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0 

 

“食品营养与安全关键技术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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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营养与安全关键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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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我国食品营养与安全科技自主

创新能力和产业支撑能力，构建食品安全主动防控体系，保

障国民“舌尖上的安全”。专项围绕解决食品营养和安全瓶

颈问题，提升国民食品营养和健康保障能力，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025 年度指南按照共性技术类、集成推广类两个层面，

拟启动 11 个项目方向，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1.52 亿元。其

中，拟支持青年科学家项目 4 个，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1200

万元。 

1 .非粮生物质高效利用及产品创制关键技术研究（集成

推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秸秆、薯渣、甘蔗渣、香蕉

秆等非粮生物质预处理效率低、转化效率和综合利用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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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化应用不足等问题。 

研究内容：研究非粮生物质高效低成本预处理关键技术

与装备，开发能高效降解纤维素等多糖的生物催化剂；探究

非粮生物质糖分高效转化技术，开发高效利用多碳源的菌株

及其发酵关键技术，突破木质素等抗营养因子可控转化技

术；开展非粮生物质多组分高效利用与功能挖掘，拓展副产

品应用空间；建立非粮生物质生产高附加值食品配料技术体

系，开发功能性食品配料产品，并进行示范应用。 

技术考核指标：突破非粮生物质高效预处理技术、多碳

源共发酵技术，开发木质纤维素降解、抗营养因子转化和功

能性食品配料生产技术 5—8 项；开发非粮生物质预处理和

食品配料生产菌株或酶制剂 5—8 种，功能性食品配料 3—5

种，研制配套装备 3—5 台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 件以上，

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 3—5 项。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年处理量万吨级示范生产线 2—3

条。 

经费预算：2000 万元。 

实施机制：企业牵头。 

2 .畜禽产品新型加工全过程安全控制技术研究（共性技

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畜禽产品新型加工全过程可

能产生的食品安全危害问题。 

研究内容：研究新型加工（超声、电磁、高压、多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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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加工等）过程中畜禽产品主要组分、食源性有害微生物、

潜在加工化学危害物和新型风险因子的迁移变化规律、互作

关系、潜在风险标志物和安全性评价；建立快速高效的食源

性有害微生物、潜在加工代谢化学危害物和塑料包装迁移

物、荧光微纳米颗粒等新型风险因子的检测预警技术，构建

畜禽产品新型加工全过程危害物特征数据库；筛选畜禽产品

新型加工过程关键危害物阻控工艺，研发绿色高效阻控消减

关键技术，构建畜禽产品新型加工全过程安全阻控技术体

系；精准选配风险因子和阻控工艺数据采集传输传感器，开

发预警系统，集成加工环境因子、产品品质在线监测系统，

建立畜禽产品加工全过程安全信息溯源平台和智能管控体

系；研发畜禽产品新型加工全过程智能区块链安全监管模

块，构建畜禽产品新型加工全过程保障和主动防控体系。 

技术考核指标：建立畜禽产品新型加工过程风险因子表

征、产品安全评价技术、风险因子快速感知技术 8—10 套；

形成 8—10 项畜禽产品新型加工全链条安全精准阻控技术；

搭建畜禽产品新型加工全过程安全数据库 1 个和安全信息溯

源平台 1 个；构建畜禽产品新型加工全过程主动防控技术方

案 3—4 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 件以上，制定相关国家或

行业标准 4—5 项。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畜禽产品新型加工全过程安全控制

技术集成示范线 3 条以上。 

经费预算：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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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机制：企业牵头。 

3 .食用农产品新兴风险危害评价与阻控技术研究（共性

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食用农产品中的新型农兽

药、新污染物和新发生物毒素等新兴风险危害联合评价与阻

控技术不足问题。 

研究内容：解析新兴风险因子在“产地环境—种养殖过

程—加工储运”生产全链条中的消长变化规律及危害形成机

制，明确关键控制点；研究新兴风险因子对农产品产地环境、

农作物、畜禽水产的影响，构建多维风险联合评估模型，科

学评估危害程度；深入解析新兴风险因子毒性作用机理，筛

选风险早期预警的生物标志物，建立新兴风险早期预警技

术；研发基于物理吸附、光催化和生物脱毒等高效安全的新

兴风险消减新技术、新方法及配套产品，建立有效控制和降

低食用农产品污染水平的新兴风险综合阻控技术体系，在食

用农产品产业化龙头企业、进出口企业，农产品质量安全风

险评估和风险监测中应用示范。 

技术考核指标：聚焦食用农产品中尚未约束和有效控制

的新风险，揭示 10 种以上新兴风险因子在“产地环境—种

养殖过程—加工储运”生产全链条中的主要产生环节、影响

因素和消长变化规律，明确新兴风险的关键控制点；构建新

兴风险多维效应联合评估模型 3—5 套，明确 10—15 种新兴

风险因子的危害范围及程度；构建涉及 10 种以上新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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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的食用农产品监测数据库 1 个，覆盖不少于 10 个省；

