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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4年度公共安全专项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项目一：数字警务双活指挥中心多模态关键技术研究

1.拟解决问题：针对重大自然灾害、重大意外事件、系

统故障等因素导致指挥系统无法运行正常问题，开展基础网

络环境改造研究，利用高可用实时数据同步技术，开发设计

双活指挥中心并行工作架构，实现主备中心智能切换，保障

警务指挥无缝衔接；针对接报警系统中定位不准确、警情描

述不清晰、现场不可视等问题，利用内部多媒体融合技术，

开发基于 IMS 网络的 5G VoLTE 视频报警系统，实现跨端、

跨网视频同步展示，构建视频报警数字警务指挥体系。

2.考核指标：构建现代数字警务双活指挥中心并行技术

架构 1 套；研制跨域视频报警等技术模型 2 项；完成重庆市

公安局超大规模城市双活指挥中心跨域视频报警技术示范 1

项；研发跨域 5G VoLTE 视频报警系统 1 套，系统用户满意

度≥98%，满足 7×24小时无故障运行要求，单主流媒体应用

服务器满足 50 个坐席客户端在线连接和访问要求，系统对

100000 条以下数据进行查询响应时间≤3s, 条件查询响应时

间≤5s。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 2—

超过 10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高校、科研院所或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

合作。

7.其他说明：本项目以部门联动方式实施，由市公安局

推荐申报。

项目二：多维数据融合智能治理关键技术研究

1.拟解决问题：针对数字化时代超大城市社会基础数据

量大、杂质多，数据完整性、可信性、及时性不足等关键共

性问题，研发基于多维数据融合的社会基础数据精准关联技

术，研究面向个人身份要素的人地关联映射算法，研究集成

多维数据的区域空间信息关联算法，构建全流程、全自动处

理的数据智能分析框架，实现社会基础数据全流程全自动高

效采集、多维关联、智能治理、数据结果精确表达与呈现，

推动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2.考核指标：开发超大城市社会基础数据智能治理系统

1 套，具备千万级目标（约 34 万条/秒）数据实时处理分析

能力，离线处理分析数据能力不低于 42万条/秒；实现处理

分析百亿级数据时长≤60 分钟，人户分离数据发现准确率≥

98%，漏登实有人口数据发现准确率≥95%；系统简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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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时间≤2s，复杂多重查询响应时间≤5s，复杂数据分析

响应时间≤20s；在重庆市治安管理部门示范应用。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高校、科研院所或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

合作。

7.其他说明：本项目以部门联动方式实施，由市公安局

推荐申报。

项目三：无人机一体化侦测管控反制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 4G/5G 网联无人机低空安全潜在威

胁凸显、标准化管控平台缺乏、侦测反制有效手段不足等难

题，开展基于大数据的网联无人机信号侦测识别、轨迹跟踪、

精准拦截防御等关键技术研究，建立网联无人机侦测与防御

体系，实现无人机状态智能分析功能；开发网联无人机标准

化管控平台，构建典型应用场景下的环境特征库，填补国内

网联无人机侦测反制技术空白。

2.考核指标：构建网联无人机标准化管控平台系统 1

套，无人机识别准确率≥95%，虚警率≤5%，拦截准确率

≥95%，拦截及时率≥90%，并行管控无人机数量≥5 架，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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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距离≥5km，有效拦截距离≥1.5km；研制智慧化网联无人

机运动特征、飞行轨迹等状态分析模型 1 套；开发基于深度

机器学习和大样本训练模型的 AI网联无人机识别技术 1套；

开展重庆市要地区域网联无人机标准化管控技术应用示范 1

项，建立网联无人机综合立体防御演示基地 1 个；编制标准

1 项。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高校、科研院所或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

合作。

7.其他说明：本项目以部门联动方式实施，由市公安局

推荐申报。

项目四：智能侦测装备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刑侦设备智能化程度低、集成化功

能弱、数字化技术支撑不足等问题，开展面向刑事侦测的智

能化和数字化关键技术与设备研究；开发针对犯罪现场生物

物证的 DNA 提取纯化、指纹采集、下颌骨特征分析等疑难

侦测技术的关键设备，研究智能化处理、计算与分析算法，

为刑事勘验提供新型智能侦测技术与设备支撑，提升社会治

理、案件侦测体系现代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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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指标：研制疑难微量 DNA 生物证据提取装置 1

