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等
为重要突破口，布局实施基础前沿重大战略项目，加快提升上海科技创新策源能力。

积极承接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任务，截至年底，上海累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929项，获中
央财政资金支持333.04亿元；2022年度完成06、08、09、10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地方配套资金审核，落实匹
配资金共计1497.81万元，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做好国家重要科技计划项目地方匹配，全年完成3批共929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等国家重要科技计划项目审核，落实匹配资金共计12462.19万元，充分发挥地方财政资金对国家重要科
研任务的配套支撑作用，有力支撑全市重点发展领域高质量发展。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稳步实施

主动承担重大战略任务1.3

加快推进一批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年内启动智慧天网（2期）、阿尔茨海默病、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脑
机接口、光学忆阻器的纳米光芯片等5个市级科技重大专项。截至年底，共实施硬Ｘ射线预研项目、硅光
子、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等15个专项。推进未来车脑芯片、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基于基因组标签的重要器
官精准蛋白质图谱、可再生合成燃料等新一批重大专项的论证凝练及立项。

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加快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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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启动15个市级科技重大专项

加快新一批项目任务凝练和方案完善

未来车脑芯片 燃料电池关键材料 基于基因组标签的重要器官精准蛋白质图谱
可再生合成燃料 ��

硬X射线预研项目

脑图谱
硅光子

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

量子信息技术
超限制造

智慧天网（2期）阿尔茨海默病发病机制 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
光学忆阻器的纳米光芯片 糖类药物智慧天网

人工智能

脑机接口

脑与类脑智能

上海光源一期
全年，为用户提供实验机时32954小
时，服务233家单位800个科研团队的
1216项课题，累计服务用户4081人
次，实验用户依托设施发表论文900
余篇，其中在《自然》《科学》《细胞》三
大期刊发表11篇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
全年，为用户提供实验机时80000余小
时，服务243家单位657个科研团队的 
1042项课题，累计服务用户约11700人
次，设施技术创新及用户科学研究共发
表论文616篇，其中在《自然》《科学》《细
胞》三大期刊发表12篇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
全年，“魔方Ⅱ”“魔方Ⅲ”全系统月均
CPU使用率分别为47%、84.15%；分别
提供3692.46万核小时、19023.33万
核小时的计算资源；服务用户1745家

国家肝癌科学中心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完成约50次技术
服务，X射线辐照仪完成约20次技术
服务
基本建成全自动筛选、分子影像、细胞
表型分析、分子诊断和分型、蛋白功能
分析、GMP净化及动物屏障设施等7个
核心技术支撑平台，设备运行时长总
计4900小时

神光II高功率激光装置
装置纳秒万焦耳激光控制精度、输出
能力不断提升，皮秒激光通过优化，实
现高信噪比、20微米小焦斑运行，聚焦
功率密度达到102 0W/cm2，累计实现
800余发次的大能量发射打靶

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
成功实现8×1022W/cm2的聚焦光强输
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获得峰值能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准
单能电子束

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
研究型病房共承接临床研究170余项，
累计病例数19202人，床位总使用率超
过80%
临床资源深度分析与挖掘平台、生物
标记物与新药研发及新药创制平台运
行率100%，开放率85%以上
发表SCI论文180余篇，申请或协助申
请新技术/专利15件

活细胞结构与功能成像等线站工程
通过验收，拟于2023年开放运行

已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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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生命科学、天文、海洋等领域，支持有条件、有能力的科研机构牵头发起或参与大科学计划（工
程），提升科技创新的全球影响力和话语权。

大科学计划（工程）深入推进

在国际介观图谱领域率先重构小鼠
前额叶皮层6357个单神经元全脑
投射图谱，建立国际上最大的具备
单轴突分辨率的小鼠全脑介观神经
联接图谱数据库

在《自然神经科学》《细胞》发表关
于小鼠大脑高分辨率神经联接图
谱和世界领先空间组技术的封面
文章

举办IBBRO-ICPBR灵长类神经生物
学培训学校

“全脑介观神经联接图谱”大科学计划

计划获多国科学家
认同及参与

人类表型组科研协同服务云平台试
用版向国内用户发布

国际人类表型组标准化创新中心揭
牌并运行
出版《表型组学》（                      ）3期，
举办“生命天眼论”Phenomics表型
组学前沿论坛28期

重点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上海具有比较优势的科研领域，在强化多元投入、提升原创能力、创新组织
方式和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加快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围绕数学与应用、前沿物理与量子、化学合成与转化、生命科学与前沿技术、纳米科学与先进材料、重
大疾病机制、交叉科学等领域，形成7个专题21个方向进行征集，最终资助项目42项。

基础研究领域布局不断优化

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1.4

鼓励跨领域、跨学科交叉研究
设立“交叉科学”专题，引导学科交叉融合，力争形成关键领域先发优势

落实《关于加快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坚持自由探索与战略导向相结合，优化基础
研究发展环境，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基础研究体制机制加快探索

加强前瞻布局，促进前沿探索
加大对数学、物理、材料、生命等重点基础学科的支持，努力实现更多“从
0到1”的突破，实现对科学前沿的引领和拓展，全面培育源头创新能力
突出问题导向，聚焦重点任务
聚焦量子、纳米、疾病机制等重点领域，开展引领性研究，以期获得重大
理论和技术突破，为产业变革和民生改善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

与联影医疗等重点企业在高端医疗
装备、集成电路等领域联合开展“探
索者”计划，资助项目17项，引导企业
投入936万元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合作，加
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面向全国
吸引、集聚基础研究领域优秀人才和
资源，提升上海自主创新能力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国际大科学工程

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

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

组织中国科学
家参加4个
IODP航次

联合国内外科学
家撰写的巽他陆
架大洋钻探建议

书正式提交

提出成为平台提
供者的方案，并取
得美、日、欧等各
方的肯定和支持

编制完成中国参加
SKA区域中心原型
测试的工作方案

加快组建区域
中心国际工作
组团队

SKA区域中心网络原型系统国际联测工
作启动，以上海天文台为主的团队牵头负
责其中一个SKA区域中心国际工作组

加入国家基金委区域创新联合基金 实施“探索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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