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考核指标
研究期限
（年）

经费限额
（万元）

1

公路桥梁拉/吊索腐
蚀监测、安全评估
及应急处治关键技
术研究

研发推广

1、研发拉/吊索服役状态监测传感体系1套，实现索体
内部温湿度、钢丝锈蚀度监测等功能，监测准确率≥
90%；
2、形成全市公路桥梁拉/吊索监测实施方案不少于1
份，发布公路桥梁拉/吊索监测、评估、决策与应急处
治相关技术指南不少于1部；
3、在不少于2座公路桥梁上开展应用示范，覆盖桥梁拉
/吊索类型不少于2种。

2 40

2
山地城市深埋地铁
车站智能节能技术
研究

研发推广

1、形成全市轨道车站节能体系规划方案不少于1份，发
布轨道车站节能相关技术指南不少于1部；
2、从设备、技术、管理等多维度开展节能体系研究与
应用示范，实现单个车站能耗降低≥10%，并在全市不
少于2座地铁车站示范应用；
3、入选省部级节能降耗相关示范案例不少于1个。

2 40

附件1-1

重庆市2025年交通科技财政项目申报指南（研发推广类）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考核指标
研究期限
（年）

经费限额
（万元）

3
电动公交车参与电
网互动（V2G）调控
技术研究与示范

研发推广

1、研发电动公交-电网互动调控系统1套，构建电动公
交能耗分析、荷电状态与剩余电量评估、电动公交有序
充放电调度机制等不少于3个功能算法模型；
2、开展调度电动公交车参与电网调峰、作为移动充电
宝式应急电源反向输电给电网等不少于3个创新应用场
景；
3、V2G充电车辆接入系统不低于1000台，可反向上网功
率不低于1000KW；
4、入选省部绿色交通相关案例不少于1个。

2 40

4
在建山区高速公路
灾害应急管控体系
研究与示范

研发推广

1、完成气象、工程建设特征点多源数据共享汇集，形
成强降雨、大风等恶劣气象条件下，不同地质条件，在
建工序破坏特征预测模型1套，涉及气象条件、施工人
员、机械状态等气象和工程建设特征类数据不少于5
种；
2、形成在建山区高速公路重点路段多维度智能监测体
系，涉及桥梁、隧道、高边坡、高填方、危岩体等场景
不少于5种；
3、形成在建山区高速公路地灾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和
评估策略1套，发布山区高速公路防灾减灾智能监测建
运一体化技术指南不少于1部，在不少于50公里在建高
速公路开展示范应用。

2 40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考核指标
研究期限
（年）

经费限额
（万元）

5
高速路网能源协同
调控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应用

研发推广

1、研发高速公路路网电能智能调控管控平台1套，形成
电能管控供需预测算法模型不少于3个；
2、形成智能调控技术，提高绿色能源利用率≥20%；
3、发布交能融合相关技术指南不少于1部,在不少于500
公里高速公路示范应用；
4、成功申报省部级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等绿色交通典
型案例不少于1个。

2 40

6
山区河流无人化全
自动港口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

研发推广

1、研究大水位差码头无人化全自动装卸船关键技术，
形成1套无人化装卸船作业技术，大车机构定位精度≤
±50mm；
2、研究山区河流港口复杂地形水平运输无人化全自动
关键技术，形成1套无人化全自动水平运输作业技术，
水平运输设备系统响应时间≤200ms；
3、构建无人化全自动港区堆场智能作业关键技术，形
成1套无人化全自动堆场设备作业技术，大车机构定位
精度≤±50mm；
4、在不少于1个3000吨级及以上泊位，陆域面积不小于
100亩的港口进行示范应用。

2 40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考核指标
研究期限
（年）

经费限额
（万元）

7
大型货运枢纽无人
卡车智慧物流运输
技术研究与示范

研发推广

1、研发运营管理系统1套，提升货物装卸、运输路径、
交付时间等环节的准确性，实现货运枢纽物流运输服务
准确率≥95%；
2、研发安全隐患识别AI算法模型1套，智能感知并自动
辅助决策，实现安全预警及响应处置时间缩短至60秒以
内；
3、通过成本控制措施与多式联运协同等方式节约成
本，实现货运枢纽物流运输成本降低≥10%；
4、投入无人卡车不少于3辆，在不小于10平方公里货运
枢纽开展示范，联动周边物流节点不少于3个，年完成
运输服务订单不少于4000单。

2 40

8

山区内河航电枢纽
蓄放水影响下的航
道管理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

研发推广

1、形成基于多级数模的沿江蓄放水知识图谱库1套，基
于实测水位、流量匹配，预测蓄放水影响下的沿程水
位；
2、研发蓄放水影响下的水位预测预报系统1套，实现蓄
放水影响下的沿程水位预测，预测精度在0.3m以内；
3、提出满足山区内河船舶安全航行的水力学指标，以
及下游河段通航区域划分及分区的管理措施；在保障船
舶安全航行的前提下提高大流量下航道利用率≥10%；
示范应用航道里程不少于20公里。

