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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5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落实《江苏省加强基础研究行动方案》要求，优先支持18

个重点领域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鼓励探索和提出新概

念、新理论、新方法，促进科研范式变革和学科交叉融合。

一、重点领域

1．战略性新材料

加强战略性结构材料、先进功能材料和前沿新材料制备研究，

构建跨尺度、多维度、极端环境原位表征平台，提升前沿材料创

新策源能力。

重点方向：

2011 特种结构材料的构效关系研究

2012 高性能膜和催化材料的机理研究

2013 二维材料可控生长、新物性探索及原型器件构筑机理

2014 超材料基本规律研究

2015 特种纤维材料构建机制

2016 单团簇晶体管的设计与原子制造

2．集成电路

聚焦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的设计理论与仿真软件、原子级制造、

超高性能芯片等领域，重点在新架构、新方法、新工具、新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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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形成重大突破，为超越摩尔定律提供原创理论和技术路线。

重点方向：

2021 硅基异质集成与协同设计方法

2022 新型半导体基芯片性能调控机制

2023 光电芯片设计与集成构架方法

2024 超宽禁带半导体技术基础

2025 人工智能辅助 EDA设计方法

3．量子科技

围绕量子态构筑与量子调控，开发新材料、设计新结构、发

现新物态，推动未来量子计算机、下一代量子通讯取得显著进步，

在若干战略方向进入量子科技前列。

重点方向：

2031 量子材料物性调控原理

2032 超导量子计算与固态量子模拟

2033 量子保密通信理论

2034 量子芯片设计基础

2035 量子传感与精密测量

4．脑科学与类脑智能

聚焦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国际前沿科学研究领域，加快脑认知

神经机制、脑疾病诊治、类脑智能等重大技术变革，支撑脑启发

人工智能颠覆性技术发展。

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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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1 脑认知原理解析

2042 重大脑疾病发病机理

2043 类脑智能计算

2044 脑机接口科学理论与方法

5．人工智能

重点研究引领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发展、深度学习的数学基

础理论，开展面向复杂环境的人工智能感知、认知、决策方法和

人工智能大模型研究，形成人工智能新型原创理论，努力取得一

批国际领先的重大成果。

重点方向：

2051 智能感知与识别

2052 跨媒体智能分析与推理

2053 群体智能优化与协同机理

2054 自主决策与环境协同机制

2055 多模态数字内容生成方法

6．数学及其应用

重点研究基础数学的前沿问题，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的数学

基础，复杂系统的分析、优化、博弈与调控，编码与密码学中的

数学理论与算法等。

重点方向：

2061 基础数学前沿理论

2062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的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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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3 复杂系统中的数学理论

2064 密码学中的数学原理

7．物态调控

在新型超导材料、低维量子材料、自旋电子学材料、拓扑物

性调控、拓扑新材料、多原子体系及其异质结构等重要领域开展

基础理论、调控方法、材料制备等研究。

重点方向：

2071 拓扑关联电子态及多场耦合调控

2072 微结构物态调控

2073 亚原子系统

2074 前沿交叉新效应

8．催化科学

开展表界面效应、化学键选择性断裂与重组、催化过程中能

量传递等研究，发展催化剂可控和规模制备、手性天然产物和手

性药物定向转化等新技术。

重点方向：

2081 均多相融合催化

2082 催化剂精准创制

2083 惰性化学键转化

9．生命体精准设计

重点研究新型基因编辑工具的作用机制与基因治疗策略，基

因元件、调控模块及回路设计、组织器官构建的生物力学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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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等，完善农业生物重要性状遗传改良及分子育种等生物育种

理论基础。

重点方向：

2091 生命体基因编辑与修饰工具

2092 新型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机制与策略

2093 细胞/组织功能重塑与调控

2094 遗传性状设计与分子育种

10．宇宙演化与深地深海

开展宇宙起源与演化研究，突破天体剧烈运动、数字地球科

学、深地工程地质与岩土力学、深渊科学研究、深地深海装备研

发等领域相关基础科学核心问题。

重点方向：

2101 宇宙起源与演化

2102 天体剧烈运动机制

2103 地球系统与全球变化

2104 海洋资源及科学

2105 生命起源与天体生物学

11．核心算法与未来计算

建立面向大模型的数据采样、数据推断等人工智能基础理论

与核心算法，构建通用人工智能元方法，增强核心算法实用性和

新型计算系统安全性。

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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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高效高精优化算法

