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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产业联合基金）。重点围绕“一市（县）一产”，聚焦联合区

域内优势产业及产业链上下游行业，支持开展重大协同研发合作、

成果转化应用示范等一批重大项目。现将 2022年度产业联合基金

重大项目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额度和方式

河南省产业联合基金重大项目支持金额为 500万元—1000万

元。采用事前补助和事后补助的资助方式。立项后按照实际需求和

进度，参照省重大项目分期拨付经费。

二、申报要求

（一）项目应严格按照产业联合基金指南发布的专题进行申

报，主要聚焦联合资助方区域内的优势产业，开展重大技术攻关、

联合研发及成果转化示范，不在指南范围内的项目不予受理。

（二）项目主要采用“定向申报+公开竞争”的方式，重点支持

在 6个联合资助市（县）本区域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等具有研发能力的企事业单位。

（三）鼓励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主体

加强与联合资助市（县）开展产学研合作，可作为合作方与 6个联

合资助市（县）区域内的企业联合申报，牵头申报企业应具备实现

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的能力。

（四）项目申报单位应建有省级及以上研发平台，有较强的科

技研发能力和条件，运行管理规范。

（五）项目申请单位为企业的须有实际研发活动，上年度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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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大中型企业不低于 1.5%，其他企业不

低于 3%；投入项目研发的自筹资金不低于申请财政资金的 3倍。

（六）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3年。

（七）项目负责人年龄不超过 60周岁（1962年 1月 1日后出

生），两院院士不受年龄限制，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

（八）项目申请单位为企业的应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未被记入

“信用中国（河南）”黑名单。近 3年内承担的省重大科技专项存在

验收不通过或逾期尚未结项验收的企业，不得申报。

（九）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申报单位应对申请书真实性负责。

使用虚假材料申请项目，一经查实，视情节轻重，除撤销立项项目、

收回已拨经费外，还将列入科技计划项目不良信用行为记录。

三、申报程序

洛阳市、新乡市、濮阳市、南阳市、周口市、长垣市科技、财

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省辖市科技、财政主管部门，依据本通知要求，

按照属地化原则组织本地区申报工作，强化项目的严格筛选和审

核。申报单位需将项目申报资料报送至所在地科技、财政主管部门，

经科技、财政主管部门审核后，由主管部门统一报送至省科技厅、

财政厅。

四、申报材料受理

申报书装订成册（一式五份），在书脊上注明项目名称、申报

单位名称，经科技、财政主管部门审核盖章后，由主管部门统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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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度河南省产业研发联合基金
重大项目申报指南

一、洛阳市高端轴承产业重大项目申报指南

专项一：10～12 兆瓦海上抗台风风电机组变桨、偏航轴承

的研发及产业化

该专项根据海上风机大型化、大功率化的趋势需要，研发

10～12兆瓦海上抗台风性风力发电机组用变桨、偏航轴承，并

进行产业化。推动海上风电机组 10～12兆瓦系列风电机组规模

化应用，提升该系列产品生产规模、工艺装备水平、技术水平，

降低该系列产品成本，促进风电新能源平价上网。

研究内容：通过对海上 10～12兆瓦风电机组变桨、偏航轴

承的设计、制造、材料、热处理、检测、试验及评价的研究，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分析轴承的使用工况和环境因素，开展轴承的