开发新兴风险因子的预警生物标志物 10—15 种，构建毒性

快速识别方法 10 种以上；研发适宜于田间地头和养殖场的

新兴风险阻控技术或产品 10 项以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

件以上，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 5—8 项。 

产业考核指标：集成构建新兴风险综合阻控体系，在至

少 7 家省级食用农产品产业化龙头企业、至少 3 家大型进出

口企业进行应用示范，研发的危害联合评价技术在国家级农

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技术机构、10 个省级及以上农产品质

量安全风险监测中验证应用。 

经费预算：2000 万元。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4 .特种谷物对脑健康调控作用研究及产品创制（集成推

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我国特种谷物营养功能组分

开发利用不足、脑健康问题人群及产品需求无法满足等问

题。 

研究内容：系统挖掘特种水稻、特种小麦、荞麦、藜麦

等特种谷物中的重要活性组分，并开展针对生命早期神经发

育不良、中青年情绪和睡眠障碍、老年记忆能力减退等脑健

康问题的营养调控作用研究；分析活性组分体内代谢特征，

揭示基于肠—脑轴及肝—脑轴等系统互作的脑健康保护作

用机制与量效构效关系；突破特种谷物活性组分的生物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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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高效富集、稳态增效等绿色加工和全组分利用关键技术；

提升特种谷物功能性加工技术水平，开发具有脑健康保护功

效的特种谷物基质配料与特膳食品等健康产品，并进行人群

试验及产业化示范。 

技术考核指标：发掘特种谷物中针对不同生命周期人群

的发挥脑健康功效的活性组分 6—8 个；阐明特种谷物活性

组分对脑健康的调节作用及效应机制 3—5 个；开发针对脑

健康的特种谷物食品基料 2—3 个；设计创制相关脑健康食

品 6—8 种，通过人群试验产品 2—3 种；突破谷物功能成分

生物转化、高效富集、稳态增效的绿色加工关键技术 2—3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 件以上，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 2—3

项。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年生产 100 吨以上规模示范生产线

3—4 条。 

经费预算：2000 万元。 

实施机制：企业牵头。 

5 .长货架期食品品质保证及安全控制关键技术研究（集

成推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针对主食、食用油、畜禽肉、水产等

包装食品现有品质保证和安全控制技术难以满足长货架期

的质量安全需求，重点解决食品长期流通、储藏过程中品质

衰减规律不清、腐败抑制机制不明等问题。 

研究内容：研究食品品质分析关键技术及品质衰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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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突破食品中微生物菌群、脂质氧化的识别分析关键技术，

阐明其时空动态变化规律，建立色、香、味、形的多维度食

品品质数值化表达方法，基于 AI 技术构建加工与储藏过程

品质变化及寿命精准预测模型；研究长保条件下主食的品质

变化规律以及包装方式和储藏条件对成品粮油的品质影响；

阐明畜禽肉、水产等包装食品中腐败微生物菌群的时空动态

变化规律，建立品质提升和长货架保障的梯度杀菌新技术，

开发智能精准杀菌控制系统；构建维生素等活性物质长货架

期品质保持技术方法；研制高阻隔包装新材料和技术，保障

超长保质期食品的安全性与品质稳定并开展应用示范。 

技术考核指标：研发典型主食、食用油、畜禽肉、水产

等长货架包装食品 12—15 种，其中主食保质期达 3 年及以

上、其他食品保质期达 2 年及以上；建立加工与储藏过程品

质变化及寿命预测模型 12—15 个；研发长货架期食品梯度

杀菌新技术及其装备 2—3 台（套），智能精准杀菌控制系统

1 套（F 值控制精度±5%），食品脂质抗氧化技术及配套产品

1 套；开发高阻隔包装和长货架期品质保持新技术 3—5 项，

超高阻隔新材料 2—3 种；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 件以上，制

定国家或行业标准 5—8 项；识别出安全控制关键指标 6 个

以上，并列入国家级、省部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或风险监测

计划。 

产业考核指标：相关技术在大型食品企业进行应用示

范，建立年生产能力百吨级示范生产线不少于 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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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预算：2000 万元。 

