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病原学与防疫技术体系研究”重点专项
2025 年度第二批项目申报指南

（仅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注册用户登录可见）

“病原学与防疫技术体系研究”2025 年度重点专项总体目标

是：通过专项实施，加强病原学、免疫学、临床科学与预防医学

之间的联系，开发急慢性传染病免疫治疗、生物治疗、广谱药物

和通用疫苗等新一代救治与防控产品。形成贯穿溯源预警、致病

传播机制到临床救治和预防的科技储备与联动体系，大幅提升对

未知和突发病原的发现与抵御能力。打通研究成果从实验台到临

床救治和疾病预防之间的导向通路，有效支撑新发突发和慢性传

染病防控与诊治需求。

指南坚持根据任务紧迫度，聚焦新佐剂疫苗研究、长效广谱

疫苗研制和评价、新型 mRNA疫苗平台体系研究，拟部署 3项指

南任务，拟安排国拨经费 4000 万元，拟支持数为 3 项，每个项

目资助经费分别是 1000万元、1500万元和 1500万元，实施周期

不超过 3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盖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

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本次部署为技术开发类项目，下设课题不超过 5个，项目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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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中每个

课题设 1名课题负责人。鼓励符合条件的疾控机构参与项目申报。

本专项 2025年度第二批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新佐剂疫苗研究

1.1 基于人工智能和先进材料的疫苗佐剂快速研发

研究内容：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生物合成等技术

方法，构建标准化疫苗佐剂数据集和原料库，突破佐剂理性设计、

佐剂合成与修饰、佐剂及佐剂-抗原复合物高效制备、免疫增效机

制多维解析等底层技术，研发人工合成免疫激动剂分子、自组装

有机或无机纳米颗粒、仿生病毒样颗粒等新型疫苗佐剂，解析佐

剂、佐剂-抗原复合物等的理化特性及多组分协同作用效应，阐明

有序刺激机体天然免疫、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的免疫增效机制，

评价佐剂安全性，为构建智能化模块化疫苗佐剂快速研发范式奠

定技术基础。

考核指标：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佐剂-免疫应答关联模型

至少 2种，建立涵盖分子结构、理化特性、免疫应答谱及安全性

数据的标准化疫苗佐剂数据集 1 套，数据量不少于 5000 条；研

发囊括皂苷类似物、无机金属免疫激动剂、可降解聚酯、手性聚

氨基酸等疫苗佐剂原料库，库容至少 1000 个原料，细胞水平筛

选出候选高效佐剂至少 20 种，至少 3 个佐剂单批次合成能力达

克级；研发皂苷类似物、手性聚氨基酸自组装颗粒、锰基自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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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单个结构蛋白自组装病毒样颗粒等新型佐剂至少 5种，颗

粒佐剂须兼具抗原蛋白的佐剂和载体功能，分别配伍流感病毒、

呼吸道合胞病毒、鼠疫菌、高毒力且高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等代

表性病原的抗原蛋白，在动物模型中完成免疫增效效果及作用机

制研究，并针对我国病原体监测网络及出入境监测发现的主要代

表性亚型毒株完成保护力研究。

立项方式：公开竞争

关键词：人工智能、先进材料、佐剂、安全性

2. 长效广谱疫苗研制和评价

2.1 AI 赋能的长效广谱及多联多价疫苗构建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流感病毒（包括人感染的禽流感等）、呼吸

道合胞病毒、人乳头瘤病毒等复杂多变的病原疫苗设计面临的挑

战，深入探索广谱疫苗设计的关键问题，开发人工智能（AI）驱

动的广谱疫苗设计新策略。基于国内外数据库及病原体监测网

络，获取我国流行的病原重要进化分支的典型毒株及基因序列，

揭示病原时空演变规律。基于 AI 和计算生物学，开发免疫原性

设计策略，构建智能化设计体系，提升抗原构象的稳定性和免疫

原性，通过协同展示多个免疫原成分及 T细胞和 B细胞表位，激

活多条免疫通路，诱导多元化免疫应答，显著增强疫苗的强效性、

长效性和广谱免疫保护。采用长效表达的重组抗原或纳米颗粒递

送系统等方式，增强免疫原的持久性。通过组合多个病原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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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成分相容且均衡激发免疫反应的多联多价疫苗，提供广泛的

免疫保护。针对国内外主要进化分支的不同毒株，开展动物保护

效果验证，以确保广谱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立广谱疫苗规

模化生产技术与质量控制平台，确保所生产的疫苗符合国际标

准，并保证其免疫原性、纯度和安全性。

考核指标：开发基于 AI 的免疫原性设计策略，构建一个智

能化疫苗设计体系，实现多免疫原成分和多个表位的协同展示，

激活多条免疫通路，诱导多元化免疫应答，降低疫苗的脱靶效应，

提升疫苗的保护谱；获得 DNA病毒广谱疫苗、RNA病毒广谱疫

苗等候选品种至少 2种，保护力不低于市售同类产品。建立广谱

疫苗评价、制备与规模化生产技术，确保所生产的疫苗符合国际

标准，保障其免疫原性、纯度和安全性，并应用于 HPV 或 RSV

等疫苗的开发和实践，争取至少 1种疫苗获得临床试验许可（或

默示许可）。

立项方式：公开竞争

关键词：长效广谱、多联多价、人工智能、免疫应答

3. 新型 mRNA 疫苗平台体系研究

3.1 mRNA疫苗和mRNA生物大分子药物快速研发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自主研发 mRNA疫苗的智能化生产平台，在符合

我国质量监管体系的国际先进水平 mRNA疫苗生产平台基础上，

推动关键生产流程的智能化、自动化，为扩大生产能力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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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 mRNA 疫苗及其所需的原辅料自主生产水平，LNP

配方与核心脂质成分自主创新取得突破；基于我国自主研发的核

心设备和核心原辅料构建 mRNA疫苗设计、评价等研究平台以及

智能化的 mRNA疫苗生产设备与工艺流程。根据国内传染病防控

的形势，聚焦现实防控需求，开展重要病原（如肺炎支原体、猴

痘病毒）mRNA疫苗的研发与生产，评价基于我国自主生产原辅

料的 mRNA 疫苗、mRNA 生物大分子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和

广谱性，迭代优化免疫原和大分子药物设计，推动 mRNA疫苗进

入临床试验。

考核指标：完成至少 1种传染病 mRNA疫苗临床前研发并获

得临床试验许可（或默示许可）；完成至少 1种传染病 mRNA大

分子药物的设计与动物评价；mRNA疫苗生产使用的关键原辅料

100%自主生产，全部原辅料整体自主生产率达到 90%以上；实现

mRNA疫苗生产中投料和 LNP制备关键流程的智能化、自动化。

立项方式：公开竞争

关键词：mRNA疫苗、mRNA生物大分子药物、智能化生产、

自主生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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