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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4年度生态环境专项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项目一：三峡库区典型植物病毒消减控制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三峡库区植物病毒病多发、范围广

等问题，研究可连续固液分离的环境样品中植物病毒的快速

筛分纯化技术；研究面向三峡库区感染植株低成本、广谱性

的生物质基抗植物病毒技术；形成三峡库区植物病毒病的高

效控制技术方案；在三峡库区植物病毒病典型区开展应用。

2.考核指标：研发植物病毒的快速提取和分离技术 1 项，

提取和分离时间≤1 小时；形成面向三峡库区的低成本、广

谱性的无毒生物质基抗植物病毒技术 1 套，研制抗植物病毒

产品 1 个，成本低于市场上同类抗病毒产品的 50%，植物病

毒的抑制率≥95%，建设应用示范区 1 个，面积不低于 500

亩。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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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二：三峡库区坡面系统生态稳定性提升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三峡库区坡面系统基质不稳、水土

流失导致的屏障区生态稳定性降低等问题，研发屏障区典型

坡面系统生态因子的原位智能监测技术、失稳因子的快速识

别技术；研发紫色泥（页）岩坡面脆弱基质的生态加固技术、

坡面系统密植混交人工群落构建技术和景观斑块优化技术；

形成三峡库区屏障区坡面系统生态稳定性提升的技术体系。

2.考核指标：研发坡面失稳因子的原位 AI 监测及识别技

术各1项，监测和识别生态因子不少于5个，识别精度≥85%；

研发脆弱坡面基质生态稳定技术 1 项、基质强化稳定新产品

1 个，产品满足绿色生态环保要求；形成屏障区典型坡面系

统生态稳定性模式 1 个；建设示范区 1 个，面积不低于 1000

亩、坡面稳定系数提升 5%以上、土壤侵蚀模数下降 30%以上。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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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三：三峡库区山地特色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山地特色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转化难，

研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智能挖掘技术，开发基于多模态大数

据的生态产品供需匹配技术，构建山地特色生态产品智能商

务系统，在三峡库区区县开展示范应用。

2.考核指标：形成面向山地特色生态产品需求侧多模态

图谱自动构建技术，利用基于多模态大模型的产品图片描述

文本生成的 ROUGE 得分不低于 0.55；研发基于多模态山地特

色生态产品数据的销售策略推荐技术，其中推荐准确率不低

于 90%；研发覆盖 5 个以上主流线上交易平台品质（品牌）

及其它推荐推广溢价要素自动抽取技术，要素抽取精度不低

于 90%；搭建大数据分析平台，实现如脆李、有机米、灵芝

等100种以上山地特色生态产品的高交易值高溢价交易模式

和营销策略分析，融合多模态数据的山区特色生态产品推荐

算法，其 MAE 值不高于 0.8；构建山地特色生态产品全链条

图谱库 1 套和数据库 1 个，形成山地特色生态产品全链条溢

价机制报告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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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本项目以市区（县）联动方式实施，由巫山

县科技主管部门推荐申报。

项目四：基于全链条防控的小流域面源污染控制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三峡库区丘陵水系复杂、地形地貌

多样、农田地块破碎、作物生长期降雨动能大等问题，研究

典型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溯源技术和全程阻控技术，构建“源

区识别-源头削减-末端滞留-循环利用-生态修复”的 5R 全

链条防控技术体系、基于 3S 技术的“县域-乡镇-村落-泛地

块”4 级网格化管理模式和“地形-气候-作物”的 3 要素大

数据预警体系；开发功能性有机肥及面源污染防控模块化生

态材料，并进行示范。

2.考核指标：形成基于农林废弃物的功能性有机肥创制

技术 1 项，形成模块化污染防控材料 1-2 个，依托“输入-

转化-输出”过程形成关键源区识别技术 1 项，构建农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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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污染的 5R 全链条防控技术体系 1 套；形成“县域-乡镇-

村落-泛地块”多级尺度下污染风险识别与预警方法 1 项，

风险识别精度达到 80%以上，构建多尺度下面源污染防控管

理技术体系 1 套；选取丘陵山区典型区域开展应用示范，示

范面积不低于 500 亩，示范区氮磷入水负荷降低（阻控）不

低于 30%，示范区综合收益增加 10%以上，开展现场科普活

动 1-2 次；编制技术导则 1-2 部。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五：三峡库区典型支流水生态健康提升技术研究与

