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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指南〔2024〕17 号 

 

 

 

关于发布上海市 2024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农业科技领域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根据《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十四五”规划》，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特发布2024年度“科

技创新行动计划”农业科技领域项目申报指南。 

一、征集范围 

专题一、农业生物生命调控技术开发与应用 

方向1：作物远缘杂交亲和性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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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开展作物远缘杂交育种资源基因研究，挖掘调控

作物属间杂交不亲和的关键基因不少于2个，鉴定作物优势等位

基因不少于2个；创制属间杂交亲和的兼容性作物亲本。 

研究内容：挖掘调控作物属间杂交不亲和的关键基因，解析

作物种属间杂交亲和响应性的信号通路和分子机制，研发作物远

缘杂交亲和性调控技术；开发辅助授粉技术，提高作物柱头亲和

性响应能力，促进花粉萌发和花粉管生长，提高作物授粉率。 

执行期限：2024年12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150万元。 

方向2：作物高效固氮调控 

研究目标：鉴定参与高效固氮的基因不少于3个，创制高效

共生固氮的豆科植物品系；开发具有固氮功能的有益微生物菌剂

不少于2种，在产量不变的条件下减少化肥使用量不低于15%。 

研究内容：开展豆科植物-根瘤菌共生互作机理研究，挖掘参

与高效固氮的基因，对现有豆科作物进行遗传改良；以根瘤菌或

其他菌种为底盘，合成具有高效固氮功能的菌种，研制有益微生

物菌剂，减少化肥使用量。 

执行期限：2024年12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150万元。 

方向3：作物生命周期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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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开发作物生命周期调控技术，实现若干一年生作

物品种的多年生化。 

研究内容：解析若干作物的生命周期调控基因网络，开发作

物生命周期调控技术并实现若干一年生作物品种的多年生化，研

究并改良多年生化作物性状，提高多年生化作物品种生长习性的

稳健性，及在碳固存和减少土壤干扰等方面的能力。 

执行期限：2024年12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150万元。 

方向4：基于代表性昆虫的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研究目标：建立基于代表性昆虫的有机废弃物高效资源化利

用技术体系，实现产出1吨幼虫所需喂养的餐厨垃圾不超过5吨，

完成有机废弃物到蛋白、脂肪等营养物质的高效转化。 

研究内容：以现有黑水虻或黄粉虫等昆虫为代表，挖掘提高

有机废弃物转化效率的关键基因，运用基因编辑、杂交育种等技

术进行遗传改良，获得个体体重大、耐高温、消化速度快、繁殖

力强的优化品种，提升昆虫转化餐厨垃圾、田间尾菜、畜禽排泄

物的能力，高效转化有机废弃物为动物性饲料和有机肥料。 

执行期限：2024年12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150万元。 

方向5：鳗鲡性腺发育调控与人工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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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开展鳗鲡人工繁殖关键技术攻关，实现1000尾亲

本繁殖获得鳗鲡初孵仔鱼300万尾以上，其中培育至柳叶鳗前体

阶段300尾以上。 

研究内容：开展鳗鲡亲本培育技术研究，挖掘调控鳗鲡性腺

发育的关键基因并解析分子调控机制，通过调控鳗鲡亲本繁殖周

期中的营养、环境与内分泌等因素，促进鳗鲡亲本性腺发育并完

成人工催产；开发初孵仔鱼培育所需的开口饵料配方和养殖装备

系统，建立鳗鲡仔鱼批量培育技术体系，提高初孵仔鱼成活率和

存活时间。 

执行期限：2024年12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150万元。 

专题二、种质创新与新品种培育 

研究目标：开展农业生物重要遗传资源发掘并建立种质资源

库，培育若干适应上海气候环境或智能设施等生长条件的新品种

并获得认定或审定证书。 

研究内容： 

1. 培育产量高、稳产性好、适宜高血糖人群食用的高抗性淀

粉水稻新品种，亩产不低于500 kg，抗性淀粉含量不少于16%，

总膳食纤维含量不低于25%，胶稠度≥70 mm。 

2. 培育低蛋白果穗和高蛋白植株的鲜食和青贮两用玉米新

品种，在保证鲜食玉米口感的同时，将植株（根，茎，叶）总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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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含量提升至16%以上，可用作高蛋白青贮饲料。 

3. 培育抗逆、抗病、口感脆甜的松散型青花菜新品种，运用

基因编辑、小孢子体外培养等技术，使植株富含青花素、萝卜硫

苷或维生素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生物活性物质。 

4. 培育抗逆、抗病的现代设施专用番茄新品种，开发配套栽

培技术，解决现代设施栽培中存在的不耐弱光、连续花芽分化性

能不强、落花落果等问题，提高植株座果率和果实中糖分含量。 

5. 培育生长速度快、抗病性强的黄鳝新品种，生长速度较常

规养殖品系高25%以上。研制涵盖主要功能基因的育种芯片，开

发黄鳝性别控制技术，建立黄鳝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和养殖技术体系。 

6. 培育可育早花复瓣型朱顶红新品种，建立新种质表型与分

子标记辅助筛选技术，面向市场对于颜色、花期、花量、花香等

需求，选育出朱顶红重瓣新种质不少于3份且完成新种质生态习

性与观赏性状评价分析。 

执行期限：2024年12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6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120万元。 

