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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蒙 古 草 业 技 术 创 新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文 件

关于征集 2023 年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筹）

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专项项目合作单位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2023 年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筹）科技支撑

方案》和《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国家草业

技术创新中心（筹）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专项资金的通知》（内

财科〔2023〕564 号）的要求，为更好集聚全国优势科研力

量参与项目实施，现面向全国公开征集项目合作单位，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组织形式

2023 年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筹）重大创新平台建

设专项项目，采用揭榜挂帅、青年基金、委托研发等组织形

式，其中揭榜挂帅项目 9 项、青年基金项目 4 项、委托研发

项目 1 项（见附件 1）。

二、申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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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揭榜挂帅项目申报条件

1. 优先支持中心共建单位牵头揭榜，可联合其他共建单

位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涉草业单位共同申报，联合申报项

目牵头单位应与合作单位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合作协议。项

目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5 个，高校、科研院所牵头申报的项

目，项目负责人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 揭榜挂帅项目中“多抗优质苜蓿品种选育”“苜蓿高

产制繁种关键技术研发”“羊草优良品种选育与高产制繁种

关键技术研发”“抗旱耐盐碱乡土草品种选育与高产制种”

“草地改良与提质增效”等项目由企业牵头，经费等额配套；

科研院所和高校只能牵头申报 1 个项目。

3. 成果归属。项目所产生的成果所有权与内蒙古草业技

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共享，成果转化所产生的收益，草创中

心占比 20%~30%。承担其他项目产生的成果，不能作为本

项目的成果考核指标。

4. 揭榜方应认真填写《合作单位意向申请书》，并针对

榜单要求提出具体解决关键技术的实施方案和成果目标，且

须完成全部预期目标。

（二）青年基金项目申报条件

1. 优先支持中心共建单位青年科学家申报，最多可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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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涉草业单位共同申报，联合申报项

目应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合作协议，基金项目不设课题。

2. 项目负责人年龄为 40 周岁以下，即 1983 年 1 月 1 日

以后出生。高校、科研院所牵头申报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应

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职称。

3. 成果归属。项目所产生的成果所有权与内蒙古草业技

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共享，成果转化所产生的收益，草创中

心占比 20%~30%。承担其他项目产生的成果，不能作为本

项目的成果考核指标。

4. 申请人应认真填写《合作单位意向申请书》，并针对

项目要求提出具体解决关键技术的实施方案，且须完成全部

预期目标。

（三）委托研发项目申报条件

1. 优先支持中心共建单位牵头申报，申报单位仅限于高

校、科研院所，应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并与内蒙古草业技

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前期有同类项目合作，可联合其他共建

单位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涉草业单位共同申报，联合申报

项目牵头单位应与合作单位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合作协议。

项目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5 个，项目负责人应具有正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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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果归属。项目所产生的成果所有权与内蒙古草业技

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共享，成果转化所产生的收益，草创中

心占比 20%~30%。承担其他项目产生的成果，不能作为本

项目的成果考核指标。

3. 被委托方应认真填写《合作单位意向申请书》，并针

对项目要求提出具体解决关键技术的实施方案，且须完成全

部预期目标。

三、申报材料

（一）项目合作单位意向申请书（见附件 2）

（二）项目汇总表（见附件 3）

（三）相关佐证材料

1. 申报单位资格材料及承担的近五年与拟申报课题领

域相关的省部级及以上科技项目、研究成果等佐证材料。

2. 由企业牵头的项目，需提供企业近 3 年生产经营成果

材料，包括种植面积，生产量，研发投入等。

3. 项目负责人近五年主持的与拟申报课题相关各类省

部级及以上科技项目、奖励、论文、专利等重点成果佐证材

料。

4. 申报单位与拟申报项目领域相关的重点实验室、技术

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级及以上技术创新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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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证明材料。

