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榆林市 2021 年科技计划目申报指南

一、重点产业创新链项目

围绕“五个一百”行动计划，实施产业创新链重大专项，

开展重点产业关键技术攻关，着力培育成长性好、增值潜力

大的新兴产业，依靠科技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技术和产品。

2021 年围绕以下五大产业创新链，组织实施一批重点产业创

新链项目，每个课题实施期限不超过两年。

1.主要粮油作物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

1.1 旱作节水种质资源创新与节水智能化工程技术集成

研究

1.2 玉米分子育种技术研发及试验示范推广

1.3 高产高效玉米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集成创新

1.4 主要粮食作物抗病育种技术研究与示范

1.5 优质杂粮新品种选育、新品种鉴选及配套栽培技术

1.6 农作物优异种质资源引进、创制及利用技术

1.7 高产、优质、广适多抗机械化作业的地方特色农业

新品种选育

2.设施农业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2.1 设施结构优化建造技术研究集成与示范；

2.2 设施蔬菜新品种、新技术引进筛选与示范推广；



2.3 设施蔬菜一村（乡）一品高效种植模式研究与示范

推广；

2.4 设施蔬菜抗重茬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2.5 设施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2.6 设施蔬菜智能化、机械化栽培管理技术研究与示范；

2.7 设施蔬菜农药化肥减施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2.8 食用菌菌种筛选及其智能化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2.9 陕北人工灌木林更新与食用菌产业协同发展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

2.10 主要夏秋露地蔬菜新品种、新技术引进筛选与示范

推广；

2.11 露地蔬菜规模化、机械化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2.12 露地蔬菜净菜加工与冷链贮运技术研究示范。

2.13 特色蔬菜高产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2.14 特色蔬菜脱水、腌制加工技术研究与示范。

3.煤化工固废处置与资源化利用

3.1 煤化工固废危险程度分类及标准的研究

3.2 煤化工固废制工业炭黑新材料技术

3.3 煤化工固废制备沥青改性剂的开发与应用示范

3.4 煤化工固废制备采空区充填新材料技术研发

3.5 煤矿固体废弃物返井充填开采应用研究与产业化

3.6 煤气化废渣脱碳综合利用技术研究



3.7 碳捕集和碳封存技术开发

3.8 煤气化废渣脱碳综合利用技术研究

4.氢能的制备、储存、运输、应用及相关键技术研究

4.1 分布式制氢过程中的新型低温催化剂研发

4.2 高效集成式制氢反应器的研发

4.3 甲醇燃料清洁高效热力燃烧关键技术与智能化应用

研究

4.4 醇-光-电多能互补装备及系统开发与应用研究

4.5 低温、高效裂解氨气重整制备高纯氢气技术与装备

4.6 兰炭废水蒸氨、浓氨、络合化、固态储氢工艺与装

备

4.7 重卡不锈钢（钛钢）双极板制备工艺与装备

4.8 光热—催化剂协同催化二氧化碳和水制备高端化学

品工艺与装备

4.9 重卡膜电极催化剂、制备工艺与装备

4.10 煤基混合环烷烃加氢、脱氢技术开发与装备研制

5.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关键技术研究创新链

5.1 黄河流域（榆林段）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关键技术

研究

5.2 石卯遗址保护及展示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5.3 水污染防治技术研究

5.4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研究研究



5.5 环境保护、生态修复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5.6 能源化工环保节能关键技术研究

二、一般项目

（一）农业领域

聚焦我市 4+x 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应用以

及当地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提升增效科技创新，针

对当前我市农业领域急需解决的问题，加强应用技术研究和

新技术推广、新产品开发，建立高水平的山地苹果、马铃薯、

小杂粮 、玉米及畜禽养殖等科技示范园或示范基地，就地

转化应用一批重点科技成果，发展智慧农业工程，构建新型

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促进我市现代农业发展和科技进步

水平提升。

1.农业种植

1.1 小杂粮优质多抗育种技术研究及品种培育推广；

1.2 抗旱救灾小杂粮品种选育；

1.3 谷子杂交育种技术研究与应用；

1.4 小杂粮增效关键技术示范与推广；

1.5 小杂粮优质种质资源发掘与利用；

1.6 小杂粮良种繁育与应用；

1.7 小杂粮传统食品现代化加工品质提升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1.8 玉米加工、仓储技术能力提升技术集成示范

