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9 

 

“食品制造与农产品物流科技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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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制造与农产品物流科技支

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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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农

民增产增收、助力后疫情时代新业态新格局、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专项围绕解决食品制造和农产品物流

瓶颈问题，提高食品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 

2025 年度指南按照共性技术类、集成推广类两个层面，

拟启动 6 个项目方向，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8677 万元。其

中，拟支持青年科学家项目 2 个，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600

万元。 

由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协商确定的港澳特别行政区

单位（以下简称“港澳单位”，名单见附件 12）可以申报本

专项。港澳单位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和参与者应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

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的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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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爱国爱港、爱国爱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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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

项目（课题）。港澳单位牵头申报的项目，分别由香港创新

科技署、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按要求组织推荐。 

1 .米制食品现代化绿色加工关键技术研发与核心装备

创制（集成推广类）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重点解决我国米制食品加工中原料

损失率高、耗水耗能、废水量大、货架期短等问题。 

研究内容：研发米粉、米糕、汤圆等各类米制食品原料

粉节能减排绿色加工关键技术；突破高温蒸煮搅拌、淀粉分

支度精准调控、低磁场冻融等米制食品加工品质、食味品质

和营养品质同步调控关键技术；研发我国传统米制食品加工

专用粉，拓展开发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新型米制食品；创制

半干法制粉、节能干燥、大米粉原料和制品高效减菌等加工

核心装备；开展全产业链上下游关键技术集成，构建米制食

品加工标准体系，实现产业化应用示范。 技术指标：研发新

技术 12 项以上；开发米制食品加工专用粉及新产品 15 种以

上；创制加工核心装备 3—4 台/套；制定相关技术规程或标

准 5 项以上。 

产业指标：大米制粉加工节水 80%以上，新制粉技术大

米粉出粉率≥97%；在规模化以上企业建设示范生产线 5—6

条。 

经费预算：20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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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机制：企业牵头。 

2 .食用农产品物流包装高风险危害物现场快速感知及

控制关键技术研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重点解决食用农产品物流包装中高

风险危害物现场、原位感知手段缺乏，新型物流包装应用场

景下风险评估及消减阻控技术滞后等问题。 

研究内容：研发塑料、纸基、玻璃、金属、复合材料等

典型包装基质中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微生物等危害物现场

快速感知技术与装备；研制可溯源至国际单位制的包装材料

国家标准物质；研究基于人工智能的风险评估技术，开发农

产品物流包装高风险危害物风险评估模型；开展食用农产品

物流包装材料潜在危害物和风险因子研究；研发危害物阻控

或消除关键技术，研制配套包装材料。研发的技术、装备和

材料在农产品生产、物流和仓储基地应用。 

技术指标：研制直接固体进样纳米传感、单波长能散 X

射线荧光、微等离子体离子源质谱、集成式 DNA 传感等食

用农产品物流包装高风险化学危害物（重金属、有机化学污

染物）和微生物的现场快速感知装备 4—6 套，化学污染物

检测时间≤15 分钟，致病微生物检测时间≤6 小时，残留量

检出限满足国家限量标准要求；研制相关包装材料的国家有

证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6—8 种，不确定度≤10%；开发

基于人工智能的农产品物流包装高风险危害物风险评估方

法与模型 1—2 套；研制具有阻控危害物生成或消除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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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材料或技术 5—8 种；制定相关标准 3—5 项。 

产业指标：研发的阻控与评价技术在 10 个以上食用农

产品种养殖基地、物流和仓储基地应用 

经费预算：2000 万元。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3 .小麦绿色智能加工与关键技术集成与产业化示范（共

