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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5年度省前沿技术研发计划
（现代农业）项目指南

一、生物育种专题

围绕精准高效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设计育种、全基因组选择

技术研发与特优质稻麦重大品种选育、耐盐碱作物新品种创制和

高价值海水养殖鱼类新品种选育等重点方向，加快前沿关键技术

突破，培育重大创新性新品种，推动实现高水平种业科技自立自

强。

1101 人工智能设计育种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作物高质量基因型-表型数据不足、智能育种

模型缺乏等问题，研发作物重要基因的高通量突变体库及高效表

型筛选技术，基于深度学习算法构建基因-农艺性状预测 AI模型，

结合蛋白结构解析预测优异基因，精准创制耐高温、抗病虫等高

产突破性主粮作物新种质。

考核指标：开发优异基因人工智能育种模型 1个；解析关键

蛋白晶体结构 5-8 个；挖掘重大价值新基因 2-3个；创制耐高温、

抗病虫等高产优质主粮作物新种质 5-10份。

1102 作物高效精准基因编辑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我省创新性基因编辑技术研究滞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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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或设计多类型的碱基修饰酶，开发高效低脱靶精准编辑系统，

研发 Kb级大片段高效精准定向插入替换技术，创制高产、抗逆、

养分高效利用作物新种质。

考核指标：发掘或设计基因编辑新元件 1-2 个，使编辑效率

提升至目前水平的 3倍以上；Kb级大片段精准定向插入效率达到

3%以上；创制高产、抗逆和养分高效的新种质 10-15份。

1103 全基因组选择技术研发与特优质稻麦新品种选育

研发内容：针对我省绿色特优质稻麦品种匮乏的现状，开发

复杂性状的全基因组选择新方法，构建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平台，

培育优质、耐贮的新一代绿色优良食味粳稻品种。聚合优质弱筋、

超低硬度、高粉质率等相关基因，培育突破性优质绿色软质小麦

新品种。

考核指标：开发全基因组选择新算法 1个，基因组选择精度

达≥85%；水稻外观品质优、米质达部标 1级，或食味值≥88 分

的耐贮绿色优质食味品种 1-2 个；小麦品质达到国标优质弱筋，

相应食品评分达 85 分以上的绿色优质小麦新品种 1-2 个。

1104 耐盐碱粮油作物新品种选育

研发内容：针对我省中、高度盐碱地（pH>8.0，全盐含量

>0.4%）品种缺乏、单产低、品质差等问题，开展作物耐盐性状

高效精准鉴定技术研发，挖掘耐盐、高产新基因并开发功能性分

子标记，多基因聚合创制高产、耐盐性状的粮油作物新种质与新

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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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鉴定耐盐、高产粮油作物种质资源 8-10 份，发掘

控制耐盐基因 3-5 个，开发功能分子标记 3-5 个。创制高产、耐

盐作物新种质 8-10份，选育适合中、高度盐碱地作物新品种 2-3

个，产量比主推品种提高 8%以上。

1105 畜禽全景组学精准选育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我省畜禽重要经济性状关键基因挖掘不足、

遗传调控机制不明、育种资源短缺等问题，重点开展畜禽主导品

种重要性状的精准测定及表型组数据库构建，基于全景组学、系

统生物学及深度学习等技术，挖掘显著影响目标性状及抗病性形

成的重要候选基因及调控位点，解析性状形成机制及性状间互作

调控网络，利用基因编辑、基因组选择等精准育种技术，创制畜

禽育种新材料。

考核指标：挖掘与畜禽生产密切相关的遗传调控及抗病性关

键位点10-12个，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新基因资源4-5个，解析其

分子调控网络4-5个，创制畜禽育种新材料3-4个。

1106 适宜江苏海域深远海养殖鱼类新品种选育

研发内容：针对江苏海域适宜深远海养殖鱼类品种缺乏、现

有养殖对象耐低温、抗病力差等问题，系统收集并筛选优质种质

资源，解析适宜深远海养殖品种生长、耐低温、抗病等经济性状

形成的遗传基础与调控机制，挖掘关键基因或调控通路，研发适

宜江苏海域深远海养殖模式的鱼类优质新品种培育技术，建立集

优良种质收集、繁育、苗种生产以及深远海网箱养殖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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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收集适合深远海养殖品种的种质资源群体3-5个；

