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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 
《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重大关键

共性技术发展导向目录（2019）》的通知 
 
各市州经信委，有关产业园区，有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制造强国战略，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指导重点产业技术发展方向，推动创新资源向优势产业

链关键环节、关键技术聚集，突破一批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

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我厅编制了《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

制造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发展导向目录（2019）》。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18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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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 
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发展导向目录（2019）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二〇一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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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含磁浮） 

 

1、大功率永磁电机研制关键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内置式永磁转子电磁方案匹配设计技

术研究；②全封闭风冷和水冷机座结构永磁电机冷却结构及热管

理技术研究；③大尺寸绝缘轴承配置技术研究；④小型化轻量化

技术研究；⑤大功率永磁电机制造、试验及维护保养技术研究。 

技术指标：①非直驱永磁牵引电机技术指标：输出功率：

1430kW；额定电压：2730V；额定转速：2160r/min；额定电流：

353A；启动电流：≤510A；最高空载反电势：≤3200（Vac，20℃）；

额定效率：≥97.3%；重量：≤1830Kg。②直驱永磁牵引电机技术

指标：输出功率：1400kW；额定电压：2808V；额定转速：420r/min；

额定电流：430A；启动电流：≤510A；最高空载反电势：≤3200

（Vac，20℃）；额定效率：≥96%；重量：≤2950Kg。 

 

2、大功率永磁电机冷却系统关键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开展永磁电机水冷技术研究，改变牵

引电机传统风冷方式；②研究各种强化换热模型的特点、参数、

应用场合，实现在不同冷却系统设计时便可选择合适的强化换热

手段；③采用强化传热手段、优化流道提高冷却系统的功率密度，

优化冷却系统的结构设计，进一步降低冷却系统的重量和安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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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④开展主动、被动降噪技术研究，从而降低系统噪声。 

技术指标：①永磁电机水冷系统散热量：≥224kW（不计泵

的损耗，单个变流柜）；②出口冷却剂的最高温度：+65℃；③冷

却系统空重：＜1175kg；④噪声：＜109dB（A）。 

 

3、高导热主绝缘材料及端部灌封材料关键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采用分子结构设计，进行树脂合成反应

机理及催化固化体系研究、导热填充料表面处理技术研究，完成

主绝缘材料的开发，实现永磁大功率电机核心基础材料的创新。 

技术指标：①高耐热绝缘漆热指数＞200、阻燃性不次于 V0

级，具有较强的抗过载能力，保证电机 400℃下正常运行时间≥2h，

良好的导热性能，导热系数≥0.2；②耐高低温性能，可长期在

-40~200℃下使用；③高导热云母带厚度 0.12mm，云母定量≥

110g/m2，导热系数≥0.35W/（m·K）；④灌封材料耐热使用温

度＞180℃，与电机端部基体材料拉伸剪切强度＞1.5MPa，导热系

数≥1.3W/（m·K），热膨胀系数在＜230ppm/℃；⑤高导热云母

带与配套无溶剂浸渍漆组成的绝缘结构性能；满足电机技术要求，

耐热使用温度＞200℃，绝缘层导热系数＞0.4W/（m·K）。 

 

4、大功率永磁电机电磁线关键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对铜扁线的微观金相、退火温度及保

温时间、氢脆性能等进行研究，完成韧性好的大尺寸电磁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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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满足永磁大功率电机大尺寸线圈绕制和成型的要求；②适应

碳化硅器件高开关频率带来的高 dV/dt 变化率对应的匝间绝缘材

料研究。 

技术指标：①刚度指标：裸线：90~100N/m，成品：110~130N/m；

②硬度指标：裸线洛氏硬度（HRC）：38~42；成品洛氏硬度：43~45；

③电机绕组匝间高频冲击耐压，冲击电压为波前时间 0.1μs～

0.5μs，耐压时间 1s∼3s（以脉冲电压衰减波形稳定为准）；④合格

判定：衰减波形一致，衰减波形幅值及衰减频率允差为±5%。 

 

