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文件

船会〔2024〕15 号

关于征集船舶领域 2024 重大科学问题、工
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的通知

各理事单位及理事、各分支机构、地方学会、各有关单位、

专家：

为进一步加强科技前瞻研判，引领原创性科研攻关，推

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征集

2024 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的通知》

（科协办函创字〔2024〕13 号）要求，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以

下简称“学会”）面向船舶领域科技工作者征集“2024 重大

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 2 月 29 日止。

二、征集领域

原则上覆盖所有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产业领域，学会

重点关注地球科学（深地深海）、生态环境、制造科技、信

息科技、先进材料、资源能源等涉及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领



域的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以及产业技术问题。

三、征集内容

1、有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问

题。

2、对船舶工业、海洋装备产业未来科技发展具有引领

作用的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

3、船海领域重大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

科技、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卡脖子”技术、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科技等方向。

4、船海领域和其他相关领域交叉融合的问题难题。

四、征集方式

1、征集范围：面向学会各理事单位及理事、学会各分

支机构、院士、船舶设计大师等有关专家进行征集，每个机

构/个人经过认真筛选后可推荐 3-5 个问题/难题。

2、学会将成立专家推荐委员会，从前沿性、引领性、

创新性、战略性对征集的问题进行遴选、凝练和把关。审定

推荐问题/难题的内容，把握问题/难题颗粒度，对推荐结果

的专业性、科学性负责。

五、工作要求

1、问题/难题要求。每个问题难题应包括问题题目、所

属学科、关键词、问题正文(含问题描述、问题背景、最新

进展、重要意义)。正文长度 2000 字左右。除标题及关键词



以中英文双语对照撰写外,其余内容均以中文撰写(附件 1)。

不按照规定格式撰写的问题难题将不能进入遴选环节。

2、把握问题难题界定。提出的问题应具体化，聚焦“点”

上，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前沿科学问题要聚焦认知边界、机

制和规律，重点突出新技术应用带来的研究方法创新等问

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原则上应细化问题颗粒度

至少到三级学科以下。（学科划分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

3、请于2023年 2月 29日前发送“问题、难题(附件1) ”、

“推荐表(附件 2) ”至 13810048795@139.com，逾期不予受

理。

六、其他事项

1、经专家推荐委员会评审后，一部分正式报送中国科

协，一部分纳入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于制作大赛作为赛项难

题求解。

2、学会将发布船海领域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

和产业技术问题，并组织相关学术活动对问题难题进行研

讨、求解，符合条件的将纳入船海领域科技项目银行推广落

地。

3、中国科协将通过科技工作者初选、领域专家复选、专

家委员会终选等环节,遴选 10 个前沿科学问题、10 个工程技

术难题和 10 个产业技术问题面向社会发布，并推动成果应



用。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老师

电 话：010-59518183、59517887

邮 箱：13810048795@139.com

附件: 1.前沿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

撰写格式模板

2.前沿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

推荐表

3.2021-2023 年中国科协重大问题难题清单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2024 年 1 月 29 日



