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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切实加强创新链和产

业链对接，“主动健康和人口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聚焦国家

战略亟需、应用导向鲜明、最终用户明确的重大攻关需求，凝练

形成 2023年度“揭榜挂帅”榜单，现将榜单任务及有关要求予

以发布。

一、申报说明

本批榜单围绕主动健康、治未病等重大应用场景，拟解决亚

健康高危人群辨识及干预不足等关键实际问题，研发针对亚健康

状态的预警、系统有效干预措施和技术方案；围绕建设我国高质

量人群增龄健康状态研究队列现场，深入研究机体健康的主要维

度（躯体、心理和健康相关环境因素）随着年龄增加所形成动态

变化的过程特点与规律，为实现健康老龄化和健康中国提供科技

支撑。除特殊说明外，每个榜单任务拟支持项目数为 1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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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中每个课题设 1名课题负责人。

榜单申报“不设门槛”，项目牵头申报和参与单位无注册时间

要求，项目（课题）负责人无年龄、学历和职称要求。申报团队

数量不多于拟支持项目数量的榜单任务方向，仍按程序进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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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立项。明确榜单任务资助额度，简化预算编制，经费管理探

索实行“负面清单”。

二、攻关和考核要求

揭榜立项后，揭榜团队须签署“军令状”，对“里程碑”考核

要求、经费拨付方式、奖惩措施和成果归属等进行具体约定，并

将榜单任务摆在突出位置，集中优势资源，全力开展限时攻关。

对于同时支持多支团队“赛马攻关”的，在关键节点考核后择优

进行支持。项目（课题）负责人在揭榜攻关期间，原则上不得调

离或辞去工作职位。

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最终用户意见作为重要考量，通过实地

勘察、仿真评测、应用环境检测等方式开展“里程碑”考核，并

视考核情况分阶段拨付经费，实施不力的将及时叫停。

项目验收将通过现场验收、用户和第三方测评等方式，在真

实应用场景下开展，并充分发挥最终用户作用，以成败论英雄。

由于主观不努力等因素导致攻关失败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

责，并依规纳入诚信记录。

三、榜单任务

1. 人体亚健康状态预警及系统有效干预措施研究

需求目标：针对我国糖脂代谢异常亚健康高危人群早期辨识

及有效干预不足的现状，研发亚健康风险预测、早期诊断模型，

产品及可评价的综合干预措施并开展应用。具体需求目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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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大样本、多中心人群队列，开展亚健康状态的体质、

分子标志物与病理生理特征、大样本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和大数据

分析，揭示亚健康高危人群临床流行病学特征，建立我国 10 万

级亚健康人群队列 1个，研发亚健康高危人群风险预测和早期诊

断模型 2个，显著提高亚健康状态识别率。

（2）基于中医四诊和辨证体系，结合人工智能、生命组学等

前沿方法，研发亚健康高危人群中医证候诊断量表，制定亚健康

综合评价标准，开发亚健康高危人群自我评估软件 1个，并实现

转化在 500万以上亚健康高危人群中应用。

（3）发挥中医药“治未病”优势，结合营养、心理健康和运

动医学等多学科研究进展，研发适合我国推广应用的人体亚健康

综合干预措施和方案，并进行干预效果的评价。开发亚健康高危

人群健康教育移动端软件 1个，受益人群超 2000万。完成穿戴

式健康检测产品、食品、保健品或医疗机构制剂 2~3个。授权不

少于 8项发明专利或著作权。

时间节点：研发时限为 3年，立项 2年后开展“里程碑”考核。

考核要求：通过实地勘察、仿真评测、应用环境检测方式开

展考核验收。

榜单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

有关说明：项目配套经费与国拨经费比例不低于 2:1。

2. 增龄健康状态动态演变与干预关键技术研究

需求目标：通过长期队列研究来了解掌握人群健康现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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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趋势已经成为健康研究的有效手段。针对目前国家级大

跨度年龄健康队列研究不足，未能有效全面提供增龄健康状态

变化及特点规律数据，队列研究中技术规范不够的需求；研究

建立高质量人群增龄健康状态研究队列现场和相应的技术规

范，具体如下：

（1）建立长期稳定的队列研究现场。现场应设立在我国有代

表性的不同地域，队列数量不少于 30000人，研究对象应覆盖大

跨度年龄人群；具有较好的前期工作基础，能在研究期间进行 1~2

次平均随访时间不短于 2年的随访。全方位、多层面采集队列人

群健康状态及影响因素的纵向动态数据；健康数据应包括躯体、

心理和社会适应三大维度，数据条目不少于 400项。

（2）建立现场调查、生物样本（血尿便等）采集、存储、运

输、保管及现场检测（如必要）技术规范，形成队列研究现场技

术指南体系；发布技术指南；建立不少于 2个与研究队列相关的

增龄健康状态与重要影响因素动态变化多维数据库；建立 3~4个

健康人群多组学、多维度表型组并包含纵向数据的增龄队列生物

样本库；建立与完善数据库、标本库管理共享规范。

（3）建立人群健康维护与促进关键技术

1）建立多层面的健康辨识技术

实现对多种生物样本的多层面检测分析，提供增龄健康状态

和衰老相关细胞、分子层面信息；建立并完善验证不少于 10 项

基于人工智能、实测大数据的机体增龄健康状态辨识技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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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年龄判定与应用，建立对人群健康状态的分层标准，有效

指导人群健康管理。

2）建立健康预警技术

全面解析机体功能减退与疾病防控有效时段，影响健康状态

关键因素和作用，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形成 2~3项亚健康状态

预判和老年代表性疾病（糖尿病、骨关节病、痴呆等）的健康预

警技术。

3）建立健康促进与干预技术

建立针对至少 3个衰老健康表征（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和

退行性病变的干预方案、可实施技术路径；建立个性化健康促进

方案，改善老年干预人群功能，将干预人群健康水平提升 25%。

（4）以上关键技术在不少于 20000 人的人群中应用验证；

发布健康老龄化的中国解决方案与实施路径报告；发布增龄健康

状态队列系统调查报告；获得专利 3~4项。

时间节点：研发时限为 3年，立项 2年后开展“里程碑”考核。

考核要求：通过实地勘察、应用检测或第三方测评等方式开

展考核验收。

榜单金额：不超过 1900万元。


	“主动健康和人口老龄化科技应对”
	重点专项2023年度“揭榜挂帅”榜单
	一、申报说明
	二、攻关和考核要求
	三、榜单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