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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指南〔2025〕7 号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发布 

2025 年度关键技术研发计划“计算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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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计算生物学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特发布 2025 年度关键

技术研发计划“计算生物学”项目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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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集范围 

专题一、生物大数据共性算法 

方向 1、基因组大数据智能分析算法 

研究目标：建立基因组大数据分析的理论体系，发展独立自

主的基因组大数据挖掘算法及软件，性能相比国际主流算法提升

10%以上。 

研究内容：面向人类基因组学大数据，建立个体基因组局部

祖源推断的深度学习模型，发展人群和个体遗传本源推断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算法，重构遗传本源的时空网络，揭示高度人口流动

社会的遗传结构动态演化过程。 

执行期限：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8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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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万元。 

方向 2、微生物组学智能分析算法 

研究目标：发展独立自主的微生物组学分析算法，相比领域

内主流算法，表型关联的核心菌群和驱动因子识别等算法的性能

提升 10%以上。 

研究内容：开发微生物组学数据分析挖掘的人工智能算法，

完善微生物基因目录和蛋白组成，建立健康人群微生物组学数据

模拟器，开发微生物-微生物和宿主-微生物互作模型，动态预测

微生物变化及其影响，揭示并验证微生物与宿主表型关联及其因

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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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期限：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8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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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万元。 

方向 3、多模态空间组学数据整合算法 

研究目标：开发多模态、跨样本空间组学数据整合算法，精

准解析特定生理病理过程中的细胞时空演化规律，性能相比国际

主流算法提升 10%以上。 

研究内容：发展空间多模态组学数据增强、跨模态对齐与生

成、空间网络解析的智能算法，实现数据的有效降噪、整合，构

建基因调控网络及细胞通讯网络，解析肿瘤等疾病的时空演化机

制，揭示肿瘤耐药等过程关键的空间结构及多细胞互作靶点。 

执行期限：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8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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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万元。 

方向 4、生命系统调控理论与算法 

研究目标：发展细胞命运和生命节律等生命过程调控的动力

学模型和定量理论，揭示复杂生命系统的调控策略，性能相比国

际主流算法提升 10%以上。 

研究内容：面向生命节律和细胞命运等复杂生命过程，发展

定性和定量的普适理论，建立生命过程调控的动力学模型，揭示

生命过程的重要调控因素和机制，发现生命系统调控的重要靶

点，并在睡眠障碍等疾病诊疗中进行应用。 



 

— 4 —   

执行期限：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8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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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万元。 

专题二、蛋白质设计改造 

方向 1、蛋白质复合物动态结构模拟 

研究目标：开发高精度的蛋白质动态构象预测方法，提升蛋

白质互作识别的动态变化解析能力，提高蛋白质-蛋白质复合物结

构预测的准确性。 

研究内容：发展全原子尺度高精度分子力场，提高隐藏变构

位点的发现精度，揭示变构位点的通信规律，构建包含 500 条以

上蛋白质及复合物的长时间动力学轨迹的数据库，系统解析蛋白

质互作中的大尺度构象变化和复合物变构组装机制；开发蛋白质

及复合物动态构象精准生成 AI 算法，实现活性高能构象的精准

高效生成，并指导动态蛋白质的精准设计。 

执行期限：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8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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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万元。 

专题三、AI 药物发现 

方向 1、高药效药物设计方法开发与应用 

研究目标：针对 G 蛋白偶联受体等靶点的动态调控机制，开

发高药效活性分子设计方法，发现 2 个以上候选药物，获得动物

水平有效性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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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聚焦 G 蛋白偶联受体等靶点的动态调控机制，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配体-受体结合动力学优化的高药效活性分

子设计方法，实现纳摩尔级亲和力、小时级靶点时间停留，开发

出更具临床价值的新药候选物。 

执行期限：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8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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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或本市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本市企

业共同申报（须扫描上传正式合作协议）。 

方向 2、靶向蛋白药物设计方法开发与应用 

研究目标：发展靶向蛋白互作的药物设计方法，发现 2 个以

上候选药物，获得动物水平有效性评价报告。 

研究内容：发展靶向蛋白之间相互作用的药物设计体系，构

建专用的化合物实体库，开发人工智能算法实现小分子配体的从

头设计、成药性质预测，获得在动物模型上表现出预期活性的新

型小分子候选化合物。 

执行期限：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8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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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或本市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本市企

业共同申报（须扫描上传正式合作协议）。 

方向 3、高效活体药物筛选的定量算法开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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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开发活体成像技术和活体药物筛选系统，提升药