1.9 粮饲兼用玉米、青贮玉米选育及青贮饲养技术集成



与产业化示范

1.10 薯类作物种质资源创新及品种选育与改良

1.11 马铃薯脱毒种薯高效低成本繁育技术集成与示范

1.12 马铃薯化肥农药减施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1.13 马铃薯旱作高产增效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

1.14 马铃薯土传病害综合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1.15 马铃薯鲜切加工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1.16 榆林山地苹果新品种、新砧木、新技术、新设备、

新模式引进试验示范。

1.17 榆林山地苹果早果优质高效省力化生产示范推广

1.18 榆林山地苹果大苗繁育生产示范

1.19 榆林山地苹果抗旱节水生产示范

1.20 榆林山地苹果灾害性防御技术研究与应用

1.21 榆林山地苹果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推广

1.22 榆林山地苹果免袋生产技术研究与应用

1.23 榆林山地苹果化学蔬花蔬果生产技术示范推广

1.24 榆林山地苹果模式化修剪技术研究与示范

1.25 果品精深加工技术研究

1.26 山地苹果冷藏贮运技术研究

1.27 特色时令水果引进示范葡萄速生丰产优质高效生

产示范

1.28 枣树食芽象甲种群遗传及扩散规律研究



1.29 枣疯病发病机理及其防控技术研究

1.30 设施鲜食枣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1.31 核桃丰产栽培及深加工利用技术研究

