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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2023 年先进制造重大专项
项目申报指南

项目一：高性能色谱仪和质谱仪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生命科学、临床、基因检测、药物

分析、环保等领域对国产化科学仪器高可靠性、高稳定性、

高分辩率、快分离速度及低检测限等需求，研制 EPC 电子流

量控制模块、高压泵、温度控制模块、检测器、工作站软件

等核心部件，研究整机设计与集成、可靠性设计等核心技术，

开发智能化气相色谱仪及超高效液相色谱仪。研制离子源模

块、四极杆质量分析器、检测器等模块，研究整合整机设计、

质谱分析仪可靠性设计等核心技术，开发具备数据采集、定

性/定量分析等功能的质谱仪及配套检测试剂，并在医疗行业

实现应用。

2.考核指标：研发智能气相色谱仪，整机自主化程度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集成压力设定精度≤0.1psi 的电子流量/压

力控制系统，温度设定精度≤0.1℃，定量重复性<3% RSD，

流量准确度≤满量程的 5%；研发超高效液相色谱仪，整机

自主化程度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高压恒流泵最高耐压≥

80MPa，流量稳定性误差≤2%（0.5mL/min），柱温箱控温

稳定性误差<0.1℃；研发质谱仪，整机自主化程度达到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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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水平，质量范围 5-3000m/z，质量准确性±0.2Da，24小

时质量稳定性±0.1Da 以内，扫描速度≥15,000 Da/s，质量

分辨率<0.8Da，灵敏度：正离子>200/pg、负离子>15/pg，ESI+

仪器检出限 (IDL)< 0.60 fg (以 1 fg利血平柱上进样重复性计

算)。配套激素检测、药物浓度监测、维生素检测等检测试剂。

获医疗器械注册证≥4 项。临床推广应用示范医院≥3 家。

3.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4.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5.资助强度：拟支持 1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2000

万元，区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200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

不低于 20000 万元。

6.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项目二：高性能齿轮精密加工智能机床关键技术研发与

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高性能齿轮精密

加工机床精度保持性差、可靠性保障弱、智能化程度低等问

题，研究机床热平衡结构优化、基于时栅传感器的精度保障、

加工原理误差预测及消除等高精加工关键技术，机床关键零

件加工一致性、关重件残余应力消除、可靠性驱动的装配工

艺、早期故障主动消除等制造可靠性保障技术，机床状态多

要素智能感知、多源多模态数据融合、关键部件及加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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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评估、健康状态维护智能决策及远程动态调控等智能化

关键技术，研发具有机床状态智能感知-评估-决策及调控等

功能的齿轮加工机床云边协同智能系统、高精度智能滚齿机、

智能车磨复合机床、高精度智能磨齿机，并在新能源汽车齿

轮加工等场景实现示范应用。

2.考核指标：（1）纳米时栅直线位移传感器测量精度≤

2.5µm（1000mm 量程），纳米时栅角位移传感器测量精度≤

1″（360°量程）；研发国内首台装备纳米时栅的滚齿机、

车磨复合机床，滚齿精度 ISO 5-6 级，车磨复合内孔加工圆

度≤3μm，粗糙度 Ra≤0.4μm；研发高精度智能磨齿机，加

工精度 ISO3-4 级，齿面波纹度≤1.5μm。（2）纳米时栅传

感器可靠性指标 MTBF≥30000 小时，机床关键功能部件（刀

具主轴系统、工件主轴系统）可靠性指标 MTBF≥3500小时，

机床可靠性指标 MTBF≥2500 小时，过程能力指数 CPK≥

1.67。（3）研发齿轮加工机床云边协同智能系统，实现关键

部件健康状态预测准确率≥95%，加工精度预测准确率≥

90%，磨齿齿面傅里叶合格性预测准确率≥80%，建立高精

度磨齿机工艺参数数据库，实现工艺参数自决策，决策准确

率≥90%，调试时间减少≥60%，一次性加工合格率提升≥

30%。（4）授权发明专利≥10 件，软件著作权≥5 件；项目

执行周期内新增销售额≥1 亿元。

3.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4.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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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助强度：拟支持 1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150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7500万元。

