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度现代服务业（文化科技融合）专项

申报指南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构建优质高效的现代

服务业体系，促进现代服务业和其他产业深度融合，推动现

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以科技创新支撑文化强国战略，宁波

市“科创甬江 2035”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拟实施“现代服务业

（文化科技融合）”专项，现发布 2024年度项目指南。

本专项的总体目标是：面向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消

费升级、产业能级提升以及城市公共安全等重大需求，以问

题为导向，持续推进文化科技双向赋能以及数实融合全链深

化，着力提升数智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放大、叠加和倍增

作用，形成一批具有国产替代或宁波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持续擦亮全国文明城市“金名片”，全方位提升宁波的文化

影响力和城市软实力。

2024年指南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和重点突出两大原则，围

绕文化科技融合、智慧生产服务、智慧生活服务等三个技术

方向，按照前沿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两个层面，拟启动

11项指南任务。其中，围绕文化科技融合技术方向，拟启动

2项指南任务；围绕智慧生产服务技术方向，拟启动 4项指

南任务；围绕智慧生活服务技术方向，拟启动 5项指南任务。

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3年。近三年已获得资助的研究内容

原则上不重复资助。



一、文化科技融合专题

1.数字文创资产可信流通及服务网络关键技术研发与应

用

研究内容：围绕数字文创资产创新服务新范式的确权登

记、可信流通和侵权溯源等问题，研究基于版权资源标识的

数字文创资产产权标识、封装与解析、权属备案与查验、可

信授权、发行流通和侵权追踪等技术；研究建立以版权资源

标识为核心的宁波特色数字文创资产权属管理数据中心；构

建数字文创资产权属管理透明服务网络，实现对数字文创资

产的权利声明、唯一标识、合规发行、合法授权、合理转让、

防伪查验、侵权追踪等社会共同监督与管理功能。

考核指标：研制数字文创资产权属标识增强编码封装与

解析工具 1套，封装容量≥128bit，标识封装成功率≥98%；

标识解析准确率≥99%；建立数字文创资产权属管理数据中

心，平均响应时间≤3 秒，查验成功率≥99%；构建数字文

创资产权属管理透明服务网络（节点数≥3），服务吞吐量≥

800tps，侵权线索发现率≥96%；构建宁波地方特色的数字

文创知识库 1套，支持数字文创资产授权与流通态势分析；

累计发行具有宁波标识的数字文创资产≥3000件、文创赋能

制造业的实物产品≥300件，累计实现数字资产交易流转≥

3000次；申请受理或授权发明专利≥3件，获批软件著作权

≥3项。

有关说明： 申报单位不限，鼓励联合申报。财政资助

经费不超过 300万元；如企业牵头，则不超过项目研发总预



算的 20%。

2.南方滨海古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南方滨海地区高地下水位、高盐分

地质特点以及古遗址保护问题，通过红外热成像、智能感知

等对古遗址本体水盐迁移、表面微裂隙发育过程监测，开发

遗址本体病害精细感知、病害发育过程评估监测以及环境智

能调控技术，形成潮湿环境下古遗址适宜的环境控制系统；

研究多功能防风化材料及其在潮湿环境下的应用工艺，研究

古遗址原位加固保护防治技术；研究面向游客的原真性和沉

浸式可视化技术，展现遗址不同时期风貌和目前的保护措施。

技术指标：开发古遗址病害发育过程监测系统 1 套，形

成南方潮湿环境下遗址遗存的成套保护解决方案 1套。其中，

①平台响应时间<100ms，遗址文物受损程度、水位测试、环

境控制等监测数据误差不超过 3%；②开发加固保护材料≥2

项，实现土体含水率降低至初始状态的 50%以上，固化土体

孔隙比<1.2，7 天压缩模量>1.0 MPa，渗透系数降低 50%，

遗存构件抗压性能提高 150%；③开发古遗址保护和展示一

体化的成套新颖系统 1套，在相关文保单位进行初步验证。

申请受理或授权发明专利≥3件。

有关说明: 申报单位不限，须联合文保单位申报。每项

申报至少覆盖其中 1条考核指标。财政资助经费不超过 300

万元，如企业牵头，且不超过项目研发总预算的 20%。

二、智慧生产服务专题

3.智能网联汽车多场景可靠性检测平台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智能网联汽车可靠性与安全性需求，研

