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学天元基金-深圳

“数学与智能+”交叉重点专项申请指南

为了推进数学理论、方法与技术在医疗健康、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等领

域中的交叉融合与应用研究，推动数学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创新发展和应

用落地，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学天元基金和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联合设立“数学与

智能+”交叉重点专项（以下简称交叉重点专项）。现征集 2023 年度交叉重

点专项申请，具体说明和要求如下：

一、 科学目标

重点围绕数学与数字经济的“智能+”融合研究，促进应用数学和产业

技术创新融通发展。本年度聚焦医疗健康、生命科学等领域，针对医疗健康

大模型的构建与应用，开展数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创新攻关研究，以期为

重大疾病精准诊疗提供新方法，进一步促进医疗模式创新、优化医疗服务供

给，为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提供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撑。

二、 资助研究方向

本交叉重点专项项目拟资助以下研究方向：

（一）基于随机矩阵极限理论的大模型机理研究。

针对大模型机理研究需求，建立以模型参数规模(P)、训练数据规模(N)、

学习质量(如训练模型所达到的损失函数梯度值∂l)为三元变量的随机矩阵谱

分布极限理论，并用以刻画线性/广义线性大模型泛化性与 P,N,∂l 之间的变化



规律；推导收缩率(Scaling Law)并解释大模型的涌现现象；研究大模型最优

（较优）性能的模型规模、数据规模、学习质量之间的最优匹配律，并实验

验证；应用线性近似方法或核方法，推广上述结果到非线性情形。

（二）大模型约化的数学理论与方法。

针对大模型的约化开展学习方法论模拟（SLeM）、大模型几何景观、双

层优化等创新学习范式与优化理论研究，聚焦于：研究任务的指令化表示与

分解体系，构建“任务→方法论学习→方法更新→完成任务”的大模型“单

路径”约化方法；研究基于元数据、元知识的大模型约化双层优化理论与高

效算法，构建基于 SLeM 理论的大模型约化学习理论与方法；研究文本、图

像双模态下的大模型几何景观性态，提出基于几何景观的大模型约化理论与

方法；将所提出的大模型约化理论与方法用于医学多模态大模型，取得显著

成效。

（三）支持医学大模型的元数据治理方法与平台。

数据数量和质量是构建大模型的必要条件。为攻关研发医学大模型需要，

建立医疗元数据中心平台及医疗病历、影像等多模态医学数据采集、质控、

去隐私化、标注的规范和智能技术；联合不少于 50 家国内高水平医院，构建

不少于 2 万例头部、胸部、腹部 CT、MR 标准数据集，其中标注数据不少于

1 万例；提出医疗数据隐私保护与分析共享兼备、分层治理与风险优化的数

学模型与数学方法；构建基于可信安全计算的多模态医学大模型智能算力平

台；验证支持大模型训练和不少于 2 项专科医学智能诊断的下游应用，为医

学基础大模型研究提供持续的高质量数据与算力平台支撑。



（注：本项目拟资助经费 300 万元，承担单位需具有对多中心数据的统

筹管理资质。）

（四）医学影像判读大模型的研发与关键技术。

基于自主可控基础大模型平台，研发首款医学影像判读大模型。聚焦突

破：语言和图像双模态对齐融合、混合推理、图生文、文生图关键技术，医

学影像知识增强的语言基础大模型和语言-图像基础大模型，基于增强语言大

模型的医学影像自动标注方法，医学影像描述报告自动生成技术，医学影像

判读报告自动生成技术等；集成所提出的新技术，研发医学影像自动描述系

统和报告自动生成系统，并在 10 家以上三甲医院试点应用。

（注：本项目拟资助经费 300 万元。）

（五）支持医学大模型高效训练的移动计算。

针对医疗数据分散存储所带来的医学大模型训练难题，实现“计算贴近

数据”的移动计算范式创新，发展高效实用的分布式学习算法，并支持医学