鉴定与生长、耐低温、抗病相关的关键基因或元件6个以上；研

发高通量表型测定技术系统1套，建立育种技术体系1套，培育适

合江苏海域深远海养殖模式的新品种（系）1-2个；建立养殖标

准技术体系1套，形成深远海养殖技术标准1个。

1107 滩涂高价值贝类新品种选育

研发内容：针对江苏滩涂贝类良种覆盖率低、种质退化等问

题，面向文蛤、青蛤等对象，围绕生长、抗逆、营养品质等重要

经济性状，解析育种性状形成的遗传基础与调控机制，发掘关键

基因或调控元件；采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等分子育种技术发掘优

良性状分子标记，解析遗传调控机理，选育滩涂高价值贝类新品

种，研究滩涂贝类家系制种技术，为滩涂贝类种业创新提供基础

支撑。

考核指标：探明生长、抗性、营养品质等2-3个主要经济性

状形成的遗传基础与调控机制，研发滩涂高价值贝类育种、制种

技术1项，形成新品系1个，建立滩涂高价值贝类新品种选育和养

殖技术新体系1-2套。

二、智能装备专题

围绕信息感知、智能决策、精准作业和智慧管控等关键环节

重大技术需求，重点突破高精度农用传感、种肥药投入智能决策、

高效能电驱动力、农机智能精准作业、设施果蔬高效生产及提质

保鲜等一批前沿关键技术，加快推动江苏智能装备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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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 农田高效精准平整作业智能装备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平整要求高，而现有平

地机无作业路径统筹规划能力，有效作业率低、油耗高的问题，

开展农田地貌车载式快速测绘、作业路径统筹规划、规划路径自

动导航跟踪、路径拆分与多机协同等技术研究，突破平地作业路

径智能规划与作业过程智能调控关键技术，创制农田高效精准平

整作业智能装备。

考核指标：研制农田高效精准平整作业智能装备3套，农田

地貌实时测绘误差≤1.5cm、平地机组无人驾驶曲线路径跟踪误

差≤10cm、土地平整度误差≤3cm，协同作业机组≥3台套，与

现有激光/卫星平地机相比，综合作业效率提升30%以上、油耗

降低20%以上。

2102 种肥药投入智能决策与无人机作业装备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农用无人机种肥药播施作业农情准确性差、

决策精度低、作业效果评估难的问题，开展基于无人机平台的苗

情信息快速获取与定量解析、种肥药投入量智能决策、变量作业

过程精准管控等技术研究，突破投入量智能决策与作业过程精准

管控关键技术，创制无人机农作管理云平台，研发种肥药投入智

能决策与无人机精准作业装备。

考核指标：开发农情信息无人机快速感知与种肥药投入量智

能决策应用软件1-2套，农情感知精度≥85%；构建作业质量评

估模型3个，评价误差≤5%；研制种肥药投入智能决策与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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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作业装备，基于北斗导航环境下的变量作业精度≥90%；相

同产量，种肥药用量较传统模式减少10%以上。

2103 大田农情多源精准感知与关键装备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大田农情信息获取精度低、处理难的问题，

开展农情信息多尺度智能感知、多源信息融合解析等技术研究，

创制作物生命信息解析模型的图谱合一传感器，研发大田农情地

面巡检机器人平台及多源信息采集终端，研制大田农情多源精准

感知与关键装备。

考核指标：研制非接触式图谱合一型作物生命信息传感器

1-2套；研制水旱通用型大田农情地面巡检机器人1套，自主导航

误差≤2.5cm、对行行驶误差≤5cm，农情感知精度≥85%。

2104 设施园艺高效能电驱系统及智能动力装备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现有电驱系统动力输出弱、续航时间短、智

能化程度低等问题，设计分布式电机驱动底盘构型，研发低速大

扭矩电机和高能量密度驱动电池组及智能管理系统，开发适应多

种作业场景的高效电驱动控制系统及智能动力装备，实现面向设

施园艺复杂行走-作业场景的自适应功率匹配与智能协同控制。

考核指标：研发设施园艺电动智能动力装备1种，满足旋耕

起垄等较大功耗作业需求，整机动力29.4-51.5kW，行走电机最

大输出扭矩≥2200N·m，电驱动系统使用效率≥85%，单次续航

时间≥4h，设施自主导航误差≤3.0cm。

2105 工厂化设施蔬菜高效栽培智慧管控系统与装备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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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内容：针对当前工厂化设施蔬菜垂直种植系统能耗高、

自动化程度低的问题，开展新型低能耗温室构型研究，研发“光

-温-营养”耦合高效协同调控关键技术，构建设施蔬菜周年垂直

栽培数字模型，创制成套智能系统与装备，实现基于模型驱动的

蔬菜垂直种植光、温、水、肥全要素智能决策与无人化高效控制。

考核指标：优化蔬菜垂直种植周年生产低能耗温室结构1种；

构建温室能耗数字模型和蔬菜生长发育数字模型，创制成套智能

系统与装备1套；水肥利用效率提升35%以上，温室能耗降低

20%-30%，生产效率提高50%以上。

2106 果蔬高质保鲜新型材料与智能装备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高值生鲜果蔬产后损耗大、供应链管控技术