附件1-1

前沿科学问题撰写格式模板

题目：（以问句形式提出，中英文双语对照撰写）

Title：
所属领域：（地球科学（深地深海）、生态环境、制造

科技、信息科技、先进材料、资源能源等，如不在上述领域，

可填其他）

所属学科：（学科划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

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所设62个一级学科为

准，如不在当前一级学科可填其他）

作者信息：（包括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手机、邮箱、

职称等信息）

关键词：（请列出与本问题相关的4个关键词，便于对

本问题进行分类、检索和归并，中英文双语对照撰写）

Key Words：
问题正文：（长度2000字左右）

问题描述：（为问题正文的摘要部分，简单描述本问题

基本核心内容和观点）

问题背景：（简要介绍本问题在现阶段学术研究和科学

发展中的产生背景）

最新进展：（简要介绍本问题的最新进展，及未来面临

的关键难点与挑战）

重要意义：（简要介绍本问题取得突破后，对推动科学

认知与社会进步的重大影响和引领作用，以及可能产生的重

大科技、经济和社会效益）



附件1-2

工程技术难题撰写格式模板

题目：（以问句形式提出，中英文双语对照撰写）

Title：
所属领域：（地球科学（深地深海）、生态环境、制造

科技、信息科技、先进材料、资源能源等，如不在上述领域，

可填其他）

所属学科：（学科划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

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所设62个一级学科为

准）

作者信息：（包括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手机、邮箱、

职称等信息）

关键词：（请列出与本问题相关的4个关键词，便于对

本问题进行分类、检索和归并，中英文双语对照撰写）

Key Words：
难题正文：（长度2000字左右）

难题描述：（为难题正文的摘要部分，简单描述本难题

基本核心内容和观点）

难题背景：（简要介绍本难题在现阶段科技发展和社会

进步中的产生背景）

最新进展：（简要介绍本难题的最新进展，及未来面临

的关键难点与挑战）

重要意义：（简要介绍本难题取得突破后，对推动重大

工程项目实施、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重大影响和引领作用，

以及可能产生的重大科技、经济和社会效益）



附件1-3

产业技术问题撰写格式模板

题目：（以问句形式提出，中英文双语对照撰写）

Title：
所属领域：（地球科学（深地深海）、生态环境、制造

科技、信息科技、先进材料、资源能源等，如不在上述领域，

可填其他）

所属学科：（学科划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

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所设62个一级学科为

准）

作者信息：（包括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手机、邮箱、

职称等信息）

关键词：（请列出与本问题相关的4个关键词，便于对

本问题进行分类、检索和归并，中英文双语对照撰写）

Key Words：
问题正文：（长度2000字左右）

问题描述：（为问题正文的摘要部分，简单描述本问题

基本核心内容和观点）

问题背景：（简要介绍本问题在现阶段社会经济和产业

发展中的产生背景）

最新进展：（简要介绍本问题的最新进展，及未来面临

的关键难点与挑战）

重要意义：（简要介绍本问题取得突破后，对产业转型

升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大影响和引领

作用，以及可能产生的重大科技、经济和社会效益）



附件2-1

前沿科学问题推荐表

问题题目

推荐单位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推 荐 人 （推荐专家姓名，可以是多名专家联合推荐）

联合的国外

组织和专家

推荐理由 （该问题的战略意义及重大突破点，不超过100字）

保密审查

意见

□是 □否

申报时请填写不涉密。填写涉密的问题/难题学会不予受理。



附件2-2

工程技术难题推荐表

难题题目

推荐单位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推 荐 人 （推荐专家姓名，可以是多名专家联合推荐）

联合的国外

组织和专家

推荐理由 （该难题的战略意义及重大突破点，不超过100字）

保密审查

意见

□是 □否

申报时请填写不涉密。填写涉密的问题/难题学会不予受理。



附件2-3

产业技术问题推荐表

问题题目

推荐单位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推 荐 人 （推荐专家姓名，可以是多名专家联合推荐）

联合的国外

组织和专家

推荐理由 （该问题的战略意义及重大突破点，不超过100字）

是否涉密 □是 □否

申报时请填写不涉密。填写涉密的问题/难题学会不予受理。



附件3

2021-2023 年重大问题难题清单

（一）前沿科学问题清单

序

号
年份 题 目

1

2021

如何突破大尺寸晶体材料的制备理论和技术？

2 纳米尺度下高效催化反应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3 农作物基因到表型的环境调控网络是什么？

