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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2020年度
“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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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拟启动实施“新材料”重大科

技专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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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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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方向一：生物医用材料

项目 1：骨组织再生与精准修复材料。

研究内容：围绕骨组织（包括软骨）修复生物材料、3D

打印在组织个性化修复中的应用、生物医用材料的表界面设

计及治疗等技术，针对临床需求提出的三大关键科学与技术

问题（生物材料设计与可控制备、材料与细胞/基体相互作用

机制、生物材料表界面设计和生物活性），以骨、软骨、口

腔以及再生修复辅助材料的临床需求为导向和突破口，研究

并开发新型多功能生物医用材料，建立起生物医用材料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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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产—学—研—医—用”全产业链的模式，获得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型骨再生修复新材料、新产品；基于生物医学影

像大数据、智能控制重建、三维立体数字化模型的 3D打印

成形技术，建立打印术前规划手术模型、外科整形和手术导

板、植入体于一体的集成技术，实现精准再生修复治疗；研

究并阐述材料与细胞/基体相互作用机制及细胞通路，实现植

入材料表面多功能化及个性治疗。

考核指标：（1）针对骨或软骨等再生修复临床及抗细

菌感染等多种需求，在组织再生修复材料的理论和技术研究

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设计、构建和制备 3~5种新材料，包括

兼具抗菌活性及促骨再生、促血管生成材料，促进骨组织再

生修复的 3D生物打印材料等；阐明材料和组织相互作用机

制及细胞信号通路，实现植入材料表面多功能化及个性治

疗。（2）基于生物医学影像数据重建或设计三维立体数字

化模型并 3D打印成形技术，建立具有多尺度复杂结构，制

备 3~5种 3D打印的手术模型和骨再生修复植入体，包括生

物活性三维打印磷酸钙骨再生修复植入体、光敏树脂手术导

板及手术模型，个性化定制骨再生修复体，所制备骨修复体

的尺寸可实现打印高度大于 100mm,气孔率 60%-80%，抗压

强度大于 60MPa，植入体内一个月之内实现血管长入和新骨

再生，建立临床应用示范的程度。研究生产工艺参数与新材

料的关键理化参数之间的关系，建立质量评价体系，实现制

备过程的精准可控，完成临床前研究，为获得具有自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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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前沿医用新产品奠定坚实基础。

项目 2：面向临床转化的纳米药物载体材料。

研究内容：设计合成针对恶性肿瘤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等

重大疾病的纳米载体材料，提高临床使用药物的生物利用

度，或者解决 siRNA等生物活性分子成药性。利用纳米载体

材料功能化、体内结构与性质的精确调控等设计方法，构建

具有不同特性的纳米载体库，实现针对特定靶细胞的快速筛

选，提高 siRNA等药物递送至靶部位效率以及对靶基因的沉

默效果。开展基于上述材料的纳米载体规模化制备、在线质

量控制、制备过程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控制等原创性关键技术

研究。发展纳米材料的体内过程分析及安全性评价的新方

法。

考核指标：（1）针对恶性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重

大疾病的特点，在 siRNA等纳米载药材料的理论和技术研究

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设计、构建和制备 5~10 种基于临床批

准使用或正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高分子、脂质等材料的纳米

载体，阐明其与靶细胞的相互作用和效应，提高药物生物利

用度及疗效。（2）发展规模化、自动化技术，制备基于临

床可使用的药用辅料的纳米药物，研究生产工艺参数与纳米

药物的关键理化参数之间的关系，建立质量评价体系，实现

制备过程的精准可控，开展临床前研究，为获得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纳米载体材料和药物奠定坚实基础，推动广州市

siRNA 等药物载体材料的研究。（3）开展所获得具有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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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纳米载体材料及其制备的制剂化，完成至少 1种

