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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江苏农业农村重大科技需求

一、高质、高效、绿色水稻种质创制和良种繁育技术体系

二、专用、抗病小麦种质创制

三、稻麦全程机械化高效丰产技术

四、优质专用特粮特经作物品种创制及轻简高效生产技术

五、稻麦田间 “无人智能化”生产技术

六、稻麦主要病虫草害精准控害技术

七、基于植保无人机的药剂研发及高效施用技术

八、清洁排放低温粮食烘干技术

九、蔬菜优良新品种选育及全程绿色高效栽培技术

十、果树新品种选育及其高效轻简化生产技术

十一、主要园艺作物重大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

十二、现代园艺设施转型升级技术

十三、畜禽优异种质创制与高效繁殖技术

十四、畜禽高效健康养殖关键技术

十五、畜禽重要疫病防控新产品的创制和净化技术

十六、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

十七、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

十八、畜禽智能养殖物联网管理技术

十九、特色优质水产养殖新品种选育与良种繁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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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水产高效绿色养殖技术

二十一、水产主要病害防控技术

二十二、水产养殖尾水主要污染物去除技术研究

二十三、稻田生态综合种养技术

二十四、虾、蟹养殖智能机械化与标准化生产技术

二十五、耕地质量改良和提升关键技术

二十六、农业废弃资源利用及绿色生态农业关键技术

二十七、农田低碳清洁生产与农田氮磷流失控制技术

二十八、主要农业气象灾害精细化监测、诊断与预警技术

二十九、农情智能化监测技术

三十、农产品高效健康加工及物流保鲜技术

三十一、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控与追溯技术

三十二、面向三产融合的休闲农业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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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质、高效、绿色水稻种质创制和良种繁育技术体系

技术内容：围绕水稻高质、高效、绿色栽培等需求，挖掘食

味佳、抗（耐）病、资源高效利用、熟期适中、抗倒、耐高（低）

温、出苗快且整齐等性状的重要基因，培育优异种质资源和高推

广价值的新品种（系）。

主要目标：明确一批具有育种利用价值的优异等位基因，获

得一批聚合多个优异等位基因的中间材料，选育一批优质、绿色、

丰产的适合全程机械化栽培水稻新品种（系），构建具有优良食

味、宜机等性状的突破性品种繁育技术体系。

二、专用、抗病小麦种质创制

技术内容：围绕小麦优质专用、抗病、丰产、适应性强等需

求，挖掘小麦高营养、强（弱）筋 、抗赤霉病、白粉病、纹枯病、

茎基腐病、耐迟播、抗倒伏、耐春寒、抗穗发芽、抗除草剂、早

熟、氮高效利用等性状的关键基因，创制优异种质资源，集成培

育高推广价值的新品种（系）。

主要目标：明确一批具有育种利用价值的优异等位基因；获

得一批聚合 3 个以上优异等位基因的育种中间材料；选育一批优

质专用、绿色多抗、丰产广适的小麦新品种（系）。

三、稻麦全程机械化高效丰产技术

技术内容：针对稻麦生产全程机械化农机具选型欠优化、农

艺不配套、肥药利用率低等问题，重点开展适应规模化稻麦生产

的全程机械化农机具选型，秸秆全量深耕还田新型机械与地力提

升技术，小麦宽带机播、小麦湿烂田块机播和水稻机械化育插秧，

新型肥药精简高效机施。稻麦机械化收获和秸秆预处理，稻麦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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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丰产增效栽培等技术研发，构建稻麦全程机械化优质丰产技术