套，微量物证 DNA 提取富集率≥85%；研制集指纹采集-分

析-归档等一体化采集装置 1 套，十指指纹采集时间缩短至

5min 以内，指纹采集合格率≥98%；开发人体下颌骨数字化

标定与人工智能判别设备与算法 1 套/项，性别判定准确度

≥93%；在重庆市相关部门开展应用示范；编制规范 2 项。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高校、科研院所或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

合作。

7.其他说明：本项目以部门联动方式实施，由市公安局

推荐申报。

项目五：重庆三峡库区国土空间监测数字化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重庆三峡库区国土空间监测时效性

不够、风险预警精度不高、多跨协同效率低等问题，研究涵

盖遥感、测绘、地质等多维度空间数据的动态感知和融合治

理技术；开展三峡库区多场景统一监测评价技术指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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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多源异构监测数据智能化分析算法和时空数字化底座

模型，为三峡库区时空数字化底座构建提供技术支撑。

2.考核指标：开发三峡库区国土空间监测“空天地”数据

实时感知技术，主要数据传输时延≤1min；构建多源异构数

据“分类—治理—质量控制”技术模型 1 套，数据共享服务响

应效率≥70%；构建三峡库区时空数字化底座模型 1 套，数

据安全共享与溯源跟踪能力≥80%；开展应用示范 4 项；编

制标准 1 项。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50万元，市级部门财政经费资助不低于 150万元，承

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45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高校、科研院所或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

合作。

7.其他说明：本项目以部门联动方式实施，由市规划与

自然资源局推荐申报。

项目六：三峡库区危岩协同监测预警技术研发与应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三峡库区危岩崩塌监测技术针对性

不强、风险预警精准度不高等问题，开展危岩崩塌前兆特征

动力学监测技术及设备研究；研发危岩崩塌分布式网状监测

技术及设备；融合现有监测技术和管控系统，建立危岩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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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传感器、多要素协同预警模型，为三峡库区危岩地灾高效

防控提供技术支撑。

2.考核指标：研发危岩崩塌动力学监测设备 1 套，加速

度监测精度±1mg，预警响应时间较传统位移监测提前 1~3

小时；开发危岩崩塌分布式网状监测设备 1 套，形变感知精

度 0.1mm，最小控制网格 4m2；建立多源信息融合预警模型，

预警准确率≥80%，预警模型接入市级“危岩地灾风险管控应

用”；在三峡库区选择不少于 3 处典型危岩崩塌区进行示范应

用。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200万元，市级部门财政经费资助不低于 200万元，承

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60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高校、科研院所或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

合作。

7.其他说明：本项目以部门联动方式实施，由市规划与

自然资源局推荐申报。

项目七：复杂城市道路地下空间地质病害分布式地震波

探测技术与装备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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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拟解决问题：针对复杂城市道路地下岩溶、孔洞、软

弱夹层等地质病害演化机理复杂、探测识别准确率低等问

题，研究复杂城市道路地下空间地质病害主-被动多源融合分

布式地震波探测关键技术与成套装备，构建基于深度学习的

城市道路地下空间地质病害三维探测识别系统，为城市道路

地质病害全地形全要素高精度探测提供技术支撑。

2.考核指标：研制分布式主-被动多源融合的道路地下

岩溶、孔洞、软弱夹层等地质病害地震波探测装备，频响范

围 0~1200Hz，动态范围≥130dB，单次探测覆盖面积≥

200m2，有效探测深度≥100m，准确率提升≥30%，效率提

升≥50%；开发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探测系统，具备数据自

主分析与识别、三维交互展示、处治辅助决策等功能；编制

标准 1 项；在重庆等复杂城市开展地下 0~100 米精细化探测

示范应用不少于 3 处。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50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45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八：复杂岩土体精细结构无人机载航空电磁时频协

同勘测技术与装备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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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拟解决问题：针对航空电磁技术应用于地质灾害隐患

坡体内部岩土体精细结构勘测存在的单一勘测技术效率差、

分辨率低、难以满足坡体结构精细勘测要求等问题，研发航

空电磁勘测技术与装备，开发低频航空探地雷达系统、全航

空瞬变电磁系统、半航空时频电磁系统，开发配套航空平台

和解译软件，实现公路、铁路等沿线地质灾害隐患坡体内部

软弱夹层、基覆界面、破碎带等可靠识别。

2.考核指标：无人机载航空探地雷达系统，载荷重量

<10kg，20m以浅分辨率分米级；无人机载全航空瞬变电磁

系统，荷载重量<15kg，50m以浅深度分辨率<1.5m；无人机

半航空时频电磁系统，载荷重量<10kg，100m 以浅探测深度

分辨率<2m；仿地航测系统 1 套，实现复杂山区弱或无 GPS

信号条件安全飞行，定位分辨率达到厘米级；隐患坡体内部

软弱夹层、基覆界面、破碎带等识别准确率≥80%。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科研院所或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九：危化品生产及储运装置安全风险监测与防控关

