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2021年江西省应用研究培育计划

（临床医学领域）申报指南

2021年江西省应用研究培育计划（临床医学领域）是为

各级医疗机构科研人员设立的临床医学研究项目（基础性研

究不在此类别申报），旨在激发临床医生的创新积极性，总

结临床研究成果提升创新意识，培养（引进）青年人才，通

过与申报单位 1:1联合资助方式，撬动医疗机构的研发投入

（不支持联合资助的单位项目不予立项）。

一、申报条件及要求

（一）申报人必须是具有硕士学位（不含在读硕士生）

或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以上的在职在岗人员；

（二）项目负责人要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申请

项目的研究，同年只能申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1项；

（三）申报人受聘多个依托单位的，只能通过一个依托

单位申报；

（四）参与者与申报人不是同一单位的，参与者所在单

位视为合作研究单位，鼓励联合申报；

（五）其他有关共性要求同样适用本指南。

二、组织方式及资助形式

（一）组织方式

采取公开竞争方式组织申报、遴选，限额推荐。

（二）资助形式

该类项目全部采取联合资助方式支持。

三、支持强度和执行年限

（一）支持强度：10 万元/项（其中：省财政经费 5 万



元，申报单位配套经费 5万元）。

（二）执行年限：2~3年。

四、支持方向

1．西医临床医学

重点支持支持临床医学各学科及口腔医学等常见多发性

疾病的临床诊疗创新技术、治疗方案优化以及循证评价技术

研究。各类重大慢性病的诊疗关键技术，规范化诊疗方案及

流行病学研究；传染性疾病、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的诊疗新

技术及创新防控技术研究；生殖健康及出生缺陷疾病防控阻

断技术；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等特殊人群疾病防治

技术研究等。

2．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

重点支持中风、高血压、慢性阻塞性疾病、慢性肾病、

糖尿病、癌症等重大疾病的中医药防治方案优化及循证研究；

支持中医治未病研究；支持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等

难治性疾病的中医或中西医结合防治方案优化及循证研究；

支持针灸、推拿等中医特色诊疗技术规范化应用研究；支持

学术流派、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传承研究；开展基于大数据、

人工智能的中医医疗服务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