5、大功率永磁电机零部件关键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永磁电机转子加工及磁场屏蔽技术研

究；②大尺寸薄壁铸造件铸造工艺和加工工艺技术研究；③开展

铸造铝合金替代传统钢铁材料，完成高强度、高延伸率铸造铝合

金产品开发。 

技术指标：（一）永磁电机转子加工及磁场屏蔽技术研究：

①永磁电机转子磁场屏蔽后，端面屏蔽率≥85%，正上方屏蔽率≥

95%。磁场屏蔽后表面磁场强度≤0.5mT；②使用磁场屏蔽装置磨

削加工后永磁电机转子磨削加工面圆度≤0.003mm，圆柱度≤

0.006mm，同轴度≤0.012mm。（二）大尺寸薄壁铸造件铸造工艺

和加工工艺技术研究：①铸件的极限偏差按 GB/T 6414《铸件尺寸

公差》的 CT9级，铸件重量控制在设计图纸±3%以内；②铸件内

在质量采用射线探伤检测，质量等级优于 2 级；表面质量采用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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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探伤，质量等级优于 2 级；③铸造铝合金材料性能：抗拉强度

≥290MPa、延伸率≥8%。 

 

6、齿轮箱及其核心零件高功率密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在高功率密度设计紧凑的结构，使工作

热量积聚程度增大条件下的齿轮箱热平衡技术；高功率密度设计

精简的尺寸和重量影响强度条件下的齿轮箱承载能力可靠技术。 

技术指标：①齿轮箱热平衡最高允许油温≤120℃，温升≤

60+2/3T℃；②提高齿轮和箱体承载能力安全系数≥10%；③提高

齿轮和箱体的主要加工精度 1～2级；④采用高强度低比重材质的

箱体设计，重量下降≥15%；⑤齿轮箱功率密度提高≥10%。 

 

工程机械装备 

 

7、隧道智能建造装备体系关键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隧道围岩及其稳定性智能分级技术；

②隧道建造装备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③隧道智能建造装备过程

大数据处理与共享技术。 

技术指标：①围岩分级精度：±1亚级分级（Ⅲ、Ⅳ、Ⅴ级围

岩）；②隧道内三维空间定位精度：±3cm；③围岩位移量测精度：

±1cm；④机构动作响应时间：＜0.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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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绳牵引轨道运输车辆抱轨制动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绳牵引运输车辆制动信号采集及无源

控制技术；②高速状态下的紧急抱轨制动技术；③绳牵引运输车

辆的制动力和制动间隙检测技术。 

技术指标：①单侧制动器安装空间尺寸不大于（长×宽）

680mm×560mm；②制动器结构为失效安全型，采用无源控制型

式；③制动力不小于 240KN；④制动时间不大于 2S；⑤低于设定

速度（2.5m/s）制动车不制动，超过设定速度时制动；⑥制动器完

全打开后，制动器最低位置高于轨道顶面尺寸不小于 6mm；⑦制

动器需要适应轨道轨距 600±15mm 的尺寸变化；⑧轨道型式为

24KG、30KG的轻轨。 

 

9、超高温 1500℃耐火电缆技术与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纳米级超高温陶瓷硅橡胶耐火层挤出

工艺技术研究；②不锈钢连锁铠装保护结构工艺技术研究；③多

层次组合防火结构工艺技术研究。 

技术指标：①导体 20℃直流电阻符合 GB/T3956 第二种或第

五种绞合导体要求；②出厂试验电压为 3500V/5min，其允许运行

电压为 0.6/1kV；③火焰温度 1450-1550℃、供火时间 90min、3A

熔断器不断；④电缆含卤量为零；⑤当电缆外部火焰温度达到

1500℃时，导体温度不超过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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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细长杆类液压油缸低速性能的提升技术与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以抗抖动、爬行性能好，密封性、保