性技术类）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重点解决小麦加工原粮品质不稳

定，面制品加工所需的优质专用粉缺乏等产业问题。 

研究内容：构建冷链加工储运中小麦粉面筋质量、淀粉

结构、流变学等指标与面制品冷冻机械损伤、干耗、老化间

的关系，研发小麦加工中原粮和不同粉路粉的品质检测、绿

色加工，智能制造，研发小麦加工智能化装备；结合地方传

统特色面制品专用粉标准要求，研发数字化、智能化的配麦

和配粉系统，开发电控在线监测系统，专用传感器，应用压

力、转速、温度、振动、位移、脉冲等传感控制技术，实现

在线监测；研发具有物联网集群组网功能的低功耗远距离无

线通讯技术控制系统，隔离干扰，增加常用通讯协议与系统

可扩展性，实现移动设备 APP 远程操控；研发磨粉机自动轧

距调节技术，形成闭环控制，优化工艺，适度研磨；开展小

麦加工能耗精益控制技术研究，建立基于区块链等信息技术

的小麦粉质量追溯平台及关键技术标准体系，实现产业化应

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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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研发新技术 6 项以上，实现 5 项以上技术监

测；研发数字化、智能化的配麦和配粉系统 1 套；研发小麦

原粮和小麦粉品质在线分析系统 1 套；开发智能化产品 2 种；

制定地方特色面制品专用粉质量控制的相关技术规程或产

品标准 3 项以上。 

产业指标：在规模化以上企业建设示范生产线 2—3 条。 

经费预算：2000 万元。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4.特色杂粮品质提升关键技术研发与新产品创制（共性

技术类）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重点解决不同品种杂粮加工特异性

大、杂粮产品稳定性差，精准营养的高品质杂粮食品少等产

业问题。 

研究内容：开展特色杂粮在预处理、焙烤、发酵、酶解、

挤压膨化、超微粉碎、热处理等加工过程与贮藏品质、感官

品质、营养品质、健康功效、加工特性的关系研究；重点突

破杂粮柔性预处理、健康效应协同增效、多杂粮风味调和、

多杂粮稳态化、抗凝沉杀菌等关键技术；挖掘特色杂粮及多

杂粮精准复配健康功效、风味调控等机制，形成具有健康效

应的推荐摄入量；研究优质杂粮特色指标的阈值范围，制定

相关产品相关技术规程或标准，实现产业应用示范。 

技术指标：研发特色杂粮加工新技术 10 项以上；创制

基于精准复配协同增效的杂粮复配产品 5 种以上；开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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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粮主食产品 5 种以上，杂粮休闲食品 10 种以上，杂粮饮

品 10 种以上；制定相关技术规程或产品标准 8 项以上。 

产业指标：在规模化以上企业建设示范生产线 5—8 条。 

经费预算：2000 万元。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5 .畜禽肉有害微生物智能化传感检测技术研究（青年科

学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重点解决畜禽肉有害微生物传统培

养法检测时间长，操作复杂的问题。 

研究内容：融合新材料、新传感等前沿技术，研发畜禽

肉腐败及致病微生物新型高效分离富集技术和信号放大技

术，构建畜禽肉有害微生物免增菌智能化传感检测技术体

系。 

技术指标：研发畜禽肉有害微生物免增菌智能传感检测

技术 3 项以上，智能传感检测装置 1 套以上，有害微生物富

集倍数≥100 倍，样品处理量≥50mL,检测灵敏度达到 10^1 

CFU/mL。 

产业指标：研发的畜禽肉有害微生物传感装置在 3—5

家规模化畜禽肉加工屠宰企业应用。 

经费预算：300 万元。 

6 .畜禽肉储运过程新鲜度调控预警技术研究（青年科学

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解决畜禽肉宰后储运过程新鲜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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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早期预警防控的问题。 

研究内容：基于多组学技术，研发基于畜禽肉宰后储运

过程中微生物生长和菌群互作效应的新鲜度评价技术，构建

微生物多维动态生长模型，挖掘肉品临界腐败生物学标志

物，开发微生物群体感应干扰技术和关键腐败菌定向调控技

术。 

技术指标：研发畜禽肉新鲜度评价技术 1—2 项，构建

畜禽肉微生物多维动态预测模型 2—3 个，开发关键腐败菌

定向调控技术 2—3 套。 

产业指标：研发的腐败菌定向调控技术在 3—5 家规模

化畜禽肉加工屠宰企业应用。 

经费预算：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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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制造与农产品物流科技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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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单位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和参与者应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的相关

规定，爱国爱港、爱国爱澳。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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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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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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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项目申报人员满足限项申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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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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企业等法人单位或港澳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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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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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王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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