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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

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实施“文物保护利用科技专项行动”，

根据《国家“十三五”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科技创新规

划》（国科发社〔2016〕374 号），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

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国发〔2014〕64

号）要求，科技部会同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制定了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重点专项“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专题任务实施方案，

列为 2019年新增任务之一并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本专题任务按照专项行动总体部署，围绕“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科技需求，聚焦文化遗产价值认知与

价值评估关键技术、文物病害评估与保护修复关键技术、文化遗

产风险监测与防控关键技术、文化遗产传承利用关键技术等 4个

重点方向，针对文物领域亟待突破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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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研发专有装备，推动标准化建设。

本批项目执行期 2~3 年，国拨经费概算不超过 2000 万元，

其中用于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的中央财政资金不得超过该专题任

务中央财政资金总额的 30%。企业作为项目牵头申报单位时，其

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

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2。本专题任务要求以项目为单元整体

组织申报，须覆盖所申报指南方向二级标题下的所有研究内容和

考核指标。同一指南方向下，原则上只支持 1项，仅在申报项目

评审结果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时，可同时支持 2项，并建立

动态调整机制，结合过程管理开展中期评估，根据中期评估结果，

再择优继续支持。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参与单位数

不超过 10个。

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项目承担单位有义务推动研究成果

的转化应用。项目示范鼓励在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世界文化遗

产地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开展。

本专项 2021年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文物病害评估与保护修复关键技术

1.1砂岩质石窟岩体裂隙渗流精细探测与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砂岩质石窟岩体地质构造与渗水病害特征，

开展各类裂隙探测技术的集成应用研究，研发多源多维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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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成像、分析与可视化软件系统；开展砂岩质石窟岩体裂隙渗

流通道模拟、评价和防治策略研究；研发潮湿环境砂岩质石窟岩

体微小裂隙灌浆新型无机材料及相应施工工艺；选择典型砂岩质

石窟寺进行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砂岩质石窟岩体裂隙渗流网络探测方法体

系，对探测设备进行适应性改造并形成集成应用方案，探测分辨

率达到毫米级，探测深度不小于 50 米；形成 1 套石窟岩体裂隙

渗流网络探测数据管理、处理和解释一体化软件系统；建立研究

区域的渗水病害模型，提出渗流裂隙灌浆防治的适用原则；研发

不少于 2种潮湿环境条件下砂岩质石窟岩体裂隙灌浆新材料，灌

浆工艺满足小于 200KPa压力条件下可灌注宽度小于 1mm的岩体

裂隙，灌浆材料与岩石的热膨胀系数差异性小于 20%，新材料可

溶盐析出小于 0.3%；形成潮湿环境砂岩质石窟岩体裂隙灌浆防渗

技术指南 1套；应用示范不少于 2处。

2. 文化遗产风险监测与防控关键技术

2.1大型明清古建筑（群）安全风险预警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面向大型明清古建筑（群），基于其建筑/构筑物

规模、密度、结构、材质、整体空间与景观、可移动文物数量与

保存等多维度特征和历史风险数据，研究古建筑（群）安全风险

评估指标体系，制定安全风险判定与预警体系及综合防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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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于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古建筑（群）内人员异常行为风险

分析预警算法模型，制定异常行为界定准则与方法；研究古建筑

群复杂场景下高密度人流人群动态精准计数关键技术；结合古建

筑自身属性和历史险情数据，研究不同季节、不同时段、复杂天

气等多因子影响下的古建筑（群）火灾动态风险感知及分析预警

算法模型；研究不同类型火灾探测器在古建筑（群）典型场所的

响应特性和抗干扰性能，确定适用于古建筑的火灾探测的选型与

设置方法；构建古建筑（群）安全风险感知与预警平台，并开展

应用验证。

考核指标：提出适用于大型明清古建筑（群）的安全风险评

估指标 1套，形成安全风险判定、预警及综合防控指南系列行业

标准，至少包括火灾、失窃、人为破坏等 3种风险类型；异常行

为风险感知及分析预警模型不少于 5种，可识别预警周界入侵、

人群密度超限等不少于 5种异常情况；人群计数精度不低于 97%；

古建筑（群）火灾风险动态预警算法模型不少于 5种，影响因子

不少于 6种；完成不少于 5类火灾探测器在古建筑（群）常见干

扰源条件下的适用性评估，提出选型与设置建议标准；古建筑（群）

安全风险感知与预警平台覆盖不少于 3种风险，在不少于两处世

界文化遗产地或大型明清古建筑（群）开展应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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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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

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

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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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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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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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

项目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课

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

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

（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

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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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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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时间在 2020 年 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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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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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项目参与单位总数须符合指南要求。

（2）申报单位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质要求。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彭雪婷 电话：010-58884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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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称

1 王旭东 故宫博物院 研究馆员

2 黄克忠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3 铁付德 中国国家博物馆 研究员

4 傅 晶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研究员

5 苏伯民 敦煌研究院 研究员

6 杨庆山 重庆大学 教 授

7 张大玉 北京建筑大学 教 授

8 曾 滨 中冶建筑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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