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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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物重要性状形成与环境适应性基础

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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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加快破解农业生物遗传基础科

学问题，提升设计育种能力，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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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个项目方向，拟安排国拨经费

概算 6.7 亿元。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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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考核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个，项目参与单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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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超过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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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领域青

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年龄要求，男性应为 1986年 1月 1日以后出

生，女性应为 19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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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粮作物优异种质资源形成与演化机制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主粮作物种质资源多

样性与演化规律不清的科学问题，以高质量的基因组序列和泛基

因组为参考，揭示主要水稻、小麦微核心种质和重大品种系谱材

料的全景多维组学特征，系统研究重要单倍型、结构变异、表观

变异在驯化和重大品种培育过程中的演变路径，揭示重要基因在

驯化和重大品种培育中的传递规律，解析其参与的调控网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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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网络上的关键基因的协同演化规律，从基因组学、基因和基因

网络等多个层面揭示重大品种、骨干亲本的形成规律，比较不同

物种驯化和改良演化规律，阐明作物平行驯化的遗传基础，并创

制出优异新基因资源。

考核指标：挖掘与水稻、小麦、玉米主粮作物种质资源演化

相关的关键遗传调控位点 8~10 个，克隆在驯化和改良过程中优

异性状形成的重要调控新基因6~8个，其中有重大影响新基因2~3

个，解析相关分子调控网络 2~3个，创制对优异性状提升有重大

应用价值的优异新基因资源 2~3个，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3项，

申请国外主产区专利 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2. 主要经济作物优异种质资源形成与演化机制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经济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与演化规律不清

的科学问题，以大豆、棉花、油菜、谷子、甘蔗、番茄、白菜等主

要经济作物为研究对象，以高质量的基因组序列和泛基因组为参

考，揭示主要农作物微核心种质和重大品种系谱材料的全景多维组

学特征，系统研究重要单倍型、结构变异、表观变异在驯化和重大

品种培育过程中的演变路径，揭示重要基因在驯化和重大品种培育

中的传递规律，解析其参与的调控网络，分析网络上的关键基因的

协同演化规律，从基因组学、基因和基因网络等多个层面揭示重大

品种、骨干亲本的形成规律，比较不同物种驯化和改良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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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作物平行驯化的遗传基础，并创制出优异新基因资源。

考核指标：挖掘与主要经济作物种质资源演化相关的关键遗

传调控位点 8~10 个，克隆在驯化和改良过程中优异性状形成的

重要调控新基因 6~8个，其中有重大影响新基因 2~3个，解析相

关分子调控网络 2~3个，创制对优异性状提升有重大应用价值的

优异新基因资源 2~3个，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3项，申请国外主

产区专利 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3. 水稻、小麦营养品质形成的分子调控网络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水稻、小麦生产中营养品质提升所面临

的关键限制因素，围绕高营养和高抗性淀粉等功能性水稻、强筋

等专用型小麦的重大需求，综合利用遗传学、基因组学、分子生

物学等技术手段，研究营养、加工、特殊功能成分、食味等品质

性状形成的遗传基础，挖掘特殊营养品质形成的关键基因及其优

良单倍型，揭示淀粉、蛋白和脂肪合成和转运的分子调控网络及

环境因素对品质影响的分子机制，创制对品质提升有显著效应的

优异新基因资源。

考核指标：挖掘控制水稻、小麦营养品质性状形成的重要新

基因 15~20个，其中有重大影响新基因 4~5个，解析与优质和营

养性状形成相关的调控网络 4~5个，创制对品质提升有重大应用

价值的优异新基因资源 4~5个，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5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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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主产区专利 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4. 玉米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子调控网络及其协同改良机制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玉米生产上高产、优质性状改良提升所

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协同改良的关键限制因素，研究产量性状（株

型、穗型、种子大小、育性等）和品质性状（籽粒硬度、脱水速

率、蛋白含量等）形成的分子基础，挖掘控制单一性状和同时控

制多个性状的关键基因，解析其在产量品质性状形成过程中的耦

合效应，阐明玉米高产优质协同改良的分子调控网络，创制对产

量和品质提升有显著效应的优异新基因资源。

考核指标：挖掘控制玉米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重要新基因

15~20个，其中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 4~5个，解析分子调控

网络 4~5个，创制对产量和品质提升有显著效应的优异新基因资

源 4~5个，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5项，申请国外主产区专利 1~2

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5. 水稻、小麦养分高效利用性状形成的分子调控网络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水稻、小麦在生产上养分高效利用提升

所面临的关键限制因素，综合利用遗传学、基因组学、分子生物

学等技术手段，挖掘氮、磷、钾等养分信号转导，养分活化，吸

收、转运和代谢过程等养分高效利用性状形成的关键调控基因，

阐明其对养分利用效率提高的遗传效应，解析其调控网络，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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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际微生物促进养分利用的遗传基础，解析养分与高产潜力形成

