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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畜禽新品种培育与现代牧场科技创新”重点专项

2024年项目申报指南

（仅国家科技信息管理系统注册用户登录可见）

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畜禽新品种培育与现代牧场科技创

新”重点专项。根据本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4年

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专项总体目标是：围绕保障“菜篮子”、“肉盘子”、

“奶瓶子”等产品稳定供给，重点解决畜牧业生产中良种繁

育、高效养殖与加工等关键科学问题与技术瓶颈。

2024年指南按照共性技术类、集成推广类两个层面，

拟启动 18个项目方向，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1.62亿元。其

中，拟支持青年科学家项目 5 个，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1000万元。对于明确要求由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其他经

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

中央财政经费的比例至少要达到 1:1。对于明确实施机制为

科企联合的，参与项目的企业需按获得中央财政经费数 1:1

配套经费。

如无特殊说明，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5年。申报项目的

研究内容必须涵盖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香
港

城
市

大
学

深
圳

研
究

院
 ci

tyu
sz



2

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

题。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应为 1984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

生。原则上团队其他参与人员年龄要求同上。

1.主要肉牛品种推广应用关键技术研究（集成推广

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主要肉牛品种营养需求数

据不全、主要肉牛品种生产水平不高等问题。

研究内容：围绕华西牛、西门塔尔牛、安格斯牛、秦

川牛、蒙古牛等主要群体，研究主要肉牛品种营养需求，

提高生产效率；选择不同养殖模式的主要肉牛品种，充分

利用生产效率、料肉比、肉品质等关键指标，研究建立杂

交组合模式；筛选不同区域、不同养殖模式最适宜的生产

模式，对筛选出的特定杂交组合模式在主产区推广并开展

配套技术研究；围绕弗莱维赫等乳肉兼用牛遗传资源，开

展乳肉兼用牛新品种（系）培育及推广应用。

技术考核指标：制定主要肉牛品种营养需求标准；围

绕培育品种、引进品种、存栏量大的地方品种和典型杂交

群体开展品种间杂交组合 10个以上；优化形成肉牛生产和

管理技术体系 1个；建立高水平乳肉兼用牛遗传资源群体，

形成完善的乳肉兼用牛数据采集和遗传评估体系，生产性

能提高 10%以上，培育出乳肉兼用牛新品种（品系）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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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考核指标：分为五个主产区，北方、东北、西

北、中原、南方，每个产区示范推广 50 万头，性能提高

8%—10%，产区生产水平平均提高 5%。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培育过经农业农村部审定的品

种，建有基础母牛群。

经费预算：2000万元

2. 牛羊饲料饲草高效利用与碳减排关键技术（共性技

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牛、羊饲料饲草营养组特

征图谱不清、碳排放基础数据不明等问题。

研究内容：构建奶牛、肉牛、肉羊、奶山羊日粮养分

精准供给相关的关键生命过程数字化图谱，研究抗逆营养

调控机制；研究奶牛、肉牛、肉羊、奶山羊生产过程可代

谢能和可代谢蛋白等的日粮养分动态需求规律，建立不同

养殖模式奶牛、肉牛、肉羊、奶山羊的精准营养供给模

型；聚焦养殖业排放气体，探明当前奶牛、肉牛、肉羊、

碳排放基础量，创建动植物生产有机结合的碳排放、碳消

纳、碳减排生产示范技术体系。

技术考核指标：绘制牛羊饲料饲草营养组特征图谱，

建立奶牛、肉牛、肉羊、奶山羊精准营养供给模型各 1套；

分畜种创建碳排放基础数据库各 1个；研制碳减排新型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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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和肥料产品 15 个以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 项以

上。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动植物生产有机结合的碳排放、

碳消纳、碳减排示范场 100个以上，生产单位肉、奶的碳排

放减少 15%—35%，节约蛋白质饲料 50万吨以上。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具备

