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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陕西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指南
（社会发展领域）

一、中药现代化

1.中药材绿色种植与产地加工技术体系研究与应用

研究方向：筛选 3～5 种陕产大宗特色药材，开展中药材

生长过程规律研究，建立生产周期病虫害快速检测、绿色防治、

相应农残及重金属检验等配套技术体系及产品应用示范；研究

影响品质的最佳采摘时间与鲜药材处理技术，探索基于关键环

节的规范化技术规程，建立相关质量评价体系。

2.中药制备过程的实时智能检测技术及应用

研究方向：针对中药制备过程中提取效能低、在线监测不

足、产品质量不稳定等问题，借助光谱分析、信号耦合等现代

化技术，开展实时在线、高效智能的中药高品质制备等关键技

术研究，形成数字化、信息化的检测、反馈与控制的实际生产

设备或系统，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

3.中药特色制剂质量提升研究与示范

研究方向：针对中药液体制剂、中药凝胶贴膏剂等中药特

色制剂澄明度不高、微生物易超标、稳定性较差、载药量不足、

透皮吸收率低等问题，开展除杂工艺、抑菌体系、稳定性、透

皮吸收等关键技术研究，提升中药特色制剂的综合质量。

二、疾病诊疗及高端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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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力学特征的医学诊疗技术研究

研究方向:针对当前肿瘤及骨科相关疾病精准诊疗的需求，

研发表征重大疾病力学特征的新技术，揭示疾病演进和诊疗过

程中力学特征的时空异质性，阐明疾病生物学行为和治疗过程

中力学特征的变化规律，开发基于力学特征的疾病诊疗新技术。

5.老年患者的用药安全技术研究

研究方向:针对老年患者共患病多、合并用药安全性差的

难题，建立老年慢性疾病（肿瘤、心脑血管、代谢、呼吸等）

的患者队列，构建融合老年慢性疾病患者临床特征、临床检查

和合并用药情况的多维度数据集，基于深度学习的技术，研发

基于老年患者特征的药物相互作用和不良事件预警模型，建立

用于老年慢病用药安全的指导方案。

6.器官移植体外灌注技术研发

研究方向：针对器官移植供体器官体外无法长期保存的难

题，研发体外器官灌注技术，实现体外器官长期保存；开发体

外器官修复技术，提升器官功能的体外维持时间；探索并建立

移植器官的评价系统，推动临床转化应用。

7.罕见病诊疗新技术研发

研究方向：针对罕见病缺乏早期诊断和治疗手段的需求，

开发基于临床多组学的多模态融合技术，建立罕见病患者的队

列数据库；建立罕见病诊疗评价模式和疾病负担模型。

8.重大疾病医工交叉诊疗新技术研发

研究方向：针对肿瘤、退行性疾病等重大疾病的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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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治疗难题，以及相关医工交叉研究难以实现临床转化的难点

痛点，结合信息、工程材料等前沿技术，开发基于医工结合的

早期诊断技术及治疗新方法，并实现新技术的临床转化。

9.重大传染病防治新技术研发

研究方向：针对病毒性肝炎、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中

肝炎-肝硬化-肝癌进展阻断、结合并治疗耐药等难题，通过构

建传染病样本数据集，采用深度学习等方法研发新型早期诊断

技术，探索疾病进展或耐药机制，研发相关诊疗技术，并实现

临床转化。

10.中医医疗器械

研究方向：基于中医脉诊方法，应用深度学习、力学传感

等技术，研究儿童精神心理疾病（多动症、抑郁症、孤独症等）

的早期预测模型。开展早期筛查、诊断相关临床研究，完成诊

疗器械研发。

11.可降解医疗器械

研究方向：针对组织缺损，研发满足生物相容和力学相容

的可降解植入材料。符合相关组织细胞的再生要求，实现降解

速率可控。满足植入产品技术要求，开展相关临床研究。

12.植入材料表面改性涂层与技术

研究方向：针对不同用途的植入生物材料安全性问题和生

物功能性差等不足，研发新型生物涂层技术，提升植入材料抗

菌、抗凝血、稳定性、促进细胞生长和组织愈合等功能，符合

产品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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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组织再生医疗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方向：针对创伤组织修复，探索组织细胞增殖、分化

和分泌活性机制；构建组织细胞增殖的评价与预测模型。通过

动物实验验证组织再生功能和治疗效果，开发再生修复医疗器

械，开展临床研究。

三、生物医药

14.基于基因技术的细胞治疗研究

研究方向：利用基因编辑、诱导分化等技术，开展间充质

干细胞、调节性 T 细胞等细胞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研究。构建

高效的用于细胞治疗的基因工具；建立可应用于临床治疗的细

胞制备标准化生产工艺；开展间充质干细胞、调节性 T 细胞等

细胞治疗技术的临床应用；形成系统的细胞治疗新方案。

15.医学材料的合成生物学研究

研究方向：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采用基因重组、微生物

改造及工程发酵等方法，针对医学材料的规模化制备进行合成

生物学研究，开发一系列高品质医用诊断、示踪、治疗等关键

技术领域的医学材料，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可产业化应用

的医学材料。

16.疾病—生物力学专病数据库构建及相关模型规律研究

研究方向：建立临床专病—生物力学数据库，发现疾病力

学信息变化的关键因素，明确疾病中力学变化的关键细胞，构

建疾病细胞及生化—力学多尺度、多因素的体外模型。通过力

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方法，分析并阐明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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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变化规律，探索多力学因素耦合调控疾病进展的关键机