体系。

主要目标：集成稻麦全程机械化高效丰产技术。单季省工节

本增效 150 元/亩以上，生产效率提升 10%。

四、优质专用特粮特经作物品种创制及轻简高效生产技术

技术内容：根据特粮特经（玉米、豆类、油菜、大麦、甘薯、

花生等）作物生产特点，创制适应优质、鲜食、专用等市场需求

的宜机型新种质和新品种，研发轻简化育苗移栽、机械化播种、

肥料绿色高效施用、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机械化采摘收获和烘干

等周年生产等技术。研究“水稻+”特粮特经作物高效种植模式。

主要目标：创制一批优质、鲜食、专用的特粮特经作物新品

种，构建轻简高效机械化生产技术体系和多元高效种植模式，生

产效率提升 10%以上，肥药减量 15%以上，省工节本增效 200 元/

亩以上。

五、稻麦田间 “无人智能化”生产技术

技术内容：针对稻麦生产环节多、机械作业效率低等突出问

题，创新稻麦机械播栽、秸秆全量高质还田等关键技术，根据稻

麦生长发育规律研创秸秆还田、耕翻、整地、插秧、直播、施肥、

植保、开沟、灌溉、收获等各环节“无人智能化”关键农机农艺新

技术，制定技术规程，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

主要目标：构建农机、农艺、智能融合发展、稳产优质的稻

麦田间“无人化”生产技术体系，500 亩以上连片规模全程田间作业

无人化率 90%以上，省工节本增效 200 元/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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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稻麦主要病虫草害精准控害技术

技术内容：研究优良食味稻米穗稻瘟等主要病害发生规律和

稻麦病原毒素污染风险分析评估技术，实时、精准、智能化的病

虫害预测预警新技术，稻麦田主要天敌规模繁育、田间释放和保

护利用技术，生物农药高效利用技术，基于早期预警的稻瘟病、

小麦赤霉病等重大病虫绿色防控综合策略和技术。研究稻麦田杂

草传播扩散机制，杂草群落远程智能化定量监控与诊断技术，杂

草子实传播绿色阻断技术，稻田生物除草剂产品及应用技术，除

草剂减量使用的精准控草技术体系。

主要目标：明确优良食味稻米后期病害的发生规律，毒素监

测筛查技术；集成应用适合于不同生态区的稻麦病虫草害精准控

害技术，形成基于远程智能监控的稻麦全程降草减药精准绿色控

草技术体系，农药使用量减少 10%以上，除草剂减量 30%以上，

省工节本 20%以上。

七、基于植保无人机的药剂研发及高效施用技术

技术内容：开展药液理化性能、施药量、喷幅、喷雾角度、

气象条件等对雾滴均匀度、药液漂移率及沉积率的影响研究，研

制低容量喷雾剂、悬浮剂和水乳剂等飞防专用制剂，开发新型农

药在植保无人机上的应用技术，研发和优化植保无人机关键执行

部件和植保无人机防治专用喷雾助剂，提高农药有效利用率；研

发以无人机植保为基础的农药精准、高效施用技术。

主要目标：研制植保无人机的专用制剂、飞防专用助剂、植

保无人机关键执行部件，制定植保无人机施药技术规范以及药效

评价标准，农药利用率提高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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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清洁排放低温粮食烘干技术

技术内容：研究低温烘干高效余热回收、低温无结霜、多级

蒸汽内喷淋除尘等技术，开发低温低能耗清洁排放粮食烘干生产

线，并形成低温低能耗清洁粮食烘干模式。

主要目标：构建以稻麦为烘干对象的低温低能耗清洁烘干综

合生产技术体系，单位降水能耗≤2000 kJ/kg·H2O，稳定持续供热

无结霜温度 5 ℃，烘干温度 45 度以下，尾气排放达标。

九、蔬菜优良新品种选育及全程绿色高效栽培技术

技术内容：应用多个优良性状聚合育种、分子辅助育种等现

代生物育种技术开展填补国内空白的重要蔬菜优异种质创制，培

育优良风味、高营养、抗逆性强的蔬菜及食用菌新优品种。开展

地方特色蔬菜种质资源收集与保藏，研发优质种子种苗繁育技术，

研发肥药双减精准管理技术、生态高效栽培茬口模式、轻简化机

械化技术等。

主要目标：构建蔬菜优良品种选育技术体系，研发集成种子

种苗工厂化、健康繁育标准化技术，集成应用绿色、轻简标准化

高效栽培技术，构建主要蔬菜全程绿色生产技术体系。

十、果树新品种选育及其高效轻简化生产技术

技术内容：开展果树种质资源的挖掘与利用，适宜江苏气候

特点的梨、桃、葡萄、草莓等应时鲜果新优品种引进、种质创新

及新品种选育；优化绿色、安全、高效、农艺-农机-智能深度融合

栽培模式及技术，开展促成栽培及标准化生产技术研发与集成；

研发集成物联网技术、智能机械化除草、枝条修剪、低量施药、

改良松土、切根施肥、水肥一体化、田间转运、自动分拣和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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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等轻简化绿色生产模式。