结构设计、保持架的结构设计、滚动体的设计、轴承游隙的设计、

轴承制造及检测技术、轴承零件热处理工艺技术、摩擦力矩控制

技术、密封和润滑技术、滚动体 DLC涂层技术，研发出高精度、

高可靠性、低摩擦、高强度、长寿命的海上 10～12兆瓦风电机

组变桨、偏航轴承，引领行业发展。

考核指标：完成 10～12兆瓦海上抗台风风电机组变桨、偏



—— 6 ——

航轴承产品研发，轴承精度达到 P5级，形成该系列产品技术平

台。申请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 4项，编制企业标准 2项，

具备 200台套（3 套变桨+1套偏航）/年生产能力，上市推广产

品 2个。

专项二：高端工程机械用大型重载转盘轴承关键技术研究及

产业化

该专项针对国家基础建设中施工规模大型化、工程机械高端

化、轴承承载极端化的现实需求，对高端工程机械核心零部件转

盘轴承的关键技术开展研究，攻克该类轴承设计加工与批量生产

过程中的诸多技术难点，实现自主技术对国外先进技术的赶超，

实现高端工程机械用大型重载转盘轴承的产业化。

研究内容：大型重载转盘轴承高负荷容量、长寿命、高可靠

性的设计加工技术；高承载多排圆柱滚子组合转盘轴承的结构设

计技术；主机结构刚度不均匀限制下的大型重载转盘轴承有限元

仿真分析技术；提高轴承安装螺栓承载能力、达到与滚道承载能

力相匹配、总体提升转盘轴承承载能力的设计技术；转盘轴承滚

道许用接触应力共性技术的研究；新型超淬透性合金结构钢的开

发；转盘轴承高表面硬度、高淬硬层深度、高许用接触应力的热

处理工艺技术研究。

考核指标：形成轴向力 10000kN、倾覆力矩 34000kNm以上

承载能力的履带吊、汽车吊转盘轴承的产业化，完成摩天大楼

400000kNm 承载能力塔吊转盘轴承的研发和产业化，项目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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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形成大型重载转盘轴承销售收入 2亿元。

专项三：氢用高速无油润滑轴承及电机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氢液化和氢在使用过程中须用高速无油润滑轴承支撑高速各

种涡轮机械的转子系统，该专项建立抗冲击高速无油气体润滑轴承

的设计、加工、制造、试验、应用及测试、电机组件装配等研发体

系，解决国内相关领域应用过程中可靠度低等问题，建设高速电机

（含气体润滑轴承）生产、装配的中试生产线。

研究内容：高抗冲击弹性箔片轴承及高速电机仿真分析技术、

轴承以及轴系表面抗摩擦磨损膜技术、精密加工技术、模拟试验技

术和高速电机精密装配技术，打造集“设计、制造和应用”一体化发

展的氢液化和氢使用的高速气体润滑轴承及应用技术产学研基地。

考核指标：形成超高速无油润滑轴承生产、测试和应用的全链

条产业化技术能力，形成 10~100KW高速电机的批量产品化能力，

高 速 电 机 典 型 的 型 号 ： 功 率 为 25KW ， 工 作 转 速 为

25000~120000rpm，无油润滑，启停次数大于 100000次，运行寿命

大于 8000小时，储存寿命大于 5年，电机抗冲击能力大于 2.5g，

电机噪音≤75dB，电机最高效率大于 95%；申请专利≥2件；在氢能

源汽车或航空等领域实现应用。

专项四：新能源汽车电驱轴承数字孪生试验系统关键技术研发

该专项针对新能源汽车电驱轴承将是未来几十年的轴承产业

竞争高地，但类型不确定性很大、升级换代速度极快的特点，开展

数字孪生试验关键核心技术研究，攻克轴承新产品快速迭代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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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评价的难点。提高我省轴承产业升级换代的原创设计能力，

为新能源汽车轴承产业化提供科技支撑。

研究内容：研究新能源汽车电驱轴承的高保真数字孪生建模方

法及其 3D可视化实现技术；研究适应数字孪生试验的轴承关键性

能参数测量技术和数据互联互通方法；研究轴承数字模型与物理试

验平台的双向交互映射理论、方法与实现路径，构建数字孪生试验

系统；研究基于数字孪生的轴承智能运维方法，实现轴承的运转状

态评价、性能衰退评估、故障与剩余寿命预测等。

考核指标：构建用于性能和耐久性强化试验的轴承高保真数字

模型与 3D可视化仿真平台，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偏差≤15%；开发

新能源电驱轴承孪生物理试验平台 1台，具备 3秒加减速 20000rpm

的工作能力，实现包括振动、温度、摩擦力矩等试验数据采集，具

备与轴承数字仿真平台进行双向信息交互的能力；开发的电驱轴承

数字孪生试验系统应用企业不少于 2家，试验轴承类型不少于 3类；

制定典型电驱用轴承运转状态评价准则1项、性能衰退评估方法1项。

二、新乡市生物与新医药产业重大项目申报指南

专项一：基于特定靶点的抗恶性肿瘤药物开发及产业化

该专项针对肺癌、结直肠癌等我省常见恶性肿瘤，基于针对特

定靶点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前沿技术，开展靶向药物的药学研

究、非临床研究、临床研究，开发出治疗恶性肿瘤的靶向药物。

研究内容：以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为主的重大疾病为

研究重点，对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靶向药物，通过结构生物学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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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阐明相关靶点，并进行药物设计，结合分子片段库高通量筛选