物与活体动物动态行为表型的实时追踪和关系解析能力，发现 2

个以上候选小分子药物，获得动物水平有效性评价报告。  

研究内容：开发高时空分辨动物活体成像技术，建立表型药

物快速筛选体系，构建涵盖不同药物作用下的多参数动物表型数

据库，发展基于活体表型的药效 AI 预测模型，发现具有高成药

性的候选小分子药物。 

执行期限：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8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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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或本市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本市企

业共同申报（须扫描上传正式合作协议）。 

方向 4、中药药物筛选方法开发与应用 

研究目标：构建多模态中药知识图谱，研发中医辨证与网络

药理学融合的可解释推理模型，阐明 2 种以上中药组方的多维效

应机制，获得动物水平有效性评价报告。 

研究内容：建立融合中医辨证论治和网络药理学的多模态中

医药知识图谱，开发“症状-化学成分-网络靶标-通路-病证效应”

的可解释推理模型，实现中药组方的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的

多维药效机理的阐释，并在动物水平开展验证评价。 

执行期限：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8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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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或本市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本市企

业共同申报（须扫描上传正式合作协议）。 

专题四、临床应用技术 

方向 1、传染病大模型构建与应用 

研究目标：建立多模态数据驱动的传染病大模型，提升重大

传染病的防控能力，实现对新发突发和重大传染病防控的辅助决

策，并通过预警准确、溯源一致等量化指标进行效能评价。 

研究内容：挖掘传染病关联的基因组学、影像学、临床数据

等多模态数据之间的潜在联系，抽取医学先验知识中的逻辑规

则，构建高质量传染病数据集，开发具备强泛化性和可解释性的

知识推理传染病大模型，实现传染病风险识别、流调甄别、基因

溯源和人群风险管理等场景的深度应用。 

执行期限：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8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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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万元。 

方向 2、眼科大模型构建与应用 

研究目标：开发大模型知识推理算法，构建多模态眼科大模

型，实现大模型辅助下的慢病精准筛查，在 5 家以上社区推广应用。 

研究内容：建立多模态数据编码、融合与对齐框架，探索慢

性肾病、心脑血管等疾病在眼底数据中的表征机制，构建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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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精准推理大模型，为患者提供个性化、全方位的健康评估方

案，推进社区慢病智能筛查的普及。 

执行期限：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8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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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万元。 

方向 3、儿童白血病精准诊疗技术开发与应用 

研究目标：通过开发个体化基因组变异分析方法，精准鉴别

高危白血病患儿并进行精准干预，形成儿童白血病分子诊疗新范

式，儿童白血病精准分型率提升 25%以上。 

研究内容：发展计算分析方法，提升临床基因组变异的个体

化分析效能，通过对儿童白血病大规模临床研究队列组学数据的

计算分析，发现新的具有明确临床应用价值的诊断与治疗新靶

点，建立适用于临床多中心应用的标准化、智能化数据集成与分

析系统，形成化疗、免疫治疗等相结合的儿童白血病分子诊疗新范式。 

执行期限：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8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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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万元。 

专题五、前瞻性技术 

方向 1、虚拟细胞技术开发 

研究目标：针对脑、心脏、肝脏等人体重要器官，构建虚拟

细胞参照系和人工智能模型，支撑虚拟临床细胞治疗以及体外模

拟药物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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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基于基因组学、单细胞组学等多尺度数据，构建

人体重要器官的虚拟细胞参照系和多层次基础模型，解码不同类

型分子的协同作用对细胞命运决定的影响；模拟器官发育与病理

发生发展的时空动态过程，支撑生命过程的数字再现、虚拟临床

细胞治疗以及体外模拟药物筛选。 

执行期限：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8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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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赋能类器官技术开发 

研究目标：面向人类疾病建模、药物筛选等应用场景，建立

重大疾病的类器官构建技术，构建疾病特异性的类器官体系和体

外药物筛选系统。 

研究内容：通过整合类器官的多组学和空间转录组等数据，

解析患者个体化类器官细胞发育谱系，实现药物新靶点的自动化

发现；开发基于类器官的体外筛药系统，建立个体化治疗的药物

筛选策略，提高类器官技术在药物筛选、疾病机理研究等领域的

应用水平。 

执行期限：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8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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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报要求 

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还须遵循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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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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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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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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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每个单位每个方向申报项目不超过 1 项。 

11. 鼓励项目产生的代码提交到 GitHub 等学术社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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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申请

人通过“上海市科技管理信息系统”（https://svc.stcsm.sh.gov.cn）

进入“项目申报”，进行网上填报，由申报单位对填报内容进行

网上审核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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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2 日 9:00，截止时

间（含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提交）为 2025 年 4 月 22 日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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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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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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 3 月 2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2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