实施机制：企业牵头。 

6 .不同区域典型膳食特征评价及相关慢性病干预关键

技术研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我国不同区域典型膳食特征

与慢性病关联机制不明确、营养需求不精准、具有干预作用

的新型营养配方食品缺乏等问题。 

研究内容：解析区域典型膳食类型的肠道菌群结构与慢

病的关联机制，建立膳食模式、肠道菌群背景与慢病的风险

预测预警模型；开展肥胖、肠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

人群的关键营养素代谢研究，结合肠道微生物代谢特性，明

确关键营养素的适宜摄入量，提出适应不同区域典型营养需

求的膳食建议；挖掘具有改善慢性病潜力的区域特色膳食功

能因子（如肽、多糖、小分子化合物等），研究其体内代谢

机制及生物利用度，阐明相关成分调控肠道菌群及干预慢性

病的作用机制；基于慢性病人群营养素需求特征和功能因子

的作用功效，创制满足不同类型慢性病人群健康需求的新型

营养配方食品。 

技术考核指标：建立基于不同区域典型膳食特征的膳食

分类体系 1 个；建立膳食模式、肠道菌群背景与慢性病的关

联网络和预测模型 2 个；提出肥胖、肠炎、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等人群的区域化膳食建议 3—5 项；挖掘靶向干预慢

性病的膳食功能因子 5—7 种；解析功能因子改善慢性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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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制 3—4 条；开发针对营养相关慢病人群的新型营养

配方食品 5—8 种；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 件以上。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针对慢性病干预的新型营养配方食

品生产技术集成示范线不少于 3 条。 

经费预算：2000 万元。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7 .进口转基因大豆全产业链条智能监测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示范（集成推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进口转基因大豆全产业链条

中各环节的智能监测技术、标准和规范体系不完善的问题。 

研究内容：研发基于微流控技术和核酸快检技术的转基

因现场智能监测技术装备，满足全产业链一线现场即时监测

工作能力要求；研发基于新一代测序技术的高通量转化体和

品种成分鉴别全流程整合系统装备，实现转基因大豆精准高

效监测能力；研究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转基因大豆分子特征

及指纹标记信息算法、数据库及分析平台，实现转基因产品

精准鉴别能力的延续性和延展性；研究转基因大豆全产业链

条监测信息协同互联算法，建立跨部门智能监测信息平台和

数据库，实现全产业应用高效有序监测和预警能力；建立覆

盖全球转基因大豆标准样品库，制定监测技术标准和规范体

系，并在审批监管、海关口岸、市场监督等实际业务工作中

开展智能监测装备和信息化平台的示范应用。 

技术考核指标：研发转基因大豆及其制品现场智能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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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 1 套，开发转基因大豆产品转化体检测试剂盒 3—5 种，

覆盖主要进口转基因大豆转化体种类；开发大豆食品转基因

和品种成份高通量检测技术及其配套的标准、标准品种 DNA

指纹数据库、试剂盒、自动化实验工作站、测序仪与数据分

析整合系统、数据分析软件和数据汇总分析管理预警平台各

1 项；建立转基因大豆分子特征及指纹标记信息分析数据库

及软件 1 套，具备实时更新和比对分析能力；建立进口转基

因大豆全产业链条智能监测信息平台软件及数据库 1 套，支

持移动端接入和实时预警功能；制定进口转基因大豆及其制

品监测技术国家或行业标准 3—5 项，开发进口转基因大豆

标准样品 8—10 种，建立进口转基因大豆全产业链条监测技

术规范；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 件以上，软件著作权登记 6 项

以上。 

产业考核指标：成果在农业安全评估审批机构、农业检

测机构、海关口岸、市场监督、粮食检测等部门不少于 20

个单位开展应用示范。 

经费预算：2000 万元。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8 .食用农产品硒营养强化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青

年科学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我国居民微量元素硒摄入不

足、富硒农业关键技术短缺、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标准不健

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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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开展典型农产品种养过程中硒代谢及富集规

律研究；评估外源硒对土壤、水质等环境因子的影响及伴生

重金属风险，明确典型农产品中硒含量指标的安全阈值；建

立农产品硒营养强化与品质提升关键技术，集成构建天然富

硒、人工硒营养强化的技术模式，在我国典型地区建立富硒

农产品全程质量控制、质量标识和追溯体系，建立标准化集

成应用基地。 

技术考核指标：建立我国典型农产品硒含量数据库 1 个，

涵盖数据 1 万条以上；研发食用农产品硒营养强化与品质提

升关键技术 2—3 套；制定农产品硒营养强化技术规程 2—3

项；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 1—2 项。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全产业链标准化集成应用基地 1—2