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先。

经费预算：1500万元

3. 天然草原生产力提升与多元化草产品加工关键技术

（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天然草原生产力较低、饲

草品质调控加工和草畜高效利用技术缺乏等问题。

研究内容：开展不同天然和草地放牧条件下，地上地

下生物多样性稳定性、植物对水分和养分利用效率、优质

饲草品质形成及家畜采食消化特性研究；研究基于草地补

播、土壤性状改良、有益微生物群落调控和增强饲草抗旱

耐寒性能的天然草地生产力提升、饲草营养品质调控加工

关键技术，开发优质饲草产品；开发优质饲草青贮、发酵

全混合日粮调制、高品质干草调制及青贮菌剂、干草防霉

剂和多元化饲草等产品创制。

技术考核指标：提出天然草原生产力提升和饲草品质

调控技术 5—8项，草地生产力提高 20%—30%；创制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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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菌剂、干草防霉剂及高值化饲草产品 2—3个；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 2项以上。

产业考核指标：推广示范 5万亩以上；建立草畜高效利

用模式 2—3个；优质饲草自给率由不足 70%提到高 75%。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具备

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先。

经费预算：1200万元

4. 提升非粮饲料和超期储粮蛋白质营养价值的预处理

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非粮饲料和超期储粮预处

理加工技术水平较低等问题。

研究内容：探明粉碎、制粒、调质、膨化等传统饲料

加工工艺对非粮饲料和超期储粮蛋白质营养价值的影响，

研究优化工艺参数，建立精细化加工技术；研究超高压脉

冲电场处理等新型预处理加工技术，及其与低温膨化、酶

解、微生物发酵的联合预消化技术对非粮饲料和超期储粮

蛋白质理化性质、分子结构和养分利用率的影响规律，构

建非粮饲料和超期储粮蛋白质营养价值提升、抗营养因

子、真菌毒素钝化与降解等技术；建立预处理非粮饲料和

超期储粮营养价值数据库，研发应用技术体系并示范。

技术考核指标：开发新型非粮蛋白质饲料资源 3—5

种；构建提升非粮饲料和超期储粮蛋白质营养价值的预处

香
港

城
市

大
学

深
圳

研
究

院
 ci

tyu
sz



6

理加工技术 5项以上和精细化加工工艺 3套以上；研制预处

理非粮饲料和超期储粮产品 5个以上、应用技术体系 5套以

上，代表性非粮饲料和超期储粮蛋白质利用率提升 3%以

上、有毒有害物质降低 60%以上；完善饲料原料营养价值

数据库，建立预处理非粮饲料和超期储粮营养评价与信息

共享平台 1个；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项以上。

产业考核指标：预期实现新增 100万吨大豆当量的蛋白

饲料。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具备

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先。

经费预算：1000万元

5. 乳用型地方品种马高效养殖模式研究及示范推广

（集成推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乳用型地方品种马养殖效

率较低等问题。

研究内容：比较放牧、舍饲、放牧+舍饲三种饲养模式

对乳用马生产性能和养殖效益的作用，研究其影响因素；

制定乳用马补饲、全饲模式和马驹各生长阶段饲料配方及

加工工艺；改进马驹和青年马饲养管理模式和技术标准；

建立示范基地，进行推广应用。

技术考核指标：建立适用于乳用马的厩舍标准、饲料

配方和加工工艺各 1项；编制饲养管理技术指导著作 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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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综合配套技术方案 1个；形成技术报告 1份；授权国内

发明专利 1项以上，制定行业标准 1项。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示范基地 3个以上，示范推广 5万

头以上，年经济效益 5000万元以上。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具备

乳用型马试验场优先。

经费预算：1000万元

6. 牛羊智能饲喂与环控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集成推广

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牛羊智能化饲喂与环控关

键技术整体水平较低等问题。

研究内容：研发奶牛、肉牛和肉羊规模养殖智能饲喂

技术和精准饲养模式；集成奶牛、肉牛和肉羊规模养殖全

过程绿色健康养殖、数字化精准管理等关键技术；建立精

细养殖大数据平台，创制健康信息感知生物传感器，建立

牛羊健康状况智能化预警模型；研发舍内环境自动控制技

术，构建牛羊养殖环境控制体系；集成牛羊智能化饲喂与

环控体系并示范推广。

技术考核指标：形成奶牛、肉牛和肉羊规模养殖智能

饲喂技术和精准饲养模式 3项；建立规模养殖全过程绿色健

康养殖、数字化精准管理等关键技术规程；创制生物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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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3—5个；构建大数据平台 1个，研发舍内环境自动控制