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三峡库区典型支流生态基流量小、

自净能力弱、水生态系统脆弱等问题，研发非传统水源净化

与精准补水技术，开发多情景变化的联动补水调水智能平台，

研究基于食物链优化和物种搭配的河道系统自净能力提升

技术，研究适宜山地形河流应对复杂污染冲击的生态系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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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优化技术，形成山地河流健康度提升技术体系。

2.考核指标：形成基于多目标的非传统水源净化技术，

COD、TN、SS、TP 等主要污染物指标削减率达到 50%以上；

开发基于水质水量平衡的联动补水调水智能平台 1 个，平台

模拟精度不低于 90%；形成基于食物链优化和物种搭配的山

地河流健康度提升技术体系 1 套，河流健康指数提升不低于

10%，并在三峡库区一级支流开展应用验证，验证河段长度

不低于 10 公里。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六：山地城市超标降雨内涝多系统蓄排联调技术研

究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超标降雨情景下山地城市灰绿蓝蓄

排系统能力未充分利用、蓄排联动机制不明晰、蓄排联调难

以系统化的问题，研究适用于山地城市超量径流的高效低成

本蓄排技术；研究基于系统空间优化布局的蓄排能力韧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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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技术；研究灰绿蓝多模式多场景蓄排系统联动机制及动态

优化技术，形成经济高效的山地城市超标降雨多系统蓄排联

调技术体系，并开展示范应用。

2.考核指标：形成交通安全与排涝功能协同的山地城市

超量径流道路行泄技术 1 项，径流排放能力提升 20%；形成

山地城市多功能低成本超量径流滞蓄技术 1 项，总投资减少

10%；形成山地城市灰绿蓝蓄排系统能力韧性提升技术1项，

城市洪涝承载能力提升 20%；形成山地城市超标降雨内涝蓄

排动态优化技术 1 项，动态调控的周期性更新时间≤15min；

研发技术在重庆市高新区应用，应用汇水面积不少于 30 平

方公里；编制技术导则、指南、标准等技术指导性文件 2 部。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25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定向委托。

6.申报条件：“部市联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牵头

承担单位申报，鼓励产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无。

项目七：深部页岩气勘查中气水识别技术研究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四川盆地页岩气藏具有埋深大、地

形起伏大和储层薄的特点，地震勘探对含气饱和度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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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水层在电性上差异较大，很难获得理想的探测效果等问题。

研究三维广域电磁法勘查技术，研究多序列变密度伪随机编

码发射技术，研究基于人工智能的微弱异常信号识别与提取

技术，研发基于井震建模的广域电磁约束反演算法，并开展

示范应用。

2.考核指标：形成适用于四川盆地深层气勘查中气水识

别的三维广域电磁法探测技术，探测深度不低于 5000m，气

水识别与钻孔资料对比吻合度不低于 60%；相关成果申请专

利不少于 2 项；项目成果经专家评审鉴定应处于国内领先。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八：络合镍电镀废水中高纯度单质镍的低碳回收技

术研究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镀镍废水中高浓度络合态镍离子氧

化破络能耗过高，镍资源难以有效回收等行业痛点，开发微

孔道空心阴极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体关键技术；研发以单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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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回收为目标导向的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体装备。

2.考核指标：形成微孔道空心阴极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

体关键技术1项，等离子体活性物质空间密度超过1015个/cm3；

开发 100 m3/d 规模以上的等离子体装备 2 套，镍回收效率＞

90%，回收产品中镍元素含量＞99%，能耗较技术应用前降

低 60%以上；制定电镀废液（危废）转化为一般工业废水的

标准规范 1 项；开展应用示范 2 项以上，总处理规模不低于

30000 m3；成果应用经济效益 5000 万元以上。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九：三峡库区典型支流新污染物治理技术研究与应

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抗生素类新污染物种类与来源复杂、

赋存特征不清、生态健康风险不明和治理技术缺乏等问题，

研究水体和沉积物中典型抗生素赋存特征及迁移转化规律，

识别三峡库区典型支流典型抗生素类污染物潜在排放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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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水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的潜在风险；开发高效去除抗