及构效关系分析等方法，筛选若干个具有全新骨架的高选择性分子

苗头化学物，通过临床前成药性评价，获得有效抑制肿瘤生长的高

效分子化学物，开展临床前研究并获批临床试验；对已获批临床试

验的靶向药物，开展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完成 I期、Ⅱ期和Ⅲ期

临床研究，取得药品注册证书。

考核指标：完成 1-2个候选靶向药物的临床前安全性评价，取

得受理临床批件 1-2个；完成 1-2个已开展临床的靶向药物的临床

研究，形成研究报告并获得药品注册证书。

专项二：抗新冠病毒新药阿兹夫定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创新工

艺的研发及产业化

该专项围绕艾滋病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药物市场规模大、用

药服务性能、用料量、用药成本的现状出发，对国内外其原料药及

医药中间体品种的工艺开展攻关，开展创新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工

艺研究，攻克其工艺技术的难点，实现自主技术的应用；推进原料

药及医药中间体工艺的研究及产业化，为特色医药产业发展提供科

技支撑。

研究内容：针对艾滋病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疾病，研发技术涉

及攻克包括生物酶高效催化领域、高活性基因工程菌株构建、生物

转化绿色合成三大领域。利用先进的现代基因工程技术构建高效生

物转化和生物酶催化合成中间体原料尿嘧啶和氟尿苷技术，利用高

效绿色化学合成技术合成双 BZ尿苷重要中间体技术，以双 BZ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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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为原料与三氯氧磷、三氮唑反应得到 4位取代的中间体技术，设

计具有可操作性强，易于工业化生产、成品采用纯化水系统处理的

生产工艺技术，力求打通核苷医药行业从产品实验室研制与开发到

中试工艺开发再到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完整创新通道，实现其原料

药及医药中间体的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考核指标：申请发明专利 1项，获得科技成果 1项，获得原料

药批件 1件，取得企业质量标准 2项，完成生产基地 1个，上市推

广产品 1个。

专项三：人免疫球蛋白制品开发

该专项针对临床急需的无糖、高活性成分、高纯度的人免疫球

蛋白，开展工艺开发、药学研究、病毒灭活验证、动物安全性评，

完成非临床和临床研究，开发出具有高收率、高质量、高可及性的

人免疫球蛋白新品种。

研究内容：针对传统工艺制备的制剂中杂质蛋白（IgA）含量

相对较高，在临床上易诱导患者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有效成分含

量低的问题，通过工艺研究，开发新一代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制备工

艺；通过质量研究、临床研究实现国内新一代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产

品上市；采用新型技术、新型制剂处方，实现国内领先，工艺和产

品质量不低于国外已上市同类产品。

考核指标：完成 1-2个产品的临床研究，形成研究报告并获得

药品注册证书。

专项四：培南类无菌原料药生产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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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项针对培南类无菌原料药重结晶工艺和无菌分装技术，在

原有的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无菌原料药生产工艺基础上，扩大产品

投料量，详细研究投料量的变化对产品重结晶和无菌分装工艺中相

关工艺参数的影响，探索高质量高收率的培南类无菌原料药生产工

艺，为开拓培南类药物国际市场提供原材料保障，同时带动周边地

区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员就业。

研究内容：以市场上常见的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两种产品为研

究对象，依据原有的生产工艺，在扩大投料量的基础上，通过对以

下 4个工序的研究，总结相关工艺参数的变化对产品质量及收率的

影响，并以此探索高质量高收率的生产工艺：1、加热溶解工序：

该工序通过换热器升温彻底溶解微溶于水的培南类原料药粗品，形

成透明均一的溶液；2、结晶工序：该工序采用低温结晶的方式，

同时加入反溶剂以增加溶液的过饱和度，并通过加入晶种用二次成

核取代初级成核，获得粒度分布均匀的产品；3、过滤洗涤干燥工

序：该工序是将重结晶后的混悬液进行固液分离，并通过洗涤干燥

除去固体上残留的液体；4、原辅料混合工序：该工序采用单锥搅

拌的方式将精制后的无菌粉与相应辅料进行混合，混合后无菌粉的

均一性是保证注射剂中有效成分含量是否合格的重要因素。

考核指标：在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备案并取得备案登记号，生产

出产品质量符合国内药典标准的无菌原料药，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

无菌原料药生产通过国内GMP审核，形成知识产权 2项，产品平

均收率不低于 90%，新建美罗培南无菌原料药和亚胺培南无菌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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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生产线各 1条；实现年销售 100吨美罗培南和 20吨亚胺培南，

