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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

等相关部署，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国发〔2014〕64号）要求，

科技部会同环境保护部等相关部门及北京等相关地方科技

主管部门，制定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

技术研究》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组织开展监测预报预警技术、

雾霾和光化学烟雾形成机制、污染源全过程控制技术、大气

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空气质量改善管理支持技术和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技术示范等 6项重点任务科研攻关，为大气污

染防治和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提供科技支撑。

本专项总体目标是：深入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和《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科技工作支撑方案》，聚焦雾霾和光

化学烟雾污染防治科技需求，通过“统筹监测预警、厘清污

染机理、关注健康影响、研发治理技术、完善监管体系、促

进成果应用”，构建我国大气污染精细认知—高效治理—科

学监管的区域雾霾和光化学烟雾防治技术体系，开展重点区

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技术示范，形成可考核可复制可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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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治理技术方案，培育和发展大气环保产业，提升环保技

术市场占有率，支撑重点区域环境质量有效改善，保障国家

重大活动空气质量。

本专项以项目为单元组织申报，项目执行期 2~3年。2019

年拟部署 6个指南方向，同一指南方向下，如未明确支持项

目数，原则上只支持 1项，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近，技

术路线明显不同，可同时支持 2项，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根据中期评估结果，再择优继续支持。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

报，项目承担单位有义务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对于典

型市场导向且明确要求由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自筹资金与

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用于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中

央财政资金不超过该专项中央财政资金总额的 30%。所有项

目均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研究方向的全部考核指

标。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项目所含单位总数不

超过 10家。

本专项 2018年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监测预报预警技术

1.1 全耦合多尺度雾-霾预报模式系统

研究内容：研究雾-霾污染的相互作用和转化机制以及与

大气颗粒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精细化动力学新理论和新

算法，突破雾-霾与天气过程之间全耦合的建模关键技术、资

料同化技术、高精度短期数值预报技术、中期数值预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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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模式集合自动预警技术，建立雾-霾预报技术与空气质量

预报技术的内在关联，支撑建成全球、全国、区域及城市尺

度的雾-霾多模式集合预报与预警综合分析平台，在国家级预

报中心及重点区域实现业务化运行。

考核指标：建成全耦合多尺度雾-霾预报模式系统，形成

相应的技术规范，雾-霾 120小时预报准确率超过 80%，5~7

天预报准确率超过 70%，7~14天预报准确率超过 60%。

1.2 大气污染航空测量关键技术与示范平台

研究内容：研发建设大气污染飞机航空测量综合平台的

基础技术系统构架，包括气象观测、大气污染物采样进样、

污染物化学组分高分辨在线测量、大气污染物跨界传输测量

和污染物排放与干沉降测量等关键技术和适航装备；建立大

气污染航空测量的多源数据集成采集和快速分析系统；选择

典型区域大气污染事件开展技术应用示范，为大气污染立体

观测和传输演化规律研究提供航空测量技术体系和示范平

台。

考核指标：主要污染物测量技术达到秒级时间分辨率，

颗粒态污染物质量浓度测量范围 0.1~1000μg/m3，主要化学组

分质量浓度测量范围 0.1~100μg/m3，组分测量精度<10%。测

量技术可使用于 0.7~1.0大气压和航速 150~400km/h；提出建

设国家大气环境科研飞机航测体系的可行性方案和建议书。

2. 污染源全过程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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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煤化工与焦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全过程管

控技术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煤化工与焦化行业 VOCs排放量大，对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影响严重等问题，开展煤气化、煤焦化全

过程 VOCs产生与排放特征研究，研发煤制甲醇、煤焦化等

行业典型工段 VOCs收集与净化技术、工艺与装备，重点突

破 VOCs全过程一体化管控技术，构建 VOCs污染物源头控

制与净化系统统筹监管技术体系，并在汾渭平原开展应用工

程集成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 2个以上工艺废气净化（总废气量大于

30万 Nm3/h）示范工程，关键工艺、设备及技术达到规模应

用水平，主要污染物排放优于国家最新排放标准特别排放限

值，VOCs总减排量大于 95%，不产生二次污染。

3.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技术示范

3.1 汾河平原大气重污染成因和联防联控研究

研究内容：开展污染源排放现状调查、排放清单测算、

数据质量审核校验和不确定性分析，进行大气颗粒物化学组

分在线测量、颗粒物膜采样及组分分析、颗粒物来源解析，

开展行业治理技术现状评估、影响评价、减排潜力挖掘、技

术路线提升等深度治理方法研究。研究汾河平原（汾渭平原）

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影响，构建集重污染案例库、预报预警、

应急调控、效果评估、公众解读等为一体的区域重污染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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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应对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建立精细化到乡镇的汾河平原 5城市高分辨

率动态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实现精确到行业、精细到重点

源、精准到污染过程的 5城市大气 PM2.5精细化来源解析；

形成典型行业和典型领域深度治理技术流程并开展示范应

用；提出从区域层面融合城市方案的空气质量改善路线图以

及 5城市“一市一策”综合解决方案，被省市级政府采纳应

用。

说明：自筹资金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

3.2长江流域中上游大型工业园区全过程大气污染防治

支撑技术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大型工业园区大气污染防治需求，构建

涵盖污染源头减排-过程控制-末端治理耦合的重点源全过程

大气污染控制适用技术、园区无组织排放控制技术、园区大

气污染监测预警与调控决策一体的精细化监管技术、绿色园

区运维与评价技术等工业园区大气污染防治支撑技术系统，

并在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开展工程示范。

考核指标：形成针对大型工业园区全过程大气污染防治

支撑技术集成系统，提出大型工业园区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技术途径及绿色发展策略。完成工业园区 3~5个典型行业

重点大气污染源应用示范工程，示范工程应达到一定规模，

主要污染物排放优于国家最新排放标准特别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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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支持项目数：拟在长江流域上游和中游各部署项目 1

个。

说明：自筹资金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

3.3区域空气质量的调控原理与技术途径

研究内容：针对城市特定地带大气污染异常排放的精准

识别和智能化管控，突破污染信号与图像实时监控、数据反

演及在线质控关键技术，研究智能化数字化执法机制，构建

多技术一体化实时监控和多元信息留痕传输网络体系与大

数据管理平台。围绕专项“232”考核指标，开展蓝天科研

行动、蓝天产业行动、蓝天区域行动的成效评估和集成研究，

构建区域空气质量动态调控的理论基础和区域大气污染综

合防治的技术体系；调研国际大气环境科技前沿动态，评估

专项整体进展，识别中长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科技短板，

研究提出“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科技的战略布局。

考核指标：在城市特定地带建立全方位全覆盖的污染源

实时监测、数据传输和大数据云平台，初步形成数字化监管、

科学化决策和智能化管理中心，智能化管控和执法效率达

90%；提炼出专项在监测预警、污染成因、健康影响、控制

技术和防治对策等领域的标志性重大成果，形成区域大气复

合污染综合防治技术体系和全过程调控管理体系，提出我国

中长期空气质量改善路线图和科技发展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