主要目标：挖掘、引进、选育一批梨、桃、葡萄、草莓等果

树新优品种与优异种质；形成主要种植品种标准化现代果园机械

化生产技术，构建绿色、高效、轻简化、机械化生产技术体系，

生产效率提升 30%以上，节本 600 元/亩以上，减施肥药 20%以上。

十一、主要园艺作物重大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

技术内容：研发主要园艺作物重大病虫害的智能化识别与诊

断以及精准预报技术；开发高效生物农药以及其他非化学防控技

术；研发高效、低用量、低风险防治药剂和精准控害的施用技术；

研发基于早期预警、生态控害的绿色防控技术及模式。

主要目标：构建主要园艺作物重大病虫草害的绿色防控单项

技术及模式，集成病虫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减少农药施用量 20%，

提高效益 20%以上。

十二、现代园艺设施转型升级技术

技术内容：开展适应江苏气候特点、宜机化程度高的温室、

大棚、网室、网架等设施的结构优化研究，全生物降解地膜及其

应用技术研究；开展设施园艺机械化装备创新和农机农艺融合、

水肥一体化、石墨烯远红外加热系统、设施温光湿气等环境因子

智能监测（新型传感器）调控技术、气传病害的智能化监测、预

警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以连作障碍克服、设施内可持续生产能力

提升为目标，开展优质轻简设施园艺标准化技术研究，开展以智

能机械采收为主的园艺装备技术研发与集成。

主要目标：实现设施结构、资材等优化升级，能耗降低；设

施园艺机械装备基本配套；集成应用一批设施栽培茬口模式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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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微生物菌剂应用、土壤调理等设施连作障碍防控技术；集成一

批数字化管控的设施园艺标准化技术。

十三、畜禽优异种质创制与高效繁殖技术

技术内容：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挖掘家禽产蛋率、猪

产仔数、羊产羔数、奶牛产奶量、乳脂率等与畜禽重要生产性状

和抗病抗逆相关的关键基因，采用基因编辑技术以及现代繁育与

保存新技术，创制、保存和利用一批优质高效、抗病抗逆的畜禽

种质，培育优质抗逆畜禽新品系；研发干细胞、母畜同期发情、

排卵控制、妊娠诊断、分娩控制和精液高倍稀释及冷冻保存等畜

禽繁殖调控新技术；研发提高种畜禽繁殖性能的环境和营养调控

技术。

主要目标：挖掘一批与畜禽优质高效和抗病抗逆性状相关的

关键基因，创制一批优质高效、抗病抗逆的种质；建立创新高效

畜禽生物育种体系；制定简便高效的母畜同期发情、排卵控制、

妊娠诊断、分娩控制集成技术和精液高倍稀释及冷冻保存技术规

程；建立提高种畜禽繁殖性能的营养和环境调控技术体系。

十四、畜禽高效健康养殖关键技术

技术内容：研发规模化、集约化条件下高效节能新型畜禽舍；

开发畜禽精准化饲养管理系统和设备；研发畜禽规模化、环境友

好等生态养殖模式和关键生产技术；研究畜、禽产品品质形成机

制及营养调控关键技术；研究适合本地栽培的优质牧草规模化生

产和青贮、裹包、发酵等关键技术；研发非常规饲料资源高效利

用技术和提高畜禽饲料养分吸收与转化利用的关键调控技术；研

发新型微生物发酵饲料及生物饲料添加剂；研究畜禽氮、磷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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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调控技术和优质畜禽环保饲料配制与生产关键技术。

