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
重点专项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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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国家科技创新的有关部署，组织实施

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重点专项，根据

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安排，现发布 2024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面向世界

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

健康，围绕科技强国、质量强国、制造强国、健康中国、数字中

国等重大国家战略需求，加强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量子化、国

际化、智能化、数字化和系统化建设。

本专项按照“基础研究－关键技术－集成示范”三个层次，

进行全链条设计、一体化实施，围绕基础前沿和战略任务研究、

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场景应用及示范三大方向部署若干重点任

务。2024年拟支持 19个研究方向，安排国拨经费概算不超过 1.59

亿元。其中，拟支持 3 个青年科学家项目，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600万元，每个项目 200万元。

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申报。每个

指南方向最多支持 1项（有特殊说明的除外）。申报单位根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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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支持方向，面向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突破关键技术进行设计。

项目应整体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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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年。项目设负责人 1名，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

过 5个，每个课题设 1名负责人，鼓励青年科学家担任课题负责

人。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

本专项由内地与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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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可以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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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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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科学家项目围绕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亟需，支持

青年科研人员开展探索性科学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参考重要支

持方向（标*的方向）组织申报，不要求指南内容全覆盖。青年

科学家项目设项目负责人 1名，不再下设课题，参与单位总数不

超过 3 家。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年龄要求应为 40 周岁以下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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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度项目申报具体指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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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单位制演进与计量新体系研究

1.1 基于硅晶格常数米定义复现及原子尺度制造计量关键

技术研究*（基础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基于硅晶格常数的米定义新复现方法及

原子尺度量值传递体系空白的问题，研制 X射线干涉仪高纯硅

单晶镜组；研究皮米级位移运动控制技术与系统集成；研制基于

硅晶格常数的 X射线干涉计量基准装置；研制单原子层台阶标

准物质和透射电镜标准物质；开展基于硅晶格常数的原子尺度量

值传递新技术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X射线干涉仪硅单晶镜组 1套，分析器晶体粗糙

度≤1μm；皮米分辨位移系统 1套，分辨力≤50pm；X射线干涉

计量基准装置 1 台，干涉条纹整周期测量标准不确定度≤

0.06nm；单原子层台阶标准物质 1种，真空中测量标准不确定度

≤0.1nm，透射电镜国家标准物质 1 种，测量标准不确定度≤

0.05nm；在不少于 3个场景进行典型应用。

有关说明：该方向拟支持项目 1项，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700万元。同时，拟支持青年科学家项目 1项，青年科学家项目

聚焦探索性科学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不要求指南内容全覆盖，

论文不作为考核指标。

关键词：硅晶格常数，米定义复现，X射线干涉，高纯硅晶

体，皮米级位移

2. 标准国际化战略与重要国际标准研究

2.1 关键和新兴技术国际标准研究（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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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围绕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

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国际标准化需求，聚焦新一

代工业网络、先进制造工艺、新型电力系统及装备、生物制造等

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国际标准开展研究，培育一批具有自主核心

技术的国际标准及提案。

考核指标：研制国际标准（立项或推进不少于 2个阶段）总

数 10项，培育国际标准提案 10项。

有关说明：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推荐不超过 4项，

拟支持项目不超过 2项，每个项目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250万

元。每个项目研制国际标准（立项或推进不少于 2个阶段）不少

于 5项，培育国际标准提案不少于 5项。

3. 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领域 NQI协同创新

3.1 低空飞行全域环境风险量化测评关键技术和标准研究

与应用（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面向低空经济国家战略背景下低空无人驾驶航空

器规模化安全飞行的需求，研究基于实景三维大模型表征的训练

范式，构建大范围、高动态更新的低空地理信息底座；开发融合

全域环境下的地形地貌、建筑物、人口、空域、航空器等多要素

的风险量化测评系统；基于航路开展低空飞行全域环境风险测

评，无人驾驶系统飞行安全要求和配套基础设施等技术标准研

制；形成低空飞行全域环境风险测评技术方案，在低空经济试验

区典型场景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低空地理信息底座包括城市三维数据集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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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座城市，地表要素提取准确率大于 95%；低空飞行全域环境

