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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科发〔２０２３〕 １２ 号

关于组织申报 ２０２３ 年度市重点研发计划

(社会发展)项目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财政局ꎬ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局、财政局ꎬ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科技、财

政部门ꎬ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ꎬ全面落实省、市科技工作部

署ꎬ高水平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和国家创新型

城市ꎬ努力打造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ꎬ切实推动«徐州市“十四

五”科技创新规划»各项目标任务落地实施ꎬ２０２３ 年度市重点

研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坚持“四个面向”ꎬ突出应用实效为

导向ꎬ着力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和人口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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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点领域的创新需求ꎬ开展社会公益类研究和重大关键共性

技术研究ꎬ为民生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ꎮ 现将项目申

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重点

２０２３ 年度市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按临床前沿技

术、医药卫生面上、社会事业项目三类组织申报ꎮ

(一)临床前沿技术项目ꎮ 瞄准科技前沿ꎬ精准支持重点学

科、新兴学科、冷门学科和薄弱学科围绕重大疾病的临床诊治ꎬ

开展前沿技术的临床应用研究ꎬ力争取得标志性成果与显著突

破ꎮ

(二)医药卫生面上ꎮ 坚持临床导向ꎬ针对常见、多发疾病

的临床诊疗开展临床研究ꎬ取得一批诊疗新技术、新方法、新标

准ꎬ并能在我市临床诊疗中实际应用ꎮ 加强中医、药学、护理和

公共卫生领域的科研攻关ꎬ增强我市卫生综合防控与救治能

力ꎬ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ꎮ

(三)社会事业ꎮ 围绕改善生态环境、完善城市功能品质、

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开展技术研究和应用ꎬ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

美丽徐州建设的支撑引领作用ꎮ

二、申报条件

１. 申报单位须是在我市注册的企、事业单位或其它科研机

构ꎻ项目第一负责人须是在职人员ꎬ并确保在法定退休年龄前

能完成项目任务ꎬ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为 ２ 年ꎮ

２. 临床前沿技术专题(指南代码 ４１０１－４１１３)ꎬ每个项目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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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支持经费不超过 ４０ 万元ꎬ申报单位须有新增自筹经费ꎬ且与

财政资助经费比例不低于 １:１ꎮ

３. 医药卫生面上项目(指南代码 ４２０１－４２２８)ꎬ每个项目财

政支持经费不超过 ５ 万元ꎬ申报单位须有新增自筹资金ꎮ

４. 社会事业项目(指南代码 ４３０１－４３２７)ꎬ每个项目财政支

持经费不超过 １０ 万元ꎬ申报单位须有新增自筹资金ꎮ

三、组织方式

１. 市辖区项目财政支持资金按 ５:５ 由市、区分级承担ꎬ申

报项目须由各区、经开区、高新区、港务区科技和财政部门审

查、盖章并推荐ꎻ市属单位的申报项目由市主管部门审查、盖章

并推荐ꎻ实行计划管理单列单位的申报项目由本单位科技管理

部门审查并推荐(盖单位公章)ꎮ

２. 实行限额推荐方式组织申报ꎮ

(１)临床前沿技术专题(指南代码 ４１０１－４１１３)拟立项 １３

项ꎬ分指南方向精准支持立项ꎮ 限三级医院申报ꎬ其中每个三

级甲等综合医院限报 ２ 项ꎬ其它三级医院限报 １ 项ꎮ

(２)医药卫生面上项目

临床诊疗专题(指南代码 ４２０１)拟立项 ９０ 项ꎬ市卫健委系

统限报 ９０ 项、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医院限报

１０ 项、徐州医科大学限报 １５ 项、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限报 ３０

项、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限报 ５ 项、铜山区和贾汪区

分别限报 ３ 项、其它主管部门限报 ２ 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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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专题(指南代码 ４２０２－４２０７)拟立项 １０ 项ꎬ徐州市中医

