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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2022年度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脑科学
与类脑研究”重大科技专项申报指南

为落实《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实施方案》，结合我

市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发展的实际情况，拟启动实施“脑科学与

类脑研究”重大科技专项。现发布 2022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强度

支持强度为 500—1000万元/项。

每个项目仅支持 1 项。评审专家经评议认为项目申报

质量都未达指南研发内容和指标要求时，可都不给予支持。

二、申报要求

1. 项目申报须涵盖该任务下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

核指标。

2. 对于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总自筹配套资金应不低于

项目所获得的市财政补助资金。

三、支持方向、研究内容及考核指标

支持方向一：脑重大疾病的大动物模型研究

项目 1：大动物脑疾病模型的原位神经再生与修复

研究内容：（1）在灵长类动物模型中探索将脑内胶质

细胞原位转分化为特定神经元亚型的转录因子组合和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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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及其组合物；（2）研究胶质细胞原位转分化为神经元的

分子机制；（3）在灵长类动物模型上评估神经再生的效率

和安全性，为临床前治疗脑疾病提供有实用价值的技术参

数。

考核指标：要达到的技术指标包括：（1）在灵长类动

物模型中确定 2—3 种转录因子或小分子及其组合物组合进

行神经再生与修复；（2）解析脑内胶质细胞原位转分化为

神经元的分子机制；（3）为临床前治疗阿尔兹海默症提供

指导性技术参数。

项目支持强度：500 万元。

支持方向二：脑重大疾病与康复研究

项目 2：脑脊髓损伤的干细胞及其外泌体治疗并联合智

能康复的临床转化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脑脊髓损伤开发基于干细胞及其外泌体

的治疗新策略并联合智能康复一体化治疗方案：（1）建立

高效、修饰的干细胞、外泌体、神经生物材料并联合智能康

复治疗脑脊髓损伤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的临床前评价体系，阐

明对神经功能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及在体内的转归；（2）建

立规模化制备干细胞外泌体的技术体系，建立干细胞、外泌

体、神经生物材料联合智能康复治疗脑脊髓损伤的安全性及

有效性的临床评价体系并制定有效、规范、一体化的治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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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3）利用人工智能提取脑脊髓损伤多模态特征，构建

脑脊髓损伤预后的预测模型；（4）制定干细胞、外泌体及

生物材料质量评价与监管的技术指导，建立科学合理的行业

标准。

考核指标：（1）提供 2—3种干细胞、外泌体、神经生

物材料治疗脑脊髓重大疾病（如脊髓损伤、脑瘫）的完整临

床前（小动物和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实验资料，包括安全

性、有效性和作用机理等；（2）建立规模化制备干细胞外

泌体的技术体系，建立 1套干细胞、外泌体、神经生物材料

联合智能康复治疗脑脊髓损伤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的临床评

价体系并制定 1—2个临床治疗标准方案;（3）建立 1—2个

利用人工智能提取脑脊髓损伤多模态特征，构建脑脊髓损伤

预后的预测模型;（4）建立干细胞、外泌体及生物材料质量

评价的行业标准 1—2项。

项目支持强度：1000 万元。

支持方向三：脑科学基础研究

项目 3：中老年人群面对压力的神经心理行为反应的跨

学科研究

研究内容：建立在认知情感神经科学、神经心理学和临

床医学的基础上，通过综合运用行为心理学实验、核磁共振

成像、机器学习、计算机建模等先进技术方法， 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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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群的压力反应以及心理弹性的神经心理生物学机

理, 拟建立一个多模态的压力反应模型，从而识别风险因素

以实现临床早期诊断和治疗。在非药物干预方面，通过开展

临床研究来验证动机性访谈、冥想和思维训练和生物反馈疗

法的有效性。在药物干预方面，从传统药物的应用经验出发，

寻找有临床应用价值的天然活性物质。主要内容包括：（1）

风险预测：识别心理因素（认知方式、认知偏见、反刍倾向、

“坚韧性”特质、孤独感等）、家庭社交因素（家庭环境、社

交支持、社会经济状况等）以及医学因素（生理、生化指标

等）如何影响个体的压力反应， 进而探索个体在急性和慢

性压力下的负面反应，包括心身健康下降以及高自杀风险;

