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三批全国建材行业重大科技攻关“揭榜挂帅”项目榜单 

序号 榜单方向及攻关目标 

1 

榜单方向：超级混凝土材料 

主要攻关目标：面向极端、特殊应用场景，突破传统混凝土设计理论和方法，研究超级混凝土材料设计

新原理、新思路，开发出具有超级性能的新型混凝土材料及其性能评价新方法。主要包括：（1）超高强

混凝土：抗压强度实现倍增，达 800MPa 级。（2）超长寿命混凝土：常规温湿度环境、海洋环境、严寒

环境等几种典型结构物服役环境中，预期混凝土寿命可达千年以上。（3）超抗侵彻防爆混凝土：抗侵彻

性能：侵彻深度小于 60mm；防爆性能：爆炸压缩破坏半径小于 20mm。 

完成时限：5 年以内。 

2 

榜单方向：超强韧透明玻璃材料 

主要攻关目标：针对传统无机玻璃的高脆易碎等问题，研究玻璃强度、韧性等力学性能的可靠量化评价

方法，探究玻璃强度提高、韧性增强的物理机制和多尺度结构起源；通过有机/无机的多尺度复合，非均

匀相间匹配或微纳尺度晶型调控等方法，开发出超高强韧透明玻璃材料，韧性达到 2.0MPa.m1/2 以上。 



完成时限：5 年以内。 

3 

榜单方向：超韧陶瓷材料 

主要攻关目标：探索陶瓷超韧化新原理新机制，研究陶瓷超韧化的价键、微观结构与增韧机制，开展超

韧性陶瓷材料纳米复合结构设计、纳米晶界相调控技术以及外场辅助下的致密化动力学研究，突破陶瓷

本征脆性，陶瓷高温塑性温度向中低温甚至室温转变，厘米级宏观样品纯相陶瓷韧性实现倍增，氧化物

陶瓷≥12 MPa.m1/2，非氧化物超高温陶瓷≥8 MPa.m1/2。 

完成时限：5 年以内。 

4 

榜单方向：月球混凝土材料 

主要攻关目标：针对月面工程建造面临低重力、高真空、大温差、强辐射、月震及陨石冲击等极端环

境，研制出不同粒径和成分的模拟月壤材料不少于 2 种，探索月面环境下月壤混凝土的成形方法及其结

构与服役性能关系，制备月球混凝土的月壤原位利用质量比≥95%，成型构件的尺寸

≥50mm×50mm×150mm、抗折强度≥5MPa、抗压强度≥30MPa、极端环境暴露 1 年强度损失≤60%。 

完成时限：5 年以内。 

5 

榜单方向：辐射制冷水泥基超材料 

主要攻关目标：研发水泥基材料辐射制冷性能提升技术、光谱响应的表面工程设计方法，建立水泥基材

料辐射制冷性能评价方法，开发出量大面广、辐射制冷的建筑超材料，超材料的太阳光反射率高于



92%，中红外辐射率不低于 95%，阳光直射下水泥基超材料与普通硅酸盐水泥相比，下方建筑围护结构

缩比模型内部温度降低幅度不低于 15℃，降温功率应不低于 60W/m2。 

完成时限：5 年以内。 

6 

榜单方向：水泥基超级电容器 

主要攻关目标：面向风电、光电等绿色能源对高效低成本存储的需求，开发以水泥为主、低成本新型水

泥超级电容器，调控其电子导电网络、高比表面积储存孔隙、离子扩散通道结构，使其具有高倍率充放

电能力和较长的循环寿命，研制新的、低成本储能系统，形成理想的储能解决方案。 

完成时限：5 年以内。 

7 

榜单方向：电磁传输可调控的陶瓷基超材料 

主要攻关目标：面向新一代航天器集耐高温、隐身、透波等功能于一体的需求，研发电磁传输特性可调

控的陶瓷基超材料，同时实现耐高温 1200℃以上，工作频段内透波率≥75%，特殊波段内的 RCS 缩减不

小于 10dB 的目标。 

完成时限：5 年以内。 

8 
榜单方向：石墨烯无机纤维功能材料 

主要攻关目标：针对新一代飞行器、风电叶片服役对除冰的新需求，开发石墨烯复合无机纤维功能材



料，攻克石墨烯与无机纤维基底快速复合、材料表面石墨烯品质及层数控制生长等关键技术，提高抗冰