究极端复杂工况下相关雷达、摄像头等汽车传感器可靠性测

试技术与系统；研究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测试技术规则，

研发面向智能驾驶域控制器的模拟仿真测试系统，建立测试

仿真虚拟环境和虚实结合的测试用例，实现通用可复用的实

景仿真测试环境；研究智能网联汽车传感器、车载通信终端、

整车系统等全方位攻击技术，形成智能网联汽车网络安全仿

真众测系统；构建智能网联汽车可靠性检测与评价平台，形

成完善的检测评价服务体系并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实现一套智能网联汽车多场景可靠性检测平

台。智能汽车传感器可靠性测试平台覆盖 8种以上可靠性测

试范围；智能驾驶域控制器的模拟仿真测试系统支持 L4 级

别自动驾驶，支持≥11路摄像头图像数据的实时注入，帧率

≥60fps，自动驾驶仿真场景库的场景数量≥1000 个；智能

网联汽车网络安全仿真众测系统，具备≥300G 流量攻击测

试能力，信息安全测试用例库≥500项，漏洞自动检测准确

率≥98%。申请受理或授权发明专利≥3 件，获批软件著作

权≥5 项，制定团体标准≥3 项。在不少于 1 家整车企业 5

家零部件企业示范应用，为≥10种型号产品提供服务，产生

经济效益≥1000万元。

有关说明：企业牵头，鼓励联合申报。财政资助经费不

超过 500万元，且不超过项目研发总预算的 20%。

4.个性化定制家电产品的智能创新设计平台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数智时代家电产品创新设计需求，开发

融合用户、技术、商业数据的家电产品群智创新设计技术；

研究海量用户消费水平、文化偏好、行为特征等多源异构数

据的 CRM分析 AI算法模型，研究动态用户画像与个性化需

求识别技术；开发面向家电产品个性化设计的专用设计大模

型，研究产品设计方案的智能生成技术；研究基于 XR的产

品多模态用户体验评估与优化技术，实现自然交互的沉浸式

体验；研究用户参与定制的制造商协同设计关键技术，开发

面向个性化需求的家电产品创新设计平台。

技术指标：开发面向个性化需求的家电产品智能创新设

计系统 1套；建立家电用户、技术与商业大数据集，用户数

量≥500万，用户需求识别准确率≥95%；构建设计 AI大模

型数据库，数量达到 5万件，具备家电产品外观设计方案的

智能生成能力，准确率达到 95%，输出的设计方案响应时间

<10s；多模态 XR 交互帧率>30fps；申请受理或授权发明专

利≥3件；在项目执行期内，为不少于 5种型号产品提供智

能创新设计服务，产生经济效益≥2000万元。

有关说明：企业牵头，鼓励联合申报。财政资助经费不

超过 500 万元，且不超过项目研发总预算的 20%。

5.面向产业链典型场景的智能检测关键技术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产业链典型制造过程的智能检测与主动

安全防控需求，研究基于多角度、分时成像、微秒频闪触发、

偏振过滤、相位 HDR 等技术的高精密光学技术与系统；融

合半监督及弱监督图像分割及分类技术，实现复杂工况条件



下的制备产品缺陷精准在线缺陷检测；研发在役典型设备远

程损伤泄漏监测技术，构建运行状况动态推演与寿命预测为

一体的设备监测和早期预警网络；开发在线检测评价数据软

件，构建数据库以及远程动态风险监测和预警大数据事故防

控平台，实现高效的智能检测与主动安全防护评价，在电致

变色玻璃、氢能产业、固废循环利用等领域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目标：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在线缺陷检

测和预警事故防控平台 1套，配套操作及质量评价软件各 1

款，实现工艺和设备风险动态监控、远程诊断和事故预警等

功能。其中，①平台在线检测效率≤5s/pcs，最小缺陷检出

尺寸≤0.1mm，缺陷识别率＞99.5%，漏检率≤1%，过检率

≤2%。建立可扩展、可查询、可比对评价的缺陷项目图片数

据库 1套；②研制典型部件可靠性测试试验装置 1套以及典

型设备在线监测装置 1 套，响应时间≤1 秒，满足不低于

90Mpa压力测试环境。申请受理或授权发明专利≥6件，获

批软件著作权≥3项；制修检测与安全防控方面技术标准≥2

项。

有关说明： 申报单位不限，鼓励联合申报。每项申报

至少覆盖其中 1条考核指标。财政资助经费不超过 300万元；

如企业牵头，且不超过项目研发总预算的 20%。

6.面向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的数字化分析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危化品易燃易爆有毒、风险高、破坏程

