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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指南〔2024〕24 号 

 

 

 

关于发布上海市2024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合成生物学领域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根据《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十四五”规划》《上海市加快合成生物创新策源 打造高端生

物制造产业集群行动方案（2023-2025 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发布 2024 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合成生物学领域项目

申报指南。 

一、征集范围 

专题一、合成生物学先进使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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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1：新型基因编辑技术开发 

研究目标：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基因编辑系统不少

于 2 套，编辑效率、脱靶率、保真度和紧凑性等关键指标优于

CRISPR-Cas9 及其衍生的基因编辑系统，并在至少 3 种工业底盘

菌株中实现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放线菌等工业底盘菌株，运用蛋白质大语言

模型等人工智能算法，高通量挖掘特殊生境宏基因组，开发精度

高、脱靶低的新型基因编辑系统并开展应用研究。 

执行期限：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2 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 200 万元。 

方向2：新型酶元件挖掘与多酶催化体系构建 

研究目标：从头设计不少于 3 种非天然新型生化反应，开发

一批能够高效催化该类反应的新型酶元件并解析反应机制，通过

构建多酶催化体系，实现不少于 2 种医药或材料等功能分子的生

物制造。 

研究内容：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机器学习、自动化和高通

量筛选等手段进行酶的设计与改造，开发新型蛋白支架，设计开

发新型非天然生化反应体系并开展多酶级联适配研究，实现高附

加值功能分子的生物制造。 

执行期限：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2 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 200 万元。 

方向3：非细胞生物合成技术开发 

研究目标：设计并获得不少于 10 种适用于非细胞蛋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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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功能元件；从头设计和建立不少于 3 种医药或材料等功能

分子的非细胞生物合成体系。 

研究内容：突破传统生物制造细胞代谢高度网络化、生长耦

联依赖等瓶颈，开发适配非细胞合成体系的高活性、高稳定性功

能元件，从头设计基因复制-转录-翻译相耦合的非细胞蛋白表达

体系并解析分子合成机制，实现医药或材料等功能分子的非细胞

生物合成，开展规模化放大生产等应用研究。 

执行期限：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2 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 200 万元。 

方向4：生物合成过程实时检测技术开发 

研究目标：建立不少于 3 种适用于生物合成过程和生物代谢

过程的实时检测技术，可单次同时检测反应体系中反应物、代谢

物、目标产物等不少于 5 种物质，最低检测浓度不超过 0.01 g/L，

单次样品检测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研究内容：开发多维检测技术、新型检测试剂，实现反应物、

代谢物、目标产物的实时定性和定量检测；建立稳定同位素示踪

等检测方法，开发相关数据分析系统，开展生物合成过程中细胞

内外物质含量检测和手性分析，提升生物过程的检测效率和生物

酶的筛选效率。 

执行期限：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2 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 200 万元。 

专题二、合成生物学应用研究 

方向1：基于多维结构核酸的高密度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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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开发基于多维结构核酸的高密度数据存储技术，

建立精准组装技术和三维修饰方案；搭建数据存储基元结构库，

核酸编码基元结构不少于 60 种；研发多维结构核酸的大规模制

备方法，单次制备规模不少于 1 L；建立研究数据写入技术体系，

开展数据存储应用验证，数据存储类型不少于 4 种，数据存储密

度不少于 20 Gb/cm
2；发展用于核酸长期保存的方法不少于 2 种。 

研究内容：结合先进算法设计并合成系列尺寸均一、形貌精

确可控的多维结构核酸，并构建核酸多维结构库；通过序列特异

性空间寻址，实现功能性分子在框架核酸中的三维精准组装，并

研究多维结构核酸的大批量均一制备方法；建立用于局部组装或

全局排布的数据写入方法，以及核酸长期保存方法，实现高密度

数据存储应用。 

执行期限：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1 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 300 万元。 

方向2：大环芳香骨架功能分子的生物合成 

研究目标：构建不少于 2 种能够合成卟啉或酞菁等具有大环

芳香骨架功能分子的微生物底盘，并实现不少于 3 种功能分子的

生物合成，产量不低于 20 g/L，产品纯度不低于 90%。 

研究内容：解析卟啉或酞菁等具有大环芳香骨架功能分子的

生物合成调控机制，通过挖掘和设计关键合成元件，构建微生物

底盘细胞，并优化生物代谢与生物合成途径，实现生物医药领域

商品化大环芳香骨架功能分子的高效生物合成并开展中试放大

与分离纯化研究。 

执行期限：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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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1 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 300 万元。 

方向3：抗感染多肽候选药物的高通量筛选与生物制造 

研究目标：开发翻译后修饰肽展示技术，挖掘不少于 5 种可用

于多肽翻译后修饰的新型酶元件，建立容量不低于 5×10
11 个翻译

后修饰肽的展示库；研发不少于 2 个抗感染候选药物，并运用合成

生物技术高效制备至少 1 种多肽候选药物，产量不低于 0.5 g/L。 

研究内容：系统挖掘、表征和改造可用于多肽翻译后修饰的

新型酶，研究多肽翻译后修饰方法，以及适用于不同翻译后修饰

多肽的展示方法，并建立结构多样的活性多肽展示库；通过高通

量筛选和活性评价获得抗感染候选药物，解析其抗感染作用机

制，并运用合成生物技术实现高效制备。 

执行期限：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1 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 30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 