生素的新材料并开展应用，为深度降解代表性抗生素提供技

术路径和方法。

2.考核指标：形成三峡库区典型支流抗生素类新污染物

赋存状况及其风险评估研究报告 1 份；形成三峡库区典型支

流抗生素类污染物高风险源清单 1 份；支撑管理部门形成抗

生素风险管控对策与建议 1 份；联合环境基准领域国家重点

实验室编制完成典型新污染物检测、评估等相关技术规范或

基准标准 1-2 项；开发典型新污染物去除降解材料 1 个，去

除率不低于 60%。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本项目以部门联动方式实施，由市生态环

境局推荐申报。

项目十：复杂工业废水尾水化学与生物直接耦合深度处

理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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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拟解决问题：针对制药工业废水生物处理适应性差、

高级氧化处理成本高且出水毒性大等问题，研究适用于复杂

废水环境的催化-生物材料体系，研究高级氧化-生物降解相

互作用机制，研究化学与生物直接耦合的优深度处理技术，

形成制药工业废水尾水高效率低风险处理技术。

2.考核指标：形成制药工业废水尾水高效率低风险深度

处理技术 1 套，COD 处理效能提升 20%；研发制药工业废

水尾水化学与生物直接耦合深度处理相关设备 1 套，并建设

制药工业废水尾水化学与生物直接耦合示范工程 1 项，相较

于传统工艺（水解酸化-厌氧生物处理-好氧生物处理-高级氧

化）工程造价降低 30%以上，运行成本降低 20%以上。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十一：典型行业热能高效回收利用技术研发及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电石生产过程中熔融状（液态）出

炉电石温度高、不能用水做介质回收热量，余热回收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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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材料和换热介质受限，自然冷却损失的热量巨大以及算

力中心现有降温耗能高等问题，研究熔融状（液态）电石余

热回收技术，开发成套液态电石热能高效回收利用技术装备；

研发芯片高效液冷热采集回收利用技术及装备，开发芯片热

能综合利用模式及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评估，并开展示范

应用。

2.考核指标：开发液态电石热能高效回收利用技术装备

1 套，能耗节约不低于 24kg 标煤/吨电石，二氧化碳减排量

不小于 60kg/吨电石。开发芯片高效液冷热采集回收利用技

术装备 1 套，设备散热工况下 pue 不高于 1.05；形成芯片

热能综合利用模式 1 套和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评估方法 1

套，在不少于 1 个典型场景进行示范应用，综合示范项目 pue

不高于 1.15。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十二：涂装行业VOCs 近零碳排放治理及资源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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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研究

1.拟解决问题：针对涂装行业 VOCs 去除效率低、达标排

放不稳定、资源化利用缺失等突出问题，研究基于吸收+回

收利用路径的新型 VOCs 近零碳排放治理及资源化利用技术，

形成涂装行业 VOCs 治理减污降碳和降本增效的新技术及其

污染解决新方案。

2.考核指标：形成涂装行业 VOCs 吸收剂及吸收废液中高

含量高值组分的回收利用技术 1 套，实现涂装行业 VOCs 治

理技术相较于传统治理技术（沸石转轮+、RCO+等技术）的

一次性投资成本下降 30%以上，能耗下降 20%以上、VOCs 去

除率稳定在 85%以上；编制涂装行业基于吸收原理的 VOCs 治

理技术团体标准 1 项；建设示范工程 1 项，规模不小于 10

万 m³/h ，吸收剂回收利用率≥90%。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十三：典型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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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发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磷石膏、赤泥等大宗工业固体废弃

物综合利用率低、环境风险高等问题，研究磷石膏、赤泥无

害化稳定技术和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赤泥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技术；开发基于磷石膏的农业肥料、路面材料，研制土地

利用新产品和新装备，并在相应场景中开展应用。

2.考核指标：形成磷石膏综合利用技术 1 套，磷石膏利

用率达到 100%；形成赤泥综合利用技术 1 套，综合利用率

不小于 98%；开发固体废物基新型路面材料 1 种，抗压强

度>1.2MPa，干湿循环 10 次后强度保留率>75%，冻融循环

15次后强度保留率>80%，浸出液总磷（以P计）浓度<0.3mg/L、

水溶性氟化物浓度<2mg/L；建成相关技术示范工程不少于 2

个，消纳总量不少于 20 万吨；形成资源化利用场景的环境

风险评估地方或团体标准 1 项。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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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十四：典型工业危险废物安全增值利用关键技术研