度大、灾害事故处置难度大等问题，研究面向危险化学品事

故应急救援的数智研判关键技术，包括灾情趋势推演研判、



处置方案智能辅助决策、数字化教学模型设计等技术。研究

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数据的多模态、一体化高效采集与分析

技术，结合空中移动平台及传统传感采集手段，实时采集高

清画面、温度、可燃有毒气体浓度等多模态数据，并进行智

能研判与快速辅助决策。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在危险化学品事

故现场处置中的应用，搭建泄漏、火灾、爆炸等各类典型危

害模型，设计危化品储罐、槽罐车等教学理论模型，建立危

化品应急救援智能化研判系统，综合推演事故后果区域影响，

提供个人防护等级建议，生成科学的应急救援对策措施，提

高危化品事故应急救援效率和准确性。

考核指标：开发一套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在线智能

研判及数字化分析平台，配套 APP移动终端，平台应用智能

研判准确率≥95%，事故后果分析匹配率≥85%；形成“危险

化学品事故案例分析及事故数字化模型印证”、“危险化学品

储罐和槽罐车等数字化教学模型”各 1套；编写各类数字化危

险化学品突发事故的行动要则或手册、突发事故应急救援技

战术操法各 3套以上；上述成果在相关单位进行测试应用。

有关说明：申报单位不限，鼓励联合申报。财政资助经

费原则上不超过 100万元。如企业牵头，财政资助经费不超

过项目研发总预算的 30%。

三、智慧生活服务专题

7.宁波在役隧道结构智慧检测安全评估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宁波特殊地质在役隧道安全需求，研究



基于激光雷达与计算机视觉的隧道智能检测系统，实现隧道

结构病害、线路超界、障碍物等智能快速检测与精准识别；

研究宁波软土隧道病害智慧识别及安全预警人工智能技术，

研究宁波隧道整体安全状态智能化大数据分析、风险预警与

智慧决策技术；研究基于平台大数据的定量评价方法和隧道

安全评估标准，建立隧道结构健康与韧性量化计算模型，提

出隧道安全风险等级定量评估标准，并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研制一套自主移动式隧道三维扫描小车及数

据处理系统，具备三维检测、病害智能识别、云端数据处理

及 4D/5D可视化展示等功能，检测精度±1mm，隧道三维检

测工作时速≥10 公里/小时。搭建一套宁波软土在役隧道病

害智慧检测及安全预警平台，实现多源数据集成、可视化成

果展示、智慧预警与处置等功能，隧道结构变形与病害检测

覆盖率提高至 100%，预警时间缩短 50%，预警准确率≥95%，

系统响应时间＜100ms，运维人力减少 60%。形成一套宁波

软土地区隧道结构安全评估标准（宁波细则）。申请受理或

授权发明专利≥3件，获批软件著作权≥2 项。完成宁波在

役隧道平台管控示范项目不少于 3个，实现经济效益≥3000

万元。

有关说明：企业牵头，鼓励联合申报。财政资助经费不

超过 300万元，且不超过项目研发总预算的 20%。

8.自动驾驶场景中人机共驾晕车接管安全与干预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自动驾驶汽车在紧急情形下需人为接管

安全问题，结合多种生理传感器及可穿戴设备，实现晕车发



生率的精准测量和预测；基于“人-车-环境”多源异构数据集

和人工智能分析算法，建立晕车状态下的驾驶接管安全预测

模型；基于自动驾驶情景变化的全过程，分析晕车后不同驾

驶者的接管行为逻辑，开发基于多模态信息的自适应性晕车

接管干预系统，辅助驾驶者实现安全驾驶接管，在实际场景

中进行测试验证。

考核指标：研发 1套钠离子唾液传感器及多参数可穿戴

晕车测量设备，实现柔性可穿戴设备的小尺寸开发（传感器

阵列<1cm×1cm、传感器尺寸<4cm×4cm），检测范围达到

10^(-7) M～1M；开发 1 套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晕车状态下

驾驶接管安全预测系统，在宁波整车龙头企业开展原型机预

测，实现预测准确率≥85%； 研发设计 1套基于多模态信息

融合的自适应性晕车接管干预系统，能提升 30%以上的晕车

状态下的驾驶接管成功率；申请发明专利≥3件，软件著作权

≥3项，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5篇。

有关说明: 申报单位不限，鼓励联合申报，如高校院所

等事业单位牵头，须联合企业申报。财政资助经费不超过 100

万元。如企业牵头，财政资助经费不超过项目研发总预算的

30%。

9.城市公共数据安全流转及用户信息保护关键技术研发

及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城市公共数据的安全保护与有效治理问

题，研究数据收集隐私实时处理技术、隐私全程保护技术、

匿名身份验证技术、用户行踪不可链接技术；研究隐私属性



克隆支付卡识别与阻断、支付终端 DoS以及 DDoS攻击识别

与控制、涉嫌违法的匿名用户追踪技术、重点对象行踪关联

分析技术；研究数据去中心化公开确权技术、全流程无泄漏

保护技术、数据权属欺诈检测技术、数据精确无损处理技术；

并在公共交通、电子支付、政务应用等领域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研发多形式交易统一清算示范系统 1套。研