1.32 果树水肥一体化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

1.33 脱毒草莓种苗培育及栽培技术示范

1.34 优质高效葡萄新品种筛选及配套栽培技术

1.35 葡萄速生丰产优质高效生产示范

1.36 优质高效葡萄新品种筛选及配套栽培技术

1.37 无絮垂柳无性系的选育

1.38 柳树丛枝病发生规律与防治研究

1.39 多种芳香植物引种与园林应用筛选试验研究

1.40 毛乌素沙地南缘地区土地改良粮食增产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

2.农业养殖

2.1 肉用绵羊良种选育

2.2 多胎肉绵羊新品系培育

2.3 陕北白绒山羊选育提升

2.4 肉毛兼用型绵羊新品种选育及示范推广

2.5 肉羊细管冷冻胚胎生产技术研发推广

2.6 高繁湖羊选育提高与杂交利用

2.7 基因编辑子午岭黑山羊中试推广

2.8 羊子健康养殖与疫病防治技术研究



2.9 羊子营养调控与饲草料加工技术研发

2.10 优质牧草生产与加工技术的研究与示范

2.11 羊肉品质提升和梯次加工技术研究与示范

2.12 设施养羊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3.农产品加工

3.1 特色食品工业化加工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制

3.2 食用菌高效加工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

3.3 新型方便即食食品加工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

3.4 发酵食品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开发

3.5 特色油料资源加工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

3.6 面制食品加工关键技术与装备开发

3.7 果蔬采摘后品质控制关键技术与装备开发

（二）工业领域

以提高我市工业企业技术整体水平和行业科技创新能

力为着力点，聚焦我市能源优势，坚持自主创新、集成创新

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产

学研用相结合，以科技产业化为目标，加强创新供给，力争

在新材料与装备、能源化工、节能环保重点行业的关键技术

领域实现突破，加快技术创新平台和现代科技服务业发展，

加快先进成熟技术和工艺的推广应用，破解我市制造业发展

中的关键共性技术难题，着力打造科技创新产业集群。

1.能源化工

1.1“一步法”甲醇制汽油工艺技术研究与开发；



1.2 煤焦油沸腾床加氢装置大型化技术研究；

1.3 固定床甲醇制芳烃烯烃联产工艺技术研究与开发

1.4 煤基甲醇芳构化催化剂性能改进研究

1.5 二甲苯异构化、苯及甲苯烷基化工艺研究与开发

1.6 聚乙烯制大中空专用料及高密度专用膜料技术的研

发

1.7 聚丙烯专用料生产 PPR 管材料产品的应用技术研究

1.8 抗冲击丙烯共聚产品的技术研究与开发

1.9 乙烯—丁烯共聚物产品的开发与应用示范

1.10 煤制烯烃 C4 馏分深加工技术研究与开发

1.11 煤化工废水处理工艺技术

1.12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生化处理与有机肥利用

技术

1.13 煤矸石综合利用技术

1.14 煤泥干燥及余热综合利用技术

1.15 煤焦油高效+回收及下游产品开发关键技术

1.16 煤焦油加氢制碳素材料技术

1.17 粉煤热解油尘分离技术

1.18 中低温煤焦油定向分离技术

1.19 中低温煤焦油制备碳材料技术

1.20 煤基活性焦新材料制备技术

1.21 兰炭尾气综合利用关键技术



1.22 高品质石墨烯粉体的规模化生产技术和石墨烯下

游应用技术引进与推广

1.23 新能源和再生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技术

1.24 聚乙烯、聚丙烯产品的研究与开发

1.25 甲醇燃料及相关技术研发与应用

1.26 高效清洁安全煤炭地下气化应用研究

1.27 矿山机械技术研究与示范

1.28 深层煤的勘探与绿色开采技术

1.29 煤矿多元固废短壁巷式充填技术研究

1.30 能化设备制造与焊接修复关键技术

1.31 煤化工高盐水分盐制酸/碱资源化技术

2.新材料

2.1 金属镁高效清洁生产关键技术开发

2.2 镁合金精深加工技术开发

2.3 镁冶炼渣综合利用新技术开发

2.4 金属镁高效清洁生产关键技术

2.5 高性能高品质镁合金铸件关键制备技术和产业化

3.电子信息

3.1 气象灾害应急通信关键技术研究

3.2 矿用防爆数字化遥控系统

3.3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处理与分析

3.4 城市防汛排涝智能化技术



3.5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 5G 领域关键技术

研发

3.6 电子信息与自动化控制关键技术研究

3.7 疫情防控全场景应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3.8 无人系统应用与市场推广研究

3.9 疫情防控速报平台结合无人机应用技术的研究与系

统开发

4.加工业

4.1 纺织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4.2 新型羊绒花式纱线及产品研发

4.3 羊毛防寒服包覆填充物材料构造技术研究与应用

4.4 山羊绒分梳与加工技术研究

4.5 智慧化冷链仓储共享技术研究与应用

4.6 相变调温材料毛蛋白改性丙烯腈纤维的关键技术研

发

（三）社会发展领域

优先支持能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建设节约型

社会，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疫情防控等促进社会进步重大

课题，突出具有我市优势和特色的现代中医药产业，开展节

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技术集成和应用示范，促进

社会发展领域科技创新。

1.中医药现代化



1.1 陕北地区中药材优良品种选育

1.2 陕北地区优良中草药规范化栽培技术研究

1.3 有机黄芪生态种植示范与深加工产品研发

1.4 中药、天然药物新技术研究

1.5 中药材健康产品的开发及产业化研究

2.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创新链

2.1 冠心病等重要心血管疾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2.2 脑血管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2.3 恶性肿瘤早期诊断与治疗关键技术研究

2.4 消化道肿瘤临床诊疗关键技术研究

2.5 慢阻肺等重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2.6 糖尿病等重要代谢性疾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2.7 神经性疾病的早期诊治新技术研究