风险量化测评系统 1个，集成建筑物、人口等风险要素，建筑三

维模型精度优于 5cm，动态人口风险空间分辨率优于 50m，时间

分辨率优于 10min，空域资源网格检索时间低于 1s；低空飞行全

域环境风险评估国际标准立项 2 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报批

稿）不少于 5项；申请发明专利 6项；风险测评技术方案 1份，

在城市、山地、海岛等不少于 3种典型场景开展应用示范。

有关说明：该方向拟支持项目 1项，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700万元。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

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

关键词：低空经济，飞行全域环境，低空地理信息，精细化

人口，风险量化测评

4. 高端装备与先进制造领域 NQI 协同创新

4.1 面向 6G高频集成电路工艺质量控制关键射频参数保障

研究*（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 6G高频集成电路制造和封装测试的工艺质

量控制中关键射频参数测试和溯源技术的急迫需求，研制射频大

功率计和射频脉冲功率计；研制射频大功率和射频脉冲功率标准

装置；研究片上散射参数校准片制备技术及片上标准阻抗件模型

参数提取技术；在高频集成电路制造及封装测试领域开展应用示

范。

考核指标：射频大功率计 1台，频率 400kHz~65MHz，功率

100W~3000W，标准装置 1套，相对标准不确定度≤0.4%；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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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功率计 1 台，峰值功率 100W~3000W，标准装置 1 套，相

对标准不确定度≤ 1.5%；在片计量标准器 1 套，频率

10MHz~110GHz，负载直流电阻最大允许误差≤0.3%；主导国际

比对 1项；计量技术规范 2项；申请发明专利 3项；典型场景应

用示范不少于 2项。

有关说明：该方向拟支持项目 1项，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700万元，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

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2。同时，拟支持青年科

学家项目 1项，青年科学家项目聚焦探索性科学研究和关键技术

攻关，不要求指南内容全覆盖，论文不作为考核指标。

关键词：高频集成电路，射频大功率，脉冲大功率，在片散

射参数，标准阻抗

4.2 基于在线监测数据的制造过程质量控制与溯源技术研

究（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制造过程质量实时精准控制的迫切需求，研

究具备自适应、自调整、自学习的实时质量在线监测控制技术；

研究基于制造过程在线监测数据的质量波动和误差传递机制，构

建融合多源多阶段高维异质数据、识别关键质量特性的质量溯源

模型；研究基于过程监测数据和误差传递机制的制造过程质量改

进系统，实现制造过程质量预测、参数优化和质量提升；在汽车、

电子制造、仪器仪表等领域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质量在线监控系统 1套，数据误差≤±0.5%，延

迟时间≤100ms；质量误差传递技术 1项，误差传递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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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溯源模型 1套，平均溯源准确性≥90%；制造过程质量改进

系统 1套，覆盖 20种以上典型误差类型，质量偏离诊断准确率

≥90%，质量预测误差≤±5%；国家标准（报批稿）5项；申请

发明专利 8项；在汽车、电子制造、仪器仪表等领域开展应用示

范 3项。

有关说明：该方向拟支持项目 1项，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400万元。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

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

关键词：在线监测数据，制造过程，质量控制，质量溯源，

质量提升

4.3 超大尺寸焦平面探测器拼接原位测量校准装置（共性关

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航天遥感等领域千万像素级焦平面探测器阵

列拼接原位测量与校准问题，研究真空制冷宽频段内源振动分布

式传感及扰动抑制方法，研制超大尺寸焦平面探测器拼接原位测

量校准装置；研究变厚度真空窗像差补偿与高分辨力三维配准测

量方法；研究跨尺度测量三维畸变原位自校准方法，研制相应计

量标准器。

考核指标：原位测量校准装置 1套，适用内源振动频率范围

（0.1~150）Hz，焦平面探测器最大尺寸 600mm×600mm×300mm；

有效工作距≥5mm（真空窗厚度 6mm~8mm），三维配准精度优

于±400nm；跨尺度三维畸变自校准误差小于 2%，全口径焦面

高度一致性测量标准不确定度≤1μm，计量标准器 1件；计量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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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范（报批稿）1项；申请发明专利 5项；在 2个典型场景开

展应用示范。

有关说明：该方向拟支持项目 1项，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700万元。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