2112 基于 AI的计算新理论

2113 大数据与交互计算

2114 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2115 云计算认知推理

12．未来网络通信

探索全频谱宽带通信接入、分布式云网超融合等新型网络通

信体系架构和组网理论研究，攻克大规模网络最优协同控制、网

络通信广义功能安全等内生智能、内生安全重大科学问题，全面

构建 T 时代网络基础能力和领先优势。

重点方向：

2121 网络内生智能优化机制

2122 普适协同通信感知与计算方法

2123 网络内生安全机制研究

13．新能源与储能

开展高效低成本规模化绿氢制取及储运、钙钛矿/叠层光伏、

水伏能量转换、高能量密度储能、高安全低成本长寿命储能、零

碳排放能源系统等前沿科技问题研究，实现能源系统深度数字化

和智能化。

重点方向：

2131 零碳能源技术基础

2132 变革性储能新原理及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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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 智能电网及源网荷协同理论

2134 智慧能源系统及优化方法

2135 深地热能储用新方法

14．先进制造

突破工业软件中核心算法与基础架构、三维几何引擎和约束

求解器等核心组件、基础零部件与制造工艺、智能装配与服役可

靠性等关键瓶颈，推动智能制造、极端制造进入国际领先行列。

重点方向：

2141 基础工业软件基础理论

2142 智能设计、制造与测量新原理

2143 多材料增材制造共性科学问题

2144 极端制造科学

2145 机器人化制造基础

2146 人-机-环境共融机器人学

15．干细胞研究与器官修复

开展重大疾病防诊治的干细胞精准化研究，重点解决干细胞

命运调控、器官功能重塑、人类疾病干细胞模型等方面的基础理

论，探索精准医学、再生医学等医疗新策略与新模式。

重点方向：

2151 干细胞体内命运调控与组织修复机制

2152 器官稳态重塑与功能调控基础

2153 类器官模型与疾病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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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靶标组与原创药物发现

开展重大疾病精准防治和药物新靶标发现及作用机制研究，

针对心脑血管、恶性肿瘤、神经精神疾病、代谢性疾病等重大慢

病，全面深入解析疾病的分子流行病学机制，发现具有重要影响

的基因、酶、受体等生物大分子和相关调控通路，确定可被药物

干预的靶标组，构筑多靶标原创药物研发新范式。

重点方向：

2161 药物靶标组发现与功能确证机制

2162 药物智能递送系统设计方法

2163 因患制宜治疗体系构建理论

2164 心脑血管、恶性肿瘤等疾病发生机制

17．合成生物学

开展前沿生物技术创新，加强生物体预测、合成与调控等核

心理论研究，重点在基因组进化、基因回路和代谢通路设计等方

面提出新理论、新方法。

重点方向：

2171 基因回路设计合成

2172 功能元件定向改造

2173 代谢网络精准调控

2174 合成生物系统创建

18．碳中和前沿研究

着眼气候变化与碳循环、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的互馈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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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科学问题，研究碳捕获、利用与封存以及生态系统碳汇巩固

能力提升等科学原理。

重点方向：

2181 CCUS前沿科学问题

2182 生态系统固碳机理和调控机制

2183 低碳与零碳工业流程再造理论与方法

2184 环境系统低碳绿色重构原理

二、重点专题

19．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AI for Science）

面向现代科学研究需求，利用人工智能发展适于探索科学前

沿的新理论、新模型、新算法，推动 AI与数据科学、材料、物化

生等学科的交叉融合，解决复杂科学问题，提升科研效率和质量，

促进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努力实现基础科学的重大发现和突破，

打造智能化科研的创新生态。

重点方向：

2191 AI驱动物理化学过程模拟

2192 AI加速的材料设计与仿真

2193 AI与量子科技前沿的交叉

2194 基于 AI的药物设计与筛选

2195 基于 AI的功能基因组学分析

2196 复杂环境的建模与预测

注：不属于以上重点领域的项目，也可申报。


	围绕后摩尔时代集成电路高能效、智能化、多样化、系统化发展的需求，重点在新材料、新器件、新架构、新工具
	围绕脑认知原理解析、情绪情感及重大脑疾病机制、类脑计算与脑机智能技术，重点在新机制、新算法、新架构、
	围绕未来移动信息网络极致连接、通感算智控融合、空天地融合的演进趋势与创新需求，着力解决网络架构、接入
	围绕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变革性现代能源体系重构需求，重点在可再生能源高效转化、绿色氢能制储、高密
	针对重大疾病防诊治，开展干细胞精准化研究，重点解决干细胞演变分化、体内命运、移植修复以及类器官疾病模
	围绕合成生物系统可编程性、可调控性、可持续性和可扩展性的发展需求，在模块设计、智能控制、集体行为及协
	针对重大疾病防治需求以及药物研发关键节点，聚焦原创药物靶标、新成药模式开展研究，为认识生命系统调控规
	二、联合资助项目
	附件2
	2025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落实《江苏省加强基础研究行动方案》要求，优先支持18个重点领域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鼓励探索和
	一、重点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