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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年度省前沿技术研发计划
（社会发展领域）项目指南

3001 太湖水污染管控关键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围绕太湖水生态、水环境等水问题的系统治理，

突破复杂介质中高风险污染物及新污染物技术瓶颈，研发风险模

拟、智能预测及多源数据解析技术，开发生态环境快速感知、在

线监测和精准溯源等装备，满足太湖水污染治理需求并与国际接

轨的技术和规范，在太湖流域地区开展应用示范，为太湖水资源

管控提供技术支撑。

考核指标：研制水下环境 DNA 连续自动富集仪 1 台，可支

持多类群生物分子感知，通道不少于 14、流量精度≥95%、过滤

体积>5L；建立 1套基于DNA分子指纹水生态风险溯源决策系统，

单源分子指纹累计不少于 10000碱基；在太湖流域 1个以上区域

开展集成示范；申请或授权发明专利 1件以上。

3002 行业新污染物治理关键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围绕医药行业药源性新污染物识别、筛查、评估

及治理管控重大科技需求，研究构建行业新污染物大数据库及综

合解析技术，构建高通量的行业新污染物识别技术方法，研发低

碳高效的行业新污染物治理管控技术，形成从源头、过程到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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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协同管控技术体系并示范，为行业新污染物

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考核指标：建立医药行业抗生素、抗肿瘤药、心血管药等 3

大类行业化学物质产用排信息数据库，研发大环内酯、头孢菌素

类等 30种以上抗生素等典型新污染物识别筛查技术，研发低碳高

效的行业新污染物治理管控技术及新污染物阻控模块化设备，选

择典型医药园区开展管控技术示范。申请或授权发明专利 1件以

上。

3003 安全生产智能化监管关键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围绕安全生产重大技术需求，应用云计算、边缘

计算、图像识别和 AI 技术等，突破机器视觉、体态识别、异常

行为分析预警等技术瓶颈，建设“大数据+多模态+大算力”的智

能监管技术体系，实现实时监控、主动预警和精准决策，在化工

等重点行业开展省-市-县（园区）一体化智能监管应用示范，为

风险防范和应对提供科技支撑。

考核指标：形成实时动态安全生产主动监管新方法；构建数

据驱动的危险作业风险辨识指标库与模型库，接入标识解析量 10

万次以上的规上企业数据≥100 家；自主原创性危险作业智能预

警模型≥2 个，风险辨识准确率≥90%；开发适应特殊作业环境

的边缘计算智能预警装置 1套，具备体态、异常行为、环境参数

监测等功能，具有便携式特点；开发安全生产智能监管平台，推

进市县（园区）试点部署≥3个；申请或授权发明专利 4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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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修订有关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3项。

3004 药品（含医疗器械）安全智能监管关键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聚焦药品（含医疗器械）领域，联合不同市场主

体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搭建生产、流通、抽检结果、不良反应监

测等全生命周期数据采集平台，通过数据清洗、挖掘、分析技术

提炼风险特征，构建多维度、动态风险预测模型，建立创新性的

风险精准识别体系与智慧监管决策系统，为应对药品监管面临的

复杂挑战提供解决方案，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保障公众用药和

医疗器械使用安全。

考核指标：完成全生命周期数据采集平台搭建，数据量不低

于 15TB；建立预测模型 1个以上；研制智慧监管决策系统 1套；

在 2个以上设区市开展应用示范。申请或授权发明专利 1件以上，

制修订有关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2项和技术指南 1套。

3005 社会重大风险防控关键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以公安部门的日常警情数据为核心，联通刑侦、

网安、社区等多条线大数据，实现对社会重大风险事件、极端事

件、重点犯罪线索的提前发现和防控。重点突破警情分析的知识

库建设、基于警务大语言模型的数据合成和微调、基于 Agent 技

术的自动化研判分析等关键技术，开展社会重大风险防控的成套

技术创新和示范。

考核指标：构建极端事件、群体事件、突出犯罪线索等场景

模型不少于3个，模型数据集不低于千万级；实现情报线索自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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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准确率不低于50%；构建案事件知识库，知识条目数量达到

百万级。形成跨节点协同计算框架，支持三方及三方以上协同；

支持跨节点数据分类安全访问权限控制和安全审计，实现数据安

全防护。完成省域范围的应用示范，形成示范场景不少于3个。申

请或授权发明专利3件以上，制修订有关国家/行业/地方标准2项。

3006 储能电池等新型火灾处置关键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新能源储能电池等新型火灾防控的迫切需

求，开展火灾探测识别技术、多模态传感模块早期监测预警技术

等研究，开发电-热-气-压多参量监测的微纳传感技术集成系统，

实现电池健康状态监测和热失控及时预警，研制应用于储能电池

的高效灭火药剂及装备等，在部分重点区域开展试点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锂离子电池燃烧特种数据库，燃烧过程模型

不少于 3 种；建立早期火灾探测标准，研制不少于 3 种的高灵敏

度火灾早期探测装置；研发高效灭火药剂，作用后发生热失控时

内部响应时间<1 秒，热失控作用失效率<3%，不小于 200 度/秒

的降温能力；申请或授权发明专利 1件以上。

3007 大地震灾害预测和救援关键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开展大地震灾害预测评估和基于数字孪生的城市

地震风险感知情景构建技术研究；针对重大地震自然灾害应急救

援的社会需求，引入应急救援机器人技术；基于数字孪生的机器

人群组作业任务规划、多机器人自主协同救援作业等关键技术，

研发应急救援机器人群组指挥控制平台，开展面向自然灾害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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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援机器人群组作业技术装备集成和综合示范。

考核指标：搭建城市高层建筑工程数字孪生模型、城市建筑

群地震响应预测模型等 3个以上；建立建筑群抗震韧性动态评价

指标体系 1个；研发大地震作用下城市建筑群灾害智能预测技术

1套；开发城市建筑群抗震韧性评价与提升决策系统软件 1 套；

研制具备群组作业规划、通信与控制等功能的应急救援机器人 2

种以上；申请或授权发明专利 1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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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年度省前沿技术研发计划
（社会发展领域）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合作单位 负责人/联系方式

项目

共性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实施期内预期

达到的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实现前沿技术突破（个）

研发形成新产品/新设备/新工

艺/新材料/新品种等（个）

新增授权知识产权（个）

制定国家、行业、地方或企业

标准数（个）

质量指标 考核指标按期完成率（%）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带动社会资本投入（万元）

社会效益 形成示范应用场景（个）

个性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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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5年度省前沿技术研发计划（社会发展领域）推荐项目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联系人/联系电话：

序 号 项目受理号 指南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申报单位

类型
所在县

（市、区）
联合单位

申报材料签字、
盖章、日期、附
件等内容是否

已审核

备注

注：1．此表由项目主管部门负责填报，表内列明的项目均为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核符合申报要求的项目。

2．申报单位类型填写：国家（省）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新型研发机构、企业等；

申报单位为企业的，请明确企业类型，主要包括创新型领军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含证书编号）、独角兽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等。

3．联合单位：高校、科研院所或省产研院专业研究所申报项目必须有企业联合。

4．增报项目请在备注栏填写项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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