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自治区技术合作需求（揭榜挂帅项目）
（共10类，49项）

序
号

领域
研究
方向

技术攻关任务
攻关
方式

对接人

1

一、
高原
生态

气候
变化

围绕打造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开展气候变化下高寒脆弱
生态系统适应与应对技术研究，探明过去气候变化状态下高
寒生态系统的响应机制，建立未来气候变化情境下的高寒生
态系统响应模型，提出高寒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方
案和工程举措。

技术
合作

潘铭
自治区科
技厅高新
技术与社
会发展处

处长
13908985

875

2 环境
治理

围绕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开展新污染物监测与防治关键技术
研究，建立自治区新污染物监测数据库和技术体系，探索建
立相关技术标准。

3 生态
修复

围绕生态恢复，开展高原生态搬迁后效评价、生态搬迁对高
寒生态系统影响机理研究，建立不同海拔梯度和生态系统类
型生态恢复技术体系和应用示范模式。

4 环境
监测

围绕高原江河源区水资源保护与水环境综合治理，开展重要
江河源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研究，构建地球系统多圈层过
程链式响应综合观测体系，实现“三水”融合的流域大气—冰
冻圈—植被—土壤—水循环—人类活动等全过程智慧化监测
管理，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态系统结构优化和功能提升
协同方案。

5 碳
监测

围绕构建自然生态系统和行政区为单元的碳监测管控平台，
开展碳源汇监测方法、标准和方法体系研究，探索建立空—
天—地一体化，覆盖主要生态系统、排放类型区的碳监测系
统。

6 绿色
工业 

围绕降低碳排放，开展低钙高胶凝型水泥熟料、水泥窑燃料
替代、少熟料水泥生产及水泥窑富氧燃烧关键技术研究，开
发低碳零碳水泥。

7 低碳
新材料

围绕降低碳排放，开展低碳建筑材料关键技术研究，研发天
然固碳建材和竹木、高性能建筑用钢、纤维复材、气凝胶等
新型建筑材料与结构体系。

8

西藏“两
江四河”
植被建
设关键
技术研
究与示

范

围绕雅江上游、雅江中游、怒江、拉萨河、年楚河、雅砻河
、狮泉河等7个主要流域的建设布局，结合规划目标，开展
乔灌草相结合的植被建设技术集成研发，努力促进水系森林
、农田林网、绿色通道、城乡绿化相协调配置的生态建设体
系，并开展相关试验示范，同时培养相关科研及工程中急需
的人才，为美丽西藏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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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
高原
生态

荒漠生态
系统保护
和修复研

究

围绕荒漠化草地生态系统，将植被、土壤、气象为一整体，系统地探讨草地荒漠
化演替过程及土壤变化特征，揭示高寒荒漠生态系统维持机理，提出雅江源头生
态功能区划及相应的生态保育对策，针对性的研发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技术模式
并开展试验示范，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探索经济发展、城镇建设的生态系统
优化提升模式并示范，全面总结高寒荒漠土地综合治理的理论技术体系，为国家
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强边固边富民等提供科技支撑。

技术
合作

潘铭
自治区科
技厅高新
技术与社
会发展处

处长
13908985

875

10

西藏林木
资源保育
与脆弱生
态区域植
树建设模
式研究

围绕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重点开展西藏主要造林及绿化树
种资源普查、西藏乡土树种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西藏主要乡
土树种育苗技术、西藏典型区域造林绿化指导规范、西藏常
见树种造林技术标准等研究。

11
灾害
预测
预警

围绕提高防灾减灾水平，开展天—空—地协同的自然灾害链
“形成—运动—致灾”全过程监测预警技术研究，研发特殊环
境下的先进救灾装备。

12

二、
地质

隧道
涌突水
防治

围绕突破隧道弃渣科学处置、安全防护与次生灾害防治，开
展基于高原岩溶地区深埋隧道涌突水防治成套技术研究，建
立高压富水深大断裂涌突风险智能决策与处置技术体系。

13 矿产
资源

围绕突破基于矿物地球化学的找矿技术方法，系统开展电气
石、金红石、绿泥石、绿帘石等矿物研究、地气地球化学勘
查，构建岩浆成矿专属性、矿化中心预测、富矿—贫矿岩浆
体系鉴别的矿物地球化学勘查标识，构建适合高原生态脆弱
区的绿色—快速找矿评价指标体系、技术体系。

14

三、
医药

肿瘤
防治

围绕降低脑肿瘤、体部肿瘤致死率，开展高原肿瘤发病特点
、肿瘤类型及发病机制研究，为高原地区肿瘤发病人群靶向
治疗提供依据。

15 藏医药

围绕提升人民生命健康水平，开展以藏医药经典名方、民间
秘方、临床验方及西藏特色药材为处方来源的藏药创新药研
究，对已获上市资质、临床疗效好、市场需求高的藏成药或
医疗机构制剂进行系统评价和二次开发。