大模型的高效训练和应用。重点研究：基于数据并行、模型分解的无通信、

统计高效、无偏的“分解-聚合”分布式训练算法；适应于医学影像多模态处

理、异构计算的通信高效类分布式训练算法；带隐私保护医学大数据的高效

处理与分析算法；搭建移动计算平台，实现 30P 以上算力的可移动部署，支

撑医学大模型的搭建和高效训练及下游应用。

（注：本项目承担单位需配套移动计算平台的硬件经费。）

（六）医学影像大模型的评测与应用模式研究。



构建开源数据、生成数据与专有数据相结合的医学影像大模型评测标准

数据集，提出医学影像大模型评测的指标体系与评测方法；研发医学影像“指

令-答案”对的智能和渐进标注算法；研究不同威胁级别和不同攻击强度的风

险迁移、噪声添加及对抗测试算法。研建端侧和云侧间数据、特征、模型及

参数协同链路，实现医学影像端侧个性化推理小模型和云侧基础大模型的协

同进化；设计软硬件联合优化的医学影像大模型蒸馏、微调和增量训练加速

算法。面向心血管类疾病，基于 ECG、超声、CT、PET、视频等多源影像数

据，研制覆盖报告生成、病灶勾画、干预方案设计、治疗效果预测等核心场

景的医学影像诊疗一体化系统，并在 5 家以上大型医疗机构及其医共体开展

应用示范。

（七）多模态医学超声基础大模型及其应用。

针对超声影像标准化程度低的突出挑战，研发超声影像判读专用基础大

模型。聚焦研究： 超声影像的数学化表示与标准化方法；不少于 1 万例的带

标注的超声影像标准数据集；超声影像知识增强的语言基础大模型和语言-图

像基础大模型；基于指示性强化学习的超声大模型微调高效算法，基于大模

型、语义精确可控的阳性病例高维多模态影像合成算法；基于大模型和因果

算法的影像自动判读与报告生成数学模型与方法；开发高精度和高泛化性能

的超声扫查导航、实时质控和诊断智能系统，并开展产前和心脏领域临床示

范应用。

（八）指导蛋白质设计与改造的 AI 模型与系统。



针对蛋白质工程研发全新的兼顾序列和结构信息的预训练模型及下游任

务技术需求，建立亿级数据量且面向极端环境标注蛋白序列的核心壁垒蛋白

数据库；发展基于粒子系统和消息传递的 Transformer 及 GNN 的数学理论

及 AI 模型；用 Transformer 学习蛋白质序列信息，用 GNN 学习蛋白质结构

信息，将二者结合研发全新的针对蛋白质工程的预训练框架和下游任务实现

AI 模型与系统。在 10 个以上药用或者工程蛋白上，湿实验验证所开发的系

统，实现仅只需少量（<100）突变实验数据就能获得性能优越的满足工程需

求的多点位突变的蛋白质产品。

（九）基于人工智能的多肽药物设计大模型。

开发能够针对任意给定靶点蛋白预测活性多肽的 AI 模型。重点研究：如

何设计 AI 模型与算法，以快速锁定在指数增长的序列空间中对给定靶点蛋白

有药效活性的子空间；如何将 AI 方法与基于第一性原理的计算化学方法结合，

提出更加高效的多肽药物设计原理与方法；基于已有蛋白质大语言模型，突

破以靶点蛋白作为提示的微调技术，研发专用多肽药物设计 AI 模型，实现在

较短时间内将多肽药物的序列空间缩小到湿实验可承受的范围，提升多肽药

物研发效率。基于所研发的模型，完成 1-2 个多肽药物的快速设计，验证所

研发模型的有效性。

（十）基于三室建模的微重力脑超微结构调控理论与方法。

针对微重力环境下神经兴奋与细胞微环境、血流的偶联作用机制不明的

科学问题，应用大数据统计分析和深度学习算法，以不同重力状态下的各结

构参数为基础数据集，研究正常重力及微重力下细胞外间隙、血流、脑电信



号变化规律，应用微分方程建模与数值模拟方法，研究正向调控技术对超微

结构的作用与机制，揭示单室刺激下的三室变化规律，建立微重力条件下神

经兴奋功能变化的数学模型；基于新模型，探索多元素增强的复杂关系表达，

构建基于三室模型的神经调控和脑保护新方法，为不同重力条件下的脑保护

提供数学技术的新理论、新方法。探索构建基于三室模型及新调控方法的神

经系统疾病早期诊断和治疗计划制定的“诊疗一体化”系统，开展基于新理

论和新方法的临床试点应用。

（十—）颅内肿瘤多模态数据融合的可通用诊疗模型及系统。

可通用疾病诊疗大模型面临多模态数据融合、资源受限时的基础模型微

调和多病种多任务优化等挑战。本项目面向颅内肿瘤，拟开展多癌种、多模

态可通用诊疗大模型的构建、微调和评测应用研究，包括：研究医学影像、

病理图像、高通量测序和报告文本等多模态数据对齐和融合方法，利用至少

