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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 2020 年度

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本专项的总体目标是：突出中医药的优势特色，继承与创新

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加强中医原创理论创新及中医药的

现代传承研究，加快中医四诊客观化、中医“治未病”、中药材生

态种植、中药复方精准用药等关键技术突破，制定一批中医药防

治重大疾病和疑难疾病的临床方案，开发一批中医药健康产品，

提升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层次，加快中医药服务的现代提升和中

医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本专项以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中医“治未病”、中药开发及

质量控制三大领域为重点，从基础、临床、产业三个环节进行全

链条、一体化设计，将专项研究任务分解为中医药理论传承与创

新、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中药资源保障、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科

技示范、中医药国际化、民族医药传承与创新等 6大任务，2017

年—2019年已围绕上述 6大任务发布了三批指南。为认真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加

强中药材质量控制，结合专项整体实施部署情况，2020年拟在任

务“中药资源保障”的“中药材生态种植及安全性保障”方向部

署项目，实施周期 2020年—2021年。根据指南方向研究内容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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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支持经费约 0.5亿元。

中药资源保障

1. 中药材生态种植及安全性保障

1.1 基于土壤特征的道地药材品质形成机制及产地溯源研究

研究内容：以 10种代表性常用道地药材为研究对象，围绕道

地药材形成过程中土壤特征与道地药材独特品质因子的形成规律

这一关键科学问题，通过对道地产区土壤特征的本底调查及稳定

同位素指纹分析，结合多谱学技术获取的道地药材品质因子，集

成建立多元标准化的道地药材品质因子及产区土壤特征大数据分

析平台。通过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分析提取变量特征并建模，结

合全局优化的方法构建土壤与道地药材品质因子的关系图谱，揭

示基于土壤特征的中药道地性形成科学内涵。同时，基于同位素

分馏原理、土壤特征—药材品质转化规律和地球大数据系统等信

息关联分析，建设现代技术的道地药材溯源检测技术集成，构建

道地药材产地真实性溯源平台。

考核指标：挖掘道地药材品质形成的关键土壤特征，建立多

维标准化的土壤特征可实际应用的大数据平台 1个；构建示范性

土壤特征与道地药材品质因子形成的关系图谱不少于 10套；基于

稳定同位素和元素指纹土壤特征与大数据关联分析建立道地药材

产地溯源数据集不少于 10种；构建道地药材产地真实性溯源平台

1个，实际判别、验证准确率不低于 80%。

支持年限：2020年—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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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支持项目数：1项

有关说明：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由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作为项目牵头单位，联合国内多学

科团队申报；项目下设课题不超过 5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

过 10家；课题参与单位应具备土壤特征研究、稳定同位素分析或

集成体系构建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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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 2020年度

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

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

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

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课题）；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

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课题）。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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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

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

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得超过指南

要求。

（2）申报单位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质要求。

（3）配套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

金等）投入不得低于指南所要求的比例，资金投入方提供有效承

诺证明，并作为项目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4）申报单位须提交补充协议。承诺各领域项目产生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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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无条件、按期递交到科技部指定的平台，在专项约定的

条件下对专项各承担单位，乃至今后面向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和公

众开放共享。如涉及我国人类遗传资源采集、保藏、利用、对外

提供等，须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 717 号）相关规定执行。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要遵

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使用

合格实验动物，在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保证实验过程合法，

实验结果真实、有效，并通过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涉及人

的伦理审查工作，均要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程翔林 010-8822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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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 2020 年度

定向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单 位 职称

1 张伯礼 天津中医药大学 教 授

2 朱晓新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研究员

3 何 轶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研究员

4 倪 健 北京中医药大学 教 授

5 唐健元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药品审评中心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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