个。 

经费预算：300 万元。 

9 .新型生物大分子食品抗冻剂的生物合成及应用研究

（青年科学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食品冷冻加工中由质构劣化

引发的风味流失、口感劣化及保质期不足等核心痛点问题，

攻克传统小分子抗冻剂因高糖、高盐配比带来的高热量、金

属味、特定人群不适用（如糖尿病人）等产业技术瓶颈。 

研究内容：建立基于 AI 模型和算法的抗冻功能结构基

序（如冰结合域、重复序列）的快速筛选技术，实现新型抗

冻生物大分子（如聚氨基酸、抗冻蛋白等）的高效挖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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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抗冻大分子与冰晶界面的动态结合和食品凝胶质构减损

关键机制；突破生物大分子抗冻剂细胞工厂构建与合成途径

优化关键技术；针对生物大分子抗冻剂在高温加工或预制过

程中易失活问题，开发仿生水凝胶微胶囊包埋技术，并在畜

禽肉、水产品或冷冻面团等产品中进行试用。 

技术考核指标：研制微生物合成的生物大分子抗冻剂

4—6 种，其中 2—3 种抗冻剂生物合成产量大于 30 g/L（中

试规模），冰晶抑制效率提升 30%，食品保质期平均延长 20%

以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4件以上，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1—2

项。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吨级以上大分子抗冻剂生物制造示

范生产线 1 条。 

经费预算：300 万元。 

10.特殊食品营养功效成分评价与标准物质研制（青年科

学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改善糖脂代谢、肠脑健康等

特殊食品中营养功效成分的真实性分析技术不完善、安全性

不明晰、检测标准不健全等问题。 

研究内容：开展结构特征性多酚、功能性碳水化合物、

活性蛋白组分等营养成分改善糖脂代谢、肠脑健康的精准功

效研究；探究特殊食品中组分相互作用对营养成分功效的影

响，明确营养成分的起效阈值与安全剂量；研制营养成分标

准物质，建立特殊食品营养功效成分精准定量分析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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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建立功效成分真实性分析关键技术，构建功效成分真实

性评价体系；建立特殊食品营养成分功效评价与精准分析平

台；开展完整蛋白质、磷脂等的精确结构表征技术研究，构

建特殊食品营养功效成分表征数据库。 

技术考核指标：明确具有改善糖脂代谢、肠脑健康的营

养功效成分 60—70 个，建立涵盖功效成分、起效阈值、安

全剂量的特殊食品营养功效成分数据库 1个，数据信息>5000

条；建立没食子酰化多酚、母乳低聚糖、酪蛋白活性肽、完

整蛋白等营养功效成分精准分析技术体系 2—3 套；开发国

家有证标准物质 3—5 种；获得国际互认校准与测量能力不

少于 2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 件以上，制定国家或行业标

准 1—2 项。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特殊食品营养功效成分评价与精准

分析示范平台 1 个，并在不少于 5 家省部级检测机构开展应

用示范。 

经费预算：300 万元。 

11.乳源生长因子高效表达系统构建与高效生物制造（青

年科学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乳源生长因子生物合成关键

限速步骤不明与制备效率低的问题。 

研究内容：以枯草芽胞杆菌、毕赤酵母等食品安全菌株

为宿主，结合多组学整合分析、数字细胞模型和可视化技术，

解析表皮生长因子、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乳源生长因子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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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调控、翻译后修饰及跨膜转运等生物合成过程中的分子限

速机制；开发高效的蛋白表达工具包和代谢网络全局调控策

略，构建乳源生长因子合成细胞工厂；重塑宿主的蛋白转运

分泌系统，提高乳源生长因子的转运分泌效率；研发乳源生

长因子生产菌株的高密度发酵放大工艺，实现乳源生长因子

的吨级中试放大。 

技术考核指标：搭建生长因子在宿主细胞中的表达模型

1 个；开发母乳生长因子的高效表达工具包、代谢网络全局

调控策略 3—5 项；开发母乳生长因子转运分泌系统的重塑

方法 2—3 个；建立母乳生长因子的高密度发酵工艺 2—3 个；

获得表皮生长因子、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乳源生长因子的高

效合成细胞工厂 2—3 个，表皮生长因子产量≥1g/L，胰岛素

样生长因子产量≥3g/L；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 件以上。 

产业考核指标：实现 1—2 种母乳生长因子的吨级中试

放大。 

经费预算：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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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营养与安全关键技术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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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英明、陈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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