5. 提供项目参与人员为在职在编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其他事宜

（一）材料报送

请各申报单位于 2023 年 7 月 5 日 17:30 前，报送参与单

位意向申请书、项目汇总表及佐证材料（PDF 版本），相关

材料发送至 cczx_zhfw@163.com。

（二）组织遴选

由内蒙古草业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邀请第三方机构

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开展项目合作单位遴选工作。内蒙古自治

区科学技术厅、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局负责指导及全过程监

督等工作。

（三）联系方式

苑 峰：18104866969；535481782@qq.com

刘亚玲：15661162049；314055329@qq.com



6

附件 1

揭榜挂帅项目榜单

1.项目名称：优异基因挖掘与功能鉴定

（1）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基因资源已成为重要的国

家战略资源，不仅是理论研究和国际基因资源竞争的需要，

更是通过分子育种的方法获得高产、优质、抗逆性好的优异

新品种的基因来源的需要。内蒙古自治区拥有丰富的、具有

突出抗逆特性及优异品质的草种质资源。但目前重要草种优

异基因挖掘与功能鉴定研究相对落后，与作物相比仍有一定

差距，严重限制草优异种质资源与基因资源的利用。因此，

从生理学、生态学、遗传学、发育学、分子生物学等角度系

统深入开展重要草种耐逆、高产、优质等重要性状形成的分

子基础研究，挖掘克隆重要草种高产抗旱、耐寒、耐盐碱、

抗病、抗虫等优异基因并进行其功能分析，将为我区草种资

源高效利用，及当前和未来草分子育种提供理论和技术基

础。

（2）研究内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重要草种，苜蓿、

羊草、冰草、野大麦、扁蓿豆等高产、抗旱、耐寒、耐盐碱、

抗病、抗虫等重要性状形式的遗传机理不清、调控途径不明

等瓶颈问题，利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泛基因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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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学联合分析等技术全面挖掘并鉴定与高产、抗旱、耐寒、

耐盐碱、抗病、抗虫等性状相关的关键功能基因元件与分子

模块，阐明其重要性状的遗传基础及分子调控网络，进而为

创制高产高抗的草品种提供基因资源保障和理论基础。

（3）解决的核心关键技术：重点突破高通量基因挖掘

与功能解析等技术瓶颈，建立全基因组高通量功能基因及调

控元件靶向鉴定和筛选技术体系，获得一批目标性状相关的

关键功能基因、调控元件，为草资源分子育种技术体系构建

及作物遗传改良提供理论依据与优异基因资源支持。

（4）考核指标：获得高价值功能基因元件 20 个，识别

和构建控制草资源关键性状分子模块 1 个，发表 SCI 论文 10

篇（中科院分区大类 2 区及以上），申请相关发明专利 10

件。

（5）实施周期：2023 年 6 月-2025 年 12 月

2.项目名称：高效遗传转化体系的构建

（1）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大多草类植物存在的多倍

性和高度异质特点，使其存在遗传基础研究薄弱，新技术应

用不足，分子育种技术研究落后等问题。且已培育的草种新

品种主要是通过常规育种手段获得，这种传统育种技术存在

育种周期长、效率低等问题,限制育种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利



8

用遗传转化技术，可以避免上述各类弊端，弥补常规育种的

不足，更好地创造优良性状，加快育种进程。

（2）研究内容：针对当前重要草种遗传转化效率低和

基因型依赖性强等制约高效分子育种研究的技术瓶颈，揭示

外植体脱分化和再分化调控机制，挖掘再生基因，研发包括

激素精准搭配与动态调整、分子辅助转化、基因高效表达与

编辑等关键技术，构建高频稳定的遗传转化技术体系，为重

要草种基因功能研究和新种质创制奠定基础

（3）解决的核心关键技术：重点突破重要草种外植体

脱分化后愈伤生长缓慢和不易再生的难题，构建不依赖品种

/基因型的分子辅助转化技术体系，解决草种遗传转化与基因

编辑效率低的问题。

（4）考核指标：建立包括披碱草、野大麦、无芒雀麦、

长穗偃麦草、三叶草、红豆草、扁蓿豆、沙打旺等在内的遗

传转化体系 4 套，遗传转化效率>30%；创制高生物量、优质、

抗逆草种质新材料 16 份，每份 30 株；申请遗传转化核心技

术发明专利 8 件；发表论文 4 篇。

（5）项目实施周期：2023 年 6 月-2025 年 12 月

3.项目名称：多抗优质苜蓿品种选育

（1）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草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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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性产业，是草地生态修复与草牧业支撑体系长期稳定发展