纳米药物的临床前研究，申报临床批件。

支持方向二：光电信息材料

项目 3：激光光纤材料。

研究内容：（1）玻璃与晶体、半导体复合技术与发光

机理研究。针对目前光纤复合结构结合差导致光纤损耗大的

问题，采用表面修饰技术，研究表面修饰体的组成与含量对

玻璃与晶体、半导体结合强度、光学性能以及稳定性等的影

响规律；研究复合玻璃激发与发光、能量传递与转换、敏化

发光、光放大等物理和光学基本问题。采用熔融掺杂与表面

改性共混烧结的方式实现玻璃与晶体、半导体的复合，克服

目前通常采用在玻璃中析出晶体、量子点半导体，导致发光

粒子分布不均匀、尺寸和形状难以控制的缺点，达到提高光

纤质量降低光纤损耗的新思路。（2）高增益新型复合玻璃

光纤研制。完成材料组成设计、荧光活性中心掺杂、玻璃成

型与制备条件对玻璃发光性能的影响等研究。研制具有优异

光学特性、化学稳定性、抗析晶稳定性的折射率匹配的芯层

和包层玻璃。开发新型光纤制备技术。研究光纤预制棒制备

和光纤拉丝工艺中材料物化、材料匹配性、力学、机械等基

本问题，掌握特种玻璃光纤和晶体/玻璃复合光纤预制棒制备

方法和光纤拉丝工艺技术参数控制。研制高增益新型宽带荧

光光纤、以及近中红外新波段荧光晶体/玻璃复合光纤。（3）



5

新型宽带荧光光纤、近中红外荧光光纤激光特性研究。研究

新型宽带荧光光纤、以及近中红外新波段荧光晶体/玻璃复合

光纤的激光特性。探索获得高品质激光输出的核心机制。进

行复合玻璃光纤器件结构设计与性能研究。

考核指标：（1）理论上阐明发光活性中心离子能级/能

带调控等发光机理，揭示复合玻璃光纤的复合结构形成、增

益、光放大等材料、物理和光学特性等基础科学问题，实现

光纤材料设计理论和技术的创新，在本领域 TOP5% SCI 期

刊发表论文 15篇。（2）开发荧光晶体、量子点半导体等与

玻璃高品质复合新技术；开发复合玻璃光纤制备新技术，申

请国际专利 5 件以上。（3）研制出高增益、低损耗的复合

玻璃光纤新材料，光纤增益≥500dB/m；研制出新型宽带复合

玻璃光纤，光纤荧光带宽≥100nm；在近中红外区间至少实现

3个以上波长的激光输出，激光波长可调谐范围≥100nm。（4）

培养研究生/博士后 20名以上。

项目 4：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材料。

研究内容：以氧化物 TFT半导体材料、背板共性技术的

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为主线，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

高性能金属氧化半导体材料配方，研究大面积均匀的高质量

氧化物薄膜的批量制备关键技术，研究适于高分辨率、大尺

寸OLED等显示的 TFT器件结构和 TFT背板制造工艺技术，

研究提高 TFT器件稳定性的结构设计和工艺过程，掌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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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制造技术。在 OLED显示材料和器件方面，主要开发

高发光效率、高稳定性有机 OLED新材料，高性能量子点发

光显示关键材料和器件以及新一代的低成本OLED发光材料

（不含 Pt，Ir）新材料与新结构，在显示用发光材料上进行

全面布局。在柔性显示方面，研究具有低成本、高均匀性、

高迁移率等优势的柔性背板技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柔性薄膜封装技术，打通柔性背板技术与 OLED显示集成技

术；开发柔性显示器件与载板之间的分离技术，以及柔性显

示器件的 IC 绑定、驱动与集成技术。在成果落地方面，研

究大面积氧化物 TFT背板产品的均匀性；研究靶材溅射工艺

对薄膜均匀性及器件特性均匀性的影响规律；研究面向产品

的静电防护设计与制造工艺，提升产品良率。在量产线上导

入基于自主专利的氧化物 TFT 技术，生产氧化物 TFT 背板

驱动的 OLED、QLED、E-paper、LCD等产品，支撑我省新

型显示技术和产业的规模应用。

考核指标：（1）研究高迁移率氧化物半导体材料及背

板技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高性能金属氧化半导

体材料配方，研究提高 TFT器件稳定性的结构设计和工艺过

程，掌握相关的规模制造技术。关键材料布局国内专利和国

际专利，研制 OLED显示样机，显示屏尺寸＞2英寸，分辨

率不小于 250PPI，亮度均匀性大于 90%。（2）发展新型的

发光器件制备工艺与器件结构，开发高发光效率、高稳定性

有机 OLED新材料的结构设计与合成方法，高性能量子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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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显示关键材料和器件，新一代的低成本 OLED发光材料的