压性、耐用性符合要求为目标，从密封材料、结构形状与尺寸、

密封件组合匹配三方面突破长杆内液压油缸的密封系统设计核心

技术；②以保证同轴度、较小的配合间隙和各支撑环与接触面间

具有较小、较均匀的接触力为目标，对油缸的沟槽尺寸与位置、

导向长度、活塞尺寸、缸体和活塞杆加工工艺等结构和工艺细节

突破液压油缸机构和加工工艺核心技术。 

技术指标：①台架考核中，施加轮胎吊典型伸缩工况下的油

缸负载，实现在 20℃～45℃的油液温度范围、不低于 50L/min的

伸缩油缸流量条件下，油缸伸缩时运行平稳，无明显抖动、爬行。

即所测缸筒轴向加速度幅值不超过 0.03g；②实车考核中，实现在

典型臂架伸缩工况、20℃～80℃液压油温度范围、不低于 90L/min

（发动机怠速流量）的伸缩油缸流量条件下，臂架伸缩时运行平

稳，无明显抖动、爬行。即实车试验起重机的反光镜、方向盘无

明显抖动，驾驶员无明显抖动感受。 

 

11、船舶综合电力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船用电机新型冷却系统技术研究；②船

用燃气轮发电机或柴油发电机电磁设计技术研究；③船用电机温度

场有限元仿真分析；④船用电机中高压 H 级绝缘体系研究；⑤船

用大功率电机转子高速动平衡和动成型技术研究；⑥船用综合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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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测试技术研究；⑦电力推进系统陆上联调试验技术研究。 

技术指标：①采用综合电力系统后船舶推进功率达到

10-20MW级；②船舶的舒适性大大提高，振动噪声指标降低 5dB；

③船用发电设备集成度提高，采用高速发电机系统，转速 3000r/min

以上，体积缩小 15%。 

 

12、高强化活塞研发技术研究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活塞疲劳仿真分析研究；②高强化活塞

材料技术研究；③铝合金锻造成型技术研究；④高强化铝合金铸造

成型技术研究；⑤复杂内冷却油道设计与成型技术研究；⑥高强化

细晶强化技术研究；⑦活塞精密加工技术研究；⑧活塞局部结构强

化技术研究；⑨耐磨性表面技术研究；⑩钢活塞技术研究。 

技术指标：①高强化型小缸径（Φ100～Φ150mm）船用动力

柴油机技术主要参数有：标定转速：≥2500r/min；升功率最高：

≥60kW/L；最高燃烧压力：≥20MPa；活塞材料的主要技术指标：

常温（20℃）抗拉强度：≥240MPa；高温（350℃）抗拉强度：

≥80MPa；疲劳强度：≥70MPa。②高强化型大缸径（Φ150～Φ

250mm）船用动力柴油机技术主要参数有：标定转速：≥1500r/min；

升功率最高：≥30kW/L；最高燃烧压力：≥16MPa；活塞材料的

主要技术指标：常温（20℃）抗拉强度：≥220MPa；高温（350℃）

抗拉强度：≥70MPa；疲劳强度：≥6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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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高可靠、高稳定性的船用滑动轴承技术研究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船舶摇摆中冲击载荷谱分析研究；②

冲击载荷下滑动轴承油膜压力分布及轴瓦应力分布研究；③滑动

轴承动密封结构的研究；④滑动轴承内油量动态分布的研究。 

技术指标：船用滑动轴承最大轴径 400mm，转速 20-240rpm，

最大转向载荷 150T，最大径向载荷 20T，轴承正常使用寿命 10年。 

 

14、密封胶及密封胶在机电系统、关键部件部位防水防腐应

用的研究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通过对防水防腐胶的研究，满足机电系

统及关键部件达到防水防腐等级 IP68的目的，提高装备在盐雾环

境下的可靠性及寿命，提升装备的航运能力。 

技术指标：防水等级 IP68，抗电强度≥21KV/mm，工作温度：

-60℃～+300℃，体积电阻率＞2×1015Ω·cm，固化时间约 15分

钟，对任何金属及非金属无腐蚀，可以进行二次维修，使用寿命

30年。 

 

