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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2020年度
重点专项申报指南

为落实《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实施方案》，结合我

市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需求，拟启动实施“重点专项”。现

发布 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专项实施周期 3年，支持强度不超过 500万元/项。

每个项目原则上仅支持 1项，技术路线明显不同而又在

评审中排前两位时，经专家论证可都纳入并行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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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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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总自筹配套

资金不低于所获得的市财政补助资金。

项目一：飞秒激光无掩模纳米光刻技术与装备

（一）研究内容

研究激光无掩模纳米光刻原理与关键核心技术，建立激

光多模式跨尺度微纳结构光刻新方法，实现高精度、大面积、

高效率、低成本、跨尺度微纳结构光刻；研究高精度检测及

大行程纳米定位运动控制技术；研制光学系统、光刻物镜、

工件台等关键部件与分系统，通过芯片光刻工艺实验，提高

其稳定性、可靠性与一致性，研制具备大面积、高分辨力、

高效率的跨尺度微纳结构无掩模光刻能力的光刻装备，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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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成熟度达到 6-7级，为其在芯片行业应用示范与技术转

移转化打下基础。

（二）考核指标

技术指标：最小特征尺寸≤20nm， 边沿粗糙度 2~5nm，

拼接精度±10nm，套刻精度±10nm，光刻最大面积≥100mm。

建立激光无掩模纳米光刻制造技术与工艺规范。

项目二：高灵敏度、高精度四极杆质谱仪器

（一）研究内容

开发高灵敏度、高精度四极杆质谱仪，突破圆柱型电极

加工、四电极高精度平行绝缘装配、高精度可调谐射频电源

和痕量成分高效预浓缩富集与分离等关键技术，形成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质量稳定可靠的产品，实现在过程质谱仪、色

谱质谱联用仪等仪器中的应用。

（二）考核指标

最大扫描速度 20000 amu/s；质量范围 1~1000amu；相对

质量分辨率≤0.5amu（1000amu范围内）；在质量数 272amu

处的精度为 271.987 ± 0.005amu；气态样品检测灵敏度达到

ppb级别。产品完成时应通过可靠性测试，平均故障间隔时

间≥5000小时；技术就绪度达到 8级；申请发明专利 2~3项，

制定标准 1项；项目实施后 3年内，实现销售收入 500万元。

项目三：基于 28nm 工艺的高速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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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芯片的研制

（一）研究内容

攻克 28纳米工艺制程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大规

模集成电路设计方法，重点突破高性能微处理器（MCU）、

高速串行器接口（serdes）、适合通讯及边缘计算的新构架

数字信号处理（DSP）等器件集成技术，研制出低功耗、高

速率的 FPGA SOC芯片。

（二）考核指标

集成电路规模不低于 100kLUTs，内核速度不低于

200MHz，实现MCU、DDR3、PCIe、高速自定义协议（serdes）、

高速 IO和多个视频协议的集成，其中 Serdes 自定义协议速

度不低于 8Gbps，MCU主频不低于 1GMHz。产品达到国内

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研制相应的 FPGA全流程应用开发软件（EDA），包括

FPGA应用软件构架、综合工具、布局布线、时延驱动的布

线算法优化、调试软件工具的研发，满足用户对 28nm制程

FPGA芯片设计、仿真与验证需求。

完成通信、视频传输协议和边缘 AI计算等多个 IP核的

研发，实现在通讯、工业控制、监控视频、AI等领域的应用，

满足市场对进口 FPGA芯片的替代需求，项目完成时实现产

品销售收入不低于 3000万元。

项目四：大尺寸衍射光栅制造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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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内容

