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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制造基础技术与关键部件”重点专项

2020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中国制造 2025》等规划，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制造基础技术与关键部件”重点专

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0年度定向项目

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以高速精密重载智能轴承、高端液

压与密封件、高性能齿轮传动及系统、先进传感器、高端仪器仪

表以及先进铸造、清洁热处理、表面工程、清洁切削等基础工艺

为重点，着力开展基础前沿技术研究，突破一批行业共性关键技

术，提升基础保障能力。加强基础数据库、工业性验证平台、核

心技术标准研究，为提升关键部件和基础工艺的技术水平奠定坚

实基础。

通过本专项的实施，进一步夯实制造技术基础，掌握关键基

础件、基础制造工艺、先进传感器和高端仪器仪表的核心技术，

提高基础制造技术和关键部件行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

交通、航空航天、数控机床、盾构设备、农业机械、重型矿山设

备、新能源装备等重点领域和重大成套装备自主配套能力，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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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

本重点专项按照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的要求，从基础前沿技术、

共性关键技术、示范应用三个层面，围绕关键基础件、基础制造

工艺、先进传感器、高端仪器仪表和基础技术保障五个方向部署

实施。专项实施周期为 5年（2018—2022年）。

2020年，本重点专项拟在“大型掘进机主驱动轴承关键技术

示范应用”“大型掘进机主驱动密封关键技术示范应用”“大型掘

进机行星减速器关键技术示范应用”“掘进机液压泵和马达关键

技术示范应用”“大型掘进机关键部件监测诊断关键技术示范应

用”5个方向各部署 1个定向项目（共 5个项目），拟安排国拨经

费 1.5亿元。应用示范类项目，配套经费与国拨经费比例不低于

2:1。鼓励产学研团队联合申报，要求由主机企业牵头申报。在同

一研究方向下，当出现只有一个团队申报时，直接转为定向评审，

根据评审结果确定是否立项；当出现两个或以上团队申报时，评

审择优支持一项。

项目统一按指南一级标题的研究方向申报，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盖一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研

究内容和考核指标。应用示范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项

目参与单位不超过 10个。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中每个课

题设 1名课题负责人。

1. 大型掘进机主驱动轴承关键技术示范应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硬岩隧道掘进机（TBM）和盾构机大直径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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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多参数优化及可靠性设计方法；研究 TBM和盾构机主轴承批量

生产的精密加工、装配、动态性能测试等技术；研究 TBM和盾构

机主轴承的复杂工况环境适应性和安全运行关键技术；在 10m级

及以上 TBM和 12m级及以上盾构机上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TBM主轴承直径≥6m，轴向载荷≥2.5×104kN；

使用寿命≥15000h；盾构机主轴承直径≥6m，轴向载荷≥

2×104kN；形成精密加工工艺 1套、装配方法 1套；使用寿命≥

10000h；示范应用装备≥2类；申请发明专利≥6项。

有关说明：由河南省科技厅组织申报。

2. 大型掘进机主驱动密封关键技术示范应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复杂掘进工况对掘进机大直径动密封性能的

影响；研究大直径密封的设计与精密成型技术；研究大直径密封

材料处理工艺技术；研究大直径密封的工况模拟试验技术；研究

大直径密封状态监测技术及系统；研制大直径密封产品，在 10m

级及以上 TBM或 12m级及以上盾构机上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密封产品直径≥6m，承压能力≥1MPa，使用寿命

（掘进长度）≥4km；密封腔内外压差≥0.1MPa；示范应用产品

≥2类；申请发明专利≥3项，制定技术规范≥1项。

有关说明：由湖南省科技厅组织申报。

3. 大型掘进机行星减速器关键技术示范应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大型掘进机高功率密度行星齿轮减速器设计

方法；研究地质载荷耦合冲击振动等极端环境下的可靠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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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掘进机刀盘—减速器—动力源多场耦合系统动力学特性；研

究大型掘进机行星齿轮减速器零部件制造工艺、试验技术与装备，

并在10m级及以上TBM或12m级及以上盾构机上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减速器功率≥350kW；单级传动效率≥98%；使用

寿命≥10000h；环境适应温度-30℃~70℃；装机台套数≥10台，

申请发明专利≥2项。

有关说明：由河南省科技厅和湖南省科技厅组织申报。

4. 掘进机液压泵和马达关键技术示范应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高压大排量液压泵/马达配流盘卸荷槽设计、

滑靴柱塞封包、缸体成型、液压元件摩擦副表面处理、变排量控

制等技术，研制高压大排量液压泵和马达，在 TBM或盾构机上开

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液压变排量轴向柱塞泵排量≥750mL/r，额定工作

压力≥35MPa，额定转速≥1800r/min；液压变排量轴向柱塞马达

排量≥500mL/r，额定工作压力≥35MPa，额定转速≥2000r/min；

变量控制方式：电控/液压控制；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2000h；示

范应用产品≥2类；申请发明专利≥3项。

有关说明：由河南省科技厅和湖南省科技厅组织申报。

5. 大型掘进机关键部件监测诊断关键技术示范应用（应用示

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恶劣环境下轴承、密封件、减速机和液压元

件等关键部件运行状态在线传感、参数辨识、多信息融合故障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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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等技术，研制多型传感器、信号调理与处理模块、相关软件和

数据库；研究掘进地质成分动态监测技术，开发在线分析装备；

在 TBM和盾构机上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主驱动密封温度测量范围-35℃~200℃，温度测量

精度≤±0.2℃，磨损量检测分辨率≤20μm；主轴承游隙测量精度

≤5%FS；盾尾密封油脂压力测量范围 0~6MPa，综合精度≤

0.5%FS；使用寿命（掘进长度）≥4km；出碴成分含量分析误差

≤10%；示范应用产品≥2类；软件至少支持 3种以上主流通讯协

议接入接口，数据库存储性能≥20万点/秒，数据库查询速度≥10

万条/秒；申请发明专利≥4项，制定标准或规范≥2项。

有关说明：由河南省科技厅和湖南省科技厅组织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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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基础技术与关键部件”重点专项 2020 年度

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

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

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

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课题）；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

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课题）。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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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

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

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无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苏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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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基础技术与关键部件”重点专项

2020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编制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李冬茹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教授级高工

2 欧阳劲松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教授级高工/所长

3 陈兵奎 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研究员

4 叶 军 河南科技大学机械装备先进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教授级高工/副主任

5 陈雪峰 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教授/院长

6 范志超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究员

7 程永亮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总经理

8 孙 涛 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教授/副院长

9 周华民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院长

10 黄庆安 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主任

11 樊晓华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研究员

12 孙兰香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研究员

13 李 源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