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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年度粤穗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申报指南

粤穗联合基金重点项目支持科技人员围绕广州和粤港澳大湾

区的产业与区域创新发展需求，针对已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向或

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重点支持应用基础研

究，促进学科发展，突破地方和产业创新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一、申报条件

重点项目面向全省范围申报，申报单位和申请人应同时具备

以下条件：

（一）牵头申报单位须为广东省内的省基金依托单位。非广

州地区依托单位牵头申报粤穗联合基金重点项目的，须至少联合

一家广州地区依托单位合作申报。

（二）申请人应为依托单位的全职在岗人员或双聘人员（须

在系统上传本人在依托单位有效期内的劳动合同或在职证明等材

料），其中双聘人员应保障聘期内有充足时间完成项目组织实施。

（三）申请人是项目第一负责人，须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

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主持过国家或省部级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项目，或者市级重点科研项目（须在系统上传项目

合同书、任务书或结题批复件等）。

（四）符合通知正文的申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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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资助强度与实施周期

项目资助强度为 100万元/项，实施周期一般为 3年，项目经

费一次性拨付。

三、预期成果要求

（一）项目组成员承担本学科领域国家级科技计划、基金项

目的能力有较大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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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高质量论文（以标注基金项目为准）或申请相关

发明专利合计不少于 2篇（件）。鼓励发表“三类高质量论文”，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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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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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项目请选择“区域联合基金—重点项目”专题，并按照

指南支持领域和方向，准确选择指南方向申报代码和学科代码进

行申报。

五、支持领域和方向

2022年度粤穗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围绕数理与交叉前沿、环境

与生态、生物与农业、人口健康四个领域，设置 10个研究方向，

拟支持项目 10项。各领域拟立项项目遴选原则上应满足不低于 3:1

的竞争择优要求，对依托大科学装置等特有重大创新平台开展的

前沿探索性研究可适当放宽条件。具体研究领域和方向如下：



- 13 -

2022 年度粤穗联合基金重点项目指南方向一览表

申报代码 指南方向 学科代码

（一）数理与交叉前沿领域（1个）

GZB0101 非晶合金及其力学超材料的动态失效及双向协同强韧
化设计

A02

（二）环境与生态领域（1 个）

GZB0201 土壤生态系统减污降碳微生物学机理及关键技术 D03

（三）生物与农业领域（3 个）

GZB0301 亚热带特色农产品加工中活性组分相互作用与营养功
能调控机制研究

C20

GZB0302 豆类作物根瘤固氮分子机制解析与育种应用 C06

GZB0303 肠道微生态调控重大疾病机制研究 C01

（四）人口健康领域（5 个）

GZB0401 慢性乙型肝炎疾病进展的调控机制及干预靶点研究 H03

GZB0402 基于多维组学特征谱的脑胶质瘤精准治疗靶标与血清
标记物筛选研究

H16

GZB0403 慢性肺病早期演进机制研究 H01

GZB0404 神经免疫异常相关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与精准诊疗 H09/H12

GZB0405 嗓音或听觉疾病的病理生理机制与治疗策略研究 H13

（一）数理与交叉前沿领域

本领域共设置研究方向 1个，拟支持项目 1项。

1.非晶合金及其力学超材料的动态失效及双向协同强韧化设

计（申报代码：GZB0101，学科代码：A02）

揭示非晶合金及其力学超材料在宽应变率、温度和压力范围

内的变形、损伤演化和失效机制，发展适用于非晶合金及其超材

料的动态损伤冻结技术，完善对非均匀变形场的原位探测技术，

提出辅助超材料结构设计的多尺度模拟方法；构建多层级关联的

理论体系，阐述强、弱耦合的内外因素在材料失效过程中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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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深层次挖掘非晶合金的优异性能在超材料设计中的潜在应

用，开发具有冲击吸能、自修复、自组装、可编程动态响应的力

学超材料。

（二）环境与生态领域

本领域共设置研究方向 1个，拟支持项目 1项。

1.土壤生态系统减污降碳微生物学机理及关键技术（申报代

码：GZB0201，学科代码：D03）

针对典型土壤固碳增汇、重金属污染修复、碳排放调控和碳

汇潜力提升等难题，围绕功能菌群互营关系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土壤甲烷产生耦合重金属转化的关键微生物群落及主控因子，揭