结构设计与合成方法。（3）柔性显示关键材料与技术集成。

研究具有低成本、高均匀性、高迁移率等优势的柔性背板技

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柔性薄膜封装技术，打通柔性

背板技术与 OLED显示集成技术；开发柔性显示器件与载板

之间的分离技术，以及柔性显示器件的 IC 绑定、驱动与集

成技术，完成柔性显示样机；（4）高性能氧化物 TFT 背板

产业化应用示范，实现至少一款氧化物 TFT 背板产品的开

发，完成产品验证。

项目 5：激光显示用稀土发光材料。

研究内容：（1）重点开展激光显示用高性能无机发光

材料的技术攻关，筛选激光显示用无机发光材料，包括对激

光显示用窄带绿光发射材料体系、窄带红光发射材料体系的

筛选。（2）开展激光显示用无机发光材料的性能优化与应

用性能评价，针对宽色域显示要求，开展针对性发光材料体

系的峰位和半峰宽调制；针对激光显示用高热稳定性窄带发

光材料的要求，筛选出粉体材料的发光热猝灭在 150oC能够

保持 90%；针对激光显示用稳定体系的要求，所研究发光粉

体材料具有良好的耐候性，或者通过表面包覆等处理手段，

实现其化学稳定性的提升。（3）激光显示用发光玻璃与陶

瓷的制备与性能优化。开展适用于激光显示用无机发光材料

的研究，筛选合适的荧光玻璃体系，实现窄带绿色或红色发



8

光，并能够获得优异的发光性能。（4）开展激光显示用无

机发光材料的产业化技术与应用研究。

考核指标：（1）针对满足显示用无机发光材料的需求，

提出窄带荧光粉探索的结构设计原则，发现 3个系列以上硅

基的窄带发光材料新体系，为激光显示技术提供合适的先进

功能材料数据库。（2）针对宽色域激光显示用发光材料的

发射峰位和半峰宽需求，绿色和红色窄带发光材料的发射峰

峰值位置分别位于 520~540 nm和 610~635 nm；绿色和红色

窄带发光材料的发射峰半峰宽分别小于 55 nm和 50 nm；（3）

针对宽色域激光显示用发光材料的高发光猝灭温度要求，在

150 oC时，窄带发光材料的发光强度达到其在室温发光强度

的 90%以上；（4）针对宽色域激光显示用发光材料的高导

热性能要求，窄带发光材料的热导率大于 20.0 W m-1 K-1；（5）

利用 窄带发 光材 料所封 装的激 光显 示光源 的色域

≥105%NTSC；力争孵化出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激

光显示技术企业 1~2 家。（6）开展窄带发光的无机发光材

料粉体产业化技术研究，实现激光显示用无机发光材料粉体

的公斤级的制备；开展激光显示用发光玻璃陶瓷的产业化技

术研究，实现激光显示用发光玻璃陶瓷的小批量制备；（7）

申请国际 PCT专利 5项以上。

支持方向三：新型金属材料

项目 6：汽车轻量化高强度钢材料。

研究内容：项目围绕汽车关键零部件轻量化为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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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开展先进高强度钢的研发、加工、应用、服役评价及产

业化等关键技术攻关研究。（1）汽车用先进热镀锌双相钢

的开发与产业化。解决一系列材料、冶金和轧钢问题，优化

退火工艺、镀锌工艺，研究轧制工艺对晶粒尺寸、织构和相

变的影响及控制技术，保障汽车用钢板对性能质量和质量的

稳定性要求，开展镀锌双相钢板的力学性能和服役性能研

究。（2）汽车轻量化先进高强度的加工成型技术，主要内

容包括：先进高强度汽车板热冲压工艺、成形过程中材料的

相变和组织演变规律、先进高强钢的热冲压成形防止回弹技

术、先进高强钢的热冲压成形的模具设计技术、热成形零件

基础力学性能和服役性能研究等。（3）新型汽车用超高强

度钢服役性能研究与应用推广。理解超高强度钢的动态力学

行为，以及动态力学行为背后的微观机理，特别是应变率和

温度耦合对动态力学行为和微观组织演变的作用规律。建立

包含应变速率和温度影响、微观组织演变信息的物理本构模

型以及断裂准则，模拟超高强度钢零件的碰撞过程，并评价

其碰撞安全性。研究这些超高强度钢的氢脆敏感性及其微观

机理，建立其发生氢致延迟断裂的可扩散氢含量-应力临界条

件；评价超高强度钢零件的氢致延迟断裂风险。（4）结合

新车型的开发，跟踪超高强度钢制造的汽车及其零部件的可

靠度、失效率以及平均寿命等可靠性指标，找出设计、制造、

使用、维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找出失效的原因，提出改进

方案，从而使汽车的可靠性水平不断得以提高，实现超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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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钢在新开发车辆中的使用。

考核指标：突破高强度钢制备关键技术 3项；开发新材

料 3种，包括汽车用热镀锌双相钢板，产品抗拉强度达到 780

MPa级，延伸率不小于 13%，表面质量达到 FB级；高强度

热成形钢，成形后抗拉强度达到 1800 MPa 级，延伸率不小

于 5.5%；高性能悬架弹簧钢，钢丝抗拉强度达到 2100 MPa

级，断面收缩率不小于 35%，悬架弹簧疲劳寿命达到 50万

次。开发新工艺 3种，包括：热镀锌双相钢制造工艺、高强

钢热冲压工艺、悬架弹簧钢快速淬—回火工艺。开发汽车用

高强钢 780MPa级以上新材料 3种，新工艺 3种。牵头制定

高强度钢材料国家标准 1项。申请 PCT专利不少于 3件。培

养人才 20人以上。

项目 7：高性能涂层材料。

研究内容：高性能涂层材料及制备技术是新材料产业技

术体系中的一项关键核心技术，为进一步满足国家重大工程

与装备的应用需求，突破系列航空、能源、重大机械装备要

求的隔热、耐磨、减磨、疲劳寿命的涂层材料和制造技术，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1）高性能涂层用粉体材料开发及应

