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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研究”

重点专项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为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提高国家生物安全科技支撑能力，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制定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生物

安全关键技术研究”重点专项实施方案。

“十四五”生物安全专项以提升生物安全整体治理能力为目

标，针对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与动植物疫情防控、外来生物入侵

管控、人类遗传资源和特殊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微生物耐药控

制、生物技术谬用防范、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等国家生物安全领

域，设置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及重大产品研发、典型应用示

范三个层次任务，增强技术储备，解决关键核心问题，提升生物

安全科技支撑能力，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

本专项执行期为 2021—2025 年，按照全链条部署、一体化实

施的原则，本批指南拟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及重大产品研发、

典型应用示范3 项任务中启动8 个研究方向。

本专项研究涉及人类遗传资源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

等，须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执行。涉及人体研究需按照规定通过伦理审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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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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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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础研究

1.1重大外来入侵物种适应性演化与进化机制研究

研究内容：重大外来入侵物种定殖和扩张过程中对寄主和异质

环境的适应特征和快速进化/演化/分化的遗传机制、特定功能基因/

分子调控机制、表型可塑性机制以及内生生物与入侵物种互作的影

响机制；外来入侵物种与多种生物因子互作与入侵适应机制，入侵

物种与本地同一营养级的生态位近缘种或等值种的“协同入侵”效

应及机制，以及入侵种与其食物链上的其他生物的“协同进化”及调

控的生理和分子机制。

考核指标：明确影响入侵物种种群定殖、增长与暴发的关键生

态适应性进化的分子机制、表观遗传学机制和协调入侵机制；阐明

入侵物种传入、演化过程以及致害力变异特征；解析3~5 种入侵物

种的种群暴发机制，创新入侵物种的分子靶向干预防控技术和生态

调控技术。

1.2 病原体耐药性发生机制与干预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微生物与药物的相互作用，分析病原体耐药发

生机理；研究微生物在不同环境中的变异，明确相关环境因素、遗

传变异和生物学特性之间的关联；研究人-动物-环境-植物间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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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子传递机制，建立基于可移动遗传元件的细菌病原体溯源体

系，分析环境与细菌毒力、耐药、人/动物健康之间的关联；针对耐

药性发生和播散机理，研发清除、阻抑和干扰耐药及多耐菌治疗新

技术、新策略。

考核指标：针对3~5 种病原体明确其耐药发生的分子机理，鉴

定获得新的耐药基因或位点；阐明基于病原体耐药的人-动物-环境

-植物间相互作用机制，形成“同一健康”相关风险因素数据库和

溯源分析系统各1 套；明确影响病原微生物重要生物学特性的关键

环境因素；研发相关耐药干预技术与产品2~3 种。

1.3 物种群体易感性和生境脆弱性防护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物种易感性的遗传基础和作用机制，开展生境

脆弱性研究，探讨有害生物对生态环境、物种种群等的损伤机制，

建立相应的损伤研究模型及监测方法，研发针对物种易感性与生境

脆弱性的防护技术与产品。

考核指标：针对至少5 种有害生物明确其物种易感性的遗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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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治技术体系，明确其临床特点、疾病进展和转归的规律，发现重

症和危重症病例的病情预警预测因素。建立临床救治生物安全防护

标准和负压病房等设施建设的技术规范。

考核指标：研发3~5 种人畜共患烈性传染病临床救治新技术，

提高疾病转归；围绕烈性传染病的医学控制的全链条，建立临床救

治生物安全防护标准和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2.2 理化防护装备

研究内容：以新材料、新原理和新技术为基础，构建可单独或

同时对各种类型的危害因素进行有效的个人和集体防护的物理空

间屏障技术装备；研发高效、快速、移动式、自动化、低温等特定

环境的洗消技术和洗消装备，实现模块化、智能化。

考核指标：研发理化防护装备适用性新材料、新技术2~3 种，

研发用于个人的物理防护装备2~3 种，研发符合特定需求的新洗消

设备2~3 种,形成相关标准。

2.3 重大外来入侵物种前瞻性风险预警和实时控制关键技术研

究

研究内容：针对新发/突发、局域分布和潜在的重大农林外来入

侵物种，开展基于多组学、生物传感、模型验算、智能分析等的前

瞻性风险预警和实时监控关键技术研究，提升外来入侵物种的早期

预警、阻止入侵、狙击扩散的早期主动防控应对能力。

考核指标：建立完善重大外来入侵生物跨境/区域传入和扩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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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预判和即时预警的动态可视化智能分析技术平台和用户终端网

络，完成200 种以上重要外来农林入侵物种的入侵扩散风险与适生

区域的定量评估；研发重大入侵物种风险预判、实时监测、甄别溯

源、应急灭除、狙击拦截等技术产品；建立10 种以上重要农林入

侵物种“关口外移、风险预警、源头监控、技术共享”的联防联控

技术模式。

2.4 重要公共场所生物恐怖防控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地铁、火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剧院等大型

公共场所生物恐怖威胁因子特性、发生、作用和播散机制，开发重

要公共场所生物恐怖袭击现场防控新技术。研发大型公共场所重大

生物恐怖威胁事件风险评估方法、模型，创建快速风险评估和决策

支持系统，建立重大突发生物恐怖威胁事件联防联控响应机制，集

成大型公共场所生物恐怖风险评估、预测预警、应急决策和防控技

术体系，形成系统应对生物恐怖事件的处置能力。

考核指标：研究3~5 类大型公共场所生物恐怖威胁因子特性，

研发3~5 种生物恐怖威胁因子防控新技术与新设备，建立1 套大型

公共场所生物恐怖风险评价与决策支持体系，形成大型公共场所生

物恐怖威胁应急预案和防控技术体系。

3.典型应用示范

3.1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示范基地建设

研究内容：开发动植物引种自动评估、智慧型隔离检疫、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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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健康筛查、系统性风险监测系统及无害化处置技术，用于全球动

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建设动植物种质资源活体暂存库、

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数据库、全球检验检疫信息资源库；构建覆盖

境内外的集数据存储、信息查询及繁育保藏为一体的资源保存与共

享平台。

考核指标：开发支撑技术软件系统1 套；建设动植物种质资源

活体暂存库1 个、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数据库1 个、全球检验检疫

信息资源库1 个，开发中转基地动植物种质资源生物安全大数据综

合分析技术平台1个，建设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示范基地2个。


	1.基础研究
	1.1重大外来入侵物种适应性演化与进化机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