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8 

 

“海洋农业与淡水渔业科技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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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农业与淡水渔业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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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精准育种、绿色养殖、生态增

殖、智能捕捞、高质加工的关键理论创新、技术突破和产品

创制，促进水产领域主导品种更普及、养殖技术更精准、国

产装备更智能、渔业管理更智慧。 

2025 年度指南按照共性技术类、集成推广类两个层面，

拟启动 9 个项目方向，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9940 万元。其

中，拟支持青年科学家项目 4 个，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800

万元。 

1 .黄河三角洲生态渔农综合种养技术与装备（共性技术

类）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重点解决黄河三角洲生态服务功能

下降和开发模式单一等问题，促进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保护

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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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研究黄河三角洲生境演变规律与驱动机制，

建立生态渔农综合种养空间规划和布局方案；突破耐盐碱植

物种植与高效利用、滩涂渔农综合种养殖、浅海生境修复与

生物资源养护等技术；研发滩涂底质环境原位监测装备、重

要物种机械化播苗及采收装备；揭示霍乱弧菌等重要病原的

时空分布格局，建立生态化病害防控和综合种养技术体系，

构建黄河三角洲生态渔农综合种养新模式，开展推广示范。 

技术考核指标：阐明影响黄河三角洲陆海生境退化的主

控因素，提出生态渔农综合种养布局方案 1—2 套；研发生

物资源养护与渔业功能提升等技术 3—5 项；构建综合种养

生态化病害防控体系 1—2 套；筛选耐盐碱渔农品种 5 种以

上；研制渔农综合种养开发与监测装备 3—5 台（套），轻简

化效率由不足 20%提高至 35%以上；制定行业/地方标准 8

项以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0 件；在山东等地技术培训 500

人次以上。 

产业考核指标：开发提质增效功能性生物制品 5种以上；

病原检测试剂盒 3 种以上；构建黄河三角洲生态渔农综合种

养开发新模式 3—5种，示范 10 万亩以上。 

经费预算：2000 万元。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2 .中华鲟野外种群恢复关键技术研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重点解决中华鲟生活史与生态需求

不清、人工群体扩繁能力不足、配子和苗种质量差、增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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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评估技术缺乏等问题。 

研究内容：建立天然水域中华鲟精准识别和跟踪监测技

术；建立中华鲟产卵场、索饵场等重要栖息地生境监测技术，

揭示生活史活动规律特征；集成创新营养、温度、盐度、水

流等关键因子调控技术，构建高效亲鱼和苗种培育模式，评

估配子和苗种质量；建立中华鲟野化驯化技术，开展精准放

流；开发多层级分子遗传标记，建立基于分子标记的遗传评

价系统，构建评估亲本状况和放流效果的技术体系；通过底

质营造、水流调控，建立天然水域人工辅助自然繁殖技术体

系。 

技术考核指标：研发中华鲟精准识别和跟踪监测技术 1

套，生境监测技术 1 套，苗种质量评价技术 1 套，野化驯化

技术 1 套，精准放流和效果评价技术 2 套，获得行业标准 4

项。 

产业考核指标：人工保育中华鲟后备亲鱼累积性成熟比

例从 15%提升至 25%；雌性个体平均出苗量由 4.4 万尾提升

至 7.5 万尾；年生产优质鱼卵 30 千克；在天然水域通过人工

辅助实现中华鲟产卵成功；建立中华鲟人工群体繁育利用综

合管控平台 1 个。 

经费预算：1000 万元。 

3 .藻类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重点解决藻类加工过程资源消耗和

环境污染严重、产品种类少、附加值低、产业链不完善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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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研究内容：研发大型海藻精深加工、重金属和农残等食

品安全风险因子高效脱除技术；建立铜藻、热带小球藻、微

拟球藻等新兴经济藻类高值化利用技术；开发高纯度医用级

褐藻胶、高纯度高溶解性琼脂糖、高端海藻肥料、新型地膜

等新产品；建立工具酶、低聚糖、功能蛋白和多功能肽精准

制备技术，开发功能食品和特殊食品；开发新型产品的营养

与功能评价技术，揭示藻类中功能因子的吸收代谢机制及靶

向健康作用机制；在藻类主养殖区、养护区和加工区建立完

整应用产业链和加工技术体系。 

技术考核指标：研制自动化高效处理装备 3套，重金属

和农残等食品安全风险因子高效脱除技术 3种；开发工具酶

4 种，功能糖 8 种，功能蛋白 2 种、微藻多功能肽 2 种、功

能食品及特殊食品 20 种，高品质产品 4 种；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 10 项，获得行业标准 8 项。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藻类功能食品和特殊食品示范生产

