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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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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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动物疫病防控重大需求，以非

洲猪瘟等畜禽重大疫病、重要人兽共患病为主攻方向，重点突破

病原学与致病机制、新型诊断试剂、新型疫苗、新兽药与替抗新

产品、产品应用与疫病防控等关键科学与技术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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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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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猪瘟病毒的病原生物学与致病机制

研究内容：针对非洲猪瘟病毒病原生物学与流行病学、病原

致病与免疫机制等关键科学问题，开展非洲猪瘟病毒的分离鉴定、

遗传演化及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揭示非洲猪瘟病毒在不同宿主中

的流行分布与遗传特征；研究非洲猪瘟病毒入侵与复制机制，发

掘病毒受体，解析重要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绘制病毒与宿主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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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研究感染动物带毒、排毒与机体体液免疫、细胞免疫的相

互关系，揭示非洲猪瘟病毒免疫逃逸和致病的分子机制。

考核指标：分离鉴定非洲猪瘟病毒 300~500 株，揭示我国非

洲猪瘟病毒的遗传演化及在不同宿主中的流行分布特征，解析

10~15 个关键蛋白的结构与功能；鉴定非洲猪瘟病毒受体，筛选

疫苗候选抗原 15~20个；发掘潜在药物靶标 3~5个。

2. 动物流感病毒的流行规律与传播机制

研究内容：针对动物流感病毒流行与传播机制关键科学问

题，开展动物流感病毒的分离鉴定、遗传变异、分子溯源、致病

性、宿主适应性与传播途径研究，完善动物流感病原学和流行病

学数据库，建立病毒传播风险评估模型；解析动物流感病毒重要

生物学表型的分子基础及其致病机理；揭示动物流感病毒宿主适

应性和水平传播的分子机制。

考核指标：分离鉴定我国不同地域家禽、水禽、野鸟、猪及

其他哺乳动物来源的流感病毒 1000~1500株，解析动物流感病毒

的遗传变异及流行规律；建立完善的动物流感数据库 1~2个，建

立动物流感病毒传播风险评估模型 2~3个；发现动物流感病毒传

播与致病的关键因子 10~15个，发掘药物及疫苗新靶标 8~10个。

3. 口蹄疫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与传播机制

研究内容：针对口蹄疫病毒流行、变异、传播等关键科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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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开展口蹄疫病毒的分离鉴定和流行病学研究，弄清我国口蹄

疫流行的主要血清型、基因型，揭示其遗传演化与分子流行病学

特征、病原变异的分子基础，阐明我国口蹄疫的传播、流行与分

布规律，为我国口蹄疫的免疫预防、净化根除提供科学依据；研

究口蹄疫病毒复制、致病与免疫机理，阐明其烈性传播、高效复

制、急性发病、持续感染和免疫逃逸机制。

考核指标：分离鉴定口蹄疫病毒 200~300株，建立我国口蹄

疫流行毒株库，鉴定其抗原性、嗜性和致病性的变异，阐明我国

口蹄疫病毒流行分布、遗传演化、病原变异的规律；鉴定口蹄疫

病毒致病与传播关键调控蛋白 10~15 个，阐明该病毒流行传播、

致病与持续感染的分子机制。

4. 畜禽重要病原菌生长代谢和毒力调控机制

研究内容：针对猪链球菌、肠外致病性大肠杆菌等畜禽重要

胞外菌及动物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布鲁菌等胞内菌，研究其生

长代谢和细胞分裂的调控机制与毒力调控机制；研究胞内菌入侵

与持续感染机制；解析畜禽重要胞外菌和胞内菌的免疫逃逸机制；

研究病原菌诱导炎症反应和组织损伤的分子机制，鉴定抗细菌感

染新靶标，开展抗菌化合物的分子设计和筛选。

考核指标：鉴定畜禽重要病原菌的生长代谢和毒力调控因子

10~15 个，并揭示其调控的分子机制；阐明畜禽重要病原菌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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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逸策略 2种以上；解析细菌性炎症和损伤发生机制 2种以上；

发现新的信号通路和关键分子 8~10 个，鉴定候选抗细菌感染新

靶标 5~8个，筛选抗菌化合物 10个以上。

5. 动物疫病口岸检疫与风险防范技术研发及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动物疫病口岸检疫需求，研究南非型口蹄疫、