制。

17.高原缺氧和代谢性心脑血管疾病创新药物开发研究

研究方向：针对西北地区特发的高原缺氧性和代谢性心脑

血管疾病等相关疾病的防治需求，依托西北特色区域资源优势，

围绕中药资源挖掘，研发可产业化的药物，形成可推广的药物

制备技术体系，开展生产工艺优化、规模化试制、质量标准制

定、效应与安全性评价等相关研究。

18.新药候选特征骨架分子的设计与合成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方向：利用多学科交叉技术与方法，构建特征骨架分

子的定向设计、合成修饰、智能筛选等关键技术体系，获得稳

定性、生物利用度和药代动力学特征良好的新药候选分子。

19.新型纳米药物制剂设计与制备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方向：采用仿生、基因工程等技术，开展新型纳米药

物制剂的设计与制备关键技术研究；形成稳定装载、靶向递送

与定量释放的纳米药物系统；基于生物相容性、靶向性、稳定

性、生物活性等因素，对纳米药物的先进性进行系统评价。

四、公共安全

20.公安网络与数据安全管控技术

针对公安大数据环境中数据敏感程度高、高敏感度数

据占比大以及数据涉及行业领域广、复杂度高，数据管理

难度大等问题，研究敏感数据安全交换模型，提出适应性

强的数据交换网络构建方法和数据交换行为评估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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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可信、受控、有序的数据安全交换机制提供技术支撑。

研究适用于公安行业大数据环境特点敏感数据标识及数据

交换相关标准，提高数据标识工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21.公安无线通信与移动警务应用技术研究

围绕公安突发事件、重大活动、重要警卫任务、安保

维稳和日常警务工作中突发性、移动性和分散性等实战任

务需要，研究 4/5G 执法仪记录仪与情指勤一体化平台、执

法办案平台、网上督察系统等公安信息系统的智能化延伸

应用技术，创新勤务研判调度机制，建立移动警务平台，

提高基层打、防、管、控、服务能力。

五、智能建造

22.装配式建筑

研究方向：为适应不同应用场景下的装配式建筑体系，

提升装配式建筑的抗震性能，增加装配式结构的柔性连接，

研发装配式混凝土模块单元的通用性及实用设计方法，提

出装配式建筑的抗震性能提升方法，形成装配式建筑一体

化设计关键技术，解决装配式建筑推广应用的“卡脖子”

问题，提高轻型装配式建筑的碳排放监测水平，为陕西省

实现双碳战略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23.智能建造技术

研究方向：结合基础设施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需

求，利用BIM、三维可视化、数字孪生等建造技术，研究智

能模板支撑体系及数字化协同建造方法，开展数字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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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装配式结构设计、施工中的集成应用，开发建筑工业化

智能操作系统，为解决工业化智能建造关键共性技术提供

支撑。

24.智能装备开发

研究方向：随着建筑工业化快速发展，配套智能装备

开发至关重要。开发地震作用下装配式结构受力状态模拟

系统，研究大跨径桥梁施工智能控制系统与架设装备，对

构筑物表观状态进行智能识别，研发施工及养护作业辅助

机器人，为提高施工效率、保障结构物安全运营、降低养

护成本提供技术支撑。

25.地下管廊技术

研究方向：针对陕西大量分布湿陷性黄土，地下综合

管廊又受地裂缝活动影响，有时还在高腐蚀环境下长期工

作，提出不同湿陷工况下管廊穿越地裂缝的地震力学模型，

开展考虑管土相互作用的有限元数值模拟，开发高腐蚀长

期环境下管廊智能监控技术，以揭示管廊在地裂缝活动下

湿陷性黄土中的致灾机理，给出湿陷区管廊抗震措施和抗

腐防治方法，为地下综合管廊的推广布设与灾害防治提供

工程指导与理论依据。

26.绿色复合建材研发

研究方向：为解决材料各细分领域的场景化匹配问题，

研发材料性状及配套设备，应用新材料新技术为复合制品

及构件开发绿色建筑材料，实现材料的推广及产业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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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智能建造与新型材料的融合发展。面向设计、生产、施

工全过程，形成绿色复合建材的技术规范与标准，研发新

型结构材料和防腐蚀材料产品，促进陕西省绿色复合建材

的低碳效应与社会效益。

27.数字化协同设计

研究方向：面对传统的设计方法转型，开展数字化协

同设计研究。开发智能化设计的技术体系，提高建造机器

人功能及仿真技术，推进传统设计的“数字+”“智能+”升

级。建构以BIM为基础的新型建筑工业化设计平台，基于多

方协同，为实现建筑设计、生产计划、施工、管理及智能

控制等关键环节的集成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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