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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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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纳米前沿”重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

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1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围绕物质在纳米尺度（1~100 纳米）

上呈现出的新奇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开展单纳米尺度效应和

机理、新型纳米材料和器件制备方法、纳米尺度表征新技术等方

面的基础前沿探索和关键技术研究，催生更多新思想、新理论、

新方法和新技术等重大原创成果。同时，开展纳米科技与信息、

能源、生物、医药、环境等领域的交叉研究，提升纳米科技对经

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的支撑作用。

2021年度定向指南围绕单纳米尺度等前沿科学探索、纳米尺

度制备核心技术研究等 2个重点任务进行部署，拟支持 2个定向

委托项目，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4500万元。

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指南方向申报。申报单

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面向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突破关键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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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设计。项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研究内容。

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 5年。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个，每个项

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6家。项目设 1名负责人，每个课题设 1

名负责人。

本专项所有涉及人体被试和人类遗传资源的科学研究，须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

资源管理条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人胚

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等法律、法规、伦理准则和相关

技术规范。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要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

理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并通过实验动物福利

和伦理审查。

本专项 2021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单纳米尺度等前沿科学探索

1.1 纳米性能标准的计量溯源原理与方法

面向纳米技术在能源环境、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应用，

开展性能检测和质控特性标准研究，建立计量装置，探索纳米尺

度能量转换效率、表面吸附、生物结合能力等功能特性的准确测

量机制和溯源途径或溯源过程，研制功能特性纳米标准物质，制

定规范标准。建立基于晶格常数的量值传递、纳米材料光电转换、

纳米表面增强效应等普适性计量溯源方法 3~5种；完成载药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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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效率等功能特性国家标准物质/标准样品 10 项以上；研究制

定 ISO/IEC国际标准 15项以上。

有关说明：由中科院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由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

2. 纳米尺度制备核心技术研究

2.1 高迁移率超薄半导体材料与高性能器件集成

围绕新型沟道材料的规模化制备、硅基兼容与器件性能提升

的问题，研制200oC下电学性质稳定的超薄高迁移率沟道材料及高

k栅介质的晶圆（直径大于两英寸）。研制短沟道场效应晶体管，

沟道厚度小于3nm时，室温场效应迁移率高于125cm2/（V·s）；沟

道长度小于12nm时，在0.7V驱动电压下的开态电流密度大于

1mA/μm，开关比超过106。实现工作频率1.5GHz以上的环振电路

演示。验证器件在柔性逻辑电路等领域的优势。

有关说明：由中科院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由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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