示甲烷减排协同重金属脱毒转化的微生物作用机理；筛选、研发

新型功能微生物菌剂，创制调控材料，明晰土壤固碳减排协同重

金属脱毒转化原理并形成技术体系；多维度评估土壤生态系统减

污降碳潜力及相关技术的综合效益。

（三）生物与农业领域

本领域共设置研究方向 3个，拟支持项目 3项。

1.亚热带特色农产品加工中活性组分相互作用与营养功能调

控机制研究（申报代码：GZB0301，学科代码：C20）

以亚热带特色果蔬、特色全谷物和油料作物等农产品为原料，

针对其中富含的活性组分，开展活性组分的分离与富集、活性分

子的结构鉴定及功能化修饰研究；采用多组学方法考察活性分子

对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物的影响与分子调控机制；探究食品加工

过程及消化、吸收等微环境下营养活性成分结构动态演变规律，

阐明亚热带特色农产品中宏量营养素与活性成分之间的交互作用



- 15 -

及营养健康调控机理，实现特定健康功能的营养健康食品靶向设

计。

2.豆类作物根瘤固氮分子机制解析与育种应用（申报代码：

GZB0302，学科代码：C06）

挖掘参与调控豆类作物根瘤固氮的重要基因，并解析其调控

豆类作物根瘤固氮的分子机制，通过群体和数量遗传学方法挖掘

关键基因的优异基因型，将关键优异等位变异基因导入华南地区

的主栽品种，培育具有高固氮能力的高产、优质豆类作物新品系。

3.肠道微生态调控重大疾病机制研究（申报代码：GZB0303，

学科代码：C01）

以广东地区重大疾病与肠道微生态为研究对象，围绕关键菌

挖掘、菌群-宿主互作因果机制、肠道微生态靶向调节等关键科学

问题，研究重大疾病相关肠道微生物的代谢产物、无菌动物疾病

模型、互作机理等，探索基于肠道微生态的风险标志物以及靶向

干预等新技术与新方法，为促进广东地区重大疾病的微生态诊治

提供理论支持。

（四）人口健康领域

本领域共设置研究方向 5个，拟支持项目 5项。

1.慢性乙型肝炎疾病进展的调控机制及干预靶点研究（申报代

码：GZB0401，学科代码：H03）

基于大样本、多中心慢性乙型肝炎临床随访队列，结合高通

量多组学技术筛选具有明确生物学功能并影响肝癌发生发展的关

键代谢调控通路及代谢分子，阐明其影响慢性乙型肝炎及肝癌发

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发现并验证可逆转或延缓乙型肝炎进展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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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点及靶向药物，为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和阻断肝癌的发生及进展

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治疗策略。

2.基于多维组学特征谱的脑胶质瘤精准治疗靶标与血清标记

物筛选研究（申报代码：GZB0402，学科代码：H16）

基于单细胞转录组、代谢组等多组学技术，表征胶质瘤疾病

谱，探索发现关键分子调控网络，鉴定其关键驱动分子；明确关

键分子驱动胶质瘤发生发展的机制，筛选和验证靶向驱动分子的

抑制剂，开展候选靶向药物的临床前研究。结合多维组学数据，

探索胶质瘤早诊和分子分型的标志物。

3.慢性肺病早期演进机制研究（申报代码：GZB0403，学科

代码：H01）

聚焦理化或生物相关因素对慢性肺病早期演进的影响，通过

人群、动物模型和体外实验，研究暴露因素与肺内微生态失衡、

气道免疫炎症之间的关系，探讨长期暴露理化或生物危险因素对

慢性肺病患者肺内微生物组群或暴露动物肺内微生态的影响，阐

明肺内微生态失衡在慢性肺病发病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为慢性肺

病早期精准干预寻找新靶点。

4.神经免疫异常相关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与精准诊疗（申报代

码：GZB0404，学科代码：H09/H12）

瞄准多发性硬化、视神经脊髓炎等神经免疫性疾病，围绕眼

部及神经免疫疾病诊疗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基于患者临床样本

和动物模型，阐明神经免疫疾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病机制，开发新

型生物标记物作为神经免疫疾病的精准诊断方法，研究针对新型

干预靶点的精准治疗策略，为提升我省神经免疫性疾病或其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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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精准诊治水平提供理论支撑。

5.嗓音或听觉疾病的病理生理机制与治疗策略研究（申报代

码：GZB0405，学科代码：H13）

围绕嗓音疾病或耳生理屏障，探究嗓音或听觉疾病的病理生

理过程。研究嗓音疾病发生发展关键机制，探索声带创伤愈合过

程及其影响因素，制定嗓音疾病手术及训练治疗新方案，建立嗓

音疾病早期预防及干预治疗的新策略。研发突破耳生理屏障的药

物递送新技术和新系统，为药物进入内耳发挥疗效提供技术平台，

为研发防治聋病的高效药物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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