院限报 ５ 项ꎬ其它医院限报 ２ 项ꎬ其余主管部门限报 １ 项ꎮ

药学专题(指南代码 ４２０８－４２１１)拟立项 １０ 项ꎬ市卫健委系

统限报 ２０ 项ꎬ其它主管部门限报 ２ 项ꎬ项目第一负责人须取得

药学专业技术职称(相关职称证书须上传)ꎮ

护理专题(指南代码 ４２１２－４２１５)拟立项 １０ 项ꎬ限三级甲等

医院申报ꎬ其中每个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限报 ２ 项ꎬ其它三级甲

等医院限报 １ 项ꎮ

公共卫生专题(指南代码 ４２１６－４２２８)拟立项 １５ 项ꎬ市疾控

中心、市传染病医院、市东方医院限报 ２ 项ꎬ其它每个单位限报

１ 项ꎮ

(３)社会事业项目(指南代码 ４３０１－４３２７)拟立项 ４０ 项ꎬ其

中可持续发展专题拟立项 １６ 项、公共安全专题拟立 １２ 项、公共

服务专题拟立项 １２ 项ꎮ 全日制本科院校限报 １２ 项ꎬ非本科院

校限报 ８ 项ꎬ其它主管部门限报 ３ 项ꎮ

３. 各县(市)项目采取市县联合创新项目形式予以支持ꎬ申

报项目由县(市)科技和财政部门审查、盖章并推荐ꎬ项目财政

支持资金由各县(市)财政全额承担ꎮ 各县(市)限报 １０ 项ꎮ

四、申报要求

１. 同一项目负责人限报一个项目(奖补类项目除外)ꎬ同时

作为项目骨干最多可再参与申报一个项目ꎮ 在研市级计划项

目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本计划医药卫生面上项目和社会事业

项目ꎮ 项目骨干申报项目和在研项目总数不超过 ２ 个ꎮ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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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的将取消评审资格ꎮ

３. 本计划申报受理截止前ꎬ有市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

超过项目合同期 ２ 年以上应结未结项目的单位ꎬ按照应结未结

项目数核减 ２０２３ 年该单位项目申报数量

２. 同一企业限报一个项目(奖补类项目除外)ꎬ同一单位以

及关联单位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研发项目同时申报不同

市级计划项目ꎮ 有在研项目的企业不得申报ꎮ 重复申报的将

取消评审资格ꎮ

ꎮ

４. 项目名称和研究内容应符合市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

展)定位要求ꎮ

５. 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单位和个人ꎬ不得申报本年度计划项

目ꎮ 在项目申报和立项过程中相关责任主体有弄虚作假、冒名

顶替、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不良信用行为的ꎬ一经查实ꎬ将记入

信用档案ꎬ并按«徐州市科技计划项目信用管理办法»作出相应

处理ꎮ

６. 项目负责人要切实强化项目申报的直接责任ꎬ如实填写

项目申报材料ꎬ严禁剽窃他人成果等科研不端行为ꎻ项目申报

单位要切实强化主体责任ꎬ加强项目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ꎬ严

禁虚报项目、虚增项目投入规模等行为ꎮ 项目申报单位、项目

负责人须签署科研诚信承诺书ꎬ明确各自承诺事项和违背相关

承诺的责任ꎮ

７. 项目主管部门在组织项目申报时要认真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ꎬ切实加强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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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主动做好项目申报的各项服务工作ꎮ 要切实强化审核责任ꎬ

