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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重点专项

2023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1. 动物重要病原耐药性控制机制

研究内容：发现并确证抗耐药病原新靶点，筛选天然或

化学合成靶向新靶点的配体分子群；获得抑制耐药蛋白功能

及抗菌增效作用的先导化合物和抗耐药病原的新型抗生素

前体，阐明构效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抗耐药病原的复方配

伍理论，建立精准药物递送体系。

考核指标: 获得抗耐药病原的新型抗菌活性分子 4-6个；

获得具有抑制耐药蛋白功能或抗菌增效作用的先导化合物

或新型抗生素前体 2-3 个；提出抗菌复方配伍理论 1-2 条；

建立靶向抗菌药物递送体系 5-8套。

2. 禽细菌性疫病新型疫苗创制

研究内容：针对鸡慢性呼吸道病、鸡传染性滑液囊炎、

鸡传染性鼻炎、鸭疫里氏杆菌病、禽霍乱、禽大肠杆菌病等

家禽重要细菌病，研制新型灭活疫苗、新型活疫苗、基因工

程亚单位疫苗、黏膜免疫疫苗、多联多价疫苗等新产品。

考核指标：研制新型疫苗 5-8种，并完成其安全性和有

效性评价；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临床试验批件 3-4个；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 3-5件；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2-3个。

3. 动物重要寄生虫病新型疫苗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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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针对弓形虫、旋毛虫等重要人兽共患寄生虫

以及球虫、梨形虫等动物重要寄生虫，研发重组亚单位疫苗、

活载体疫苗、基因敲除减毒活疫苗等新型疫苗；筛选专用免

疫佐剂与保护剂；创制操作简便的疫苗投递新技术与新产

品。

考核指标：研发动物寄生虫疫苗 3-5种，并完成其安全

性和有效性评价；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临床试验批件 2-3个；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5件；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1-2个。

4. 草食家畜重要疫病新型疫苗创制

研究内容：针对牛结节性皮肤病、支原体病、马流感等

新发或尚无疫苗的重要疫病，研发疫苗新产品；针对布鲁菌

病、溶血性曼氏杆菌病、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等草食家畜重要

疫病，通过技术改进，研制新型灭活疫苗、新型活疫苗、基

因工程亚单位疫苗、黏膜免疫疫苗；针对草食家畜呼吸道、

消化道和生殖道重要疫病，研发多联多价疫苗。

考核指标：研制新型疫苗 5-8种，并完成其安全性和有

效性评价；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临床试验批件 3-4个；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 3-5件；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2-3个。

5. 动物新型替抗产品的研制与产业化

研究内容：筛选与发掘新型益生菌资源，构建无抗益生

菌表达载体，创制防病、抗病的功能性微生态新产品；研发

动物新型治疗性抗体、噬菌体等新型生物制剂；研发新型微

生态制剂与生物治疗制剂的规模化生产等产业化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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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研发新型微生态制剂、生物治疗制剂 10-15

种；突破关键工艺 8-10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0-30件；获

得新兽药注册证书、新饲料添加剂证书 6-10个。

6. 猴痘病毒传播评估及阻断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开展边境地区与口岸宿主动物、传播媒介及

与人有密接风险易感动物的猴痘流行病学监测、预警与溯源

技术研究；建立空气动力学和接触传播模型，确定猴痘病毒

在人和动物间的传播途径和交互传播能力；建立猴痘病毒感

染与致病性评价的实验动物模型；基于建立的动物模型，研

发候选疫苗、治疗性抗体和药物等阻断技术及产品。

考核指标：完成 10 种以上宿主动物的流行病学监测；

建立猴痘病毒传入风险评估与传播模型 3-5种，揭示猴痘的

传播流行模式与规律；建立猴痘实验动物模型 2-3种；研发

候选疫苗 2-3种，候选治疗性抗体 1-2种；筛选阻断药物 2-3

种；制定阻断技术规范 1套。

7. 猪重要疫病新型诊断技术与产品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 A型塞内卡病毒病、3型猪圆环病毒病、

猪δ冠状病毒病等新发传染病，发掘特异性诊断标识，研发

新型诊断制剂；针对非洲猪瘟、猪瘟、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猪伪狂犬病等猪重要病毒病，研发现场快检和鉴别诊断技术

与产品；针对大肠杆菌、链球菌、副猪革拉瑟菌、胸膜肺炎

放线杆菌等多血清型病原，研发血清分型和分子分型的技术

与产品；研发用于感染或免疫效果评价的高通量监测技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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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考核指标：鉴定新型诊断标识 8-10种；研发猪重要疫病

分子和免疫学诊断技术 10-12种；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8件；

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或产品批准文号 4-6个。

8. 禽重要疫病新型诊断技术与产品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禽腺病毒病、变异的高致病性禽流感、

新基因型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法氏囊病、传染

性贫血病、鸭坦布苏病、新型鸭呼肠孤病毒病、禽支原体病

等家禽重要疫病，发掘特异性诊断标识，研发现场快检技术

与产品、实验室确诊的高特异性检测技术与产品；研发区分

野毒感染与疫苗免疫以及混合感染的鉴别诊断技术与产品；

研发用于感染或免疫效果评价的高通量监测技术。

考核指标：鉴定新型诊断标识 8-10种；研发分子诊断和

免疫学诊断新产品 6-8 种，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8件；获得

新兽药注册证书或产品批准文号 4-6个。

9. 特色经济动物重要疫病新型疫苗创制

研究内容：针对貂、狐、貉、鹿等特种经济动物的重要

疫病（犬瘟热、细小病毒病等）、人兽共患病，开展流行病

学和病原溯源研究，开发特种经济动物疫病的专用疫苗新产

品。

考核指标：研制新型疫苗 3-5种，并完成其安全性和有

效性评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5件；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临床试验批件 2-3个；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1-2个。



