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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十四五”规划，

切实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病原学与防疫技术体系研究”重

点专项聚焦国家战略亟需、应用导向鲜明、最终用户明确的重大

攻关需求，凝练形成 2021 年度“揭榜挂帅”榜单，现将榜单任

务及有关要求予以发布。

一、申报说明

本批榜单围绕新型疫苗研发等重大应用场景，拟解决新型

mRNA、DNA、重组亚单位疫苗平台体系构建等关键实际问题，

拟安排国拨经费不超过 9000 万元。除特殊说明外，每个榜单

任务拟支持项目数为 1 项。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 个，项目

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项目设 1 名负责人，每个课题设 1

名负责人。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配套经费与国拨经费比例不

低于 1:1。

榜单申报“不设门槛”，项目牵头申报和参与单位无注册时间

要求，项目（课题）负责人无年龄、学历和职称要求。申报团队

数量不多于拟支持项目数量的榜单任务方向，仍按程序进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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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立项。明确榜单任务资助额度，简化预算编制，经费管理探

索实行“负面清单”。

二、攻关和考核要求

揭榜立项后，揭榜团队须签署“军令状”，对“里程碑”考核

要求、经费拨付方式、奖惩措施和成果归属等进行具体约定，并

将榜单任务目标摆在突出位置，集中优势资源，全力开展限时攻

关。项目（课题）负责人在揭榜攻关期间，原则上不得调离或辞

去工作职位。

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最终用户意见作为重要考量，通过实地

勘察、仿真评测、应用环境检测等方式开展“里程碑”考核，并

视考核情况分阶段拨付经费，实施不力的将及时叫停。

项目验收将通过现场验收、用户和第三方测评等方式，在真

实应用场景下开展，并充分发挥最终用户作用，以成败论英雄。

由于主观不努力等因素导致攻关失败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

责，并依规纳入诚信记录。

三、榜单任务

1. 新型mRNA疫苗平台体系研究

需求目标：针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爆发时对疫苗快速开发的需

求，基于已批准和可转化的材料，构建安全高效的mRNA疫苗设

计、包装、递送、测试技术平台，揭示 mRNA疫苗的免疫活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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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开展创新结构的mRNA 制剂研发，建立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

新技术、新剂型、新策略、新标准，并推进转化。揭示载体表面

性质对mRNA疫苗递送效果和免疫应答的影响机制和构效关系，

为疫苗载体设计提供理论基础和反馈指导。解决疫苗稳定性问题。

设计智能化、连续化、规模化制备装置并进行批量制备，建立质

控新技术和新标准。遴选品种开展临床前研究，推进企业合作和

临床转化。具体需求目标如下：

阐明 mRNA 疫苗的免疫活化机制，建立 mRNA 疫苗不同设

计和递送系统与免疫产生、应答和记忆的构效关系。建立一套应

对突变病原疫苗快速制备技术。构建安全、高效的注射型、粘膜

型mRNA疫苗递送系统，并研究其与抗原的相互作用规律；建立

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疫苗递送系统 3~4项。建立mRNA疫苗递送

系统的制备、表征、质控和效力评价标准 3~4项。建立mRNA 疫

苗的规模化制备工艺，争取建立规模化制备中试车间或示范工程

1~2项。基于已有成果推动临床转化，争取 1~3个进入临床试验，

与企业签订联合开发协议 2~3项。

时间节点：研发时限为 5年，立项 3年后开展“里程碑”考核。

榜单金额：不超过 3000万元。

2. 新型 DNA疫苗平台体系研究

需求内容：针对流感、新冠、结核等传染病疫苗的需求，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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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全高效的 DNA 抗原质粒设计、抗原表达与免疫原性优化策

略，研究安全、高产通用型 DNA疫苗载体，揭示免疫激活机理，

建立生产工艺、标准并推进临床转化和产业化。针对 DNA抗原，

构建安全高效的注射型、粘膜型、皮内递送和新型电转导新型

DNA质粒递送系统，建立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策略。

揭示不同 DNA 抗原质粒设计和递送系统对递送效果、抗原表达

免疫应答的影响机制和构效关系以及生物分布与安全性的评价规

律，为疫苗递送系统设计提供理论基础和反馈指导。设计智能化、

连续化、规模化先进工艺及相关的制备装置，并进行批量制备，

建立质控新技术和新标准。开展临床前研究，推进企业合作和临

床转化。具体需求目标如下：

阐明 DNA 疫苗的免疫活化机制，建立 DNA 疫苗不同设计

和递送系统与免疫产生、应答和记忆的构效关系。构建安全、高

效的注射型、粘膜型、皮内递送和新型电传导等新型 DNA 疫苗

递送系统，研究其与 DNA 抗原递送效率和基因表达的相互作用

规律；建立合适的药理药效与安全评价指标。建立长效储存疫苗

的载体新策略；建立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疫苗递送系统 3~4项。

建立一套应对突变病原疫苗快速制备技术。建立 DNA 疫苗递送

系统的制备、表征、质控和评价标准 3~4 项。建立 DNA 疫苗的

规模化量产制备工艺，建立质量标准与相应分析方法，建立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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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制备中试车间或示范工程 1~2项。基于已有成果推动临床转化，

争取 1~3个进入临床试验。

时间节点：研发时限为 5年，立项 3年后开展“里程碑”考核。

榜单金额：不超过 3000万元。

3. 新佐剂在重组亚单位疫苗中增效研究

需求内容：针对提升流感、新冠、结核等传染病重组亚单位

疫苗免疫原性的需求，结合纳米技术、结构生物学技术和人工智

能等前沿技术，构建稳定、安全和高效的重组亚单位疫苗；重点

研制和开发微纳结构、PRR 配体类、金属类及天然植物源性等新

佐剂，研究新佐剂对机体免疫反应、免疫保护作用和免疫记忆的

促进作用；明确新型佐剂或构架的结构特征、理化特性及与蛋白

类或核酸类免疫原的互作规律；阐明新型佐剂与构架的免疫增强

作用及其机制、调控免疫应答类型的机制及其应用、生物安全性

及临床稳定性，在不同疾病模型中探讨新佐剂的效果及对提升疫

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作用。具体需求目标如下：

创制 2~3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组亚单位疫苗和新佐

剂，实现一种新型疫苗构架与新型佐剂的组合应用。阐明新型重

组亚单位疫苗的免疫活化机制，建立亚单位疫苗不同设计和新佐

剂与免疫产生、应答和记忆的构效关系。阐明新佐剂的效用与作

用机制。力争研发 1~2个新型佐剂并证明新佐剂对减少免疫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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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接种频次、增强免疫反应强度、提高疫苗的保护效果、促进

交叉免疫保护、提高疫苗配方稳定性和节约生产成本的作用。与

疫苗生产企业签订 1~2个基于创新型佐剂的重组亚单位疫苗的合

作协议，争取有 1个新型佐剂的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时间节点：研发时限为 5年，立项 3年后开展“里程碑”考核。

榜单金额：不超过 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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