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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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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w⤷ �R�o
（仅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注册用户登录可见）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重点专项目标定位是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围绕科技强国、质量强国、制造强国、健康中国、数字中国

等重大国家战略需求，加强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量子化、国际

化、智能化、数字化和系统化建设。

2022 年，本重点专项围绕国际单位制演进与计量新体系研

究、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领域 NQI协同创新、重点领域 NQI集

成应用示范等领域，支持 6个研究方向，以定向方式发布，拟安

排经费 1.24亿元。

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项目执行期原则上为 3~4年。项目下设的课题数不超过 5个，项

目参与单位数不超过 10家。

1. 国际单位制演进与计量新体系研究

1.1 电学、辐射和光频量子计量器件研制

研究内容：面向电学、辐射和光频领域零链条扁平化量子计

量核心器件需求，研制脉冲驱动型交流量子电压器件；研制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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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干单电子源，研究基于单电子量子光学的量子增强精密测量关

键技术；研制单光子和单能 X射线计量所需集成超导转变边沿探

测器件；研制芯片尺度光学频率参考用低漏率真空微型碱金属原

子气室和宽谱高品质晶体光学微腔。

考核指标：计量核心器件 6种：脉冲驱动交流量子电压器件

单芯片输出交流电压值≥0.5V；相干单电子源电流观察到 ef 量子

化电流；光学超导转变边沿探测器件分别独立实现探测效率≥

95%（1550nm）和能量分辨率≤0.15eV（1550nm）；X射线超导

转变边沿探测器件能量分辨率≤3.5eV（5.9keV）；基于四寸晶元

微型原子气室制备漏率≤5×10-8mbar×L/s，原子气室冗余气体总含

量≤3Pa；晶体光学微腔光谱覆盖（780~1560）nm，光谱范围内

最高本征品质因数≥1×109。高精密测量系统 1套：单电子量子态

探测系统精密测量灵敏度≤10-28A2/Hz。申请发明专利 10项。

有关说明：由市场监管总局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由中国

计量科学研究院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

1.2 特征生物分子多维数字化表征量值溯源与计量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生命科学新计量面临的国际难题和体系尚未

建立的迫切需求，开展核酸、蛋白质及其修饰等特征生物分子的

多维数字化表征量值溯源与计量标准研究；建立不同分子量、结

构与活性的特征生物分子数字化表征、量值溯源技术体系和不确

定度评定模型；开发特征生物分子智能识别、生命信息深度解析、

结构、活性的准确表征及组学数字化测量与溯源新技术；研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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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子量范围、不同结构和活性为典型代表的特征生物分子的

基础标准物质；研究特征生物分子多维测量、多组学定量等的数

据质量控制关键技术与多维特性量数字化的标准参考数据库。

考核指标：蛋白类特征生物分子多维数字化表征量值溯源体

系 1套，多特性量的不确定度评定模型 1套；多模态特征生物分

子智能识别算法及软件 5项，识别准确率≥90%；数字化表征支撑

决策系统 1套；蛋白质及其修饰的多维度表征计量技术与方法 5

项，数字化绝对定量方法 1~2项，标准不确定度≤8%；核酸类特

征生物分子准确计数计量装置 1套，标准不确定度≤8%；组学数

字化计量表征新技术 2项，相对标准不确定度≤10%；组学多维数

据质量控制与评价方法和软件 3项，相对标准不确定度≤10%；蛋

白质组和糖基化修饰组的数字化标准参考数据库 1个，包含细胞

系和典型肿瘤疾病的组学质谱参考图谱≥2000张；研制国家标准

物质 6种，标准不确定度≤10%；主导/参与国际比对 1~2项。

有关说明：由市场监管总局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由中国

计量科学研究院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

2. 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领域 NQI 协同创新

2.1 数字语音智能交互评价技术及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噪声环境下的数字语音全程传输质量关键检

测技术及语音质量客观评价方法，可懂度增强技术及客观评价方

法；研究智能语音人机交互可信身份认证的同一性和真伪性评价

技术；研究智能语音人人交互的语音识别转写可懂度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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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典型噪声模拟环境，研制全程测试装置，搭建人机交互、人