对申报单位资格条件、申报材料完整性和真实性及是否存在不

良信用记录等方面进行认真审核ꎬ并填报审核意见表ꎬ严禁审

核走过场、流于形式ꎮ 对于违反要求弄虚作假的ꎬ将按照相关

规定严肃处理ꎮ

８. 项目经费预算及使用需符合专项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ꎬ

总经费预算合理真实ꎬ支出结构科学ꎬ使用范围合规ꎬ申报单位

承诺的自筹资金必须足额到位ꎬ不得以地方政府资助资金作为

自筹资金来源ꎮ 本计划医药卫生面上项目采取科研经费“包干

制”ꎬ不再编制项目经费预算ꎮ

五、其他事项

１. 本年度项目申报须通过徐州市科技创新业务应用管理

系统“项目申报”模块(ｈｔｔｐ: / / ｘｚｋｃｇｌ. ｘｓｔｉ. ｎｅｔ / ｘｕｚｈｏｕ / ｉｎｄｅｘ)报

送ꎬ网上填写项目信息表、申报书及附件ꎮ

２. 申报项目经在线审核通过后ꎬ一律不予退回重报ꎮ 申报

材料统一用 Ａ４ 纸打印(带水印)ꎬ按封面、承诺书、审查意见表、

项目信息表、项目申报书、附件顺序装订成册ꎬ一式 ２ 份(纸质

封面ꎬ平装订)ꎮ 纸质材料须与网上申报材料一致ꎬ且经过各县

(市、区)科技及财政主管部门或市有关局(公司)审核签署意

见并盖章ꎮ

３. 各项目主管部门需按照计划项目类别ꎬ填写«ＸＸＸ 计

划 / 项目申报汇总表»(纸质 ２ 份ꎬ电子表格可在项目申报系统

“２０２３ 年申报材料下载”栏目下载)ꎬ加盖各县(市、区)科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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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主管部门公章ꎮ

一份由各县(市、区)财政主管部门于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５ 日前ꎬ

邮寄至市财政局教科文处(地址:徐州市云龙区昆仑大道一号

行政中心西三区 ５５０ 室ꎬ联系人:刘伟ꎬ电话:８３７３６４９０ꎬ邮编:

２２１０００)ꎬ逾期不予受理ꎮ

另一份随同项目申报材料ꎬ由各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

统一报送至市科技计划项目受理服务窗口(地址:徐州市泉山

区矿大科技园科技大厦 １ 楼 １０８ 室ꎬ联系人:李丹丹ꎬ电话:

８３８９６１６７ꎬ邮编:２２１００８)ꎮ

４. 徐州市科技创新业务应用管理系统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开网ꎬ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关网ꎮ 项目纸质申报材料集中受理时

间为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７ 月 ５ 日ꎬ逾期不予受理ꎮ

５. 联系方式

网络相关事宜: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服务部

电话:８３８５２４１０　 　 联系人:仲　 超

项目受理事宜:市情报研究所综合业务科

电话:８３８４２５７４ 联系人:张鲁洋　 郭　 卉

项目咨询:市科技局农村科技与社会发展处

电话:８３８４７１６５ 联系人:喻明辉　 龚严峰

监督投诉:市纪委派驻第十五纪检组

电话:８０８０５９１７ ８０８０５９３７
—７—



邮箱:ｘｚｓｊｗｐｚｄｓｗｊｊｚ＠ １６３. ｃｏｍ

附件:１. ２０２３ 年度市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指南

２. 临床专科分类代码表

徐州市科学技术局　 　 　 　 　 徐州市财政局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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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２０２３ 年度市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

项目指南

一、临床前沿技术

瞄准科技前沿ꎬ精准支持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冷门学科和

薄弱学科围绕重大疾病的临床诊治ꎬ开展前沿技术的临床应用

研究ꎬ力争取得标志性成果与显著突破ꎮ

４１０１ 慢性肾脏病综合防控

针对严重威胁我市居民健康、加重居民经济负担、患病率

逐年增加的慢性肾脏病、尿毒症等疾病ꎬ通过信息化、数字化、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ꎬ开展原创关键技术研究ꎬ探索长期居家

早期风险预警、辅助决策及有效治疗措施方案ꎬ提升患者生命

质量及生存周期ꎬ提高我市慢性病防治水平ꎮ

４１０２ 肝癌精准治疗

临床应用大型尖端设备和肝移植等先进医疗技术等治疗

手段ꎬ联合细胞生物学技术分析肝癌细胞个体化生物学行为ꎬ

发挥优势学科群作用ꎬ探索肝癌治疗精准、规范、个体化的全程

管理方案ꎬ达成肝癌治疗获益最大化目标ꎮ

４１０３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围绕神经、血液、心血管、生殖、免疫、内分泌等系统和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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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胰等器官的重大疾病治疗需求ꎬ利用临床资源开展组织干

细胞获得与功能调控、干细胞移植后体内功能建立、动物模型

的干细胞临床前评估研究及干细胞临床研究ꎬ推动干细胞向临

床的应用转化ꎮ

４１０４ 恶性肿瘤发病早期精准诊断研究

针对本地区常见、高发的恶性肿瘤ꎬ开展基于分子生物学、

分子分型、病理学、影像学等的研究和关键表观遗传分子靶点

的探索ꎬ进行肿瘤的早期精准诊断ꎬ对较为成熟的诊断技术ꎬ开

展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明确新技术的有效性和可靠性ꎬ

形成行业认可的肿瘤早期诊断方案ꎮ

４１０５ 围术期老年患者神经系统并发症防治研究

针对围术期安全和术后良好转归的重大临床需求ꎬ开展围

手术期老年患者神经系统并发症、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研究ꎬ

在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神经影像特征、神经炎症机制最新研究

基础上ꎬ综合运用多学科交叉领域的先进技术ꎬ研发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围术期神经系统并发症防治新技术ꎬ为保障老年手

