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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编程及其代谢调节”重点专项2025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稿） 

 

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的有关部署，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发育编程及其代谢调节”重点专项。

根据本重点专项“十四五”实施方案的安排，现发布2025年

度项目申报指南。 

“发育编程及其代谢调节”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揭示

组织器官发育及其稳态维持的重大规律，解析代谢在此过程

中的重要调控机制，发现新的生物活性分子，阐明器质性疾

病、代谢性疾病的发生机制，力争取得基础理论上的重大突

破，开发前沿研究新技术，为相关重大疾病的预防、诊断和

治疗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途径。 

2025年度指南围绕器官发育及其代谢调节与疾病、组织

器官稳态维持的调控机制与疾病、纵向和横向环境对发育代

谢的调控作用、发育代谢研究的技术创新与应用等四个重点

任务部署项目，拟支持12个常规项目，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约2.81亿元。同时，拟支持7个青年科学家项目，拟安排国拨

经费概算约0.21亿元，每个项目300万元。 

本专项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1.1）的指南方向申

报。每个指南任务原则上支持1项（有特殊说明的除外）。

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面向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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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进行设计。项目应整体申报，常规项目须覆盖相应

指南方向的全部研究内容。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5年。常规

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4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

过6家。常规项目设1名负责人，其下每个课题设1名负责人。

青年科学家项目支持青年科研人员承担国家科研任务，可参

考重要支持方向（标*的方向）组织项目申报，但不受研究

内容和考核指标限制，每个方向原则上资助不超过1项。青

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项目内独立研究组2~3个，项

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3家。项目设1名项目负责人，男性应

为38周岁以下（1987年1月1日以后出生），女性应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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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鼓励青年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或

项目主要骨干参与常规项目申报。 

本专项所有涉及人体被试和人类遗传资源的科学研究，

须尊重生命伦理准则，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科技伦理审查

办法》《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和《人

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等国家相关规定，严格遵循

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要遵守国

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使用

合格实验动物，在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保证实验过程

合法，实验结果真实、有效，并通过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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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1. 器官发育及其代谢调节与疾病 

1.1 重要器官前体细胞命运的调控与发育疾病 

研究内容：绘制重要器官（心、脑除外）前体细胞谱系

发生图谱，解析器官前体细胞分化的调控规律；研究器官前

体细胞异质性的分子调控机制；研究器官前体细胞命运决定

或分化异常导致发育缺陷的机理。 

考核指标：绘制 1~2 种重要器官前体细胞谱系发生图谱；

发现 4~6 个器官前体细胞关键标志物和 3~5 个关键调控因子

及作用机制；揭示 1~2 种器官前体细胞命运决定异常的致病

机理。 

关键词：前体细胞谱系，器官发育，发育缺陷 

经费说明：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500 万元。 

1.2 实体器官形态构建的调控机制 

研究内容：研究重要实体器官（如肾、肝或肺）在从雏

形到完整器官建立过程中各类细胞及亚组织的时空动态变

化规律及相互影响；寻找控制器官形态发生的关键调控因子

及信号网络；探讨器官形态异常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考核

指标：构建1-2种重要器官在形态构建中细胞的时空组学图谱，

发现3-5种调控形态发生的关键因子；发现3-5种器官形态构

建中细胞间的交互调控机制；阐明至少2种器官形态异常与

相关疾病的病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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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体器官，形态构建，信号传导 

经费说明：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300 万元。 

1.3 细胞内膜系统对组织器官发育的调控作用* 

研究内容：研究发育过程中细胞内膜系统（如内质网、

溶酶体或线粒体等）结构、组成及功能的动态变化；研究内

膜系统的变化对发育的调控作用及其分子机制；解析内膜系

统结构功能异常与发育缺陷或衰老相关疾病的关系。 

考核指标：发现发育过程中细胞内膜系统2~3个重要组

分和功能特征性变化规律；揭示2~3种内膜系统变化对组织

器官发育的调节机制；阐明2~3种内膜系统异常在发育缺陷

或衰老相关疾病中的病理机制。 

关键词：细胞内膜系统，细胞器结构功能，组织器官发

育 

经费说明：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400 万元。 

2. 组织器官稳态维持的调控机制与疾病 

2.1 成体器官中细胞的可塑性调控机制 

研究内容：针对2-3种重要成体器官（如胃、食管等），

运用遗传和组学技术，研究细胞类群的时空分布和功能特征；

研究调控成体器官特定细胞命运和代谢异质性的遗传与表

观遗传机制；探究病理和应激状态下细胞可塑性失调的机制

及潜在干预途径。 

考核指标：发现重要成体器官中的新细胞亚群3-5个，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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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关键分子标志物3-5个；揭示2-4种成体器官细胞更新和

稳态维持的新机制；阐明细胞可塑性失调与1-2种疾病的相关

性。 

关键词：成体组织器官，细胞可塑性，代谢异质性，代

谢性疾病 

经费说明：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2300万元。 

2.2 神经系统调控外周器官能量代谢稳态的机制* 

研究内容：研究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感知外周器官能量

状态和相关分泌因子及其维持能量稳态的细胞类型、分子信

号和环路机制；解析神经系统通过神经递质、激素或免疫调

节等方式，与胃肠道、肝脏、脂肪、卵巢等外周器官进行代

谢互作的机制；探索神经疾病条件下中枢-外周神经互作失调

对能量稳态的影响及机制。 

考核指标：发现2~3群新型能量感知神经元，揭示2~3种

中枢感知能量状态的新机制；绘制3~5种中枢-外周神经-外周

器官互作连接图谱并阐明其调控能量稳态的新机制；明确神

经功能紊乱影响机体代谢的机制2~3种。 

关键词：神经能量感知，中枢-外周神经互作，能量稳态，

器官代谢 

经费说明：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400 万元。 

2.3 代谢小分子调控组织器官发育和稳态的机制* 

研究内容：研究个体发育过程中不同组织器官中代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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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变化规律；利用多组学整合分析，研究关键代谢小分