主要目标：制定高效节能规模化畜禽舍建造技术标准；开发

出畜禽精准饲喂系统；制定楼房养猪、奶牛散栏养殖、雏禽共育、

蛋鸡叠层式、蛋鸭、种鸽笼养等规模化畜禽饲养管理技术规程；

建立改善畜禽肠道健康、提高畜禽产品品质与风味的营养调控技

术；制定优质牧草高效栽培和加工利用技术规程；研发出新型畜

禽生物饲料添加剂 5 个；开发出一批畜禽优质高效的功能性饲料

产品。

十五、畜禽重要疫病防控新产品的创制和净化技术

技术内容：针对非洲猪瘟、禽流感等重要病毒病，以及支原

体病、大肠杆菌病等重要细菌病及寄生虫病，开展新型、安全、

高效疫苗与快速、敏感、特异诊断试剂等的创制；针对拟净化的

重要疫病，开展以疫苗免疫、监测、消毒、中草药治疗、生物安

全为主的净化技术体系研究，研发为净化疫病服务的标记疫苗、

诊断试剂、中草药、微生态、干扰素等生物治疗制剂等，基于抗

耐药性兽药研发需求的药物靶标发掘与新型抗菌药物设计开发。

研发新型中兽药和中草药饲料添加剂用于替代抗生素和提高畜禽

抗病力。

主要目标：创制一批畜禽重要疫病的新型药物、新型疫苗与

诊断试剂；创制填补国内空白的疫苗、诊断试剂。筛选构建一批

免疫、监测、消毒、中草药治疗、噬菌体制剂、新型干扰素等新

产品、新方法、新技术，开发成新型中兽药和中草药饲料添加剂

等新产品，建设一批达到农业农村部或我省规定的相应净化标准

的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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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

技术内容：开展粪污高效收集和固液分离等为核心的养殖场

废弃物减量技术研究；低成本高效畜禽粪便脱水技术与机械装备

研发；适合于大、中、小不同养殖规模场的畜禽粪便堆肥利用处

理工艺和设备研发与集成；畜禽养殖场（舍）异味处理技术，污

水资源化利用技术，畜禽粪便堆肥过程减排及除臭技术，畜禽粪

便中兽药、抗生素等生物降解技术，重金属元素控制钝化技术研

发；畜禽废弃物饲料化、基质化、能源化利用等资源化技术研发

与集成。

主要目标：建立养殖场废弃物源头减量技术与工程措施；开

发畜禽粪便脱水新技术与机械装备；开发出畜禽养殖场和畜禽舍

异味处理技术；形成适宜不同品种、不同养殖规模的畜禽粪便堆

肥利用处理工艺和设备；研发出畜禽固体和液体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新技术。

十七、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

技术内容：开展以高温干化、酸化水解为重点的病死动物无

害化处理技术工艺研究；适合于大、中型规模场的高效生物发酵

无害化处理技术研究；病死动物集中无害化处理设施装备集成及

智能化应用研发；固定式无害化自动智能收集装备研发；无害化

处理产物高效资源化利用技术；无害化处理场所综合洗消技术及

信息化应用研究；无害化智能收集、处理、转运装备研发及移动

视频监控技术研究。

主要目标：建立适合不同处理模式的高效无害化处理技术工

艺体系；研发出具有高度智能化、自动化的无害化收集、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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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等设施装备；开发出能够有效提高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产物

资源化利用经济效益的新技术；研发出适合无害化处理场所的高

效洗消技术及信息化管理系统。

十八、畜禽智能养殖物联网管理技术

技术内容：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

人等技术，针对环境监控、精细饲养、疾病诊断、粪便清理等产

业链环节开展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结合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

等手段，开发出包括畜禽养殖专用智能传感器、设备、机器人、

动物个体及群体体征及行为识别、养殖自动化、远程诊疗、精准

饲喂等物联网系统等，集成畜禽智能养殖物联网管理技术模式。

主要目标：建成畜禽智能化精准养殖技术体系，形成畜禽标

准化智能养殖创新模式，推动畜禽养殖从“人工喂养”向“人管设备”

的现代化模式转变，提升畜禽产品在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

环节的精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促进我省畜禽产业向信息型、

智慧型的转型升级。

十九、特色优质水产养殖新品种选育与良种繁育技术

技术内容：围绕主要水产养殖品种优质高产、抗病抗逆、营

养遗传等性状的重大需求，开展鱼、虾、蟹等重要水产和特色水

产生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开发利用，开展种质资源精准鉴定

与深度评价，挖掘水产生物优质高产、抗病抗逆、营养遗传等性

状的关键基因和分子标记，创制有育种价值的水产优异新种质，

选育品质优良、产量稳定、抗病、抗逆和营养性状遗传改良的新

品种与新品系，开展新品种新品系优质苗种规模化繁育技术研究。

主要目标：挖掘一批优质高产、抗病抗逆、营养遗传性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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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基因和分子标记，阐明重要基因调控机制；获得一批可供育种