方向4：基于烟草等植物底盘的药物制造 

研究目标：基于烟草等植物底盘，建立不少于 3000 种标准

化功能元件的元件库，设计和构建不少于 2 种可超量表达医药大

分子或小分子的底盘，构建服务于医药产品开发的植物底盘工程

化平台。 

研究内容：面向新药研发需求，开发高效植物遗传转化等技

术并开展元件数据库建设，规模化表征适用于烟草等植物底盘的

调控元件及线路，设计和构建可满足特定场景需求的植物底盘系

统，实现异源蛋白糖基化等复杂修饰和复杂代谢产物时空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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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生物大分子或小分子药物的超量合成。 

执行期限：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1 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 30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 

方向5：病毒载体和疫苗的生物制造 

研究目标：构建可稳定表达（类）病毒载体、（类）病毒疫

苗的细胞株，建立能够在胞内完成遗传物质和蛋白质衣壳自组装

并形成完整（类）病毒颗粒的方法，实现（类）病毒载体、疫苗

的规模化生产应用，生产效率优于现有的多质粒瞬转系统。 

研究内容：阐明细胞株中病毒相关异源基因表达与（类）病

毒包装的关系与调控机制，设计多信号响应型细胞调控表达系

统，操控多种异源基因在细胞内实现时空可控的协同表达，构建

稳定表达（类）病毒载体、疫苗的细胞株并开发规模化悬浮生产

工艺，解决细胞毒性和包装效率低等问题，实现（类）病毒载体、

疫苗的高效生产。 

执行期限：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1 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 30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 

方向6：生物农药的创制与高效生物制造 

研究目标：构建能够高效表达生物农药分子的微生物底盘，

实现不少于 2 种生物农药的生物制造并开展中试放大研究，单批

规模不低于 100 L，产量不低于 10 g/L；建立用于生物农药创制

的合成生物技术方法，提高生物农药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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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通过细胞模型优化、代谢途径设计、多尺度建模，

融合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开展工业菌种的设计和优化，构

建合成生物农药分子的高效微生物底盘并实现多种上市生物农

药的中试生产；运用合成生物学技术改造修饰现有生物农药分子

并完成活性分析，设计候选农药分子的生物合成途径，实现高活

性新型生物农药分子的高效创制。 

执行期限：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1 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 30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 

方向7：生物基材料的高效生物制造 

研究目标：解析若干生物基单体或聚合物的生物合成机制，

构建不少于 2 种新型菌株；实现不少于 2 种生物基单体或聚合物

的高效生物合成，并完成新型高性能生物材料的制备和加工。 

研究内容：通过挖掘关键功能元件，建立高通量筛选方法、

全细胞催化技术体系以及发酵工艺，完成秸秆、蔗渣等非粮生物

基原料高效生物转化，实现高性能生物基塑料、纤维或橡胶等材

料的规模化生产。 

执行期限：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1 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 30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 

方向8：以CO2为原料高效合成生物燃料 

研究目标：挖掘并解析不少于 2 种高效固碳新元件，构建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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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利用 CO2的工业菌株，CO2利用率不低于 80%；实现不少于

2 种燃料等高值化学品的中试放大生产，单批规模不低于 5000 L，

产量不低于 10 g/L。 

研究内容：解析生物固定 CO2和碳链增长过程的新途径和新

机制，挖掘和设计高效催化固碳和碳链增长的酶元件，开发能够

高效转化利用 CO2的菌株，完成生物燃料等多碳化学品（三碳及

以上）的生物合成，实现生物燃料等高值化学品的规模化生产和

示范应用。 

执行期限：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1 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 30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 

二、申报要求 

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还须遵循以下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

有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 

2.对于申请人在以往市级财政资金或其他机构（如科技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项目基础上提出的新项目，应明确阐

述二者的异同、继承与发展关系。 

3.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项

目负责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性，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

请资格负责，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不得提

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 

4.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须在提交项目可行性方

案的同时，上传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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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技伦理准则。拟开展

的科技活动应进行科技伦理风险评估，涉及科技部《科技伦理审

查办法（试行）》（国科发监〔2023〕167号）第二条所列范围科

技活动的，应按要求进行科技伦理审查并提供相应的科技伦理审

查批准材料。 

6.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相

关法规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相关规定。 

7.已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市科委科技计划在研项目2项及以

上者，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 

8.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合理，符合市科委科技计划

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要求。 

9.每位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不超过 1 项，各研究方向同一单

位限报 1 项。 

三、申报方式 

1.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无需送交纸质材料。申请人

通过“中国上海”门户网站（http://www.sh.gov.cn）—政务服务

—点击“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进入申报页面，或

者直接通过域名https://czkj.sheic.org.cn/进入申报页面： 

【初次填写】使用“一网通办”登录（如尚未注册账号，请

先转入“一网通办”注册账号页面完成注册），进入申报指南页

面，点击相应的指南专题，进行项目申报； 

【继续填写】使用“一网通办”登录后，继续该项目的填报。 

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 

2.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24年9月26日9:00，截止时间

（含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提交）为2024年10月18日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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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审方式 

采用一轮通讯评审方式。 

五、立项公示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将按规定向社会公示拟立项项目清

单，接受公众异议。 

六、咨询电话 

服务热线：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手机）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4 年 9 月 1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