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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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拟解决问题：针对危化品生产及储运装置风险识别和

预警智能化程度低、风险预判不精准等问题，研究典型危化

品生产及储运装置风险源定量表征与智能识别技术；开展多

危险源并行在线监测技术研究；构建基于多源信息感知的风

险预警模型，开发典型危化品生产及储运装置健康管理系

统，并在危化品产及储运场景中开展应用示范。

2.考核指标：开发具备实时监测、风险评估控制和智能

运维功能的危化品生产及储运装置健康管理系统 1 套，监测

指标类型≥10种，具备活性腐蚀和振动损伤监测功能，加速

度测量范围±2g，分辨率 0.002g，监测准确率不低于 90%，

报警提示终端类型不少于 2 种，装置停工检修时间缩短 20%

以上；在不少于 2 个典型危化品生产或储运场景开展应用示

范，其中至少有 1 个是高温、高压、强腐蚀等苛刻环境下危

化品生产及储运场景。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高校、科研院所或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

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十：地下空间灾害防治定向钻进探测关键技术与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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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研发

1.拟解决问题：针对地下空间（矿山、隧道、地铁等）

瓦斯、突水、不良地质等重大灾害精准探测与高效防治技术

难题，研究近钻头轨迹精确测量、岩层随钻实时探测、钻杆

自动装卸、钻进参数实时监测、自动化定向钻进、远程遥控

控制等关键技术；研发地下空间钻探一体化灾害防治核心技

术，研制定向钻进与随钻探测一体化地下空间灾害防治装

备，为地下空间重大灾害的高效防治提供技术支撑。

2.考核指标：定向钻进与随钻探测一体化地下空间灾害

防治装备 1 台（套），近钻头轨迹随钻测量测量仪器距离钻

头 0.6m以内，定向钻孔靶点控制精度优于 1m；随钻地质参

数探测半径≥0.3m，实现随钻随测；钻杆自动装卸时间小于

120s，具备钻机压力、流量、转速等各类状态参数的采集和

显示功能，最大遥控距离 50m。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十一：山地城市超高层建筑结构安全监测关键技术

研究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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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拟解决问题：针对山地城市超高层建筑结构安全监测

中存在监测环境复杂、数据失真多，难以实现精准预警和防

控等难题，开展基于卫星物联网的超高层公共建筑水平位

移、沉降、倾斜度、形变等参数高精度监测技术研究，提出

结构损伤识别与安全评估方法，构建基于北斗卫星导航信息

的建筑物三维模型；研发建筑结构的摆动周期和变形数据状

态识别算法；开发超高层建筑结构安全智能监测预警大数据

平台，为人口密集型超高层建筑结构安全提供技术保障。

2.考核指标：超高层公共建筑实时监测系统水平位移监

测误差/最大测量范围≤2mm/±50m；沉降及形变监测误差/

最大测量范围≤5mm/±50m；倾斜度监测误差/最大测量范围

≤0.01°/±60°；卫星物联网模块发射/接受功耗≤5w，静态功

耗≤0.5w；在 1 个超高层建筑群开展应用示范，总示范面积

≥10 万平方米；编制标准 2 项。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万元，市级部门财政经费资助不低于 100万元，承

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高校、企业或科研院所牵头，鼓励产学研

合作。

7.其他说明：本项目以部门联动方式实施，由市住房城

乡建委推荐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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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十二：液化空气储能非补燃破岩关键技术研发与应

用

1.拟解决问题：针对炸药爆破岩石的高危险性、高碳排

放，以及 200～300m 的爆破安全距离严重浪费土地资源等问

题，研究液化空气储能非补燃破岩技术；构建压缩空气液化

储能与利用的能量平衡模型，开展液化空气储能破岩技术及

能量评估模型研究，研制标定能量、可重构储能管，开发基

于 5G 或卫星物联网的智能化高压远程输能穿孔装备与技

术、液化空气储能破岩施工工艺，构建制氧-储能-加注-安全

利用的液化空气储能破岩系统，为重庆市砂石矿山开采提供

技术支撑。

2.考核指标：远程输能穿孔及无动力湿法除尘技术节约

除尘用水 30%；液化空气储能破岩新技术液氧单耗

<0.7kg/m3，破岩成本降低 20%，破岩作业综合能耗降低 30%，

实现零碳排放破岩作业；建设 2 级能耗（0.50kW·h/Nm³）无

人值守液氧储能示范站 1 个，液氧存储压力<1.5MPa；建成

砂石矿山破岩示范工程 1 项，编制标准 1 项。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万元，承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高校、企业或科研院所牵头，鼓励产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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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7.其他说明：联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优先支持。

