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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3年度粤莞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申报指南

粤莞联合基金重点项目支持科技人员围绕东莞和粤港澳大湾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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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东

莞地区依托单位牵头申报粤莞联合基金重点项目的，须至少联合

一家东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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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四）符合通知正文的申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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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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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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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粤莞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围绕数理与交叉前沿、新一

代电子信息与数字经济、新材料与能源化工、高端装备与智能制

造、生物医药与人口健康领域，共设置研究方向 23个，拟支持项

目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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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优要求，对依托大科学装置等特有重大创新平台开展的前沿探

索性研究（申报代码 DGB0101~0104、0301~0302）可适当放宽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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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具体研究领域和方向如下：

2023 年粤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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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GB0101 先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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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理与交叉前沿领域

本领域共设置研究方向 4个，拟支持项目 4项。

1. 先进加速器技术与理论研究（申报代码：DGB0101，学科

代码：A05）

瞄准散裂中子源和南方光源核心技术发展，围绕先进加速器

技术和理论发展需求，开展先进带电粒子束诊断与控制技术、强

流加速器束流物理关键问题、四代光源关键加速器物理与技术等

研究，为解决先进加速器关键工程技术等问题提供理论和技术支

撑。

2. 新型中子斩波器研究（申报代码：DGB0102，学科代码：

A05）

围绕中子非弹性散射对高速脉冲型中子斩波器研发的急迫需

求，开展中子脉冲斩波器的物理参数与性能关系、转子动力学、

斩波性能等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实验验证多支能量测试模式，

填补国内非弹性中子散射关键技术空白。

3. 新型加速器及先进缪子源的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申报代

码：DGB0103，学科代码：A05）

开展基于新加速原理以及新加速器设计理念的直线加速器理

论和设计研究，研究先进缪子源的束流本底调控、先进探测技术

等关键技术，促进散裂中子源加速器技术发展和应用范围拓展。

4. 新型纳米能源材料的原位中子散射研究（申报代码：

DGB0104，学科代码：A05）

基于散裂中子源大科学装置，利用原位中子衍射、全散射、

小角散射、极化中子散射等技术，开展钠离子储能材料、软磁节

能材料和相变能源转换材料等新型纳米能源材料的微观物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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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相关功能器件的结构稳定性；从热力学与晶格动力学两方面

澄清原子结构、微观磁结构，揭示材料产生作用过程中驱动的微

观机制，为大湾区新能源领域的发展提供支撑。

（二）新一代电子信息与数字经济领域

本领域共设置研究方向 2个，拟支持项目 2项。

1. 生命体征信号智能处理方法研究（申报代码：DGB0201，

学科代码：F03）

针对智能医疗、智慧养老等领域的应用需求，围绕毫米波雷

达、多模态智能传感器在生命体征定位、动作识别中的关键科学

问题，开展基于边缘计算的深度学习识别理论及算法研究，为新

型生命体征测量技术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2. 高效药物反应预测研究（申报代码：DGB0202，学科代码：

F02）

聚焦药物反应预测需求，围绕新靶标发现、新分子实体设计、

新型联合用药方案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统一知识表示体系构建、

注意力网络建模的关键机理与方法，开展药物-药物反应、药物-

靶点反应、药物-基因反应预测等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实现高效

药物反应预测。

（三）新材料与能源化工领域

本领域共设置研究方向 7个，拟支持项目 7项。

1. 量子材料的中子散射研究（申报代码：DGB0301，学科代

码：E02）

面向新型量子材料，依托中子散射技术，开展量子自旋液体

态、强磁阻挫、单分子磁涡旋分子基磁性材料、稀土基磁相变材

料、强关联磁性材料、量子磁存储材料等研究。在精确控制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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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高质量单晶，并利用物性测量手段在极端条件下（温度<1K，磁