浙
江

大
学

 kjcg
x

5

10. 动物疫苗佐剂与保护剂研发

研究内容：研发新型油佐剂、水佐剂、纳米佐剂；筛选

新型细胞因子、免疫增强因子等免疫增强剂；开发高效安全

稳定的疫苗保护剂和稀释液。

考核指标：开发新型疫苗佐剂 2-3 种、保护剂 4-5 种、

稀释液 8-10种，产品质量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授权国家

发明专利 20-30件。

11. 天然产物筛选与新兽药创制

研究内容：针对猪、禽、牛、羊等动物疾病，系统开展

具有抗病功能的天然来源（植物、动物或微生物源）产物及

其衍生物筛选，鉴定其活性分子结构，研发其提取、纯化技

术与工艺，揭示其潜在作用靶标、药理及毒理作用机制，开

展成药性评价，创制新兽药。

考核指标：发掘具有功能活性和成药潜力的天然代谢

物、小分子肽等化合物 5-6种，并解析其结构和作用机制；

完成 1-2种天然代谢产物、小分子肽等化合物的成药性评价；

申报原创性新兽药 1-2项。

12. 兽药新剂型与合理用药新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大环内酯类、氟喹诺酮类、四环素类、

多肽类、苯并咪唑类及阿维菌素类等临床重要兽药，开发基

于肠溶包衣/微球、靶向载药系统、凝胶等制剂技术的新型制

剂工艺、处方及其产业化关键技术；筛选新型耐药抑制剂，

开发新型复方制剂；研发临床合理用药新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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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研发制剂新工艺 10-15种，研制新型兽用单

方制剂 10-15种；筛选耐药抑制剂 8-10种，研制防耐药复方

新制剂 6-8 种；制订合理用药的技术方案 15-20 项；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 8-10 件；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或产品批准文号

5-7个。

13. 畜禽食源性病原监测预警技术研发及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沙门氏菌等动物源食源性细菌、隐孢子

虫等食源性寄生虫，通过病原学和流行病学研究，建立综合

组学数据库，研发快速甄别和分子溯源技术与产品；建立覆

盖养殖场、环境及屠宰环节的食源性病原监测、评估、预警

与溯源体系；研究动物源食源性疾病暴发应急预案；研发食

源性病原消减、阻断、防控制剂产品。

考核指标：构建包含 1000 个以上畜禽食源性病原分离

株的综合组学数据库；建立重要食源性病原及其危害因子快

速甄别及分子溯源技术 8-12种；建立食源性病原风险评估与

预警模型 3-5个；研发新型消减、阻断、防控制剂 8-10种；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8-10件；建立畜禽养殖和屠宰企业源头监

测及防控体系 4-6种，并在 8-10个龙头企业进行推广应用；

制定标准 5-6项。

14. 畜禽群发普通病防控技术研发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畜禽中毒病（真菌毒素、重金属等）、

家畜繁殖障碍性疾病、应激综合征、营养代谢性疾病等畜禽

群发普通病，开展疾病快速检测与诊断、群体监测及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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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技术研发，创制防控新产品，并进行集成应用。

考核指标：阐明 3-5种畜禽群发普通病的发病机理；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 8-10件；研发畜禽群发病快速检测产品和诊

断装备 8-10项；研发防控药物 3-5种，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或产品批准文号 2-3个；制定标准 3-5项。

15. 畜禽寄生虫病防控技术研发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规模化养殖以及露天放牧等不同模式下

严重危害猪、鸡、牛、羊的包虫病、球虫病、血液原虫等重

要寄生虫病，研发快速检测与治疗药物新产品；研究合理用

药及综合防控技术，并在规模化养殖场及露天放牧地区进行

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研发生猪、家禽、牛羊寄生虫病的诊断与检

验技术 10种以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5-20件；研发防控产

品 15-20 项，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或产品批准文号 5-6个；

建立不同养殖模式、不同区域的畜禽寄生虫病综合防控示范

场、示范区 3-5个。

16. 濒危与青藏高原动物疫病防控技术研发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大熊猫、雪豹、金丝猴等我国珍稀濒危

野生动物的重要疾病，研制检测新技术、新产品，创制专用

治疗药物和疫苗；针对青藏高原牦牛、藏羊等高原特色动物

的重要疫病，研发诊断试剂、疫苗和特色藏药等产品并应用。

考核指标：阐明 4-5种重要病原在珍稀濒危动物和青藏

高原牦牛等特色动物中的流行分布特征；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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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件；研发防控产品 15-20项，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或产

品批准文号 3-5个。

17. 动物病原/药物与机体免疫细胞的互作机制

研究内容：探究畜禽免疫细胞的发育、分化及功能特征；

探索动物病原或药物诱导宿主免疫应答的分子机制。

考核指标：选取并聚焦研究内容中的任一方向进行探索

性研究，取得原创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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