2.8 孤独症等儿童疾病发病机制及干预技术研究

2.9 慢性肾脏疾病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3.常见病、多发病诊治新技术研究

3.1 血液和免疫系统疾病诊治新技术研究

3.2 妇产科疾病诊治新技术研究

3.3 儿科常见疾病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3.4 骨科疾病诊治新技术研究

3.5 眼耳鼻喉疾病诊治新技术研究

3.6 感染性疾病防治新技术研究

3.7 皮肤病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3.8 地方病防治新技术研究



3.9 精神心理疾病防治新技术研究

3.10 冠心病等重要心血管疾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3.11 脑血管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3.12 恶性肿瘤早期诊断与治疗关键技术研究

3.13 消化道肿瘤临床诊疗关键技术研究

3.14 慢阻肺等重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控关键技术研

究

3.15 孤独症等儿童疾病发病机制及干预技术研究

3.16 慢性肾脏疾病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4.创新药物与医疗器械研发技术

4.1 地方病、重大疾病及常见多发性疾病的中药新药研

发

4.2 生物技术产品、创新药物及新型医疗器械研发

4.3 基础医疗设备数字化改造与提升的关键技术研究

5.绿色宜居乡村关键技术研究

5.1 美丽乡村建设技术集成应用研究

5.2 村镇垃圾处理及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5.3 美丽乡村建设技术集成应用研究

5.4 节能环保厕所新技术、新装备研发与示范

6.生态农业关键技术研究

6.1 农田土壤污染修复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

6.2 农田土壤污染修复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

6.3 土壤重金属污染生物修复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7.社会安全与食品安全关键研究



7.1 绿色技术及公共安全关键技术创新

7.2 安全生产、消防、自然灾害等防灾减灾技术研究

7.3 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效能关键技术研究及集成应用示

范

7.4 饮用水安全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8.文化和科技融合

8.1 历史文物保护及展示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等重大项

目

8.2 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应用示范

8.3 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研发

8.4 文物保护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三、创新环境建设项目

围绕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柱产业和地方优势特色产

业，以新机制、新模式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产业联盟、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及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等科技创新平台，

推动我市产业技术创新、资源共享和科技成果转化。

1.星创天地的建设与培育

2.省级高新区、农业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与培

育

3.“四主体一联合”校企联合研究中心建设与培育

4.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技术联盟的建

设与培育

5.科技创新示范镇、示范村的建设与培育

6.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创业苗圃的建设与培育



7.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县区的建设与培育

8.大学科技园、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建设与培育

9.国际国内科技交流与合作

10.各类实用技术、科技人才、科技管理培训

11.对榆林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的新思路、新举措的宣传

推广

12.科技公共服务平台设施维护与功能提升

13.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建设

14.金融、安防、能源等领域的大数据中心建设

15.智慧社区、智慧教育、智慧农业、智慧矿山、智慧

煤化工等智能化创新平台建设

16.煤炭电子交易、全域旅游、居家养老、青少年科学

课程、互联网+农村政务、环境数字化变革、农产品溯源、

农业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等各类创新平台建设。

17.R&D 统计、技术市场、成果评价、高企认定、项目咨

询等科技服务

四、产学研合作项目

瞄准先进技术发展的前沿，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遵循“择优立项，重点布局”的原则，有效借助榆林市资源