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2。

关键词：超大尺寸，真空，内源振动，原位测量，自校准

4.4 高动态场景下材料形变响应计量校准关键技术与标准

研究（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高动态场景下材料结构性能评价中高动态弯

沉测量分析仪动态计量校准技术缺失难题，研究高动态场景下材

料形变高精度测量技术；研究正常行车条件下动态弯沉测量分析

仪计量校准技术；研究高速弯沉参数与结构性能灾变模型及风险

评价技术；研制结构性能关键参数计量溯源与道路基础设施安全

预警系统，并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高动态场景下材料形变高精度测量装置≥3套，

测量不确定度优于 0.01mm，测量范围（0~1000）mm，形变测

量间隔≤0.5ms；高动态弯沉测量分析仪计量校准装置 1套，满

足（10~120）km/h 行车速度下校准要求，测量不确定度优于

0.01mm，建成相应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1 套；弯沉参数与结构性

能风险评价模型 1套，覆盖模型特征因子≥5个，材料结构性能

评价数据质量保障方案 1 套；满足材料结构性能计量评价与溯

源、道路基础设施安全预警平台 1套，示范应用里程≥3万公里；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报批稿）3 项；申请发明专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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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有关说明：该方向拟支持项目 1项，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700万元。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

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2。

关键词：材料结构性能评价，连续动态弯沉，计量校准，计

量溯源

4.5 面向高质量成像的精密光学元件关键参数计量与标准

技术研究（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非球面透镜、微纳光学器件、超表面光学元

件等精密光学元件关键参数的高精度溯源和检测需求，研究光学

元件加工过程中表面微纳结构和光学性能等关键参数检测的相

关标准物质；研究精密光学元件表面三维微纳结构、表面缺陷、

光学性能的精密检测技术及标准；研究面向高质量成像的精密光

学元件检测应用评价方法，并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精密光学元件关键参数检测标准物质不少于 4

种；研制检测校准装置 1套，其中对微纳光学器和超表面等精密

光学元件，最小可检测衍射相对强度≤10-4；精密光学元件表面

三维微纳结构、表面缺陷、光学性能等检测技术不少于 3项，微

纳结构三维检测分辨力≤1nm，杂质、划痕等光学表面缺陷最小

可检测尺寸≤0.5μm，相对标准不确定度≤2.5%；精密光学元件

检测应用评价方法不少于 2 项；国家标准/团体标准（报批稿）

不少于 6项；申请发明专利 10项；在不少于 6家单位开展应用

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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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该方向拟支持项目 1项，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700万元。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

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

关键词：精密光学元件，检测技术，标准物质，应用示范

5. 生命健康与绿色环保领域 NQI协同创新

5.1 病原体精准识别检测与计量溯源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食品及其原料中金黄色葡萄球菌、牛分枝杆

菌、札幌病毒、光腥黑粉菌和椰毒假单胞菌等微生物及毒素与耐

药酶等，开发深度覆盖提取技术，全景式挖掘生物标志物，建立

精准检测方法，评估其与感染/污染程度之间的关系；开展溯源、

标准物质研制及计量比对研究，制备抗体或核酸适配体等识别元

件，研发危害因子及相关基因、蛋白、孢子等现场快检技术及设

备；构建病原体及标志物数据库，在食品加工、流通等环节示范

应用。

考核指标：新标志物 8种，国家标准物质 2种，相对标准不

确定度≤5%，主导/参与国际比对 1项；识别元件 5种，精准及

即时检测技术 6项、肠毒素及耐药酶等标志物自动化快检设备 4

套，成熟度大于 8级，检测限≤10pM，检测时间≤15min；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报批稿）3项；包含 300种以上病原体及耐药信

息的系统 1套，数据量不少于 5000万条；在 10家以上典型单位

应用示范。

有关说明：该方向拟支持项目 1项，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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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万元。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