基于并行激光直写技术，解决大尺寸光栅制造的科学问

题，研制大尺寸光栅并行激光直写系统，满足高端光刻机高

精度定位的应用需求；研究气浮运动台移动控制的设计、加

工和调试；采用上位机、下位机结构，与二维气浮运动台、

主动隔震器、激光干涉仪构成实时 5kHz伺服闭环；研究并

行激光直写光学模块的轻量化设计、加工、装配和调试，以

及测量软件模块的设计和调试；研究环控模块和供气模块的

系统集成；优化设计二维光栅参数，通过误差分析和工艺控

制，研究高精度二维光栅加工方案；面向大尺寸二维光栅加

工，解决基片匀胶显影均匀性难题，建立清洗、匀胶、显影

工艺平台。

（二）考核指标

技术指标如下：二维光栅尺寸：>160mm×160mm；光栅

密度：1200线/毫米；周期均匀性：<0.01nm；TE/TM偏振衍

射效率：>60%；全幅面衍射均匀性：<10%；衍射波面峰谷

值：<1/2波长。

项目五：政务无人机调度系统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一）研究内容。

无人机调度系统关键技术研发，并在政务领域应用示

范，提供统一调度、集中管理、数据共享等服务。

（二）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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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人机分布式部署及集中控制系统。a)通过现代信

息化网络，可将无人机实现分布式部署在各个服务站，实行

24小待机状态。b)各服务站前线作业人员可使用多功能飞行

控制软件对特定无人机进行操作。作业人员可进行一对一单

机控制，也可进行多机协同操作。c)在线统一监控：指挥中

心可实时监控各服务站所有在线无人机，通过不同颜色直观

区分各服务站在线作业无人机。d)指挥调度及集中控制。

（2）政务无人机数据监测系统。在无人机进行作业任

务的过程中，实时监测无人机各项飞行数据，包括飞行模式、

飞行姿态、动力负载、电量信息、水平巡航速度、垂直爬升

速度、高度、GPS定位信息、相机云台角度等信息。飞行异

常时向指挥人员及作业人员推送问题信息，及时发现问题并

进行相应预案处理。

（3）双向通讯定位平台及服务中心系统（综合数据中

心）。数字信息交换系统（电话、视频、语音、传真、网络），

该平台可为众多应用系统提供支撑服务，其将成为一个支撑

各种应用的通用、标准平台。

（4）视频数据调度交换中心。对各路远方传入的视频

进行统一接收，并进行统一回放、录像等，显示在电视墙系

统上，移动端视频通讯系统可实时将音视频传入中心，使得

工作人员能在远端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即可对中心实现可

视化指挥。

（5）无人机实时视频通讯系统，包括无人机移动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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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手持视频终端设备和视频通讯接收及调度中心。

（6）GIS地图系统。超越美国Mapinfo专业地图软件，

可直接进行卫星图和矢量图拼接和编辑的大型编辑系统。通

过 GIS 地图系统可直观的了解到各种飞机在地图上实时状

态。在 3D模式下，更可表现出各飞机在地形图上当前实时

高度、各航点航线高度等信息，便于指挥人员根据地形图分

析判断指挥策略。

（7）大屏幕综合信息监视系统。为整个指挥系统提供

多元化的、高分辨率的图像信息，系统提供多路视频图像的

实时接入，可以让指挥人员清晰、直观的观察到各个无人机

的监控图像，以利于指挥。

项目六：智慧家居融合设计与集成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

应用平台

（一）研究内容。

（1）建立智慧家居领域信息模型与信息交换规范，实

现建筑、室内、定制家具设计和工厂生产等环节的信息无缝

集成。并通过 IT标准、定制产品标准、集成标准和交易规范

等引领行业，推动该规范成为行业规范。

（2）建立具有人工智能特征的、基于 VR/AR/MR技术

的、智慧家居融合设计与集成的下一代智慧家居真实场景体

验式设计与协同商务技术共性支撑和验证平台。

（3）形成智慧家居融合设计与集成的智慧家居真实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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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体验式设计与协同制造软件系统平台。

（4）建成智慧家居技术与系统研究开放实验和多场景

示范基地，营造良好的家居业人工智能多元创新生态。

（二）考核指标。

（1）突破智慧家居本体信息建模与信息交换标准技术，

形成建筑、居家环境、家装、家具和家居智慧设施的融合设

计的信息模型规范。

（2）突破智慧家居与设施融合设计的方案智能适配技

术，建立基于 VR/AR/MR技术的智慧家居、设施和产品实景

体验式设计与协同商务共性技术支撑平台，并基于信息模型

规范实现典型设计、制造和服务过程集成。

（3）突破智慧家居与设施融合的控制系统集成技术，

建成 1000 平米，且覆盖智慧家居与设施融合典型应用模式

的智慧家居技术与系统研究开放实验室和多场景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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