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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研发计划一般项目

（一）未来新兴产业领域

1.电子信息

1.1 光子与光电子技术

1.2 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

1.3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

1.4 卫星通信与导航应用技术

1.5 新一代通信技术

1.6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及应用

1.7 高性能计算与工业软件

1.8 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

1.9 网络与信息安全

1.10 柔性电子技术

1.11 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

1.12 传感器与物联网

1.13 智能终端技术

1.14 区块链技术及应用

1.15 新型电子元器件

1.16 量子计算技术

1.17 新型显示技术

1.18 系统安全

2.自主可控技术

2.1 自主可控计算机外设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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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国产处理器的虚拟化、云计算关键技术

2.3 国产云平台基础设施测评关键技术及工具开发

2.4 国产操作系统的应用软硬件开发

2.5 自主国产化智能软硬件操作系统及其支撑环境与

平台开发

2.6 国产密码应用关键技术

2.7 基于龙芯、飞腾、华为等国产处理器的产品开发和

行业应用

2.8 基于麒麟、统信、鸿蒙等操作系统的产品开发和行

业应用

2.9 基于国产数据库的产品开发和行业应用

2.10 其他自主可控技术

3.先进制造

3.1 航空航天装备及制造技术

3.2 增材制造（3D 打印）技术与装备

3.3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

3.4 机器人技术及应用

3.5 无人机技术及应用

3.6 新型电力工业

3.7 石化、冶金、矿山装备

3.8 先进轨道交通技术与装备

3.9 船舶与海洋装备

3.10 工程机械装备及制造技术

3.11 数控机床及智能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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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轻工装备技术及应用

3.13 高性能仪器仪表

3.14 工业传感器与系统

3.15 特种制造加工技术及应用

3.16 传统内燃机高效节能减排技术及装备

3.17 分布式能源装备

3.18 新能源动力系统及装备

3.19 智能包装和物流技术与装备

3.20 关键基础零部件制造

3.21 量子基准和传感技术

3.22 精密测量技术

3.23 成套专用设备制造

3.24 输变电装备产业

3.25 工业互联网安全

3.26 其他新型工艺与装备

4.新材料

4.1 钛及钛合金材料

4.2 铝镁钼材料

4.3 高性能轻金属材料

4.4 先进稀贵金属材料

4.5 先进高分子材料

4.6 碳纤维及复合材料

4.7 化工材料

4.8 陶瓷及陶瓷基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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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半导体集成电路关键材料

4.10 新型显示材料

4.11 石墨烯材料

4.12 纳米材料

4.13 超导材料

4.14 特种分离膜材料

4.15 先进功能晶体材料

4.16 钢铁深加工

4.17 增材制造材料

4.18 储能与储氢关键材料

4.19 新型建筑材料技术

4.20 绿色包装材料及应用

4.21 材料腐蚀防护技术

4.22 材料回收再利用技术

5.能源化工

5.1 煤炭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

5.2 石油天然气开发与利用技术

5.3 清洁能源开发与利用技术

5.4 氢能开发与利用技术

5.5 太阳能光伏技术

5.6 先进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技术

5.7 新型电力系统及其支撑技术

5.8 安全高效核能技术

5.9 能源系统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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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煤基特种燃料

5.11 工业三废技术及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

5.12 催化剂和表面活性剂技术

5.13 特种化学品合成技术

5.14 绿色化工技术

5.15 矿产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技术

5.16 节能技术

5.17 有机化工原料合成技术

5.18 电池与储能技术

6.现代服务业

6.1 研发设计与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研发与应用示范

6.2 人工智能+旅游/教育/医疗/居家/商贸/安防/金融/

物流/矿业服务/康养

6.3 质量关键共性技术（计量/标准/检验检测等）

（二）科技文化融合领域

1.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科技研究

1.1 数字化采集与存档技术

1.2 区块链技术应用

1.3 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复原技术

2.文化创作与体验的科技研究

2.1 人工智能（AI）与生成式技术

2.2 沉浸式体验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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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字艺术与新媒体技术

3.文化传播与消费的科技研究

3.1 大数据与文化分析

3.2 智能传播平台开发

3.3.物联网（IoT）与文化场景联动

4.科技产品的文化赋能研究

4.1 文化元素的技术转译

4.2 文化需求驱动的技术创新

5.跨学科技术融合与标准研究

5.1 多技术融合方案

5.2 技术标准与伦理规范

6.文化科技基础设施研究

6.1 文化大数据中心建设

6.2 低代码/无代码开发平台

7.申报主体

科技文化融合领域项目优先支持能够高效整合文化与

科技资源，聚焦攻克文化领域核心关键技术难题，具备雄厚

研发实力和明确成果转化路径的科技型文化企业申报。同

时，鼓励科技型文化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申报，充分

发挥各方优势，共同推动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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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农村领域