利用的种质资源并保存亲本；完成一批水产种质资源重要性状的

精准鉴定、基因型鉴定和关联分析；创制一批突破性新种质，选

育一批优质高产、抗病抗逆和营养素高效利用的水产品系；建立

优质苗种规模化繁育技术规程和苗种质量标准。

二十、水产高效绿色养殖技术

技术内容：开展水产动物营养需求与代谢、水产营养调控及

投喂等技术研究，开展池塘水质精准调控、水产动物应激反应预

防与控制、水产动物健康管理等技术研究。集成多种多层次营养

养殖模式，构建水产品高效绿色养殖技术体系。加强湖泊绿色渔

业研究，开展省内主要湖泊的渔业资源现状调查、水生生物与环

境因子的监测，开展渔业可持续利用评估与捕捞调控的管理研究。

主要目标：形成多种水产绿色养殖模式，经济效益提高 20%，

综合效益提高 30%。形成我省重点湖泊渔业资源变化机制及其生

态效应科学报告，形成重点湖泊增殖放流和捕捞调控的管理方

案 。

二十一、水产主要病害防控技术

技术内容：研究河蟹“肝胰腺坏死综合征”、罗氏沼虾“铁壳虾

病”、克氏原螯虾“白斑综合征病毒病＂、鳜鲈“虹彩病毒病”及银

鲫“鳃出血病”等重大疾病病因，阐明致病途径和机理，研究病虫

害发生规律与预测预警技术，开发病原精准快速检测技术，建立

疾病绿色防控技术。

主要目标：建立一批重大疾病的快速诊断技术，构建重大疾

病的预防和控制技术体系，研发水产养殖动物营养调控和免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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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关键技术，建立重大疾病预防与生态防控技术体系。发病面积

降低 20%，生产损失降低 20%，水产养殖用兽药使用量减少 40%。

二十二、水产养殖尾水主要污染物去除技术研究

技术内容：针对水产养殖尾水达标排放治理问题，研究水产

养殖主要污染物现状及消减控制关键技术，建立池塘养殖尾水处

理技术，构建多种养殖尾水净化处理单元，评估不同养殖模式及

各净化单元消减效果。

主要目标：摸清池塘排污特征和尾水处理单元降污靶向性及

降污机理，建立多种适应我省海淡水不同养殖品种、养殖密度的

尾水净化单元，主要污染物消减率 60%以上，建立海淡水池塘养

殖原位降污减排技术规程。

二十三、稻田生态综合种养技术

技术内容：开展综合种养稻田田间工程设计、水稻绿色栽培、

种养技术耦合、病害绿色防控、肥力精准补偿、秸秆无害还田、

稻田地力提升等关键技术研究，形成稻田综合种养技术体系，建

立适合我省特点的稻虾（小龙虾）、稻蟹（蟹种）、稻虾蟹、稻

鳖、稻+N（鸭等）等稻田综合种养模式。

主要目标：形成适宜区域特点的稻田综合种养模式，在稳定

水稻产量情况下，经济效益提高 20%、综合效益提高 30%；显著

提升与持续保持稻田的耕地地力，肥药减量分别达 50%、30%。

二十四、虾、蟹养殖智能机械化与标准化生产技术

技术内容：根据虾、蟹养殖特点，进行适宜机械化生产作业

的标准化养殖池塘建设，研发远程智能监控技术。研究虾、蟹养

殖中主要环节的饲料投喂、水草养护及虾蟹捕捞机械化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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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养殖标准化、机械化和自动化作业方案。