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开展生鲜果蔬产后品质劣变机理、果蔬田间

快速热传导机制、新鲜度与品质及关键环境信息感知指示材料、

保鲜新材料等研究，研制智能化超高效预冷设备和协同保鲜设

备，开发产后全供应链品质监测与物流区块链系统，实现果蔬产

后品质保鲜与供应链品质信息的在线监管与溯源。

考核指标：研制智能化预冷设备1-2台套，预冷速度提升15%

以上；研发新鲜度感知材料及其智能集成标签2-3种，检测精度

90%以上；研制新型保鲜材料1-2种及协同保鲜设备1-2台套，保

鲜时长增加30%以上；构建物流多源信息决策与货架品质预测预

警技术体系1-2个，预测误差降低25%以上。

三、未来食品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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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质蛋白资源、合成生物等领域，重点突破新质蛋白资

源挖掘利用、食品基料的绿色高效生物合成、特殊场景未来食品

开发、新型食品风险因子高效识别与安全评价等前沿核心技术，

推动未来食品生产新方式、新模式、新产品、新业态创新发展。

3101 新质蛋白资源挖掘与利用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微生物蛋白、藻类蛋白、动物细胞蛋白等新

质蛋白资源挖掘不足、品质调控性差等瓶颈问题，研究不同来源

新质蛋白分子多组学挖掘技术和梯度化无废弃高效制备技术，基

于构效关系开展新质蛋白加工和感官、营养及功能品质评价技术

研究，建立酶法合成、质构重组复配等分子改造策略，实现未来

新质蛋白与传统蛋白的高度拟真性。

考核指标：开发新质蛋白资源加工、感官、营养及功能品质

评价技术5-6项；突破未来新质蛋白品质改造及重组复配关键技

术5-6项；复配创制未来新质蛋白原料6-8种，食用真菌等微生物

来源蛋白含量大于50%以上，必需氨基酸不低于45%。

3102 未来功能食品基料的绿色高效生物合成关键技术研

发

研发内容：针对功能油脂、维生素、功能糖等营养素生物合

成效率低、生物制造过程智能化程度不高等问题，设计新型生物

合成途径，搭建包含数据驱动的食品酶催化机制解析、高性能突

变预测、高通量虚拟筛选、应用属性评价的食品酶全流程设计平

台，开发全细胞数字模拟技术，建立基于不同基料结构特征的食



— 18 —

品基料合成高效细胞工厂，实现未来功能食品基料的高效生物制

造。

考核指标：突破AI辅助的高性能食品酶设计改造、细胞工厂

合成调控网络重构设计、生物制造过程智能精准调控等关键技术

不低于4项；创制高效合成DHA、EPA、维生素K2、维生素D3、

2’-岩藻糖基乳糖、乳酰-N-新四糖等典型功能性基料的细胞工厂

不少于10个。

3103 江苏特色农产品高值加工利用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海洋产品、果蔬、食药用菌等江苏特色农产

品精深加工高值化高质产品匮乏、副产物利用不足、能耗和废水

排放高等问题，研发特色农产品和副产物中特征营养及功能组分

的工业化连续分离和绿色高效生产技术，突破不同组分多维品质

的稳态化保护技术，实现基于分子包埋、多分子层乳化特征组分

精深加工产品的多维品质定向精准调控。

考核指标：突破江苏特色农产品及其加工副产物中多糖、活

性蛋白、活性肽、多酚等特征性功能物质高效绿色制造、功能性

成分活性提升等关键技术不低于5项；其中活性多糖、蛋白、肽

等特征性功能物质提取率提升至70%以上，纯度提高20%以上，

损失率降至30%以内。

3104 特殊场景未来食品开发技术研发

研发内容：围绕在高强度运动、特殊作业任务人群对抗疲劳、

抗应激营养因子的共性需求，精准挖掘适合特殊场景营养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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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功能成分，研究药食同源食品中抗疲劳、抗应激、调节昼夜

节律协同功能簇挖掘及解析技术，研发适合特殊应用场景的功能

因子食品化智能定向控释技术，开发具有抗疲劳、抗氧化、抗应

激、调节昼夜节律等功能的未来功能性食品的高维打印及可食用

机器人技术，满足特定人群的差异化营养需求。

考核指标：挖掘药食同源食品中抗饥饿、抗疲劳、抗应激、

抗感染、调节昼夜节律等协同功能簇不少于20个；突破适合特殊

应用场景的功能因子食品化智能定向控释技术5-6种。

3105 未来食品潜在新型风险因子高效识别与安全评价技

术研发

研发内容：针对发酵原料及生物合成食品全链条面临的多元

性风险因子引入风险，研究过敏原、食源性致病菌和新型毒素等

潜在危害因子的高通量识别技术，基于过敏原、食源性致病菌和

新型毒素等精准筛查与定量分析技术，探明不同风险因子的释放

规律及在生物体内的移位途径，开展未来食品中风险因子的多组

学分析和毒理学生物学效应系统评价，实现未来食品潜在危害和

风险因子高效精准识别。

考核指标：创制未来食品全链条风险因子高通量识别与精准

筛查新技术5项；建立大肠杆菌内毒素免疫刺激力构效关系，开

发的生物传感和定性定量技术检出限达μg/kg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