1.种植

1.1 主要粮油作物种质资源创新与新品种选育

1.2 作物高效绿色抗逆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1.3 小麦宽幅沟播集成技术模式研究与示范

1.4 玉米机械化增密绿色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1.5 果蔬提质增效关键种植技术集成与示范

1.6 设施蔬菜种质资源创新与新品种选育

1.7 新型高效菌肥制备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1.8 农林病虫害早期监测与防控技术集成与应用

1.9 陕西特色珍稀植物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

1.10 农业有害生物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1.11 设施农业主要病虫害生物防控技术集成与应用

1.12 茶树新品种筛选及配套生产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1.13 抗逆、优质专用饲草新品种选育及栽培技术研究

1.14 食用菌良种选育及配套技术集成与示范

1.15 杂粮新品种选育及轻简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1.16 马铃薯玉米大豆间作套种技术集成与示范

1.17 旱作区农作物复合种植技术研究与示范

1.18 特色经济林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

2.养殖

2.1 优质畜禽新品系选育及扩繁技术研究

2.2 陕西地方畜禽种质资源调查与优势基因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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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家畜基因编辑育种体系建设与生物安全性评价

2.4 畜禽干细胞育种技术体系建立与应用

2.5 饲用豆粕减量替代技术研究与新产品研发

2.6 畜禽健康养殖及重要疾病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

2.7 畜禽新型安全性饲料及其添加剂资源开发与应用

2.8 重大畜禽疫病常态化防控技术研究应用

2.9 家畜繁殖障碍性疾病发病机制与防控技术研究优

质

2.10 高效水产新品种（系）选育与示范

2.11 冷流水养殖和设施渔业养殖关键技术集成示范

2.12 大水面生态渔业关键技术集成示范

2.13 稻渔综合种养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

2.14 畜禽水产重要疫病快速检测和诊断技术研究

2.15 秦岭珍稀濒危动物保护技术研究与应用

3.农产品加工及质量安全

3.1 粮食原料及相关休闲食品加工工艺研究与示范

3.2 农产品绿色节能贮藏保鲜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3.3 畜禽产品加工关键技术及产品开发技术应用研究

3.4 果蔬精深加工新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示范

3.5 益生菌资源挖掘与发酵饮品制备关键技术研究

3.6 功能性乳制品开发利用与评价

3.7 传统食品的标准化、工业化加工技术研究与示范

3.8 农产品深加工产品质量控制技术研究与示范

3.9 主要粮油作物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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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豆制品绿色深加工及副产物综合利用技术研究

3.11 特色预制菜关键技术研发与利用

3.12 健康低钠肉制品加工技术研究与示范

3.13 畜产品低温灭菌防腐保鲜与质量控制技术研究

3.14 食品非热加工技术研究与应用

3.15 食品增材制造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3.16 食用菌精深加工技术研究与应用

3.17 茶资源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3.18 功能性油脂资源开发与产品创制

3.19 杂粮功能成分挖掘与产品开发示范

3.20 食品添加剂减量增效技术研发与质量安全评价

3.21 粮食发酵品功能化加工技术研发与示范

3.22 农产品加工中副产物综合利用技术研发与示范

4.农机装备及信息化

4.1 农产品加工新设备研发与示范

4.2 设施农业智能化技术与装备研发

4.3 果园高效管理技术与装备研发

4.4 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研发与示范

4.5 新能源园艺机械化技术与装备开发

4.6 果实智能化采摘柔性材料开发与装备创制

4.7 果蔬实时感知技术与智能化采摘装备研发

4.8 果蔬对靶授粉关键技术研究与装备研发

4.9 果蔬病虫害快速识别技术研究与装备开发

4.10 绿色洁净干燥加工技术与设备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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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系统开发与利用

4.12 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技术与装备开发

4.13 农业遥感快速监测技术与智能评估系统开发

4.14 智慧农业大数据共享技术研究与平台开发

4.15 气象灾害精准化监测预报技术研究与系统开发

4.16 设施畜禽智能化环境控制技术与装备研发

4.17 智慧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装备研发

4.18 智慧林业关键技术研究与装备研发

4.19 农产品智能保鲜和冷链物流技术及装备研发

4.20 农机作业智能化监测终端及辅助驾驶系统研究

4.21 轻简化实用农机具研发

4.22 物联网+粮食作物大数据服务技术集成与应用

4.23 智慧农机关键技术研究与装备创制

4.24 新能源节水技术与装备研发

5.农业资源高效利用

5.1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

5.2 农业废弃物高效转化微生物资源挖掘与制剂研发

5.3 土壤质量改良与提升技术研究

5.4 土壤污染成因溯源、修复治理技术研究

5.5 农用地膜环境污染风险评价及管控技术

5.6 果园水肥高效管理与规模化利用技术

5.7 生物农业关键技术研究与生物制剂开发

5.8 “种养结合”绿色循环农业技术模式构建与示范

5.9 环境友好型农药研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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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新型生物农药/肥料研制与示范