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

关键词：食品危害因子，生物标志物，识别元件，检测技术，

计量溯源

5.2 生物原位光谱成像标准溯源与质量保障关键技术装置研

发及应用（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生物高光谱、X射线等生物显微成像超高分

辨、跨尺度、高准确表征、测量一致性和评价标准缺失的难题，

研究光谱数字合成虚场、三维辐射修正、智能数字模体等关键定

标技术；研究超高分辨、跨尺度生物原位高光谱多维表征机制，

构建高光谱表征及数据采集集成装置；研究高分辨率 X射线等

成像质量辅助诊疗决策安全性有效性的评价规范及测评装置；研

究个性化定制假体质控方法，研制制造质量在线测量装置；面向

口腔、运动关节置换等典型手术场景，开展技术应用验证。

考核指标：生物高光谱成像定标装置 1套，数字合成标准虚

场辐亮度与色温调节级数＞10，辐亮度响应度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5%；跨尺度生物原位高光谱成像采集装置 1套，光谱分辨率

≤4nm，空间分辨率 1020×1020；X射线、CT不少于 2种生物成

像处理及评价算法，评价准确率＞90%，成像质量综合测试评价

装置 1套；个性化定制假体制造质量在线测量装置 1套，空间分

辨率优于 50μm；口腔、关节置换等诊疗方案 2项；计量技术规

范 1 项；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报批稿）3 项；申请发明专利 3

浙
江

大
学

 oocs
t



项；在口腔、运动关节等不少于 2个典型场景应用。

有关说明：该方向拟支持项目 1项，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700万元。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

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2。

关键词：多光谱成像，标准溯源，生物原位检测，个性化定

制假体质控方法，手术质量评价

5.3 美丽健康产品品质智能检测评价技术研究（共性关键技

术）

研究内容：针对新业态下美丽健康产品智能化检测与质量评

价技术难点，研究安全与功效成分识别的 AI决策模型，研发高

关注物质及关键功效成分检测方法；研究特异性品质鉴别技术，

建立安全性和功能性综合质量分级方法；研究功效评价传感联用

技术，研制视触融合智能评价设备；研究远程快速实时数据采集

与分析技术，构建智能化质量评价系统。

考核指标：AI 决策模型 1 个，高关注物质检测方法 3 项，

功效成分检测方法 3项；品质鉴别技术 3项，质量分级方法 5项；

传感探头不少于 3个，最大测量误差±3%；视触融合设备 1套，

接触力分辨率±0.1N，视觉重复定位误差±3mm；质量评价系统

1套，实现图像视频自动识别与检测数据智能评价，在 3种以上

典型场景中应用；行业标准（报批稿）2项；申请发明专利 6~8

项。

有关说明：该方向拟支持项目 1项，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700万元。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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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2。

关键词：美丽健康产品，品质鉴别，智能化质量检测评价

5.4 失能失智老年人居住环境及康复辅助器具检测与评价

关键技术研究（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面向失能失智老年人对居住环境及康复辅助器具

的安全性、易用性、舒适性等性能提升需求，研究建立感觉、运

动、认知等人体功能与居住环境及辅助器具性能的关系模型；研

究具备多源数据采集、图像智能识别、空间建模等功能的适老化

居住环境检测及集成技术；研究支撑用辅助器具安装牢固性现场

检测技术，研究生命体征监测设备共性参数的模拟技术；研究失

能失智老年人居住环境及康复辅助器具适老化综合评价方法，开

发检测评价集成平台，并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人体功能－居住环境－康复辅助器具”关系模

型 1套；适用于家庭及养老机构场景的适老化居住环境智能检测

集成装置 1 套，可检测安全性、易用性、舒适性指标参数≥30

项，自动巡检空间覆盖率≥95%，适老化部件自动识别与判定准

确度≥99%；支撑用辅助器具安装牢固性现场便携检测装置 1套，

载荷重量比≥6，生命体征模拟器 1套，集成生命体征示值准确

性检测技术 2项，模拟人体形变范围（0.01~12）mm，可检测不

少于 3类生命体征监测设备；一站式适老化“居住环境－康复辅

助器具”智能检测评价平台 1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报批稿）

不少于 3项；申请发明专利 3项；在不少于 20个居家适老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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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养老机构开展应用示范。

有关说明：该方向拟支持项目 1项，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700万元。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

