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江

大
学

 kjcg
x

1

“文化科技与现代服务业”（社发板块）

2023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s署安排，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文化科技与现代服务业”重

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2023年

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面向文化科技与现代服务业

生态集聚的新趋势、服务消费升级的新需求和服务场景创

新的新特征，结合文化科技与现代服务业数字化、专业

化、智能化和生态化的发展趋势，系统布局共性基础技术

研究，媒体融合、数字文化、文旅融合、文化遗产保护等

文化科技场景服务技术创新与应用，生活服务、科技服

务、生产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场景服务技术创新与应用，促

进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支撑

现代服务业健康快速发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2023年度指南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分步实施、重点突

出的原则，围绕文明起源、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等3个

技术方向，按照基础前沿类、共性关键技术类和应用示范

类，拟启动14个项目。应用示范类项目，配套经费与国拨

经费比例原则上不低于1:1。

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1.1）的研究方向申报。

项目每个方向原则上只支持1项，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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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时，可择优同时支持。实施周期不

超过3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盖二级标题下指南所

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基础研究类项目下设课题

数不超过4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6家，共性关键技

术类和示范应用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5个，项目参与单

位总数不超过10家。项目设1名负责人，每个课题设1名负

责人。

本专项2023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文明起源

1.1 中国早期现代人起源机制研究（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基于距今20万年以来古人类化石及旧石器考

古遗存，研究建立早期现代人演化的高分辨率年代序列；综

合基因组学和人类学方法，研究早期现代人形成过程中的人

群交融历史，探讨早期现代人的技术、文化特点及扩散路

径；研究中国早期现代人的起源机制。

考核指标：完成不少于10处关键遗址的序列测年，增

加年代数据不少于50个，填补10至5万年间早期现代人演化

的关键年代空白；提取分析古人类及相关遗存古DNA样品

不少于50个；提出中国早期现代人的扩繁路径、时间节点

及其文化表现；形成中国早期现代人起源机制的原创性理

论成果。

关键词：早期现代人，年代序列，起源机制

1.2 中国古代陶瓷烧成技术谱系研究（共性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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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研究内容：研究新石器至明清时期典型陶瓷窑炉遗存

的时空分布特征和结构演变规律；研究陶瓷窑炉结构复原

方法，开展模拟烧制实验，建立典型窑炉温度场演变和热

质传递数值模型；研究窑炉、窑具、燃料以及装烧方式等

对陶瓷烧成的影响，揭示窑炉结构—工艺参数—产品特征

的相互关系。

考核指标：建立古代陶瓷窑炉遗存数据库，涵盖新石

器至明清时期典型窑炉遗存不少于200处，实测三维模型不

少于20处；烧制模拟实验涵盖穴式窑、馒头窑、龙窑、镇

窑等4种以上典型窑炉，穴式窑容积不小于5m3，馒头窑、

龙窑、镇窑容积不小于10m3，获取运行状态下的温度、气

氛、空气流体特征等关键数据，复原烧制可验证窑内不同

区域运行状态的成品，每种窑形不少于20件大型器物；建

立古代窑炉运行状态重建理论与方法；建立4种以上窑炉温

度场演变和热质传递数值模型，并实现烧成过程的交互可

视化呈现。

关键词：古代陶瓷，烧成，技术谱系，窑炉结构

2. 文化遗产保护

2.1 土遗址冻融破坏机理与监测技术（共性关键技术

类）

研究内容：研究土遗址冻融破坏模式，构建病害与赋

存环境关联关系；研究水、盐、热、力作用下遗址浅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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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重分布、性能衰退、结构失效等冻胀融蚀演化机制；