15、面向海工、港口机械超大型构件的机器人制造技术与系

统集成关键技术研究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具有超长伸缩臂的龙门架移动平台系

统；②超大工作空间内多机器人协同作业规划技术；③超大型构

件焊接变形高效高精度预测与焊接顺序优化技术；④超大型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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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焊缝实时跟踪与焊接轨迹智能纠偏技术；⑤多机器人协同

控制的自动化焊接技术；⑥多机器人协同控制的力控打磨技术；

⑦多机器人协同控制的高速平稳喷涂技术；⑧超大型构件加工工

艺与质量的智能评判系统；⑨超大型构件的集群化机器人制造系

统与工程工艺 

技术指标：构建配置 12台机器人，覆盖 80%的典型海工、港

口机械超大型构件的集群化机器人制造系统，具备制造最大工件

尺寸 10×22×80m 的能力，最大机器人单丝气体保护焊速度

1.6m/min，焊缝跟踪精度 0.3mm，打磨速度 1.5m/min，机器人喷

涂均速。 

 

新型轻合金 

 

16、汽车零部件用轻质高强耐蚀铝镁合金材料技术与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多组元复合微合金化成分设计与优化

技术以及高质量熔体制备；②反重力铸造工艺技术创新；③实现

高性能的多级时效热处理工艺技术。 

技术指标：①轻量化程度达到 60%（与同等钢或铁制件相比，

自制件重量减重约 2/3）；②常温抗拉强度抗拉强度≥350MPa；

③常温屈服强≥200MPa；④常温延伸率不低于 8%；⑤耐腐蚀性

能优于 ZL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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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新材料 

 

17、水处理用聚氯化铝高效节能关键技术与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铝土矿加压法直接生产聚氯化铝技术；

②聚氯化铝喷雾干燥节能新工艺技术；③聚氯化铝反应尾气冷凝

中和回收技术；④高盐基度产品混凝及品质提升技术。 

技术指标：①卫生安全方面：产品重金属 As＜0.00005%，Pb

＜0.0002%，Cd＜0.00002%，Hg＜0.000005%，Cr+6＜0.0001%；

②节能减排方面：吨产品耗能 200Kg 标煤；吨产品废渣产生量

0.036吨；废水回收利用率 100%；废气处理后外排达标率 100%；

③产品混凝性能方面：对原水适用 PH 值范围宽，可在 PH5-9 范

围发挥正常混凝作用。 

 

先进陶瓷材料 

 

18、水处理用高性能平板陶瓷膜关键技术与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平板陶瓷膜孔隙及孔结构调控技术；

②平板陶瓷膜支撑体连续成型-快速干燥一体化技术；③高强度平

板陶瓷膜支撑体低温烧结技术；④超滤、纳滤平板陶瓷膜喷墨打

印技术；⑤平板陶瓷膜表面改性及其在油水分离、膜生物反应器

中的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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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①开气孔率≥40%；②抗折强度≥60MPa；③支撑

体孔径：1μm-15μm 可调；④膜孔径：2nm~200nm 可调；⑤油水

分离应用：含油废水通过膜处理后含油量＜1mg/L；⑥膜生物反应

器应用：COD＜50mg/L，ss＜5mg/L，氨氮＜5mg/L，总磷＜0.5mg/L。 

 

19、先进装备用压力传感器陶瓷材料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高强韧陶瓷配方设计及低温烧结工艺

技术；②高可靠性纳米粉末制备及近净成型技术；③复杂结构陶

瓷制品精密加工与表面金属化技术。 

技术指标：①体积密度≥3.80g/cm3；②弹性模量≥330GPa；

③体积电阻率≥10-14Ω.cm；④热膨胀系数≥7x10-6/℃；⑤抗折强

度≥400MPa。 

 