技术 3项；建立牛羊智能化饲喂与养殖环境控制体系 1套。

产业考核指标：在牛羊主产省示范养殖场 60个，技术

辐射牛羊 60万头。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有相

应的示范基地。

经费预算：1000万元

7. 猪智能精准饲喂与环控技术集成示范（集成推广

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我国猪养殖智能化水平较

低等问题。

研究内容：研发不同阶段猪智能精准饲喂技术和精准

饲养模式；突破信息感知与采食行为融合的智能巡检自动

化制造技术；研发适合不同养殖模式的精准环控数据模

型，开发猪舍空气净化、精准通风和废气处理等模式；建

立不同养殖模式猪舍环境信息化感应、监测及自动化控制

的环境控制智慧设备及调控技术，构建生猪养殖环境控制

体系；建立智能化猪场管理标准并示范推广。

技术考核指标：研制工厂化生猪养殖精准饲喂和精准

饲养系统应用技术 5—8套，饲料浪费减少 90%以上；研发

智能巡检自动化制造技术 3—5项；研发环境自动控制技术

及健康信息感知生物传感器 5—8套，并建立配套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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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1项；制定猪智能化养殖技术集成相关地方/国家级标准

2项。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标准化智能化示范猪场 20 个以

上，累计示范推广生猪 2500万头。

实施机制：企科联合

申报要求：行业内的优势企业牵头；有相应的示范基

地。

经费预算：1000万元

8. 新型绿色高效促生长生物活性物质关键技术研发与

示范（集成推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绿色高效促生长生物活性

物质筛选和高效制备技术缺乏等问题。

研究内容：挖掘和筛选促进畜禽动物生长、提高饲料

蛋白与能量转化效率的新型饲用生物活性物质，构建高效

生产工程菌株和高效生产体系；高通量筛选活性多酚、五

环三萜、活性多糖与低聚糖等林源生物活性物质，构建绿

色高效多级连续全质化利用与生产新技术，并实现产业化

示范；开展生物活性物质促生长、调免疫、抑害菌等试验

评价，进行应用示范研究。

技术考核指标：开发辣椒素、3—吲哚丙酸、噬菌体裂

解酶等新型饲用生物活性物质 5—8个，创制活性多酚、五

环三萜、活性多肽、活性多糖与低聚糖等生物活性物质 5种

以上，其中，多酚的抗氧化性能提高 50%以上，多肽抑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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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提高 50%以上，低聚木糖与纤维低聚糖的得率达到原

料木聚糖与纤维素组分的 45%和 25%。

产业考核指标：开发配套应用技术体系 3套以上，养殖

发病率降低 5%以上；建立生物活性物生产示范线 2—3

条。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具备

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先。

经费预算：1000万元

9. 黄羽肉鸡、蛋鸭叠层笼养高效养殖关键技术集成示

范推广（集成推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黄羽肉鸡、蛋鸭叠层笼养

标准化模式及关键设施设备缺乏等问题。

研究内容：研究黄羽肉鸡、蛋鸭叠层笼养高效健康养

殖水平影响因素，构建养殖技术、养殖设备等评价方法；

研究集成笼养高效健康养殖模式，形成品种、土建、技

术、装备等一体化推广模式；研发叠层笼养条件下生物安

全防控措施，集成水环境健康与安全净化、数字化环境监

控等关键技术与装备；选择典型区域示范推广，建立我国

叠层笼养高效健康养殖体系。

技术考核指标：形成黄羽肉鸡、蛋鸭叠层笼养高效健

康养殖技术、装备、环境等相关评价评估方法和评估报告

各 3套，集成标准化推广模式 5套以上，制定饲养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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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 3—5套；集成饮水净化与处理技术、场区微生物环境