开展足尺物理冻融模拟实验，揭示遗址微观结构变化与宏

观病害的关系，构建浅表层劣化失效的科学表征体系；研

发冻融病害原位监测技术与装备并开展示范。

考核指标：划分不少于5类环境风险区，绘制比例尺不

低于1:200万的全国土遗址冻融病害发生风险地图；构建不

少于3类风险区的水-热-力作用下土遗址破坏模式；建立冻

融作用下土遗址浅表层劣化失效的科学表征体系1套；研发

冻融原位监测装备1套；形成土遗址冻融破坏程度评价行业

标准2项；在不少于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展应用示

范。

关键词：土遗址，冻融破坏机制，表征体系，监测技术

2.2 应县木塔结构稳定性评估与保护研究（共性关键技

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应县木塔构建劣化特征与损伤累积效

应；研究木塔榫卯节点、斗拱及铺作层连接界面耦合性

能；研究木塔稳定性预测分析模型及在自重和常遇荷载作

用下考虑损伤累积效应的结构承载机制；研究考虑木塔结

构连接界面耦合性能的抗震承载能力和倒塌模式；研究结

构稳定性提升的保护措施。

考核指标：建立应县木塔构件劣化程度与力学性能的

量化关系，提出修缮用材适用性评价方法；提出木塔榫卯

节点、斗拱及铺作层连接界面中摩擦系数、内部间隙、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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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的检测诊断和量化评价方法；结合比例不低于1:5的模拟

各种连接界面摩擦、滑移等性能和现状损伤的整体模型试

验，提出木塔静力稳定极限承载力指标和变形指标；提出

木塔在地震作用下的稳定极限承载力指标和变形指标；提

出构件压溃、开裂等损伤的修复方法和节点错位、歪闪等

病害的加固措施，提出契合木塔文物价值的兼顾静力与动

力稳定性能提升需求的保护措施，稳定极限承载力提升不

低于30%，有效控制木塔变形增量。

关键词：应县木塔，结构稳定性，评估技术，保护措施

2.3 砖石质古塔结构稳定性评估技术与应用示范（共性

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针对砖塔、石塔类古建筑的材料劣化与结

构失稳问题，研究结构材料性能、连接界面耦合性能及劣

化损伤检测方法；研究地基基础沉降、歪闪变形、裂缝、

局部坍塌、材料劣化等损伤对砖石质古塔结构稳定性的影

响；研究静力作用下结构损伤演化规律和稳定承载机理；

研究结构稳定性评估技术与提升措施，并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砖石质古塔结构材料性能、连接界面

耦合性能和隐蔽部位劣化损伤的力学参数量化表达方法；

提出结构损伤状态下砖石质古塔稳定性分析的模型建立方

法；形成结构稳定性评估技术，涵盖承载力、变形等关键

指标，在四川、陕西等重点区域选择典型砖塔、石塔各不

少于1处开展示范应用，并提出结构稳定性提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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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砖石质古塔，结构稳定性，评估技术

2.4 桥梁文物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关键技术与示范（共

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针对古代砖石拱桥，研究洪水灾害承灾能

力与基础、桥台、桥体等关键部位结构病害的关系；研发

砖石拱桥洪水灾害风险综合评估方法；针对古代木廊桥，

研究耦合作用下火灾引燃机制与蔓延规律；研究木廊桥火

灾风险动态评估方法与指标体系；研究桥梁文物隐患排查

技术标准与风险监测平台，并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结构残损状态下砖石拱桥洪水灾害承

灾能力评估模型，风险综合评估方法涵盖流速、持续时

间、漂浮物等关键致灾因素不少于5种；建立木廊桥火灾引

燃与蔓延模型，涵盖廊桥结构与材料、火源特征等关键因

素不少于3种；形成适用于郊野、村落等场景的火灾风险动

态评估方法，涵盖人员行为、电气隐患、环境条件、防控

措施等因素；形成砖石拱桥与木廊桥隐患排查技术标准各

不少于1项；风险监测平台的综合风险辨识可靠度不低于

90%；在福建、浙江等重点区域遴选不少于4处典型桥梁文

物开展应用示范。

关键词：桥梁文物，火灾，洪水，隐患排查，风险评估

2.5 海洋出水陶瓷文物保护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共性

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针对海洋出水陶瓷文物脱盐效率低、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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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器脱盐损伤等瓶颈问题，研究海洋出水陶瓷文物内部