20、全自动高温烧结微波窑炉磁控管排布的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解决不同磁控管在工作过程中的耦合

瓶颈，使项目产品满足对温度均匀性和精度要求极高的产品烧结

要求；②实现炉体腔内温度的特高精度控制，提高产品更大的应

用范围；③完成高性能微波高温推板窑的控制系统设计；④完成

不同规格的炉体结构和炉体冷却流道结构的设计和改善。 

技术指标：①可充空气、氧气、氮气、氩气、弱还原性气体

等多气氛；②微波泄漏强度＜2000µW/cm2；③最高使用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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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④嵌入式系统+触摸屏控制系统。 

 

先进储能材料及电动汽车 

 

21、高比能长寿命锂电池高镍多元复合正极材料技术与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前驱体多元素均匀分布技术；②多元

复合材料化学组分晶体结构及形貌控制技术；③多元复合材料晶

体界面膜修饰优化技术；④多元复合材料表征技术。 

技术指标：①放电比容量超过 213mAh/g；②常温循环 500次

后放电保持率在 80%以上；④压实密度达到 3.7以上；⑤材料表面

残锂小于 0.4%。 

 

新能源装备 

 

22、新型煤化工大甲醇及关键装备技术研究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两段等温甲醇合成工艺技术；②相变移

热等温低温反应器技术；③反应热高效利用技术；④大型化技术。 

技术指标：甲醇年产量＞150万吨；粗甲醇中醇浓度＞94%；

系统操作压力 7.0MPaG；塔阻力降≤0.02MPa；系统压力降≤

0.5MPa；循环比≤1.5；醇净值达到 15%～18%；吨醇耗电 108kWh；

吨醇消耗循环水 9.5t；吨醇产蒸汽 1.15t；反应器实现等温恒温反

应（△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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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传感器 

 

23、基于三维视觉的汽车制造智能装备技术及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复杂制造环境下汽车工件和目标三维

图像信息的实时获取技术；②汽车柔性精密制造生产中多样化工

件目标的高速高精度检测、识别与定位技术；③基于三维信息的

机器人视觉伺服控制技术；④三维视觉识别与引导技术与软硬件

系统实现。 

技术指标：①单周期自动检测时间节拍小于 60秒。②二维定

位位置误差＜0.01 毫米；视觉三维定位位置误差＜0.05 毫米；角

度定位误差＜0.1度；定位成功率＞99%。③工件缺陷检测识别分

类准确率≥99%；缺陷检测分辨率＜50 微米。④装配缺陷识别率

≥99%；二维装配误差＜0.02毫米；深度方向误差＜0.05毫米。⑤

配合机器人系统，完成不少于两个汽车关键装配工位的自动化装

配和质量检测。 

 

24、基于三维扫描技术面向大型工件智能喷涂机器人关键技

术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面向大型工件的快速三维扫描系统与

机器人的接口电路与软件算法；②喷涂工艺的防爆设计；③喷涂

机器人几何参数的激光标定技术；④基于切片技术的喷枪位姿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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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方法研究；⑤基于涂料沉积模型和评价喷涂效果的自由曲面喷

枪轨迹优化技术。 

技术指标：①测量范围 15000mm；②单幅扫描范围 800mm；

③单幅扫描精度 0.008mm；④整体扫描精度 500mm＜0.04（mm）；

⑤扫描速度≤1.5S（25帧）；⑥拼接方式：智能拼接；⑦传感器 131

万~500 万（FAST）；⑧光栅放射器：蓝光高清光源；⑨镜头数量

2~4 组；⑩旋转转台：多轴全自动转台；⑪全自动转台扫描；⑫
支持软件功能；⑬滤光镜：光学滤光片；⑭输出文件格式 ASC，

IGS，STL；⑮计算机系统 32位/64位。 

 

25、精密装配生产线视觉感知与优化控制关键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精密视觉成像与图像获取技术；②复杂