术患者围术期安全及改善术后转归提供新策略ꎮ

４１０６ 眩晕疾病的精准化诊疗研究

在手法复位联合机器复位等治疗的基础上ꎬ依托眩晕专业

检查方法及应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影像学新技术等手段ꎬ

探索眩晕疾病的诊断标志物及干预新靶点ꎬ规范眩晕疾病的诊

疗流程ꎬ构建精准化诊疗的关键技术体系ꎬ实现减少误诊率和

改善患者预后的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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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７ 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研究

围绕“孕前－产前－生后”全链条的重大出生缺陷疾病ꎬ开

展生殖健康及出生缺陷防控关键技术研究ꎬ建立适宜淮海经济

区人群且经济有效的出生缺陷预测预警、早期筛查、诊断、治疗

的综合防治示范应用ꎬ并在其他地区推广应用ꎮ

４１０８ 儿童重大疾病的综合救治

以儿童脑损伤、神经元病、恶性肿瘤等儿童重大疑难疾病

诊治为导向ꎬ开展基于分子生物学等精准诊疗技术研究ꎬ探索

治疗儿童时期发生的重大和复杂疾病的新方法和新策略ꎬ实现

临床应用转化ꎬ提高患儿生存率和生活质量ꎮ

４１０９ 徐州地区儿童青少年近视预防控制

围绕影响我市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的常见高发疾病ꎬ制定疾

病数据收录规范ꎬ构建覆盖全市、辐射周边地区的专病队列和

临床干预病例队列ꎬ整合临床干预诊疗信息和多学科多模态的

信息数据ꎬ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预警与精准防控关键技术研

究ꎬ实现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风险评估、早期预防和精准干预ꎬ从

而降低我市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和高度近视率ꎬ切实改善我市

儿童青少年眼健康水平ꎮ

４１１０ 口腔数字化种植修复

针对社会老龄化导致的无牙颌患者逐年增多的现状ꎬ利用

数字化信息技术、３Ｄ 打印技术和种植牙机器人导航技术ꎬ探索

虚拟患者的构建、数字化治疗方案设计、精准种植手术、基于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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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功能的修复重建等全流程数字化解决方案ꎬ提高种植治疗的

长期成功率ꎬ减少并发症ꎬ逐步建立数字化种植治疗的规范化

流程ꎮ

４１１１ 传染性疾病诊疗与防控

针对危害人类健康的新发突发传染病、病毒性肝炎、结核

病及其他感染性疾病等ꎬ立足生物医药研究前沿ꎬ按照转化医

学、系统医学和精准医疗的思路ꎬ在诊疗防控、发病机制、干预

靶点、精准检测等领域开展原创性研究ꎬ为传染性疾病的精准

诊疗及防控提供新策略ꎮ

４１１２ 精神疾病防控

针对重性精神病、抑郁症、老年精神障碍等常见精神疾病

的发病机制、早期筛查与诊断、精准治疗等方面开展综合研究ꎬ

形成以基层卫生机构负责初步筛查、专科医院负责诊疗与康复

指导为一体的精神疾病综合防控体系ꎮ

４１１３ 中医现代化

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ꎬ以提高临床疗效为导向ꎬ以中医临

床优势病种为切入点ꎬ创新研究思路与方法ꎬ结合现代科学技

术ꎬ开展核心病机理论创新研究ꎬ以及病证结合模式下的临床

疗效研究ꎬ构建一套具有显著疗效优势和中医药原创特色的关

键技术与诊疗方案ꎬ为中医药创新发展提供科技支撑ꎮ

二、医药卫生面上项目

(一)临床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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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０１ 新型临床诊疗技术攻关(按照临床专科申报ꎬ临床专

科代码详见附件 ２)

(二)中医

４２０２ 中医传承与创新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２０３ 中医证治疗效的现代化评价指标以及临床研究