5.11 水产养殖尾水循环利用与生态化处理关键技术

5.12 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研究与示范

5.13 区域水体－土壤污染的生态修复协同技术研究

5.14 区域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构建与示范

5.15 休闲观光、创意农业技术研究与示范

5.16 耐候型防虫网用材料研发及无损织造关键技术

5.17 新型农膜替代品制备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

5.18 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

5.19 沙地、盐碱地开发利用技术研发与示范

5.20 农村生活污水自动化处理系统研发及示范

5.21 养殖废水处理与循环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6.乡村产业振兴及绿色宜居建设

6.1 县域优势产业新品种、新技术研发及推广

6.2 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发及推广

6.3 农业科技成果县域转化途径探索及应用

6.4 科技特派员与本地乡土人才引领产业发展模式探

索

6.5 农业科技实用技术培训

6.6 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与服务能力提升

6.7 苏陕协作科技成果转化与示范推广

6.8 县域优质农产品物流与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与示范

6.9 农业资源保护与传承关键技术研究

6.10 既有民居建筑功能优化关键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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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传统乡村绿色营建经验与现代设计应用

6.12 绿色装配式民居建筑模式与技术

6.13 数字乡村发展模式及其支撑技术

6.14 乡村生态功能性景观营建技术与应用

6.15 关中平原乡村雨涝生态防控规划技术

6.16 农村厕所功能提升适宜性技术与应用

6.17 乡村新能源综合利用空间规划技术

6.18 千万工程示范村共性技术与推广

6.19 省级农高区技术创新与成果转移转化

7.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项目

7.1 科技特派团专家开展的县域主导特色产业提质增

效技术研究与示范培训

7.2 县域新品种、新技术与新模式引进研究及推广

7.3 县域主导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

示范

7.4 特色农产品加工技术研究与示范

7.5 农村电商物流等新技术研究与示范

7.6 县域主导特色产业发展实用技术培训

（四）社会发展领域

1.疾病防诊治

1.1.心脑血管系统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1.2.神经系统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1.3.呼吸系统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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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消化系统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1.5.血液系统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1.6.代谢性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1.7.泌尿系统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1.8.免疫系统疾病关键技术研究

1.9.精神心理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1.10.妇产科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1.11.口腔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1.12.外科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1.13.传染性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1.14.老年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1.15.儿科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1.16.眼科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1.17.耳鼻喉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1.18.骨科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1.19.皮肤疾病防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1.20.地方病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1.21.职业病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2.药物与医疗器械

2.1 新药创制关键技术研究

2.2 仿制药关键技术及一致性评价研究

2.3 生物制药关键技术研究

2.4 新型疫苗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研发

2.5 新型医用材料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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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医疗器械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研发

3.中医药现代化

3.1“长安医学”中医学术流派诊疗技术研究

3.2 中医药防治重大传染病、治疗重大疑难杂症和慢性

病技术研究

3.3 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循证评价研究

3.4 中医数智化传承研究

3.5 中药材种质资源研究

3.6“秦药”药理药性解析研究

3.7 中药炮制工艺标准化研究

3.8 中成药二次开发关键技术研究

3.9 经典名方、院内制剂开发研究

3.10 中药新药及中医设备器械研发

4.生物技术

4.1 生物安全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4.2 组织器官修复替代关键技术研究

4.3 基因编辑与干细胞治疗关键技术研究

4.4 合成生物学关键技术研究

4.5 新型生物医用材料研发

4.6 生物芯片关键技术研究

4.7 脑机接口关键技术研究

4.8 类器官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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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态环境保护与碳达峰碳中和

5.1 黄河和长江流域（陕西段）生态环境保护关键技术

研究

5.2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关键技术研究

5.3 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技术研究

5.4 外来入侵物种监控关键技术研究

5.5 环境监测、治理和修复关键技术研究

5.6 大气污染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5.7 噪声污染防治关键技术装备研发

5.8 新污染物监测、治理、健康风险评估关键技术研究

5.9 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技术研究

5.10 减污降碳、节能降碳、绿色低碳关键技术研究

5.11 资源保护及高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5.12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5.13 光伏治沙关键技术研究

6.绿色建筑

6.1 新型环保建筑材料研发

6.2 建筑施工工艺关键技术研究

6.3 装配式建筑关键技术研究

6.4 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及适配建筑材料和产品研发

6.5 智能建造关键技术研究

7.纺织服装

7.1 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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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特种绳缆、智能纺织品、大尺寸异性结构等产业用