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

关键词：失能失智老年人，检测与评价，现场便携，生命体

征模拟

5.5 NQI协同创新提升碳交易数据准确性及共性关键技术与

装备研究（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围绕提升碳交易及碳减排数据质量和碳足迹国际

互认重点领域对计量的紧迫需求，研制直接测量法烟气排放量校

准装置、高温高湿烟气浓度计量校准装置、物料平衡法和排放因

子法所需基础性标准物质；研究基于激光光谱的有组织排放温室

气体监测方法；研究生态系统碳汇量动态监测方法，基于高光谱

与高空间分辨率二氧化碳探测仪等空间探测设备和地面激光雷

达监测的国家尺度碳汇精准监测和准确评估；面向重点产品行业

碳足迹国际互认，开展电力、煤炭、钢铁、光伏和电子电器等重

点领域碳足迹实景及动态因子数据库研究，并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烟气排放量校准装置 1套，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3%；高温高湿烟气浓度计量校准装置 1套，烟气浓度相对标准

不确定度≤2%，烟气相关国家有证标准物质 1种，相对标准不

确定度≤0.5%，纯物质碳含量和燃油发热量国家有证标准物质 8

种，碳含量相对标准不确定度≤0.02%，燃油发热量相对标准不

确定度≤0.1%；研制碳排放和碳汇监测相关技术规范或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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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报批稿）4项，快速测定和评价方法 1项；

建立不少于 2个重点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在不少于 2个重点

领域开展应用示范。

有关说明：该方向拟支持项目 1项，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900万元。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

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

关键词：碳汇量动态监测，烟气排放速率校准，碳交易数据

准确性，碳足迹数据库

5.6 循环冷却水系统绿色化关键技术及标准研究（共性关键

技术）

研究内容：面向循环冷却水系统及设备大规模更新的绿色化

需求，研究建立循环冷却水系统绿色低碳评价体系及标准，研发

绿色性能指标智能化检测技术及系统；开发冷却塔多相流动及热

质传递高精度数字仿真模型；研究循环冷却水系统联动机理，建

立多目标、多周期节能节水集成优化方法；研制基于高分子材料

的高性能聚丙烯填料；研发冷却塔性能提升技术，并在火电、石

化等场景开展系统应用。

考核指标：绿色低碳评价模型和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因子库各

1套，具备对实时蒸发率、雾羽、冷却能力等指标检测计算能力

的智能化系统 1套；高精度数字仿真模型 1套，冷却能力等指标

与实测结果的误差率≤5%；多目标、多周期集成优化方法 1项，

能效水效提升≥5%；聚丙烯填料 1种，阻燃性 FSI≤5，Izod缺

口冲击强度≥2.7 kJ/m2，抗结垢使用年限≥5年；整塔冷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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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10%、自动化控制能力提升≥50%；国际标准（提案）1

项、国家标准（报批稿）4项；申请发明专利 3项；在不少于 3

个场景应用。

有关说明：该方向拟支持项目 1项，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700万元。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

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

关键词：循环冷却水系统，绿色化，冷却塔，聚丙烯填料，

节水技术

6. 安全与能源领域 NQI 协同创新

6.1 基于进出口检验检测数据挖掘的风险协同管控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进出口领域风险协同管控的迫切需求，以检

验检测数据为核心，研究检验检测特征性数据智能化提取技术，

构建智能化分布式数据存储与数据集成数据库；在进出口电子电

气、纺织、玩具、危化品等产品领域，研究多模态数据融合与态

势协同感知应用技术，建立进出口检验检测数据风险识别动态标

靶模型；研究制定质量安全重点风险指标监测、识别规则及规范

化管控方法；研究开发进出口领域高价值信息挖掘与风险协同管

控系统，开展技术验证与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分布式数据管理系统 1 套，检验检测特征数据

100万条以上，百万级数据访问延迟小于 1.5s；进出口检验检测

数据动态标靶模型 5~8个，涵盖电子电气、纺织、玩具、危化品

等进出口产品主要监控项目，总体风险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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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DIS 稿）1 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报批

稿）不少于 5项；重点进出口产品领域数据挖掘及质量风险协同

管控原型系统 1套，在不少于 3家口岸现场单位开展应用示范。

有关说明：该方向拟支持项目 1项，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700万元。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