环境下高质量视觉信息处理方法；③自主多目标视觉识别与分拣技

术；④玻璃管喷雾效果检测技术；⑤透明玻璃管缺陷检测技术；⑥

多视觉传感成像伺服控制、检测机构的多机器同步运动控制。 

技术指标：①生产速度：2.5秒；②重复定位精度：±0.02mm；

③全过程视觉检测，产品合格率 98%以上。 

 

26、人类染色体医疗影像智能核型分析关键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人类染色体影像自动去躁技术；②影

像自动增强技术；③粘连重叠染色体自动分割技术；④染色体自

动计数技术；⑤异常染色体智能识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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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①噪声去除率≥95.0%，但是不能去除诸如染色体

的随体、核型等关键信息；②46条正常染色体识别率≥97.0%；③

染色体核型图像自动分割准确率≥80.0%；④异常染色体识别率≥

80.0%；⑤一幅染色体核型中期图像处理时间≤500ms。 

 

27、智能化传感器集成关键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智能化传感器集成封装技术；②高精度导

航定位传感器小型化技术；③分布式传感器网络在线标定计量技术。 

技术指标：①智能化传感器集成封装技术：微机电/光学传感

器集成封装能力达到 3万片/年，光纤传感器达到光路电路一体化

封装，传感器解调仪体积达到 200mm×150mm×50mm，可实现即

插即用。②高精度导航定位传感器小型化技术：三轴高精度导航

定位传感器可实现 30mm×30mm×10mm，定位精度小于 10mm。

③分布式传感器网络在线标定计量技术：分布式传感器网络在线

标定周期为 1年，标定时间为 5min，一次性可标定 10个节点，标

定过程实现云操作化。 

 

自主可控计算机及信息安全 

 

28、自主可控高可靠多路服务器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自主可控高可靠多路服务器体系结构

设计技术；②多路服务器全局共享存储和处理器芯片间直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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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基于 NUMA架构的资源调度优化技术；④国产众核微处理器层

次化错误监测与处理技术。 

技术指标：①硬件方面：采用基于国产飞腾多核微处理器的

八路服务器系统架构，总核数为 512核，总内存通道数 64个，支

持三级存储通道、外设冗余和多电源容错等 RAS功能；②软件方

面：支持计算、内存及网络等资源的智能调度；高效的故障诊断

能力，从故障产生到发现时间小于 0.5秒。 

 

航空航天（含北斗） 

 

29、新型中小航空发动机典型零件增材制造技术与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航空发动机典型零件增材制造拓扑设

计及优化研究；②航空发动机典型零件增材制造工艺与性能匹配

性研究；③航空发动机典型零件增材制造后处理技术研究；④航

空发动机典型零件增材制造检测技术研究。 

技术指标：①性能指标：分纵向（Z方向）、横向（H方向）

制备力学性能试件测试力学性能，不低于铸件性能。②按 ASTM E 

1417对零件表面进行 100%荧光检验。不允许有裂纹、未熔合、其

他线性缺陷和贯穿性缺陷；③按 ASTM E 1742进行 100%X射线

检验。不允许有裂纹、未熔合等线性缺陷；④对于气孔、夹杂类

缺陷，允许单个直径Φ≤0.5mm，间距≥15mm，且在直径为Φ50

的区域内最多数量为 6个。 



 — 19 — 

 

基因技术及应用 

 

30、修饰蛋白质药物过程工程的关键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蛋白质药物修饰位点及修饰度的可控

技术；②修饰蛋白质药物微环境工程的质控技术；③人粒细胞集

落刺激因子、人干扰素 a2a 和精氨酸脱亚胺酶的高效修饰过程工

程技术。 

技术指标：①开发出针对末端-NH2、巯基、二硫键及酶催化

介导的 PEG定点修饰技术；②构建人血清白蛋白、谷胱甘肽、白

介素 2（IL-2）的化学修饰反应动力学，得到共性微环境因子参数；

③和未修饰的蛋白质药物相比，分别得到血清半衰期延长 18倍的

修饰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延长 20 倍的修饰人干扰素 a2a、延

长 17倍的精氨酸脱亚胺酶。 

 