年销售收入 8亿，年利润 1亿。

三、南阳市数字光电产业重大项目申报指南

专项一：新一代阳光光导照明关键技术及工程化研究

该专项研究开发世界领先的阳光光导照明系统，实现广角聚光

透镜规模化制造，配合平行光路导光管，极大地提高了采光量和传

输率，成就低碳、绿色、健康的生活，对于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生

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内容：开展阳光光导照明光学系统设计技术、光导照明智

能化控制系统、关键零部件制造与系统集成技术研究，开发广角聚

光透镜高效聚光模组、平行光路光导照明光能分配与传输系统、光

电两用光导照明灯具，建设光导照明中试线。

考核指标：高倍聚光光导照明系统（采光 0.1m2 照明＞100m2）；

聚光透镜口径φ150mm-500mm，有效聚光角度≥160°（±80°），集

光效率≥80%（光谱范围 400nm-700nm），导光管直径φ50mm；导

光管有效传输距离 0.1m-100m。建设 1万套/年光导照明中试线，申

请专利 3项。

专项二：新型高效隔热光玻关键技术及工程化研究

该专项研究开发世界领先的高效隔热光玻，具有高效隔热与可

见光低反射、光致变色、光催化自洁净的复合多功能光学薄膜，不

仅在可见光波段具有较高的透光率，而且在近红外至远红外波段具

有宽带截止特性形成高效隔热功能，可广泛应用在车窗、建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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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及家居等各种场所，新颖、美观、绿色、节能、环保，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研究内容：开展高透光率高效隔热功能薄膜、光催化自洁净功

能薄膜、长寿命高可靠性功能光玻等关键技术研究，开发高效连续

自动化磁控溅射镀膜成套设备和基材表面清洁与装夹自动化成套

设备，建设高效隔热光玻自动化连续镀膜中试线。

考核指标：可见光透光率≥82%，近红外截止率≥95%，中远红

外截止率≥99.9%，耐温性能：-60℃-+85℃，使用寿命＞30年。建

设 40万m2/年高效隔热光玻自动化连续镀膜中试线，申请专利 3项。

四、濮阳市化工新材料及氢能产业重大项目申报指南

专项一：非粮生物基单体材料制备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该专项发挥河南农业大省作物秸秆资源丰富优势，开展农林秸

秆及废弃物综合利用研究，实施非粮生物基单体材料制备关键核心

技术研发与生物基聚酯新材料示范。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助

力乡村振兴，绿色低碳契合“双碳”发展战略目标，加快生物基及生

物降解材料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补链强链延链，实现我省国家

级生物基材料产业集群规模化发展突破。

研究内容：农林秸秆及废弃物综合利用和非粮生物质制备生物

基单体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研究，突破生物基平台化合物脱羰技

术，开发低成本生物基单体材料产业化制备技术；研究呋喃类生物

基平台化合物气相催化脱羰技术，开发固定床反应催化剂，形成低

成本连续化固定床气相工艺技术；呋喃类化合物脱羰副产生物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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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气制生物基甲醇关键技术研究；系列生产装置研制及配套、集成、

控制技术应用研究。

考核指标：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非粮生物基单体材料制备

技术工艺，开发生物基产品 3个以上，主导产品关键技术指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整体技术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生物基呋喃生产

成本降低至 1.5万元/吨，生物基四氢呋喃成本降低至 1.7万元/吨，

建成万吨级生产装置并实现稳定运行。制订相关标准 2项，取得科

技成果 2项，申请专利 8件以上（其中发明专利 3件以上）。

专项二：低成本高性能生物基仿玻璃PC 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该专项以开发生物基高光学性能聚碳酸酯，打破日本垄断，低

成本生物基聚碳酸酯本土商业化广泛应用为目标，突破异山梨醇单

体、异山梨醇基聚碳酸酯与 1,4-环己烷二甲醇共聚关键核心技术，

填补国内异山梨醇型绿色无毒 PC空白，增强我国生物基高光学玻

璃 PC自主可控能力。

研究内容：针对低成本生物基高光学性能聚碳酸酯国产化关键

技术，开发多孔固体酸催化剂制备异山梨醇低成本连续性产业化技

术，异山梨醇的分离提纯工艺，实施非光气熔融酯交换法制备 PIC

及催化剂研发，以及 1,4-环己烷二甲醇与 PIC共聚技术突破，完成

工业化工艺包开发和产业化应用。

考核指标：申请发明专利 3件以上。形成高纯度低能耗异山梨

醇单体的合成和分离工艺技术，研制具有更高的透明度，以及耐酸

耐碱、耐紫外线、耐刮擦、耐温、绿色安全环保、表面硬度高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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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基工程塑料产品，关键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实现产业化。单

