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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年度粤深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申报指南

粤深联合基金重点项目支持科技人员围绕深圳和粤港澳大湾

区的产业与区域创新发展需求，针对已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向或

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重点支持应用基础研

究，促进学科发展，突破地方和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支撑核心技术突破。

一、申报条件

重点项目面向全省范围申报，申报单位和申请人应同时具备

以下条件：

（一）牵头申报单位须为广东省内的省基金依托单位，其中

海洋科学与环境生态、生物与农业、人口与健康领域指南方向牵

头申报单位须为深圳地区单位。非深圳地区依托单位牵头申报粤

深联合基金重点项目的，须至少联合一家深圳地区依托单位合作

申报。

（二）申请人应为依托单位的全职在岗人员或双聘人员（须

在系统上传本人在依托单位有效期内的劳动合同或在职证明等材

料），其中双聘人员应保障聘期内有充足时间完成项目组织实施。

（三）申请人是项目第一负责人，须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

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主持过国家或省部级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项目，或者市级重点科研项目（须在系统上传项目

合同书、任务书或结题批复件等）。鼓励和支持海外归国人员牵

头申报项目，具有承担境外相应科研项目经历的视同符合本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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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四）符合通知正文的申报要求。

二、项目资助强度与实施周期

项目资助强度为 100万元/项，实施周期为 3年，项目经费一

次性拨付。

三、预期成果要求

（一）项目组成员承担本学科领域国家级科技计划、基金项

目的能力有较大提升；在重点科学问题研究上取得突破，支撑关

键核心技术发展。

（二）发表高质量论文（以标注基金项目为准）或申请相关

发明专利合计不少于 2篇（件）。鼓励发表“三类高质量论文”，

即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

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

的论文。

（三）鼓励在专著出版、标准规范、人才培养、成果应用等

方面形成多样化研究成果。

四、申报说明

重点项目请选择“区域联合基金-重点项目”专题，并按照指

南支持领域和方向，准确选择指南方向申报代码和学科代码进行

申报。

五、支持领域和方向

2023年度粤深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围绕数理与交叉前沿、电子

信息、新材料与能源化工、先进制造、海洋科学与环境生态、生

物与农业、人口与健康等领域，共设置 33个指南方向，拟支持项

目 33项。各领域拟立项项目遴选原则上应满足不低于 3:1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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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优要求。具体研究领域和方向如下：

2023年度粤深联合基金重点项目指南方向一览表

申报代码 指南方向 学科代码

（一）数理与交叉前沿领域

SZB0101 面向工业应用的数学建模、理论分析及智能优化算法研究 A01

SZB0102 量子功能器件的设计、性能与调控研究 A04

（二）电子信息领域

SZB0201 计算机辅助几何建模与加工关键方法研究 F02

SZB0202 核电站安全壳表面缺陷检测智能机器人研究 F03

SZB0203 面向大平台的集群系统自主规划与协同控制研究 F03

SZB0204 复杂环境下机器人协作理论方法研究 F03

SZB0205 面向通感融合的高密度集成光电芯片研究 F05

SZB0206 6G星云算网融合体系关键技术研究 F01

SZB0207 城市地下空间自主导航关键技术研究 F01

SZB0208 红外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 F05

SZB0209 基于氮化镓的功率器件及可靠性技术研究 F04

SZB0210 先进芯片封装结构及关键技术研究 F04

SZB0211 仿生机器人智能控制系统研究 F03

（三）新材料与能源化工领域

SZB0301 新型二维光电材料制备、性能与器件研究 E02

SZB0302 新型高效无机光学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E02

SZB0303 先进碳纳米材料的制备、组装与性能研究 E02

SZB0304 新型高效储能电池电极材料制备及性能研究 E07

SZB0305 新型高效太阳能电池材料和器件制备及性能研究 E02

SZB0306 高性能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制备及性能调控机制研究 E06

（四）先进制造领域

SZB0401 柔性零件的高效自动装配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 F03

SZB0402 医疗机器人系统增强现实、导航及控制方法研究 F03

SZB0403 复杂海况环境下的无人船艇动态水域作业关键技术研究 F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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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代码 指南方向 学科代码

