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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省级生态环境科研项目指南（第一批）

2025年度省级生态环境科研项目（第一批）设立5个成果转

化与推广方向、19个科研课题项目。

一、成果转化与推广方向

1001 重点行业多种大气污染物协同治理新技术成套装备转化

与推广

1002 生态环境质量预警预测、污染源监控等新技术装备转

化与推广

1003 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新技术成套装备转化与推广

1004 基于人工智能的鸟类观测识别技术转化与推广

1005 新污染物“三重”筛查综合管控技术工具包及风险管控

系统转化与推广

二、科研课题项目

1.关键技术研发类

2101 江苏省大气污染“三破”关键技术研究（资助经费50万

元）

本项目针对我省秋冬季强逆温天气现象频发，重污染天气难

以根除的问题，选择典型城市的典型区域，探索污染过程中的污

染传输、极端逆温层、稳定结构破除（三破）技术方法路径，结



合现有人工影响天气技术，开展降尘减污关键技术研发，综合运

用实地调研、现场监测、统计分析等手段，并利用模型开展“三

破”数值模拟，评估“三破”技术成效，提出下一步“三破”技术的潜

在方向，为缓解我省的大气重污染过程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撑。

2102 基于功能化复合材料的多模态水质检测试纸研发（资

助经费50万元）

本项目针对传统水质检测试纸功能单一、灵敏度低、抗干扰

性差及依赖进口等问题，采用多模态信号协同检测与智能化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城市小商户（洗发、农副食品加工、餐厨、

汽车维修等）废水中表面活性剂、油类等特征因子，开展水质多

参数快速检测试纸研究，利用丝网印刷技术实现试纸分区负载与

图案集成；结合手机图像识别算法，建立污染物浓度数字化判读

模型，攻克复杂水样中特征因子的快速检测难题，形成“一纸多

检”高灵敏度试纸及配套智能分析系统，检测效率提高3倍以上，

直接成本降低50%，为环保执法、污水处理提供高效工具。

2103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危险废物焚烧经营单位异常行为分

析技术研究（资助经费50万元）

本项目针对危险废物焚烧设施运行数据真实性核验难、多源

异构数据融合分析不足、异常行为发现滞后等问题，采用大语言

模型多模态数据处理技术，结合焚烧机理模型与动态合规评估算

法，对焚烧设施工况数据、产治污设施用电数据及污染源排放数

据进行深度关联分析，研究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危险废物焚烧经营



单位异常行为分析技术，实现数据的自动匹配、异常识别及预警

处置。

2.工程示范类

2201 重点行业有机废气全过程控制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

（资助经费80万元）

本项目针对我省化工、涂装、人造板等重点行业有机废气治

理能耗大、成本高、监管难等问题，基于小试研究成果，开展无

组织废气高效收集、烟气循环/梯度利用、能量耦合催化氧化深

度净化、生产工况智能在线监控等工程化应用研究，形成低碳高

效的有机废气全过程治理集成技术体系，在典型企业开展低碳高

效深度减排工程示范，为我省重点行业有机废气的绿色低碳处理

打造样板示范工程。

2202 沿海典型污水厂尾水总氮深度削减技术研究及应用示

范（资助经费80万元）

本项目针对我省入海河流总氮浓度高、传统反硝化滤池脱氮

加药量大、脱氮成本高等问题，基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低

成本生物极限脱氮技术小试研究成果，在沿海典型污水厂开展尾

水总氮深度削减工程示范，为有效降低我省入海河流总氮排放量

打造样板示范工程。

2203 大语言模型在环境影响评价领域的应用示范研究（资

助经费80万元）

本项目针对建设项目环评编制、评估和审批环节中的专业知



识和效率要求高，相关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面临的环保专业知识

不足、更新不及时、理解不准确、执行尺度不统一等问题，通过

采用最新大型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开展生态环境领域法律

标准规范导则知识库数据集建立、环评文件结构化处理、环评领

域智能问答等工作，并进行环评文件智能审核探索，为实现智能

化辅助审批提供科技支撑。

2204 海水伽马核素自动高效富集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资

助经费80万元）

本项目针对现有海水伽马核素检测前处理过程复杂、核素吸

附效率低、制样时间长，无法满足现代化风险预警监测和应急响

应能力要求的问题，开展海水伽马核素全吸附高效过滤技术和核

素富集滤芯自动化脱水制样技术研发，开发海水伽马核素自动富

集系统样机，实现海水伽马核素的高效富集和自动化批量制样，

选取不少于3个典型应用场景开展应用示范，为提升海洋生态环

境的放射性监测和应急响应能力提供科技支撑。

2205 江苏省环境健康管理试点特色模式集成研究与应用示

范（资助经费80万元）

本项目针对我省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存在的系统性不足、特色

不够鲜明，以及工业园区环境健康调查监测标准规范缺失、生态

环境康养指数空白等问题，基于连云港市、泰州医药高新区（高

港区）、常熟新材料产业园、苏州昆山市、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

假区5个地区在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工作中所积累的成果及实



践经验，总结凝练具有江苏特色的试点经验，研发工业园区精准

化环境健康监测技术，构建生态环境康养指数（EHPI），形成

一套包含监测技术、指标体系及人才培养的集成成果，在省内试

点地区开展应用示范，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典型案例，为提升全省

环境健康管理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3.政策引导类

2301 ODS受控物质替代技术及管理政策研究（资助经费15

万元）

2302 “一年一微克”江苏省PM2.5达标路径及方案研究（资助

经费15万元）

2303 江苏省南水北调沿线典型湖泊水生植被退化特征及修

复对策研究（资助经费15万元）

2304 江苏省地下水国考点位水质稳定及改善方法研究（资

助经费15万元）

2305 用于盐碱地改良的太湖清淤淤泥污染物控制研究（资

助经费15万元）

2306 江苏省典型行业“减污降碳”技术监测评估与政策研究

（资助经费15万元）

2307 重点行业生态环境非现场监管数据智慧分析研究（资

助经费15万元）

2308 江苏省推动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相适应的财税政策研

究（资助经费15万元）



2309 江苏省钢铁行业产品碳足迹研究（资助经费15万元）

2310 江苏省生态环保产业现状调查及研究（资助经费15万

元）

2311 碳排放管控与清洁生产审核融合实施路径研究（资助

经费1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