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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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新品种培育与现代牧场科技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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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保障“菜篮子”“肉盘子”“奶

瓶子”等产品稳定供给，重点解决畜牧业生产中良种繁育、高效

养殖与加工等关键科学问题与技术瓶颈。

2021 年度指南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先安排重大、关键且紧迫，

以及具备一定基础的任务。拟启动 6 个项目方向，拟安排国拨

经费概算 2.5 亿元。其中，拟部署 1 个青年科学家项目方向，

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0.2 亿元，拟支持项目 5 个，每个项目 400

万元。

如无特殊说明，每个项目方向拟支持数为 1~2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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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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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考核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项目参与单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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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后有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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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项目下设青年科学家课题的，青年科学家课题

负责人及参与人员年龄要求，与青年科学家项目一致。

指南中“拟支持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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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项 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黄羽肉鸡等肉禽新品种培育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地方特色黄羽肉鸡等肉禽品种存在的饲

料转化效率低等问题，开展优质性状选择新方法与全基因组选择

等研究；突破快速生长和高繁殖力的遗传拮抗；研发肉用性状、

胴体性状的表型精准测定技术；研制黄羽肉鸡等专用育种芯片和

低成本高通量基因分型技术；培育满足不同区域市场需求的优质



— 90 —

黄羽肉鸡等肉禽新品种。

考核指标：形成育种芯片和低成本高通量基因组分型技术

2~3项，建立基因组育种大数据平台 1~2个，取得黄羽肉鸡等国

家审定新品种 2~3个。

2. 猪禽饲料营养价值精准评定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猪禽饲料营养价值数据库不完善、饲料

精细化加工技术滞后的问题，揭示饲料养分变异规律，分析猪禽

主要饲料原料营养价值，建立动态预测模型，完善饲料原料养分

和营养价值基础数据库；整合分析各种数据资源，构建饲料营养

价值大数据平台。

考核指标：完善饲料原料营养价值基础数据库。预期实现节

约 300万吨大豆当量的蛋白饲料、700 万吨玉米当量的能量饲料。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件以上。

3. 畜禽饲料饲草精细化加工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畜禽饲料产品质量稳定性差、利用效率

低、精细化加工技术滞后的问题，研究畜禽饲料主要原料的加工

制粒特性；研究湿热加工处理、预消化处理对原料理化性质、分

子结构、营养成分利用率的影响规律及构效关系；研究不同加工

工艺对畜禽饲料营养成分、热敏性添加剂及颗粒质量、动物生长

性能的影响；研究畜禽饲料生产在线监控及智能化加工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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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饲草杂草异物去除、抗营养因子钝化与降解、营养物质保全、

适口性提升与预消化等关键技术，构建不同畜种饲草精细化加工

技术体系与模式。

考核指标：完善饲料原料加工特性数据库、抗营养因子数据

库，开发饲料预消化与精细化加工技术 5项以上，饲料养分利用

率提高 2%、制粒能耗降低 5%以上；开发饲草快速检测与分级方

法 1~2项、精细化加工技术 4~5项，精细化加工工艺 3~5项；授

权发明专利 5件以上。

4. 猪禽动态营养需求与营养精准供给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猪禽动态营养需要量和精准营养供给研究滞

后的问题，研究不同养殖环境条件下猪、肉鸡、蛋鸡、肉鸭动态

营养需要量，分析个性化营养需求，构建不同养殖规模牧场猪、

肉鸡、蛋鸡、肉鸭的精准营养供给模型；研究母仔猪营养传递效

应，建立母仔猪精准营养调控技术；研究种鸡—雏鸡—育成鸡—

产蛋鸡营养供给的传递和持续效应，建立种鸡—商品鸡一体化的

精准营养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建立工厂化养殖和家庭牧场猪、蛋鸡、肉鸡、肉

鸭的精准营养供给模型各 1套；建立母仔猪精准营养调控技术和

种鸡~商品鸡一体化的精准营养技术体系，饲料养分利用率提高 5

个百分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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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然草原智能放牧与草畜精准管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大、地域广、生态脆弱等问

题，研制天然草地可采食生物量精准测量技术与设备，研发天空地

一体化天然草原牧场信息获取与并发处理技术体系，研发草食家畜

生理特性与放牧行为自动监测装置与技术、数字围栏与智能放牧机

器人，研制可感知牧群行为、信息反馈交互式放牧管理智能控制技

术平台，研发放牧家畜采食行为及采食量模型、草畜生长过程动态

模式及关键生产环节的精准管控软硬件技术与系统。

考核指标：开发草畜系统智能管控关键算法和技术 5套以上；

研制传感器及组网系统、智能放牧机器人、家畜自动监测等设备

和装置 3种以上；开发智能放牧、草畜精准管控技术平台等软件

技术产品 3种以上。

6. 分子设计育种与种畜禽生产力提升营养调控机制（青年科

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突破分子设计育种的基础理论与前沿技术；挖掘

调控种畜禽采食量、母猪繁殖性能、奶牛和母猪泌乳能力、种蛋

孵化率的重要营养物质和饲料添加剂，解析其作用机制；突破提

升种畜生产力的优质牧草生产前沿技术。

考核指标：选取并聚焦研究内容中的任一方向，进行探索性

研究，取得原创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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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支持项目数：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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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十四五”规划，