优化技术等工程防疫技术 3套；制定适合我国不同气候条件

区域的黄羽肉鸡立体设施化养殖鸡舍设计和建设标准 3套，

设施设备参数 50个，研制设施设备 5—10件，提出 3—5套

设施设备优化组合方案。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黄羽肉鸡、蛋鸭示范区 5个以上，

示范场 100家以上，累计示范规模 1.5亿只，示范场死淘率

比全国平均水平降低 2%。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具备

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先。

经费预算：1000万元

10. 家畜繁殖障碍调控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共性技术

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家畜繁殖障碍调控技术与

产品不足、家畜发情受胎率较低等问题。

研究内容：聚焦后备母猪情期启动及初产母猪发情调

控影响因素与规律，研发相应调控技术与产品；聚焦牛羊

发情障碍和胚胎丢失，揭示卵泡囊肿、黄体囊肿和早期胚

胎附植率低等原因，开发相应调控技术与产品；聚焦热应

激等影响母畜发情重要因素，研发缓解热应激，促进发

情、妊娠的调控技术与产品；研发围产期护理技术与药

物，降低子宫与阴道炎症导致的繁殖障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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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考核指标：揭示影响后备母猪情期启动及初产母

猪发情调控重要因素，建立高效调控技术 2项；建立牛羊高

效发情妊娠调控技术 2—3项，使牛羊发情率、受胎率提高

5%—10%；研发降低母畜热应激的防控调控技术与产品 2—

3项，使母畜夏季发情率、受胎率提高 5%—10%；建立高

效围产期护理技术 2—3项，开发相关调控产品 2—3个。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初产母猪发情调控示范场（500头

以上）1—2个，牛羊繁殖调控母羊（1000只以上）、母牛

（500头以上）示范场各 1—2个；建立热应激调控与围产

期护理技术及产品应用示范场 2个以上。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具备

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先。

经费预算：1500万元

11. 农牧交错区家庭牧场关键技术集成示范（集成推广

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我国农牧交错区家庭牧场

生产力较低等问题。

研究内容：开展农牧交错区优质饲草饲料及功能性饲

草资源开发、高效生产和加工关键技术研究；研究农牧交

错区家庭牧场家畜良种、良饲、良繁配套技术体系；研究

不同立地条件退化草地近自然快速修复与生态系统稳定性

综合集成技术；研究家庭牧场粮草畜系统耦合、优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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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模拟模型及其关键技术；研究生态、生产和经济信息

化技术体系；构建个性化种养结合、废弃物及粪污循环利

用低碳经营管理模式，建立示范区，生产多元化优质畜禽

产品。

技术考核指标：筛选农牧交错区家畜良种和优质饲草

饲料资源 8—10种，开发饲草饲料产品 3—5个，草地和家

畜生产效率提高 10%—15%；开发粮草优化种植和生态修复

技术 6—8套，产量提升 10%以上；开发农牧交错区家庭牧

场系列管理模型 3—5个；研发多元化优质畜禽产品生产技

术 3—5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项以上。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核心示范基地 8个以上，累计推广

面积 100万亩以上；建立农牧交错区示范牧场 20个以上，

累计推广牛羊 50万头（只），区域草畜生产力提高 20%。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是区域内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

础的优势单位；具备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先。

经费预算：1000万元

12. 南方草地资源开发与草畜耦合集成示范（集成推广

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南方草地资源利用率较低

等问题。

研究内容：研究南方集中连片草山草坡植物多样性与

牧草品质调控、草地质量提升及草畜耦合关键技术；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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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施肥、再生管理等草地生产力和饲草品质提升技术

研究；建立饲草利用、家畜养殖与环境友好一体化高效耦

合技术体系。

技术考核指标：研发南方草地品质改善与利用技术 5—

8 项，草地生产力提高 15%—20%；授权发明专利 2 项以

上。

产业考核指标：建立南方草地草畜耦合示范场 20个以

上，累计示范推广牛羊 200万头（只）。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有南

方草地试验场优先。

经费预算：1000万元

13. 奶水牛产业高产高效关键技术与集成示范（集成推

广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我国奶水牛养殖水平较低

等问题。

研究内容：利用巴基斯坦等国奶水牛种质资源，开展

高产奶水牛种牛引进和评估，建立奶水牛引进良种示范

区；研发高产奶水牛胚胎和冻精引进及繁育效率提升关键

技术；开展奶水牛高效智能化养殖与疫病防控关键技术，

形成可推广生产模式；解析奶水牛不同阶段营养需要，建

立奶水牛专用日粮配方；创建水牛乳新型加工技术，开发

高值化水牛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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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考核指标：筛选引进优质高产奶水牛种牛 5000头

