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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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础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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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批榜单围绕高海拔极端复杂环境下机场智能化运行重大

应用场景，拟解决我国高海拔极端环境机场危险天气预报、飞行

安全预警、智能高效管制以及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等关键实际问题，

拟启动 1个项目，共拟安排国拨经费不超过 2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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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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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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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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海拔极端复杂环境下机场智能化运行技术（共性关键技术）

需求目标：针对以西藏地区（海拔高度在 2438米以上）为

代表的我国西部高高原机场安全高效运行和重大突发事件应急保

障的急需，重点突破高海拔极端环境下机场运行保障领域系列关

键技术，形成高高原机场智能化运行核心系统装备，并开展典型

应用示范，增强高高原机场安全运行保障与快速应急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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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需求目标如下：

（1）高海拔极端环境下机场危险天气的预警、短时临近天气

预报技术。实现低空风切变、低云低能见度、雷暴等 3类以上危

险天气的预警预报服务，危险天气预警准确率不低于 85%，更新

间隔不高于 20分钟，短时临近预报准确率不低于 80%。

（2）高海拔机场机载飞行安全智能预警技术。研制符合国际

民航组织 DOC 9718 标准的地空协同机载飞行安全智能预警系

统，飞行冲突预警时间不小于 4分钟。

（3）低温低压条件下除防冰智能评估与决策技术。研制经过

风洞验证的除防冰空气动力学评估系统，以及除防冰智能决策系

统，防冰时间修正间隔不大于 2分钟。

（4）高海拔机场远程数字化智能管制技术、机场通信导航监

视设施机动式装备与智能监控技术。研制符合国际民航组织 DOC

9896的机动式应急指挥舱和符合中国民航《民用航空远程塔台光

学系统技术要求（试行）》标准的可视远程简易塔台。

（5）开展示范应用。在海拔高度 2500米以上、旅客吞吐量

50万人次以上的高高原机场进行综合应用验证。编制相关技术标

准不少于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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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拨经费不超过 2500万元。

其他要求：由民航局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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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填写要求

（1）由榜单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榜单任务相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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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

可作为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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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项目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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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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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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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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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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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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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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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马 林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2 沙爱民 长安大学 教授/校长

3 马 静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教授/副院长

4 王立忠 浙江大学 教授/副校长

5 罗庆中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员/副总经理

6 金尔文 中国民用航空局第二研究所 研究员/副所长

7 高 亮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教授/院长

8 谭忆秋 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院长

9 苏权科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 教授级高工/总工程师

10 王旭东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11 刘国永 上海轨道交通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副总经理

12 张华庆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副院长

13 潘 鹏 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 教授/副院长

14 李利平 山东大学齐鲁交通学院 教授/常务副院长

15 胡书举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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