的根本。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北方的重要畜牧业基地，目前

我区自主培育的苜蓿品种数量少、产量低、种子缺口巨大，

远不能支撑自治区涵盖多气候、多地理、多生境的生态-生

产目标需求，在干旱、寒冷、盐碱等环境严酷的地区体现尤

为明显。紫花苜蓿具有营养价值高、且能改善土壤肥力，提

高土壤土质，是内蒙古地区种植的主要优质牧草品种。因此，

着力培育适应不同气候特点和土壤类型的优异苜蓿品种，对

我区草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研究内容：针对内蒙古地区生态气候特点和土地

资源类型，以耐寒、抗旱、耐盐碱和高蛋白为育种目标，利

用驯化选育、杂交选育等常规育种方法结合分子育种手段，

选育具有适应性强、越冬率高、高产、高蛋白等优异特性的

苜蓿新品种。

（3）解决的核心关键技术：重点突破耐寒、耐盐碱和

高蛋白等苜蓿的高效育种技术创新，解决内蒙古地区苜蓿育

种技术落后、突破性草品种短缺等问题，提高苜蓿良种覆盖

率和自给率，为保障自治区饲草供应、盐碱地修复及草原高

质量畜牧业发展提供种源保障和全面支撑。

（4）考核指标：培育苜蓿耐寒、耐旱、耐盐碱、高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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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等目标性状突出的新品种 6 个，其中国审品种 4 个，地

方品种 2 个，2024 年至少审定国家品种 1 个，地方品种 1 个；

创制新品系 6 个，每个品种提供原种不少于 10Kg。

（5）项目实施周期：2023 年 6 月-2025 年 12 月

4.项目名称：苜蓿定向分子育种技术研发

（1）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苜蓿在牧草产业中占据重

要地位，对我国食物供应安全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

义。目前，我国苜蓿育种仍以常规育种手段为主，效率低，

严重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苜蓿优良品种。分子设计育种能够

有效加快苜蓿新品种选育，但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苜蓿分子

设计理论和技术体系，亟待研发应用。

（2）研究内容：以重要豆科牧草苜蓿为主要研究对象，

采用基因组编辑、转基因等分子育种技术，结合常规育种手

段，围绕高产、耐逆、抗除草剂等性状进行定向改良，创制

耐寒高产、抗旱高产、耐盐碱高产、优质高产、高抗低残留

抗除草剂等苜蓿优异新种质，加速推进苜蓿种业创新发展。

（3）解决的核心关键技术：针对我国草牧业发展中具

有重要地位的苜蓿新品种选育重大需求，围绕苜蓿缺乏先进

分子育种关键技术的瓶颈，研发基于分子设计理念的苜蓿高

效选育新体系，加速培育苜蓿新品种，快速有效补齐我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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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优质新品种培育领域发展滞后的短板，助力草种业振

兴。

（4）考核指标：创制耐寒高产、抗旱高产、高抗低残

留抗除草剂等紫花苜蓿优异新种质材料 10 份，每份 30 株；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0 件，发表高水平论文 6 篇（中科院分区

大类 2 区及以上）。

（5）项目实施周期：2023 年 6 月-2025 年 12 月

5.项目名称：苜蓿高产制繁种关键技术研发

（1）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目前，随着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和生态建设的紧迫需要，我国对苜蓿种子需求量日益增

加，苜蓿种子生产远不能满足需要。苜蓿以虫媒异花授粉为

主，相比其它牧草，苜蓿种子产量很低。我国苜蓿种子单产

低，生产规模小，尚未建立完善的种子生产体系，缺少专用

种子收获机械，进一步限制其产能提升。

（2）研究内容：针对当前苜蓿良种繁育技术落后，种

子单产水平低等问题，研发苜蓿高效建植、水肥精准调控、

生长剂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控、蜂媒传粉、低损收获、清选

包衣等配套技术研发，提高苜蓿种子的繁殖系数和单位面积

产量。

（3）解决的核心关键技术：针对我国苜蓿种子单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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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完善的种子生产体系等问题，从播种、田间管理到收获

加工技术等方面，建立苜蓿种子高产高效可持续生产技术体

系，延长种子生产田利用年限。通过该项目实施，有效提高

苜蓿种子产量，促进形成自治区苜蓿种子生产区域产业特色

与优势，为草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4）考核指标：建立苜蓿良种制繁育技术模式 8 套，

