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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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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国家科技管理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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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和极地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以

下简称“重点专项”）。本重点专项着眼国家发展与安全的长远利

益，紧扣深海、极地领域关键技术和装备，坚持自立自强，坚持

重点突破，坚持实际能力的巩固与提升：一是着力突破深海科学

考察、探测作业、深海资源开发的系列关键技术与装备，支撑促

进深海装备产业发展；二是研发升级深潜装备体系，形成世界领

先的深海进入能力；三是着力攻克极地空天地海立体探测、极地

保障与资源开发利用及其环境保护技术、装备和体系，显著提升

极地监测预报能力。

2023年度共部署 3个公开定向择优指南方向，拟安排国拨经

费 0.75亿元。项目申报时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的研究方向申报。

每个研究方向拟支持 1个项目，一般实施周期 2~4年。除特殊说

明外，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报，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覆盖指南

二级标题下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若在同一研究方向

下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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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时，可同时支持 2个项目。2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持

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据

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除特殊要求外，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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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重点专项 2023年度公开定向择优指南如下。

1.1 蛟龙号关键作业技术能力提升及科学应用（共性关键技

术类）

研究内容：针对进一步提升“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运行和作

业效能水平的需求，开展电源动力、推进、液压、电气、观通等

系统的技术能力提升和系统研制，实现“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节

能减耗和实用性作业能力提升以及部件的国产化替代，进一步提

高整体作业效能并在海山、海沟等典型深海环境开展矿产资源、

生物资源等科学研究。

考核指标：研制主、副、备用三种型号的锂电池组，在满足

“蛟龙”号现有电气及空间结构前提下，单体能量密度不低于

180Wh/Kg，工作深度水深不低于 7000米，充电使用寿命不小于

5年，总充放电循环寿命不少于 750次；国产推进器 7套，单套

推进器输出推力不小于 100kg；可调系统浮力调节范围大于

150kg，7000米环境下排水流量不小于 3L/min；应急系统可提供

不少于 5路切割油路；舱外高清摄像系统，分辨率为 4k 的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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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不低于 4台，水下广角水平视角不低于 180度或光学变倍不低

于 36倍；提供不少于 10路舱外视频接口，单路视频传输码率不

低于 50Mb/s。技术升级后，参加深海/深渊科考应用航次，有效

下潜次数（单次水下时间≥7小时）不少于 150次。

关键词：载人潜水器、作业技术、锂电池组、深海科考、有

效下潜次数

有关说明：由国务院国资委、自然资源部作为项目推荐单位

组织申报。

1.2 海斗一号关键作业技术能力提升及科学应用（共性关键

技术类）

研究内容：面向深渊、深海科考应用和作业场景，针对自主

遥控潜水器（ARV）技术发展的需求，开展潜水器总体适配性、

微细光纤收放系统、机械手作业系统以及基于工作母船布放回收

的技术攻关和能力提升；开展深海科学应用，实现同万米载人潜

水器的联合作业，提升全海深自主遥控潜水器的技术先进性和实

用化水平。

考核指标：轻量化：空气中重量从 3.5吨减少到不大于 3吨，

有效载荷从 20公斤提升至不小于 30公斤；续航能力：近海底连

续工作时间由 8小时提升至不少于 12小时，航程从 15公里提升

至不小于 20公里；作业能力：七功能电动机械手空气中重量由

52公斤优化至不大于 40公斤，末端运动速度从 0.15米/秒提升至

不小于 0.3米/秒；形成面向合作目标与典型作业任务的机械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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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作业能力，并通过海试验证；环境友好性：光纤管理方式由抛

弃式升级为光纤压坠器端具备光纤自动回收功能；科学应用：参

加深海/深渊科考应用航次，有效下潜次数不小于 75次；潜次下

水前准备时间由 3小时压缩至不超过 1小时，潜次后正常维护时

间由 8小时压缩至不超过 3小时；实现与万米载人潜水器的联合

作业。

关键词：全海深自主遥控潜水器、作业技术、光纤自动回收、

联合作业、有效下潜次数

有关说明：由中国科学院作为项目推荐单位组织申报。

2.1 深海钻井泥浆回收安全应急关键装备研发（共性关键技

术类）

研究内容：针对深海无隔水管泥浆回收钻井过程中存在的安

全风险和工艺复杂的难题，开展安全作业技术及装备研发，形成

安全高效专用泥浆返回立管系统及辅助收放作业装置、非接触式

动力与通讯传输系统、举升应急控制系统，并提高泥浆举升系统

安全性，构建基于天然气水合物钻采船（大洋钻探船）自主可控

的深海无隔水管泥浆回收循环钻井系统。

考核指标：研制深水专用泥浆上返立管及辅助装置 1套，立

管长度不小于 2000m，立管最小通径不小于 110mm；非接触式动

力与通讯传输系统 1套，传输功率不小于 2.5KW，通信速率不小

于 10Mbps；高可靠多功能泥浆举升系统 1套，满足水下举升单

元串并联等多工况切换；安全应急控制系统 1套，所研设备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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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多工况系统应急处理；国产化率不低于 95%；系统稳定运转

时间不少于 250小时，进行实船安装及验证。

关键词：无隔水管泥浆回收、泥浆返回立管、水下举升单元、

安全应急控制

有关说明：由自然资源部作为项目推荐单位组织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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