体纯度≥98%，干燥失重≤1%；聚酯熔融指数 VR8-10cm3/10min，

透光率 92%，缺口冲击强度 95P(23℃)-14C(-30℃)KJ/m2。

专项三：大型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示范及规模化应用

该专项针对兆瓦级可再生电力电解水制氢示范项目技术难点，

基于风光电制氢系统应用动态适应性、运行可靠性研究、兆瓦级

PEM制氢设备关键技术研究、绿氢示范工程建设及运维技术研究

及项目标准体系制定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关，形成完整的风光电耦合

PEM制氢技术。

研究内容：基于兆瓦级可再生电力电解水制氢技术示范，开展

兆瓦级 PEM制氢集成技术研究，模拟研究电解水制氢装置工艺流

程，进行模块化设计研究，完成核心模块三维模型集成，研究可再

生电力生产绿氢的储运技术方案，开发加氢母站所用的高压储氢

罐，建设供氢母站并示范应用；开展绿氢示范工程建设方案及运维

技术规范研究，进行绿氢示范平台设计建设，测试与运维技术研究，

绿氢示范工程效能评估研究；开展绿氢制备装置安全控制技术研发

及标准规范体系建设，进行安全风险分析与 SIS系统开发配套，电

解水制氢标准规范体系建设，从工艺反应、装备配置及安全控制等

方面完善现有国家、行业及企业标准。

考核指标：申报发明专利 15项，形成绿氢标准规范体系，技

术标准和规范 10项，建成 2.5兆瓦 PEM制氢装置一套。氢气质量

满足燃料电池用氢标准要求，绿氢生产成本＜3.0元/Nm3，制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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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单耗≤4.5kW·h/Nm3。

五、周口市生物降解材料及医药产业重大项目申报指南

专项一：聚乳酸的规模化制备技术及关键单体丙交酯产业示范

该专项围绕生物可降解材料聚乳酸产业化生产中的“卡脖子”

丙交酯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实施重大关键技术突破，解决聚乳酸

规模聚合过程中的传质、传热、反应活性等核心问题，制备高旋光

纯度、高分子量、窄分布、低单体含量聚乳酸树脂。研究丙交酯的

催化新技术，引领产业技术进步，促进生物可降解材料产业发展。

研究内容：开发聚乳酸规模化生产工艺高效催化体系，设计并

优化脱水、裂解与聚合过程中的装备与工艺参数。研究乳酸制备聚

合级丙交酯的催化关键工艺技术，进行丙交酯万吨级生产工艺优

化。研究丙交酯开环聚合过程中传质传热和脱挥关键工艺技术，支

撑规模化放大生产。

考核指标 : 建立万吨级 PLA 产业化生产线，熔融指数

2-10g/10min（190℃，2.16kg），熔点≥175℃；优化万吨级丙交酯

新技术，全程收率≥90%，丙交酯纯度≥99.5%，水分≤0.03%，游离

酸≤7mmol/kg；申请发明专利 2-5 项、培养工程师、研究生及专业

骨干人才 10名以上。

专项二：心血管药物新药创制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该专项围绕常见心脑血管疾病等药物市场规模大、用药种类多

样化、用药时间久及患者依从性较差的现状出发，对国内外指南推

荐药物的品种开展攻关，开展创新复方药物研究，攻克制剂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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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实现自主技术的应用；推进复方创新药物的研究及产业化，

为特色医药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研究内容：针对心血管疾病，开展药物复方制剂技术研究、肠

溶包衣关键共性技术、颗粒熔融制备技术、包芯片压片技术、靶向

抗肿瘤药物等制药工程核心技术研发，攻克制剂技术难点，实现自

主技术的应用攻克制剂技术的难点，实现自主技术的应用，筛选

出适合产品规模化生产的工艺，实现产品质量可控、体外研究证实

产品的技术指标符合国内外技术标准及审评要求，通过临床试验进

一步验证产品的有效性及安全性，采用新设备、新技术实现创新药

物的成果转化，实现对国外已上市产品的首仿和进口替代（ 建立

药品质量标准，并与原研药进行全面的质量对比，达到自制样品

与原研药质量一致；完成生物等效性研究，实现自制样品与原研

药体内疗效一致。）

考核指标：解决复方制剂开发的关键技术问题，实现商业化生

产并顺利获批上市。申请授权发明专利 1项，获得科技成果 1项，

获得产品注册批件 1件，取得药品生产许可取。获得药监局认可

国家质量标准 1项，企业质量标准 3项（产品质量标准、原辅材

料标准、检验方法、质量控制指标等）以上，完成生产基地 1个，

上市推广产品 1个（获得产品注册批件）。

专项三：高产优质小麦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应用

该专项围绕小麦在产量、品质、抗病、节水等方面重大科技需

求开展技术攻关，培育优质专用小麦新品种并进行产业化应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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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创新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