冻电加热材料的升温速度，建成石墨烯无机纤维功能材料工业化生产示范线，材料的表面方块电阻平均

值在 10Ω/sq~5000Ω/sq 可调，开发不同应用领域产品：（1）面向风电叶片领域，功能材料纬向幅宽 ≥ 1 

m ，表面方块电阻的变异系数≤ 10%；（2）面向国防军工领域，高性能无机纤维功能材料拉伸断裂强力

超过 120N/25mm，升温速率达 160℃/s 以上，透波率超过 75%。 

完成时限：5 年以内。 

9 

榜单方向：自修复柔性超薄无机固态电解质材料 

主要攻关目标：针对高安全、高能量密度、长寿命储能的需求，研发具有自修复功能的新型柔性超薄无

机固态电解质，解决无机固态电解质因脆性微裂纹引起锂枝晶刺穿导致电池失效问题。无机固态电解质

膜的厚度<10μm，室温自修复时间<30s，室温离子电导率>5×10-4 S cm-1，抗弯折疲劳次数 2000 次以上。 

完成时限：5 年以内。 

10 

榜单方向：数字智能感知混凝土 

主要攻关目标：面向重大基础设施对全时全域智能感知的需求，利用新型传感技术，研发长距离、大容

量、多参数感知网络的混凝土，突破混凝土内部多参数传感网络大数据的长期积累、统计分析、深度学

习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建立混凝土材料性能和健康状态的智能化分析、跟踪和预测的方法，满足自



身健康状态及其外部荷载的智能感知和精准识别，并应用实际工程。 

完成时限：5 年以内。 

11 

榜单方向：建材化验室全自动物理检测系统 

主要攻关目标：设计开发熟料、水泥、混凝土等化验室全自动物理检验系统及仪器设备，实现全项物理检

测从配料、搅拌、成型、养护、测试等各环节全流程的自动化，或者通过各生产环节的大数据采集、分析、

预测，实现各项物理性能指标的快速、精准预测，并通过与现有标准方法的比对验证，各项数据的误差、

变异系数等符合届时标准要求。 

完成时限：5 年以内。 

12 

榜单方向：耐极端高温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 

主要攻关目标：针对新型高超声速飞行器面临极端苛刻的热、力、氧耦合服役环境，研制开发耐 2800℃

以上、近零烧蚀、长时可靠的超高温陶瓷基复合材料，2800℃氧乙炔焰烧蚀 1500s 后结构保存完整，线

烧蚀率≤0.1×10-3mm/s。 

完成时限：5 年以内。 

13 榜单方向：光刻机用石英玻璃 



主要攻关目标：面向 DUV、EUV 光刻机对石英玻璃材料的需求，研制石英玻璃专用装备，突破现有工

艺技术，系统研究石英玻璃生产制备、加工成形及性能表征技术和方法，开发出具有超高光学均匀性、

超高透过率、超抗激光辐照等性能的石英玻璃材料，并示范应用，实现石英玻璃材料的自主可控。 

完成时限：5 年以内。 

14 

榜单方向：半导体设备用精密陶瓷材料及结构件 

主要攻关目标：围绕半导体设备用精细陶瓷粉体制备技术，突破高纯氧化钇粉体、高纯氧化铝粉体、氮

化铝粉体、复合氧化铝粉体、金属浆料等关键材料制备技术以及半导体用精密陶瓷成型、加工工艺，实

现从粉体、成型、烧结到成瓷全工艺链的精密陶瓷部件国产化，满足我国高端半导体设备用精密陶瓷材

料及结构件的自主可控需求。 

完成时限：5 年以内。 

15 

榜单方向：建材制造企业“零外购电”成套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 

主要攻关目标：研发或集成应用高效余热发电、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等绿色电力及储能技术，