可溶盐的腐蚀作用机理；研发海洋出水瓷器可溶盐高效脱

除技术与装备；研究海洋出水脆弱陶瓷文物脱盐保护集成

技术；研究出水陶瓷文物表面盐类沉积物脱除材料与工

艺；研发海洋出水陶瓷文物凝结物清除技术和评估标准规

范；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海洋出水陶瓷可溶盐腐蚀作用模型，

涵盖文物本体特征、盐分类型、赋存形式等关键因素不少

于3种；形成海洋出水陶瓷高效脱盐装备1套，脱盐效率提

高40%以上，建立脱盐保护效果评估方法与指标体系，涵盖

本体损伤、脱盐终点等核心指标；针对釉面溶解、剥落等

典型病害，形成海洋出水脆弱陶瓷脱盐新技术不少于2项；

针对铁锈、钙镁沉积物等常见难溶盐，研制去除材料不少

于2种，形成难溶盐可控去除新工艺不少于1项；提出大尺

寸复合凝结物去除方案，体积不小于1m3；对南海、东海等

不同海域出水陶瓷文物开展应用示范，文物单体不少于200

件。

关键词：海洋出水陶瓷，高效脱盐，量化评估

2.6 馆藏文物数字指纹提取鉴别与身份智能管理关键技

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面向非特定材质馆藏文物的非接触式

无损身份鉴别方法；研究微观尺度文物数字指纹多模态光

学感知、成像条件物理重现、无损提取、原位比对、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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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与信息安全保障技术；研制适用于多种材质馆藏文物

的数字指纹提取与身份鉴别装备；开展博物馆库房清点、

文物流转身份鉴别等核心业务的示范验证与适用性评估研

究。

考核指标：面向文物3D表面的微观尺度光学感知精度

达到10微米级；单点数字指纹成像条件可物理重现，原位

检测/比对可自动完成，单点检测准确率不低于99%，单点

检测速度不超过 3分钟；文物身份鉴别误差率不超过

0.01%；支持陶器、瓷器、青铜器等不少于3种典型材质文

物的身份鉴别；编制国家/行业标准规范≥1项，申请发明专

利≥3项。

关键词：馆藏文物，数字指纹，非接触式无损提取，

原位比对，身份智能管理

3. 文化传承

3.1 文物数字资源管理与利用标准体系研究（共性关键

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文物数字资源管理和知识利用标准体系

结构、要素、更新机制及管理平台；研究面向文物行业云服

务的文物数字资源管理利用流程；研究文物数字资源组织利

用方式及重要文物类型数字资源多维度、细粒度的数据体

系；研制不少于10类典型文物的专题知识组织表达模型规范

标准。

考核指标：提出文物数字资源管理与利用标准体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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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包括结构图、标准明细表及标准范围说明；研发文物数

字资源管理和利用标准管理平台；完成文物数字资源元数据

相关行业标准报批稿不少于10项；完成文物知识组织表达模

型规范行业标准报批稿不少于5项。

关键词：文物数字资源，标准体系、数据体系、知识

组织表达

3.2 移动式文物X射线断层成像关键技术与装备（共性

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针对考古遗存内部三维结构信息安全及时

高效获取的需求，研究面向考古发掘现场的高穿透X射线断

层成像系统架构；研发文物非转动状态下精细断层信息生

成与高效提取关键技术与部件；研究文物典型材质密度与

图像关系驱动的智能分割技术；研制自屏蔽、可移动断层

成像装备样机；在三星堆等重要考古发掘现场针对考古套

箱、脆弱文物等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形成自屏蔽、可移动式文物断层成像装备

样机1套，最高加速电压≥450kV；线阵探测器排数≥4排，像

素尺寸≤0.4×0.4mm；系统空间分辨率≥2lp/mm，可扫描文物

最大尺寸≥Ø500×L2000mm；数据处理管理软件1套，可实

现金属、陶瓷、玉石等不少于3类文物材质的智能化分割；

在三星堆遗址等不少于3处重要考古发掘现场，对考古套

箱、脆弱文物等进行应用示范，数量不少于100件；申请发

明专利不少于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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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可移动，X射线断层成像，线阵探测器，文物