（2）临床评估：通过构建神经网络模型量化和精准测量个

体的压力反应以及心理弹性，从而预测压力反应变化，最终

实现早期诊断；（3）非药物治疗：研发临床替代干预治疗

方法，例如通过动机性访谈增加认知情感调控，以提高个体

的“坚韧性”特质并增强心理弹性；通过冥想和思维训练和生

物反馈方法干预情绪、认知和心理弹性；（4）药物研制：

在中药天然药物传统应用和经验启发下， 从中发现具有调

整神经系统、改善认知的活性成分，为心理健康创新药物和

健康产品研制奠定基础。

考核指标：（1）开发识别影响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的

筛查工具；（2）建立测量压力反应以及心理弹性的精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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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开发评估工具；（3）基于中国中老年人群症状和行为

的大数据，建构压力的神经网络模型；（4）运用机器学习

的方法识别高抗压性人群和抗压薄弱人群的神经学特质，对

他们实现短期和长期的分类预测（准确预测率不低于

90%）；（5）基于神经可塑性的原理，开发一套可促进 “防

止/改变不良压力反应和行为”的特殊心理训练方法，并验证

其信效度；（6）通过活性筛选，获得 5—8 个调整神经系

统、改善认知的活性成分，开展其主要药效、成药性和机制

研究。

项目支持强度：500 万元。

项目 4：脑肠微生物轴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在重大脑疾

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研究内容：综合运用分子生物学、转录组、蛋白组、代

谢组学、粪菌移植、影像学、基因编辑技术等方法，研究肠

道微生物、免疫协同和中枢神经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在重大

脑疾病，尤其是抑郁症、老年痴呆、卒中等发生发展和预后

中的作用及其机制。利用脑疾病动物模型，并结合患者的临

床生物样本和信息：（1）探索免疫系统对脑肠互作的影响

及其分子机制；（2）研究肠道微生态平衡通过脑肠轴和免

疫系统作用于中枢神经的机制；（3）发现肠道微生态、脑

肠轴、免疫系统异常导致脑疾病的分子标志物；（4）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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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子靶标研发新的精准诊断、预后标志物、治疗新手段

或药物。

考核指标：（1）揭示免疫系统对脑肠互作的影响及其分

子机制。（2）揭示肠道微生态平衡通过脑肠轴和免疫系统

作用于中枢神经的机制。（3）发现3—5个肠道微生态、脑

肠轴、免疫系统异常导致脑疾病或影响预后的分子标志物。

（4）研发3-5个针对这些分子靶标的新精准诊断、预后标志

物、治疗手段或药物。

项目支持强度：500 万元。

项目 5：物理干预改善应激所致睡眠与情绪障碍的神经

基础和临床转化研究

研究内容：以揭示非药物干预手段改善应激所致睡眠障

碍的神经机制入手，重点解析可共同调节应激与睡眠和情绪

等的关键神经环路，明确相关环路在应激状态下功能变化特

征及其对睡眠和情绪的影响作用，分析非药物干预手段对应

激所致睡眠和情绪障碍的改善作用及神经机制、探索联合物

理干预手段对应激所致睡眠和情绪障碍的改善效果，最终通

过临床试验的方法制定和验证可高效缓解应激所致睡眠和

情绪障碍的物理干预范式。

考核指标：要达到的技术指标包括：（1）揭示慢性应

激诱发睡眠与情绪障碍的分子、细胞和神经环路机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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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非药物手段对慢性应激所致睡眠与情感障碍的改善效

果及其起效的分子、细胞和神经环路机制生物学标记及脑网

络活动指标；（3）建立并验证 2—3项非药物手段防治睡眠

与情绪障碍的新型干预策略。

项目支持强度：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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