发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炼钢电炉粉尘、废矿物油等危险废

物利用价值低的问题，研究基于组分特性的多因素耦合废矿

物油精馏残渣改质与抑焦技术，构建多源混合废矿物油提质

增效工艺；研究基于碳氢耦合还原和金属复合体相变可控的

电炉粉尘金属回收技术，构建基于绿色能源冶炼和高价金属

回收的电炉粉尘清洁化利用工艺；并开展规模化示范应用。

2.考核指标：形成电炉粉尘清洁化利用工艺 1 套，铁锌

产品金属化率 90%以上；形成多源混合废矿物油提质增效工

艺 1 套，资源化产品收率达 80%及以上，渣油残余率小于

12%；建成电炉粉尘清洁化利用示范工程 1 个，实现电炉粉

尘综合利用率100%，CO2排放较现有主流工艺减少50%以上。

建设多源混合废矿物油提质增效示范工程 1 个，年处理废矿

物油≥ 10 万吨，高附加值产品总回收率不低于 90%。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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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十五：有机固废高效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研究及应

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垃圾处理处置过程中资源化利用效

率低、处置途径单一等问题，研究垃圾焚烧过程中余热利用

技术，研究餐厨垃圾高值资源化利用技术，并开展规模化示

范应用。

2.考核指标：形成垃圾焚烧低品位余热利用技术 1 套，

实现余热利用率不小于 30%；形成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蝇

蛆养殖）关键技术 1 项；开发厨余垃圾资源化蛋白粉产品 1

个，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60%，虫粪沙营养肥 1 种，有机质含

量不低于 30%；建设垃圾焚烧低品位余热利用技术示范工程

1 个，实现焚烧炉和余热锅炉热损失较技术应用前减少不低

于 4%，吨垃圾发电量增加不低于 3%。建设餐厨垃圾高值资

源化利用技术示范工程 1 个，消减总量不低于 1000 吨。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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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十六：复杂地形环境污染溯源与处置一体化特种机

器人研发

1.拟解决问题：针对城市水污染治理中，淤积多、地形

环境复杂场景下，污染溯源、排查及快速处置难等问题，研

发能适应河流、管网各种复杂地形环境的机器人，开发能生

成三维实景数据、问题 AI 识别及自动寻踪溯源的大数据算法

和芯片，开发能修复管网渗漏的应急处置配套装置；开展应

用示范。

2.考核指标：形成可自动生成管网三维实景数据，对管

网破损、变形等缺陷、排口排污等问题的 AI 解析识别的大数

据模型算法和芯片 1 套，问题识别准确率 90%以上；研发能

适应河流、管网各种复杂地形环境的溯源探测机器人 1 套；

开发应急处置配套装备 1 套。选择重庆地区典型流域环境，

开展应用示范，有效溯源处置管网 50km 以上。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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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十七：基于有机酸回收的高盐有机化工废水近零排

放电渗析技术与装备研发

1.拟解决问题：针对化工废水酸碱性强、有机溶剂浓度

高、深度处理效率低、工业水循环利用难度大等行业难题，

研究可实现有机酸回收与近零排放目标的双极膜电渗析技

术；研制具有良好阻酸性能的阴极膜材料；研发具有阻酸特

性的双极膜电渗析装备。

2.考核指标：形成双极膜电渗析催化层界面降阻技术 1

项以上，电流效率＞80%；开发具有阻酸特性的阴极膜材料

1 种，有机酸回收效率＞90%；开发 200 m3/d 规模的双极膜

电渗析装备 2 套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大于 95%，且能

耗较技术应用前降低 30%以上；制定化工废水有机酸回收的

标准规范 1 项；废水累积处理规模不低于 10 万 m3，成果应

用经济效益 5000 万元以上。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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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十八：空调新风系统一体化低碳环控技术研究与产

业化

1.拟解决问题：针对传统室内空气环境营造系统分散，可

再生能源利用不充分，室内空气环境与能源利用大数据用于节

能减碳挖掘不足等突出问题，研究一体化高效低碳新风空调系

统技术及基于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利用的“源-端”协同调控技

术，开发室内空气环境低碳营造与智能控制装备。

2.考核指标：形成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体储能、可再生能源

与新风一体化应用的高效低碳新风空调系统技术 1 项，具备温

湿调控、空气处理、平疫结合、储能调峰等功能，系统碳排放

强度较现行节能设计标准降低 20%以上；开发数字化低碳节能

新风空调设备系统 2 套，与现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50189 相比，设备节能率≥30%；形成室内空气环境与能源