非洲马瘟、赤羽病等重要外来动物疫病的精准查验与智能监测预

警、跨境运输工具携带动物病原的快速识别等技术与装备；针对

跨境传播风险高的特定病种，开展边境地区和重点口岸的动物及

蜱、蚊、蝇等媒介生物的监测溯源技术研究与应用，构建预警模

型和风险评估体系，制定防控策略。

考核指标：建立 10~15种新发与外来动物疫病口岸检疫标准

化方法；研制病原快速识别装备 4~5种；建立新发与外来动物疫

病风险分析、预警技术平台及应急方案；制定国家标准及行业标

准 10~15项，为口岸动物检疫主管部门提供咨询报告 5~10份。

6. 动物病原致病机制与药物分子设计（青年科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动物病原突破血脑屏障、呼吸道屏障、消化道屏

障及生殖道屏障的分子机制；基于原创兽药研发需求的药物靶标

发掘与药物分子设计。

考核指标：聚焦专项关键核心技术有关方向，在方法、路径、

技术等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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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关键技术研发

与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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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批榜单围绕非洲猪瘟防控等重大应用场景，拟解决有效非

洲猪瘟疫苗缺乏等关键实际问题，拟安排国拨经费不超过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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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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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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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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禽冠状病毒的遗传变异、致病与免疫机制

需求目标：针对畜禽冠状病毒的流行传播、遗传演化、致病

与免疫机制等关键科学问题，研究畜禽呼吸道冠状病毒、消化道

冠状病毒的流行分布规律，揭示病原流行传播机制与遗传演化特

征；研究畜禽重要冠状病毒的入侵、复制与致病机理，阐明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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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畜禽冠状病毒的免疫应答与免疫保护机制，为新型疫苗研制和

药物开发提供科学依据。具体需求目标如下：

分离鉴定畜禽冠状病毒 60~80 株；解析 3~5种畜禽冠状病毒

的遗传变异及流行特征；鉴定畜禽冠状病毒感染与致病的关键宿

主因子 8~10 个，发掘药物及疫苗新靶标 6~8 个，阐明致病和免

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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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万元。

2. 非洲猪瘟基因缺失疫苗研发

需求目标：筛选非洲猪瘟基因缺失疫苗候选株，研究其生物

学特性；在种猪、肥猪、仔猪中开展非洲猪瘟基因缺失疫苗的安

全性、有效性评价；创制安全、有效的非洲猪瘟基因缺失疫苗，

研发相应疫苗的产业化关键技术。具体需求目标如下：

研制候选疫苗 3~5种并完成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获得新

兽药注册证书临床试验批件 1~2项，授权发明专利 3~5项，申请

或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1~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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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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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洲猪瘟亚单位疫苗研发

需求目标：筛选非洲猪瘟亚单位疫苗候选抗原及其配比组

合，评价其免疫原性；在种猪、肥猪、仔猪中开展非洲猪瘟亚单

位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评价；创制安全、有效的非洲猪瘟亚单

位疫苗，研发相应疫苗的产业化关键技术。具体需求目标如下：

筛选非洲猪瘟亚单位疫苗候选抗原 10~20种，确定亚单位疫

苗的抗原组合；研制非洲猪瘟亚单位疫苗 2~3种，并完成其安全

性、有效性评价；获得得新兽药注册证书临床试验批件 1~2个，

授权发明专利 3~5项，申请或获得新兽药证书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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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万元。

4. 非洲猪瘟活载体疫苗研发

需求目标：筛选、改造和优化新型活疫苗载体；构建表达非

洲猪瘟抗原的重组活载体疫苗候选株，并研究其生物学特性；在

种猪、肥猪、仔猪中开展非洲猪瘟活载体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

评价；创制安全、有效的非洲猪瘟活载体疫苗，研发相应疫苗的

产业化关键技术。具体需求目标如下：

构建非洲猪瘟活载体疫苗株 2~3种，并完成其安全性和有效

性评价；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临床试验批件 1~2个，授权发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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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3~5项，申请或获得新兽药证书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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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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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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锋、边晓萌，电话：010-5919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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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陈焕春 华中农业大学 教 授

2 沈建忠 中国农业大学 教 授

3 冯忠武 中国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4 曹胜波 华中农业大学 教 授

5 王晓钧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

6 郭晓宇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所 副研究员

7 付旭彬 天津瑞普生物 /

8 姜宁 沈阳农业大学 教 授

9 张强 上海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验检疫中心
正高级

兽医师

10 陆军 中国林科院森环森保所 研究员

11 黄保续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研究员

12 韩雪清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13 周继勇 浙江大学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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