主要目标：建立虾、蟹养殖智能机械化与标准化生产技术体

系，开发精准投饲系统，形成虾、蟹标准化自动化养殖创新模式；

生产效率提升 50%，省力省工 50%，饲料利用率提高 10%。

二十五、耕地质量改良和提升关键技术

技术内容：探究中低产田、新增高标准农田、补充耕地等土

壤快速培肥与地力持续提升技术；开展盐碱地快速脱盐熟化、耐

盐作物高效栽培、滩涂湿地生态再构等技术研究；探究主要土壤

障碍类型形成机制与生产能力快速提升方法；探究设施土壤土传

病虫害的成因与消除方法；研究揭示农田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迁

移转化规律及对农产品危害风险；研发土壤障碍改良剂、污染土

壤修复剂产品和使用技术方法；研究生物技术改良土壤方法，研

发生物多样性和健康土壤保持技术；研究肥料智能配送与技术服

务体系。集成全天候适应耕作、播种、收获作业的田间降渍均匀、

零排放、智能肥水调控的农田建设技术及其模式。

主要目标：形成土壤质量状况快速评判体系，快速、准确消

除土壤障碍因子。显著提升与持续保持中低产田的耕地地力，构

建降渍与建设同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体系，实现耕地持续健

康管理。

二十六、农业废弃资源利用及绿色生态农业关键技术

技术内容：探究生物降解地膜、强化耐候地膜、一膜多用等

科学使用技术，源头减少农膜用量；研究集成废旧农膜、地膜的

低成本收、储、用技术装备；研发适用于村组等中小区域的农药、

肥料等农资产品塑料包装集中低成本处理技术与装备；开展沼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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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液高效利用技术研究；开展基于环境友好和地力提升的秸秆还

田设备、还田方式、快腐转化的研究与集成，研究秸秆还田后快

速腐解转化、氮氧化物减排、增加碳固定、减少争氮负效应等技

术方法；探究尾菜、菇渣、木薯渣等高含水植物源废弃物利用技

术方法；探究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农业废弃资源生态循环利用的技

术与模式。

主要目标：集成农业生态循环和废弃资源利用技术体系及模

式，形成农业生产废塑料低成本的收、储、用的成套技术与装备，

显著增加生物降解地膜使用比例。

二十七、农田低碳清洁生产与农田氮磷流失控制技术

技术内容：筛选农田低甲烷排放的水稻高产优质品种，研发

农田碳氮磷低排放的绿色生产管理技术、沟渠塘浜系统设计与农

田径流零直排技术、排水中污染物高效吸附降解的环境材料及装

置，研发稻田甲烷和农田氧化亚氮低（减）排放技术，构建农业

清洁生产与碳氮磷减排的产业链融合技术体系，形成不同经营模

式的农田低碳清洁生产与氮磷流失控制模式，集成区域农业清洁

生产与碳减排系统解决方案。

主要目标：明确高产优质且低甲烷排放的水稻品种，形成从

品种到土水肥管理一体化的农田碳氮磷低排放生产技术，适用不

同区域不同经营模式下的低投入农田氮磷流失治理模式，制定相

关技术规范，实现我省农业的低碳清洁生产与农业面源污染的有

效防控。

二十八、主要农业气象灾害精细化监测、诊断与预警技术

技术内容：融合多源遥感影像数据，研究主要农作物种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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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判识和生长信息感知技术，并基于农田作物实景图片资料，研

究作物生育期、分蘖、穗部识别等技术；研究主要农作物生长发

育农业气象条件适宜程度判别指标和重要农事活动农业气象指标，

开展作物生长的农业气象条件定量评价并进行作物生产精准管理；

结合精细化的天气预报技术，研发特色农业气象预报预警技术，

开展精细化特色农业气象服务。

主要目标：实现主要农作物生长精细化监测、诊断与定量化

评估。

二十九、农情智能化监测技术

技术内容：研究天、空、地一体化农情（包括种植业、畜牧

业、渔业）智能监测体系，综合研究遥感、物联网、北斗导航、

作物生长模型、模拟优化决策、大数据、图像识别、成像/非成像

光谱、智能控制等多项技术，实时在线比对专家决策原则，进行

智能化农艺农机智能作业精准决策，实施效果评估研究。

主要目标：形成稻麦等主要作物田间苗情、虫情、病情、草

情以及畜禽水产养殖的天空地一体化感知及智能决策系统，建立

专家决策大数据库，决策精度符合农业生产要求。

三十、农产品高效健康加工及物流保鲜技术

技术内容：研究特色原粮、蔬菜、食用菌等植物性农产品高

效适度加工技术、畜禽现代化屠宰加工技术和核心技术装备。研

发适度加工贮藏、冷杀菌保鲜包装技术、智能分选等产地减损技

术及装备；研发预包装菜肴加工与安全控制技术、营养快速评价

与安全控制技术。研究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优势致腐微生物、天

然抑菌冷链保鲜剂、包装材料及新型生物被膜消减技术。研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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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冷却降耗、冷杀菌保鲜包装等智能化关键技术装备，建立冷链