线 5 条，功效成分提取效率或纯度从 50%提升至 80%以上，

降低藻类精深加工的水耗和能源消耗，由目前占生产总成本

的 30%以上降低至 10%以下，节能 20%（人均产能从当前约

35 吨/人/年提升至 46 吨/人/年，电耗量从当前吨海藻酸钠耗

电 2200 千瓦时降低至 1760 千瓦时，水耗量从当前吨海藻酸

钠耗水 800—900 吨降低至 640—720 吨）；开发农业精准肥

料、替抗产品等 8 种，大田试验减少化肥施用 15%以上（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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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瓜果亩用化肥从当前 150公斤左右降低至 127公斤左右）。 

经费预算：2000 万元。 

实施机制：企业牵头。 

4 .大黄鱼重要疫病的发生流行规律与防控技术研发与

示范（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重点解决大黄鱼寄生虫病、细菌病

和病毒病高发，防治手段有限等产业突出问题。 

研究内容：开展锥体虫病、刺激隐核虫病、盾纤毛虫病、

内脏白点病、虹彩病毒病、弧菌病、腹水病等大黄鱼重要疫

病的发生与流行规律研究，揭示其致病机理；开展病原溯源

研究，明确传播途径和防控关键控制点；创制疫苗、免疫增

强剂、微生物制剂、中草药及切断传播途径技术；研制鱼类

免疫球蛋白单克隆抗体，构建基于免疫细胞、抗体水平、免

疫保护率的疫苗效果综合评价体系；构建无特定病原苗种生

产技术，构建精准病害防控的设施化养殖模式，为大黄鱼高

效、高质、健康养殖提供技术支撑。 

技术考核指标：解析 7种及以上重要疫病的发生与流行

规律，揭示 4 种及以上重要病原的致病机制；明确传染源与

传播途径，建立切断传播途径技术；研制内脏白点病、弧菌

病、虹彩病毒病等疫苗 2 个，多联疫苗 1 个，申报或获批新

兽药注册证书 1件；开发锥体虫病、刺激隐核虫病、腹水病

的免疫增强剂、微生物制剂或中草药各 1 个，申报或获批新

兽药证书 2 件；研制重要病原检测技术 6 种以上；建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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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标准化疫苗评价技术体系；申报或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件，

制定行业或地方标准 8项。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无特定病原亲本和苗种生产技术 1

套，培育亲本不少于 1000 尾，生产种苗不少于 500 万尾；

建立大黄鱼病害综合防控技术 1 套，示范面积 5 万立方水体

以上，养殖成活率从 35%提高至 65%，推广面积 50 万立方

水体以上，养殖成活率从 35%提高至 60%。 

经费预算：2140 万元。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5 .陆基工厂化养殖模式下仔稚鱼营养需求与饲料开发

（集成推广类）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重点解决当前陆基工厂化养殖模式

下仔稚鱼精准营养研究缺乏和微颗粒饲料开发技术落后等

制约陆基工厂化养殖模式发展的问题。 

研究内容：解析陆基工厂化养殖模式下仔稚鱼关键营养

素需求，构建其精准营养数据库；通过酶解技术和发酵技术

等预消化处理手段提升仔稚鱼微颗粒饲料的消化率与营养

吸收效率，并开发适合仔稚鱼生理特点和陆基工厂化养殖模

式的优质蛋白源和脂肪源；开发适合陆基工厂化养殖模式的

仔稚鱼饲料添加剂，构建其综合应用体系；集成上述理论和

技术，开发出适用于陆基工厂化养殖模式的仔稚鱼人工微颗

粒饲料，并与龙头企业合作推广示范。 

技术考核指标：解析陆基工厂化养殖模式下仔稚鱼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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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素需求，形成营养参数 8—12条；构建仔稚鱼饲料原料