专题三、设施农业与辅助装备系统 

方向1：工厂化果蔬生产智能机器人 

研究目标：创制“一机多用”的果蔬生产智能机器人，具备

执行多种作业任务的能力，作业高度可调范围不少于100 cm，移

动运行速度不低于0.3 m/s，单次操作执行周期不超过10 s，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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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低于90%，在工厂化果蔬生产场景完成实验验证并开展示范

应用，示范面积不少于5000平方米。 

研究内容：创制智能农业机器人，开发多源异构数据分析融

合、柔性避障、眼手协调伺服控制、多任务决策与交互等关键技

术，实现多模态感知、多任务切换和灵巧柔顺操作，建立任务自

主推演及学习方法，自动化完成工厂化果蔬生产中的复杂作业任务。 

执行期限：2024年12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200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或本市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本市

企业申报（须扫描上传正式合作协议）。 

方向2：农机定位导航系统 

研究目标：开发自标定高精度农业机器人定位导航系统，测

距精度在±3 cm以内，建图精度在±5 cm以内，定位精度在±5 cm

以内，实现在钢构温室、雨雾天气等条件下的高精度定位导航和

机群联合作业，示范应用面积不少于20000平方米。 

研究内容：面向标准化、高度自动化农机作业需求，针对温

室内机器人导航定位不准、迷航问题，开发室内定位器件，建立

多模组高精度定位模型，构建大面积室内定位服务基准系统。 

执行期限：2024年12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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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或本市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本市

企业申报（须扫描上传正式合作协议）。 

方向3：智能植物工厂 

研究目标：运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建设高度自动化的智能

植物工厂，实现单位产量较传统植物工厂提升20%以上，单位面

积能耗较传统植物工厂降低30%以上，示范应用面积不少于10000

平方米。 

研究内容：开展大数据采集与智能决策技术研究，开发植物

工厂装备及控制软件系统，运用光电互补、智慧灌溉、数字孪生

或氢释控等技术建立智能化低碳栽培技术体系，利用电子传感系

统高精度控制温度、湿度、光照、CO2浓度等作物生长环境参数，

实现能耗降低和产量提升。 

执行期限：2024年12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200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或本市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本市

企业申报（须扫描上传正式合作协议）。 

方向4：基于AI图像识别分析的水稻快速育种辅助系统 

研究目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基于无人机拍摄图像的

水稻抗旱预测模型和鉴定技术流程，挖掘抗旱性主效遗传位点不

少于3个，抗旱性预测准确性达到80%以上，抗旱性筛选效率较传

统人工方法提高50%以上，示范应用面积不少于2000亩，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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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创制水稻抗旱种质不少于30份。 

研究内容：利用无人机获取水稻表型图像，通过机器学习建

立表型图像与水稻抗旱性之间的回归关系并建立预测模型，通过

学习与测试提高预测模型的准确性；根据无人机拍摄图像中水稻

性状和不同种质群体的基因型数据，进行抗旱遗传定位分析，挖

掘抗旱性主效遗传位点；开发图像处理、抗旱性自动筛选软件，

建立基于无人机图像的水稻抗旱性鉴定技术流程并实现示范应用。 

执行期限：2024年12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200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或本市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本市

企业申报（须扫描上传正式合作协议）。 

二、申报要求 

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还须遵循以下要求： 

1. 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

有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 

2. 对于申请人在以往市级财政资金或其他机构（如科技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项目基础上提出的新项目，应明确阐

述二者的异同、继承与发展关系。 

3.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项

目负责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性，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

请资格负责，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不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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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 

4. 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须在提交项目可行性方

案的同时，上传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与理由。 

5.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技伦理准则。拟开展

的科技活动应进行科技伦理风险评估，涉及科技部《科技伦理审

查办法（试行）》（国科发监〔2023〕167号）第二条所列范围

科技活动的，应按要求进行科技伦理审查并提供相应的科技伦理

审查批准材料。 

6.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相

关法规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相关规定。 

7. 已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市科委科技计划在研项目2项及以

上者，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 

8. 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合理，符合市科委科技计划

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要求。 

9. 每位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不超过1项。 

三、申报方式 

1. 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无需送交纸质材料。申请人

通过“中国上海”门户网站（http://www.sh.gov.cn）--政务服务--

点击“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进入申报页面，或者

直接通过域名https://czkj.sheic.org.cn/进入申报页面： 

【初次填写】使用“一网通办”登录（如尚未注册账号，请

先转入“一网通办”注册账号页面完成注册），进入申报指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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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点击相应的指南专题，进行项目申报； 

【继续填写】使用“一网通办”登录后，继续该项目的填报。 

2. 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24年9月20日9:00，截止时间

（含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提交）为2024年10月15日16:30。 

四、评审方式 

采用一轮通讯评审方式。 

五、立项公示 

上海市科委将向社会公示拟立项项目清单，接受公众异议。 

六、咨询电话 

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手机）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4年9月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