4 中微子质量和宇宙物质-反物质不对称的起源是什么？

5 地球以外有统一的时间规则吗？

6 大脑中的记忆是如何产生和重现的？

7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路径优化和稳定机理是什么？

8 铝合金超低温变形双增效应的物理机制是什么？

9 如何揭示板块运动动力机制？

10 “亚洲水塔”失衡失稳对青藏高原河流水系的影响如何？

11

2022

如何早期诊断无症状期阿尔茨海默病？

12 如何实现可信可靠可解释人工智能技术路线和方案？

13 如何实现原子尺度精准制备和结构调控构建未来信息功能器件？

14 新污染物治理面临何种问题和挑战？

15 如何实现自动、智能、精准的化学合成？

16 如何整合多组学对生物的复杂性状进行研究？

17 能否实现材料表面原子尺度可控去除？

18 如何全方位精准评价城市综合交通系统及基础设施韧性？

19 宇宙中的黑洞是如何形成和演化的？

20 制约海水提铀的关键科学问题是什么？

21

2023

如何实现低能耗人工智能？

22 如何实现飞行器在上层大气层机动飞行？

23 利用新型符合测量方式能否搜寻磁单极子和轴子暗物质的存在？

24 非线性效应会随尺度变化吗？

25 影响高性能纤维发展的基础科学问题是什么？

26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作物如何适应土壤环境？

27 现代陆地生态系统是如何起源的？

28 生殖衰老的触发及延迟机制是什么？

29 如何实现可控核聚变的稳态燃烧？

30 如何探明更高速度轮轨系统耦合机理及能量场分布特征？



（二）工程技术难题清单

序

号
年份 题 目

1

2021

如何高效利用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

2 如何解决三维半导体芯片中纳米结构测量难题？

3 如何开发比能量倍增的全固态二次电池？

4 如何发展我国自主超高分辨率立体测图卫星关键技术？

5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医疗影像多病种识别并进行辅助诊疗？

6 如何突破深远海航行装备制造与安全保障工程技术难点？

7 如何创建 5G+三早全周期健康管理系统？

8 如何通过重要生态系统修复工程构建精准高效的生态保护网络和恢复生物多样性？

9 如何构建我国生态系统碳汇扩增的技术体系？

10 如何制造桌面级的微小型反应堆电池？

11

2022

如何突破我国深远海养殖设施的关键技术？

12 如何实现我国煤矿超大量三废（固、液、气）低成本地质封存及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13 如何创建心源性休克的综合救治体系？

14 如何实现全固态锂金属电池的工程化应用？

15 如何实现高精密复杂硬曲面随形电路？

16 如何突破高原极复杂地质超长深埋隧道安全建造与性能保持技术难题？

17 如何解决高温跨介质的热/力/化学耦合建模与表征难题？

18 如何从低品位含氦天然气中提取氦气？

19 如何利用遥感科技对地球健康开展有效诊断、识别与评估？

20 如何实现极大口径星载天线在轨展开、组装及建造？

21

2023

如何实现在原子、电子本征尺度上的微观动力学实时、实空间成像？

22 如何解决稀土基体中痕量杂质的高效分离难题，突破高纯稀土材料工程化制备技术及装备？

23 适用于新型电力系统的长周期储能方式是什么？

24 如何实现大田作物绿色优质丰产无人化栽培技术？

25
如何突破多灾种驱动作用下艰险山区国家重大铁路超高宽幅站场路基长期风险评估与

性能保持技术难题？

26 如何突破新能源废料清洁高值化利用？

27 如何突破低铂、低成本车用燃料电池电堆关键技术？

28 如何实现核动力载人火星探测的快速往返？

29 如何将脑机接口技术应用到临床医疗中？



（三）产业技术问题清单

序

号
年份 题 目

1

2021

如何实现面向大规模集成光芯片的精准光子集成？

2 如何开发针对老龄化疾病的医用人工植入材料？

3 如何开发融合软体机器人与智能影控集成技术的腔道手术机器人产品？

4 如何开发大规模低能耗液氢技术和长距离绿氢储运技术？

5 如何解决我国航空发动机短舱关键技术问题？

6 如何突破耕地重金属的靶向快速经济安全减污技术？

7 如何利用风光水加快实现“碳中和”目标？

8 如何攻克漂浮式海上风电关键技术研发与工程示范难题？

9 如何制备高洁净高均质超细晶高端轴承钢材料？

10 如何发展与 5G/6G 融合的卫星互联网络通信技术？

11

2022

如何建立细胞和基因疗法的临床转化治疗体系？

12 如何实现存算一体芯片工程化和产业化？

13 碳中和背景下如何实现火电行业的低碳发展？

14
如何通过标准化设计，自动化生产，机器人施工和装配式建造系统性解决建筑工业化和

高能耗问题？

15 如何发展自主可控的工业设计软件？

16 如何利用多源数据实现农作物病虫害精准预报？

17 如何采用非石油原料高效、安全地合成己二腈？

18 小麦茎基腐病近年为什么会在我国小麦主产区暴发成灾，如何进行科学有效地防控？

19 如何研制大型可变速抽水蓄能机组？

20 如何突破满足高端应用领域需求的高品质对位芳纶国产化卡脖子技术？

21

2023

如何突破碳纤维复合材料在我国未来超高速轨道交通车辆装备的应用？

22 如何发挥我国信息通信产业优势，快速实现芯粒（Chiplet）技术和产业突破？

23 石油基炭材料高端化技术如何发展？

24 如何通过柔性薄膜技术实现星载轻质可展开阵列天线？

25 如何实现生殖干细胞精准移植技术在养殖鱼类单性种质创制中的广泛应用？

26 梯级水库群如何实现汛限水位联合优化调控？

27 如何高值利用有机污染化工废盐，推动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28 如何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构建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并实现安全稳定送出？

29 如何发展面向高性能和低成本产业升级的自主可控 SoC 芯片？

30 如何实现冲击地压煤层智能安全高效开采？


	七、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