以上；引入高产奶水牛胚胎 2万枚，冻精 5万支；研发并集

成种源引进评估、高效繁育、智能化养殖、疫病防控等关

键技术和相关智能装备 8个以上；获新兽药证书 1个；开发

水牛乳加工新产品 5个以上，制定生产技术规程 5个以上。

产业考核指标：创建巴基斯坦奶水牛无疫牧场引种区 1

个，建立奶水牛引进良种示范区 2个；利用胚胎移植和细管

冻精培育犊牛 2800头以上；建立智能牧场示范区 1个；培

育壮大龙头企业 2家以上，服务水牛乳加工企业 2个。

实施机制：科企联合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5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具备

相关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优先。

经费预算：1000万元

14. 猪高效安全性别控制育种新技术（青年科学家，共

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猪高效安全性别控制技术

缺乏等问题。

研究内容：借助现代分子生物学、机器学习等前沿技

术，基于猪 X/Y 精子形成及成熟机制，以及 X/Y 精子核

酸、蛋白等差异特征，开发安全、高效的实现猪 X/Y精子

分离或发生的新方法，创建种猪的性别决定与性别控制育

种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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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考核指标：建立猪高效安全性别控制技术 1项，性

别控制精准度达 70%以上。

产业考核指标：进行示范应用。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3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

经费预算：200万元

15. 家禽高效安全性别控制育种新技术（青年科学家，

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家禽高效安全性别控制技

术缺乏等问题。

研究内容：基于家禽性别决定和分化发育分子机制，

以及胚胎早期基因表达模式和表型特征，高效精准地实现

性别特异性诱导发育、早期胚胎性别决定及早期性别特征

识别，创新多维度的性别决定与性别控制育种新技术。

技术考核指标：建立家禽高效安全性别控制技术 1项，

性别控制精准度达 90%以上。

产业考核指标：进行示范应用。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3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

经费预算：200万元

16. 牛羊高效安全性别控制育种新技术（青年科学家，

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牛羊高效安全性别控制技

术缺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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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基于牛羊性别决定和分化发育分子机制，

以及胚胎早期基因表达模式和表型特征，高效精准地实现

性别特异性诱导发育、早期胚胎性别决定及早期性别特征

识别，创新多维度的性别决定与性别控制育种新技术。

技术考核指标：建立牛羊高效安全性别控制技术 1项，

性别控制精准度达 90%以上。

产业考核指标：进行示范应用。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3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

经费预算：200万元

17. 猪新品种经济性状现代精准评价技术（青年科学

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猪新品种经济性状精准评

价技术和标准物质缺乏等问题。

研究内容：建立基于多组学的基因表达量评价方法，

实现猪新品种优势表型的定量评价，研究猪新品种经济性

状精准测量技术，建立定量评价技术大数据模型，形成评

价标准体系。

技术考核指标：建立基于多组学的基因表达量评价方

法、表型精准测量技术各 1项，大数据人工智能定量评价模

型 1套，研制评价标准物质 5项。

产业考核指标：进行示范应用。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3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

经费预算：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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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牛羊新品种经济性状现代精准评价技术（青年科学

家，共性技术类）

拟解决关键问题：重点解决牛羊新品种经济性状精准

评价技术和标准物质缺乏等问题。

研究内容：建立基于多组学的基因表达量评价方法，

实现牛羊新品种优势表型的定量评价，研究牛羊新品种经

济性状精准测量技术，建立定量评价技术大数据模型，形

成评价标准体系。

技术考核指标：建立基于多组学的基因表达量评价方

法、表型精准测量技术各 1项，大数据人工智能定量评价模

型 1套，研制评价标准物质 5项。

产业考核指标：进行示范应用。

申报要求：牵头单位具有 3年以上相关研究基础。

经费预算：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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