2 40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考核指标
研究期限
（年）

经费限额
（万元）

9
中小跨桥梁健康监
测及系统评估技术
研究与示范推广

研发推广

1、形成适用于中小跨桥梁的监测方案、阈值设置方法
及健康度评价方法；相对于标准化监测方案，减少系统
成本≥30%；
2、监测系统满足数据采集、配置调试和远程监控等设
备全过程数字化管理要求，现场安装和维护效率提升≥
50%，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不低于30000小时；
3、发布公路中小桥梁监测相关技术指南不少于1部，在
全市不少于50座公路中小桥梁上开展示范应用，覆盖T
梁桥、空心板梁桥等桥型不少于3种桥梁。

2 40

10

基于5G-A通导监一
体化的低空基础设
施建设关键技术研
究

研发推广

1、发布重庆市基于5G-A的通导监一体化低空基础设施
建设相关技术指南不少于1部；
2、完成不小于10平方公里区域基于5G-A通导监一体化
低空基础设施的布局建设；
3、形成基于5G-A通导监一体化低空基础设施建设的示
范应用场景不少于3个。

2 40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考核指标
研究期限
（年）

经费限额
（万元）

1
基于数字化的交通
信用监管机制研究

软科学

1、发布交通信用体系风险全过程监管相关机制，发布
信用+执法监管相关机制；
2、形成“信用+执法”综合场景应用算法模型1套，并
依托信用系统应用，推出不少于2个“信易+场景”应用
方案；
3、形成“信用+执法”相关研究对策建议不少于1份。

2 40

2
面向超大城市现代
化治理的交通运输
体征指标体系研究

软科学

1、形成交通运输统计监测指标体系调研报告不少于1
份；
2、从基础设施、运输服务、行业治理等领域编制形成
交通运输体征指标体系1套，明确指标定义、计算方法
、阈值、评价标准；
3、形成体征指标案例应用方案不少于10个，并辅助在
我市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落地应用。

2 40

附件1-2

重庆市2025年交通科技财政项目申报指南（软科学类）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考核指标
研究期限
（年）

经费限额
（万元）

3
成渝双圈交通运输
软联通一体化研究

软科学

1、借鉴全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其他三极，全面深入开展
成渝毗邻地区交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调研，涵盖不少于
20个区县（市），覆盖交通基础设施、运输服务、行业
管理等领域，形成成渝双圈交通互联共享发展问题调研
报告不少于1份；
2、提出交通运输软联通一体化发展水平关键指标体系1
套，形成成渝双圈交通运输互联互通一体化典型案例集
不少于1份，包括不限于基础设施、运输服务、协同治
理等；
3、形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运输软联通一体化研
究应用方案不少于1个，对策建议不少于1份。

2 40

4
基于普通公路重点
应用“渝路智管”
数字化策略研究

软科学

1、形成重庆市普通公路数字化运行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配套的方案1套，创新市、区县、镇街三级普通公路融
合监管模式，并形成相关机制等；
2、形成普通公路结构物风险分类分级管控及路长数字
化履职知识体系不少于2套，发布普通公路数字化运行
管理绩效评价指南不少于1部；
3、形成普通公路运行管理的相关的AI数据模型不少于3
个；
4、形成普通公路结构物风险管控应急预案不少于1个，
并按照应急预案组织普通公路结构物灾害处置应急演练
不少于1次。

2 40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考核指标
研究期限
（年）

经费限额
（万元）

5
重庆市综合交通运
输结构体系和优化
对策研究

软科学

1、按季度形成交通运输结构运行分析报告；
2、形成重庆及周边省份交通运输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影
响和关系调研分析报告1份，分析运输结构典型城市
（区县）不少于3个；分别从国民经济总体、区域发展
、具体行业和企业等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分析重庆市
交通运输结构变化趋势，并与重庆市周边省份进行对
比，形成交通运输结构趋势评估报告不少于1份；
3、形成重庆市综合交通运输结构优化、物流降本提质
增效的政策建议不少于2份；
4、形成重庆市综合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对策研究应用方
案不少于1个。

2 40

6
城轨快线运营管理
体系研究

软科学

1、形成国内城轨快线运营管理情况调研报告不少于1
份，提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相关可行解决思路建议，形
成研究对策建议不少于1份；
2、形成7个及以上国内城轨快线做法案例集1套，覆盖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
3、发布城轨快线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技术相关地方标
准不少于1部，形成应用方案不少于1个，发布重庆市城
轨快线运营管理相关制度规范。

2 40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考核指标
研究期限
（年）

经费限额
（万元）

7
人工智能在交通运
输行业中的应用场
景研究

软科学

1、形成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行业应用现状及未来发展
趋势调研分析报告不少于1份；
2、形成国内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行业应用案例集1套，
涉及基础设施、运输服务、行业管理等不少于3类领
域；
3、形成推动我市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行业实施方案不
少于1份，涉及应用场景类型不少于5种；
4、形成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行业中应用的应
用方案不少于1个，对策建议不少于1份。