利用大数据监控平台 1 项，与现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50189 相比，提升建筑新风空调系统节能率≥20%；形成年

产能 5 亿元以上的产业基地。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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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十九：生态敏感隧址区地下水环境主动保护与智能

管控装备研发

1.拟解决问题：针对生态敏感区隧道建设地下水环境改

变、水土流失、地表塌陷等问题，研究隧址区地下水渗流演

变机制、地下水排放主动控制及智能管控技术与成套装备，

研制适用于不同尺度的排水管（道）智能检修机器人，开发

地下水环境多维协同智能管控平台，实现管（道）内部主动

控制设备及传感器的智能巡检、维修和更换。

2.考核指标。建立隧址区地下水环境渗流场时空演变模

型 1 个，地下水渗流场动态演变更新时间≤10min；开发地

下水演化三维物理模型试验装备 1 套，实现典型水文地质单

元补-径-排动态渗流模拟，水压力监测精度优于 10Pa；研

发基于水流量和水压力等参数的地下水排放主动调控装备 1

套，阀位调节阀精度≤0.5%，地下水限量排放的主动控制误

差≤10%；开发地下水多维协同自适应平台，具有边缘计算

和云计算数据跨层级交互能力，定量自动计算水流量、水压

力，排水结构参数计算精度最大提高 50%；研制地下排水管

（道）智能检修机器人 1 套，爬坡能力≥30°，识别管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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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控制设备及传感器异常的准确率可到 95%，维修更换管内

设备、传感器的响应时间不超过 12h；在重庆地区不少于 3

个在建特长隧道工程进行示范应用。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二十：移动式臭氧快速监测技术与装备研发

1.拟解决问题：针对成渝地区臭氧污染诊断手段单一、

周期长等问题，研究臭氧污染控制区快速识别关键技术，以

及臭氧及其前体物多模式实时综合源解析技术；基于臭氧污

染快速诊断关键因子，开发集光化学污染多因子的实时在线

联合监测和臭氧污染动态溯源功能的软硬件一体化的臭氧

污染快速诊断装备，并进行示范应用。

2.考核指标：研发软硬一体化的移动式臭氧污染快速诊

断装备 1 套，包括臭氧源解析技术 3 种以上；臭氧动态精准

溯源时间分辨率 1h，空间分辨率 3km×3km，溯源污染源类

别不少于 7 类；联合监测的光化学污染关键因子 3 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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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 VOCs 源谱库污染源 7 类以上。快速诊断装备在不少

于一个城市（区县）的示范应用，形成示范区域臭氧与 PM2.5

协同控制技术方案 1 套，并被生态环境部门采纳应用。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二十一：城市排水管网绿色运维装备研发与产业化

1.拟解决问题：针对城市排水管网及化粪池维护缺修严

重、有毒有害成分复杂导致的管网运行安全事故多发等迫切

问题，研究城市复杂环境下城市排水管网及化粪池功能失效

机理，建立排水管网整体系统运行全周期性能动态评价与剩

余服役年限评估模型；研究排水管网及化粪池有毒有害成分

多参量可调控精准检测诊断与防控技术，研发排水管网多参

量有毒有害成分感知与智能管控机器人，开发城市地下排水

管网服役安全智能防控平台，并开展示范应用。

2.考核指标：研发排水管网智能检测诊断机器人装备，

覆盖甲烷、硫化氢、一氧化碳、氨气等不少于 5 种有毒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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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检测灵敏度不低于±10ppm；建立排水管网状态感知

指标体系，不少于 5 项排水管网服役状态关键参数无线感知

交互技术；建立系统全周期服役性能演化预测模型，实现不

少于 10 个监测节点的规模区域管网遭遇外部极端事件 6 小

时前智能动态报警，报警包含 3 项以上事件基本信息。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二十二：高氨氮废水资源化利用装备研发及产业化