场>9T）研究材料的磁学和热学性质，利用极化、非弹性中子散射

等，揭示基态自旋结构和自旋动力学，为开发具有优异性能的分

子基磁性材料等提供新的途径和指导。

2. 有机功能高分子材料的中子散射研究（申报代码：

DGB0302，学科代码：E03）

面向量子信息、光伏产业对高性能有机功能高分子材料的需

求，围绕多层膜结构和关键特性、非富勒烯有机半导体薄膜相分

离形貌调控等问题，利用中子散射技术，探索自旋和轨道霍尔效

应的物理机制、能量转换效率提升的关键机理和方法，开展新型

磁场探测原型器件、有机光伏元器件的应用基础研究。

3. 基于原位液相显微技术的电极材料表界面电化学行为研究

（申报代码：DGB0303，学科代码：E01）

针对水系多价储能离子电池和海水制氢装置中电极材料界面

的电化学极化和腐蚀问题，利用原位微区电化学显微技术，开展

电极材料表界面在液相环境中的微观结构演变和电荷转移等研究，

达到较优的电化学电流成像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为高性能水系

多价离子电池等的构建提供实验和理论基础。

4. 应用于干细胞疗法的仿生材料研究和类器官模型构建（申

报代码：DGB0304，学科代码：E03）

针对器官损伤或病变后组织修复再生问题，开展性能可调控

的支撑干细胞生长和定向诱导分化的分子共组装细胞外基质仿生

材料研究，构建功能性人工组织类器官模型，实现干细胞分化关

键节点等单细胞单分子追踪，在分子、细胞、类器官多层次阐述

关键生物过程，厘清细胞外基质性质与干细胞定向分化之间的规



- 22 -

律，促进干细胞疗法在再生以及免疫治疗等方面应用。

5. 新型光催化二氧化碳还原转化材料研究（申报代码：

DGB0305，学科代码：B01）

围绕二氧化碳资源化，研究新型光催化剂材料，利用二氧化

碳与水或者有机物进行光催化还原转化，制备高附加值精细化学

品。对多孔框架材料、廉价金属有机配合物材料、量子点材料等

新型光功能材料开展精准调控，提供高密度催化活性位点以及长

寿命光激发态调控，利用超快光谱等先进表征手段探索材料在光

催化过程中的光物理化学机制，在气固/气液相反应体系中实现二

氧化碳高转化率与产物高选择性。

6. 二维材料制备及其光电性能研究（申报代码：DGB0306，

学科代码：E02）

针对高性能与低功耗光电器件用二维材料，聚焦二维半导体

异质结光电器件与成像技术，研究大面积二维半导体及其异质结

材料制备工艺和界面物理性质，揭示材料缺陷、界面性质与光电

器件性能的关联机制，为促进新型半导体核心元器件及下一代信

息技术发展提供支撑。

7. 高效制氢及氢能应用技术研究（申报代码：DGB0307，学

科代码：B06）

瞄准绿色低碳能源转型应用需求，围绕氢能相关科学、技术

和工程问题，开展制氢技术、相关材料、电化学反应及其相关工

程应用面临的关键技术问题研究，为促进广东省氢能产业发展升

级提供技术支撑。

（四）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领域

本领域共设置研究方向 2个，拟支持项目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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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大装置设施与大型构件的智能制造及健康监测（申报代

码：DGB0401，学科代码：E05）

针对重大装置设施与大型复杂构件智能制造及健康监测中的

科学问题，开展机器学习、复合加工、数字孪生等先进智能制造

理论与技术研究，提升重大装置设施与大型构件的数字化、智能

化制造与运维水平。

2. 先进制造过程控制理论与优化方法研究（申报代码：

DGB0402，学科代码：F03）

针对先进制造行业工序耦合、过程复杂的特征，基于精益管

控、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开展面向全生命周期集成优

化的制造过程控制理论与优化方法研究，为我省相关行业提质增

效与节能减排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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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机制。开展四价铂类药物、华蟾素等与纳米硼药制剂联合治

疗卵巢癌、乳腺癌的效果研究，为扩展硼中子俘获治疗的临床应

用奠定基础。

3. 中医药防治创伤性骨关节疾病、脊柱退行性病变的研究（申

报代码：DGB0503，学科代码：H27）

发挥中医药特色与优势，传承名中医验方，联合网络药理学-

多组学分析，探究活血通络类中药防治创伤性骨关节疾病异位骨

化多靶点、多途径、多环节（如血管新生、抗炎）的复杂作用机

制，阐明其有效成分及构效关系等，对现有名中医验方（或院内

制剂）进行优化、再开发及新药转化。

4. 脂质生物材料的合成及核酸递送应用研究（申报代码：

DGB0504，学科代码：H18）

基于脂质纳米颗粒载体递送技术，开展抗病毒、抗恶性脑胶

质瘤的作用机制及应用探索研究。结合不同修饰基团亲水极性头

部嵌段，优化合成具有体内组织适配、相变释放及靶向等关键性

能的可离子化脂质体纳米载体，促进核酸分子高效递送。开展脂

质体纳米载体毒理学研究和生物安全性评价，明确新型脂质体核

酸药物的给药剂量及方式等关键治疗指标，建立 CMC质控非临床

评价标准。

5. 基于多模态眼科精准智能化诊断技术及诊疗体系构建（申

报代码：DGB0505，学科代码：H12）

围绕糖尿病视网膜、黄斑变性等病变问题，应用 OCT/OCTA

技术、蛋白质组学、多模态数据、生物信息分析、人工智能等技

术，开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早期智能筛查、辅助诊断智能化、

精准化诊疗系统等研究。



- 25 -

6. 男性不育的分子机制及治疗研究（申报代码：DGB0506，

学科代码：H04）

围绕男性不育症如少弱畸精子症、无精子症等生殖领域的关

键科学问题，发现致病基因，构建突变基因动物模型，采用单细

胞测序等组学技术研究少弱畸精子症及无精子症睾丸细胞异质性

及微环境的变化，明确其发病机制，探寻潜在的治疗靶点，为治

疗男性不育、改善男性生殖健康、提高生育能力及缓解人口老龄

化提供理论支撑。

7. 炎症性肠病湿邪致病机制及中药干预作用研究（申报代码：

DGB0507，学科代码：H27）

突出岭南中医药特色，瞄准炎症性肠病防治研究，以临床疗

效为导向，建立基于大样本、多中心炎症性肠病临床随访队列，

结合高通量多组学技术筛选鉴定影响炎症性肠病发生发展的关键

代谢调控通路及代谢分子，阐明其影响疾病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

针对炎症性肠病湿邪致病病机理论，通过人群研究和人源化动物

模型相结合模式，揭示湿邪致病的科学内涵，并开展基于临床经

验方的疗效评价和药效学机制研究。

8. 高值小分子天然产物生物合成研究（申报代码：DGB0508，

学科代码：C05）

针对人参皂苷、重组Ⅲ型人源化胶原蛋白等来源稀有、合成

繁杂的高值小分子天然产物，通过小角中子散射等技术解析其分

子结构，通过基因工程改造、代谢途径优化与适配、组学检测与

分析、关键酶活性提升等途径，建立高效生产目标产物的生物合

成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