2 40

8

高速公路服务区分
布式能源差异化耦
合集成研究及其多
元化性能评估

软科学

1、形成为分布式能源系统评估可供参考的人工智能算
法模型不少于1个；
2、在传统单一能源系统基础上，对重庆高速公路典型
服务区不少于3种生物质能源的应用潜力进行能量、环
境及技术经济性等多元化评估，形成评估分析报告不少
于1份；
3、形成高速公路特定服务区的能源供应应用方案不少
于1个，较传统的能源方案，降低运行碳排放量≥25%。

2 40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考核指标
研究期限
（年）

经费限额
（万元）

9
适应三峡库区的大
型自卸散货船船型
研究

软科学

1、形成适应三峡库区的大型自卸散货船船型方案设计
资料1套；
2、形成新型自卸散货船船舶结构、稳性、机电设备等
安全评估报告不少于1份；
3、形成三峡库区高效自卸式散货船船型主尺度和自卸
货装备技术应用方案不少于1个，货物自卸系统效率较
现有船型提升≥10%，形成报市政府政策建议不少于1份
。

2 40

10
长江航运对重庆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度
研究

软科学

1、构建长江航运对重庆市经济贡献度模型不少于1个；
2、提交长江航运对重点企业发展贡献度典型案例不少
于1个；
3、形成“长江航运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研究”
应用方案不少于1个；
4、形成重庆市长江航运发展政策建议不少于1份。

1 20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主要内容 考核指标
研究期限
（年）

经费限额
（万元）

1
高速公路服务区充
电站建设指南

标准规范

交通运输部等发布《加快推进公路沿线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提出要加强
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重庆
市政府印发《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便捷超充
行动计划（2024-2025年）》，提出高速
公路服务区实现超充基础设施全覆盖。需
要编制充电站分类分级、配置标准、交通
安全设施等相关内容，助力我市充电基础
设施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公众出行需求
。

1、编制发布
地方标准不少
于1项；
2、开展技术
交流不少于1
次，每次规模
不少于 200人
。

1.5 20

2 通航隧道设计规程 标准规范

通航隧道作为航道的重要通航设施，特别
是在高山峡谷等复杂地形条件下，通航隧
道能够穿越障碍，实现水路的畅通无阻，
其建设对于提高水运交通的通达性和效率
具有重要意义。需要编制通航隧道总则、
总体布置、水力计算、结构设计、配套及
附属设施等内容，为通航隧道建设提供可
执行的标准，有效推动设计工作的标准化
。

1、编制发布
地方标准不少
于1项；
2、开展技术
交流不少于1
次，每次规模
不少于 200人
。

1.5 20

附件1-3

重庆市2025年交通科技财政项目申报指南（标准规范类）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主要内容 考核指标
研究期限
（年）

经费限额
（万元）

3
山区高速公路改扩
建技术规范

标准规范

支撑山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提高
既有路网设施通行能力，针对山区复杂地
形、地质条件，高桥隧比、线形指标受限
等情况，编制该规范，规定路线、路基路
面、桥梁、隧道、立交等改扩建设计要
求，以及交通组织设计技术要求，保障改
扩建组织高效、施工安全，最大限度减少
成渝地区山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对路网
运行的影响。

1、编制发布
地方标准不少
于1项；
2、开展技术
交流不少于1
次，每次规模
不少于 200人
。

1.5 20

4
高速公路大断面隧
道建设规范

标准规范

提升高速公路隧道建设品质，提高干线路
网运行效率，编制该规范，规定以双向八
车道为典型代表的大断面高速公路隧道设
计、机械化作业施工和智能建造要求，提
升成渝地区城际高速公路主干线路大断面
隧道工程的设计、施工和建设管理水平。

1、编制发布
地方标准不少
于1项；
2、开展技术
交流不少于1
次，每次规模
不少于 200人
。

1.5 20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主要内容 考核指标
研究期限
（年）

经费限额
（万元）

5
道路运输车辆智能
视频监控终端及平
台技术规范

标准规范

借鉴上海、广东、浙江等地的地方标准或
团体标准，形成针对客运车辆、危险品运
输车辆、货运车辆和公交车等道路运输车
辆的标准，规定智能视频监控报警装置的
一般要求、功能要求、性能要求、安装要
求以及测试方法等内容，结合重庆特色，
新增重型货车终端ADAS（智能辅助系统）
+DMS（驾驶员监控系统）通用功能要求，
有效帮助提醒驾驶员安全驾驶，预防事故
发生，提升道路运输安全管理智慧化水平
。

1、编制发布
地方标准不少
于1项；
2、开展技术
交流不少于1
次，每次规模
不少于 200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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