形成相关技术标准 4 项（至少 1 项为行业或国家标准），建

成良种繁育田 2000 亩，苜蓿种子产量提高 30%。

（5）项目实施周期：2023 年 6 月-2025 年 12 月

6.项目名称：羊草优良品种选育与高产制繁种关键技术研发

（1）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羊草是我国重要的兼顾生

态和饲用价值的优质乡土草种。目前我国审定通过的羊草品

种共计 22 个，其中国审羊草品种数量仅为 11 个，其品种数

量、类型及良种繁育速度不能完全满足内蒙古自治区乃至我

国退化草原、盐碱地、毒害草地生态修复用种需求，因此需

进一步培育适合不同生态用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种子产

量高、覆盖度高、修复效率高等目标性状突出的羊草新品种，

同时研发高效良种制繁种技术，破解我区生态修复优良羊草

品种匮乏、繁育技术相对落后，种子单产水平低等问题。

（2）研究内容：针对内蒙古地区退化草原、盐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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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害草地生态修复优良草品种短缺、繁育技术相对落后，种

子单产水平低等问题，以种子高产为育种目标，利用驯化选

育、杂交选育等常规育种方法结合分子育种手段，选育目标

性状突出的羊草新品种，研发良种高效播种建植、生长剂调

节、水肥精准调控、杂草防除、低损收获、清选包衣等配套

技术，为羊草高产制繁种与规模化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3）解决的核心关键技术：项目实施后，培育出性状

突出的羊草、燕麦新品种，突破羊草良种繁育效率低、生产

成本高等问题，解决高效繁育与加工关键技术问题，为规模

化推广应用提供技术保障及支持，服务于内蒙古自治区退化

草原恢复、水土保持、盐碱地改良、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

（4）考核指标：培育种子高产羊草新品种 3 个，创制

新品系 3 个，每个品种提供原种不少于 10kg；建立良种制繁

种技术模式 3 个，形成相关技术标准 2 项。建成良种繁育田

500 亩，种子产量提高 10%。

（5）实施周期：2023 年 6 月-2025 年 12 月

7.项目名称：抗旱耐盐碱乡土草品种选育与高产制种

（1）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内蒙古自治区草地类型多

样、乡土草资源丰富、生态适应性好，利用潜力大，是我区

草原生态修复与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不可缺少的种源保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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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区抗旱、耐寒、耐瘠薄、生态竞争性强的草种特别是