SZB0404 面向先进制造的 3D重建与智能检测关键技术研究 F02

（五）海洋科学与环境生态领域

SZB0501 面向海洋无人装备的探通导测等关键问题研究 D06

SZB0502 粤港澳大湾区近海海域典型生态系统碳源汇机制研究 D06

（六）生物与农业领域

SZB0601 水稻等重要作物育种方法创新与应用 C13

SZB0602 植物 DNA甲基化调控因子挖掘及分子机制研究 C13

（七）人口与健康领域

SZB0701 人类子宫内膜围着床期调控机制研究 H04

SZB0702 基于多组学及临床诊断技术的恶性肿瘤精准诊疗研究 H16

SZB0703 耐药病原菌的生物治疗策略与临床应用 H19

SZB0704 干细胞命运的休眠和激活调控研究 H09

SZB0705 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发生发展中免疫微环境演进和重塑机

制研究
H16

SZB0706 面向阿尔茨海默病的多模态脑数据智能计算和精准干预

研究
H09

（一）数理与交叉前沿领域

本领域共设置研究方向 2个，拟支持项目 2项。

1. 面向工业应用的数学建模、理论分析及智能优化算法研究

（申报代码：SZB0101，学科代码：A01）

聚焦广东省重点技术领域的底层数学应用问题，围绕工业技

术领域广泛涉及的深度学习基础理论攻关、智能设备集群控制算

法和智能医学应用优化方法等面临的数学科学问题，开展面向工

业应用深度学习模型可解释性和训练机制、多智能体博弈控制方

法以及智能医学应用优化方法等研究，为促进广东地区重点领域

技术升级和突破瓶颈提供理论支撑。

2. 量子功能器件的设计、性能与调控研究（申报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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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B0102，学科代码：A04）

围绕量子功能器件，探究新量子体系、构筑新结构、发现新

效应等关键科学问题，研究量子功能器件的人工结构设计、器件

性能与物态测控，发展突破经典调控极限的量子调控新方案与关

键技术，为广东省在量子科技前沿的基础研究竞争中抢占制高点

打下坚实基础。

（二）电子信息领域

本领域共设置研究方向 11个，拟支持项目 11项。

1. 计算机辅助几何建模与加工关键方法研究（申报代码：

SZB0201，学科代码：F02）

针对三维模型建模、编辑和加工路径规划等几何问题，探讨

保持形态的多类型复杂模型建模机制，研究混合三维模型生成技

术、曲面细节局部“整形”以及数据驱动的三维重建算法，构建

高效精确的三维模型数字化框架，设计三维模型减材制造在复杂

模型的规划方案。

2. 核电站安全壳表面缺陷检测智能机器人研究（申报代码：

SZB0202，学科代码：F03）

基于视觉惯导 SLAM、图像检测算法和无人系统等相关理论

方法，研究弱小目标检测和跟踪方法以及认知启发的深度模型生

成算法，设计基于深度学习的主动感知智能视觉系统技术框架，

研究工业安全壳表面缺陷检测智能机器人关键技术并形成相关系

统，实现核电站安全壳表面缺陷无人监测技术在广东落地应用示

范。

3. 面向大平台的集群系统自主规划与协同控制研究（申报代

码：SZB0203，学科代码：F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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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面向大平台的集群系统自主规划与协同控制中的核心问