6 万例颅内肿瘤数据构建生物学知识融入的影像-病理-基因多模态基础模型；

研究基于少量标注数据、资源受限时的基础模型参数高效微调方法，使之适

用于诊断分型、预后评估和新亚型发现等多种下游任务；开展多种常见大模

型的微调性能评测和多样化临床任务应用研究，探索最优的诊疗大模型微调

策略。

（十二）基于多语言大模型微调的中西医结合风湿病诊疗系统。

针对中西医结合诊疗风湿病机理不清问题，构建以多语言(中、英、古汉

语)为载体的医学文本数据集，研究适合中文语言特色的大模型微调新方法和

新技术；构建医学影像、病理、临床、生物分子多组学等多模态风湿病数据



集，研究跨模态特征关联学习方法将各类型信息融入微调过程促进大模型在

垂直领域的“智能涌现”；针对风湿病的 2 到 3 个核心证候，对大模型进行

提示调优对齐，减低或避免大模型的“偏见”和“幻觉”影响，形成新一代

中西医结合风湿病诊疗系统，并实现示范应用。

（十三）基于交互反馈和领域经验的大模型持续优化与专病辅助诊疗。

面向典型疾病，基于不少于百万名患者的跨模态真实医疗数据，研发支

持辅助诊疗的大模型应用系统。系统能在真实诊疗环境下，实现患者精准诊

疗方案的计算机智能决策优化；可动态学习由临床专家就个体患者治疗效果

与康复进程动态提供的多类型领域经验与多模态反馈，并自适应学习对于不

同疾病史患者的个体化最佳诊疗决策。研究与提出在保证患者隐私与安全的

前提下，基于真实世界海量异质医疗数据学习，能稳定可靠做出高质量诊疗

决策的大模型系统；研究与提出支持上述能力的多模态计算机辅助诊疗大模

型持续改进理论及相应的基础数学技术；研究与提出基于交互反馈和多模态

领域经验的大模型高效优化理论与增量学习方法。应用上述大模型系统，在

不少于五种专病领域，开展真实世界的辅助诊疗应用验证，并在智联网环境

下开展覆盖不少于两百万人口的促进普惠医疗和三级诊疗的区域性示范应用。

（十四）基于核医学影像分析/判读的智能诊疗一体化基础模型与系统。

研究针对医学图像学习和推理规则的内蕴关联，建立大模型在医学影像

的迁移、可解释性和泛化的模式及机理，构建多模态核医学影像的通用特征

表示模型和基于大模型的核医学影像自监督学习范式；提出基于 PET 影像的

全身器官高精度分割、配准和病灶快速识别方法；探索 PET 与 CT/MR 相互



校正和融合的算法，得到基于影像的定量药物放射性活度，开展关联核素药

物摄取和生物效应的图像分析，建立模型和数据双驱动的药代动力学分析方

法；探索基于多源医疗数据的肿瘤自动筛查、诊断、疗效评估的算法，基于

万例以上多中心核医学影像大数据，构建基于核医学影像的病灶识别、诊断

和治疗计划制定的“诊疗一体化”系统，开展基于核医学影像的治疗规划系

统（TPS）的试点应用。

三、 资助方式与资助计划

以重点项目群的方式资助，项目资助周期不超过五年。项目执行期前两

年由数学天元基金与深圳市联合资助（侧重于理论与方法，每项 200 万元，

有特别注明的项目，每项 300 万元）；对于明确在深圳市转化落地的项目，

后三年拟由深圳市资助（侧重于技术与应用落地，每项不低于 300 万元）；

项目资助采取淘汰机制，执行两年后进行中期评估，评估优秀的项目可获连

续资助。项目研究团队须由包含数学、医学、信息等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

采取双负责人制（其中，排名第一负责人为项目总体负责人）。

2023 年拟资助不超过 14 项。申请书中的研究期限应填写为：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四、 申请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申请条件。

本重点专项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的经历；

2.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无工作单位的人员不得

作为申请人进行申请。

（二）限项申请规定。

1.本重点专项项目不计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员申请和承担总

数 2 项的范围。

2.本重点专项项目申请人和参与者只能申请或参与申请上述十四个研究

内容之一的项目。