用研究，具体包括高硬度球形铸造碳化钨粉末射频等离子体

制备技术研究；新型航空用抗高温及超高温热障涂层粉末制

备技术研究；粉体材料与涂层制备技术的适应性研究；（2）

新型涂层材料制备技术研究，具体包括新型高温隔热涂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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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喷涂物理气相沉积（PS-PVD）技术、超音速火焰内孔喷

涂技术、替代电镀的高效冷喷涂技术、高精高效刀具用硬质

涂层制备技术；高耐磨耐蚀涂层激光熔覆制备技术；（3）

涂层材料评价及工程化应用，具体包括高温功能涂层高温氧

化、热腐蚀、抗热震性及摩擦磨损等性能评价；海洋苛性环

境涂层电化学腐蚀性能评价；硬质涂层的本征性能及其服役

性能评价；激光熔覆涂层防腐耐磨性能评价；高性能涂层材

料在航空、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领域的工程化应用。

考核指标：开展关键部件表面抗高温、耐磨耐蚀及功能

化的高性能涂层材料及制备技术研发，形成“材料设计—技术

开发—部件应用”的全流程产业链，实现高性能涂层材料在国

家重大工程和重点行业中的推广应用。（1）开发新型球形

碳化钨粉末，显微硬度≥Hv0.12800；开发适用于 PS-PVD 技

术的抗高温及超高温热障涂层粉末，最高使用温度可达

1300℃。（2）突破系列涂层制备关键技术，形成 PS-PVD

技术制备超高温热障涂层、超音速火焰内孔（≤80mm）喷涂

WC涂层、替代电镀 Cu的高效冷喷涂厚涂层（≥0.5mm）新

工艺 3种，开发激光熔覆高耐磨球形WC涂层石油钻具（WC

含量≥60wt%）、物理气相沉积 ta-C 硬质涂层刀具（涂层硬

度≥60GPa）新产品 2 个。（3）牵头制定相关标准 1项；申

请 PCT专利不少于 3件。

支持方向四：高性能高分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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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8：长玻纤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

研究内容：（1）长玻纤复合技术研究。以多侧向喂料

同向旋转双螺杆挤出机为设备，通过系统研究高玻纤含量、

熔融温度、螺杆转速、喂料速度、喂料方式、长玻纤专用模

头等工艺与长纤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结构与性能的关系，解

决高含量玻纤增强热塑性塑料量产技术基础。（2）长玻纤

表面处理技术研究。以“预浸润”玻纤为基础，通过研究不同

工艺条件下表面处理的长玻纤在专用模头熔融复合时的浸

润和分散、玻纤保留长度、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关系，解决

长玻纤在热塑性树脂中高度分散的表面处理技术。（3）高

效长玻纤表面处理剂研究。通过研究不同玻纤表面处理剂、

低熔点低粘度树脂和低分子氨基化合物复配和上浆工艺等

对长玻纤在热塑性树脂中的分散性和力学性能等的影响，解

决长玻纤高效表面处理剂的问题。（4）长玻纤增强热塑性

复合材料产业化研究。通过以上研究，进一步优化长玻纤处

理技术、长玻纤复合技术和工艺，解决形成不同系列产品的

产业化技术，并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生产。（5）长玻纤增强

热塑性复合材料应用研究。应在汽车等多家下游企业获得应

用。

考核指标：（1）提供描述以上技术和工艺的研究报告；

（2）开发出系列长玻纤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其中 50wt%

长玻璃纤维增强聚丙烯材料 (PP-LGF50)，拉伸强度

≥150MPa，弯曲模量≥12GPa，缺口冲击强度≥35kJ/m2；50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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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玻璃纤维增强尼龙 6 材料 (PA6-LGF50)，拉伸强度

≥220MPa，弯曲模量≥12GPa，缺口冲击强度≥30kJ/m2；50wt%

长玻璃纤维增强尼龙 66 材料 (PA66-LGF50)，拉伸强度

≥240MPa，弯曲模量≥13GPa，缺口冲击强度≥30kJ/m2；（3）

申请发明专利 10件以上；（4）提供汽车等下游企业应用报

告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