题，研究多域多源扰动的系统建模、集群行为表征与环境协同演

进机理，建立异构资源调度与集群自主规划方法，实现动态受限

条件智能集群分布式运动控制。探索面向深空/深海复杂环境集群

运动一致性等效问题和验证方法，实现集群仿真。

4. 复杂环境下机器人协作理论方法研究（申报代码：SZB0204，

学科代码：F03）

针对复杂环境下机器人协作理论问题，研究自重构机器人的

异构形成机理及其协作策略和评估方法，实现自重构机器人协作

任务的目标态势预测；构建融合协调策略的协作意图模型、多模

态交互模型；研究全覆盖规划算法和高精度轨迹跟踪控制技术，

为典型自重构机器人协作任务的应用验证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5. 面向通感融合的高密度集成光电芯片研究（申报代码：

SZB0205，学科代码：F05）

面向基于光纤光缆的通感一体化应用对高密度集成光电器件

的应用需求，研究高密度光电芯片集成技术和标准化制备工艺，

研制高集成度光电器件，完成多维复用大容量光传输和光缆周界

环境（应变和应力）监测典型应用演示。

6. 6G星云算网融合体系关键技术研究（申报代码：SZB0206，

学科代码：F01）

面向 6G天地一体化场景，研究星云算网融合的新型网络体系

架构，研究天地融合弹性自适应的算力深度感知与智能路由技术，

研究天地融合算网资源分布式协同调度与高效编排技术，研究星

云高性能边缘智能计算技术和边缘网络通信-感知-计算一体化技

术，开展星云算网融合半物理仿真系统验证，推动 6G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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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城市地下空间自主导航关键技术研究(申报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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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与制备技术，为芯片先进封装技术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11. 仿生机器人智能控制系统研究（申报代码：SZB0211，学

科代码：F03）

针对仿生机器人结构设计的关键问题，探究扭转-弯曲组合变

形驱动机理，设计考虑迟滞补偿、控制柔顺与稳定调参的内外环

跟踪控制方法，提出考虑可形变本体机器人复杂结构的协同运动

规划与稳定优化方法，开展目标识别与跟踪系统研究，实现仿生

机器人跨介质的高效稳定移动控制，为促进广东地区仿生机器人

智能控制提供应用示范。

（三）新材料与能源化工领域

本领域共设置研究方向 6个，拟支持项目 6项。

1. 新型二维光电材料制备、性能与器件研究（申报代码：

SZB0301，学科代码：E02）

针对后摩尔时代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元器件应用需求，发展

新型二维光电材料及其同质/异质结、摩尔超晶格等可控制备方法；

探索极端尺度下的光子、电子、声子、磁子等相互作用机制及物

性影响规律；构建新型、高效光电探测与传感、感存算一体、室

温自旋电子等器件，为促进新型半导体核心元器件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2. 新型高效无机光学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申报代码：

SZB0302，学科代码：E02）

瞄准广东地区照明、显示等领域的产业前景，开展新型高效

无机发光材料制备技术研究，基于压力、温度等维度阐明晶体结

构与荧光、手性、长余辉等光学性质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促进无

机非金属材料发展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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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进碳纳米材料的制备、组装与性能研究（申报代码：

SZB0303，学科代码：E02）

针对新能源器件、生物医药产业等对先进碳纳米材料的需求，

研究石墨烯等低维先进碳纳米材料的高品质宏量制备与可控三维

组装的关键机理与方法，研究性能导向的结构设计与调控方法，

为促进先进碳材料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4. 新型高效储能电池电极材料制备及性能研究（申报代码：

SZB0304，学科代码：E07）

围绕钠离子电池、锌离子电池、超级电容器等储能器件的新

型电化学储能技术需求，研究大容量、高倍率、循环性能稳定的

复合正负极活性材料制备及再生利用方法，研究电极材料与器件

的跨尺度仿真模拟方法，为电化学储能产业发展提供理论和技术

支撑。

5. 新型高效太阳能电池材料和器件制备及性能研究（申报代

码：SZB0305，学科代码：E02）

以瞄准下一代高效光伏电池为目标，开发新型高效太阳能电

池组件制备技术，改进其成膜质量和光电特性，研制高性能太阳

能电池及光伏器件，为广东省光伏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

支撑。

6. 高性能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制备及性能调控机制研究（申报

代码：SZB0306，学科代码：E06）

针对燃料电池结构演变、低温反应速度慢及水热管理等问题，

开展微结构重构和跨尺度多场耦合分析研究；设计高效单原子催

化剂，探究关键材料对电极电化学反应动力学的影响及调控机制；

研究燃料电池故障预诊断技术和水热管理技术，提升燃料电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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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性能及耐久性。