3.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 1 项重点专项项目。

（三）申请注意事项。

1.本重点专项项目试行无纸化申请，申请接收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14

日－2023 年 10 月 20 日 16 时。请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 13 日后登录科学

基金网络信息系统 https://grants.nsfc.gov.cn/（没有系统账号的申请人请

向依托单位基金管理联系人申请开户）撰写申请书。项目合作研究单位数量

不得超过 2 个。

2.申请人在填报申请书前，应当认真阅读本项目指南和《2023 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中申请须知的相关内容，不符合项目指南相关要求

的申请项目将不予受理。

3.申请书研究内容应和本指南资助研究内容一致，项目名称要求选择上

述十四个研究方向目之一，否则将不予受理。申请书资助项目类别选择“数

学天元基金项目”，亚类说明选择“数学天元基金”，附注说明填写“‘数

学与智能+’交叉重点专项”。在正文的最前面标明所选研究方向的序号及



标题。所有项目申请代码 1 均应选择数学学科申请代码。以上选择不准确或

未选择的项目申请将不予受理。

4.数学天元基金项目无间接费用，申请经费为直接费用。申请人应根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资金预算表编制说明》的具体要求，按照“目标相关性、政策

相符性、经济合理性”的基本原则，认真编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

预算表》。

5.申请人完成申请书撰写后，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申请材

料中所需的附件材料（有关证明材料、审批文件和其他特别说明要求提交的

纸质材料原件），全部以电子扫描件上传。

6.依托单位应对本单位申请人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

性进行审核；对申请人申报预算的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进

行审核。具体要求如下：

（1）本交叉重点专项项目采用无纸化申请方式，依托单位只需在线确认

并及时提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无需报送纸质申请书。项目获批准后，

将申请书的纸质签字盖章页装订在《资助项目计划书》最后，与之一并提交。

签字盖章的信息应与信息系统中的电子申请书保持一致。

（2）依托单位完成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的逐项确认后，应于申请材料

提交截止时间前通过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上传本单位科研诚信承诺书的电

子扫描件（请在信息系统中下载模板，打印填写后由法定代表人签字、依托

单位加盖公章；若当年已上传本单位科研诚信承诺书的电子扫描件，则不用



再重新提交），无需提供纸质材料；须在项目申请截止时间后 24 小时内在线

提交项目申请清单。

五、 联系方式

1.填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可联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中

心协助解决，联系电话：010-62317474。

2.其他问题可咨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数学科学处：

联系人：赵桂萍

电 话：（010）62327191

邮 箱：zhaogp@nsfc.gov.cn


	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学天元基金-深圳“数学与智能+”交叉重点专项申请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