图像分割

3.3 壁画高精度多光谱高效采集处理装备与应用示范

（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构建面向壁画高精度数字化、色彩复原、

绘制与修复信息提取的古代壁画典型颜料反射光谱数据

库，建立相应的滤波谱段组合；研制快速高效、自动采

集、超高精度、超大画幅的多光谱采集设备、控制软件与

处理算法；研究基于颜料褪变色反演的颜色信息重现方

法；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光谱数据库涵盖不少于12种以上古代壁画

典型颜料；试制全国产化采集设备1套，光谱滤波谱段≥30

个，采集分辨率≥300dpi，采集速度≥3平米/小时；自动生成

线稿准确率大于80%；采集古代壁画不少于200m2，单幅壁

画不小于20m2，形成原始色彩与底稿线描稿，并实现可视

化展示；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2项，软件著作权不少于2

项。

关键词：壁画数字化，高效智能采集，多维信息提取

与重现

3.4 智慧图书馆体系构建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应

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智慧图书馆体系构建理论方法，开展大

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视觉识别等关键技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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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研究；研发图书馆全类型资源智慧管理平台；基于区块链

技术研发数字资源资产化管理模型；研发图书馆大数据传输

与管理分析平台；研发图书馆智能点检、智能书箱等专用设

备和沉浸式阅读体验设备；开展智慧图书馆关键技术应用评

价研究，编制应用导则或规范，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形成智慧图书馆体系构建与一体化设计解

决方案1套；建立智慧图书馆关键技术应用原型系统1个；

建立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资产化管理模型1个；研发智慧图

书馆装备3套；研发沉浸式阅读体验设备1套，建设沉浸式

阅读体验内容不少于10种；研制智慧图书馆技术应用导则

或规范5项；在包括国家级公共图书馆的多级馆建立智慧图

书馆关键技术应用示范3个。

关键词：智慧图书馆，管理平台

3.5 中国传统漆器工艺提升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共性

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和恢复已经失传的传统漆纱彩绘等工

艺；研发传统漆工艺操作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以传统制漆

工艺为基础，研发生漆加工精炼专用自动化装备；研发天

然漆专用自动化喷涂工艺和设备；研制可替代性原材料，

优化漆酚、漆酶提取方法；制定中国漆器质量检验标准和

精制漆材料质量标准。

考核指标：复原传统漆纱彩绘品等制作工艺流程1套；

开发不少于3类传统漆工艺操作虚拟仿真应用软件；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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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过滤、透明漆炼制、黑漆炼制一体化的生产线设备1套，

支持生漆年加工量＞70吨、制备工艺周期＜2天、漆膜硬度

≥5H；研发天然漆专用喷涂设备1套，实现漆器产量生产效

率提升与成本降低；研制可满足传统漆工艺应用需求的合

成环保漆材料1种；制定相关国家标准1项、行业标准不少

于2项；申请专利不少于3项。

关键词：漆工艺传承，精加工设备，材料合成

3.6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信息挖掘与主动执法系统关键技

术研发及应用示范（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聚焦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需求，研制基于AI

与大数据等技术的网络违法违规信息实时监测与智能筛选

系统；研制线索主动发现、跨地区跨部门协调、监管执法

一体化的网络监测与综合执法系统；突破小样本学习推

理、多语言语音识别翻译、声纹识别、多语言语义分析、

典型音频事件监测、异常视频动作检测、伪造音视频识

别、多模态数据分析等关键技术，构建多元、异构、异质

的大数据采集分析数据库，实现违法违规信息实时筛查预

警，开展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系统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网络监测主动执法系统及数据库，支

持的语言种类≥5种，语义理解正确率≥90%，关键人物声

纹识别准确率≥80%，特定异常视频动作监测准确率≥

70%、伪造音视频识别率≥70%；主动执法系统在实际应用

中的识别率、识别速度、并发规模等满足国家执法监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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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国家-省-市-县四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信息平台上部

署，在不少于10个重点示范城市开展主动执法比重达到60%

以上。

关键词：网络监测、音视频识别、大数据、文化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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