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18-2019 年度科技基础条件资源领域入库

建设项目指南 

 

一、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研究和平台建设。 

（一）内容。 

专题一：生物种质资源库与疾病生物样本库（专题编号： 

0316 ）。 

支持华南特色生物种质资源库与疾病生物样本库的建

设与运行，加强资源的收集、保存和分类管理，实现资源数

据与实物的合法共享，增强资源库对社会的服务能力，为生

物种质资源和医学标本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专题二：实验动物科学（专题编号：0317 ）。 

1. 实验动物平台 

以我省实验动物科学为对象，建设实验动物质量技术和

资源研发平台。平台建设的主要内容为与实验动物质量相关

的菌毒种参考品收集、验证、扩繁、保藏及共享；实验动物

疾病模型和技术体系建立；实验动物人源化肿瘤组织研制并

建库；菌毒种和血清等参考品进行可靠性验证；疾病模型技

术体系和人源化肿瘤组织库评价等。 

2. 实验动物科学研究 

以实验动物新品种标准化、实验动物检测技术及配套技



术规范、人源化重大疾病动物模型创制为主要对象，开展相

关研究，为精准医学研究提供实验动物工具，促进我省生命

科学研究和健康产业发展。 

专题三：科学数据库（专题编号： 0318）。 

以包含广东省实验室、在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省重点实

验室在内的广东省实验室体系为对象，建设广东省实验室体

系数据库。与省级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对接，定期形成广

东省实验室动态监测报告、广东省科技资源调查报告、广东

省实验室体系年度报告。针对实验室体系的人才、科研、仪

器设备、投入等基础信息进行全面调查、整理、分析、利用，

开展广东省科技资源调查，重点建设基础信息数据库、实验

室体系过程管理数据库、变更数据库、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数

据库等，促进实验室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和成果转化，为政

府提供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决策支持、统计报告等支撑服

务。   

以促进我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为对象，建设广东省基

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数据库。对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

究基金依托单位、项目研究团队、项目产出成果及后续对接

国家项目等基础信息进行调查、整理、分析、利用。汇集我

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领域高端人才、科研成果等科技资

源，为政府提供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决策支持、统计报告

等支撑服务。 



专题四：科技文献共享平台（专题编号：0319）。 

整合国际科技信息、国内科技文献、国内外重点产业研

究报告与广东省特色资源库（含广东省科技报告、科技档案

等），支撑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等我省重大科学战略决策与科

技规划；同时，面向高新区、孵化器等创新载体，针对战略

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打造具有综合性、产业性、专业性与

特色性的新型科技文献体系，支撑广东创新战略决策与产业

创新发展。 

（二）申报要求。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省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其

它机构可申报。 

2. 申报单位需从事相关领域研究工作，并已具备较为深

厚的基础。 

3. 各专题项目完成后形成的资源库与数据库需纳入年

度科技资源调查对象范围并开放共享。 

4. “生物种质资源库与疾病生物样本库”专题的申报单位

应已建成相关的资源库。 

5. “实验动物科学”专题中的平台项目申报单位须主持

过实验动物质量技术领域的国家级科研项目，有实验动物菌

毒种参考品库，具有实验动物质量监督工作基础。 

6. “科学数据库”专题的申报单位具有参与自然科学基



金或重点实验室管理的工作基础。 

7. “科技文献共享平台”专题的申报单位具有科技文献

平台建设与研究工作经验，具备辐射全省的科技文献服务能

力。 

8. 各专题项目执行周期为 3 年（执行周期起始日为 2018

年 9 月 30 日），各专题已立项项目在执行周期内不得以相

同内容再次申报。 

（三）支持方式。 

1. “生物种质资源库与疾病生物样本库”专题：每项支持

不超过 100 万元。 

2. “实验动物科学”专题：实验动物平台每年支持不超过

200 万元，连续滚动支持 3 年；实验动物科学研究项目支持

20 万元/项。 

3. “科学数据库”专题：每年支持不超过 200 万元，连续

滚动支持 3 年。 

4. “科技文献共享平台”专题：每年支持不超过 200 万元，

连续滚动支持 3 年。 

5. 采用竞争性评审、省级财政事前无偿资助方式。 

 

