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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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大分子与微生物组”重点专项。根据

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2021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围绕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

略需求和重大科技问题，结合生物大分子和微生物组研究的前沿

发展态势，开展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研究，增强我国在生物

大分子和微生物组研究的核心竞争力，产出国际领先、具有长远

影响的标志性工作，实现重点领域对国际前沿的引领，在原创性

基础和理论研究中取得突破，为人口健康、生物医药、农业与环

境、生物安全等领域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支撑。

2021 年度定向项目指南围绕生物大分子与生命活动维持及

调控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科学原理，结构生物学、蛋白质组学等方

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等 2 个重点任务进行部署，拟支持 2 个项目，

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5200 万元。

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指南方向申报。申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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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进行设计。

项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内容。项目执行期

一般为 5 年。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 个，每个项目参与单位总

数不超过 6 家。项目设 1 名负责人，每个课题设 1 名负责人。

本专项所有涉及人体被试和人类遗传资源的科学研究，须尊

重生命伦理准则，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

查办法》《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等国家相关规定，严

格遵循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要遵守

国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使用合

格实验动物，在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保证实验过程合法，

实验结果真实、有效，并通过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涉及病

原微生物的活动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和《病

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规定。

本专项 2021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生物大分子与生命活动维持及调控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科

学原理

1.1 哺乳动物细胞命运决定过程中生物大分子互作网络的系

统演化规律

围绕哺乳动物细胞命运决定过程，发展超高分辨率的细胞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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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追踪技术，研究哺乳动物发育中的细胞命运决定过程；研究细

胞命运决定过程中生物大分子互作网络的定量表征、数学模型及

其转变规律；研究细胞命运的分子互作网络对脏器发育鲁棒性的

贡献。

有关说明：由教育部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由中山大学作

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

2. 结构生物学、蛋白质组学等方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2.1 蛋白质组与生物大分子互作的时空分析新方法

发展细胞表面蛋白质组与外源性生物大分子动态相互作用

的鉴定方法；发展细胞内蛋白质变体及复合物的动态表征技术；

发展活细胞中亚细胞器定位的蛋白质相互作用规模化鉴定方法；

建立蛋白质组与核酸原位相互作用位点的动态表征技术。

有关说明：由中科院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由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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