和区位优势，充分挖掘高校和大院大所创新策源地功能，统

筹集成相关资源，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以平台搭建、

项目研发、成果转化为载体，积极探索校地合作新机制、新

模式，建立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合作关系。围绕榆林

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重大关键技术难题，以企业需求为导



向，通过开展联合攻关、技术转让、委托开发等多种形式的

协同创新，打通校地校企合作“最后一公里”，推动双链融

合真正落到实处。

（一）联合攻关项目

产学研合作项目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重点，强

化“种子”项目支持力度。支持高校和大院大所根据企业的

技术需求，开展联合攻关、技术转让等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

作，项目负责人原则上要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硕士以上学位。

产学研合作项目优先支持榆林辖区内企事业单位与合作高

校（或科研院所）联合申报项目，在榆林境内有研发基地或

与榆林市相关企业共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服务中心等

平台单位申报的项目，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者通过研

究开发预期能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并与榆林主导产业转型升

级有关的项目。高校单独申报的项目，原则上需在榆林有科

技创新服务平台或与榆林有长期合作协议的院校或与榆林

产业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课题，申报项目需契合榆林产业

发展需求。

1.现代农业领域。突出规模化、绿色化、品牌化、智慧

化思路，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重点支持山地苹果、蔬菜、

羊子、马铃薯四个百亿级主导产业技术突破，做精做优小杂

粮、中药材、红枣等特色优势产业，支持发展设施农业，重

点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生物种业、重型农机、智

慧农业、绿色投入品、特色农牧林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

新品种培育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关键技术研究，提高农业支撑



保障能力。

2.能源化工领域。围绕榆林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针对榆林市能化重点产业链的缺失环节、薄弱环节、延伸环

节，以及科技成果工程化放大、产业化应用过程中涉及的关

键和辅助配套技术问题，开展联合科技攻关；聚焦榆林产业

转型升级，在能源化工、数字产业、氢能全产业链等领域集

中攻关。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推动榆林主导产业

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3.新材料及装备制造领域。重点支持我市产业发展过程

涉及的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先进制造技术研究。

包括农业机械的研发生产，现代化养殖设备的研发。

4.水资源综合利用领域。重点支持矿区水资源保护和污

水处理的新技术、新方法应用；工业废水综合处理及节水新

技术应用推广；地下水资源保护；城市污染治理；城市节水

技术和设备开发;黄土高原水土保持。

5.高新技术领域。重点支持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

术、无人系统、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等。

6.社会发展领域。重点支持陕北特色文化研究；社会治

理；畜禽重大疫病监测、诊断、预防及防治技术应用与示范；

疫情防控；文物保护、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城市垃圾处理

和医疗垃圾处理、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等领域关键技术开发。

7.成果转移转化领域。针对我市产业发展技术需求，支

持能源化工、信息智能、生物医药健康、高端装备制作、新

能源、现代农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种子及天使级成果与我



市企业开展实质性的技术开发合作以及有重要前景或重大

社会公益效益、有望取得较大突破的产学研合作项目或已形

成产业化的项目。

（二）外国专家培育项目

1.申报原则：以“海纳百川，广集贤才”为原则，鼓励

我市企业、院所、高校引进高层次外国专家和优秀人才，围

绕产业技术创新、社会与生态建设、农业与乡村振兴等领域，

服务我市主导产业发展，推动关键技术、生产工艺、产品升

级、经营管理等工作，促进国际创新合作。

2.申报条件：申报单位必须是依法在榆林辖区设立的企

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等法人单位；外国专家要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的创业人才和我市急需紧缺的其他高

层次人才，具有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副教

授及以上职务、职称的。

3.申报要求：各申报单位要围绕工作内容为基础进行申

报项目，要确保申报内容准确、完整，不得虚列虚报；同一

工作内容聘请多位外国专家，按照一个项目申报；各项目单

位应提供与外国专家签署的工薪合同、协议或其它相关文件

扫描件，并将原件留存备查；各申报单位要增强人才安全意

识，严格遵守在知识产权、聘用及薪酬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按照国际惯例与通行做法，推进互利共赢合作。

(三)科技新星

凡在我市境内高校、企事业单位从事与榆林经济社会发

展密切相关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产品或工艺



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等科技活动，表现突出的优秀

青年科技人才，均可申报。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所从事研

究开发领域对提高我市科技发展水平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影响，高校申报人员须为博士（含在读）或具有副高

级（含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企事业单位申报人员须为硕

士或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取得过科技部门认可的重要科

研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