乡土品种缺乏、繁育技术落后、种子产量低，导致生态修复

中常出现“无种可用”的局面，严重制约了乡土草利用潜力

的发挥，已成为我区当前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和畜牧业提质增

效的堵点。因此建立乡土草现代育种、良种繁育技术配套体

系，培育出一批有影响力的乡土草品种，为支撑我区草种业

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2）研究内容：针对内蒙古地区抗旱耐盐高产突破性

乡土草品种匮乏、良种制繁育技术落后、种子单产水平低等

问题，以高产、优质和高抗为育种目标，利用驯化选育、杂

交选育等常规育种方法结合分子育种手段，选育聚合抗旱、

耐盐、高产等性状的斜茎黄芪、草木樨状黄芪、黄花苜蓿、

偃麦草、野大麦、野牛草、野大豆、饲用燕麦等乡土草优良

品种（系），研发原种繁育、制种田水肥精准调控、病虫害

绿色防控等配套高效栽培技术，提高优良种子的繁殖系数和

单位面积产量，为保障草原生态保护、退化草地修复提供重

要种源保障。

（3）解决的核心关键技术：重点突破斜茎黄芪、草木

樨状黄芪、黄花苜蓿、偃麦草、野大麦、野牛草、野大豆、

饲用燕麦等乡土草品种短缺、优良草种繁育效率低、生产成



15

本高等问题，解决重要乡土草育种技术落后、突破性草品种

短缺、种子繁育与加工关键技术的问题，形成可操作、可复

制、可规模化推广的模式，为保障我区草原生态保护、退化

草地修复及草原高质量畜牧业发展提供种源保障和全面支

撑。

（4）考核指标：培育斜茎黄芪、草木樨状黄芪、偃麦

草、野大麦、野牛草、野大豆、耐盐碱燕麦等乡土草种新品

种 8 个，其中斜茎黄芪、草木樨状黄芪、偃麦草、野牛草、

饲用燕麦为国家审定品种，创制目标性状突出的优异新品系

8 个，每个品种提供原种不少于 10kg，建立良种制繁育技术

模式 8 套，建成良种繁育田 800 亩。

（5）项目实施周期：2023 年 6 月-2025 年 12 月

8.项目名称：优质饲草生产与种子收获加工机械研发

（1）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内蒙古草原是我国草原的

主体之一，也是我国草产品主要产区，具有坚实的产业基础，

是我国重要生态屏障和畜牧业生产基地。目前我区饲草加工

调制技术落后、种子收获与精选加工效率低、技术不配套、

装备种类少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优质饲草种植面积的大幅增

加。因此，研发适宜我区的优质饲草生产与种子收获加工机

械，对大幅提高饲草生产加工效率、降低成本、降低劳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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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保障草产品产量与质量，增加科技含量等方面均发挥巨

大作用。

（2）研究内容：针对优质饲草加工调制技术落后、种

子收获与精选加工效率低、技术不配套、装备种类少等问题，

结合不同饲草、不同加工生产方式等特点，突破可折叠大宽

幅高效收割、多盘协同摊晒捡拾、低损智能联合种子收获及

高净清选等关键技术，与国外优势单位联合开展优质饲草及

种子高效收获、加工等配套装备研发，不断提高饲草生产与

种子收获加工机械设备的国产化率。

（3）解决的核心关键技术：项目实施后，突破可折叠

大宽幅高效收割、多盘协同摊晒捡拾、低损智能联合种子收

获及高净清选等关键技术并研发相关装备，解决饲用草产品

加工技术落后，工作效率低、机械设备依赖进口等问题。

（4）考核指标：可折叠大宽幅高效收割和多盘协同摊

晒捡拾机 1 套，割草效率提高 30%；低损智能联合种子收获

机 1 套，种子收获损失≤5%；种子高净清选装备 1 套，脱粒

清选装置智能监测可调，全部获得相关机械鉴定证书。获得

相关专利 10 件，其中发明专利不少于 3 件。

（5）项目实施周期：2023 年 6 月-202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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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项目名称：草地改良与提质增效

（1）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

草原面积 8666.7 万公顷，占全区面积的 73.4%，占全国草原

面积的 27.2%，位居我国五大草原之首。但近年来，因过度

放牧造成天然草场破坏，我区草原退化严重，目前已有退化

草原改良技术针对性不足，持续性效果差，人工草地、边际

土地等肥力低、优良牧草生产潜能发挥不足，经济效益差等

瓶颈问题，严重限制草地利用效率。因此，正确评价当前草

地退化状况，研发天然草原改良关键技术等系列近自然修复

培育技术，将为我区草地健康管理，破解我区天然草地品质

差、产量低、利用率低、生态脆弱等问题，实现生态改善，

提质增效提供科学指导。

（2）研究内容：针对当前天然草原退化严重，生态生

产功能衰减，人工草地、边际土地产能低、经济效益差等问

题，重点研发天然草原退化状况精准评估技术，天然草原改

良与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土壤肥力障碍消减技术和“植物--

土壤--微生物互作”的培肥技术，为草地改良和草产业提质

增效提供技术支撑。

（3）解决的核心关键技术：项目实施后，提出天然草

原改良关键技术，人工草地、边际土地地力提升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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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草地改良、提质增效提供技术保障。

（4）考核指标：形成内蒙古天然草原退化评价指标体

系 1 套，研发退化草原近自然生态修复技术模式 3 套，形成

相关标准 3 个；集成生态-生产功能协同提升技术体系 2 项，

申请发明专利 2 件，建立不少于 1000 亩的关键技术示范区 3

个，其植被生产力提升 15%以上，生态功能明显提升；研发

土壤肥力障碍消减技术 2 项，申请相关发明专利 2 件；研发

“植物--土壤--微生物互作”的培肥技术 2 项，申请微生

物肥料相关发明专利 4 件；挖掘绿肥种质资源 5 份，培育绿

肥新品种 2 个。

（5）项目实施周期：2023 年 6 月-202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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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基金”项目清单及要求

