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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

重点专项 2019 年度定向

项目申报指南

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的相关任务和《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科技部会同公安部、原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 12个部门，组织专家制定了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重点专项实施方案，列

为 2016年启动的重点专项之一并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本重点专项面向公共安全保障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点围

绕公共安全共性基础科学问题、国家公共安全综合保障、社会安

全监测预警与控制、生产安全保障与重大事故防控、国家重大基

础设施安全保障、城镇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治理、综合应急技术

装备等重点方向不同重点任务的关键科技瓶颈问题，开展基础理

论研究、技术攻关、装备研制和应用示范，旨在大力提升我国公

共安全预防准备、监测预警、态势研判、救援处置、综合保障等

关键技术水平，为健全我国公共安全体系、全面提升我国公共安

全保障能力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本专项执行期从 2016年至 2021年。按照分步实施、重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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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2016、2017、2018年度已在共性基础科学问题、国家公共

安全综合保障、社会安全治安防控、犯罪侦查与防范打击、矿山安

全开采保障、危险化学品事故防控、工程施工安全、应急技术装备、

出入境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水上应急救援等方面安排部署相关任

务。2019年度拟在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方面安排 1项任务。

本项目指南要求以项目为单元组织申报，项目执行期 2~3年。

对于企业牵头申报及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其他经费（包括地方

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

低于 2:1。指南各方向拟支持项目数原则为 1项，若同一指南方向

下采取不同技术路线，评审结果相近，可以择优同时支持 2项，

根据中期评估结果择优再继续支持。除有特殊要求外，所有项目

均应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考核指标。每个项目下设任务（课题）

数原则不超过 5个，除特殊要求外，参与单位数原则不超过 10个。

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项目承担单位有义务推动研究成果

的转化应用。项目示范鼓励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等

区域开展。

本专项 2019年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南方新兴超大型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系统研发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南方沿海城市台风过境频繁、强对流天气发

生密集、城区边坡分布广泛等特点，研究老旧建筑集中区域、城

中村等高风险社区单元典型灾害事故发生机理和风险管控规律，

发展相关事故灾害风险辨识、评估与管控关键技术。研究城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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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雨等复杂气象条件下重点区域安全风险评估、监测与预警综

合集成技术。研究城中村等社区可视化物联网的电气火灾监测预

警感知技术，研发智能化消防社会服务与大数据预警分析系统，

构建火灾风险综合评估和预警模型。研究基于多维感知体系的城

中村等典型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智能监测技术，构建基于社区

的安防、消防、应急管理及便民服务等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基于

城市管理重点单位的多源数据共享交换与综合汇聚，研究南方新

兴超大型城市公共安全监管业务模型，挖掘不同场景下公共安全

预测预判、风险防控及应急处置业务需求并建立相应模型，搭建

标准化时空大数据管理平台，并在典型区域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阐明南方新兴超大型城市老旧建筑集中区域、城中

村等区域的典型城市灾害机理和规律，构建不少于 4类针对南方城

市的灾害分析模型、复杂灾害链服务管理方法，完成城中村消防安

全综合改造、老旧建筑排查等风险辨识、隐患排查、风险评估、风

险管控等地方标准立项不少于 2个，在高风险城市构成单元中开展

不少于 4类典型灾害的风险评估或管控应用。建立老旧建筑安全动

态监控预警系统 1套，利用综合风险评估技术排查老旧建筑形变等

参数 10万栋以上，其中监测周期不低于每月一次；阐明南方暴雨

灾害频发背景下降雨型滑坡灾害机理和规律，建立重点边坡、建筑

废弃物受纳场安全监测与预警信息系统，对重点边坡和建筑废弃物

受纳场开展的位移、压力、含水率等实时自动化监测预警指标不少

于 10项，并接入不少于 20个示范应用点；制修订老旧建筑监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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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相关技术地方标准（送审稿）1项，编制边坡监测预警技术导则

1项。建立 1套基于社区应用的智能安全用电测控系统，社区内接

入场所不少于 30种（工贸企业、家庭、三小场所、人员密集单位

等），构建电气火灾大数据预警分析和风险评估模型不少于 2个，

所建立电气设备特征库包含不少于 50种，用电安全告警监测辩识

准确度达到 90%以上。建立南方新兴超大型城市社区安防与信息化

一体化管理系统，实现社区内充电设施安全信息化监管、社区老弱

病小等人群帮扶关爱服务等功能的消防监测预警与应急救援服务

支撑平台应用示范不少于 2个，接入单位总数不少于 1000个，社

区风险源物联网监测数据类型不少于 20项。建立 1套南方新兴超

大型城市公共安全大数据共享与交换平台，实现与城市公共安全相

关重点单位数据对接不少于 10个；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建立公共安全风险识别模型、安全风险指数模型、主题分析和

画像模型等 30个；在公共安全数据交换共享、数据处理分析、信

息资源分类与编码、公共安全大数据管理等方面立项地方标准不少

于 5项；建立 1套基于时空大数据平台的超大型城市公共安全风险

防控综合集成平台，实现上述数据、软件系统及装备、以及服务的

综合一体化集成，形成市、区、街道、社区级别应用体系，其中包

含市级应用节点不少于 1项，区级应用节点不少于 2项，街道及社

区级应用节点不少于 4项。

有关说明：由山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深圳市科技

创新委员会组织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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