的协同关系，创制养分利用效率提升的优异新基因资源。

考核指标：挖掘水稻和小麦氮、磷、钾等主要养分高效吸收利

用的重要新基因 8~10个，其中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 2~3个，

解析与养分高效利用性状形成相关的调控网络 2~3个，创制对养分

利用效率提升有重大应用价值的优异新基因资源 2~3个，申请国外

主产区专利 1~2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3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6. 玉米、大豆等作物养分高效利用性状形成的分子调控网络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玉米、大豆等主要饲料经济作物在生产上

养分高效利用提升所面临的关键限制因素，综合利用遗传学、基因

组学、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挖掘氮、磷、钾等养分信号转导，

养分活化，吸收、转运和代谢过程等养分高效利用性状形成的关键

调控基因，阐明其对养分利用效率提高的遗传效应，解析其调控网

络，揭示根际微生物促进养分利用的遗传基础，解析养分与高产潜

力形成的协同关系，创制养分利用效率提升的优异新基因资源。

考核指标：挖掘玉米、大豆等主要饲料经济作物氮、磷、钾

等主要养分高效吸收利用的重要新基因 8~10 个，其中有重大应

用价值的新基因 2~3个，解析与养分高效利用性状形成相关的调

控网络 2~3个，创制对养分利用效率提升有重大应用价值的优异

新基因资源 2~3个，申请国外主产区专利 1~2项，授权国家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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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2~3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7. 生猪高产优质高效性状形成的分子调控网络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生猪在生产上产量和品质提升面临的关

键限制因素，综合利用遗传学、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

段，挖掘高产肉量、高产仔数、优良肉质等性状形成的遗传基础

及关键基因，阐明其对产量、产仔和品质提高的遗传效应，揭示

环境和基因互作影响家畜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机制及其互作网

络，创制产量品质优异新基因资源。

考核指标：挖掘控制生猪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重要新基因

8~10个，其中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 2~3个，解析与高产优质

性状形成相关的调控网络 2~3个，创制对产量和品质提升有重大

应用价值的优异新基因资源 2~3个，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3项，

申请国外主产区专利 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8. 奶牛、羊高产优质高效性状形成的分子调控网络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奶牛、羊在生产上产量和品质提升面临

的关键限制因素，综合利用遗传学、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等技

术手段，挖掘高产肉量、高产仔数、优良肉质等性状形成的遗传

基础及关键基因，阐明其对产量、产仔和品质提高的遗传效应，

揭示环境和基因互作影响家畜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机制及其互作

网络，创制产量品质优异新基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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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挖掘控制奶牛、羊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重要新基

因 12~15个，其中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 3~5个，解析与高产

优质性状形成相关的调控网络 3~5个，创制对产量和品质提升有

重大应用价值的优异新基因资源 3~5个，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5

项，申请国外主产区专利 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9. 农业生物设计育种原始创新（青年科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利用系统生物学、大数据、合成生物学、人工智

能等技术，研究种质资源多样性与演化规律，农业生物复杂性状

形成与互作遗传机理，农业生物代谢调控网络与合成机制，农作

物功能性状与群体产量协同进化的生态学机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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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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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物重要性状形成与环境适

应性基础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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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批榜单围绕创制优质高产大豆新品种等重大应用场景，拟

解决大豆优质高产性状形成机制不清等关键实际问题，拟安排国

拨经费不超过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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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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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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子调控网络及其协同改良机制

需求目标：针对我国大豆生产上高产、优质性状提升所面临

的主要问题及其协同改良的关键限制因素，研究产量性状（株型、

开花期、荚粒数、种子大小、育性等）和品质性状（油份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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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含量、异黄酮含量等）形成的分子基础，挖掘控制单一性

状和同时控制多个性状的关键基因，解析其在产量品质性状形成

过程中的耦合效应，阐明大豆高产优质协同改良的分子调控网络，

创制对产量和品质提升有显著效应的优异新基因资源。具体需求

目标如下：

挖掘控制大豆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重要新基因 15~20个，其

中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 4~5个，解析分子调控网络 4~5个，

创制对产量和品质提升有显著效应的优异新基因资源 4~5个，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 4~5项，申请国外主产区专利 1~2项，发表高水

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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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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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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年龄要求，男性应为

1986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应为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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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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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康泰、葛毅强，电话：010-6859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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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李家洋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 研究员

2 黄路生 江西农业大学 教 授

3 吴清平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

4 焦雨铃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 研究员

5 种康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

6 孙其信 中国农业大学 教 授

7 邓兴旺 北京大学 教 授

8 魏建华 北京农林科学院 研究员

9 李新海 中国农科院生物所 研究员

10 赖锦盛 中国农业大学 教 授

11 马有志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 研究员

12 胡章立 深圳大学 教 授

13 薛红卫 上海交通大学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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