发支付隐私保护、数据可靠确权、安全流转开放平台 1个，

实时支持隐私处理附加时间≤150ms，支付离线检测时间≤

250ms，数据集可靠确权计算时间≤400ms，联合确权方可扩

展且不少于 3 方，违规/攻击行为系统响应时间≤10s，全系

统违规/攻击阻断时间≤20s，系统用户可扩展且不低于 300

万。申请受理或授权发明专利≥8 件，获批软件著作权≥8

项；发布团体标准≥3项；在公共交通、电子支付、政务应

用等领域应用而产生的相关营业收入 5000万元以上。

有关说明:企业牵头，鼓励联合申报。财政资助经费不超

过 300万元，且不超过项目研发总预算的 20%。

10.近海生态资源环境时空监测数据库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面向宁波近海多产业发展与数字化管理对生

态资源环境基础信息大数据的迫切需求，研究近海生态资源

环境时空监测数据库关键技术，实现近海生态资源环境监测

数据采集-分析-评估一体化管理。围绕宁波近海典型海洋生

态功能区，结合卫星、航空、地面等多种观测手段，建立近

海生态资源环境天空地海协同监测网；研究近海生态资源环

境多源时空监测数据的有效性评估技术；研发近海生态资源



环境监测数据库，满足近海不同行业生态资源环境监测数据

的统一管理需求，并研究数据同步更新技术，实现不同时期

监测数据的有效更新与管理；研发支撑海洋管理或产业发展

的典型数据产品。

考核指标：建立宁波全域近海海洋空间利用和生态资源

环境数据库，涵盖卫星、航空、地面站点等天空地海多模态

时空监测数据；宁波近海空间利用和生态资源环境监测网建

设方案咨询报告；研发近海空间利用与生态资源环境监测技

术≥3 项；开发近海生态资源环境数据产品≥2 项；授权相

关国家发明专利≥3件，发表高水平论文≥5篇。

有关说明：申报单位不限，鼓励联合申报。财政资助经

费原则上不超过 300万元，如企业牵头，财政资助经费不超

过项目研发总预算的 20%。

11.AIGC模式下知识计算关键技术研究与科技服务创新

研究内容：面向 AIGC与科技情报服务领域融合发展问

题，研究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及语义关联技术，构建图谱化科

技情报资源体系，支撑科技大数据层次化、关联化和系统化

分析；研究价值情报深度关联挖掘与多维度智能情报推理技

术，研发满足多场景融合的多维度情报挖掘和分析模型；研

究基于深层语义分析的智能化搜索与推荐技术，实现面向不

同任务的科技实体智能认知与精准推送服务；建设智能化、

分布式科技信息互动服务平台，解决大规模异构科技大数据

分析效率和多维度分析与挖掘方法集成难题，开展全景式科

技情报高效智能挖掘与知识服务。



考核指标：构建层次化技术概念节点体系不低于 5万规

模；支持学术论文、发明专利、科研项目等科技实体与技术

概念自动挂接，准确率≥85%；开发典型技术语义分析和深

度情报挖掘模型（工具）≥5项；构建不少于 20项面向区域

特色产业细分领域的智能分析表达，形成基于多维度的全图

谱技术、行业报告。建成智能化、互动式科技信息服务平台，

支持亿级规模知识网络的秒级高效精准检索与分析，支撑技

术创新方向遴选、产业创新预判、前沿技术监测、技术路线

评估等应用场景，面向高校、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开展

科技情报公益服务 5000 家次/年以上。发表高水平论文≥2

篇，申请或授权国家发明专利≥3 件，申请软件著作权≥1

项。

有关说明：申报单位不限，鼓励联合申报。财政资助原

则上不超过 300万元，如企业牵头，财政资助经费不超过项

目研发总预算的 20%。

本领域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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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超 宁波大学

蔡幸波 浙江德塔森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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