产品有效供给。

研究内容：针对小麦品种选育的关键技术问题，开展小麦品质、

产量、抗性等重要性状的关键基因挖掘，建立常规育种、分子标记

辅助选择、夏繁加代、品质分析、病害接种鉴定、单倍体育种等相

结合的高效分子聚合育种体系，创制在品质、产量、抗病性等性状

方面表现突出的优异种质资源，培育高产优质多抗小麦新品种；开

展品种、土壤、水肥、病虫害防控等方面研究，集成新品种配套的

绿色高效、轻简化、节本增效生产技术体系；开展新品种原种保纯

及繁育体系标准化基地建设，建立新品种推广体系并大面积示范推

广应用，形成科研院所、种子企业、繁育基地、加工企业等为主体

的育繁推加产业化应用模式。

考核指标：创制在产量性状、品质性状、抗病性等方面具有优

异特性的种质资源 5份，培育小麦新品种 2个。高产品种产量较对

照增产 5%；优质品种品质特性达到国家中强筋、强筋或弱筋小麦

标准；绿色品种中抗赤霉病或中抗黄淮麦区三种主要病害；授权植

物新品种权 2项；形成小麦新品种配套栽培技术 1套；年建设万亩

方 1个（平均亩产达 550kg以上）、千亩方 2个（平均亩产达 600kg

以上）和百亩方 3个（平均亩产达 650kg以上）；高标准原种保纯

繁育基地 500亩；年建设高标准种子繁育基地 3万亩，生产种子

1500万公斤，种子质量到达国家标准；新建 20吨/小时种子加工生

产线 1条；新品种累计示范推广面积 600万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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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长垣市起重装备制造产业重大项目申报指南

专项一：具有恒流浇注特性的系列冶金起重装备关键技术研

发及产业化应用示范

项目简介：目前国内钢铁冶金企业平均技术装备水平低，结

构不合理，整体效率不高，恶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针对钢铁行

业的安全和效率痛点，开展安全可靠性技术、结构设计的减量化

关键技术、结构设计的配套件关键技术等研究，形成 300-500t

冶金专用起重装备，并具备独创的恒流浇注特性，突破传统冶金

工艺限制，实现冶金行业技术革新，相关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部分关键技术为行业首创。

研究内容：（1）冶金起重机智能化管理系统研究。针对冶

金起重装备在线安全检测的需求，通过不同机构配备震动、温度、

能耗等不同传感器的方案，开发一套具备在线故障检测功能的智

能化管理系统；（2）基于数字孪生技术及互联网大数据的集中

式远程运维管理平台开发。基于数字孪生技术，采用“公有云+

专属云”的混合云架构，同时融合 IOT自动化信息管理系统、设

备运行参数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搭建起重装备集中式远

程运维管理平台，开展远程运维、远程监控、远程故障诊断等智

能服务。（3）冶金起重机系列化、关键零部件标准化研究。桥

架结构采用减量化设计，配合运行系统、起升系统的轻量化设计，

形成 300-500t的减量化设计图纸；300-500t冶金起重机减速机系

列设计及优化，开展齿轮参数及结构、修形、箱体结构、尺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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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性优化分析等，形成 320t冶金起重机减速机优化分析报告、

450和 500t减速机系列设计说明书、450和 500t减速机齿轮接触

分析报告、450和 500t减速机箱体仿真分析报告；同时对起升卷

筒进行优化分析，提高疲劳强度和耐磨性能，同时降低重量，形

成计算书和分析报告。（4）冶金起重机关键加工工艺研究。构

建了以自动化焊接机器人生产线—全自动炉温控制退火炉—实

时炉温监测的整体成套焊接技术及全自动智能整体加工工艺技

术。（5）恒流浇注特性研究。开发多吊点同步起升控制技术，

结合全方位高清视频实时监控，以各机构无极变速稳定运行为基

础，完成恒流浇注功能的实现。

考核指标：（1）完成 320t、350t、380t、500t的系列冶金起

重机减量化设计图纸，结构件减重 15%以上、整机减重 10%以

上；（2）完成 320t冶金起重机减速机轮系和轴系分析报告、320t

减速机箱体及主小车架分析报告，优化后减速机箱体最大应力减

小 15%以上，主小车架最大应力减小 15%以上；（3）完成 500t

冶金起重减速机箱体及上部小车架分析报告、500t冶金减速机齿

轮接触分析报告，形成优化后的小车方案；（4）完成卷筒结构

优化计算书和分析报告，解决卷筒轴开裂等质量问题；（5）完

成 500t以下全系列冶金起重机市场推广，市场销售额达到 10000

万元/年；（6）突破 2-3项关键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7）

申请发明专利 2件、使实用新型专利 6件、件著作权 5件，发表

论文 3篇，发布企业标准 1项；（8）联合培养工程师、博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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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等技术人员 8名。

