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7 

 

“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重点专项

2025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仅国家科技信息管理系统注册用户登录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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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关键技术研发

与应用”重点专项。根据本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5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专项总体目标是：围绕动物疫病防控重大需求，以非

洲猪瘟等畜禽重大疫病、重要人兽共患病为主攻方向，重点

突破病原学与致病机制、新型诊断试剂、新型疫苗、新兽药

与替抗新产品、产品应用与疫病防控等关键科学与技术瓶颈

问题。 

2025年度指南按照基础研究类、共性技术类、集成推广

类三个层面，拟启动 9 个项目方向，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14926万元。 

1 .牛羊重大疫病综合防控与净化技术研发及应用（集成

推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牛羊重大疫病综合防控与净

化的产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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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针对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口蹄疫、小反

刍兽疫等重大疫病，构建牧区及规模化养殖场生物安全技术

体系；集成生物安全、检测与流行病学技术，在种畜场、规

模化养殖场、牧区进行净化技术的应用示范；在牛、羊主产

区建立重大疫病净化场、无疫小区、无疫区，并在全国推广

示范。 

技术考核指标：制定适合牧区、规模化养殖场等不同养

殖模式与规模的牛羊重大疫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 3套以上；

制定牛羊重大疫病防控与净化相关标准 4项以上；技术就绪

度由 7级达到 9级。 

产业考核指标：依托龙头企业和养殖主产区，建立草食

家畜重大疫病净化场和无疫小区、无疫区共计 10 个以上，

技术辐射 200万头牛羊养殖。 

经费预算：1500 万元。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条件：牵头单位具有 P3 实验室及开展相应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质 

2 .家禽重大疫病综合防控与净化技术研发及应用（集成

推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家禽重大疫病综合防控与净

化的产业问题。 

研究内容：针对禽白血病、鸡白痢、高致病性禽流感、

新城疫等家禽重大疫病，构建种禽场、规模化养禽场生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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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技术体系；集成生物安全、诊断技术及流行病学，在种禽

场、规模化养禽场进行净化技术的集成示范，在家禽主产区

建立家禽重大疫病净化场、无疫小区、无疫区，并在全国推

广示范。 

技术考核指标：制定适合不同区域和养殖规模的家禽重

大疫病综合防控与净化技术体系或标准 3套（项）以上；建

立规模化家禽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 1套以上；技术就绪度由

7级达到 9级。 

产业考核指标：建成家禽重大疫病净化场、无疫小区、

无疫区共计 10个以上，技术辐射 1亿羽家禽养殖。 

经费预算：1500万元。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条件：牵头单位具有 P3 实验室及开展相应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质。 

3.特种经济动物重要疫病诊断技术与产品研发（共性技

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特种经济动物疫病诊断产品

缺乏的产业问题。 

研究内容：针对鹿、水貂、兔、狐狸、马等特种经济动

物重要疫病，发掘特异性诊断标志，研发现场快检和实验室

确诊的检测技术与产品。 

技术考核指标：鉴定诊断标识 8—10种；研发分子诊断

和免疫学诊断新技术和产品 16—18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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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考核指标：申请或获得分子诊断和免疫学诊断新技

术和产品新兽药注册证书或产品批准文号 14—16个。 

经费预算：1400 万元。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4 .宠物重要疫病诊断技术与产品研发（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犬、猫、异宠等宠物疫病诊

断产品缺乏的产业问题。 

研究内容：针对犬、猫、异宠等宠物的重要疫病，发掘

特异性诊断标志，研发新型诊断技术与产品；针对宠物携带

的动物病原与人兽共患病原，研发精准检测、快速溯源及风

险防控技术与产品。 

技术考核指标：鉴定诊断标识 8—10种；研发分子诊断

和免疫学诊断新技术和产品 14—16种。 

产业考核指标：申请或获得分子诊断和免疫学诊断新技

术和产品新兽药注册证书或产品批准文号 12—14个。 

经费预算：1300 万元。 

实施机制：企业牵头。  

5.非洲猪瘟病毒弱毒疫苗研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非洲猪瘟防控中弱毒疫苗研

发的产业问题。 

研究内容：针对国内主要流行毒株，利用细胞和动物传

代致弱、基因编辑等策略，筛选安全有效的弱毒或复制缺陷

疫苗候选株，完成实验室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开展候选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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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质量标准与生产工艺研究；完成候选疫苗中试生产和检