４２０４ 中医非药物疗法防治疾病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４２０５ 中医药防治传染性疾病研究

４２０６ 新冠后遗症中医干预研究

４２０７ 中医特色制剂的基础研究和临床优化研究

(三)药学

４２０８ 临床合理用药研究

４２０９ 药物不良反应与相互作用研究

４２１０ 天然药物与医院制剂研究

４２１１ 临床药理学研究

(四)护理

４２１２ 慢病与衰弱管理研究

４２１３ 静脉治疗护理研究

４２１４ 疼痛管理研究

４２１５ 肿瘤患者术后康复护理研究

(五)公共卫生

４２１６ 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及病媒生物防控关键技术应

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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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７ 职业病防治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２１８ 血液安全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２１９ 老年健康及智慧养老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２２０ 妇女健康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２２１ 出生缺陷及儿童健康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２２２ 残疾人及慢病患者康复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２２３ 精神、心理疾病康复应用研究

４２２４ 肿瘤社区早筛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２２５ 青少年儿童近视综合防控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２２６ 口腔保健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２２７ 居家医药卫生服务应用研究

４２２８ 医疗卫生体系、平台创新应用研究

三、社会事业项目

(一)可持续发展

４３０１ 大气监测及污染防治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３０２ 水资源保护、开发与水污染治理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３０３ 工矿废弃地及土壤污染监测、风险评估与治理修复

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３０４ 城市深地空间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４３０５ 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应用

研究

４３０６ 绿色智慧建筑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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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０７ 既有建筑智能诊断与修复改造关键技术

４３０８ 噪声、光污染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二)公共安全

４３１１ 饮用水质量安全保障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３１２ 食品安全生产、快速检测、智慧监管关键技术应用研

究

４３１３ 药品、保健品、化妆品安全及检测、检验检疫关键技

术应用研究

４３１４ 危险废弃物处置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３１５ 地震、地质、火灾、气象等灾害监测预警、防御及应急

救助技术应用研究

４３１６ 公共聚集场所应急安全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３１７ 智慧技防、科技强警、智慧城市等社会治理关键技术

应用研究

４３１８ 职业危害防范与治理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三)公共服务

４３２１ ＡＩ 教师技术、智能教学助手及智能化交互教育关键

技术应用研究

４３２２ 未成年行为、心理健康评测干预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３２３ 全面健身、青少年体育和竞技体育关键技术应用研

究

４３２４ 公共服务信息化创新建设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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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５ 雪亮工程、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相关领域关键技术应

用研究

４３２６ 公共交通领域建设、运维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４３２７ 公共电力、通信、网络领域运维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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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临床专科分类代码表

专科代码 专科名称 专科代码 专科名称

Ｙ ０１０１ 心血管内科 Ｐ ０３ 妇产科

Ｙ ０１０２ 呼吸内科 Ｐ ０４ 儿科

Ｙ ０１０３ 消化内科 Ｐ ０５ 急诊科

Ｙ ０１０４ 内分泌科 Ｐ ０６ 神经内科

Ｙ ０１０５ 血液内科 Ｐ ０７ 皮肤科

Ｙ ０１０６ 肾脏内科 Ｐ ０８ 眼科

Ｙ ０１０７ 感染科 Ｐ ０９ 耳鼻咽喉科

Ｙ ０１０８ 风湿免疫科 Ｐ １０ 精神科

Ｙ ０２０１ 普通外科 Ｐ １１ 小儿外科

Ｙ ０２０２ 骨科 Ｐ １２ 康复医学科

Ｙ ０２０３ 心血管外科 Ｐ １３ 麻醉科

Ｙ ０２０４ 胸外科 Ｐ １４ 医学影像科

Ｙ ０２０５ 泌尿外科 Ｐ １５ 医学检验科

Ｙ ０２０６ 整形外科 Ｐ １６ 临床病理科

Ｙ ０２０７ 烧伤科 Ｐ １７ 口腔科

Ｙ ０２０８ 神经外科 Ｐ １８ 全科医学科

Ｂ０３０１ 肿瘤科

Ｚ１０１７ 中医内科 Ｚ１０２１ 中医外科

Ｚ１０４７ 针灸 Ｚ１０５４ 中医养生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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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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