 国家 PNT 体系弹性化架构设计与关键技术示范验证（共

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瞄准国家综合定位、导航和授时（PNT）体系建

设重大需求，针对无线电导航定位系统存在的脆弱性和服务盲区

问题，以及单一 PNT技术在安全性、可用性、连续性和可靠性等

方面的不足，研究以北斗为核心、多源 PNT机理互补与信息融合

的国家综合 PNT体系弹性化架构；开展多源 PNT传感器弹性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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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技术研究，建立多源PNT信息弹性化融合模型；研制弹性化PNT

原型样机；构建可覆盖水上/水下的试验验证系统。

考核指标：国家综合 PNT体系弹性化架构设计方案 1套，提

出涉及深空、室内、水下、地下等不少于 6种应用场景的弹性化

PNT解决方案；试验验证系统 1套、原型样机 1套，试验区范围

不小于 400km2，海面北斗/声呐系统 1套，海底基准信标 5套；水

上/水下弹性化 PNT原型样机不少于 4种机理、8类传感器，导航

定位精度优于 5m（3000m水深条件）；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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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观测与导航”重点专项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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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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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聘

用单位和境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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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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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研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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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研项

目负责人（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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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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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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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 个，参研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个。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徐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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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观测与导航”重点专项 2020 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施 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2 李 欣 民航局空管局技术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3 党亚民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4 张 军 北京理工大学 院士/教授

5 张 新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 研究员

6 邓中亮 北京邮电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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