16 藏医
保健

围绕藏医药康体瘦身，开展藏医药大健康产品及康复技术研
究，开发有市场潜力的藏医药特医产品、康体瘦身产品、保
健食品、营养药膳，建立藏医药养生保健技术、康复技术规
范等。

17 高原病
防治

围绕高原病防治，开展高原肺动脉高压、高原心脏病等高原病防治新材
料、新器械、新设备研究，开发适用于高原环境下的具有健康预警和高
原病预测功能的可穿戴高可靠性多维生理指标采集硬件系统。开展高原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等重大疾病和常见多发
病、地方病的防治技术研究，建立风险人群识别与健康指导、习服与脱
习服人群主动健康与医疗保健技术规范。

18
高原
运动
医学

围绕高原地区运动健康，开展常见运动损伤形成机理机制研
究，探索建立面向大众的科学运动指导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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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四、
农牧

农机
装备

围绕西藏关键农机装备需求，开展农作物高效深松耕灭草、
精量匀播、精准施肥、绿色防控、高效减损收获和秸秆高效
收集等农机农艺技术研发，推动农机与农艺融合，提高农机
的区域适应性等。

揭榜
挂帅

李鑫
自治区科
技厅农村
处处长

15889081
201

20 智慧
农牧业

围绕高原特色农牧产品提质增效，开展高原智慧农业、数字
农业、智能装备等技术攻关和创新研究，对种养业生产实施
全过程控制，实现农产品全程溯源，确保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重点突破种养殖信息获取与解析、表型特征识别与可视化
表达、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决策等技术。

21 宜居
村镇

围绕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开展抗震、保暖、供氧、智能
农机等智慧城镇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推进大数据支撑下的智
慧村镇建设。

22 畜牧

围绕牦牛、藏羊等特色家畜快速育肥与健康养殖需求，重点
开展特色草食家畜营养需求与饲草料资源利用、肠道微生物
与代谢调控、营养调控与品质安全等方向的研究，为牦牛、
藏羊等短期育肥、错峰出栏、冬季防掉膘补饲等提供支撑。

23 畜牧
围绕奶牛在高原适应性差、产奶量低等瓶颈问题，开展引进
奶牛繁殖力提高与高效健康养殖关键技术研究，提高其在高
原的适应性和犊牛成活率、产奶量。

技术
合作24 农作物

育种

围绕育成早熟、高产、高出油率、低芥酸的油菜新品种，开
展杂交育种与常规育种研究，培育适合农区和高寒、半高寒
地区的优质油菜新品种。

25 渔业
围绕西藏珍稀特有鱼类，开展人工繁育与健康养殖关键技术
、增殖放流与效果评估技术研究，加强濒危鱼类资源的科学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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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四、
农牧

重金属
污染
防治

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开展土壤和农产品汞镉砷铅等重金属
快速检测技术及重金属污染风险评估研究，推广重金属污染
治理技术，降低农产品重金属污染物含量。

技术
合作

李家丰
自治区科
技厅成果
转化与区
域创新处

处长
13989992

868

27 种植业

围绕提升粮油单产增产能力，开展肥料养分、水分在土壤中的转化规律以及在土
壤—植物系统中的循环等技术研究，推广节水和旱作农业模式，建立作物高产高
效生产技术体系。围绕提升旱作农区农作物产量不高问题，开展耐寒抗旱品种引
进、驯化，农田水分动态变化和作物水分供需平衡规律，春季坐水保苗、深中耕
蓄水、覆盖保墒、水肥耦合、农机农艺结合，全耕层培肥等关键技术研究，建立
旱区种养循环模式与技术体系和肥料利用利率技术体系。

28 农产品
加工

围绕提升西藏特色畜牧产品精加工水平和能力，开展中高端
畜产品精深加工、安全贮藏与功能成分提取及加工副产物综
合循环利用、全价利用、梯次利用研究，开发营养均衡、养
生保健、食药同源的加工食品，提高农畜产品附加值。

29 牧草

围绕西藏草原生态修复，开展草地多样性维持、土壤养分持
续利用、加速野生牧草繁育速度、草原放牧条件下草地生态
修复及牧草种子繁育等研究，建立西藏不同退化草原生态修
复技术规范。

30 食品
加工

围绕构建原料加工适应性评价数据库和标准体系，开展生物
富集、发酵工程、酶工程、高效提取等技术研究，开发低损
耗、无污染、低排放的绿色加工产品。

31

四、
农牧

饲草料
加工

围绕西藏优良乳酸菌资源的挖掘利用，开展关键乳酸菌对牧
草青贮发酵品质的调控机制和菌株筛选、加工及工艺研究，
实现乳酸菌添加剂的本土化生产。

技术
合作

李鑫
自治区科
技厅农村
处处长

15889081
201

32
农林废
弃资源
利用

围绕提升西藏人工草地土壤质量，开展基于西藏本地农林废
弃物的低温有限碳化技术研究，研发利于土壤结构改良、土
壤增碳、盐碱治理、养分高效利用的系列功能碳基材料与产
品。

