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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重点专项

2021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公开部分）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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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原则，2016-2020 年度已在共性基础科学问题、国家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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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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国拨经费总概算约 0.2 亿元，拟在充电设施安全

管控方面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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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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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牵头单位组织申报时应征求有关推荐单位意

见。

本专项 2021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公共充电设施安全管控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研究内容研究内容研究内容：：：：研究适配不同电动汽车车型的公共充电设施安全

充电关键技术，研制基于该关键技术的通用接口及充电设施；研

究终端异常行为智能识别关键技术，研究基于物联网的多参量充

电设施及场所的火灾预警技术；研发满足该场景消防安全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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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报警和自动灭火关键技术及设备；研发公共充电设施安全智

能管控平台；研究建立公共充电设施消防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评

测方法，编制公共充电设施消防安全标准；选择不同充电设施、

充电场所，以及不同车型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考核指标：考核指标：考核指标：研发可适配不少于 10 种车型（按公安部分类）

电动汽车快充的公共充电设施，充电设施的安全管控系统应符合

电动汽车相关国家标准要求，实现充电状态异常断电与警报响应

时间不超过 800ms；研发公共充电设施终端异常行为识别技术，

实现智能识别物联网终端异常行为，识别准确率达到 90%以上；

研制物联网多参量充电设施消防安全监测报警终端装备，可实现

剩余电流、剩余电压、电池温度及故障电弧、异常电流、异常电

压等参量的同步监测，可提供关于场景温度、火焰、烟气、风速、

风向等参量综合预（报）警算法，报警响应时间小于 1s；研发

公共充电设施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清洁高效灭火系统 1 套，火灾

自动报警信号需满足就近接入消防管理平台的技术要求，灭火系

统适用于电气火灾、固体火灾等火灾场景，可有效控制火灾的蔓

延，且对保护对象无二次损害污染；构建地市级规模“云-网-

端”架构下的公共充电设施安全智能管控平台，支持不少于 4000

个充电桩物联网终端数据的汇聚与管控，具有远程报警、异常行

为和安全态势分析等功能；编制公共充电设施消防安全评价指标

体系和评测方法，编制公共充电设施消防安全与评测国家或行业

标准（送审稿）不少于 3 项；申请相关发明专利不少于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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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3 项；建立公共充电设施城区示范点不少于 7

个、高速公路服务区不少于 3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