人交互关键性能测试平台，研制相应测试语音语料库，建立和规

范我国公共安全声纹数据库建库规则。

考核指标：研究数字语音交互质量评价新技术新方法 20项；

建立噪声环境模拟全程测试环境装置 1套，耳参考点（ERP）位

置非稳态噪声±5dB范围内；研发面向不同应用场景的全程数字语

音交互测量仪器 2套，其中中国人头肩模拟器（超宽带）的仿真

颈部关节直径≤100mm，俯仰角-15°~+20°，水平转动角±90°，左

右倾斜角±30°，转动精度 1°；研发人机交互身份认证同一性、真

伪性检测平台和鉴定设备共 4套；开发人人交互可懂度测试平台

2个；建立测试语音语料库 30万条；研制国际标准（立项或推进

1个阶段）3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报批稿）4项；申请发明

专利 20项。

有关说明：由公安部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由公安部第三

研究所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

3. 重点领域 NQI 集成应用示范

3.1 电热领域石墨烯材料关键计量技术研究及应用

研究内容：面向石墨烯材料在 5G时代电子产品应用中其热、

电性能缺乏量值溯源源头及评价标准问题，研究石墨烯材料在电

热领域关键参数的溯源和量传技术，研制标准物质和计量装置；

研究热管理领域石墨烯材料导热、应力等关键参数测量技术；研

究新能源领域石墨烯等碳基纳米材料电阻（电导率）、均匀分散性、



中
国

计
量

大
学

 ci
m

kjc

— 95 —

浆料稳定性等关键参数测量技术；研究电热领域石墨烯材料测量

装备的评价指标及评价技术，开展热扩散管理、新能源电池等领

域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研制热扩散系数计量装置 1 套，最大允许偏差

±3%；研制与石墨烯材料电阻率、热导率等性能评价相关测量设

备所需的 X射线衍射晶体结构、拉曼强度及分辨率、膜厚、薄膜

电阻、热扩散系数的国家标准物质 12种，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8%；研制 ISO/IEC国际标准（立项或推进 1个阶段）2项、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报批稿）5项；研制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报批稿）

10项；主导/参与国内外比对 5项；申请发明专利 2项；在 10家

热扩散管理、新能源电池等企业开展示范应用。

有关说明：由市场监管总局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由中国

计量科学研究院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

3.2 风电机群服役全周期质量评估与调控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大规模风电机群全寿命周期服役质量综合评

估及动态调控技术；开展覆盖风电机组关键部件和 SCADA系统

的典型工况试验，建立典型健康退化模式下的考核用例库，验证

服役质量评估性能有效性；建立海况、风工况、极端环境综合作

用下风电机组关键部件健康累积损耗及其耦合模型；建立“关键

部件—机组—机群”三级服役质量指数体系，研究机组与机群服

役效能综合评估方法和服役质量评估系统认证技术；研究融合风

电机组单机退化机理与机群相似性，具有协同演化功能的服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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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数字孪生建模技术；研究涵盖风电机组维护升级、算法优化及

多机协调控制等多个环节的机群全寿命周期服役质量动态调控技

术。

考核指标：涵盖主要大部件和 SCADA系统主要健康退化模

式的典型工况试验用例≥150 个，实测用例≥100个；建立服役

质量评估性能验证指标体系并开发验证软件工具 1套；关键大部

件健康累积损耗及其耦合模型的预测误差≤20%；建立基于三级

质量指数体系的服役效能综合评估方法库，开发评估软件 1套；

服役质量数字孪生系统可同步支持机组 30 台，功率、温度、振

动等服役质量状态特征量输出误差≤5%，构建数字孪生性能验证

平台 1个；研发全寿命服役质量动态调控技术，机群年发电量提

升≥5%；研制国际标准（立项或推进 1个阶段）1项，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报批稿）5项。

有关说明：由教育部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由湖南大学作

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

3.3 重点产业和领域 NQI 关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环

保、医疗健康、公共安全和国门安全等重点领域的创新发展，突破

制约领域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瓶颈性NQI关键技术，构建和完

善NQI协同创新技术体系，开展NQI系统化集成与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由申报单位自主设定。

有关说明：由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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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公安部和海关总署 5个部门各推荐不超过 4项，拟支持项

目不超过 10项。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

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2:1。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重点专项
	2022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仅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注册用户登录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