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2。

关键词：进出口检验检测，多模态数据融合，态势感知，动

态标靶模型，协同管控

6.2 高风险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内容安全检测技术与

标准研究（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反恐维稳、法庭科学等高风险领域生成式人

工智能系统内容存在的安全风险管控难题，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

系统内容安全检测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具有泛化性、多模态的安

全检测评估数据生成技术，形成检测数据集；研究生成式人工智

能多模态生成内容安全检测关键技术；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

生成内容全生命周期标识的生成、鉴别与取证技术；研制安全风

险管控关键标准，开发智能安全检测平台，面向高风险领域典型

场景开展集成应用。

考核指标：高风险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内容安全评价指

标体系 1套；多模态高风险领域检测数据集 1套，数据量不少于

100万条；人工智能系统多模态内容安全检测系统 1套，多模态

生成内容检测准确率≥80%，支持遵循性、可信性、鲁棒性、公

平性等 4个维度的内容安全检测，检测结果采信率≥95%；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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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生成内容标识生成与鉴别、取证系统各 1套，隐式标识提取

准确率不低于 90%；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检测平台 1个，在反恐

维稳、治安防控、法庭科学等 3类高风险省级以上公安机关进行

应用示范；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报批稿）6项；申请发明专利 8

项。

有关说明：该方向拟支持项目 1项，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700万元。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

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2。

关键词：高风险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多模态内容安全

检测，生成内容标识取证，高风险领域应用

6.3 630℃新型超高参数电站锅炉监测与评价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 630℃新型超高参数电站锅炉和新型国产耐

热钢服役可靠性及监测评价技术缺失等难题，研究新型国产耐热

钢及焊接接头复杂工况下性能演化规律；研发电站锅炉管道三维

刚体位移、微裂纹高精度智能监检测技术与装备；研究深度调峰

和快速变负荷条件下关键高温部件复合损伤机制和寿命评估技

术；研究新型超高参数电站锅炉结构完整性评价关键技术，并开

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新型国产耐热钢（G115、C-HRA-5）及焊接接头

安全服役性能评价、关键高温部件寿命评估和锅炉结构完整性评

价等方法 3项；高温管道三维刚体位移智能监测设备 1套，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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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m×1m 视场多点测量精度 50μm；微裂纹智能监测设备 1

套，630℃下可在线监测≥200μm裂纹扩展，定位精度优于 10cm；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1 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报批稿）2

项，在 630℃超高参数燃煤发电机组国家电力示范项目中示范应

用。

有关说明：该方向拟支持项目 1项，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700万元，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

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2。同时，拟支持青年科

学家项目 1项，青年科学家项目聚焦探索性科学研究和关键技术

攻关，不要求指南内容全覆盖，论文不作为考核指标。

关键词：超高参数，电站锅炉，智能监检测，安全评估，结

构完整性评价

7. NQI数字化共性技术协同创新

7.1 面向供应链的认证认可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共

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面向汽车芯片、LED 产品等供应链对全链条质

量协同升级的迫切需求，研究基于多模态数据、神经网络的数字

化符合性评价技术；研究基于时空、身份信息可溯源的数字化认

证证书系统；研究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数字化等效性评价关

键技术；构建认证认可数智化技术平台，在芯片制造、LED 产

品等的供应链开展应用。

考核指标：基于符合性评价流程的数字化关键技术 5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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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认可证书鉴别准确率≥90%；可溯源可信精准认证证书时间戳

1套，综合不确定度≤1h；数字化等效性评价指标 1套，标准符

合率≥90%，等效性评价应用≥2项；认证认可数智化技术平台

1个，全流程数字化率≥70%，在汽车芯片、LED产品等产品供

应链开展应用不少于 5项；国家标准/团体标准（报批稿）5项；

申请发明专利 2项。

有关说明：该方向拟支持项目 1项，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700万元，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

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2。

关键词：供应链，认证认可，数字化关键技术，汽车芯片，

LED产品

8. 重点领域 NQI集成应用示范

8.1 重点领域 NQI集成应用示范（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围绕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先进制造、

新材料、生命健康、绿色环保、公共安全、网络安全、智能建造

等重点领域，瞄准具有显著示范性的典型应用场景，重点解决制

约领域或产业发展过程中质量基础设施关键技术问题，形成完整

的 NQI全链条技术体系，开展系统化集成与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由申报单位自主设定。

有关说明：由市场监管总局推荐不超过 6项，工信部、住建

部、公安部、海关总署各推荐不超过 4 项，拟支持项目不超过

10项，每个项目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300万元。其他经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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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

比例不低于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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