1.拟解决问题：针对高氨氮废水（沼液、垃圾渗滤液、

化工废水等）水质成分复杂、药剂能耗投入高、资源化利用

水平低等问题，研发快速、高效、绿色低碳的高氨氮沼液废

水低碳脱除—回收—再生装备；研究基于渗透—蒸馏的双膜

法低能耗氨氮靶向资源回收技术及材料；研究基于智慧算法

辅助驱动的数智管控集成技术；形成高氨氮沼液废水低能耗

高效脱除—回收—再生装备技术与管理应用体系，构建装备

生产线并开展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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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指标：研发高氨氮资源化利用技术 1 项，实现零

碳源投加与零温室气体 N2O 排放，节约脱氮处理成本>50%，

最终形成铵盐产品纯度不低于 90%；制备高选择透过性的氨

传质膜材料 2-3 种，氨传质速率较当前商品提升 50%-100%；

开发模糊算法、机器学习的数字化集成控制系统，预测精度

不低于 80%；应用示范 1 项，规模不小于 5t/d；形成年产不

低于 50 台套的氨氮废水资源化装备生产线 1 条，实现销售

不少于 10台套。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二十三：高性能陶瓷膜水处理材料及成套装备研发

1.拟解决问题：针对初期雨水、雨污溢流水、污水厂再

生水、微污染河道水等污水处理过程中膜污染严重、膜过滤

能耗高的瓶颈，针对膜污染严重、膜丝易断裂、不耐氧化和

膜材料降解失效等问题，研发具有高性能、绿色环保的陶瓷

膜材料；开发节能高效、设备紧凑、操作快速的装配式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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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备，开展示范应用。

2.考核指标：开发新型陶瓷膜材料 1 种，膜孔径在

0.03-1µm范围、膜通量恢复率大于99.5%、孔隙率为30%-35%；

开发山地城市高效水处理装备 1 套，处理水量规模不低于

200m3/d，能耗降低 30%以上。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二十四：城市水系统全流程数字孪生转型技术及装

备研发

1.拟解决问题：针对城市水务行业数智化基础薄弱、水

处理过程大动态、非稳定、时滞高导致水质保障压力大、能

耗高等问题，研究时空数据挖掘和治理、工艺仿真和孪生模

型开发、智能决策技术；研发水务系统适用信物融合感知装

备，开展应用示范。

2.考核指标：形成基于 AI 的处理负荷预测技术 1 套，水

质水量预测精度不低于 85%；形成基于机理和 AI 算法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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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工艺段模型及数字孪生技术不低于 2 套，全厂程控率不

低于 90%；开发水质水量信物融合智能传感装备不低于 2套，

示范厂覆盖率不低于 90%；研发水量智能控制装备 1 套，降

低提升阶段能耗 10%以上；开发 VR 和 MR 支撑的全可视化

智能巡检和设备管理技术 1 套，关键工艺和设备模型精度需

达到 LOD500；构建水务全流程数字化运营平台 1 套，实现

模型支持下的精准供氧和药剂投加，生化工艺段能耗和药耗

降低 15%以上，在不低于 10 万 m3/d 的城市水厂或污水厂、

不低于 20km2的管网覆盖区示范应用。申报或获批地方智能

水厂污水厂建设评价标准 1 项。相关技术和产品年产值不低

于 500万元。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二十五：水体智能清洁技术装备研发及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城市黑臭水体水质不稳定，传统黑

臭水体治理技术投资高、易返黑返臭等问题，研究明显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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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艺的黑臭水体治理技术；研发基于卫星、无人机等多

源数据融合的黑臭水体在线监测、水体健康智能评价、耗材

智能投加与补给、自主巡航、计算模型远程控制、太阳能供

电集成装备，开展应用示范。

2.考核指标：构建 1 套水体智能治理数学模型，通过在

线监测数据反馈指导设备水处理材料的使用量和投放位置；

开发不少于 1 套黑臭水体智能监测设备或水体智洁装备，实

现水质关键参数在线监测、实时采集、无线传输，水体健康

度智能评价、治理措施自主决策，药剂自动投放与补给，设

备运动轨迹自动规划、自主运动与巡航，太阳能供电，设备

故障及状态自动诊断，远程监控，单套设备服务面积大于 600

㎡；在城市湖库黑臭水体开展应用示范，示范面积不低于 500

㎡，试点工程水体水质能由劣Ⅴ类提升至《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Ⅳ类及以上标准。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

过 100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申报，鼓励产

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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