切实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畜禽新品种培育与现代牧场科技

创新”重点专项聚焦国家战略亟需、应用导向鲜明、最终用户明

确的重大攻关需求，凝练形成 2021 年度“揭榜挂帅”榜单，现

将榜单任务及有关要求予以发布。

一、申报说明

本批榜单围绕创制绵羊新品种、蛋白饲料新产品等重大应用

场景，拟解决绵羊品种市场竞争力弱、蛋白饲料紧缺等关键实际

问题，拟安排国拨经费不超过 1.0亿元。除特殊说明外，每个榜

单任务拟支持项目数为 1项。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项目

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项目设 1 名负责人，每个课题设 1

名负责人。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配套经费与国拨经费比例不低

于 1:1。

榜单申报“不设门槛”，项目牵头申报和参与单位无注册时间

要求，项目（课题）负责人无年龄、学历和职称要求。申报团队

数量不多于拟支持项目数量的榜单任务方向，仍按程序进行项目



— 95 —

评审立项。明确榜单任务资助额度，简化预算编制，经费管理探

索实行“负面清单”。

二、攻关和考核要求

揭榜立项后，揭榜团队须签署“军令状”，对“里程碑”考核

要求、经费拨付方式、奖惩措施和成果归属等进行具体约定，并

将榜单任务目标摆在突出位置，集中优势资源，全力开展限时攻

关。项目（课题）负责人在揭榜攻关期间，原则上不得调离或辞

去工作职位。

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最终用户意见作为重要考量，通过实地

勘察、仿真评测、应用环境检测等方式开展“里程碑”考核，并

视考核情况分阶段拨付经费，实施不力的将及时叫停。

项目验收将通过现场验收、用户和第三方测评等方式，在真

实应用场景下开展，并充分发挥最终用户作用，以成败论英雄。

由于主观不努力等因素导致攻关失败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

责，并依规纳入诚信记录。

三、榜单任务

1. 绵羊新品种新品系培育及良繁

需求目标：针对我国绵羊品种市场竞争力弱、良种繁殖效率

低等问题，开展肉用、毛用绵羊重要经济性状表型组测定和基因

组遗传变异挖掘，研发基因组育种技术，培育高繁殖力肉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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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肉毛兼用绵羊新品种和新品系，选育引进肉用绵羊品种和高

繁殖力地方绵羊品种，培育特色新品系。具体需求目标如下：

测定 2000 只以上特色地方绵羊品种和引进品种生长、饲料

效率等重要经济性状表型值，并建立相应基因组选择参考群体；

研发肉用绵羊育种芯片 1套和基因组选择技术 1项；选育多胎特

色地方绵羊新品系 4个，选育引进优质肉用绵羊新品系 4个，选

育优质毛用绵羊新品系 2个；取得专门化肉用新品种 1个、适于

舍饲的多胎肉用新品种 1个、肉毛兼用新品种 1个。

时间节点：研发时限为 3年，立项 18 个月后开展“里程碑”

考核。

榜单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

2. 蛋白饲料生物工程制造前沿技术及新产品创制

需求目标：针对我国蛋白饲料紧缺、进口依存度过高的问题，

以生物制造蛋白饲料为核心，研究酿酒酵母等酵母菌高效利用糖

蜜、玉米浆等工农业副产物生产酵母类蛋白饲料技术，优化生产

工艺，创制酵母蛋白饲料和酵母培养物；利用合成生物技术研究

工农业副产物和一碳原料等生产饲料蛋白、新型菌体蛋白技术与

产品，研制昆虫蛋白高效生产工艺技术与产品；创制体外预消化

生物制剂，突破棉粕、菜粕、羽毛蛋白、全鸡蛋粉等非粮蛋白饲

料的脱毒、增效、改性等预处理关键技术工艺；创制异亮氨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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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饲用氨基酸及其衍生物；研究生物制造蛋白替代常规饲料蛋

白的畜禽日粮配制技术。具体需求目标如下：

创制蛋白类饲料替代新产品和生产技术 12~15个，新型氨基

酸及其衍生物 3~5 个；实现年产 10 万吨级新型菌体蛋白为原料

的产业化示范，菌体蛋白饲料及菌体培养物蛋白利用率不低于豆

粕；非粮蛋白饲料毒素不高于国家标准；预期实现新增或节约

1400万吨大豆当量的蛋白饲料。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0件以上。

时间节点：研发时限为 3年，立项 18 个月后开展“里程碑”

考核。

榜单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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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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单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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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

生，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

级职称或博士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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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受聘于内地单位或有关港澳高校的外籍科学家及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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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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港澳特区的公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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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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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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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5 年。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 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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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揭榜挂帅”项目（课题）负责人无年龄、学历和职称

要求，项目牵头申报和参与单位无注册时间要求。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王文月、葛毅强，电话：010-68598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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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李德发 中国农业大学 教 授

2 南志标 兰州大学 教 授

3 文杰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

4 谯仕彦 中国农业大学 教 授

5 王启贵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研究员

6 白跃宇 河南省动物卫生监督所 教 授

7 姚军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 授

8 吴珍芳 华南农业大学 教 授

9 楼梦良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

10 杨桓 佳沃集团 /

11 杜红岩 国家林草局泡桐中心 研究员

12 景海春 中科院植物所 研究员

13 吕继洲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14 刘建新 浙江大学 教 授

15 李喜和 内蒙古赛科星家畜种业与繁育生物技术研究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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