验；开展候选疫苗的交叉保护性试验研究。 

技术考核指标：制备 1—2 株具有交叉保护效果的安全

有效候选弱毒或复制缺陷疫苗，完成其安全性及有效性评

价；制定 1—2 株疫苗质量标准，并建立稳定高效的疫苗生

产工艺；完成 1—2株疫苗的中试生产与检验。 

产业考核指标：完成申报 1—2 种疫苗临床试验的研究

数据，为非洲猪瘟疫苗研发提供弱毒或者复制缺陷的技术路

径 

经费预算：2400 万元。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条件：牵头单位具有 P3 实验室及开展相应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质。 

6 .非洲猪瘟病毒复制、致病与免疫机制（基础研究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非洲猪瘟防控中疫苗和药物

研发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 

研究内容：针对非洲猪瘟病毒疫苗和药物研发急需解决

的基础科学问题，鉴定病毒识别、入侵和复制等必须基因及

其调控机理，阐明病毒感染和致病的关键基因及其作用机

制，开展非洲猪瘟病毒调控免疫的关键抗原基因及其应答机

制研究，指导疫苗抗原筛选和发掘抗病毒药物靶标；揭示不

同非洲猪瘟病毒株免疫逃逸和致病差异的分子机制，挖掘非

洲猪瘟病毒抑制 T细胞、B细胞功能及其抗体依赖性增强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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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性的机制。 

技术考核指标：解析非洲猪瘟病毒免疫调控、复制周期

和感染致病相关机制 3—5种；发掘抗病毒药物靶标 4—5个；

揭示非洲猪瘟病毒抑制 T细胞、B细胞功能及其抗体依赖性

增强的分子机制 2—3种。 

产业考核指标：为非洲猪瘟疫苗和药物研发提供理论依

据。 

经费预算：1700 万元。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条件：牵头单位具有 P3 实验室及开展相应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质。 

7 .非洲猪瘟病毒基因工程疫苗研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非洲猪瘟防控中基因工程疫

苗研发的产业问题。 

研究内容：针对非洲猪瘟疫苗研发中有效抗原不明、免

疫保护机制不清等关键科学问题，筛选并建立非洲猪瘟病毒

免疫保护性抗原库；开展非洲猪瘟病毒亚单位疫苗、mRNA

疫苗等基因工程疫苗的抗原组合和优化研究，评价候选疫苗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探明候选疫苗对猪的免疫保护机制，建

立候选疫苗生产关键技术和疫苗评价模型，形成疫苗的质量

标准和生产规程。 

技术考核指标：鉴定非洲猪瘟病毒保护性抗原 10—15

种；构建非洲猪瘟病毒基因工程候选疫苗 2—3 种，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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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抗原优化和实验室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评价；建立非洲猪

瘟病毒感染和攻毒模型 1—2种。 

产业考核指标：申报或获得 1—2 项转基因安全证书，

建立候选疫苗的质量标准和生产工艺规程 1—2套。 

经费预算：2300 万元。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条件：牵头单位具有 P3 实验室及开展相应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质。 

