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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年度粤穗联合基金粤港澳研究团队

项目申报指南

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通过研究团队的支持方式，围绕广州和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需求，在科技前沿领域支持粤港澳科技人

员联合组建研究团队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培育国际化研究

团队，提升粤港澳基础研究合作水平，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

一、申报条件

（一）项目牵头申报单位须为广州地区的省基金依托单位，

且应联合香港或澳门的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共同申请。

（二）研究团队应是具有良好合作基础、勇于创新、团结协

作、优势互补的优秀科研群体。

（三）申请人为团队项目的第一负责人，是研究团队的协调

人，应为广东省内省基金依托单位的在职人员或双聘人员（须在

系统上传本人在依托单位的在职证明、聘用合同、近三个月社保

证明、个税缴纳证明等至少一项），具有主持国家或省级科技计

划项目（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基金项目）的经历（须在系统

上传相应项目合同书、任务书或结题批复件等）。

（四）团队成员不超过 20人。其中，团队核心成员不多于 5

人（含协调人），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职

称），且至少包括 1 名港澳合作机构人员。在读研究生或在站博

士后不能作为研究团队项目的核心成员。

（五）已获得过省基金研究团队项目的协调人不得再次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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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协调人。

（六）符合通知正文的申报要求。

二、资助强度与实施周期

项目资助强度为 200万元/项，实施周期一般为 4年，项目经

费一次性拨付。

三、预期成果要求

（一）在重点领域、方向上有力推动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

研究团队的国内外影响力明显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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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三类高质量论文”）不少于 2篇（以标

注基金项目为准），或申请相关发明专利不少于 2件，其中项目

牵头单位与港澳机构合作发表论文不少于 1 篇。提交科技报告不

少于 1份。

（三）鼓励在专著出版、标准规范、人才培养、成果应用等

方面形成多样化研究成果。

四、申报说明

（一）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请选择“区域联合基金—粤港澳

研究团队项目”专题，并按照指南支持领域和方向申报，准确选

择指南方向申报代码和指南标明的学科代码。

（二）项目须由广州地区依托单位牵头，且至少应有 1家港

澳地区机构作为合作单位共同申报。

五、支持方向

本年度粤穗联合基金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设置 2个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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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研究方向拟择优支持 1项。支持的研究方向如下：

1. 风湿病的精准诊疗（申报代码：GZ2101，学科代码：H10）

采用多种关节炎动物模型、基因修饰模式动物模型、分子药

理学等研究方法，整合三代基因测序、生物芯片检测等前沿交叉

技术，发现早期诊断风湿病的新型生物学标志物，建立风湿病早

期诊断的新方法；发现对治疗风湿病有效的新靶点，建立中西药

联合应用的协同增效新方案，从而为治疗风湿病提供科学依据。

2. 轨道交通电气化（申报代码：GZ2102，学科代码：F03）

通过研究大湾区典型轨道交通线路条件下关键车载设备的劣

化特征及机理，关键设备服役过程中状态的多模态参数感知技术

与大数据分析方法，基于数模联动的关键设备服役状态评估与核

心部件寿命预测，关键机电设备多故障智能分级诊断技术与有效

识别、定位方法等，找出大湾区典型轨道交通线路条件下（如高

温、高湿、台风）关键车载设备的失效机理，提出基于多模态感

知的轨道交通关键机电设备状态智能评估与故障诊断方法，开发

离线检修与在线监测相结合的动车组关键机电设备智能运维决策

系统，为实现大湾区典型轨道交通线路条件下关键车载设备的故

障诊断与运维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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