（四）先进制造领域

本领域共设置研究方向 4个，拟支持项目 4项。

1. 柔性零件的高效自动装配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申报代码：

SZB0401，学科代码：F03）

瞄准 3C、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应用需求，围绕制造中电缆、

柔性线路板等典型柔性零件的自动装配难题，研究机器人高分辨

率高灵敏度触觉感知机理和基于视-触觉感知与融合的高效率自动

装配基础理论和方法，实现典型可变形零件自动装配的演示验证，

为促进广东地区相关制造业的装配自动化智能化提供理论和技术

支撑。

2. 医疗机器人系统增强现实、导航及控制方法研究（申报代

码：SZB0402，学科代码：F03）

瞄准微创手术、介入式诊疗等应用需求，围绕复杂动态场景

下的位置规划、图像高精度定位和重建技术等应用领域面临的关

键科学问题，研究复杂动态场景下手术自动规划方法、增强现实

辅助、图像融合配准、人机协同柔顺控制等关键理论与方法，为

促进广东地区医疗机器人的发展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3. 复杂海况环境下的无人船艇动态水域作业关键技术研究

（申报代码：SZB0403，学科代码：F03）

瞄准无人船、无人艇等海洋装备产业需求，围绕无人船艇在

复杂海域与时变浪流涌作业环境中面临的动力学交互作用和鲁棒

控制等科学问题，研究船艇动力学优化建模、多源交互感知、动

态路径规划与运动控制等关键理论与方法，为促进广东地区海工

装备的发展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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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面向先进制造的 3D重建与智能检测关键技术研究（申报

代码：SZB0404，学科代码：F02）

瞄准精密加工的形貌测量和智能检测需求，研究多模态融合

感知、3D重建、高精度形貌测量、语义分割、缺陷自主检测与智

能识别等理论与方法，为促进广东地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理论与技术支撑。

（五）海洋科学与环境生态领域

本领域共设置研究方向 2 个，拟支持项目 2 项，仅面向深圳

地区省基金依托单位牵头申报。

1. 面向海洋无人装备的探通导测等关键问题研究（申报代码：

SZB0501，学科代码：D06）

针对海洋调查作业、水下结构检测、水下无线数据传输等需

求，围绕水下高速声/光通信、水下高精度导航定位、水下分布式

探测等关键问题，开展复杂海洋环境、水下无线通信、跨域协同

组网、水下控制定位以及水下探通导测一体化等方法研究，为海

洋无人装备领域储备关键理论与技术。

2. 粤港澳大湾区近海海域典型生态系统碳源汇机制研究（申

报代码：SZB0502，学科代码：D06）

针对国家“双碳”重大战略需求，围绕粤港澳大湾区近海海

域典型生态系统（红树林、珊瑚等）的碳源汇机制，研究生态系

统的碳代谢特征、碳源汇过程和碳汇调控机制，为服务粤港澳大

湾区“碳中和”目标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六）生物与农业领域

本领域共设置研究方向 2 个，拟支持项目 2 项，仅面向深圳

地区省基金依托单位牵头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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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稻等重要作物育种方法创新与应用（申报代码：SZB0601，