充分利用厂区、自备矿山等占地制备绿电，开发建筑光伏一体化技术、多电能耦合与智能调度控制系统等

关键技术，形成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源网荷储一体化及多能互补平台，在典型建材制

造工厂实现示范应用，满足生产及配套设施全部用电需求，实现企业生产用电零外购，且生产稳定运行。 

完成时限：3 年以内。 



16 

榜单方向：建材制造企业“零化石能源”技术装备研发与应用示范 

主要攻关目标：针对使用化石能源窑炉设备的建材企业，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氢能等可再生绿色

能源，以及有热值的废弃物、余热余压等替代化石能源，开发绿电窑炉、非化石能源烧成窑炉、余热余压

高效梯次利用设备等核心装备，满足生产及配套设施用能需求，实现建材企业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零

消耗，且生产稳定运行。 

完成时限：4 年以内。 

17 

榜单方向：建材制造企业“零一次资源”成套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 

主要攻关目标：针对现有消耗一次资源的建材生产企业，攻克固废高效综合利用制备建材的瓶颈问题，开

发整装成套的固废资源化利用技术，重点研发智能回收分选、低成本调质改性、高效安全转化、可再生能

源利用等全链条技术，形成资源、能源综合利用系统性解决方案并应用，生产所需原、燃料全部使用非一

次资源、可再生能源等，建成一次不可再生资源使用量为零的示范工厂。 

完成时限：5 年以内。 

18 

榜单方向：建材制造企业“零碳工厂”技术装备研发与应用示范 

主要攻关目标：针对建材窑炉生产工艺企业，研究低碳、零碳、负碳技术，重点研发低碳、无碳原燃料生

产建材产品的技术及成套装备，高效节能降碳技术及装备，建材窑炉烟气二氧化碳捕集及固碳利用技术等

关键技术，通过源头替代减碳、过程节能降碳、末端治理固碳及碳中和等全流程碳减排技术集成与应用示



范，达到工厂全生产过程二氧化碳排放为零或近零。 

完成时限：5 年以内。 

19 

榜单方向：建材制造企业“零废弃物”技术装备研发与应用示范 

主要攻关目标：围绕建材窑炉企业的制造全流程，通过工艺优化、技术装备提升和环保设施的改造升级或

流程再造，研发废弃物全回收再利用技术、污染物控制与治理回收技术及成套装备，并集成应用示范，在

现有废弃物有效综合利用和超低排放基础上，实现企业生产全过程外排的固、液、气废弃物和污染物为零

或近零。 

完成时限：4 年以内。 

20 

榜单方向：建材智能化成套技术开发与“零员工”工厂应用示范 

主要攻关目标：针对建材制造企业流程工艺，构建基于生产设备、边缘设备、管控平台等全厂全流程的多

源异构数据及其应用技术，开发先进适用的全自动化、智能化装备、无人实验室等，实现设备的无人巡检

与预测性维护，建立自学习、自适应、自寻优的智能化控制系统，实现从原料端到产品端全过程的智能管

控，生产一线零员工，建成示范工厂并长期稳定运行。 

完成时限：4 年以内。 

21 
榜单方向：折叠式建筑及其配套新型建筑材料部品部件的设计、研发与示范 

主要攻关目标：研究新型低碳环保、轻质高强、高效保温隔热、装配式装修等建筑材料及其部品部件制备



技术，设计工厂化制造、可折叠拆装、内部空间可变换、可重复使用、便于运输的折叠式建筑，应用模块

化集成厨房、卫生间，融合应用绿色能源及节能建筑系统，折叠建筑装配率达 95%以上，设计使用寿命达

30 年以上，满足日常居住使用需求，实现应用示范。 

完成时限：5 年以内。 

 


