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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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病虫害防控综合技术研发与示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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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央关于健全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体系、加强外来物种管控的重大决策部署，重点解决农林重大

病虫害“可防”“可控”“可治”和全程防控“绿色化”的基础理

论、关键技术、重大产品与装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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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部署 1个部省联动项目方向，安排国

拨经费概算 0.55亿元。

如无特殊说明，每个项目方向拟支持数为 1 项，实施周

期不超过 5 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指南所列的全部

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 个，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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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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稻飞虱灾变机制与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稻飞虱频繁暴发成灾及过度依赖化学防治的

问题，研究稻飞虱迁飞扩散和定居繁殖、种群遗传特性、气候与

种植模式、其他生物，以及不同防控措施对稻飞虱区域性灾变的

影响机制，揭示稻飞虱集合种群不同尺度区域间协同发展的动态

规律，研发精准监测预警技术和天敌昆虫、微生物等高效绿色防

控技术与产品，构建适合不同迁入区的可持续防控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明确稻飞虱区域性灾变机制，研发稻飞虱监测预

警新技术 2~4项；开发新型绿色防控产品 5~8个；建立适合不同

迁入区的可持续防控模式 3~5 套和综合防控示范区 6~10 个，绿

色防控率提升到 60%以上，实现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 10%~20%。

联动省份：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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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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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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于内地单位或有关港澳高校的外籍科学家及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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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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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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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项目执行期原则上不超过 5 年。每个项目下设的课题数不超

过 5 个，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张昭、张凯，电话：010-5919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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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吴孔明 中国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2 康振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 授

3 康乐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 研究员

4 李云河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 研究员

5 陈立杰 沈阳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教 授

6 刘军利 中国林科院林化所 研究员

7 张友军 中国农科院蔬菜所 研究员

8 吕全 中国林科院森环森保所 研究员

9 林石明 厦门海关技术中心 研究员

10 毛留喜 国家气象中心
正高级

工程师

11 宗世祥 北京林业大学 教 授

12 刘标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科所 研究员

13 张正光 南京农业大学 教 授

14 郑礼 山东鲁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研究员

15 林克剑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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