6.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项目三：新一代工业复合机器人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传统工业机器人难以适应多场景、

多任务、复杂工艺柔性化高精度生产的问题，研究机器人精

密减速器精度保持、伺服系统转矩脉动与扰动抑制、轻量化

设计、多模态自主感知及多机任务调度等技术，研制工业复

合机器人高性能核心部件，研发开源软件平台、高性能移动

平台及多关节机构复合机器人，制定复合机器人关键性能指

标测评方法和标准规范，并在典型场景开展应用验证。

2.考核指标：建立开源软件平台，提供支持跨平台运行

的二次开发环境，开发语言的 SDKAPI 接口≥3 种；机器人

末端关节运动范围±175°~±360°，最大关节运动速度≥

180°/s，末端重复定位精度≤0.03mm；整机移动定位精度

≤10mm，整机续航时间≥6h；移动底盘负载≥50kg，机械

臂末端负载≥3kg；开发应用工艺软件包≥2 个，提升工艺编

程效率≥30%；开发多模态自主感知系统，支持接入混合感

知数据≥3 种；开发多机任务调度系统，支持任务调度设备

≥100 台；研制复合机器人品类≥2 种，典型应用场景≥3 种；

授权发明专利≥4 项，软件著作权≥3 项，制修订国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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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2 项；项目执行周期内销售复合机器人≥200 台，

销售额≥6000 万元。

3.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4.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5.资助强度：拟支持 1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150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7500万元。

6.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项目五：新一代实时数据库系统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实时数据库系统存储性能差、压缩

率低、分布式能力弱、可扩展性差等问题，研究时序数据高

性能存取、高可靠实时数据采集及管理、高实时场景下大规

模分布式集群等实时数据库关键技术，研发实时数据库系统

工业数据协议框架及适配接口、高性能数据采集协议，数据

预处理、存储、后处理、可视化、系统集成与扩展等组件，

开发新一代实时数据库系统，形成闭环产品并验证应用。

2.考核指标：新一代实时数据库系统单节点时序数据写

入性能≥1500 万点/s，分布式集群时序数据写入性能≥4500

万点/s，数据查询平均时间≤50ms，无损压缩率≤28%，有

损压缩率≤4%，单节点管理时间序列≥200 万列，分布式集

群管理时间序列≥4000 万列；数据采集协议≥40 个，支持

扩展自定义协议，数据库连接数≥1000 个，数据存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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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授权发明专利≥2 项，软件著作权≥6 项；开发应用

场景系统≥4 套，综合管控指标≥80项，数据应用模型≥15

个；项目执行周期内，基于数据库的场景系统实现销售额≥

1 亿元。

3.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4.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5.资助强度：拟支持 1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1500

万元，区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150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

不低于 15000 万元。

6.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7.其他说明：牵头单位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协同攻关。

项目六：面向工业仿真的新一代三维实时可视化引擎关

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工业仿真领域中现有三维引擎的性

能及易用性需求，研究新一代图形开发技术框架下的高性能

工业仿真三维引擎程序框架技术、CPU-GPU 协同并行计算

技术，研制基于三维引擎框架的三维实时渲染模块及常用物

理仿真计算模块，开发高性能仿真计算及三维可视化交互软

件并在典型场景示范应用。

2.考核指标：引擎代码自主研发，支持 GPU 驱动范式下

的三维渲染管线，支持 IO、CPU 运算、GPU 运算两两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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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支持运行时动态配置三维渲染管线；5 亿三角形面模

型渲染速度>30帧/s，16GB三维几何模型文件(含顶点、法线

信息、纹理坐标)加载显示速度<20s；单 GPU 下稠密网格三

维扩散方程求解中有效显存带宽利用率>85%，支持 GPU 仿

真运算与三维可视化的图形互操作功能；物理仿真计算模块

支持多 CPU 多 GPU 协同方式运行；授权软件著作权≥3 项；

示范应用场景数≥3 个。

3.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4.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5.资助强度：拟支持 1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超过 1000

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5000万元。

6.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