8 .布鲁氏菌病疫苗选择与安全防护关键技术研究（共性

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布鲁氏菌病临床防控中的疫

苗选择、安全防护等产业问题。 

研究内容：针对布鲁氏菌病临床防控需求，研究不同疫

苗在不同条件下的免疫保护效力差异，构建涵盖免疫消长规

律、人员感染风险（暴露概率）、养殖成本收益比的决策树

模型，为临床提供智能选苗方案；研究制定各种疫苗的安全

接种标准操作规程，评价示范配套防护装备；研发疫苗免疫

配套鉴别诊断技术；结合临床，开展疫苗免疫后抗体转阴动

物抗布鲁氏菌感染追踪研究，挖掘筛选相关生物标志物，建

立免疫保护效果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开展疫苗菌在排泄物、

土壤、水体中的存活周期监测，开发环境友好型消毒剂与消

毒装备。 

技术考核指标：完成布鲁氏菌病不同种类疫苗、免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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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长阶段的免疫效力数据采集，建立不少于 5000 条信息

的疫苗免疫动态数据库；构建含动物种类、养殖密度、区域

流行率、成本效益等参数的疫苗选择决策树模型，制定适配

不同畜种、饲养规模的布鲁氏菌病免疫技术指南 3个以上；

筛选 3种以上保护性免疫标志物，形成布鲁氏菌病免疫保护

效果多维度评价技术指南；明确排泄物、土壤、水体中布鲁

氏菌弱毒疫苗株存活期；开发 2种以上环境友好型消毒剂或

装备，制定不同环境布鲁氏菌消毒技术指南。 

产业指标：制定不同疫苗免疫途径的安全操作规范（含

气溶胶防护等级、意外暴露处置流程），在至少 5 个省份开

展综合示范应用。 

经费预算：1400 万元。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条件：牵头单位具有 P3 实验室及开展相应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质。 

9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新发变异株致病性增强的机制与

防控技术研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猪流行性腹泻变异株防控的

产业问题 

研究内容：解析猪流行性腹泻病毒 G2c变异株流行传播

特征、遗传演化及变异趋势；探究猪流行性腹泻病毒 G2c变

异株感染、致病和免疫逃逸的特点及其机制，阐明其致病性

增强的分子基础；研发猪流行性腹泻病毒 G2c变异株的快速

浙
江

大
学

 kyy
hs



诊断和新型疫苗等防控技术与产品。 

技术考核指标：分离鉴定猪流行性腹泻病毒 G2c变异株

15—20株并测定其全基因组序列，揭示 G2c变异株的流行传

播特征和遗传变异规律；解析 G2c变异株致病性增强的分子

机制 1—2种；研制针对G2c变异株的新型诊断技术 1—2种、

新型疫苗 2—3 种，提交猪流行性腹泻流行病学研究报告 1

份。 

产业考核指标：申报或获得新兽药临床批件 1—2个。 

经费预算：1426万元。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浙
江

大
学

 kyy
hs



“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重点专项

2025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一、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一）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

函。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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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并符合

文本查重要求。 

（四）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联合申

报协议须明确各单位任务分工、考核指标、经费分配、知识

产权归属等，需加盖单位公章，由项目负责人、课题负责人

签字，并体现协议签署时间。申报书中不得出现任何违反法

律法规或含有涉密信息、敏感信息的内容。 

二、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一）项目（课题）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原则上不超过 60 周岁，且在项目执行期结束时不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项目执行期统一以 2025年 12月 1日作为起始日

期计算），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 

（二）所有项目参研人员在研项目与正在申报项目的每

年工作时间总和不得大于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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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负责人如非项目申报单位正式人员，项目申

报单位应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加盖项目申报单位公章，确

保项目负责人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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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参与编制本年度本专项项目申报指南的专家不能

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课题）。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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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以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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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项目申报人员满足限项申报要求。 

三、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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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内地单位注册时间在 2024年 7月 1日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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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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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研究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个，参与单

位数量不超过 6家。 

（二）共性技术类和集成推广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共性技术类项目参与单位数量不超过 10家；集成推广

类项目参与单位数量不超过 20家。 

（三）企业牵头项目要求提供配套经费额度与中央财政

经费数配比不低于 1∶1，且企业至少承担 1项课题。企业作

为参与单位的，要求提供配套经费额度与获得中央财政经费

数配比不低于 1∶1。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张凯、蔡彦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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