学科代码：C13）

瞄准粮食安全和种业振兴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水稻、玉米

等重要农作物为研究对象，围绕产量、品质、抗性等重要农艺性

状的改良，开展基因组设计育种和智能育种等新技术研究，创制

优异聚合性状的农作物新种质。

2. 植物 DNA 甲基化调控因子挖掘及分子机制研究（申报代

码：SZB0602，学科代码：C13）

围绕与植物表观遗传的关键科学问题，针对植物 DNA甲基化

动态调控植物生长发育和生态适应的作用机理，挖掘植物 DNA甲

基化建成过程中的重要因子，并解析其分子作用机制，阐明 DNA

甲基化对植物生长发育和生态适应的调控机制，为改良植物重要

性状奠定基础。

（七）人口与健康领域

本领域共设置研究方向 6 个，拟支持项目 6 项，仅面向深圳

地区省基金依托单位牵头申报。

1. 人类子宫内膜围着床期调控机制研究（申报代码：SZB0701，

学科代码：H04）

针对子宫内膜围着床期的关键问题，探索子宫内膜生物物理

结构，从多维组学角度研究内膜的调控机制；建立人类拟胚体与

子宫内膜细胞共培养体系，解析胚胎与内膜的相互对话，探讨滋

养细胞与蜕膜细胞的免疫稳态和生物学功能，为提高胚胎着床率

提供理论依据。

2. 基于多组学及临床诊断技术的恶性肿瘤精准诊疗研究（申

报代码：SZB0702，学科代码：H16）

针对源自肝癌、肺癌、胰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恶性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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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的人群队列，采用多组学及临床诊断等技术手段，揭示恶性肿

瘤进展新机制，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利用多种数据库信息，研究

并建立相关疾病的早期诊断、治疗与预测模型，寻找其相关标志

分子及其作用机制，提升肿瘤精准诊疗水平，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3. 耐药病原菌的生物治疗策略与临床应用（申报代码：

SZB0703，学科代码：H19）

针对器官移植、脓毒症等临床常见的继发耐药细菌感染难题，

采用结构生物学、药代动力学等技术手段及体内外模型，重点筛

选高效低毒的抗耐药菌小分子先导化合物或特异性噬菌体；建立

噬菌体体外分离、纯化、鉴定体系及靶向蛋白降解策略的耐药菌

抑制剂筛选体系；多维度解析细菌耐药机制及分子调控网络，为

耐药细菌的临床治疗提供有效的候选策略并进行临床治疗效果评

价。

4. 干细胞命运的休眠和激活调控研究（申报代码：SZB0704，

学科代码：H09）

研究神经、内分泌、泌尿等系统中干细胞的休眠和激活机制，

发现调控细胞命运的关键分子，挖掘主导细胞演化亚群的核心分

子信号网络，构建基因调控网络的新方法和新技术，揭示疾病进

展中新的潜在治疗靶点，推动转化应用。

5. 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发生发展中免疫微环境演进和重塑机制

研究（申报代码：SZB0705，学科代码：H16）

应用多组学等技术解析胃癌、肠癌及胰腺癌等消化系统肿瘤

发生发展过程中免疫微环境时空动态演进和重塑的规律，探讨肿

瘤细胞与其微环境中免疫细胞互作的网络机制，发现调控消化系

统肿瘤发生发展及其微环境重塑的重要新分子，确定肿瘤免疫治

疗新靶点，阐明其作用机制，为干预消化系统肿瘤发生发展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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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提供新依据。

6. 面向阿尔茨海默病的多模态脑数据智能计算和精准干预研

究（申报代码：SZB0706，学科代码：H09）

针对阿尔茨海默病发病机制复杂、临床精准诊疗困难等挑战，

融合MR/PET 影像、基因组、量表、行为等多模态脑数据，构建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数据+病理知识”驱动的智能预警模型，

建立“遗传-影像-病理”的关联图谱，增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临床

干预的可解释性；通过基因编辑动物模型结合精准动物行为学检

测技术验证，明确可有效识别阿尔茨海默病前期、早期的 2~3 种

生物标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