二、专项科学考察 

专题五：专项科学考察（专题编号：0320）。 

（一）内容。 



支持以广东湿地水生植物资源、广东云开山生物资源、

北部湾海洋渔业资源、广东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广东土壤环

境、广东淡水资源、南海生态环境等为对象，开展专项科学

考察，促进区域生物资源的综合利用、治理和保护。 

（二）申报要求。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省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非

企业性质的公益性研发机构（不受国家、部委、外省市隶属

关系的限制）可申报。 

2. 项目负责人须为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科研人员。 

3. 每个单位限主持申报 1 个科考内容。 

4. 项目负责人具有主持专项科考或综合科考的经验，并

提交以往科考成果资料。 

5. 广东湿地水生植物资源限天然形成的湿地区域；广东

云开山生物资源科考计划区域应不低于 10000 平方公顷；北

部湾海洋渔业资源面向属于北部湾城市群的单位申报，同时

须与广东省以外北部湾区域的科研单位联合申报；广东药用

植物种质资源面向南药品种尤其是珍稀濒危南药品种进行

科学考察；广东土壤环境面向我省典型有色金属采矿与冶炼

区的土壤重金属高风险区进行科学考察；广东淡水资源面向

省内主要河流及其污染进行科学考察；南海生态环境面向南

海海洋生态环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科学考察。 

6. 专项科考应综合各类要素，形成调研报告、影像资料、



科考专著等成果。 

7. 各依托单位和申请人须按照相关要求，认真填写申报

书，对不符合申报规定，或申报书填写内容不全，印、章、

签名不全，未按要求填写、报送等，将被视为形式审查不合

格，不送专家评议和评审。核实发现弄虚作假骗取项目补助

资金的，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8. 项目执行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2 年（执行周期起始日为

2018 年 9 月 30 日）。 

（三）支持方式。 

100 万元/项，采用竞争性评审、省级财政事前无偿资助

方式。 

 

三、科技学术专著。 

（一）内容。 

专题六：科技学术专著（专题编号：0321） 

1. 基础理论著作。 

  作者在某一学科领域基础理论方面从事多年系统、深入

研究，借鉴国内外已有资料和前人成果，经过分析论证，撰

写的具有重大创新性、对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的系统性理论

著作。 

2. 应用技术著作。 

  作者将已有的科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对取得的先进



技术和经验进行总结，撰写的具有较强创新性、能促进产业

进步并给社会带来较大经济效益、实用价值较高的科学著

作。 

3. 其它类别科技学术著作。 

  其它类别的科技学术著作，作者在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

上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进行创新、总结，撰写出具有较强原创

性和较强现实指导意义的著作。如机制创新类、发展趋势类、

科技管理类等。 

  下列情况暂不属于资助范围：①译著、编著、论文集、

再版著作（同一作者撰写的学术著作，从正式出版之日起 5

年内再次申请相同或相近内容学术著作视为再版学术著作，

超过五年且增加了最新研究成果内容的相同或相近题目学

术著作视为新书）；②科普读物；③教科书与工具书。 

（二）申报要求。 

1. 申报单位为省内注册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独立法

人单位，著作者为省内科研人员。 

2. 申报科技学术专著项目，著作者须完成 80%以上或全

部书稿后，方可提出申请。著作者一次只允许申请一个项目，

在获准资助著作出版之后，方可申请下一个项目。已出版的

学术著作不能申请。项目执行周期为不超过 2 年（执行周期

起始日为 2018 年 9 月 30 日）。 

3. 获得资助的出版著作须标注“广东省科学技术学术专



著”。 

  （三）支持方式。 

资助强度为 10 万元/项，采用竞争性评审、省级财政事

前无偿资助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