物流安全品质控制技术体系。

主要目标：集成农产品采后保鲜、高效加工技术体系；建立

特色蔬菜采后贮藏保鲜、加工和智能分选技术体系和成套装备；

开发基于天然抑菌材料的冷链保鲜剂和包装材料；建立现代畜禽

屠宰成套工艺和畜禽、水产品冷链物流安全品质控制技术体系，

建立预包装菜肴加工冷链物流、产地加工与安全品质控制、营养

快速评价技术体系。

三十一、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控与追溯技术

技术内容:围绕真菌毒素、农药兽药残留、食源性病原微生物

等重要风险隐患，研究风险形成机制，加强风险检测技术能力建

设。研究快速检测与风险评估技术与方法，研究多信息融合集成

从生产源头-生产-加工-流通全过程的追溯及综合防控关键技术体

系。

主要目标:建设一批区域性特定污染物风险筛查重点实验室，

形成一批污染物快速精准检测技术及产品；明确一批污染物的分

布规律并阐明污染风险形成机制；研发一批污染物的控制技术及

产品；制定一批农产品质量安全防控技术规范或标准。

三十二、面向三产融合的休闲农业关键技术

技术内容：开展乡土动植物资源选择、景观风貌、空间配置、

种养模式等研究，研发休闲农业、美丽乡村生态景观营建关键技

术；休闲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定向培育与驯化、规模化繁育关键技

术研究；研发科普、研学及康养场景营建关键技术；发掘农业文

化遗产资源，研发农业文化视听化、数字化传承表达和创意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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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开发江苏特色农业动物植物休闲功能产品创制技术。

主要目标：形成适合三产融合发展的休闲农业新技术、新模

式、新产品。


	    一、高质、高效、绿色水稻种质创制和良种繁育技术体系
	    三、稻麦全程机械化高效丰产技术
	    四、优质专用特粮特经作物品种创制及轻简高效生产技术
	    六、稻麦主要病虫草害精准控害技术
	    八、清洁排放低温粮食烘干技术
	    九、蔬菜优良新品种选育及全程绿色高效栽培技术
	    十三、畜禽优异种质创制与高效繁殖技术
	    十五、畜禽重要疫病防控新产品的创制和净化技术
	    十六、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
	    十八、畜禽智能养殖物联网管理技术
	    二十、水产高效绿色养殖技术
	    二十一、水产主要病害防控技术
	    二十五、耕地质量改良和提升关键技术
	    二十六、农业废弃资源利用及绿色生态农业关键技术
	    一、高质、高效、绿色水稻种质创制和良种繁育技术体系
	    二、专用、抗病小麦种质创制
	    三、稻麦全程机械化高效丰产技术
	    四、优质专用特粮特经作物品种创制及轻简高效生产技术
	    五、稻麦田间 “无人智能化”生产技术
	    六、稻麦主要病虫草害精准控害技术
	    七、基于植保无人机的药剂研发及高效施用技术
	    八、清洁排放低温粮食烘干技术
	    九、蔬菜优良新品种选育及全程绿色高效栽培技术
	    十、果树新品种选育及其高效轻简化生产技术
	    十一、主要园艺作物重大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
	     十二、现代园艺设施转型升级技术
	    十三、畜禽优异种质创制与高效繁殖技术
	   十五、畜禽重要疫病防控新产品的创制和净化技术
	    十六、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
	    十八、畜禽智能养殖物联网管理技术
	    十九、特色优质水产养殖新品种选育与良种繁育技术
	    二十、水产高效绿色养殖技术
	    技术内容：开展水产动物营养需求与代谢、水产营养调控及投喂等技术研究，开展池塘水质精准调控、水
	    二十一、水产主要病害防控技术
	技术内容：针对水产养殖尾水达标排放治理问题，研究水产养殖主要污染物现状及消减控制关键技术，建立池塘养
	   二十五、耕地质量改良和提升关键技术
	    二十六、农业废弃资源利用及绿色生态农业关键技术
	    二十九、农情智能化监测技术
	    三十、农产品高效健康加工及物流保鲜技术
	    三十一、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控与追溯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