项目十三：路侧超高频毫米波雷达+微光视觉融合全息

感知技术与装备研发

1.拟解决问题：针对城市交通和高速公路环境下路侧全

息感知系统存在的雷达抗干扰能力差、视觉系统对光照和环

境敏感、雷达与视觉数据融合效率低下，目标定位不够精准，

以及恶劣气候条件下系统性能显著下降甚至失效等瓶颈问

题，研发路侧超高频毫米波雷达+微光视觉融合全息感知系

统，实现城市、高速环境下的精细全息交通信息感知，大幅

提升全天候全天时适应性、目标信息感知精度、全息信息感

知维度等性能，为重庆建设西部综合交通枢纽提供支撑。

2.考核指标：构建 92GHz 交通路侧超高频毫米波雷视系

统；研发高频毫米波雷达高精度点云检测与参数估计算法，

典型车辆目标探测距离优于 500m；研发雷达-视频融合跟踪

算法，航迹 ID 唯一率不低于 95%；开发路侧超高频毫米波

雷达+微光视频融合全息感知系统，实现城市、高速环境下

双向 10 车道、500m 范围内的精细全息交通信息感知，满足

车道级目标定位，刷新率不低于 10Hz；开展应用示范 1 项。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万元，市级部门财政经费资助不低于 100万元，承

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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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高校、企业或科研院所牵头，鼓励产学研

合作。

7.其他说明：本项目以部门联动方式实施，由市交通运

输委员会推荐申报。

项目十四：新型食品安全风险因子快速检测关键技术与

装备研发

1.拟解决问题：针对食品基质复杂、检测干扰多、处理

时间长、风险因子前端预警技术与快检设备不足等食品安全

检测共性问题，研发食品适度加工全过程食源性微生物、生

物毒素、重金属、残留农兽药等风险因子的快速检测、预警

技术及装备，为食品加工企业和行业主管部门智能监控提供

技术支撑。

2.考核指标：研制食源性微生物、生物毒素、化学风险

因子等食品全风险因子高灵敏高通量识别检测装置 2 套，标

志性微粒操控加速反应设备 3 类/套，缩短生物毒素检测用高

通量检测试剂盒孵育时间至 15min 以内；合成制备新型检测

识别材料 2 类，检测灵敏度比国标方法提高 1 个数量级；开

发新型风险因子仿生快速识别试剂 2 种；编制标准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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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万元，市级部门财政经费资助不低于 100万元，承

担单位出资不低于 300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高校、企业或科研院所牵头，鼓励产学研

合作。

7.其他说明：本项目以部门联动方式实施，由市市场监

管局推荐申报。

项目十五：脆弱生态系统外来物种入侵监测与防控关键

技术研究

1.拟解决问题：针对脆弱生态系统中外来物种侵害的生

态过程不明、监测预警技术手段缺乏等问题，开展红火蚁、

草地贪夜蛾、番茄潜叶蛾、实蝇等重大/新发入侵物种的智慧

监测预警技术和设备研究；开发具备高效识别、智能计数、

智慧预警的可移动、全天候、全方位入侵生物快速识别与智

慧监测系统；研发可远程操控双轴云台；为实现外来入侵生

物有效监测、保障长江上游地区生态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2.考核指标：实时识别与智慧监测系统监测目标入侵生

物≥5 种，至少 3 种入侵物种图像识别准确率≥85%；建立至

少 3 种入侵生物种群动态模型，田间发生预测准确率不低于

80％；数据可通过 5G 网络或卫星物联网发送至终端；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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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云台仰俯角±45°，方位角±180°；采集摄像头像素

≥1600 万，视场角 78.5°，畸变<1.0%；设备重量≤700g，

可应对多种复杂天气；开展应用示范 2 项。

3.资助强度及方式：拟支持 1 项，市级财政经费资助不

超过 100万元，区县财政经费资助不低于 100 万元，承担单

位出资不低于 300 万元。

4.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

5.组织方式：公开竞争。

6.申报条件：高校、企业或科研院所牵头，鼓励产学研

合作。

7.其他说明：本项目以市区联动方式实施，由北碚区科

技主管部门推荐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