33
耕地
地力
提升

围绕提升耕地地力，开展微生物肥料、微生物农药及微生物
环境修复等技术集成研究，研发微生物复合菌剂等产品。

34 牦牛乳
围绕提升牦牛乳风味，开展发酵牦牛乳质构和风味的关键调
控技术、发酵剂与乳成分互作调控发酵乳质构特性的机制研
究，构建质构和风味优良的发酵牦牛乳凝胶体系。

35 茶叶
围绕提升西藏茶叶市场竞争力，开展特色品质特征挖掘与评
价、地域及品质特征形成机理研究，构建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的地域特色茶产品特征多维检测及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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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五、
高新
数字

数字
技术

围绕大数据利用，开展数据存储、数据清洗、数据分析挖掘
、数据可视化、信息安全等关键技术研究，针对自治区重点
行业领域个性化需求，建立相关数据集、开发大数据产品并
应用示范。

技术
合作

潘铭
自治区科
技厅高新
技术与社
会发展处

处长
13908985

875

37 智慧
交通

围绕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智慧化管理与协同服务水平，开展公
共交通领域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地理信息、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应用开发研究。

38

六、
清洁
能源

新材料
围绕开发新型储能材料，开展锂离子电池等相对成熟新型储
能材料在高原适应性研究，研发清洁能源领域相关基础零部
件及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等。

39
特高压
直流
输电

围绕降低特高压直流输电损耗，开展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电
磁与绝缘特性关键技术研究，揭示多物理场激励下间隙空间
电荷分布规律及其对放电发展形态的影响机制，提出特高压
直流线路电磁环境海拔修正方法，揭示海拔、气象条件对直
流输电线路的影响规律。

40 可再生
能源

围绕开发高海拔地区具备调峰消纳功能的氢燃料电池分布式
发电系统，开展高压气态、低温液态、有机液态、固态储存
等多种氢储能形态在高原地区的适配技术研究，开发高原适
用的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路线和氢能综合利用方案。

41 太阳能
运维

围绕建立高寒高海拔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光热协同分布式能源
系统，开展太阳能光热、光电和热泵等可再生能源耦合系统
运行优化控制、基于大数据的可再生能源系统故障预测与在
线诊断技术研究，构建高寒高海拔地区长期能效监管示范平
台。

42
水电开
发技术
创新

围绕突破超深覆盖层勘探，开展超深复杂覆盖层钻进成孔取
心配套技术与装备研究，提出大尺度高精度的覆盖层勘探试
验数据优化处理技术，构建适用于评价超深覆盖层工程特性
参数的多功能数字钻进系统。

43 新材料

开发与完善电池级碳酸锂、新型锂电池正极材料、负极材料
、电解液、隔膜材料、箔材料等技术以及高能量密度锂电池
动力、储能电池技术，开展基于盐湖锂盐的锂离子电池材料
合成与改性技术研究。

44
七、
平安
西藏

社会
治理

围绕突破边境地区智能管控技术，开展基于特定群体藏语次
方言的视听内容自适应感知、音视频融合特征理解等关键技
术研究，研发基于特定群体动态知识图谱、宗教倾向、社交
活动、家庭境内外关系等属性的自适应画像，建立多维度隐
藏特征属性数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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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八、
公共
安全

安全
生产

围绕危险废弃物安全处置，开展危险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循
环利用技术研究，研发无害化处理和循环利用工艺。

技术
合作

潘铭
自治区科
技厅高新
技术与社
会发展处

处长
13908985

875

46 生物
安全

围绕外来生物安全防治，开展入侵物种防控与资源化利用技
术研究，建立潜在入侵物种生物信息分析平台和风险预测评
估模型，构建重大外来入侵物种快速检测识别与检测预警系
统。

47

九、
高原
交通

公路

围绕提高高原公路质量，延长使用期限，开展沥青等公路路
面材料在高寒高海拔地区服役关键技术研究，解决低碳型水
泥稳定碎石基层在高原环境下施工与服役期的抗裂性等问题
。

48
民航及
通用
航空

围绕民航及通用航空安全运行，开展新型民用航空安全管理
系统、天气观测预报系统和通用航空器修理装配技术研究，
构建智慧化安全运维保障系统。

49
十、
绿色
工业 

高原
轻工

围绕解决高原烹饪炊具问题，开展高原地区多功能系列烹饪
炊具产品、应用技术研究，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西藏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0891—6198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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