纺织品关键技术研究

7.3 纺织产业清洁绿色技术研究

8.公共安全与社会事业

8.1 食品药品安全关键技术研究

8.2 安全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8.3 防灾减灾救灾关键技术研究

8.4 治安防控、司法鉴定、毒品查缉及戒毒、应急反恐

等领域公共安全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发

8.5 水文气象、人工影响天气关键技术研究

8.6 危险化学品安全储运关键技术研究

8.7 智慧养老、适老化改造、助老产品研发等养老产业

关键技术研究

8.8 科技助残领域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研发

8.9 交通安全关键技术研究

8.10 考古与文物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发

8.11学生心理健康研究

9.申报要求

项目涉及人体被试和人类遗传资源的科学研究，须尊重

生命伦理准则，遵守《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人胚胎干细胞

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等国家相关规定，严格遵循技术标准和

伦理规范。涉及生物技术的研究应遵守《生物技术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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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办法》等规章。涉及病原微生物的研究须遵守《病

原微生物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涉及实验动物和动

物实验，要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

及有关规定，使用合格实验动物，在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

验，保证实验过程合法，实验结果真实、有效，并通过实验

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

（五）资助额度

支持经费 10 万-20 万元。

（六）支持年限

2026 年—2027 年。

（七）联系咨询

以上未尽事宜请向省科技厅相关处室咨询。

未来新兴产业领域一般项目联系人：李竞（产业创新促

进处），电话：029-87437548

科技文化融合领域一般项目联系人：郭佳蒂（宣传教育

与统战处），电话：029-87292666

农业农村领域一般项目联系人：史文青（农村科技处），

电话：029-88895278；汪德亮，电话：029-87294233

社会发展领域一般项目联系人：孙悦（社会发展科技

处），电话：029-87294140

二、重点研发计划对外合作领域项目

2026 年度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对外科技合作项目包括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港澳台科技合作专项、省际科技合作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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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3 大类。其中，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包括中亚及白俄罗斯科

技合作专项、国际科技合作面上项目 2 类；省际科技合作项

目包括科技创新中心联动专项、跨区域科技合作项目 2 类。

（一）支持方向

1.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1.1 中亚及白俄罗斯科技合作专项

深入落实中国—中亚峰会精神，加快推动白俄罗斯国家

科学院中国分院建设，重点围绕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先进

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生态环保

等领域，支持省内创新主体与中亚、白俄罗斯开展基础研究、

技术攻关、成果转化、技术示范推广等合作。

1.2 国际科技合作面上项目

支持省内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围绕

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新材料、

生命健康、减灾防灾、现代农业等领域，与美欧日韩等发达

国家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前沿理论、技术攻关、成

果转化、科技服务等方面合作研究的项目。

2.港澳台科技合作专项

认真落实 2024 陕粤港澳活动周活动有关成果，围绕人

工智能、数据科学、生命健康、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领域，

支持省内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与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台

湾地区共建各类创新平台，共同开展科研攻关、成果转化、

科技金融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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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省际科技合作项目

3.1 科技创新中心联动专项

支持省内创新主体与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成渝

地区、武汉等科技创新中心共同实施一批科技创新合作项

目，吸引前述地区在陕建立科创飞地、研发中心、孵化载体，

助力西安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支持我省各

类创新主体开展科技交流、成果转化等对外科技合作活动。

3.2 跨区域科技合作项目

通过一批跨区域科技合作项目的实施，促进对西藏、新

疆、青海等地区的科技援助，深化陕苏、陕吉、陕蒙、陕甘、

陕宁等省（区）间科技创新合作，产生良好经济社会效益，

形成区域创新发展新格局。

（二）申报要求

1.牵头申报单位须为在陕依法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申报项目必须联合至少 1 家

国（境、省）外参与单位，国（境、省）外合作双方不能存

在从属关系。

2.合作项目具备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方案合理可

行，能有效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解决我省重点产业关键技

术、共性技术问题；能与我省重点产业和应用需求紧密结合，

形成知识产权或相关技术标准，推广相关技术成果。应根据

项目类型明确拟达到的知识产权、科技奖项、人才引育、产

业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可考核指标。

3.项目双方须签订合作文件（协议或意向书等），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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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内容、合作方式、预期目标、职责分工及知识产权归属

等，且符合我国及合作机构所在国家（地区）有关法律法规

和科研伦理相关规定。合作文件由合作双方负责人签名，并

明确签署时间及有效期，中方单位须加盖公章，项目执行期

须在协议有效期内，外文协议应附中文翻译。

4.项目申报单位应对申报项目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

责。不受理涉密项目。

满足下列条件，予以优先支持：

5.依托省级及以上“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等合作平台申报的合作项目。

6.同等条件下企业牵头申报的合作项目。

（三）资助额度

对各类对外科技合作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 40 万

元，执行周期为 2 年。

（四）联系咨询

以上未尽事宜请向省科技厅合作处咨询。

联系人及电话：李 戟 029-81294887

徐轶玮 029-8553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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