31、发热呼吸道症候群高通量、高灵敏、自动化多重核酸检

测系统的开发及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统一提取检测体系技术；②统一提取

自动化仪器技术；③多重荧光 PCR扩增技术及体系。 

技术指标：①统一提取试剂盒性能方面：可提取样本类型包

括血清、血浆、外周血、痰液、唾液、胸腹水、脑脊液、干血斑、

拭子、脱落细胞、粪便、组织等，核酸纯度：吸光度比值 OD26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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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1.6；②统一提取自动化仪器方面：兼容各种规格的原始采血

管、1.5mL 和 2.0mL 的离心管及冻存管；提取板容积 3.5mL；样

本最大容积 2.0mL；移液重复性 10μL：CV≤2.5%，大于 50μL：

CV≤0.4%；提取速度小于 120 分钟每批；③多重 PCR 试剂盒性

能方面：一管反应液检测多至 8个靶点（含内标），阴、阳性符合

率为 100%，最低检测限在 10000 copies/ml以上，精密性 CV（%）

不大于 5%，对其他同源性病原体无交叉反应，见的治疗呼吸道感

染的药物在正常的使用剂量浓度下对本试剂无干扰。 

 

中药 

 

32、药食两用真菌类活性物质关键技术研究及综合利用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利用真菌的生物转化原理，真菌对目

标中药进行诱变和生物转化，次生代谢产生新活性成分或提高活

性成分的含量，构建中药生物转化的关键技术体系，实现中药的

二次开发；②药食两用真菌对目标中药进行诱变和生物转化，次

生代谢活性酶，不耐高温处理，采用低温高效萃提系统，制备高

含量功能成分和生物多糖有效部位，为药用菌丝体的综合开发利

用提供技术支撑。③利用 HPLC、LC/MS 等现代分析技术，建立

次生代谢活性物质的特征图谱等检测方法，构建药食两用菌丝体

标准体系。 

技术指标：①菌类多糖≥7%；②活性纤维素酶≥150u/g；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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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性浸出物≥25%；④总皂苷≥2%。 

 

33、粘性大、易挥发、易吸潮中药提取、制粒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中药材微粉碎技术；②干法制粒技术；

③同步提取不同比重的挥发油提取技术；④挥发油包合技术。 

技术指标：①收率方面：成品收率达到 90%；②挥发油提取

方面：挥发油提取率达 50%以上；③成药存储方面：部分药材微

粉后，改变物料性质，降低浸膏比例，降低颗粒吸潮性能，成品

在 24个月有效期内，需检测合格。 

 

农业机械 

 

34、水稻机插秧智能制泥播种技术研究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智能精准播种技术；机插秧营养泥制作

工艺和技术；秧盘在大田中自动摆放技术；一台机器完成取泥制

泥、铺泥、放秧盘、播种、摆放等工序，各道工序高效协调。 

技术指标：①配套动力：55kw柴油发动机。②营养泥最大颗

粒直径≤5mm。③营养泥含水（90%）误差≤3%。④播种量误差

≤5%。⑤种子均匀度≥95%。⑥工效每小时≥3000盘。⑦秧盘摆

放均匀度≥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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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新型高效糖机输送链成套设备研制技术与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内容：①“冲挤孔二合一技术”，实现输送链条

疲劳寿命提高 40%。②“一步冲压成型”工艺，延长槽板的使用

寿命约 30%。③结构创新，链板尺寸调整关键技术。 

技术指标：其技术处于国内前端水平，达到国际同类先进水

平。链条强度：1003-1008 KN；链长精度：1600.5-1602mm；链条

内节：48.1-48.2mm；链板厚度：4.08-14.12mm；附板孔心距 1：

170.05-170.13mm；附板孔心距 2：70.03-70.05mm；槽板总长：

3970-3971mm；槽板厚度：7.96-8.03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