1.项目名称：

（1）草类植物基因编辑技术研发；

（2）苜蓿高效授粉新技术研究；

（3）重要草种表型精准识别模型开发；

（4）豆科牧草种子内生菌资源挖掘与利用。

2.主要研究内容：

面向国内草产业发展需求，围绕草产业链重要环节关键

核心技术创新需求，开放课题研究面向所有共建单位征集项

目，主要开展基础性或应用基础研究工作，特别是具有创新

科学思想或在某一方面进行深入而系统研究的创新性课题，

支持开展前沿引领技术探索研究。

3.考核指标：

每个项目发表 SCI 论文 2 篇（中科院分区大类 2 区及以

上），或申请相关发明专利 2 项及以上。

4.实施周期：2023 年 6 月-202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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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研发项目

项目名称：重要草种质资源表型和基因型鉴定

（1）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我国是全球草种资源最丰

富的国家之一，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居世界前列，目前我国安

全保存的草种质资源总量达 6.2 万份，但仅有 30%的库存资

源开展农艺性状评价，16%的资源开展部分抗性鉴定评价，

不足 2%的资源开展遗传评价。种质资源家底不清、基因不明、

收集鉴定不系统、不完整、尚未建立分子鉴定及高通量智能

评价体系、优异种质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限制了宝贵资源充

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资源优势尚未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

因此，建立表型与基因型相结合的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体系，

开展种质资源规模化和精准化鉴定评价，是高效、快速发掘

优异种质资源和关键基因的手段，将为今后草育种创新奠定

基础。

（2）研究内容：针对当前重要草种资源表型鉴定效率

低、基因型鉴定匮乏、遗传多样性严重不足、创新利用水平

低等瓶颈问题，围绕苜蓿、羊草、冰草、扁蓿豆、红豆草等

重要草种的产量、品质、抗逆等重要目标性状，开展种质资

源表型精准鉴定，筛选具有育种潜力的优异种质资源；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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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等重要草种质资源的全基因组重测序，结合已公布发表

的参考基因组和位点信息，鉴定覆盖全基因组、代表性强、

多态性高、通用性好的分子标记，结合高通量表型鉴定，构

建涵盖重要草种表型和基因型信息的数据库。

（3）解决的核心关键技术：研发高通量表型与基因鉴

定等关键技术，建立重要农艺性状精准鉴定技术体系，挖掘

一批目标性状突出的种质资源及优异基因或分子标记，建立

重要草种质资源表型与基因型整合数据库，为培育突破性草

优良品种提供重要资源。

（4）项目考核指标：完成 2000 份草种质资源重要性

状和基因型精准鉴定，获得遗传信息明确、目标性状突出的

优异种质 50 份；2023 年研发苜蓿优良饲草基因芯片 1 个，

鉴定高价值功能基因或分子标记 15 个，构建重要草种质资

源表型与基因型整合数据库 1 个，申请发明专利 5 件，获

得软件著作权 1 个。

（5）实施周期：2023 年 6 月-202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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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筹）

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专项项目

合作单位意向申请书

项目名称：

项目形式：

申报单位： （公 章）

参与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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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形式

经费预算
总预算 万元，其中专项资金 万元，单位自筹资金 万元，其他渠道

获得资金 万元

申报

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所在地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邮政编码

通信地址 单位性质

参与单位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所在地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通信地址

项目负责

人

姓 名 性 别 □男□女 出生日期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所在单位

最高学位 □博士 □硕士 □学士 □其他

职 称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初级 □其他 职务

电子邮箱 移动电话

项目主要

参与人

姓名 单位 职称 学位 证件号码

项目联系

人

姓 名 电子邮箱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填表说明：1. 组织机构代码指企事业单位国家标准代码，单位若已三证合一请

填写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组织机构代码的单位填写“000000000”；
2. 单位公章名称必须与单位名称一致；

3. 单位开户名称应与单位名称一致，如有开户名称不一致等特殊情

况，必须提供证明文件。



24

二、拟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和研究目标（500字以内）

围绕项目研发内容和考核指标，凝练拟解决的重大技术

问题或关键技术，提出预期目标，技术指标应细化、明确、

可考核。

三、主要研发内容（1000字以内）

对照项目研发内容，分课题阐述研发内容。

四、创新点（200字以内）

五、研发工作基础（500字以内）

六、项目或课题负责人研发背景（500字以内）

包括工作简历、近五年主要研发成果。



25

附件 3

项目汇总表

项目名称 研究内容 现有可合作成果 预期成果 阶段性成果 拟申请项目资金 执行期 拟参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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