专项二：具有自主感知的多用途起重机的研发

项目简介：该项目通过攻克吊装过程安全路径自动规划、实

时避障检测、吊重摆动控制、快速准确就位、AI图像识别等技

术难点，研发成功具有感知功能的多用途起重机，满足智能工厂

对物料搬运系统设备的需求，解决无人化车间基础核心物流搬运

装备“卡脖子”问题，代表起重机智能化的发展方向，成为提升河

南地区乃至全国起重物流装备产业发展速度的重要基础产品，并

逐步形成行业起重物流装备产业新的构架和布局。

研究内容：作业对象和作业环境信息自主感知技术，吊装路

径的自动规划技术，及结构变形的动力学分析和精确就位技术，

以目标为导向的动态规划和安全避障技术，起重机性能和安全及

其评价方法研究，项目将试制具有自主感知的多用途起重机，关

键技术的验证、安全评估研究将依靠试制的样机完成，最终检验

和修正多用途起重机所涉及的理论、方法和关键技术，为起重机

产业化奠定基础。

考核指标：（1）提高消摆效率≥100%，单台起重机工作效

率提高 30%，单台起重机工作人员减少 80%；（2）就位精度达

到毫米级；（3）申请发明专利 2件，实用新型专利 10件，软件

著作权 5件，发表论文 8篇，科技成果登记 5项。

专项三：面向起重机的新型行星传动机构开发与应用

项目简介：该项目以起重机四大机构为研发课题，以绿色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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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行星外齿圈输出驱动技术为核心，针对传统多级减速传动方

式体积大、驱动效率低、可靠性差的缺点开展研发、技术升级与

产品替代，为起重机械行业提供一种全新的起重机机构成套解决

方案，可满足起重机械多样性与功能性要求，适应未来智能化、

无人化、绿色化起重机械的升级改造。

研究内容：以起重机四大（起升、运行、变幅、回转）机构

为研发对象，以绿色减量化行星外齿圈输出驱动技术为核心，以

小尺度轻量化大速比系列化外齿圈输出驱动行星减速装置为优

化多目标，基于狮群算法的改进多目标优化模型，通过狮群生存

技巧模拟迭代寻优，获得外齿圈输出驱动行星减速装置组成部件

结构的最优参数组合，集成“五合一”驱传动机构，具有减体降重，

高效传动、减振降噪、高度集成的优点，可实现对传统驱动机构

的技术升级与产品替代。解决了起重机传动机构体积自重大、驱

动效率低、噪音振动大和高效匹配的技术瓶颈。

考核指标：（1）起重机新型行星传动机构体积减小 20%，

自重降低 20%；（2）起重机新型行星传动机构实现输入转速 2800

r/min，传动效率提高 30%；（3）起重机新型行星传动机构传动

噪音噪音低于 60db（A）；（4）以 P440T3-8W行星减速机为例，

输出扭矩可达 50000Nm，传动比 47、87.64、126.94三种可选，

额定功率 160Kw,减速机重量 420Kg（5）起重机新型行星传动机

构应用于起重机四大机构 20000台以上；（6）申请发明专利 5

件，实用新型 10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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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省产业研发联合基金

重大项目申报书

产业领域：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签章）：

科技主管部门（签章）:

财政主管部门（签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河南省财政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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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1、本申报书为申报河南省产业研发联合基金重大项目的文字依据。

2、申报书各项内容必须如实填写，各栏目不得空缺，无内容时填“无”，

数字一律取整数，单位名称需填写全称。

3、申报书规格统一使用A4纸，打印文字釆用小四号宋体字。申报书填

写完毕，与相应的附件装订成册。经科技、财政主管部门（单位）签署意见

并加盖公章后报送。

4、附件要求

项目技术情况的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科技成果奖励证书、查新报告、

检测报告、专利证书或其他技术权益证明等，由申报单位自行选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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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项

