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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交通基础设施”重点专项

2025 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

划纲要》和“十四五”期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交通基础设施”重点专项（以下简称“重

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5

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着力破解材料、结构、信息、

能源等技术融合的基础性、科学性难题，突破交通基础设施

绿色化、智能化建设与运维等重大技术短板，攻克交通基础

设施耐久性差和服役寿命短等核心技术瓶颈，创新交通能源

自洽系统技术，大幅增强交通基础设施绿色、智能、安全建

设能力和水平，支撑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科技强国。

2025年度指南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分步实施、重点突出

的原则，围绕交通基础设施智能技术、韧性技术、交通与能

源融合等 3个技术方向，拟启动 4项共性关键技术类指南任

务，拟安排国拨经费 0.5 亿元。原则上共性关键技术类项目

要求有企业参加且配套经费与国拨经费比例不低于 2:1。

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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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指南方向原则上只支持 1项，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

两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时，可考虑同时支持 2项，

并采取“赛马制”方式分两个阶段支持。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

式。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

盖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共性关键技术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项目参与

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每个课题

设 1名课题负责人。

本专项 2025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交通基础设施智能技术

1.1 大型综合交通客运枢纽智能运行技术（共性关键技

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面向多网融合的综合客运枢纽自主可控

的智能运行、服务技术体系和应用架构；研发多网融合条件

下大规模动态客流智能运输组织、旅客服务和应急协同关键

技术及应用体系；开展大型综合客运枢纽多功能融合的空间

一体化标识智能导向设计研究；研究大型综合客运枢纽一体

化智能运维关键技术；研究数据驱动下的大型铁路综合客运

枢纽与其他轨道交通网智能协同管理机制，研制适应多交通

方式融合的综合客运枢纽智能运行协同平台。

考核指标：融合高铁、城际铁路、城市轨道、机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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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交和其他接驳交通工具等包含高铁在内至少 4类交通方

式融合的大型综合客运枢纽智能运行协同平台示范应用 1个，

技术就绪度 8级；大型综合客运枢纽多运营主体协同有效性

提升 20%以上，非极端客流情况下枢纽内旅客平均旅行换乘

效率提升 10%；研制大型结构检测智能机器人 1套，基础设

施结构状态感知准确率不低于 95%；同等条件下枢纽运营维

护成本降低 20%，运营效率提升 10%；形成铁路客运枢纽智

能运行相关技术标准。

关键词：综合枢纽，旅客运输，运行与维护，数字化智

能化

1.2 大型铁路交通货运枢纽智能运行技术（共性关键技

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适应多主体共用、多元需求组合协作、

多环节协调、多方式协同的铁路货运枢纽生产组织与服务关

键技术；研究大型铁路交通货运枢纽综合作业能力计算方

法，提出枢纽运行服务水平与效能提升策略；研究铁路货运

枢纽数智化体系架构、整体解决方案；研究智能化设备改造、

配置与物联应用关键技术，提出大型铁路交通货运枢纽服务

标准；研发铁路货运枢纽动态智能运行服务及智能运维管理

的一体化管控平台。

考核指标：适应多主体共用、多元需求组合协作、多环

节协调、多方式协同的铁路货运枢纽示范应用 1个；大型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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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交通货运枢纽能力计算精度达 90%以上；实现设备协同调

度指令响应小于 10 毫秒，关键设备智能识别率及报警准确

率≥95%,设备装卸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集卡提/还箱枢纽内

平均停留时间≤1小时，关键环节实现少人化无人化，劳动生

产率提升 15%以上；平台能够集成 2种及 2种以上交通运输

方式的货物运输信息；形成智慧铁路货运枢纽运行相关技术、

服务标准及设备通讯标准。

关键词：铁路枢纽，货物运输，运行与维护，数字化智

能化

2.交通基础设施韧性技术

2.1 区域气候环境下铁路基础设施系统综合风险防控

（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开展冻融、台风、洪水、极端温度等区域恶

劣气候环境下铁路基础设施理论与试验模拟，揭示致灾机

理、风险特征及规律；研究典型区域恶劣气候环境条件下铁

路基础设施系统快速检测、风险预测与评价技术；研究冻融、

台风、洪水、极端温度等典型区域气候环境下全寿命周期铁

路基础设施韧性提升及风险防控技术；构建灾前防范-灾中应

急-灾后恢复综合风险防控技术体系，并开展相应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建立不少于 4种典型气候环境下铁路基础设

施全寿命周期服役性能分析模型，力学性能分析精度不低于

80%。典型区域气候环境下铁路基础设施系统快速检测精度

香
港

城
市

大
学

深
圳

研
究

院
 ci

tyu
sz



- 5 -

达到 90%，风险预警误报率不超过 20%。研发冻融条件下季

冻区高铁基础设施不中断行车条件下靶向精准置换技术与

装备，施工变形控制精度不大于 5mm，冻胀消除不低于 70%；

形成台风条件下铁路桥梁抗风及检修技术指南；研发洪水条

件下铁路桥梁、路基等防冲刷防控技术及装备不少于 2种，

具备同等条件下防冲刷效果提升 50%以上；研发极端温度下

高铁无砟轨道突发上拱和破坏、极端低温下缆索与接触网覆

冰、温度突变条件下钢轨伸缩调节器卡阻等防治技术及装备

不少于 3种，技术就绪度不低于 7级。建立冻融、台风、洪

水、极端温度条件下铁路基础设施灾害数据库，涵盖案例不

少于 1000处，构建灾前防范-灾中应急-灾后恢复综合风险防

控技术体系，建立综合风险防控技术体系示范应用点，覆盖

不少于 4种典型气候环境。编制铁路基础设施检测评估与维

护技术标准建议稿 5项。

关键词：铁路基础设施，服役性能，风险防控，检监测

评估，维护整治

3.交通与能源融合

3.1 面向铁路的自洽氢能系统一体化集成与多能流协同

运行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面向铁路运输服务场景和可再生能源资源禀

赋特性，研究基于氢能“制-储-运-加-用”一体化的铁路自洽能

源系统架构、多能流交互机制和自洽适配技术；研究铁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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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氢能系统的一体化集成、融合建造与协同运行控制技术；

研究适用于自洽氢能一体化系统的氢能机车高可靠运行优

化与高性能系统集成技术；研究氢能铁路高效能、高弹性服

役状态下的自洽氢能系统安全预警与应急处置技术；开展铁

路自洽氢能系统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面向铁路场景的氢能“制-储-运-加-用”一体化

铁路自洽能源系统架构；研发氢能铁路“制-储-注-用”一体化

的氢能补给站 1套，供氢能力≥400kg/d，加氢能力≥200kg/h；

绿色能源占系统总用能的比率≥85%，用氢成本≤30 元/kg；

氢能铁路车载总储氢量≥500kg，加氢能力≥200kg/h，系统额

定点效率≥43%；系统故障及风险预警准确率≥90%；建立铁

路自洽氢能系统示范应用不少于 1处。

关键词：铁路运输，可再生能源制氢，电-氢-热多能流，

“制-储-注-用”一体化，轨道交通自洽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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