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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变革性技术关键科学问题”重点专项

2018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变革性技术是指通过科学或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对已有传统

或主流的技术、工艺流程等进行一种另辟蹊径的革新，并对经济

社会发展产生革命性、突变式进步的技术。“变革性技术关键科学

问题”重点专项重点支持相关重要科学前沿或我国科学家取得原

创突破，应用前景明确，有望产出具有变革性影响的技术原型，

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前瞻性、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和前

沿交叉研究。

本专项 2018年拟支持 3个定向委托项目，国拨经费总概算

为 7500万元。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面向解决重大科学

问题和突破关键技术进行一体化设计。鼓励围绕一个重大科学问

题，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全链条组织项目。鼓励依托国家重点

实验室等重要科研基地组织项目。项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

指南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每个项目下设课题不超过 5个，每个

项目所含单位数不超过 6家。

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5年，申报项目特别需提出明确、有显示

度的 5年总体目标和 2年阶段目标和考核指标（或研究进度）；

立项项目实行“2+3”分段式资助，在项目执行 2年左右对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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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情况确定项目后续支持方式。

1. 纳光电集成芯片及技术基础

研究内容：面向高性能基础器件与芯片的变革需求，建立超

小尺寸、超高速、超低能耗纳光电子器件与集成技术基础。研究

介观尺度下光场调控的新机理，实现可与微电子芯片融合集成的

纳光子器件；研究纳光子器件和微电子器件的融合闭环反馈控制

技术；研究纳光子器件和微电子器件融合集成和精准制备技术，

实现高速低功耗光电集成芯片；发展超高时空分辨的探测技术，

研究器件及芯片的超快动力学行为。

考核指标：阐明介观尺度下光场调控的新机理；研制纳光子

器件与阵列单元，串扰<-20 dB、工作波长覆盖近红外和通信波段、

带宽>50 nm、波长偏差<0.3 nm；实现空间分辨率 10 nm、时间分

辨率 100 fs超高时空分辨光学探测；实现纳光子器件与微电子芯

片的融合集成，设计 2~3种光电集成芯片，时间响应皮秒量级，

功耗降低一个数量级。

有关说明：由教育部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由北京大学作

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

2. 合成气一步法直接制备乙二醇研究

研究内容：创新催化剂体系和反应过程，实现合成气（CO/H2）

或含氧中间体在催化剂表面控制偶联，直接制备高碳含氧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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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理上缩短反应历程，降低过程的 CO2排放和水耗，实现碳基

资源的原子经济转换。

考核指标：验证合成气转换的传统条件（温度小于 500 ℃，

压力小于 10MPa）下，CO的氢助偶联直接偶联生成含高碳氧化

合物的可行性，创新合成气转化的新途径。针对合成气直接制备

乙二醇过程，CO单程转化率不小于 10 %，目的产物的选择性不

低于 50%。

有关说明：由中科院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由中科院福建

物质结构研究所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

3. 大面积有机微激光可控阵列技术基础

研究内容：研究大规模制备有机光电功能材料阵列化和复杂

图案化的方法。探索超亲液/超疏液材料对流体行为的调控机制；

建立界面微区浸润性与流体分割和微区输运之间的关系；探索在

微纳米尺度上对基底特定区域进行结构调整和浸润性梯度修饰的

新方法；制备定位准确、高质量的有机单晶结构阵列，同时实现

复杂单晶结构图案化制备。为有机激光阵列显示技术的发展提供

关键技术的支持，同时为未来光子集成/光电协同技术提供微结构

图形化解决方案。

考核指标：阐明相邻晶体结构连接中的晶体融合过程，优化

参数，减少在晶体连接中的过度生长，解决在大面积微结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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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溶液浓度分布均匀性问题；在微区内形成单晶结构可控，

实现激光模数从单模到多模的调制；对 10种以上有机激光材料

进行大面积单晶阵列和复杂结构的制备；单晶结构尺寸均匀同时

可控制在 60μm×10μm以下；制备规模在 30 cm×50 cm以上。

有关说明：由中科院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由中科院微电

子研究所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