目

概

况

产业领域

项目名称

技术来源
□ 1、自主研究开发 2、合作（委托）研究开发 3、国内其他单位技术

4、国外技术

技术水平
□ 1、国际首创 2、国际领先 3、国际先进 4、国内首创 5、国内领先

6、国内先进 7、一般水平

项目曾列入

何类计划
□ 1、国家科技计划 2、省科技计划 3、其他：（）计划项目编号：（）

预期主要成

果形式

□ 1、论文论著 2、研究报告 3、新产品或农业新品种 4、新设备

5、新材料 6、新工艺或方法 7、软件 8、其他

项目已有专

利情况

申请专利数 项 其中：发明专利 项

授权专利数 项 其中：发明专利 项

项目获得奖

励情况

国家科技进步奖□ 1、一等奖 2、二等奖 3、三等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 1、一等奖 2、二等奖 3、三等奖

省级科技进步奖□ 1、一等奖 2、二等奖 3、三等奖

项目总投入

（万元）
申请省财政经费 申请市（县）财政经费 单位自筹资金

项目起止时间

项目现有经

济效益指标

年生产能力 就业人数

年销售收入 万元 年出口创汇 万美元

年纳税总额 万元 年净利润 万元

市场占有率 国内： % 国外：%

项目预期经

济效益指标

年生产能力 就业人数

年销售收入 万元 年出口创汇 万美元

年纳税总额 万元 年净利润 万元

市场占有率 国内：%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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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身份证号

党派 单位

职称 职务 现从事专业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申请单位

概况

单位名称

注册时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1、企业 2、科研院所 3、高等学校 4、其他

企业登记

注册类型

□1、国有企业 2、集体企业 3、股份合作企业 4、联营企业

5、有限公司 6、股份有限公司 7、私营企业

8、港澳台投资企业 9、外商投资企业

通信地址

联系人 手机 传真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开户银行 账号 信用等级

所在省级产业集聚区

所在省级以上高新区

获得省级以上技术

研发资质情况

□ 1、创新龙头企业 2、高新技术企业 3、重点实验室

4、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工程研究中心 6、企业技术中心

7、工程实验室 8、创新型企业 9、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0、其他（ ）

职工总数
中级职称

技术人员

高级职称

技术人员

単位注册资金 万元 上年末总资产 万元

上年度营业总收入 万元 上年度净利润 万元

上年度纳税总额 万元 上年度出口创汇 万美元

上年末资产负债率 %
上年度研发

费用总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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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单位

概况

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所属区域 □ 1、国内 2、国外 3、港澳台地区

单位性质 □ 1、企业 2、科研院所 3、高等学校 4、其他

企业登记

注册类型

□ 1、国有企业 2、集体企业 3、股份合作企业 4、联营企业

5、有限公司 6、股份有限公司 7、私营企业 8、港澳台投资企业

9、外商投资企业

注册时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信地址

联系人 手机 传真

二、项目的立项依据和意义

(说明国家有关产业技术政策，国内外相关领域技术发展水平和趋势，对我

省和当地产业、经济的影响带动作用，与重大工程或重大装备的结合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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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主要研究开发内容与创新点

（项目的创新类型、创新点、实施方案、技术关键、技术路线）

四、实施本项目已具备的条件

（说明已具备的技术力量、管理水平、前期科研基础、产学研合作情况、

国内外合作情况、成果转化、产业化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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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实施的计划进度

（项目实施计划进度、阶段目标，拟分解的课题及承担单位选择方式等）

六、项目绩效目标

（预期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推广应用及产业化前景、对创新平台（基

地）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的促进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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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成

果

项

数

新产品 （项） 新技术、新工艺 （项） 新材料 （项）

新装置 （套） 研究报告、论文 （篇） 软 件 （项）

新药证书 （个） 临床批件 （个） 新品种 （个）

专利共 （件） 标准共 （项） 其他

直接经济效益 （万元） 推广示范经济效益 （万元）

新增再孵企业 （个）
促进技术合

同成交额
(万元) 培训从事技术创

新服务人员数量
（人次）

提供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数量

（人次）
培训和指导农业科技

服务数量
（人次）

培训技术经纪人

数量
（人次） 开展创业辅导活动 （场）

科技特派员服务

农民
（户） 带动增收致富人数 （人）

转化科技成果数

量
（项） 推广面积/数量 （亩/头/只）

人才引进及培养 硕士及以上 （人）， 其中:高级职称 （人）

七、项目主要参加人员情况（项目负责人情况不再填写）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党派 单位 职称/职务 现从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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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件

项目技术情况的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科技成果奖励证书、

查新报告、检测报告、专利证书或其他技术权益证明等，由申报单

位自行选择提供。

九、推荐意见

申报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科技主管部门 财政主管部门

负责人：（签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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