子和代谢酶对细胞行为和命运的影响及其在组织器官发育

和稳态维持中的作用；探索应激和病理条件下代谢小分子所

调控的信号网络的变化。 

考核指标：绘制个体发育中3~5种器官的代谢动态图谱；

发现影响发育与稳态的关键代谢酶和代谢小分子5~10个，明

确其作用机制；阐明2~3种与应激和病理相关的代谢小分子

调控机制。 

关键词：代谢小分子，组织发育，调控网络 

经费说明：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2300万元。 

2.4 造血组织发育与稳态的调节机制* 

研究内容：研究人群和模式动物在不同发育阶段造血组

织的组成与结构、造血细胞谱系、微环境及遗传与表观遗传

特征；研究特定造血细胞向循环系统和非造血组织迁移的规

律和调控机制（阐述造血细胞定植和分化规律）；研究造血

组织发育和稳态紊乱与造血相关疾病的关系。 

考核指标：建立机体中不同发育阶段3~5种造血组织的

细胞谱系，发现谱系特征分子标志物；揭示3~5种调控造血

细胞增殖、静息、定向分化及定植归巢的关键因子，并阐明

其作用机制；阐明2~3种造血相关疾病的发育与代谢机制。 

关键词：造血组织，归巢定植，造血疾病 

经费说明：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2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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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组织器官内细胞自我更新的代谢物调控机制 

研究内容：研究1~2种成年组织器官（如肝、骨或皮肤

等）在非损伤修复过程中细胞自我更新的代谢时空变化规律；

研究代谢物调控细胞自我更新及维持正常功能的分子机制；

研究细胞自我更新失常引发相关疾病的代谢机制。 

考核指标：鉴定3~5种调控细胞自我更新的关键代谢物，

明确其分布特征；揭示代谢物对细胞自我更新和维持正常功

能的新机制2~3种；阐明1~2种细胞自我更新异常导致的相关

疾病的代谢机制。 

关键词：成体组织器官，细胞自我更新，代谢物 

经费说明：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2300万元。 

3. 纵向和横向环境对发育代谢的调控作用 

3.1 代谢物对染色质修饰及衰老过程的调控* 

研究内容：研究代谢物对发育早期染色质的修饰及对衰

老的影响；研究衰老过程中代谢和染色质修饰变化的关联及

其维持基因表达稳定性的机制；解析代谢失衡导致相关衰老

疾病的表观遗传机制。 

考核指标：鉴定5~8种调控发育早期染色质修饰并影响

衰老的关键代谢物，阐明其作用机制；阐明3种以上器官代

谢-衰老耦联的表观调控通路，据此建立1~2种干预相关衰老

疾病的新策略。 

关键词：代谢物，染色质修饰，衰老 

浙
江

大
学

 zh
ujin

jin
g



8 
 

经费说明：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2200万元。 

3.2 肠道共生菌对发育的影响 

研究内容：研究宿主个体和器官（如脑、心或肝）在发

育过程中肠道共生菌及其代谢物的变化规律；揭示肠道共生

菌通过代谢物调控宿主个体和器官（如脑、心或肝）发育的

分子机制；探索肠道共生菌与宿主互作异常引发相关疾病的

机制与干预策略。 

考核指标：发现介导肠道共生菌—宿主互作的新型功能

代谢物4~6种，鉴定关键代谢酶3~5种；阐明肠道共生菌及代

谢物对宿主发育的调控机制2~3种；发现相关疾病的干预靶

点3~4种。 

关键词：肠道共生菌，新型代谢物，个体和器官发育 

经费说明：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2200万元。 

4. 发育代谢研究的技术创新与应用 

4.1 发育与代谢大数据库的建立及人工智能辅助选育技

术* 

研究内容：利用国家资源库的斑马鱼和经济动物的突变

品系和转基因品系，跨全生命周期采集个体和组织器官图像

数据、测定生理生化等指标，定量表征各品系的发育、生长、

代谢和生殖等相关性状，构建发育代谢表型数据库；利用海

量参数，开发关联早期胚胎表型和成年表型的人工智能技术，

用于经济动物的苗种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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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定量表征超过30~50个品系跨全生命周期与

发育、生长、代谢和生殖相关的表型，建立相应数字化动物

数据库；建立2~3个含千万级参数的人工智能表型预测和筛

选模型，实现在线服务。 

关键词：经济动物，发育，大数据，人工智能 

经费说明：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2800万元。 

4.2 代谢与脂质组学创新技术与数据分析应用* 

研究内容：聚焦2~3种重要代谢相关疾病的血液、尿液

等体液样本，发展高灵敏、高覆盖的代谢组学与脂质组学检

测新技术；整合基因组学、代谢组学等多组学信息，创新数

据分析方法，建立人工智能赋能的代谢组学数据处理平台；

开发适用于基础研究与临床检验的新技术。 

考核指标：建立1套以上适用多组学分析的临床体液样

品收集和制备的标准化操作流程；建立2套以上代谢组学与

脂质组学深度分析新技术；获得3个以上具有代谢疾病风险

评估、诊断和预后监测潜力的标志物。在不少于1,000份临床

样本中评估检测新技术与数据分析方法在疾病风险评估、诊

断和预后监测的应用潜力。 

关键词：组学技术，体液样本，人工智能赋能 

经费说明：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2100万元。 

 

浙
江

大
学

 zh
ujin

jin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