高效利用技术体系，开发饲料原料高效利用技术 3—5 项；

开发适合陆基工厂化养殖模式的仔稚鱼饲料添加剂，形成

3—5 项营养调控策略，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3 项，制定行

业标准 8项。 

产业考核指标：开发出适用于陆基工厂化养殖模式的仔

稚鱼人工微颗粒饲料 2—3 种，并进行推广应用，人工微颗

粒饲料产量 3—5 万吨，养成成活率从 25%提高至 30—35%；

创建“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 1—2 家。 

经费预算：2000 万元。 

实施机制：企业牵头。 

6 .金鲳配子操作育种技术创新（青年科学家，共性技术

类）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重点解决金鲳配子发生的调控机制

不明、金鲳配子操作育种技术落后等问题。 

研究内容：开展金鲳的配子发生和繁殖生物学研究，筛

选调控金鲳配子发生的重要因子；建立金鲳育种亲本全人工

可控繁殖技术；创新金鲳配子操作育种技术；利用配子操作

育种技术创制金鲳优异新种质。 

技术考核指标：筛选和揭示金鲳配子发生的调控因子

2—3 个；研发金鲳配子操作育种技术 1 套；建立金鲳室内全

人工繁殖技术 1套；创制基于配子操作的金鲳优异种质 1个；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 项以上；制定行业标准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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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考核指标：繁育并推广养殖优异金鲳卵 100 千克/

年；创建“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 1 家。 

经费预算：200 万元。 

7 .极端环境对近海典型渔业养殖的影响机理及预警技

术（青年科学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重点解决高温、寒潮、缺氧、酸化、

台风对大黄鱼、金鲳、海参和贝类养殖影响机理不明，预警

技术缺乏的问题。 

研究内容：开展养殖生物生长和繁殖行为对高温、热浪、

缺氧、酸化、台风等环境异常扰动的响应机制研究；建立简

便、经济、可靠的养殖生物行为和环境要素实时快速监测技

术；确定养殖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的弹性区间和人工调控预

案。 

技术考核指标：揭示不少于 3种以上严重影响我国鱼类、

海参和贝类养殖产业的环境扰动新机制；研发生物和环境异

常实时预警技术 1 套，要素不少于 6 种；提出极端环境人工

处置预案 1—2 套；产出重大/重要理论研究成果 5 项，并发

表在核心期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制定行业标准 2项。 

产业考核指标：完成基于极端环境检测预警技术支撑的

海水养殖保险险种落地示范 1项。 

经费预算：200 万元。 

8 .贝藻养殖生态系统结构与碳通量高分辨力数值模拟

技术（青年科学家，共性技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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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重点解决中小尺度三维生态系统和

碳汇模拟效率和精度不高，面向海洋牧场和养殖系统应用性

不强等问题。 

研究内容：开展典型贝藻养殖能量流动及其与自然生态

系统物质交换研究；构建养殖尺度人工智能与动力模式结合

的高分辨率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模型；发展贝藻混养碳汇型

渔业新模式三维数值模拟技术；制定典型贝藻养殖碳汇核算

规范或标准。 

技术考核指标：基于典型贝藻养殖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

流动新模式，提出绿色高效养殖模式不少于 2 种；构建人工

智能与动力模式结合的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模型 1套；贝藻

混养碳通量三维生态系统动力学数值模拟误差小于 15%；产

出重大/重要理论研究成果 5 项，并发表在核心期刊；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 1 项；制定典型贝藻养殖碳汇核算规范或标准 1

项；制定行业标准 2 项。 

产业考核指标：开展示范应用，养殖综合效益在国内同

类养殖企业平均效益基础上提升 20%；核算 1万吨以上的养

殖贝藻类碳汇量并推动碳汇交易。 

经费预算：200 万元。 

9 .营养调控提升中华绒螯蟹亲体繁育质量的关键技术

（青年科学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重点解决中华绒螯蟹亲体营养需求

数据库不完善、生殖调控机制不清楚、亲体营养与繁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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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性不明确等问题。 

研究内容：研究亲体繁殖期的营养需求、代谢特征与交

互网络，补充亲体营养需求数据库；深入解析不同性别亲体

性腺发育机制，发掘能够调控性腺发育，提高繁殖性能、子

代质量的营养因子和作用靶点；研究有效替代生物、冰鲜饵

料且能提升繁育质量的营养强化技术，开发营养均衡、高效

节约的亲体专用配合饲料。 

技术考核指标：明确不少于 2种中华绒螯蟹亲体阶段关

键营养素需求；揭示不少于 2种性腺发育的营养调控机制；

创制亲体专用配方饲料 1—2 种；制定行业标准 2项。 

产业考核指标：亲体专用配方饲料应用推广面积 1000

亩以上；专用配方饲料应用量 10 吨以上；创建“育繁推”一体

化种业企业 1 家。 

经费预算：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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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农业与淡水渔业科技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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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

位，应为 40 周岁以下（1985年 1月 1 日以后出生）。原则上

团队其他参与人员年龄要求同上。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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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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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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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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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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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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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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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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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参与单位数量

不超过 3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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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璇、熊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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